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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本报记者童克难北京报道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致公
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沿海海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
提案》。

提案指出，沿海海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面临诸多问
题：一是水下文物盗掘、盗捞、倒卖等不法行为依然存在，
保护形势较为严峻。二是海洋水下工程、捕捞作业以及
海洋经济建设的扩大，给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压力
越来越大。三是开展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间较短，
体制、机制尚不够健全。四是水下文化遗产分类分级体
系及保护区划定、水 下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规 划 编 制 以 及 水
下考古发掘海域使用论证方面基础薄弱，相应的保护
措 施 仍 需 加 强，水下文化遗产的基础研究和技术体系
不足。

对此，提案提出 5 条建议，积极开展沿海水下文化遗
产普查；加大沿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科技投入，创新遗
产保护方式；科学处理水下文化遗产原址保护和海洋资
源开发利用的关系；制定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分类分级体
系及保护规划方案；实现保护性旅游开发。

建成覆盖全国的水下考古工作网络

■对话人：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姜波
■采访人：本报记者陈妍凌

记录人类文明、具有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的文化遗
产，不仅存在于陆地，也深藏于水下或海底。但由于目前
存在探查难、打捞难、投入大，保护难、产业化难、回报小
等问题，有人质疑，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后期经济回报
不成正比。

不过，致公党福州市委沿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调研
组成员杨宏云认为，看待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要
打开思路。

■开发意义
承载海洋文化软实力

保护水下文化遗产，意义重大。“我国要建设海洋强
国，就需要有海洋文化软实力支撑。”杨宏云说，一方面，
可以借此培养公众对海洋发展的自豪感和重视度，另一
方面，水下文化遗产可以作为历史见证，尤其是一些沉没
的商船，有助于辅证先人对有关岛屿的命名事实。

“我们要从历史中找寻当下事物的线索。”杨宏云说，
海下文化遗产足以说明，中国原本就是海洋大国，海上贸
易活动频繁。同时，一些沉没商船上的文物史料也显示，

“海上丝绸之路是和平友好的商贸和文化交流之路。”

■开发思路
水陆结合，让历史一脉相承

加强水下文化遗产开发，应从何处着眼？
杨宏云认为，保护水下文化遗产，不能只讲水下文

物。“海里的文物只是历史的一个小片段，要把水下和陆
上结合起来，让历史线条连贯。”比如，一艘商船出发前的
陆上准备是什么样的。

福建省泉州市的九日山上，有一处非常珍贵的历史
古迹——祈风石刻群，记 录 了 宋 元 时 期 商 船 出 发 前 的
祈福过程。当时，泉州海上交通发达，连接东南亚，每
天 有 大 量 船 只 进 出 港 口 。 为 保 平 安 ，商 船 扬 帆 之 际 ，
泉州郡守和市舶司有关官员及泉州知名人士，会登上
九 日 山 祈 风 ，并 刻 石 留 记 。 与 之 类 似 ，七 下 西 洋 的 郑
和船队也在江苏南京、福建长乐等东南沿海地区留下了
丰富的历史足迹和文化印记。

把水下文化遗产的开发、展示和陆上文化遗迹相结
合，深挖文物背后的文化价值，那么，公众的欣赏体验就
不仅停留在看山、看海的观赏层面，而走向对中华文化的
探寻。

致公党中央建议

加强沿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加强沿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水下陆上结合 连贯历史线条

水下考古通过实证材料，会修正以往对历
史的认知

记者：请您简单介绍我国的水下考古？
姜波：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发端于 20 世

纪八十年代。当时，东南亚地区发现了多艘水
下沉船，船上有大量中国文物。这些文物被大
量盗掘，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的讨论。从那时起，中国开始发展水下考古。

海洋物探技术在水下考古中得到广泛应
用，主要针对海洋、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等产生
的水下遗产。水下考古获取文物的数量和质
量，往往大大突破常人的想像。瑞典曾对一艘
沉船进行水下考古，一次性出水文物茶叶 68 万
镑、完整瓷器 23 万件。可以说，一艘沉船，就是
一所博物馆。

记者：我国近年来的水下文化遗产考古，有
哪些新的发现？

姜波：水下考古通过实证材料，会修正一些
以往的认知。比如，致远舰的发现，一定程度上
修正了我们对甲午海战的认知。

过去有人认为，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摆出
雁形阵应对日本的一字阵，是因为清军贪生怕
死。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种看法并不成立，双方
阵型和武器装备有关。日本装备的速射炮都在
船舷的一侧，所以用一字阵，以船侧面向敌人，
集中火力。而清军舰杀伤力最强的是舰首和舰
尾的主炮。所以丁汝昌采用了舰首向敌，随着
旗舰以雁形排开的布局。

再比如对“南海一号”沉船的打捞和研究。
以往我们对南宋时期海外贸易状况了解并不
多。但是“南海一号”让我们发现，南宋时期的
海上贸易非常发达。除了瓷器作为消费品出口
外，铁器也占有重要地位，“南海一号”中约有 60
吨铁器。可见，当时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生产
规模远远超过今人的想像。

水下文化遗产盗捞现象近年有所遏制

记者：沿海地区水下文物盗掘、倒卖等不法
行为较多。请问，我国水下文物盗掘现状如何？

姜波：我国水下文化盗掘主要有几种情况：
一是渔民作业时打捞出水下文物，非法据为己
有；二是打捞公司专门从事水下废铁打捞和销
售，有时它们会打捞到沉船，非法占有；三是专
门的文物盗掘分子，针对水下文物开展盗掘。

记者：水下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组
成部分，所有国家都应负起保护责任。目前，盗
掘势头是否得到有效遏制？

姜波：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到 21 世纪初，
我国水下文物盗掘现象严重，尤其在福建、广东
和西沙海域。但近几年，我们加大了打击力度，
盗掘势头有所遏制。有两个很典型的打击盗掘
案例。一个是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张献忠江口
沉银”案，涉案金额 3 亿元，追回文物千余件，其
中国家珍贵文物 100 件，国家一级文物 8 件，目
前已有七十人被判刑。二是福建漳州地区文物
执法部门多年来和边防部门合作破获了一系列
文物盗掘案件。

未来，我们需要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
意识宣传，也要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建立长效
机制，遏制盗掘行为。

建立保护机制应立足本国实际，吸纳世界
经验

记者：国际层面如何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
保护？

姜波：2001 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下称《公约》）正式生
效。《公约》规定，水下沉船一定要进行科学的考
古和发掘，不能进行商业打捞。法国、西班牙、
葡萄牙、意大利等水下文化遗产大国已经加入
了公约。美国和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
邦国家虽然没有加入，但非政府组织已经广泛
参与国际公约组织的相关活动。

记者：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沿海水下文
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从单一的水下
考古走向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请问和
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有什
么特点？

姜波：一是设立了国家级的水下文化遗产
保护专门机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除了中国、法国、韩国和泰国，大多数国
家没有这类专门机构。

二是以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平台，实
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实现了“全国一盘
棋”，执行力很强。我们建成了覆盖全国的水下
考古工作网络。总部设在北京，海南、青岛、福
州、宁波、武汉等地设有水下考古基地，在广东
阳江还设立了水下考古培训基地。

三是随着海洋强国建设的推进，沿海各省
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重视，这项事业近
些年发展很快，中国可谓后发先至。

记者：能否介绍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分
级分类体系？

姜波：《公约》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有 4个原
则，即原址保护、公众参与、青少年教育和国际
合作。

我国实行文物保护分级管理制度。文物保

护单位分为 3 级，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我国
的 水 下 文 化 遗 产 也 在 按 照 这 3 个 级 别 进 行 划
分。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设立了水下文化遗产
保护区。

由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任务艰巨，专业考
古人才储备不足

记者：现阶段制约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主要工作任务有哪些？

姜波：一般来说，制约一个国家水下文化遗
产保护的因素是人才、技术装备和经费。对于
中国来说，我们的经费较为充足，技术装备也很
先进，问题主要在于工作任务繁重，而人才相对
不足。

国家文物局已经举办过 7 期水下考古专业
人员培训班，获得资质的大约有 120 余人，能够
常年在一线开展工作的大约 60 人左右。但是，
中国是水下文化遗产大国，而保护工作起步晚，
要做的工作非常多。所以，相对于目前要开展
的工作，人才数量严重不足。

我国海域面积大约 300 万平方公里，内水面
积约 30 万平方公里，这些都是我们工作的目标
区域。目前，我们正在对重点水域开展水下文
化遗产普查工作，为文化遗产建立档案。同时，
我们正在建设全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数据库，
预计将花费 5 年时间，对重点海域、重点遗址的
数据进行整理。此外，为了尽可能降低海洋工
程对水下文化遗产的影响，目前正在酝酿配合
海洋工程开展水下考古的工作机制。

记者：如何对我国水下考古人才进行培养？
姜波：目前，专业的水下考古人员稀缺，现

有 人 员 几 乎 都 同 时 撑 着 2 个 ～3 个 项 目 的 开
展。为了培养专业人才，我们正从现有的考古
队员中选拔培养，训练他们的潜水和水下作业
技能，把考古和潜水结合起来。具体包括潜水
技能培训、水下考古实习和进阶培训 3 个阶段，
使队员掌握水下摄影、测绘等多种能力。

国际上，聘请水下考古志愿者开展水下考
古是通行做法。但是他们有一系列完善的保险
保障和管理机制。我国在这方面还不成熟。

所以，我们水下考古作业时，一般会聘请潜
水台班，承担水下考古过程中的工程化事务，比
如抽泥。而具体的文物处理，则需要水下考古
人员来操作。

记者：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未来的工作
方向是什么？

姜波：我们将会秉持“沿海为主、兼顾内水
和远海”的原则，并有计划地和海上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开展水下考古国际合作。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位于重庆市涪陵城北长江
中，被誉为水下碑林，是三峡文物景观中唯一的全国
重点文物。梁上汇集的 300 多名文人墨客以 8 种书
体留下的 3 万余字题刻，具有令人惊叹的艺术价值，
其中尤以宋代大文豪、书法家黄庭坚的“元符庚辰涪
翁来”题刻最为著名。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白鹤梁
题刻永沉江底。为了让后人能观赏这一文物，国
家 投 入 资 金 建 设 了 白 鹤 梁 水 下 博 物 馆 。 它 位 于
水下 40 米处，相当于在原址上修建了一个保护壳
体，游客可漫步水下环形走廊进行参观。

“南海 I 号”是南宋初期一艘在海上丝绸
之 路 向 外 运 送 瓷 器 时 失 事 沉 没 的 木 质 船 。
1987 年，它在广东省阳江海 域 被 发 现 ，是 迄
今 为 止 世 界 上 发 现 的 海 上 沉 船 中 年 代 最
早 、船 体 最 大 、保 存 最 完 整 的 远 洋 贸 易 商
船 ，船 上 载 有 文 物 数 万 件 。 它 将 为 复 原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历 史 、陶 瓷 史 提 供 极 为 难 得
的 实 物 资 料 。 2007 年，“南海 I 号”被整体打
捞出水。目前，依托“南海 I 号”建成的广东
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已向游客开放。

水 下 文 化 遗 产 是 指
至少 100 年来，周期性地
或连续地，部分或全部位
于水下的具有文化、历史
或考古价值的所有人类

生存的遗迹，比如遗址、
建筑、房屋、工艺品和人
的遗骸，及其有考古价值
的 环 境 和 自 然 环 境 ；船
只、飞行器、其他运输工

具或上述三类的任何部
分 ，所 载 货 物 或 其 他 物
品，及其有考古价值的环
境和自然环境；具有史前
意义的物品。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专家建议

新闻背景

据新华社电 文化部部长雒树刚 12 日在人
民大会堂“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当前我国文
化产品和服务仍存在有数量、缺质量问题。只
有让群众“点菜”，群众才能给公共文化服务点
赞。

雒树刚直言，现在 一 些 文 化 产 品 和 服 务
粗制滥造，甚至存在群众反感的低俗、媚俗、
庸俗问题，成为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

他 指 出 ，文 化 部 门 要 大 力培育文化精品
意识，多向人民群众提供思想性、艺术性、观赏
性相统一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多提供寓教于乐、
打动人心、群众愿意听、愿意看的文化产品和服
务；多提供使人的心灵受到洗礼，让人们发现自
然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的文化产品和服
务。

“公共文化服务要大家办，把政府独唱变为
政府和社会的合唱。”雒树刚说，在公共文化服
务内容提供上，要把政府送文化和群众要文化
结合起来，即把政府的“送菜”和群众“点菜”结
合起来。“只有让群众‘点菜’，公共文化服务才
能提高效率，增强实效性，群众才能点赞。”

本报综合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鲁贵卿
说，近年来，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网络“浅
阅读”取代纸质图书“深阅读”的趋势愈发明
显 ，他 建 议 将 孔 子 诞 辰 日 设 为“ 全 民 读 书
节”，希望唤起大家对深度阅读和传统文化
的重视。

鲁贵卿说，设立一个节日不是搞形式，
而是因为目前全民阅读缺乏一个概念落脚
点和影响力抓手，有了节日才能吸引大家的
关注。

鲁贵卿指出，如今阅读的“功利化”倾向
严重，大家对经典著作的关注度在降低，他
建议，“全民 读 书 节 ”可 定 在 每 年 的 9 月 28
日。9 月 28 日是孔子诞辰日，选取这一天
作为“全民读书节”，对于激发群众阅读经
典的热情、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增强
文化自信、提升国民素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鲁贵卿还强调，在呼吁回归纸质
图书阅读的同时，也应重视并积极引领数字
化阅读朝正确方向发展，要加强网络管理，
打造健康、优质的网络阅读环境。

据新华社电 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臧永清日前表示，“在先贤孔子提出的‘六艺’中，礼是
排在第一位的，可见礼仪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
要作用。”要落实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的“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
要加强国民礼仪教育。

对此，臧永清建议，要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不同层面
的国民礼仪建设指导机构，为国民礼仪教育工作提供
组织上的保障。整合各种媒体资源，大力宣传和倡导
文明礼仪，努力在国民中形成以礼仪文明为荣、以礼仪
缺失为耻的社会共识。同时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组
织编写“国民礼仪手册”；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讲座，宣
传和普及礼仪知识。重要的是要对涉及文明礼仪较多
的人群进行重点培训，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商务人士、
出境旅游人士等。

中国文化具体应该如何“走出去”？臧永清以中国出
版“走出去”为例，建议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差异化的
策略。他表示，国家可以支持或扶持一些有能力的出
版机构到国外去并购相关企业。借助企业在当地的影
响力，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可以更顺畅。对不发达的、
经济上有困难的国家和地区，则采取提供服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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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水下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