
1212

广告处 电话 65369288 传真：（8610） 65003109 总编室 65369316 经营部门 65369399 发行部 65369319 零售1.5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153号

视觉广角
责编：彭训文 邮箱：hwbtravel@126.com

2016年5月18日 星期三

5 月 16 日，2015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公布，按时代排列分别为：云南江川甘棠
箐旧石器遗址；江苏兴化、东台蒋庄遗址；
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
与发掘；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
存；陕西宝鸡周原遗址；湖北大冶铜绿山四
方塘遗址墓葬区；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
墓；河南洛阳汉魏洛阳城太极殿遗址；内蒙
古多伦辽代贵妃家族墓葬；辽宁“丹东一
号”清代沉船 （致远舰） 水下考古调查。

这些新发现的背后，是考古学家不放过
一丝细节的谨慎和艰辛的努力。史上保存最
完整的西汉列侯墓园——海昏侯墓的发现正
是源于村民反映的一个盗洞事件。2011 年 3
月 23 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
军，也就是后来的海昏侯墓考古领队，在家
中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有老百姓反映，在南
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一个墎墩山上，发现了
一个盗洞，可能是盗墓贼所为。杨军说，他
当时脑子里突然闪现，地方史料中的刘贺墓
与发现盗洞的古墓位置非常接近。

杨军当即赶往盗洞所在的观西村，戴上
安全帽、绑着安全绳下潜到约 14 米深的盗
洞。“沉到底部时，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鼻而
来。”杨军说，“我初探了一下，规模很大，
需要上报更高层！”正是此举，避免了墓园被
进一步破坏，主墓得以保存完整。经国家文

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1年
对这处高等级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5
年来，考古人员勘探了约 100 万平方米，发
掘了约 1 万平方米，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从发现墓园到发掘墓葬区，再到发掘都城遗
址，考古人员终于将目前内涵最丰富的汉代
侯国聚落遗址展现在世人面前。

和海昏侯墓的发现相比，去年“丹东一
号”沉船 （致远舰） 文物的出水历程则更为
坎坷。1894 年 9 月 17 日，北洋舰队 4 艘军舰
在黄海海战中沉没。从此，打捞甲午沉舰的
活动就一直没有停歇。1938年至1939年，日
本曾组织人力对 4 艘沉船进行过打捞和拆
卸，致使这些舰只遭到严重破坏。1960 年、
1964 年，我国海军初步测得致远舰的位置。
1968年，考古学家进行了水下考古调查，并
无所获。1997年，考古学家除了调研外，在
辽宁省东港市的大鹿岛海域，用彩色声呐来
回扫描了22平方公里，潜水探摸31次，终于
确定了4艘沉舰的大体位置。但打捞船经过1
个多月的探摸，4 舰的具体位置仍然无法确
定。

2013年，丹东港集团在开发丹东海洋红
港区时，在新港清淤过程中发现水下有异常
磁力显示，可能存在沉船。2014 年 4 月，考
古人员经过潜水实地搜寻，发现少量出露海
床的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并依据相关分

析结果，推测可能为其中一艘沉舰，这就是
“丹东一号”的由来。

2015 年 8 月，考古学家对沉船进行重点
调查和打捞，大批文物得以陆续出水。其
中，一组有“致远”两字舰徽的磁盘、11毫
米的10管格林机关炮、方形舷窗和“鱼雷引
信”，成为证明“丹东一号”是致远舰的重要
证据。这些带着悲壮的民族记忆、沉睡了数
百年的沉船文物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除了人们关注的明星考古项目，其他项
目背后的故事同样精彩。例如，浙江余杭良
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发现，可能让

“大禹治水”的传说有了依据。而 1986 年发
现良渚遗址的过程，曾将考古队员逼得几近
绝望。当年，考古人员在良渚遗址之一的反
山遗址挖掘，20 多天仍不见良渚文化踪迹，
巨大压力让主持发掘的良渚考古站站长王明
达一下瘦了13斤。最后，考古人员终于挖到
一颗玉珠，这正是良渚晚期的文物。仅仅再
往下 40 厘米，就是一座巨大的良渚古墓葬。
2006年，考古人员也是从稻田下一条40米宽
的沟渠入手，顺藤摸瓜，连续奋战半年，让
这座堪比殷墟的良渚古城露面。

每年，我国都会评选和公布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正是由于考古工作者们的辛勤劳
动，才让中华文明不断增加新的“金名片”。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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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将海昏侯墓主棺柩套箱运送出主墓发掘现场

考古人员在海昏侯墓考古现场提取金饼考古人员在海昏侯墓考古现场提取金饼

文保人员在文保用房内进行海昏侯墓出土金器的清理工作文保人员在文保用房内进行海昏侯墓出土金器的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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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一号”水下考古
工作人员在工作

▲“丹东一号”水下考古
工作人员在工作

考古学家在江川甘棠箐遗址现场挑选标本。
（来源：云南考古网）

考古学家在江川甘棠箐遗址现场挑选标本。
（来源：云南考古网）

海上考古作业平台在打捞“丹
东一号”文物。 边 晗摄

◀ 考古队员下水摸探
“丹东一号”沉船文物

（浙报制图：吴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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