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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西沙群岛、东沙群岛以及南沙群岛的水下文物、沉船遗址等，作为海中文物宝库的
“南海一号”，在该书中重点介绍。
同时，也对异彩纷呈的南海文物，如瓷器、陶器、铜器、石雕制品及历代古钱币等进行必要的描述和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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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思德，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馆员，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主要研究海南
史前考古学和海南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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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岛洲文物点上的遗物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经实地调查知道，大概是有两种保存形式，一种是在岛上珊瑚沙中挖掘出来的，另一种是散布在岛洲
海边的沙滩地表上。
它们在保存形式特点上的区别，可能与其所造成的历史原因和自然环境的不同有—定的关联。
 在永兴岛、金银岛、珊瑚岛、东岛等地调查中，出土的瓷器都是在施工动土时挖出来的。
如在永兴岛西部邮电局附近出土的清代康熙青花五彩大盘，其出土地点距海边约有100多米远，盘内四
面开光，连盘心都画满青花五彩的折枝花卉和粉蝶，盘外壁也有青花五彩的花草，这应是江西景德镇
民窑的产品。
 在金银岛西南深约1米多的珊瑚沙中，挖出三件相叠在一起的清初青花龙纹瓷盘，出土地点位于岛边
沙丘向外的斜坡上，距海边约50米。
瓷盘完好如新，盘内画四条夔龙（盘心一条团龙，周壁三条游龙）；外壁画三枝稀疏的青花竹叶，色
泽明亮。
相似的器物在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传世品，这是清代康熙至雍正年间江西景德镇民窑的产品。
 此外，珊瑚岛、东岛等地也在海边附近的珊瑚沙中挖出过清代青花花卉纹碗和近代酱釉罐，这些出土
遗物都是我国南方地区民窑所生产的。
 永兴岛、金银岛等处文物点出土的瓷器全都是被挖掘出来的，从其保存状况来看，表明遗物出土地点
距海边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器物上并没有附着有一层珊瑚石，这反映了它们并没有被海水浸泡过，或
被海浪冲上岛边沙滩遗留下来的，而是—直被埋藏在这些岛屿上的。
尤其是金银岛三件出土的清代瓷盘在被发现时，是完整地叠压在一起，这不是外力所致，可能是人为
放置的。
清代早期国势强盛，对南海上从事捕鱼生产的渔民专门派遣水师巡视，保境安民。
中国南方沿海一带渔民也多前往西沙群岛海域捕鱼生产，有时因某种原因，也会在西沙群岛的一些岛
屿上暂时居住生活，所用的日常生活器皿，都是从中国内地带去的南方民窑烧造的瓷器。
出土的这些清代瓷器应是当时生活、居住在这些岛屿上的我国居民所遗留下来的物品。
它从一个侧面证明，在古代南海西沙群岛的许多岛屿上，都有我国渔民在那里活动和居住。
 在部分岛洲靠近岸边的沙滩上也发现有陶瓷残片，它们都散布在海岛北面或东西两侧，正对着我国内
地航船南下的航向。
在南沙洲东西两侧的沙滩上散布有上千件宋代青白瓷、青瓷和明、清时期青花瓷器等遗物，由于海浪
不断冲击，器物大都已残破，有些还胶结在礁盘的珊瑚石上。
从遗物的保存情况来看，应当不会是人们在此居住时遗留下来的。
因南沙洲是一个地质变化很大的沙洲，据有关资料记载，由于受频繁发生的台风及海浪冲刷和洋流搬
运，会不断地导致沙洲的形成和消失。
如在1972年第20号台风中，在南沙洲南约500米处形成了两座“孪生兄弟”的小沙洲——东新沙洲和西
新沙洲。
而在20世纪80年代，南沙洲的西侧又有一个小沙洲消失。
加上南沙洲地势较低，易被暴风大浪所淹没，这里并不适宜人们居住生活。
 从调查的现场来看，南沙洲文物点这上千件的瓷器残片，应是在此触礁沉没的宋、明、清不同历史时
期船泊上的遗物，长时间经海浪冲击来到沙滩上的。
因此，在上千件瓷片中，很难寻得完整或较完好的器物，大多数是碗口沿、圈足底、杯、碟腹片等。
南沙洲的瓷器残片都是经海水长期浸泡和被海浪冲到沙滩上的，又经过雨水冲刷与粗砂粒的摩擦，瓷
片表面十分光滑，不带任何珊瑚物质，表面的釉质和青花色泽没有原来的鲜亮。
另在北岛、南岛、中沙洲等文物点也有类似的遗物散布情况。
尤其是位于南沙洲北面的南岛，两者相距很近，在南岛南面沙滩上发现的清代青花瓷器残片，都和南
沙洲的瓷器器形、花纹图案完全相同，它们当属于同一条沉船上的清代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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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海考古》讲述南海是仅次于珊瑚海和阿拉伯海的世界第三大陆缘海，面积约有356万平方公里，大
约相当于渤海、黄海和东海等三大海总面积的三倍。
南海平均水深约1212米，最深处达5567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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