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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拥有领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是地球上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领土面积的第三大国和亚洲
第一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
中国版图形似一只美丽的雄鸡，丰满的鸡尾就是新疆。
不到新疆，感受不到中国领土的辽阔和宽广。
不登天山，岂能知晓新疆大地的胸襟和脊梁。
横断新疆中部的天山巍峨壮观，群峰高耸入云，奇峰顸天立地，雪峰洁白如玉。
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望无际，形成一道东西长上千公里的屏障，把新疆自然分割为天山南北两地，俗称
北疆和南疆。
在南疆，天山山脉与昆仑山和阿尔金山山脉三山围抱着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塔里木盆地。
盆地中部横卧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
这里有中国最长的沙漠公路贯穿沙漠南北，成为沙漠腹地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就是这条黑色的纽带把沙漠两岸的绿洲连在了一起。
沙漠南缘是盛产玉石、地毯、核桃的和田地区。
沙漠西南边境是国家一类口岸红其拉甫，由此可通向亚、非、欧各国。
沙漠西部绿洲是维吾尔民俗风情最为浓郁、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喀什地区和历史文化名城喀什市
。
与其相邻的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位于“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山区，中国版图的最西端。
曾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西出的关口，如今是中国对外敞开的最西的国门——吐尔尕特口岸。
沙漠北部绿洲是阿克苏地区，中国古代最早开凿的佛教石窟遗存于此。
沙漠东北部是焉耆盆地，分布着盛产石油、天然气、啤酒花、长绒棉、香梨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及
其州府——库尔勒市。
辖区包括焉耆盆地全部和塔里木盆地部分，总面积占新疆的1／6。
在北疆，天山山脉与阿尔泰山山脉拥抱着中国第二大内陆盆地——准噶尔盆地。
盆地南缘绿洲坐落着新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府乌鲁木齐市。
以首府为中心，北部衣襟相连着昌吉回族自治州，辖区坐落着乌拉斯台口岸。
西部近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戈壁明珠——石河子市。
西北部坐落着油城克拉玛依市。
最西部和最北部的广大边境地区分布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和阿勒泰地区，以及博尔塔拉蒙
古自治州。
素有“金山银水”之称的．阿勒泰地区与蒙古、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相邻，边境线长达1000多公
里。
相继开通红山嘴、吉木乃、阿黑吐别克和塔克什肯四个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
具有100年通商史的塔城地区坐落着国家一类口岸巴克图，是通向中亚和欧洲的重要商路。
细毛羊产区之一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辖区的国家一类口岸阿拉山口口岸铁路线，是中国西部惟一的
铁路商道。
自然风光优美如画，被誉称“塞外江南”的伊宁市，周边的木扎尔特口岸、都拉塔口岸和霍尔果斯口
岸，是中国西部对外开放的三大国门。
在天山东南，俗称东疆，盘卧着世界第二低地，中国最低的盆地——吐鲁番盆地，这里分布着盛产葡
萄而誉满全球的吐鲁番地区和吐鲁番市。
东部通达西出阳关第一绿洲哈密盆地。
盆地内盛产哈密瓜而名扬四海的哈密地区和哈密市，素有新疆“东大门”之称。
辖区风景如画的巴里坤草原旅游胜地，气候凉爽，是中外游客钟情的“避暑山庄”。
在天山雪峰上，盛开着鲜艳的雪莲花，这是中国西部惟一能在冰雪中生长的“高山玫瑰”。
在天山深处，有飞鸟和走兽的住所——巩乃斯森林；有奔马和牛羊的家园——巴音布鲁克草原；有疗
养治病的阿尔先温泉；有天鹅盘踞着的巴音布鲁克天鹅湖；有一座座小山包式的林立在草原上的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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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宫殿——蒙古包；有千姿百态的怪石林；在南北疆往来的必经之地有寸草不生的“干沟”，当乘车
驶入，目击道路两侧光溜溜的青石山林，就仿佛实现了登上月球的梦想⋯⋯在天山南北，已探明油、
气、煤、铁、铜、金、铍、锂、铯、铌、钽、石棉、岩盐、镁盐、钾盐等百余种矿产资源。
其中油、气资源极为丰富，煤的储藏量为全国之冠。
地大物博，名副其实的新疆，是中国的煤库和油气库。
美丽的新疆，盛开着的红色番茄、白色棉花和黑色石油三枝经济之花，在中国经济花园中格外芬芳，
独具姿色。
矿产开发、钢铁冶炼、油气生产、塑钢制造、房地产业、棉毛纺织业、畜牧业、粮食加工业、水产业
、水泥业、发电业、造纸业，芦苇、甘草、红花、枸杞、胡萝卜、红枣、瓜果、啤酒花⋯⋯等等经济
百花，多姿多色，争春斗艳。
市场经济的“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到来，国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各显神通，争占市场。
谁赢得市场，谁将成为新疆经济各“诸侯”的霸主。
一些上市公司脱颖而出，一些“出售”沙漠的特种旅游公司、集团化旅游投资公司⋯⋯也相继扎根于
新疆大地。
畜产品基地、棉花基地、甜菜基地、瓜果基地、煤炭基地、石油基地、化工基地、棉纺织基地、毛纺
织基地、制糖基地等十大生产基地已经建成⋯⋯这些都是新疆经济的利爪和新疆发展经济飞向世界的
翅膀。
在新疆的空中和大地上，铁路纵横，公路交错，航线密布。
乌鲁木齐至兰州、西安、成都、上海、广州、深圳、北京、香港等区外航线和铁路、公路上通下达全
国各地。
北疆铁路由乌鲁木齐始发，经石河子、奎屯、博乐终达阿拉山口口岸。
南疆铁路由乌鲁木齐始发，经库尔勒、阿克苏、阿图什，终达喀什。
乌鲁木齐至库尔勒、阿克苏、和田、喀什、伊宁、阿勒泰等区内航线，连接天山南北。
乌—奎、吐—乌—大高速公路的建成，标志着新疆经济之车驶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读新疆地图，只能感觉新疆的遥远。
而走进新疆历史长廊，就能看见新疆历史的足迹。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新疆这个地方就被称作为“西域”。
据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记载，那个时候，西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几十个大小“
国家”，一城为“一国”，管辖着所属的几块绿洲或几条山谷，由国王统治着几百、上千或数万人口
。
公元前176年，西域被中国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匈奴占领，并设置管理机构“僮仆都尉”，常派遣使
者往来于各国监察和税收。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遣外交官张骞率领300余人首访西域。
公元前121年．汉朝军队击败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军队，先后建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
公元前101年，汉朝在天山南部驻兵屯田。
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建立“西域都护府”。
从此，对西域行使了国家主权，西域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朝，在天山南北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
元朝，成吉思汗完成对天山南北的政治统一。
1406年，明朝在西域设立哈密卫。
1884年，清朝政府在西域建省，并取“故土新归”之意，始改西域为新疆，史称新疆省。
民国时期承袭前制，不断强化新疆防务。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新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0多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协作，努力开拓，共同书写了开发、建设、保卫边疆的辉煌篇章，新疆
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试看天山南北各地遗存的历代古城、烽燧、墓葬、石窟等数以
千计的文物古迹，就是新疆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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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新疆地图，只能感觉新疆的荒凉。
而走进新疆身临其境，就会转变对新疆的偏见。
有位上海游客说得好——新疆是个好地方，处处是开发旅游的金矿。
走进新疆，请您踏入中国面积最大的盆地——塔里木盆地，欣赏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的波
涛，在两岸世界最大面积的金黄色的天然胡杨森林里漫步和留影。
驶入山区，在中国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里观赏野牦牛、野驴、野骆驼、羚
羊、雪豹、雪鸡等珍贵的物种和奇特的自然风光。
去看古老的开都河和伊犁河的源头——四季飞雪的天山雪峰的胜景和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的冰川奇观
。
去看天山神秘大峡谷，阋尽深谷其间的奇峰怪石和一线天的险峰。
去看21世纪的“波斯湾”塔里木大油田和新疆至上海的“西气东输”源头——轮南天然气输气站。
去看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和坐落在湖边的风景如画的湖缤海岸——金沙滩。
去看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在那里勇敢地探险，进行一次生存与死亡、希望与绝
望的挑战，足能回味无穷和自豪一生。
去看举世闻名的楼兰故城，体会李白“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诗句的含义。
去看著名的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行走在古老的街道上，一定能望见西去取经的唐僧曾住过的房屋和
讲授佛经的经堂。
去看克孜尔佛教石窟，接受一次“行善积德”的洗礼。
去看历史文化名城喀什。
去看艾提尕尔清真寺和香妃墓。
去看天山圣水——天池。
去看古井——坎儿井，去看甜沟——葡萄沟。
去看新村——江南渔村。
去看西部歌王王洛宾《达坂城的姑娘》的故乡——达坂城镇。
去看边关重镇——白水镇。
去看清朝军务大臣办公治所——伊犁将军府。
去看清朝学士纪晓岚在流放迪化（今乌鲁木齐）时的书斋“阅微草堂”。
去看丝绸之路国际滑冰场，在滑雪中体验飘飘欲仙的快感。
去看净土喀纳斯，在图瓦人的木屋里做客⋯⋯去看首府乌鲁木齐市，步入自治区博物馆，足能大饱眼
福，惊叹万分。
看遍新疆各个时代的遗物，一览三千八百岁的楼兰美女和出生于汉晋时期的营盘关男，品味古代丝绸
之路（新疆段）沿途墓葬中出土的中国境内保存最好的丝绸等等惊世绝伦的文物精品⋯⋯就等于初识
了中国六分之一的领土——新疆。
走进新疆，在维吾尔族庭院的葡萄架下，欣赏欢快的“麦西莱甫”歌舞和著名的“十二木卡姆”动听
的乐章，同歌共舞、欢聚一堂。
弹起悦耳的热瓦甫，唱起《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掀起你的盖头来》和《半个月亮爬上来》⋯⋯同
乐于此，陶醉于斯。
不知不觉迷上新疆，难忘新疆，走了，还想再来新疆。
走进新疆，在维吾尔族家庭里做客，品尝浓香四溢的金黄色烤全羊，香喷喷的烤肉串，可口的抓饭、
拌面、油馕等新疆风味的美餐。
吃大块肉，喝大碗酒，体味新疆人的热情和豪爽。
走进新疆，在美丽的大草原上做客，观赏哈萨克族、蒙古族和柯尔克孜族精彩的马术表演，强悍的刁
羊和摔跤比赛，领略新疆人的风采和强壮。
走进新疆，无论您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建设者还是周游四海的旅行者，新疆人都会敞开胸怀，用新疆
的琼浆玉液尽情款待，为八方宾客的到来祝酒歌唱。
新疆地图色彩斑斓，新疆大地遍布宝藏。
资源丰富的新疆——投资者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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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人民善良好客，新疆未来灿烂辉煌。
敞开大门的新疆——旅游者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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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进新疆，请您踏入中国面积最大的盆地——塔里木盆地，欣赏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的波
涛，在两岸世界最大面积的金黄色的天然胡杨森林里漫步和留影。
驶入山区，在中国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里观赏野牦牛、野驴、野骆驼、羚
羊、雪豹、雪鸡等珍贵的物种和奇特的自然风光。
去看古老的开都河和伊犁河的源头——四季飞雪的天山雪峰的胜景和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的冰川奇观
。
去看天山神秘大峡谷，阋尽深谷其间的奇峰怪石和一线天的险峰。
去看21世纪的“波斯湾”塔里木大油田和新疆至上海的“西气东输”源头—— 轮南天然气输气站。
去看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和坐落在湖边的风景如画的湖缤海岸——金沙滩。
去看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在那里勇敢地探险，进行一次生存与死亡、希望与绝
望的挑战，足能回味无穷和自豪一生。
去看举世闻名的楼兰故城，体会李白“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诗句的含义。
去看著名的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行走在古老的街道上，一定能望见西去取经的唐僧曾住过的房屋和
讲授佛经的经堂。
去看克孜尔佛教石窟，接受一次“行善积德”的洗礼。
去看历史文化名城喀什。
去看艾提尕尔清真寺和香妃墓。
去看天山圣水——天池。
去看古井——坎儿井，去看甜沟——葡萄沟。
去看新村——江南渔村。
去看西部歌王王洛宾《达坂城的姑娘》的故乡——达坂城镇。
去看边关重镇——白水镇。
去看清朝军务大臣办公治所——伊犁将军府。
去看清朝学士纪晓岚在流放迪化(今乌鲁木齐)时的书斋“阅微草堂”。
去看丝绸之路国际滑冰场，在滑雪中体验飘飘欲仙的快感。
去看净土喀纳斯，在图瓦人的木屋里做客⋯⋯去看首府乌鲁木齐市，步入自治区博物馆，足能大饱眼
福，惊叹万分。
看遍新疆各个时代的遗物，一览三千八百岁的楼兰美女和出生于汉晋时期的营盘关男，品味古代丝绸
之路(新疆段)沿途墓葬中出土的中国境内保存最好的丝绸等等惊世绝伦的文物精品⋯⋯就等于初识了
中国六分之一的领土——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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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品33．最古老的女式装饰包34．最早刊登在联合国杂志上的神像35．最长的陆路丝绸之路36。
最古老的树种37．最珍贵的水中＂大熊猫”38．最长的内陆河39．最大的内陆淡水湖40．最深的冷水
湖41．最大的冰川区42．最大的泥火山群43．最大的盆地44．蛭石资源最多的省区45．最大的沙漠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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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基地66．航线最长航站最多的省区67．最大的天然气资源基地68．最大的锂盐厂69．对外开放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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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79．最悠久的地毯80．最大的野生马鹿种源基地81．曲目最多的乐曲82．活化石83．最有趣的煮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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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楼兰故城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境内的罗布泊西北雅丹荒漠。
坐落在高台之上，才有幸保存至今。
这座丝路名城，略呈方形，城墙为夯土建筑，总面积10万余平方米。
 由官署区、佛教寺院区和宅院区组成。
可见圆形、长方形等建筑材料成百上千件散落于城中。
 残存的主要建筑是106．25平方米的土块三间房和10-4米高的泥塑佛塔。
佛塔是古楼兰人心灵深处最崇高的信物，而三间房则是西域长史府治所大院内惟一残存的档案库建筑
。
1900～ 1901年被中国向导奥尔德克和瑞典人斯文·赫定发现后闻名世界。
相继而来的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橘瑞超等外国人在城内盗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从此，楼兰文物流散于全球各地。
 如今，日本龙谷大学收藏的“李柏文书”就是曾让橘瑞超声名显赫的楼兰文物之精品。
20世纪初和1979年至今，以黄文弼、陈宗器、孟凡人、林梅村、王炳华、夏训诚、穆舜英、侯灿、伊
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等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相继前往楼兰考察，并出土一批重要文物，出版了许多
有关楼兰的书籍，结束了楼兰研究在国外的难堪局面。
 楼兰故城始建秦汉时期。
《汉书·西域传》记录：“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
户千七百五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
”又日：“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更名其国为鄯善。
”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楼兰国和改名后的鄯善国的重要城市及魏晋前凉时期西域长史府治所。
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楼兰故城，俗名“海头”。
罗布泊古称“蒲昌海”，该城与“海”相邻，因位置关系而得名。
故城东近甘肃敦煌、玉门关和阳关，是汉朝势力进入西域的东大门，也是控制塔里木盆地的军事要地
。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东西方贸易往来的商品集散地，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枢城市，当时具有很
高的国际贸易地位。
 两千年前，楼兰地区虽有白龙堆（今称雅丹），但水草丰富，绿洲遍布，孔雀河及罗布泊湖是这里主
要的水资源和渔业基地。
不幸的是，公元4世纪，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绿洲消亡，国民逃离故土，城
市逐渐荒芜。
更名后的鄯善国也在公元5世纪国破民散。
唐朝年间，唐玄奘西去印度取经返回途经楼兰，城郭岿然，人烟断绝。
他亲眼目睹废城的残景后，缓缓东去。
 汉朝外交官张骞的脚印最早印在楼兰的大地上。
傅介子、郑吉、班超、班勇、李柏等名将，他们都曾路经楼兰，或平定楼兰之乱或兵屯楼兰或驻守楼
兰⋯⋯为西域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唐代诗人王昌龄未曾来过楼兰，熟读《汉书·西域传》的他，写出了“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传世绝
句。
是因为楼兰之名早已永垂大唐，成为诗人笔下遥远边疆的代名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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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疆的100个中国之最》全面系统简洁地介绍了新疆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
书内大部分“中国之最”社会公认，个别之最在时间和空间上虽然没有可比性，但本书的初衷是向读
者介绍新疆独特的风物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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