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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浸泡在海水
中，“南澳Ⅰ号”瓷器已渗入
了海水盐分等矿物质，一旦
脱离原来环境，在风吹日晒
下很容易出现釉面龟裂等
情况。为此，按照相关程
序，在古瓷器被打捞上来
后将用容器装载文物进行
清水脱盐处理。据了解，
在南澳博物馆，三个大型
脱盐池已经准备就绪，里
面蓄满了自来水。脱盐池
是根据出水瓷器脱盐需求
量身定做的，届时博物馆
工作人员将会为新来的出
水瓷器一一编号、造册，
再以打捞时常用的塑料筐
盛放入池中浸泡脱盐，这
样便于叠放，可一次性容
纳更多的瓷器。

“南澳Ⅰ号”的发现证明了南澳
海域在明代已是中外舶商进行贸易
的重要场所，也是当时“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通道之一。“南澳Ⅰ号”上所
发现的青花瓷在国内陆上考古鲜有
大批量发现，对远销国外民窑青花瓷
的生产、贸易线路等一系列考古课题
也少有实物印证，而本次“南澳Ⅰ号”
上载有的大量民窑青花瓷，将给考古
界许多信息。从这方面讲，“南澳Ⅰ号”
的考古意义丝毫不逊于“南海Ⅰ号”。

明清外销瓷出口

“‘南澳Ⅰ号’有大量瓷器产自福
建平和窑。”在几百件瓷器陆续出水之
后，汕头市南澳县博物馆馆长黄迎涛
告诉媒体，他上月初前往漳州市博物
馆，找到一个青花仕女瓷盘，竟然跟从
“南澳Ⅰ号”沉船打捞出水的一件青花
仕女瓷盘花纹、瓷质一模一样。

原福建博物院陈列部主任林忠
干研究员认为：“平和窑是明清时期
福建漳州地区瓷窑的代表窑口，与
同时期云霄、华安等地的60多处窑
统称为漳州窑。”

林忠干研究员认为，明朝海禁，
但是从隆庆元年开始，只在漳州月
港设立了对外开放港口。明万历年
间，是漳州窑的鼎盛时期。正是因为
月港商贸的繁荣，极大刺激了漳州
窑业的全面发展。

据了解，漳州窑址遍布各县及邻

近地区，以平和南胜、五寨为代表的
窑场作坊，引领生产和外销的潮流。
在《东西洋考》等历史文献中明确记
载瓷器作为出口商品，此后在考古发
现中也屡有瓷器烧成年代的实物见
证。

林忠干说，景德镇、德化窑等烧
好的瓷器，也要水路运到月港外销。
“南澳Ⅰ号”沉没的南澳海域是海上
东亚古航线的重要通道，向北航行
可到日本、朝鲜，向东可抵达菲律宾
群岛，向南越过印尼等南洋各国，更
远可抵达欧洲、非洲。

而漳州窑的产品发现与这一足
迹相符合，在欧洲、东南亚以及日本
都有不少传世品，就连南美洲的墨
西哥也有发现。在17世纪的欧洲，漳
州窑的青花大盘更是风靡欧洲上流
社会，常有一盘难求的情况。就在上
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曾专程来到
福建，与本地学者共同发掘漳州窑，
他们一致认为，漳州窑占据了明清
时期福建外销瓷的主导地位。

漳州曾“十里长窑”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钱汉东先
生向记者讲述了漳州窑的兴衰，漳
州窑在此产生并在明清时期大发展
纯属偶然。据《平和县志》记载，1513
年，平和芦溪等处爆发农民起义，提
督军门王阳明发二省兵众，平定叛
乱后，为安抚地方，选留随军兵众，

在各新建置的县治衙门充当杂役
等，与当地百姓共建平和，士兵中有
来自江西的制瓷能工巧匠。

入明后，素有“东方大港”美誉
的泉州港已衰败，取而代之的是明
代著名的海外交通贸易中心——— 漳
州月港。平和县外销瓷的迅速崛起，
与月港的兴起是息息相关的。在漳
州平和县境内南胜、五寨一带发现
龙窑遗址数以百计，它们临溪依山
而建，形成“十里长窑”。从平和花山
溪顺流而下，直达月港，便捷的交
通，使瓷业生产呈现蓬勃发展的势
头，甚至可与近邻德化瓷相媲美。月
港的海上贸易空前繁荣，瓷器又是
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为百姓造福，
获取厚利。从平和窑址采集到的瓷
器标本看，尽管胎釉有别于其他窑
口，但其模印、刻画技法、构图等与
景德镇窑如出一辙，这也是其常被
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明万历年间，景德镇制瓷业出
现原料危机。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
最终酿成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
加之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
治动乱，造成景德镇外销瓷生产的
减产甚至停歇。东印度公司的老板
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
的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沿海漳州窑
成为替代景德镇瓷器的生产基地。
据文献记载：1621年至1632年间，荷
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
器，数量动辄上万，日本人也从漳州
购买大量瓷器，考古资料已经证明
了这一点。清初，清政府实行“海禁”，
月港走向衰落，漳州窑也因销路受阻
而颓废，“克拉克瓷”从此在海内外
销声匿迹，给后人留下一连串遥远
而美丽的遐想。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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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出水

先脱盐

据考古人员勘测，初
步判断“南澳Ⅰ号”长度
不小于25 . 5米，宽度不小
于7米，古船处于正沉状
态，方向接近正南北向，
古船的上层结构已不存
在，但隔舱和船舷保存状
况较好，船上货物散布范
围长约28米，宽约10米。
由于船体表面覆盖有泥沙
和大块凝结物，船体和文
物受腐蚀和人为因素破坏
较小。

按国家文物局批准的
方案，“南澳Ⅰ号”的考
古发掘工作不同于广东阳
江“南海Ⅰ号”的整体打
捞发掘方式，而选择直接

在海底的考古现场，对古
船进行清理发掘。据了解，
“南海Ⅰ号”是被数十米深
的淤泥层包裹，可以通过
沉箱方式连同淤泥整体打
捞上岸，日后的水下发掘
工作完全是在人工可控的
水晶宫内完成。而“南澳
Ⅰ号”沉船周围遍布暗礁
等不明物，只能用传统的
潜水方式对船只进行清理
发掘。

船体和文物

分开打捞

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
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
“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
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
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
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
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
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
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
克瓷”的青花瓷器。“克拉克瓷”再度
引起世人瞩目。无独有偶，近年来沉
没于1600年的菲律宾“圣迭戈号”，

1613年葬身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
海域的“白狮号”，埃及的福斯塔遗
址、日本的关西地区等均相继发现
大量的“克拉克瓷”。令人费解的是，
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
见收藏。考古界根据其工艺、风格、
纹饰特点，曾经推测它是明清所产
的青花瓷。

20世纪90年代，在对福建平和
南胜、五寨明清古窑址的调查与发
掘过程中，找到了烧造国外所谓“克
拉克瓷”、“汕头器”的窑址和销往日

本等国的实物标本。

格延伸阅读

克拉克瓷

漳州窑的前世今生

（下）

汕头南澳岛地处闽、粤、台三省海面交叉点，辽阔的海域是东亚
古航线的重要通道。南澳在明朝有“海上互市之地”之美誉，史载：“郑
和七下西洋，五经南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