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文物局主管 中国文物报社主办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首 首 首 首 页页页页 综综综综合新合新合新合新闻闻闻闻 收藏收藏收藏收藏鉴赏鉴赏鉴赏鉴赏 文物考古文物考古文物考古文物考古 保保保保护护护护科科科科学学学学 博物博物博物博物馆馆馆馆 读书读书读书读书 专题专题专题专题 通通通通联联联联之窗之窗之窗之窗

  滚动滚动滚动滚动信息： 信息： 信息： 信息： · “虎食人”母题中的人物形象（图） [2011-09-19] · 中宣部部长刘

 

  保保保保护护护护科科科科学学学学

 

中中中中国国国国海底文化海底文化海底文化海底文化遗产遗产遗产遗产保保保保护护护护需要探索新模式需要探索新模式需要探索新模式需要探索新模式

【保护视力色】         【打印】 【字号 大 中 小】编辑：ww 2011-06-08

        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分类，人类文化遗产可以划分为“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两大类。

水下文化遗产即位于水下的文化遗产。随着潜水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我国沿海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资源面临被盗掘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仅就中国

沿海古代沉船而言，据权威学者估计，在中国沿海有不少于3000 艘的古代沉船。由于船舶的装载量大，在文物市场上素有“一艘船十个墓”的

说法。通常一艘普通中型商船就能装载10万件以上的瓷器，如此数量庞大的文物所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私人公司把目光瞄

准了中国沿海大量的古沉船上，中国沿海地区正成为非法打捞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2006年以后广东边检部门查获的多起盗捞案件中，盗捞者的设备之精良让人担忧，以前的木质小渔船变成了大马力机船或高速摩托艇，潜

水设备也换成了进口的先进潜海设备。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非法打捞活动开始出现组织化、公司化的趋势，盗捞者加大资金投入，结成暂时性

的“股份公司”，潜水员利用潜水技术和设备入股，按股分红。如此装备精良、组织严密的非法打捞团体的大量出现使得我国沿海海底文化遗产

面临着的威胁更加严峻。 

         目前，我国海底文物保护实际上处于被动的局势。文物保护机构面临强大的非法打捞组织只能采取获得线索后进行抢救性打捞、发掘的方

法。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在2002年经过修订后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这十六字方针不仅是我

国陆地文化遗产保护的准则，也是认识和处理我国海底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法律依据和行动方针。但是，该法并没有清晰地说明对千差万别的文

物保护情况说明应当如何“保护”。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起草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并开放

签署。该条约第二条第五项规定：在允许或进行任何开发水下文化遗产的活动之前，就地保护应作为首选。虽然我国目前并未签署该条约，但有

学者认为，对于海底文化遗产也应当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倡议实施原地保护。原因在于，由于目前技术水平有

限，特别是保存技术有限,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考古发掘、打捞出水并非最有效的保护方式；文物一旦被打捞出水，新一轮的侵蚀过程很快就开

始了，物品很容易遭受坏变乃至彻底灭失。因此，在有效的保护技术出现之前，让这些文化遗产继续处于原位，反而更有利于保全这些文化遗

产。 

         从科学实验结果来看，就地保护的确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保护方法。事实上，在我国的文物保护实践中，对陆地文物的保护也有采用相同原

则的实例，例如陕西的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合葬陵至今仍然未进行发掘。尽管历史上各级人民大表大会和政协会议提案中都有过各种进行发掘的提

议，但文物保护部门出于现阶段文物保护技术无法实现保护文物的目的的担忧，至今仍然没有进行发掘。这一实践得到了许多文物保护专家的肯

定。 

       但是，我国海底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的难题在于：相对于陆上文物保护而言，海上文物保护更加困难，文物保护部门可以用于的对海底文化

遗产进行保护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我国文物保护部门并没有专业的执法力量。原地保护必须要依靠海关、边防等机关的支持和配合才可能进

行。而海上文物保护由于执法费用高昂，相关部门出于经费有限的考虑很难满足文物保护部门提出的保护要求。为了保护1987年发现的“南海一

号”被打捞之前的安全，海上执法部门不得不相互配合，并经常在相关海域进行巡逻，耗费了巨大的精力。而面对着我国几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

浩若星辰文化遗产，并不是每一处文物遗址都能够得到像唐高宗陵或者“南海一号”在被打捞之前那样严密的保护。绝大多数的海底文化遗产的

命运都是被盗捞盗掘。随着近些年来文物收藏市场快速升温，盗掘海底文化遗产的违法犯罪行为由于执法更加薄弱，因而呈现快速上升势头。面

对遍地开花的盗捞盗掘，文物保护部门只能被动地跟在文物贩子后面进行抢救性发掘。这一尴尬局面在海底文物保护方面就更加突出。目前的条

件下，我国文物保护部门海上执法力量太弱，不用说对较远的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内船只进行监督防范其进行非法打捞，就连在内水、领海领域

执行此类任务都存在着巨大的困难。甚至可谓是不可能执行。 



       在此，我国海底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要么对发现的海底文化遗产进行原地保护，但由于执法部门保护资源的匮乏

实际上使得海底文化遗产实际上处于巨大的被盗掘的风险之中；要么先行发掘，并承担发掘之后文物被侵蚀损坏的可能后果。毫无疑问，这两种

选择都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主动进行抢救性发掘至少还能使文物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这是两种非最佳的选择之中的最佳选择。 

        因此，作为一个无可奈何的现实的选择，在一定范围之内（尤其在近浅海区域），由于这些区域的海底文化遗产面临被盗的风险极高，由

国家文物保护部门系统地对文物进行发掘实际上是合理的选择。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文物保护部门对保护文物的制度创新和尝试就是对“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这十六字方针的灵活应用。例如，在广东阳江兴建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就是一次极好的尝试。在广东

省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文物保护部门对发现的宋代古沉船“南海一号”进行了整体性打捞。而在打捞的过程中注重把沉没船舶总体放置于原始

的海洋环境之中，大大减轻了文物受到侵蚀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南海一号”宋代古沉船的打捞，巧妙地运用了商业的力量，真正做到了文

物保护部门、商业机构以及民众的多赢局面的出现。“南海一号”长达近二十年、耗资过亿元的发掘历程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撑。这次打捞完全依

靠政府的拨款，但是，仅仅将船舶打捞出水面问题才刚刚开始。沉船在被打捞出水之后后续的保护费用可能更加高昂。如果仅仅依靠国家财政输

血很可能难以为继。而当地政府借助新闻传媒和商业推介的力量把“南海一号”做成了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旅游产业，保证了后续保护费用的来

源。减轻了政府部门的负担，增加了当地旅游收入，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在对文物影响最小的前提下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增加。

这种保护模式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是最现实，也是最具有可行性的选择。 

       从“南海一号”的打捞以及相应的保护措施来看，社会力量和商业资源在政府的合理调控下完全可以做到与文物开发保护结合。因此，对于

“保护为主”不应该狭隘地理解作就是将海底文化遗产留在原地。作为一种极具考古、文化价值的遗产，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海底文化遗产所具有

的商业价值，并应该利用这种商业价值来为保护海底文化遗产做出贡献。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政府在保护方面的投入相对有限，如果对中国沿海星罗棋布的海

底文化遗产进行发掘都采取专业的考古发掘方式目前看来是无法实现的。但如果能借鉴“南海一号”保护利用的思路，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合

理、有序地允许相关社会资源介入水下文化遗产的打捞保护以及后继的开发利用则是一个较好的思路。 

       “南海一号”给我们的启示是：社会资源完全可以介入到海底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中来。在国内居民消费逐渐向旅游休闲等非物质消费转移的

背景下，我国的文化博览业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果允许社会资源适当合理地介入文化遗产保护，不仅可以更好地保护文物，还能推动全

国文化消费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带动实体经济发展。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在这种开发模式之中，必须强调文物保护部门的领导，必须以海底文化遗产保护为最高目标。在这一方面，制定成

熟而完善的法律是商业力量进入这一领域的保证。沿海省份应当认真研究“南海一号”保护开发利用模式的利弊，尽早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吸

引社会力量进入海底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使更多的人关注中国海底文化遗产，为更好地借用社会力量保护海底文化遗产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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