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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疆，一直以来都是旅行者向往的地方，探险家的乐园，这不仅是因为新疆美丽的异域风光、丰
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更因为这里所拥有的古老的文明。
丝绸之路、楼兰、吐鲁番、尼雅、哈密；古城、墓葬、干尸、壁画⋯⋯无不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令
人心向往之。
　　本书作者王炳华先生从事新疆考古工作40多年，几乎走遍了新疆的戈壁荒漠，高原山川，主持、
直接参与新疆重大考古20多处，像楼兰、尼雅、小河墓地等等。
他是首位进入罗布泊荒原的中国学者之一，楼兰美女的发现曾经震惊全世界。
本书是他对历次重大考古发现的亲身体会及翔实记载，其中除了对考古经历、新疆自然景观的详细描
述，更包含着对历史、对现实的人文思考。
　　回首40年的新疆田野考古生涯，真是往事如烟。
许多工作的细节，已经渐行渐远，慢慢在消淡。
在夫人帮助搜集、娄建勇稍事编辑后，将它们重读一过，真有点令人不胜今昔沧桑之感。
这实际不是一句随便说的话，当年谆谆教诲过我们这些无知青年的翦老，曾一道在伊犁河谷开掘土墩
、在阿勒泰山中寻访岩洞壁画、开掘石人石棺墓葬的易漫白教授，对阿勒泰石人资料寄托着特别深厚
感情、许多方面曾给过我帮助的李征兄，为介绍新疆文物，与我一路偕行走过伊犁、天山、吐鲁番，
给过我不少启示的西域史大家马雍先生等，都已经作古仙去。
为了考古，自己曾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在戈壁大漠中奔波，对家庭、亲人极少关注。
我夫人曾为此付出了难以言说的代价！
母亲一生，吃尽辛苦。
卧病多日直至辞世，竟未得一天回到她的身边。
因为我们的疏于关爱，敏思慧想过于常人的孩子慕楠，也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他曾挚爱过的世界。
掩卷沉思，往事历历，令人感慨唏嘘，难以平静。
一个个亲切、不能忘却的面庞，又都清晰浮现在了脑际、眼前。
这本小书，份量很轻，但愿能以之作为对这些曾经共过苦难的友人、亲人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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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炳华，江苏南通人。
1 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至新疆，从事考古研究，历四十年，足迹及于天山南北
、葱岭东西、塔克拉玛干沙漠内外。
曾经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先后两次被评为新疆有特殊贡献的专家。
作为中国考古学家，是进入罗布淖尔荒原第一人。
著有《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天山生殖崇拜岩画》、《吐鲁番古代文明》、《新疆古尸》、《沧桑
楼兰》、《精绝春秋》等专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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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楼兰：中国学者首次进入罗布淖尔纪实在古楼兰大地上徘徊楼兰国子民的母亲河——孔雀河从乌什
塔拉进入楼兰邂逅楼兰美女桑田沙海楼兰城小河：寻找失落66年的神奇墓地小河断想再访小河精绝：
消失在沙漠中的丝路古国精绝故址的发现走向精绝精绝覆灭之谜哈密访古纪事位置最东的古代印欧人
居地大“疙瘩”下面的历史丝路要隘——松树塘伊吾军城怀古世界屋脊上的历史印痕——帕米尔高原
访古寻觅“葱岭守捉城”公主堡沧桑葱岭古道觅踪深藏在阿勒泰山中的远古文明克里雅河说古今吐鲁
番：新疆最丰富的遗址博物馆世界最丰富的遗址博物馆之一漫话交河故城镌刻在吐鲁番大地上的历史
印痕丹丹乌列克考古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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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古代称“帕米尔”高原为葱岭。
穿越葱岭高原，古代中国人可以进一步走向南亚、西亚大地。
觅得古代先民们克服葱岭高山的险阻，找到走向印度、阿富汗、伊朗大地的路线，不仅可以抚触到祖
先们在探察未知世界时的勇毅，他们曾经面对过的艰难，而且可以更亲切、具体地感受历史生活的细
节，呼应到历史的步伐。
　　在帕米尔高原中行进，面对崇山峻岭、急流险滩，要取得水、草、给养的补充，较之平原，是更
为艰难的。
具体路线，更加受到自然地理的制约。
高原中可以通行的山口、谷道，可以翻越的大坂，能够涉渡的河流，屈指可数。
这些谷道、山沟、大坂，在数千年的地理变化中，不敢说会没有一点变化；但从总体上观察，这类变
化终究是比较微弱的。
真发生什么“山无陵，江水为竭”的巨大灾变，也总有踪迹可寻。
因此，因应着目前的自然地理形势，参照有限的历史文献、古人活动中保留至今的遗痕，只要努力，
还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捕捉到线索。
古代先民们走向南亚、西亚时的路线，一样可以搜寻。
　　《新唐书·西域传》明确讲述过自喀什绿洲抵达葱岭守捉城的路线，说是“渴盘陀⋯⋯由疏勒西
南入剑末谷、不忍岭六百里，其国也。
⋯⋯开元中破平其国置葱岭守捉，安西极边戍也”。
清楚说明由今天的喀什（唐称“疏勒”）抵塔什库尔干葱岭守捉城，路线是经由“剑末谷”、“不忍
岭”，距离为“六百里”。
唐代的“里”，较今天的里程略短。
唐里600，与今天自喀什至塔什库尔干公路里程290多公里，可以说约略相当。
但具体线路，是不是同于今天的公路线，却是一个须要研究的问题。
　　目前的公路线，离喀什后，过乌帕尔、塔什米力克，进入盖孜峡谷，主要沿盖孜河西岸行进，经
布伦台、喀拉塔什，翻海拔4000米的苏巴什大坂，进入塔什库尔干河谷，过克尔钦、塔合曼，抵达塔
什库尔干县城。
全程290多公里。
行进途中，盖孜峡谷、苏巴什大坂，似乎也可以与“剑末谷”、“不忍岭”相比附。
但认真观察，这条路，沿途水流十分急湍，相当长地段内河谷狭窄，没有草场。
在人、马驮行的古代，涉越急流、取得草秣，几乎都是难有可能的。
因此，“剑末谷”路线，很难与此相当。
而方向相似，另有一条小路，它虽没有被开拓为今天的公路线，但人、马行进，一路却不虑水草匮乏
。
20世纪50年代以前，塔什库尔干地区人们来去喀什，也往往穿行在这一谷道之中。
将它与“剑末谷”联系，不仅可能，也更合理。
　　离喀什稍南行，经英吉莎，步入依格孜也河，斜向西南，经克孜尔塔尔，过“切里贡拜孜”。
“切里贡拜孜”语意为四十座古坟，实际是一片古代废墟。
颓垣、土屋，有迹可寻，古代佛寺痕迹，也约略可以捕捉。
经过这片废墟后，要翻越奇奇力克大坂。
这是一处海拔4000米以上的隘道，空气稀薄，堪称“难忍”。
过大坂后，进入兴地（意为狭窄的峡谷）峡谷，更前行，进入塔合曼、塔什库尔干，已是一片草场连
绵不绝、人烟不断的坦途。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自塔什库尔干，骑马走过这条路。
他发表于《喜马拉雅学刊》第4卷的《在通过帕米尔的古道上》一文，详述过沿途景观、路况。
在20世纪30-40年代，塔什库尔干县的塔吉克族同胞，要读中学，必须远行到喀什，来去时也往往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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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线。
我两次在帕米尔考古调查，都得到塔吉克友人马德力汗的支持、帮助，他可算得塔吉克族的大知识分
子了，对塔什库尔干县的地理、历史、人文都相当熟悉。
他当年到喀什读中学，走的就是这条路。
我在帕米尔工作时，曾听他绘声绘色描述过行程中的体验：骑马、骑骡行进，每天走下来，都可以找
到有水、有草的地方做饭、休息，并不感到困难。
跟着穿行在峡谷中的商队、旅人走，虽是未成年的中学生，也不寂寞。
全部路程，可以走6天，也可以走7天，随自己掌握。
全程大概不到300公里。
只不过自喀什到塔什库尔干，现代公路斩山劈谷，修成通车后，这条古道已风光不再，逐渐没入在了
荒草乱石之中，甚至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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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疆，一直以来都是旅行者向往的地方，探险家的乐园，这不仅是因为新疆美丽的异域风光、丰
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更因为这里所拥有的古老的文明。
丝绸之路、楼兰、吐鲁番、尼雅、哈密；古城、墓葬、干尸、壁画⋯⋯无不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令
人心向往之。
　　本书作者王炳华先生从事新疆考古工作40多年，几乎走遍了新疆的戈壁荒漠，高原山川，主持、
直接参与新疆重大考古20多处，像楼兰、尼雅、小河墓地等等。
他是首位进入罗布泊荒原的中国学者之一，楼兰美女的发现曾经震惊全世界。
本书是他对历次重大考古发现的亲身体会及翔实记载，其中除了对考古经历、新疆自然景观的详细描
述，更包含着对历史、对现实的人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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