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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踪“中山舰”——旧桃换新符 

江能成 

我刊于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７年分别对“中山舰”的历史、打捞计
划、探摸情况以及打捞纪实作了全面报道。许多读者的心随着“中山
舰”的沉浮而跳动，他们也关心“中山舰”的最终命运。据来自中国
舰船研究院第７０１研究所的最近消息报道，“中山舰”将建成水上
流动博物馆，由浮船坞托载，可流动展出。 

曾任湖北省“中山舰”打捞专家组组长、现为武汉市“中山舰”修复
保护工程专家组组长的李建球研究员，最近，就“中山舰”修复工程
进展、浮船坞托载等相关事宜，接受了本刊特约通讯员的采访  现综
述如下。 
令国人瞩目的“中山舰”修复工程，自去年６月１日由武汉市政府接
管以来，各方面抓得较紧，研究所、船厂、文物等部门配合默契，工
作进展有序。同年１１月１２日，修复保护工程开工。市领导要求今
年１１月１２日交船。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的“中山舰”修复、保护
和展示的配套设施——“中山舰”专用浮船坞已完成设计招标，并签
定了设计合同。一个以“中山舰”为主展体、拥有“中山舰”诸多出
水文物的“中山舰”水上流动博物馆将于明年与世人见面。 
与造同类新船相比，“中山舰”修复保复工程难度较大，但在工作实
践中，各方面常相互沟通，以防顾此失彼。既满足对文物保护的要
求，又满足船舶修复的需要。 
在如何保留“中山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４日与日机搏斗时受创的
弹孔问题上，各方专家曾缜密论证。其中，舰的右舷被炸破口很大，
达数米，如原样保留，舰体必然不能自浮；若修补上，则不能反映文
物真貌，且有不少民主人士力举保留。专家组与科技人员综合各方意
见，采取技术措施，即在破口里侧隐蔽地焊接水密隔舱，既保留了武
汉保卫战期间受到的创伤原貌，又达到舰体自浮的工程要求。 
原“中山舰”甲板上铺设有一层木板，上有几处被日机炸出的弹孔，
但经５９年水浸，木板已经腐烂。为达到“修复如旧”的要求，文物
部门希望保留这些木板原物，保留其炸孔。但在修复进程中观察到，
原木板不仅腐烂，支撑甲板的结构型材也已腐蚀。为满足文物保护要
求，文物专家同意把全部木甲板拆除，经过保护性处理，能恢复的尽
量恢复之；而原炸口如初，清晰可见。例如首楼甲板右舷的一处弹孔
就准备尽量恢复弹孔原貌。尊重文物专家的意见，即使不能安装复位
的木甲板，经技术性保护处理后，将作为文物予以保存。 
在“中山舰”的舰尾还有一个破口，为保证自浮能力，需拆换大片的
构架和板材，恢复艉轴架，还将恢复螺旋桨。虽然文物专家希望原构
架型材、钢板原件，保留在舰上原位，但螺旋桨已不复存在，艉轴架
也扭曲、断裂，只好按原貌修复。 
在修复进程中，还碰到一些难题，如旧锅炉锈蚀难拆，无法吊出舱
室，使船底有好多地方修复无从下手，船厂准备采取抬、顶起来的土
办法，钻到锅炉底下去工作。又例如铆接，老铆工均已退休，新工人
又不善此道，就特地把老铆工请回来。在部分新老钢板焊接上也是煞
费苦心。由于原舰上的钢材是２０世纪初生产的，不知焊接性能如
何，为此船厂专门做了焊接实验，并解决了原钢材与新代用钢材之间
的焊接问题。 
“中山舰”沉没江底半个多世纪，舰上的机械设备在出水时是满身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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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锈迹斑斑，但船厂的同志们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该舰上有一种
蒸汽驱动的水泵，经清洗修复后，师傅们用高压空气代替蒸汽驱动，
水泵居然“活”了起来，运转得很好，令人惊讶。还有蒸汽机上的铭
牌，通过保护性处理，至今仍闪闪发光，制造厂家、日期等清晰可
见。 
关于建造托载“中山舰”的浮船坞，武汉市采取社会竞标方式进行，
今年５月，７０１所中标。 
“中山舰”之所以采用专用浮船坞，是因其受伤太重，所以不能也不
宜永久自浮。有了浮船坞，便于长期保护文物和达到流动展出的构
想，保证“中山舰”整体视觉效果，充分展示“中山舰”的风采，也
利于“中山舰”今后按期修复，不必进船厂的船坞、船台，一切可就
地进行，省工省时。“中山舰”原有许多舱室根据需要与可能，将恢
复孙中山先生曾在其中工作与安歇的大官厅与舰长室，还有驾驶室，
无线电室，上层水兵舱。这几处是对孙中山先生有重要纪念意义和反
映舰上官兵战斗和生活情况的舱室。而对其它一般舱室，则按出水时
的状况进行整修加固。此外，露天甲板区、上甲板前段和尾楼等处，
也作为开放展示区。浮船坞上，将建若干间“中山舰”文物展室。一
俟明年浮船坞建成，展馆布置就绪，“中山舰”将可随浮船坞“北
上、南下”，组成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个水上流动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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