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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圖爾傳》
第二部《奔騰年代》

每篇《新聞報道》都配著醒目的大幅

照片。

而關於奧古斯都的報道，突出的則是

他的自信、勤政、誠實和作為國父衣缽的

繼承人對菲尼亞的忠誠。「菲尼亞仍處在

從戰火蹂躪後的恢復之中，總統正帶領人

們建設我們的家園，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

人民的福祉上。奧古斯都先生拒絕在辦公

時間參加競選活動。他堅信，作為現任總

統，是菲尼亞納稅人支付的費用讓他擔任

總統，他不能用納稅人支付的費用和已經

被購買的時間為自己贏得下一個任期」。

「作為國家領導人，要時時刻刻記著他的

使命和責任：為菲尼亞真正徹底的獨立而

奮鬥」。「誠實是一個政治家最可貴的品

質！不考慮國家支付的能力，信口開河隨

便承諾，那是對國家和人民的嚴重不負責

任」。配發的也多是他認真辦公，勤於政

務的照片。

此時的達圖爾莊園裡，依琳娜、彼特

爾正與西奧聊天。

「為什麼奧古斯都的支持者只會不斷

的翻炒他的自信誠實、廉潔勤政。美國競

選也是要四處拉票的，他也應該帶領團隊

主動出擊呀！呵呵呵。」

「他當然也想了。一個龐大的競選團

隊到處遊走，過程中的宣傳、差旅、給選

民的慰問金就不是個小數目。但這只不過

是表面文章，花點錢而已。別人肯給你錢

讓你折騰，首先是因為你能贏，再就是礙

於面子不想得罪你。這兩者給多少那就區

別大了。比如，代表科爾斯特省利益的達

圖爾家族也是兩邊都給。我想奧古斯都手

中的經費走幾個地方應該沒問題。重點是

去了後，能和這些家族、地方實力派談什

麼？現在國家窮的叮噹響，他又不受美國

人待見。別人支持你，是因為你能給別人

帶來利益。從他身上這些家族也包括達圖

爾家族看不到利益，看到的只是他對曾經

參與第二共和國的「附日分子」的不明朗

態度。有哪個家族沒有參與其中？誰都害

怕他上台後秋後算賬。」

「所以，奧古斯都不去才是最好的選

擇！去了十有八九會面對冷落和尷尬。他

是想把有限的經費，用在報紙和針對平民

百姓的傳單、海報的宣傳上，爭取各個家

族基本盤之外的選民的支持。」

「對，你分析得對，他的策略是正確

的但不可能成功。因為老百姓空空的肚子

需要填，滿目瘡痍的城市需要建，經濟的

恢復需要錢。他發表的那些東西就像乞丐

的兜子一樣空，抗戰游擊隊，包括很多人

從心裡感情上是支持他的，但是從行動上

是不會投票給他的。」

「但是桑托斯這些天講的：「他上

台後就宣佈大赦，承認附日分子的身份合

法，還說要補發三年的薪金，作為他們曾

經為政府正常履職工作的肯定。這是真的

麼？他上哪裡搞這筆錢？」

「這一定是真的！這些錢也一定會

給。因為，這些錢是附日分子自己給自己

發的！哈哈，哈哈哈。」

「這怎麼講呀？爸爸我不明白。」

「為什麼張嘴就說補發三年的工資？

那三年日本人一分錢都沒發？怎麼可能

嗎！什麼保安團、督糧隊、公務員、小官

僚、警察等等人數雖然多，但工資少得可

憐，不過就是討口飯活命。美國人三年才

打回來，那麼多老百姓能餓三年嗎？剩下

的真正有機會成為附日分子的多是獨霸

一方的諸侯，他們都撈到錢了，他們不缺

錢。現在，他們就怕有人秋後算賬，他們

當然高興出筆錢，以國家的名義補發這份

工資。這等於給他們頒發了合法的身份證

明，證實他們不是投敵賣國，是對國家有

貢獻的。這些人的選票百分之百會投給桑

托斯。等他上台後，一進一出，一定還能

從這件事上撈一筆。多數人在乎的不是錢

多錢少，在乎的是那張工資單。所以，桑

托斯絕不是個等閒之輩。」

「昨天，桑托斯的秘書托馬斯約我

今天晚上去阿德米拉酒店。您記得他吧？

就是我婚禮上的伴郎。他還讓我務必約上

我的老長官亞歷克斯將軍，還有費德羅將

軍。」

（二四四）

深海考古，這麼科幻嗎？ 
身為女性，董佳馨在海底顧慮更多。最

大的麻煩是如廁，三個人幾乎就將狹小的潛

水器艙室擠滿了，另外兩個潛航員還都是男

性，雖然帶著小便袋，也不便使用。於是，

下水前一天開始，她就不再喝水，也不敢吃

太多東西，怕鬧肚子。

董佳馨是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助

理館員，25歲，2023年剛從北京師範大學陶

瓷考古方向研究生畢業。兩個月後，她就作

為深海考古隊的一員進入南海。在距離海南

島150公里的海面之下，沉睡著兩艘明代沉

船——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

這是中國第一次深海考古的現場。

「我是一個特別能上廁所的人，所以我

比任何人都緊張。」2023年9月下旬，下水前

一天晚上，她失眠到深夜。第二天，從上午8

點進入潛水器，到下午2點完成她承擔的文物

提取任務，一切順利。就在完成作業的一瞬

間，尿意突至。從那時起，到5點半上浮到海

面，「那段時間，可痛苦了」。

她乘坐的「深海勇士」號載人潛水器艙

室狹窄，只能容得下三人，為了節約空間，

艙內不設座椅。她在艙裡席地而坐，保持這

個姿勢長達八九小時，當她出艙、站上母船

的甲板時，幾乎站立不住。

2023年5月至6月和9月至10月，國家文

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

工程研究所（簡稱中國科學院深海所）、中

國（海南）南海博物館聯合對西北陸坡兩艘

沉船進行了兩個階段考古調查，在兩個階段

的深海考古作業中，一批考古工作者首次乘

坐「深海勇士」號潛入約1500米深的南海海

底，下潛41次。

這艘著名的潛水器，為深海考古配置

了一系列新裝備。不論對於考古隊，還是科

技團隊，這個成果豐富、過程趣味橫生的項

目，僅僅是一個開始，也是一次技術探索。

菜刀和手術刀
董佳馨進入海底的任務是提取文物。她

手裡有一沓打印的圖片，是在母船「探索二

號」上已經確定好要提取的文物的照片。她

向駕駛潛水器的潛航員指認，潛航員操作機

械手，將文物小心翼翼抓取到採樣籃裡。

「深海勇士」號的兩條機械臂尾端連著

機械手，一隻是金屬製成，另一隻為了此次

任務專門升級為柔性材料，套上了一層柔軟

的橡膠，用來「握住」文物，避免金屬直接

觸碰文物表面。考古隊員稱它們為「硬手」

和「軟手」。

對每一件提取的文物，董佳馨都要記

錄位置、狀態，以及提取過程的視頻。「得

記錄這是第幾個拿上來的，幾點幾分拿上來

的，在哪一個位置……還有少數計劃外臨時

決定提取的，要在圖上標記好位置。」董佳

馨對說，這是考古工作的工作規範，與陸地

上的田野考古一樣嚴格。

考古隊對於遺址狀態的保護要求苛刻到

「不近人情」。提取文物時，他們要求不能

對周邊其他文物的位置產生擾動，所以機械

手必須像穿繡花針一樣小心。為了不對周邊

環境造成改變，「深海勇士」號盡可能不直

接坐底執行操作，避免在遺址區留下痕跡，

潛水器只能全程懸空作業。

不僅如此，潛水器近底航行時，螺旋

槳會吹起泥沙，如果泥沙落在文物上，讓文

物「蒙塵」，遺址原始狀態也會造成人為改

變。潛航員們通過多次測試，確定遺址區離

底高度、航行速度控制範圍和螺旋槳轉速，

保證螺旋槳不向下吹動泥沙、激起揚塵。

深海考古的精細要求，起初讓陳傳緒十

分驚訝。陳傳緒是中國科學院深海所深海科

學研究部副主任，也是此次南海西北陸坡一

號、二號沉船考古調查發掘項目航次的首席

科學家。他從2019年參與潛水器上的工作，

執行過多次載人深潛科考、深海裝備搜尋回

收等種種任務，但從未見過對測繪和水下操

作要求如此精細的場景。

「記得2020年，我們在執行一次搜尋回

收任務時，潛航員操作機械手在水下穿纜繫

纜，大家看視頻時感慨那是『穿針引線』。

但當時的搜尋回收任務，與現階段深海考古

的作業要求相比，打個比方，就像是切菜和

做手術的區別。」 陳傳緒對感慨道，「截至

目前，『深海勇士』號已經累計下潛近700

次。回頭看，我們的潛水器平台、載荷和操

控作業技術都在應用中不斷迭代」。

對於操作要求極高的水下文物提取，此

次只安排了兩名資深潛航員進行操作，他們

的下潛次數均超過100次。而達到百潛的潛航

員，全國不超過5人。

此次深海考古任務，主要分為測繪和文

物提取兩部分。目標是通過測繪完成遺址水

下真實場景三維圖像重建，並提取1000件左

右文物樣本。一個考古項目的工作順序，是

先測繪，再發掘，通俗來說，先要看到遺址

全局的樣子，再動手提取文物，保證每個文

物的位置能夠得到記錄和復原。

深海考古隊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高

精度的測繪。

攝影測繪圖都是由大量圖片拼接而成，

每兩張圖片之間重合度越高，拼接精確度就

越高。由於海底一片漆黑，打開潛水器的全

部燈光，也只能照射到10米左右，一張照片

往往只能拍攝5至6米的範圍。照片重合度如

果要求30％到50％，就需要兩次拍攝的位置

偏差不超過3米，然而，傳統聲學定位技術，

在1500米海底會有兩三米的誤差，無法滿足

精度需要。

在海底，潛水器按規劃走直線都不是

一件易事。因為洋流會推著潛水器跑偏，潛

水器需要不斷調整方向，依據就是定位和導

航。整個遺址的核心區和散落區有數百米

長，駕駛長9米、寬3米的潛水器，沿直線駛

出500米，偏差不超過3米，要求極高。

「深海勇士」號上配備了超短基線定位

系統，用來為自身定位。潛水器通過超短基

線設備向母船發出信號，母船的「耳機」接

收後，解析信號，再發送回潛水器，告訴潛

水器它在哪兒。一來一回間，計算時間差和

信號傳播速度，就可以得出潛水器的方位。

但潛水器接收到母船解析後反饋的信號，要

等待約一分鐘，所以收到的總是一分鐘之前

的位置，而按照一節（每小時1海里，每秒約

0.5米）的速度，這一分鐘它在海底可能又行

走30米了。

在日常的海底移動勘查，或者對精度

要求不太高的任務中，潛水器配備的超短基

線定位就夠用了。但考古項目對精度要求極

高，一分鐘的時差，就會差出整艘船的尺

度。解決的方案是，「深海勇士」號水下定

位導航配備了長基線定位系統。

長基線定位系統需要在海底布放4個信

標，位置在沉船的不同方位。這些信標就像

是母船上的「耳機」，從水面移到了海底。

潛水器發出信號後，海底的信標接收到，立

刻進行解析和反饋，幾秒之間就能為潛水器

定位。利用長基線定位系統，水下位置的更

新率從以往的60秒提高至3秒，潛航員的導航

時延大大降低。

西北陸坡沉船考古的第三階段將於2024

年進行，這也是最後一個階段。陳傳緒說，

之前有些技術設想沒來得及實現，他們將繼

續探索，如果來得及，或許會在第三階段實

施。比如，浸泡數百年的金屬器比瓷器更為

脆弱，直接抓取容易破壞表面甚至碎裂。他

們計劃製作小型沉箱，將器物和周邊淤泥整

體切割進沉箱中，打撈出水後，再由文保人

員提取。

在二號沉船的遺存中，考古人員發現了

一根大型木頭，疑似沉船的主桅桿。在沉船

的絕大部分船體已經被海洋生物侵噬之後，

這或許是唯一一個重要的船體構件。這根木

頭超出了「深海勇士」號的提取能力，如果

要打撈上岸，或許會使用一個看似常規卻有

如電影大片級的辦法——「我們會嘗試母船

和潛水器配合，從母船上布放纜線到海底，

直接將木頭吊上來。」陳傳緒說。

暢想海底考古直播與海底遺址觀光
每天下午2點半，海底的「深海勇士」

號正在工作的同時，母船的會議室裡準時召

開科學例會。例會上要確定後一天的工作目

標。雖然出發前已經制訂了工作計劃，但計

劃總會被改變，因為各種突發狀況層出不

窮。

「比如，有時測繪的數據後期處理遇到

瓶頸了，需要停一停，那我們也不能閒著，

就把提取文物安排到前面來，保證海上的工

作效率。」陳傳緒說，「好在潛水器很穩

定，能保證每天8點上班、下午6點回來，平

台穩定，才有各種迭代和試錯的機會。」

母船上，整支深海考古隊一共近30人，

由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深

海所、中國(海南)南海博物館三家單位聯合

組成。隊員專業來源很廣，包括考古學、文

物保護、地球物理探測、海洋地質、海洋生

物、機械電子等領域。

中國科學院深海所於2011年籌建、2016

年5月正式投入運行，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

遺產保護中心（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前身）於2014年成立，兩家新成立的機構在

2018年實現合作，共同成立了「深海考古聯

合實驗室」。

2018年，「深海勇士」號正式投入使

用，第一個乘坐它正式開展科考的專家，是

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副主任、

研究員宋建忠。「之前，我們理論上知道南

海的深海肯定有沉船，但那時候，中國還沒

有載人潛水器，你知道有也沒用，因為你進

入不了深海。」宋建忠對說。

如今，宋建忠成為南海西北陸坡沉船

遺址考古調查發掘項目領隊、首席科學家，

數次乘坐「深海勇士」號下潛至兩艘沉船所

在位置。「最重要的技術突破就是載人潛水

器，」宋建忠說，「沒有潛水器之前，南海

這麼大區域，平均深度1212米，我們都去不

了海底。首先是你得能進入深海，才能談對

深海資源的考察和獲得。」

載人深潛技術為深海考古提供了可能，

而考古的高精細化要求，則提供了一個契

機，讓一系列深潛技術更為精進。

「考古測繪是一個集大成的應用場景，

對深海定位導航技術、水下燈光佈局、相機

封裝控制、潛水器的操控技術等等，都要求

得適配。文物提取，對機械手的研發、機械

液壓、力反饋技術等提出了很高要求。」陳

傳緒說，「測繪和提取是考古工作者的兩隻

手，我們要保證這兩隻手技術都要硬。」

去年5月至6月，當考古隊員於海底1500

米發掘文物時，在400公里高的天宮空間站

裡，也有一名科學家在執行科研任務。一名

科學家與兩名航天駕駛員、飛行工程師的搭

配，與「深海勇士」號中的三人配置如出一

轍。

中國科學院深海所的海洋科學專家與

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的考古專家長時間

在一起工作，他們也會聊起一些更遙遠的暢

想。

考古專家談到遺址公園的概念。遺址公

園是將一些重要的考古遺址保持原貌，讓公

眾得以近距離參觀，既能感受遺址的歷史場

景，也能感受考古的解密氛圍。這個想法令

他們都很動心：有沒有可能將西北陸坡沉船

遺址也作為遺址公園？

「這就需要我們探索高頻次、低成本、

常態化的進入方式，讓公眾可以乘坐潛水

器下到沉船位置參觀，那是一個未來的場

景。」陳傳緒說。宋建忠說，如果能夠將南

海西北陸坡沉船遺址永久保存為深海一處水

下文化遺產保護示範基地，將為全球貢獻一

個深海文化遺產保護的典型案例。

深海所工程技術團隊也在考慮讓更多

公眾可以感受海底遺址的方式，比如海底直

播。當前的技術已經可以實現海底與陸地上

任何一個人實時視頻聊天，也許某一天，公

眾能夠通過直播實時感受深海考古的科幻級

現場。海底遺址的三維重建完成後，也可以

通過進一步處理，通過虛擬現實、增強現實

等技術，以更為震撼的方式，讓觀眾「走

進」海底沉船。

「無法理解，無法感受，也無法想像」

在公眾眼中，對水下考古最深刻的印

象，或許還停留在2007年。當年，宋代沉船

南海I號在經歷了6年的前期考古後，實施整

體打撈。那是中國第一艘整體打撈出水的古

代沉船。

為了將長30米、寬10米的南海I號完好無

缺地撈起，施工單位交通部廣州打撈局制定

了周密的方案。在長達200餘天的施工週期

內，施工方先將無底的沉箱壁壓入淤泥，把

南海I號整體罩住，再在底部穿過36根底梁，

用36塊保泥板封住底梁之間的縫隙，形成密

閉的沉箱。隨後，「華天龍」號起重船將沉

箱整體吊出水面，再使用駁船拖到岸邊，從

海裡轉運至沙灘上專門修建的博物館中。

「海洋施工技術發展到這個階段，正好

有一些應用，考古算是應用之一。當時我們

制訂方案，跟打撈局方面去溝通，他們也沒

覺得有多大難度。」孫鍵說。全球能力排名

前十的打撈船，有七隻在中國，中國的海洋

打撈能力全球領先。孫鍵認為，水下考古中

的沉船打撈能力，實則來自於中國科技水平

的進步和海洋施工能力的進步。

2022年11月，在上海附近的長江口橫沙

水域，22根巨型弧形梁組成的長48米、寬19

米、高9米、重約8800噸的沉箱，裝載著另一

艘古船，經3小時水下持續提升，在打撈工程

船「奮力輪」中部月池露出水面。這艘從水

下10米淤泥中打撈的長江口二號沉船，是一

艘清代同治年間的商船，船內裝載著大量景

德鎮瓷器等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