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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传胪图”杯、“吹绿”釉瓷、青花双耳“嫁妆瓶”乃至越南水烟罐……沉睡
于上海崇明横沙岛东北部北港航道水下的长江口二号古船，近年来陆续有文物
出水。

9月6日，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又公布了一批经过清理和初步考证的出
水文物。这些瓷器多为贸易交流瓷，制作精良，它们如散落海底的拼图碎片，为
人们“拼贴”出一幅上海开埠初期生机勃勃、文化多元的社会生活图景。

据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翟杨介绍，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迁移和
打捞工程从筹备至今，已清理出水600多件陶瓷器。考古工作者在前期水下调查
和整体迁移预处理阶段，提取和清理了部分古船相关出水文物。这些瓷器大多
产自景德镇窑，也有部分可能产自江苏宜兴窑和福建地区窑口。

小心翼翼地托起一只清同治景德镇窑绿釉杯，翟杨称这件文物可以被命名
为“001”号。绿釉杯小巧玲珑，底部有矾红彩书“同治年制”篆书款识。翟杨表
示，这件出水文物的底款，对于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年代判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景德镇窑于明代宣德年间始烧绿釉瓷器，至清代早期又引入欧洲技术，创
烧出一种‘西洋绿色器皿’，釉质上与传统绿釉有所不同，并且是通过吹釉的方法
施釉。这件出水绿釉杯因长期受海水腐蚀，微呈褐色。但它自带的上海开埠之
初中外文化交流印记，却依然鲜明。”翟杨说。

与“洋气”的绿釉杯相比，一旁的清同治景德镇窑粉彩“二甲传胪图”杯显得
格外古色古香。这件粉彩杯，杯身描绘着两只螃蟹张开蟹钳夹着芦苇行走。专
家解读称，两只螃蟹，寓意“二甲”；芦苇则谐音“胪”。在清代，科举考试中的“二
甲第一名”也就是殿试第四名被称为“传胪”，寄托着当时人们对“金榜题名”的殷
切祈愿。

水下考古队伍还发现了一只体形硕大的清同治景德镇窑豆青地堆白青花松
下高士图双耳瓶。这个瓷瓶高达60厘米，丰肩鼓腹，两侧有双狮耳饰，瓶身上以
青花绘有松下高士图。专家解读称，这种款式流行于晚清民国时期，多用于陪嫁
妆奁，民间俗称“嫁妆瓶”。令人惊喜的是，当考古人员一层层清理和收集瓶身里
面厚厚的淤泥，准备用于今后进一步研究时，从“嫁妆瓶”里又连续取出了共计50
只青花团龙纹杯。

今年3月2日，国家文物局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宣布正式启动长江口二号古船
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已明确长江口二号古船是一艘清同治年间的贸易商船，也
是我国水下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物数量巨大的木质帆
船。近期，水下考古工作者在古船北边同时发现了船舵和铁锚，从另一个侧面为
长江口二号古船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提供参考数据。

长江口二号古船船舵的舵杆，残长约 5.6 米、直径 42 厘米，上面还包裹着 52
道宽约 7厘米的铁箍，推断是为了加固舵杆。舵柄则由铁箍合围 3根木材而成，
最长处达 6.26 米。此外，长江口二号古船的铁锚为四爪锚，长约 3.3 米（不含铁
环），亦是目前国内发现较大的古代四爪铁锚。

长江口二号古船预计于今年年底前整体打捞出水，此后文物考古工作人员
将根据古船考古和文物保护方案，围绕古船遗址形成过程、建造技术、航线等课
题展开全方位研究，最大程度地发掘古船的科学、历史、艺术、社会和文化价值，
逐步揭开长江口二号古船的众多谜题。

新华社上海9月6日电

新华社上海9月6日电（记者孙丽萍、丁汀）
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古船整体打捞迁移工程
6 日正式启动。下午，作为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
打捞迁移工程主作业船——“大力号”缓缓驶离上
海横沙码头，起航前往长江口二号古船遗址现场。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一艘清同治年间的贸易商
船，也是我国水下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
完整、船载文物数量巨大的木质帆船。目前，它正
沉睡于上海崇明横沙岛东北部北港航道水下，古
船船体埋藏于海床下5.5米。考古调查显示，这艘
清代古船船身现存约 38.1 米，已探明有 31 个舱
室，其中载有不少精美文物，迄今已经清理出水
600多件陶瓷器。

据介绍，上海古船打捞迁移工程采用世界首
创“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海上现场
作业阶段，“大力号”将在古船四周放下22根巨型
弧形梁，形成一个巨大的半圆柱沉箱，把总
重量 1 万余吨的古船和泥沙海水“滴水不
漏”地包裹起来、提升出水，嵌入另一艘特
制打捞专用工程船“奋力”轮的中部开口月
池。整个海上作业预计耗时2至3个月。

长江口二号古船有望于今年年底前

“破浪而出”。“奋力”轮将“怀抱”长江口二号古船
行驶到杨浦上海船厂百年旧址。考古人员将展开
后续考古工作，一座古船博物馆也将就地展
开营建。长江口二号古船将“安家”于
黄浦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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