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远舰”是清政府花费近 170万两
白银向德国坦特伯雷度的伏尔铿造船厂
订造的一艘 7000吨级一等铁甲舰，当时
号称“第一铁舰”。

自1885年开始服役起，“定远舰”就
是中国海军的骄傲，列为海军旗舰。对
于几无海防观念且财政捉襟见肘的清政
府而言，这艘铁甲舰来之不易。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定远
舰”作为北洋水师的旗舰，率镇远、致远
等战舰在黄海海战和威海卫海战中英
勇抗击日本军舰的入侵，其主炮威力与
超强的铁甲防护能力在海战中有着不
俗的表现，一度被誉为“永不沉灭的定
远舰”。

1895年 2月 4日夜，“定远舰”被突
入港内的日本鱼雷艇发射的鱼雷击中左
舷，被迫抢滩时又遭到日军的炮击。为
不使其落入敌手，“定远舰”管带刘步蟾
下令将其炸沉，并悲愤自杀。

日军占领刘公岛后，将“定远舰”
爆破得粉身碎骨，整体打捞已无可能。

第一铁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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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海军旗舰

“定远舰”沉舰遗址被发现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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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损毁严重，“定远舰”被日本人

当废铁拍卖，日本富豪小野隆介买下。出
于一种难以言传的心理，他把军舰的部件
拆下来，运到其故乡福冈太宰府，建造了
私人寓所定远馆。

2010年，定远馆被一名玩具收藏者租
下来当了仓库。馆内场景显得有些诡异，
在摆满阿童木和机器猫的房间里，蓦然就
可以发现从“定远舰”上拆下的立柱和横
梁，上面密密麻麻的船钉孔历历在目。最
令他唏嘘的则是用船板做成的铁门。铁门
上炮眼星罗棋布，上面依稀还能看到被火
烧过的痕迹。炮眼周围有一圈铆钉眼，这
说明炮眼曾经被修补过，但为了展示日本
武力，被补好的伤口又被无情地撕开了。

传说定远馆中有穿中国水兵制服人影
走动。据当地文献记载，小野并未在定远
馆中居住太长时间。传说，定远馆落成
后，有人夜半时分，看到穿中国水兵制服
的人影走动。据说，一个盗贼行窃时，听
到一个声音威严地责问：“税。”这恰恰是
中国胶东话里“谁”的口音。后来，小野
只好把定远馆捐给当地神社管理。

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但这艘军舰
的确倾注了太多中国人富国强兵、走向外
洋的梦。然而，军人的英勇改变不了军队
的没落，舰炮再利也无法挽救制度的腐
朽。这可能是北洋舰队自创建之初便无法
改变的宿命。

孤悬海外

2019年7月至8月，为调查保护沉
灭在威海湾内的北洋海军战舰遗址，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受山东省文物局
委托，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中
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威海市博物馆联
合组队，调集国内 30余名水下考古专
业人员及相关技术人员，共同开展了
威海甲午沉舰遗址第一期调查工作。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研究员、威海湾甲午沉舰遗址第一
期调查项目领队周春水介绍，本次调
查工作以 2017 年、2018 年的水下考
古物探、潜水实地探摸结果为基础，
采取抽沙揭露的方法了解残存舰体的
保存情况。首先，考古队利用多波
束、浅地层剖面等海测仪器采集遗迹
数 据 ， 结 合 文 献 材 料 ， 准 确 锁 定

“定远舰”的埋藏位置。随后，考古
工作选择在遗址上方进行抽沙作业，

在深达1至3米的厚厚泥层下，发现并
逐步揭露出一段舰体遗迹，采集提取
部分沉舰遗物。

本次调查区域可确认为舰体炮台
与弹药舱附近位置，发现并提取出水
文 物 150 余 件 。 文 物 包 括 铜 、 铁 、
木、玻璃、橡胶等材质，代表性文物
包括长方形舱盖，铜质标牌、炮台甲
板木、铁甲垫木、主炮引信、37毫米
哈乞开司弹壳、毛瑟枪子弹，橡胶垫
圈，皮鞋底等等。同类物品在以前的

“致远舰”“经远舰”遗址调查中有发
现。

本次考古调查基本确认了“定远
舰”的埋藏位置，并初步了解海底残
存舰体的保存情况，目前舰体所剩不
多，散落分布，保存情况极差，埋于
泥下1至3米左右，更全面的沉舰遗址
整体信息有待明年第二期水下考古工
作进一步探明。 据《武汉晚报》

沉舰遗址调查

其一，用行车与 GPS 实现水下考
古精准抽沙。沉舰遗址面积与抽沙工
作量较大，需要对所选调查区域进行
准确定位；加之潜水员在水下较难控
制沉重的抽沙头。本次调查采用行车
吊装抽沙管辅助潜水员作业，并通过
全面罩通信设备与平台对接指示抽沙
头的移动，抽沙管搭配有GPS定位设
施，共同实现抽沙与海底遗迹的精准
控制。

其二，加设围挡防止浑水扩散，
保护海洋环境。抽沙作业海域位于威
海湾景区，属于国家级海洋自然保
护区，为防止抽沙浑水扩散，考古

队自行设计制造了浮动过滤网，周
边加护围挡，在有效收集出水文物
的同时，又确保了抽沙污水不向外扩
散。

其三，布设多个抽头提升调查进
度。鉴于沉舰遗址面积广大与泥沙淤
埋严重的海底环境，为提高抽沙效
率，本次水下考古调查共布设 4 个水
下抽头，使用 20 余名水下考古队员，
在两个月时间内历经750人次、3万多
分钟的潜水工作，才完成本年度深埋
泥下 3 米的沉舰遗址第一期调查工
作，这种工作强度在历年水下考古调
查中均属少见。

本次水下考古工作的特点

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共有4艘战舰
沉没在交战区，分别是“致远”“经远”“超
勇”和“扬威”。最早沉没的两艘战舰“扬
威”和“超勇”，由于沉没在浅水区，更容易
被破坏和盗捞，目前推测舰体残存不多。
而另外两艘沉舰，“致远舰”和“经远舰”，
都已经进行了专业的水下考古调查。

2018年9月，大连庄河海域发现的一
艘沉船，经过考古调查，被证实是抵御外
侮时中弹沉没的“经远舰”。

考古调查发现，大量淤积的泥沙将战
舰紧紧包裹，仅能看见裸露在海床表面的
部分铁甲片。考古队决定先针对船体上
有显著特征的部位进行定位，从而按图索
骥，力图找到能够确认战舰身份的铁证。
而另一艘甲午沉舰“致远舰”的考古调查，
历时三年，发现了不少重要出水文物。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致远舰”水下考
古重点调查自2014年4月正式启动，历时
三年，取得了超乎预期的重要成果。一共
发现提取文物 200 余件，多为船体构件、
船员生活用品及武器配件等。重要的出
水文物有“致远舰”所配置的加特林机关
炮、带“致远”印纹的餐盘、勺子，以及致远
舰大副陈金揆所用单筒望远镜等。

2015年8月至10月间，考古队员获得
重要发现，发现印有“致远”两个字的瓷
盘、方形舷窗，以及鱼雷引信等重要遗物，
正式确认沉舰的身份为北洋水师甲午沉
舰“致远舰”；2016年9月至10月，考古队
员清理出沉舰的舭龙骨，确认沉舰的埋藏
深度、分布范围和整体保存状况。 晚综

“经远舰”和“致远舰”的
考古经历

考古队员入海进行潜水作业考古队员入海进行潜水作业。。

日前日前，“，“威海湾一号甲午沉舰遗址保护区域划定论证会威海湾一号甲午沉舰遗址保护区域划定论证会””在在
山东威海刘公岛上举行山东威海刘公岛上举行。。经专家论证经专家论证，，历经两个月的水下考古历经两个月的水下考古
调查调查，，现已基本确认清代北洋海军旗舰现已基本确认清代北洋海军旗舰““定远舰定远舰””的沉没位的沉没位
置置，，并出水一批沉舰遗物并出水一批沉舰遗物，，这是这是20142014年以来北洋甲午沉舰系列年以来北洋甲午沉舰系列
调查与研究工作的又一重大成果调查与研究工作的又一重大成果。。

18911891年出访日本时停泊在长崎的定远舰年出访日本时停泊在长崎的定远舰。。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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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世昌祖籍广东番禺，1867 年考入
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先后任“海东
云”“镇南”“扬威”等战舰管带 （舰
长）。1887年，被派赴英国为北洋水师接

“致远”号巡洋舰，回国后升任副将兼
“致远”号管带。

1894 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
起义，请求清政府派兵助剿，早已蓄谋
侵华的日本也借机出兵。7 月 25 日，日
本海军在朝鲜丰岛海面突袭中国护航舰
及运兵船，挑起战争。

这场战争持续８个多月，历经数次
战役，战场在海上与陆上不断转换，战
火从国外烧到了国内。1894 年 9 月 17
日，日军又在大东沟海域挑起了黄海海
战。在接近5个小时的战斗中，北洋舰队
被击沉4艘军舰、伤亡近千人，日本没有
军舰沉没，伤亡只有298人。

海战中，邓世昌指挥的“致远舰”舰体
多处受伤，随时有沉没的危险。当发现北
洋水师旗舰“定远舰”遭到日本舰队围攻
时，他下令“致远舰”开足马力撞向日军主
力吉野号。他鼓励全舰官兵：“吾辈从军
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
已！”不幸的是，“致远舰”被日舰的鱼雷击
中沉没，全舰官兵240余人，仅有7人获救。

邓世昌落水后，部下把救生圈让给
他，被他拒绝。与他一同落水的爱犬

“太阳”，咬住他的胳膊试图救护主人，
邓世昌强忍内心痛苦，用手按住“太
阳”的脖子与自己一起沉入黄海的波涛
中。那一天正是邓世昌45岁生日。黄海
大战后，北洋舰队退守威海湾，从此清
政府丧失黄海制海权。 晚综

邓世昌和“致远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