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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微拂，站在温州古城北大
门——朔门之外：刚出土的瓷器锃亮
依旧，石头垒砌的古港码头一个连着
一个，古时海上的繁华景象似乎就在
眼前⋯⋯

再远远望去，瓯江奔流向前，江心
屿静卧江中，屿上双塔矗立。千年古
港与千年古塔遥相呼应，留下了宝贵
的文化遗产，也掀开了一段段鲜为人
知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

3 月 28 日，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入
选有着考古“奥斯卡”之称的 2022 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今年浙江
唯一上榜项目。考古专家称，该遗址
规模大、遗迹全、年代清晰、内涵丰富，
是城市、港口、航道三位一体的完整体
系，堪称海上丝绸之路的绝佳阐释，展
现了海上丝绸之路上、国际交往中的
中国风采。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为海上丝绸之
路研究带来了哪些新价值？遗址“出
圈”背后彰显了怎样的文化内涵？记
者跟随考古人员，零距离探访这一重
大考古发现。

八思巴文碗
元代瓷器，碗的底部有一种拼音

文字——八思巴文，因它的创始人是
元代忽必烈的国师八思巴而得名。

捶丸
“捶”即击打，“丸”即小球。我国

古代以球杖击球入穴的一种运动项
目，类似现代的曲棍球。在宋代，大人
小孩都非常喜欢这种运动。

建盏
建盏是一种在建窑烧制成的带有

黑釉的茶碗，其外表为黑色，经常作为

斗茶的工具使用。该遗址出土了有金
丝兔毫纹路的建盏。

瓯窑腰鼓
两边蒙上牛皮，可以敲击。其表

面有卷草纹。

遗址探宝

海上丝绸之路的绝佳阐释，我国城市考古、港口考古的重大收获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打开哪些盲盒
本报记者 应忠彭

对于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来说，除了
遗址挖掘，如何做好保护和传承工作，
依然面临着多重的艰巨任务。“作为温
州主城区北面的主干道，望江东路由于
遗址的挖掘，已经封闭了 2 年多时间，
周边居民为此绕道，出行高峰期拥堵不
堪。”温州市鹿城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民生的诉求和压力很大。如今，温
州市委市政府以及文物部门做了大量
的工作，改变了原来的建设计划，并付
出了一定的经济代价，让市政工程道路
为考古让路。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院长、山西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炜林表示，温州
市政府不仅对这次考古工作给予了大
力的支持，更为其后续的遗产保护付出
了巨大的代价，这个考古案例是温州为

全国树立的遗产保护榜样，显示出了一
种新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随着遗址逐渐被公众知晓，如何更
好传承非常重要。放眼国内，故宫的活
化利用被大家熟知。温州也在开展这
方面的探索，比如举办公益研学，让考
古专家带着市民走进朔门古港遗址；再
比如，在出土的文物遗存中，有一件瓷
器和萌兔沾边，组织市民一起去看“兔”
等。让老百姓近距离接触挖掘出来的
这些宝贝，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思维对待
文物，无疑为文物保护的普及注入了新
的活力。

既要做好文物保护，又要让市民能
够近距离接触到。目前，温州朔门古港
遗址公园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前期工作，
集怀古寻根、网红打卡于一体的温州市

区首个考古主题的遗址公园设计蓝图
已完成。此外还将建设一个博物馆，展
示此次出土的宋元时期沉船等文物。
遗址公园还将建设配套服务设施，增设
多处与考古有关的潮流打卡点，既能让
年长者来此怀古，又能让年轻人前来打
卡拍照。

梁岩华透露，目前，遗址三维建模
已全部完成，遗址保护规划、遗址公园
建设规划、纳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体系
的相关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之中。可以
预见，不久的将来，温州老城、历史街
区、城门、道路、房屋、码头、航道甚至是
江心屿上的航标塔统一整体的考古遗
址公园，可以实现文旅融合。

朔门古港遗址，还有更大的想象
空间。

考古主题遗址公园蓝图已现

“温州古港遗址规模大、遗迹全、年
代清晰、内涵丰富，是城市、港口、航道
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堪称海上丝绸之
路的绝佳阐释，也表明温州是海上丝绸
之路不可替代的重要节点城市。”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表示，温州朔
门古港遗址从瓮城、码头、航道、航标，
构成了一个十分完整的体系，这在当今
世 界 的 港 口 遗 址 考 古 中 ，具 有 重 要
意义。

许多宝贝逐渐浮出水面，如何鉴定
其价值、如何保护成为地方考古面临的
一道必答题。去年 11 月，在由浙江省
文物局指导、温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温
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成果专家论证会
上，就朔门古港遗址发掘的重要意义和
价值以及下一步的考古研究与保护利
用等问题，来自全国的专家进行了把脉
论证。

温州依山面海，因港而兴，宋代杨
蟠曾赞叹“一片繁华海上头”。温州古
城选址于江海交汇的瓯江下游港湾，城
址1700年未变。“有船、有码头、有瓷器

交易。”专家认为，朔门古港遗址的发
掘，生动勾勒出宋元时期温州港的宏阔
场景，重现了“温州外滩”的繁华景象，
凸显了温州古城港、城一体的规划特
色，也是我国城市考古、港口考古的重
大收获。

“这个就是从遗址里出土的宋代龙
泉窑瓷碗，施青黄釉，刻划花卉纹，做工
讲究。”专家认为，南宋至明中期，龙泉
瓷名扬天下，大量外销，被称为大航海
时代之前我国的第一种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商品。温州凭借其发舶港口地位
以及江海中转节点优势，成为龙泉瓷外
销的主要集散地和起点港。本次发掘
揭露的码头遗迹群及海量瓷片堆积就
提供了关键物证。

我们还能透过一根琉璃簪，揭开一
段对外交往的往事。温州港地处中国
黄金海岸线中段，位于宁波、泉州两个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之间。尤其
在宋元官方港口开放时期，温州在海上
丝绸之路的枢纽作用更加明显。海外
诸国的香药、香水、象牙、琉璃（成品或

原料）等货物，均通过港口进入温州
城。港口码头遗址出土了一组断成数
截的宋末琉璃簪，考古专家判定属中亚
地区出产，由此也可见温州对外交往
频繁。

这些发现，为我国研究海上丝绸之
路提供了更多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
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
近几年，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发现不
断涌现，比如太仓樊村泾遗址、上海青
龙寺遗址等，包括泉州成功申遗越来越
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朔门古港遗
址城市、航道、港口三位一体，是海内外
港口遗址的重要发现，为海上丝绸之路
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千年来，一代代的温州人，正是顺
着这条路，随着贸易走向全球，编织起
全球贸易网络。跨越浩瀚的海洋，海上
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贸易之路，更是文
化交融之路。包括温州港等在内的港
口，如璀璨的明珠，见证各国人民利益
交汇、情感交融的历史。

一根琉璃簪的国际化往事

拥江面海，穿越千年，温州朔门
古 港 遗 址 位 于 鹿 城 区 望 江 东 路 东
部。“最初是在东首的水门头位置，发
现了连片的遗迹，之后又发现了 8 个
码头遗址和2艘沉船。”温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所长梁岩华说，经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联合考古勘探与发掘，古城水、
陆城门相关建筑遗迹、成组码头、砖
铺道路、木质栈道、干栏式建筑、水
井、灰坑等保存较好的古代遗迹逐渐

“浮出水面”。
城市中心位置怎么发现这么大的

宝贝？原来，2021 年，温州市和鹿城
区有关部门，为缓解交通压力、激活历
史街区，原本打算将望江东路的地面
道路改为下穿隧道，考古勘察与施工
同步开展。随着宝贝的发现，市政道
路工程也就停了下来。

古港遗址里有什么？在现场可以
看到，由石头垒起来的古码头、栈道等
遗迹呈横向分布，有斜坡式、台阶式。
斜坡式码头依托山脚基岩而建，用块
石砌筑而成，呈平缓斜坡状；台阶式码
头自江岸向航道伸出，平面呈长方形
或长条形台阶状，石包土心结构，码头
中部填土上垫木板，板上铺平整方砖，
砌筑考究。

在码头附近，还发现了 2 艘沉船，
其中一艘残存船头及部分船体，变形
严重，断成南北两段，总残长 12.4 米，
最大残宽 4.1 米。壳板作鱼鳞状搭
接，并楔有铁钉，可见技艺精湛。根据
隔舱板残存数量推测，该船实际长度
约20余米，适合近海航行。

在现场，还能清晰地看到一些瓷
器碎片。梁岩华说，这里出土了龙泉
窑、瓯窑、建窑等瓷器小件2000余件，
以及数以10吨计的古代瓷器残片，大
部分为龙泉窑产品，专家推断，应该是
来自瓯江上、下游各个窑场。绝大多
数的瓷片堆积呈条带状集中分布，且
年代集中于元代，堆积特征鲜明。大
多数没有发现使用痕迹，推测为贸易
瓷器在运输、转运过程中的损耗品。
遗址中还出土部分温州漆器、捶丸、砖
雕、建筑构件以及贝壳、植物种子等丰
富遗存。

现场还能看到瓮城道路遗迹：早
期为宋代青砖直路，宽近4米；中期为
南宋至元代弧形砖路；晚期为明清及
近代条石直路。城址外围地面下还发
现有多条石砌排水沟。

大量与古港、古城相关的重要遗
存，年代从北宋延续到民国，以宋元时
期为主，最古老的距今已有上千年。
码头、瓷器、木船、客栈⋯⋯仿佛再现
了千年前，港口船来船往、人声鼎沸、
交易繁荣的景象。

闹市区挖出
千年宝贝

考古人员在现场论证

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沉船

栈道遗迹及复原模型

扫一扫 看视频朔门古港条带状遗址分布图 本版图片均由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