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离英国伦敦 120 多公里的巨

石阵，被认为是公元前 4000 年到公

元前 2000 年所立。有人认为，它们

可能是古老的日历，阳光在不同的

季节会穿过不同的石拱，告诉古代

的人们一年又过去了。还有人认为

是祭祀场所，也有人认为古人可能

相信这些石头具有神秘力量，用于

疗伤。

除此之外，它给人

们留下了一些未解之

谜。比如，来自威尔士

的不少巨石重达 45 吨

到 50吨，它们是怎样在

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来

到这里？有考古学家

认为是用木筏运来的，

民间传说则称是巨人

搬来的。

正因有了这些故事

和谜团，巨石阵每年吸

引着大约 100 万人慕名

前来，其中 60%是国外

游客。他们中有专家学

者，而更多人只是想一

睹这些巨石的真面目。

为了迎接这些探访

者，巨石阵有一批人常

年守护着，帮助别人了

解和欣赏它。

“我们这里有大约

20名工作人员，”巨石阵

三位监察员之一的比阿

特丽丝·卡罗尔说，“包

括在售票处、讲解器出

租点、礼品店等地方。”

最有趣的工作还是做巨石阵现

场的管理员，有四到五名。他们的

工作主要是看护巨石，清理垃圾；在

潮湿季节用木棍在巨石阵边缘的地

上打洞，以便雨水尽快渗入地下。

他 们 有 时 还 要 为 游 客 做 讲 解 ，回

答 问 题 。“ 尽 管 很 多 人 都 有 讲 解

器 ，他 们 还 是 希 望 我 们 来 讲 讲 巨

石 阵 的 历 史 和 传 说 ，”卡罗尔说。

她在巨石阵工作了 9年，做过现场管

理员。

游客中常有名人的身影。比

如，卡罗尔就见过马特·达蒙、尼古

拉斯·凯奇以及已经去世的惠特尼·
休斯顿等人。当然大多数游客只是

普通人。“不管是名人还是普通人，

每个人都能在巨石阵找到一部分自

我，”她说。据她介绍，过去人们常

用锤子和凿子在石头上刻自己的名

字，上世纪 70 年代更有不少人在石

头上涂鸦。为保护巨石阵，英国政

府 1978年决定把这个地方用绳子围

起来。

一个中年人小心地把一个小泰

迪熊放在围住巨石阵的木桩上，拍

了一张照片。10 年间，多莉和丈夫

带着这只小熊到过世界

上很多著名景点，用相机

记录下他们的足迹。

“巨石阵太有名了，

不能不来。”多莉说。她

请卡罗尔帮她和丈夫合

影。“这也是我们工作的

重要一部分，”卡罗尔拿

过相机说。

有的游客有着特殊

的故事。卡罗尔记得好

几个人让巨石阵见证了

他们的求婚。“有一次一

个男子在巨石阵旁的小

路上跪下来，拿出一枚戒

指，”她回忆说。“他的女

朋友回答‘我愿意’的时

候，所有人都一起鼓掌。”

也有非常悲伤的时

刻。卡罗尔记得有一次

一个女孩子希望进入巨

石阵里。“她希望能够接

触 到 石 头 。”卡 罗 尔 说 ，

“她处于癌症晚期，坐着

轮椅来的，说自己临死前

的一个愿望就是摸一摸

这些石头。”后来女孩勉

强站了起来，那一刻打动了卡罗尔。

管理员的工作听起来很有意思，

其实并不容易。“夏天，要站在太阳底

下暴晒，冬天要在寒风中守着，”她

说。尽管如此，一些工作人员仍然非

常喜欢这个工作，因此做了很多年。

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巴里，他今年42岁，

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3年。巴里称，这

些年他看到了不少变化，来自亚洲的

游客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来这里的

中国面孔多了。目前这里还有一个很

大的变化，就是新建游客中心12月18

日要开放了，这将为人们提供更好的

参观内容和更丰富的体验机会。中

心有个永久性展览，展出了 300多件

史前文物。此外，游客还可以通过高

科技模拟“站在”巨石的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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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探秘

消息长廊

江西吉州龙窑重燃千年窑火

陕西石峁遗址新发现 80多个头骨

据新华社消息 为再现千年制瓷

历史的辉煌，保护和开发优秀的陶瓷

文化遗产，近日江西吉安县重燃吉州

龙窑千年窑火。

位于吉安县永和镇境内的吉州

窑 遗 址 举 行 了 龙 窑 复 烧 点 火 仪

式。在窑工念唱瓷坊歌谣的吆喝声

中 ，现 场 嘉 宾 将 一 团 团 燃 烧 的 火 把

塞 进 窑 口 。 自 此 ，跨 越 千 年 的 窑 火

重新在古窑熊熊燃起。数百名群众

蜂 拥 而 至 ，高 高 举 起 手 中 的 相 机 或

手机，记录这一跨越千年时空的历史

时刻。

据 介 绍 ，吉 州 龙 窑 是 我 国古代

江南地区一座举世闻名的综合性瓷

窑，创烧于晚唐，兴盛于南北两宋，衰

于元末，距今已有 1200 多年的历史。

其 制 瓷 技 艺 高 超 ，所 烧 瓷 器 种 类 繁

多，釉色齐全，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

和 民 族 艺 术 色 彩 ，以 黑 釉 瓷 产 品 著

称，其“木叶天目”和“剪纸贴花天目”

饮誉中外，为吉州窑所独创。

吉州龙窑因其窑身呈长条形，坡

形砌筑，烧造时似一条火龙而得名。

龙窑自下而上分为窑头、窑床、窑尾

三部分，长 38 米、宽 1 至 2 米，下窄上

宽，修建在平地上，坡度 12 度左右，而

千年瓷都景德镇的龙窑通常建于半

山腰。

据吉州窑古陶瓷研究所所长伍

映山介绍，龙窑窑房完全按照晚唐风

格修建，建筑面积 200 余平方米，窑房

建筑适应龙窑窑炉修建和烧炼生产

的需要。此次复烧的龙窑烧造的瓷

器以泥釉、色釉、刻花、剪纸贴花等缸

器为主，共有大小 100多件。

吉州窑遗址北距吉安市约 11 公

里，分布在永和镇西侧约 2 公里长、1

公 里 宽 的 范 围 内 ，废 窑 累 累 ，瓷 片

和 窑 具 俯 拾 皆 是 。 遗 址 范 围 内 至

今 仍 然 保 留 着 24 座 晚 唐 至 宋 元 时

期的古窑包，为目前世界规模最大、

保 存 最 完 整 的 古 名 窑 遗 址 之 一 。

2001 年吉州窑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并 准 备 申 报 世 界文

化遗产。 （周 科）

本报讯 根据最新考古发现，考

古学家在我国最大的石城遗址——

神木石峁遗址的部分考古发掘中，陆

续发现了 80 多个或集中或分散的头

骨，为研究 4000 多年前黄河流域居民

的宗教思想、建设理念和文化活动等

提供了重要资料。

陕西省神木县的石峁遗址最初

发现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近年

来持续的考古工作，被确认为我国史

前规模最大的石城遗址，尤其因去年

发现的巨大城墙、完整的城市结构和

罕见的东城门址而被评为“2011 年至

2012 年世界十大重要田野考古发现”

项目之一。

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说，目前发现的人

头骨总数在80个以上，基本上没有见到

肢骨只看到头骨，头骨多数是聚集在一

起。最早发现的两处头骨在东城门外

的两个坑中，都是24个。后来发现的头

骨多数分布在东城墙的下面。

这些头骨为何集中出现？是受

我 国 古 代 二 十 四 节 气 思 想 的 影 响

吗？专家认为，应当有一份证据讲一

份话。从考古证据来说，它恰恰处在

这个城墙基础下，有的在城墙底下压

着，早期的那两处头骨坑，无疑是先

于城门的修筑，这种现象应该和城墙

的修建过程有关，可能代表了一些宗

教活动或者城墙的奠基活动。

孙周勇说，据体质人类学家初步

鉴定，头骨中以年轻女性的较多，应

该是集体性一次性被杀戮的。总体

上看，它表明了这个地方有非常大的

暴力冲突，或是种族间的冲突。献祭

一般不用自己人，多数是俘虏或其他

来源的人。这与我们在城墙里头发

现的玉器可能吻合起来，二者都透露

着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

目前的考古工作初步表明，神木

石峁城址是由皇城台、内城、外城 3 座

基 本 完 整 并 相 对 独 立 的 城 址 组 成 。

其 始 建 于 4300 年 前 ，到 夏 代（距 今

4000 年）时期毁弃，是世界上已知史

前城址中最大的一个。但目前的考

古发掘仅仅限于石城的东南角，属于

整体遗址的冰山一角。 （赵建兰）

“南海一号”沉浮录
土 木

生 死 之 间
——贵州岩洞葬之谜

李 飞

“南海一号”是一艘宋代商船。船

体长 24.58米、宽 9.8米，是目前世界上已

发现的最大宋代船只。该船发现于上

世纪 80 年代，当时沉没于阳江海域水下

20米深处，被两米厚的淤泥所覆盖，在海

底沉睡了 700多年，但古船船体保存相当

完好。

“南海一号”沉浮之间已近千年，有

关它的每个猜想都赋予它绚丽的光环。

亘古不变的大国情结，对祖辈盛世的迷

恋与崇拜，对藏宝本能的探窥心理都让

人们寄希望于在“南海一号”中寻找答

案，“南海一号”的身世、沉船原因、千年

不腐等谜题将随沉船的全面发掘而一

一揭晓。可以预见，当“南海一号”最终

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无论是否符

合专家的预期，任何一条有关它的信息

都将是引人注目的新闻。

当年的意外发现

阳江海域的老渔民祖祖辈辈都有

条恪守成规的经验，那就是出海捕鱼时

有一块水域绝不能靠近，因为只要在那

里撒网，渔网就会被划破，至于划破渔

网的东西是什么一直没人去追寻，但就

是这个疏忽让一个秘密藏匿了 700 多

年。秘密被发现纯属意外，而意外的开

局也预示着沉船有着不同寻常的故事，

原来这块水面下 23 米处躺着一艘南宋

木质古船。时至今日，人们依旧可以在

广州救捞局的打捞记录中了解古船被

唤醒的传奇：1987 年，英国海洋探测公

司在荷兰图书馆和航海图书馆中查到

名 为‘YHRHYNSBURG’的 东 印 度 公

司古沉船，意欲打捞出海。1987 年 8 月，

广州救捞局具体承接了这一业务。虽

然沉船地点已经记载得非常细致，但打

捞结果显示并没有这艘东印度公司沉

船，而是意外发现了另一条古代沉船，

并伴随出水了一大批珍贵文物，此沉船

便是后来令世人瞩目的“南海一号”。

试捞20年

自从“南海一号”被发现后，不少国

际性商业打捞机构都对此感兴趣，多次

寻求与我国文物部门合作，但一直没有

进展。

直到 2002 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

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等单位的水下考古专业队员 12 人

对“南海一号”进行了首次打捞。之后

的 3 年时间，水下考 古 队 继 续 数 据 采

集，一方面进一步熟悉了沉船环境，另

一方面还进行了小规模试掘，打捞出

金、银、铜、铁、瓷类文物 4000 余件。这

些文物以瓷器为主，包括福建德化窑、

磁州窑、景德镇窑系及龙泉 窑 系 的 高

质 量 精 品 ，绝 大 多 数 文 物 完 好 无 损 。

其中比较特别的是，不少文物具有浓

郁的西亚风格，如鎏金腰带、镶了宝石

的金戒指、仿银器的瓷碗、类似阿拉伯

手抓饭时使用的“喇叭口”瓷盘等。从

这些器物，尤其是眼镜蛇遗骨等的发

现，专家推测，船上曾住有阿拉伯、印

度商人，眼镜蛇为其饲养的宠物，继而

有“南海一号”当年应开往印度等西亚

国家的推测。

2006 年 6 月 ，国 家 文 物 局 通 过 了

“南海一号”整体打捞方案。2007 年 3

月，“南海一号”被打捞出海，移驻广东

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它的主人是谁

从“南海一号”被发现到打捞出海，

对它的猜想就一直层出不穷。这艘近

千年前的大型越洋商船的主人是谁？

驾驶它的船员在漫长的海上旅行中是

如何工作和生活的？

清理打捞出来的瓷器时人们发现，

不少瓷器的底部都出现了人名样的文

字——“李长保”“李大用”“六哥”“林

花”，这几个文字应该是人名，但是不

是指同一人，如果不是一个人，是否与

船主有关？或是瓷器订户还是其他，目

前仍是个谜。

不仅船主是谁还未揭晓，船员的生

活状况也无从知晓，仅有的线索是考古

工作者打捞出来的一些当时船上人的

生活用品中，包括一只因生锈而膨胀了

的铁锅，以及锅中存留的一块猪骨头。

封存6年后的全面发掘

诸多谜团集于“南海一号”，太多的

期盼等待对它的全面发掘。时隔 6 年，

国家文物局决定启动发掘。在做出这

一决定之前，有关考古专家已经做了很

多细致的工作，并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据广东省博物馆馆长魏峻介绍，全面发

掘前需要进行一定时间的准备，首先建

设考古发掘、测绘和文物搬运等设施。

其次，施工人员要拆掉屋顶天窗，建设

一 条 通 道 ，供 发 掘 机 械 进 场 以 及 把

3000 吨泥沙运走。为此，考古队员已

经把沉箱里的海水放掉，等设施建好

后，再把海水重新补入。

准备工作一切妥当之后，全面发掘

工作开始启动。预计第一年，要把沉船

的表面淤泥清完，使沉船上甲板面全露

出来。第二年台风季来临前，考古队员

将集中发掘和提取货舱的重要文物。

随后两年，进行内部发掘。这时可能会

碰到不少难题。比如当陶瓷器、金属

漆、还有石质等各种质地的文物出土

后，需要用不同的保护措施分类分批保

护好；当包裹沉船的泥土被发掘掉后，

失去了支撑，船体将面临压力环境的变

化。面对这些难题，考古专家都制定了

相应的对策。

第三步便是文物展示。目前，“南

海一号”已打捞出金、银、铁、瓷类等器

物 4000 多件。据探测估计，整船将有 6

万至 8 万件文物，足以武装一个省级博

物馆。而且对于关注它的不少公众来

说，也急切想一睹千年沉船的“芳容”。

“南海一号”仅是一个开始

由于“南海一号”有多重重大价值，

所以航海及考古专家对其给予了很多

期待，航海史及造船史方面的专家称，

这艘沉没海底近千年的古船船体保存

相当完好，船体的木质仍坚硬如新，敲

起来铛铛作响。这艘沉船的打捞出海

对我国古代造船工艺、航海技术研究以

及木质文物长久保存的科学规律研究，

提供了最典型的标本。

当然，南海一号的意义远远超越自

己本身。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黄景略

认为，沉船必定能再现大量真实可信的

历史细节，因为出海远航的船是一个单

一性社会，人们会把那个年代最必需的

生活用品带上船，这种高度浓缩过的历

史标本将更有利于我们洞察当时的贸

易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且提供地面上无

从捕捉的考古佐证。

“南海一号”的价值更体现在它超

乎想象的信息量和非同寻常的学术价

值上。“南海一号”不仅正处在“海上丝

绸之路”的航道上，而且它的“藏品”的

数量和种类都异常丰富和可贵，给此段

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可信的模本。对

这些水下文物资源进行勘探和发掘，可

以复原和填补与古代中国“海上 丝 路 ”

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 空 白 ，也 很 可 能

带来“海上丝绸之路学”的兴起 。

岩洞葬是将死者葬在天然溶洞中的

一类葬俗，广泛分布于黔桂山地，东南亚

地区也有发现。因洞内尽是棺材，触目

惊心，贵州的少数民族多形象地称这类

洞穴为“棺材洞”。根据目前的发现，

其年代早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晚的至

今仍在沿用，乃当地少数民族所遗。一

般将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岩洞葬

称为“先秦岩洞葬”，而将六朝以降的

岩洞葬称为“晚期岩洞葬”。早期岩洞

葬主要分布在广西境内，已发现近 20

处；滇东南地区也有早期岩洞葬的线

索。贵州迄未发现早期岩洞葬遗迹，大

量分布的是唐代以降的晚期岩洞葬，迄

已发现近百处，广泛分布在贵阳以南的

黔南、黔西南地区。荔波的青瑶、平坝

桃花的歪梳苗至今仍在使用岩洞葬，并

保存有较为完整的葬仪，是我们研究这

类奇特葬俗珍贵的“活化石”。

将死者置于溶洞中

早、晚期岩洞葬虽均是将死者置于

溶洞中，但仍有一些差别，学者们尚不

能完全肯定二者间存有关联。如早期

岩洞葬是在洞中土葬，复用大石遮蔽洞

口，这类洞穴一般较小；而晚期岩洞葬是

葬而不埋，将尸体陈于棺床上或棺木内，

径置于地表，不加掩埋，这类洞穴一般

较大，洞内所置棺木少则数具，多则数

百具，数十具者尤为常见。后者因将尸

首置在空气中，任其风干，部分洞穴（如

花溪甲定）还考虑到洞内通风，以使洞内

保持干燥和排除淤积的异味，因此也有学

者认为其为“风葬”之属。早晚期岩洞葬

之间的关系，我们理解应为承袭关系。

而为何汉晋时期似未见岩洞葬之俗？

合理的解释是：秦汉后，汉风南渐，至东

汉时甚至出现了北越朝鲜、南跨越南、

西抵大漠、东至大海广泛地域内文化趋

同的现象（汉文化在两汉时期强劲的、

空前绝后的扩张，已 引 起 许 多 学 者 的

关 注），西 南 之 人 也 随 汉 人 采 用 了 土

葬的习俗，渐弃葬在崖上的“陋习”。

魏 晋 以 降 ，随 汉 文 化 阵 营 在西南逐渐

萎缩，土著文化开始回流，岩洞葬之俗

再度流行。这一现象在贵州汉晋时期

的文化格局中显露至明。

临河峭壁上的悬棺葬

与岩洞葬关系极为密切的还有一

类葬俗，就是悬棺葬。这类葬俗亦是将

死者葬于崖上，或将棺木径置于岩隙

中，或凿龛置棺，或钉木桩于崖上、置棺

于桩上。学术界一般的看法是，这类葬

俗商周之际起源于福建一带，后逆长江

西传，西可抵长江上游川、滇相接处。

一般将岩洞葬与悬棺葬并称为“崖葬”，

突出其均是葬在崖上。但两者的源头

可能不同，文化内涵也有差异，如悬棺

葬俗讲究“弥高至孝”“先堕者为吉”，并

多葬在临河的峭壁上。而岩洞葬多在

人畜易达之处，未必临水。随人群的移

动，后期在两类葬俗的交接地带出现了

相 互 渗 透 的 迹 象 。 贵 州 兼 有 两 类 葬

俗。东西横亘黔中的苗岭，是长江和珠

江水系的分水岭，亦是两类葬俗的分野

之地。岩洞葬主要分布在苗岭及其以

南地区，而悬棺葬主要分布在乌江流域

的黔东北一隅。明清之际，黔南的三

都、榕江一带，也出现了在临水的崖上

凿龛，置棺其中的葬俗，应归为“悬棺

葬”。花溪高坡部分地方，有在临水高

崖的岩隙中放置棺木的，但棺木上套有

岩洞葬中经常使用而未见诸悬棺葬的

“井”字形棺架，其形式介于悬棺葬与

岩洞葬之间，可能反映了两类葬俗的交

融。文化随人群的流动而发生碰撞与

交融，悬棺葬之俗由东而西的传播，岩

洞葬之俗由南而北的渗透的背后，是不

同人群间的碰撞与交融。因此，贵州是

研究崖葬（悬棺葬与岩洞葬）习俗最为

关键的地区之一。

贵州现今是否还有岩洞葬?

岩洞葬葬俗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

处在不断变迁之中的。现代背景下的

岩洞葬是什么样的？贵州的实例可就

此作出回答。贵州六枝牛场的彝族，现

在还有将死者葬在洞中的习俗，是一种

在洞中起冢土葬的葬俗。当问及原因

时，他们解释说是为了节约耕地，而葬

在哪个洞中，得由风水先生说了算。平

坝桃花的歪梳苗，直到现在仍沿用洞葬

之俗，方式并没有任何改变，每年都有

零星棺木抬入。同时，他们也使用土

葬。在土葬和洞葬之间，取决于亡人自

己的选择。他们称土葬为“下乡”，因为

死者的坟冢孤零零处在一处，辽远清寂

宛若村居；称洞葬为“进城”，因为洞中

“人口”众多，热闹异常宛若城市。人之

将死，询之于弥留之际的他（她），是愿

进城还是下乡，若回答进城便将之盛在

棺中抬进洞去。但总体而言，使用洞葬

的人数逐渐减少。这种取决死者自己

意愿的人性化安排，反映了人们在葬俗

变迁过程中对传统的再创造。还有一

些例子，是将非正常死亡者置回山洞

中，我们理解这是人们在特殊情况下向

传统汲取力量的自然回归。如湖南一

位学者就记录了贵州紫云 1985 年非正

常死亡的一位 44 岁苗族妇女的灵柩被

置于山洞中的实例。同样有说服力的

是，这一地区（麻山地区）的苗族历史

上普遍有在葬礼中砍马的习俗，但现在

只有在非正常死亡时方砍马，正常死亡

者则取决于家庭经济状况。之所以要

给非正常死亡者砍马，我们在当地调查

时，苗族同胞解释说是因为亡灵在回归

祖地时路过一处，将受到看门人的盘

查，而“死得不好的”将受到更为严厉

的盘查，若他有马骑着，“人家就以为他

是当官的，就放他过去了”。这一例子

表明特殊的灵魂观念是人们采用某种

特殊葬俗的重要因素。比较之下，荔波

瑶麓的青瑶的岩洞葬习俗整体保存较

为完好，尚有多个洞穴在使用中。棺木

多方形，带棺架，少量做成汉族的弧形

棺，多在老人去世后赶制，否则视为不

吉。洞内棺木按家族摆放，一般一家一

洞，一人一棺，部分要摆放几个姓氏的，

则每一姓氏的棺木堆放在一起，不考虑

性别等因素，凶死与未成年者不得入

洞。经济条件许可的，要举行砍牛仪式，

此为最隆重的葬礼。砍牛时必须敲铜鼓，

跳打猎舞。凡砍牛的，死者棺木上要放置

“牛角”和“鱼”。“鱼”系用木板雕成鱼形，

钉在棺盖上。“牛角”为钉在棺木两侧的6

块（各 3块）略呈牛角形的木板。其上用

墨、炭、粉笔或牛血等，由成年男子绘制各

种图案（过去由鬼师绘制）。死者若为女

性，上绘绣花、凉亭、雨伞、鱼、鸟、镰刀、锄

头、柴刀等；男性则绘猎枪、狗、鸟、斗笠、

犁、耙、牛、猴子、鱼等。供死者“在那边

用”。这些图案均是现实物象的描摹，其

内容既有约定俗成的固定样板，也有根据

死者意愿所作的人性化安排，即“老人爱

好哪样就画哪样”。从洞内所遗的“牛角”

看，其数量亦有仅做 4 块者；色泽有的仅

用单色（多为白色），有的则兼有红、白、黑

诸色；内容除前述者外，尚有钱纹（方孔

圆钱）、菱形、三角等几何纹，以及猪、兔、

鸭、二人对搏、一人踩碓、垂钓等图象，笔

法稚拙。龙里县果里村洞葬一直沿用

至民国时期，当地上年纪的老人还亲见

了最后一场葬礼。洞内现有棺木 200 余

具，被穿洞而过的小径分作两区。值得

注意的是，该洞内有几座在洞中起冢土

葬的墓葬，可视作洞葬向土葬过渡的埋

葬方式。于洞中起冢土葬，兼顾了洞葬

的民族传统和新流行的土葬习俗，反映

了文化变迁之时，一个被该文化所同化

的人群的挣扎及其通融的智慧。

（作 者 系 贵 州 省 文 物 考 古研究所

副所长）

“南海一号”目前被保存在水中

编者按：2007 年，“南海一号”被整体打捞出海，移驻于阳江海陵岛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封存 6 年后，近

日，国家文物局决定启动“南海一号”的全面整理，用三四年时间，取出全船 6万至 8万件文物。那么南海一号到底是

一艘什么样的船？为何会被如此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