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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远古

时代的某一天，在一条清澈的小河 

边，一群人好奇地观察水面上漂浮的

落叶和小树枝。有人伸出手轻轻地碰

了一下落叶，发现它没有沉到水底，

仍然浮在水面上。有人向水里扔了一

块石头，石头溅起了水花，很快就沉

到了河底。这个现象引起了他们强烈

的兴趣。除了落叶和树枝，还有其他

的物体能浮在水面上吗？如果想要浮

在水面上并保持一段时间，需要满足

哪些条件呢？没过多久，人们又发现，

水面上漂浮着几根原木。通过观察，他们认识到，自然界有一些物体可

以浮在水面上，并且能承载一定的重量。受到这个现象的启发，古时的

人类经过大胆思考和不懈努力，决定利用这个特性来进行水上活动。

在发明船以前，人类有可能利用原始的浮水工具，比如倒伏的树干、

掉落的树枝、竹竿、芦苇等，它们统称为“浮具”。浮具是舟船的最早起源。

后来，人们在原始浮具的基础上制成了筏。筏有很多种，例如江南的木筏、

漓江的竹筏、鄂伦春族的桦树皮筏和藏族的牦牛皮筏等。直到今天，筏

仍是很多地区重要的水上交通工具。人类学会了制作石器和使用火，使

得制造原始的独木舟成为可能。独木舟的创造是人类的伟大创举，促进

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又造出了各种各样的船，

水面上漂浮的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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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人类只能在陆地上活动的历史，使人类的活动空间得以扩大。

我们知道，历史上，改朝换代一般都伴随着战争，或是由战争引起

皇权更迭。一些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发展。随着中国古代造

船业的进步，海洋也在群雄逐鹿中渐渐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船舶就是

不可或缺的“武器”之一。接下来，我们将重点介绍中国古代的三种重

要船型，它们分别是广船、沙船和福船。

竹筏

3

  中国古代主要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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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的斗士——广船

越秀山的南越王墓

广州北边有一座越秀山，风景秀丽，其中的一个小山坡因为形状像一

只卧倒的象，又叫作“象岗山”。1983 年，人们在这里发现了第二代南越

越秀公园风光

华夏之光

中国古代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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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陵墓，墓中有丰富的随葬品，其中 9 件“羽人船纹铜提桶”吸引了考

古学家的目光。桶上刻绘着两端高翘的船只，每条船上都刻有 5 个人，他

们或划桨，或击鼓，姿态各异。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史上发现的规模最 

大、最完备的早期海船图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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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广东的优质战船

起初，广船泛指广

东地区的民用船，明代

时特指抗击倭寇使用的

战船。

广船的产生和发展

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优

势。第一，广州三面临

海，连通太平洋和印度

洋，是中国通向南海沿岸地区的大门。从广州出发，最远可以到达欧洲和

非洲某些地区，这种地理条件对广州造船业的发展很有利。第二，广州及

周边地区盛产优质树木，为造船提供了上好的材料。第三，广州地区人民

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船舶，特别是明代，倭寇频繁侵扰，为抵御外敌，需

要性质优良的战船。于是，广船诞生了。广船通常在广东省的广州、琼州、

惠州和潮州等地制造，船身主料一般是铁力木、樟木等结实坚固的木料。

斗外敌，抗倭寇

广船的特点是船头尖、船体长、吃水深，船上安装有坚实的龙骨，具

有较强的抗风浪能力，适合负重远航。广船的帆多，桅杆少，如果有需要，

就在大帆或者头帆的顶部、底部和两侧再增加若干个帆。与其他类型的

广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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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沉浮（中国科学技术馆馆内展品）

帆不同的是，广船的船帆展开以后，形状酷似张开的折扇。广船上的舵采

取了有许多孔的设计，称为“开孔舵”。这种舵在操纵时可以省力，也不

影响效果。广船是抗击倭寇斗争中的主力战舰，船的坚固程度与其他船型

相比有明显提升，并配有火炮，非常适合作战，在与倭寇作战时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是众多种类的海船中强劲的斗士。澳门海事博物馆的展厅

里有广船模型展出。学术界一般将广船、沙船和福船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 

船型。

展品链接——水中沉浮

中国科学技术馆的

“中国古代机械展”有

广船的复制品。观众可

以近距离观察广船的结

构，与福船、沙船进行

对比，或观看多媒体视

频资料。此外，中国科

学技术馆“探索与发现”

展厅有一件展品，叫作“水中沉浮”，向观众展示了物体（鱼模型）在水

中下沉或上浮的情景，观众可以操作打气筒或抽气筒来控制鱼模型中的空

气含量，观察鱼的沉浮情况，来认识浮力对物体的影响。

7

  中国古代主要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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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神奇作用”之物体沉浮

《三国志·魏书》中记载的“曹冲称象”的故事，虽然未必真实，却

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船（物体）在水里所受的浮力的大小，只

跟船（物体）排开的水的多少有关。

人类发明竹排、木筏、独木舟等原始的船时，已经认识到了浮力的存

在。根据阿基米德原理，浸在液体里的物体受到的浮力等于物体排开的液

体所受的重力。浸在液体里的物体除了受到浮力作用，还受到重力作用。

浮力竖直向上，重力竖直向下，物体的沉浮就取决于这两个力的大小。浮

力大于重力，物体上浮；浮力小于重力，物体下沉；浮力等于重力，物体

可以悬浮在液体里。除了对浮力的认识，古人对水的阻力也有一定的认识。

为了减少船在航行中受到的水的阻力，古人在造船时特意将船体造成两头

狭窄的瘦长形状。

曹冲称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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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海的卫士——沙船

沙船是运送沙子的船吗

上一节介绍了发源于广东地区的广船，这一节我们来看看沙船。  

什么是沙船呢，是运送沙子的船吗？

其实不是的。有一种说法是，沙船诞生于长江口及崇明一带，因为崇

明岛是长江里的泥沙淤积在长江入海口而形成的，古时称为“崇明沙”，

所以，在这个地区

建造的船被称为“沙

船”，也就是“崇

明沙船”的简称。

它的前身可以追溯

到殷周时期的平底

船，到唐代定型。

另外一种说法则认

为，沙船是我国古

代南方江海运输的

多种船型“杂交”

演变而来的。
沙船

9

  中国古代主要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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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风行驶的沙船

沙船是一种多桅、多帆的船，船形是方头、方梢，区别于其他种类海

船的显著特征就是平底。这样的形状导致它的吃水比较浅。由于吃水浅，

为了阻挡船在水面上横向漂移，必须使用一种叫作“披水板”的工具，放

在下风一侧，以保证船的稳定性。

沙船行船的动力来自自然风力。帆船诞生之初，船上只有一根桅杆和

一面帆，后来逐渐发展为多根桅杆、多面帆。沙船航行时，船员先判断风

向，顺着风来的方向扬起帆，使风力的方向与船行的方向一致。主帆在船

的重心上，这样能保证船的稳定。而帆的大小、位置也有讲究。沙船船头

有一面帆，它的面积比较小，船的两舷侧面也有帆，并且互相呈一定角度，

在条件合适的时候，这样的布局能大

大加快行船速度。我们平时常用的成

语“一路顺风”“一帆风顺”和“扬

帆过海”就是古人从船帆技术的应用

中得到灵感而创造的。使用风帆可以

令船速加快，那么，用什么方法来减

慢船速呢？如果要降低船速，可以将

船帆卷起来，减小帆的受力面积，必

要时可以将帆完全降下来。所以，古

人就是通过改变船和帆受到的风力大

小来改变航速的。桅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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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船最主要的特点是能

逆风行驶，走“之”字形路

线。缺点是逆风行驶容易偏

离航向，为了避免发生这种

情况，需要在船的中部两侧

各安装一块木板，起到“腰

舵”的作用，保证船沿着正

确的方向行驶。古时候，沙

船的航行范围主要是长江中下游、长江口以北的黄海、渤海海域，使用

范围很广。

适合浅海航行的平船底

《武备志》这本书对沙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大意是说，生活在内

陆的士兵不习惯在水上作战，而生活在水边的士兵却擅长水战，这是因

为水边的士兵在海滨地区成长，熟知水性，在海上出入来回，就像在平

地上行走。在今天的南京、太仓、崇明和嘉定等地都有沙船。沙船的船

底是平的，不能破深水的大浪，所以更适合在浅海航行。

由于沙船更多地在近海地区航行，可谓是浅海的卫士。

桅杆上的风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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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登上海市市徽

除了近海作战，沙船在元

代以后的漕运中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沙船的发展还带动了其

他行业的繁荣。历史上，由于

沙船业兴旺发达，上海地区逐

渐成为全国航运中心之一，为

了凸显沙船的历史意义和重要

性，上海市政府在设计市徽时，

将沙船图案作为元素之一融入其中。

展品链接——沙船

中国科学技术馆的“中国古代机械展”有沙船的复制品。观众可以

近距离观察沙船的结构或观看多媒体视频资料，加深对沙船的认识。

1990 年上海市市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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