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掉了一块钱？好

像还是一枚铜钱，嵌在

船板间。

提取，刷去泥土，上

有“大观通宝”四字，宋

徽宗亲笔题写的瘦金

体。这是他在位期间铸

造的铜币，这枚“大观通

宝”也被称作“御书钱”。

原来这是一艘宋代

海船，停靠在温州朔门

古港的码头边，船上还

剩 4 只酒瓶子，以及这

枚掉落的铜钱。

昨 天 ，2022 年 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

评揭晓，浙江温州朔门

古港遗址入选。

考古揭示历史。一

个真实的现场，从书里

跳到了眼前。温州这个

“国内仅见、世界罕见”

的宋元港口遗址，究竟

有多牛？一个千年古港

的故事，又要从何说起？

最近，人工智能很

火，比如 AI 照片，你可

以穿越到照片上的任何

年代，体会不同的生活

场景。今天，就借这个

概念，跟潮新闻·钱江晚

报记者来一趟考古现场

的虚拟穿越之旅吧。

登 上 800 年 前 那

艘停在朔门港口的船，

你会看到什么？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跟着我们一起沉浸式穿梭古港千年

800年前
“我”登上了那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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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艘
年产量全国第一

2021 年 10 月，浙江省温州市，鹿

城区望江东路东部，地处闹市区的朔

门，这里曾是温州古城的北大门——

发现了这艘沉船。不止是它——还有

8 座码头、2 艘沉船、1 条木质栈道、多

组干栏式建筑等重要遗迹，温州古城

的水陆城门相关建筑遗迹，以及数以

10 吨计的各类瓷器残件。主要遗存，

年代集中在宋元时期。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被发现。经浙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发掘，它像一幅古

画，一点一点揭开，完整地展于眼前。

“千年商港 幸福温州”——温州的那

句金名片，有了硬核物证。

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的止水桩还

留在现场，包围着一个古代遗址现

场。用考古人的话说，这是城市主干

道向文物让路的典型事例。

800 年后的今天，我登上了 1 号

沉船。

它已残，倾斜搁浅在淤泥之中，只

剩 7 段船舱。这是一艘福船，古代四

大船型之一。沉船的龙骨、鱼鳞状搭

接、隔舱（水密舱）造型设计，是宋代造

船工艺的“铁三角”，这三项创新技术，

为航海速度和安全提供了保障。

船残留的长度是 12.4 米，宽 4.1

米，沉船东侧发现一根桅杆，残长8米

多。据推测，残体约占原有体量的四

分之一，所以整艘船的长度超过 20

米，属于浅海航行福船。现在，它已搬

家，被整体打包提取，在实验室里经历

清理、脱水加固阶段。

还有一艘沉船，在瓮城北面深达

9米的基坑内被发现，年代为北宋。

这种有龙骨的“小方头阔尾营”尖

底船，是宋代各地造船厂主推的海

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刀，贵其可以破

浪而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

就有产品的描述。

谁造的船？宋代，温州最大的官办

造船场，就在距遗址一公里的郭公山沿

江一带，置官兵252人及大批工匠。

从元祐五年（1090）到政和四年

（1114），温州和宁波造船数量排在全

国首位，有定额——“岁造船以六百只

为额”。到了南宋绍兴元年（1131），

温州年造船 340 艘，还建造战船、漕

船、商船和出国使船。

这艘船本来要去哪里？是尚未装

货待出发，还是回港刚刚卸完货？

一切已不得而知。但船上会装什

么货，是可以猜到的。

全球购的龙泉瓷
在温州发货

此刻，水天平静，唯有人声和市声

从港岸上传来。

我从船上下来，瞥了一眼港岸边

来来往往装卸货物的码头工，有工头

大声提醒着，搬运要小心，再摔碎这些

瓷器，就要扣工钱了。

今天，考古人发现，船的木锚边

上，是一道道墙基，旁边有一条瓷片堆

积带——碎瓷片的时代，为元。

南宋至明中期，龙泉瓷在外销瓷

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是大航海时代

之前，我国推出的第一种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商品。龙泉窑在出口瓷器中所

占的比例，可以作为衡量一个港口重

要与否的指标。

说几艘著名的沉船——大练岛沉

船、南海Ⅰ号、华光礁以及福建漳州圣

杯屿沉船，包括韩国新安沉船，考古发

现的龙泉窑系青瓷数量非常庞大，所

占比例极高。

而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瓷

片，以10吨计，九成以上为龙泉瓷，且

绝大多数没有使用痕迹，应该是贸易

瓷在储存、转运过程中的损耗品。

一句话总结，也是新鲜出炉的全

国十大考古评选给朔门的颁奖词：朔

门古港遗址坐实了温州是龙泉瓷外

销的起点港，也为温州是“海上丝绸

之路”重要节点城市提供了关键物

证。

进口的琉璃
与出口的建窑

下了船，我走到了码头边的货栈，

打算看看货，顺便喝杯茶。结果，一眼

看到了翠蓝，这是一根簪子的颜色，质

地特别，琉璃做的。

国产货还是进口货？

宋代的琉璃工艺先进。苏东坡就

有一只琉璃酒杯，一边独酌一边研究，

还写成了诗——《独酌试药玉酒盏》。

药玉，就是国产琉璃，“熔铅煮白石，作

玉真自欺。琢削为酒盅，规摹定州

瓷。”

不过，琉璃也是较早输入我国的

商品。南宋赵汝适《诸蕃志》里写过，

“琉璃，出大食诸国。烧炼之法与中国

同。其法用铅、硝、石膏烧成。大食则

添入南鹏砂，故滋润不裂，最耐寒暑，

宿水不坏，以此贵重于中国”。

这根翠蓝的宋代琉璃簪子，据温

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员伍显军

推测，应是通过海运输入到温州的。

还有一只完整的黑釉金丝兔毫纹

瓷盏，这是建窑出品。

建窑，宋元时期外销瓷的重要产

品。根据朔门古港发现的建窑茶盏的

胎、釉、纹饰以及制作工艺判断，产地

可能来自闽北建窑、遇林亭窑、江西吉

州窑、泰顺、文成窑等窑场。

宋代流行斗茶，比赛“奶泡”（汤

花），“以纯白为上”，所以最好用黑釉

盏，更能反衬茶色之白，而厚壁保温，

有助茶香持久发散——艺术家宋徽宗

到底懂行，“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

上”。作为斗茶神器，当然“价令金帛

贵”。

滩涂上
建了8座古码头

我赶着去码头，要等一个人，一眼

望去，这么多码头，他会在哪座码头下

来呢？我想，都转一圈吧。

朔门古港发现了8座码头。

“3 号码头就在 6 号边上，3 号码

头是维修过的，最早只有这一段，后来

可能生意越来越好，又在外面加了一

段。”如果不是伍显军指引，眼前看到

的只是一堆难以分辨的乱石。

古人一贯擅长利用自然和生活小

物改造生活，造码头也是。这次发现

的两宋码头多以江边山体延伸到水中

的岩石为依托，呈多级月台状，建筑方

法叫“石包土心结构”。

怎么做的？

为了适应滩涂环境，边墙底部往

往用木桩打底和横木铺垫，木板上修

筑石块包边，泥芯填土，一层层夯实，

夯完后，最外面还要打入长木桩围护，

做最后的加固。船靠岸，不至于把码

头撞坏。

1700年
不变的温州城址和朔门

码头接驳船只，温州港及其腹地

汇聚的商品从此发往国内外城市。而

从海外诸国货船捎来的香药、象牙、琉

璃等，在这里卸货上岸。从水路来温

任职的官员或其他人员，也从这里经

朔门入城。

朔门，就是人员、货物入城的“第

一门”，在温州古城的正北面，古时又

名拱辰门、望京门、望江门，是温州古

城七处城门之一。

温州古城在瓯江下游港湾，自东

晋太宁元年（323）建永嘉郡至今，已

有 1700 年历史，城址未变，朔门这个

地名，也没变。

2004 年，这里发现了城门城墙，

去年又发现两个时期的瓮城，宋元时

期的和明清时期的，城墙形状发生了

变化，由半圆形改为方形。瓮城外，有

多条排水沟，纵横交错，还发现了三个

时期的道路。

所以，朔门古港遗址的意义不只

是发现了沉船、码头等单个遗址点，而

是从瓮城到江堤，到水井、码头、沉船

等一系列周边附属遗迹的发现，内容

涉及对外贸易的多个环节，在近些年

的考古发现中具有唯一性。

用专家组的话说——朔门古港集

齐各大要素，遗迹全、规模大、体系完

整、内涵丰富，堪称国内仅有、世界罕

见。

下转10版

遗址发现的龙泉窑瓷碗

1号沉船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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