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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拥有绵长而神秘的国境线，也拥有世界上交界国最多的国境线。
中国国境线上拥有人类文化宝库中最为丰富的建筑与城市文化资源，但是，这些极为宝贵的资源却沉
睡数千年无人间津。
2006年7月9日，“远征国境线”计划经过半年筹备，以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学生为主体，组成12支
考察队分赴祖国的边境线，开始考察活动。
我带领3名研究生和1名本科生启程赴新疆喀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整个考察以喀什为中心，同
时向周边相邻城市辐射，考察了喀什、叶城、莎车、塔什库尔干、红旗拉甫等地区，其间喀什老城高
台民居的独特、寺庙建筑的精美、石头城的奇崛、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浩淼、昆仑山脉的雄浑⋯⋯这
浓得化不开的西域风隋带给我们强烈的冲击和震撼。
　　纵览西域漫长的历史画卷，会惊觉这方神奇的土地，虽演绎了人类文明史上无数荡气回肠的传奇
故事，其实却并未从造物主那里得到些许青睐。
比起孕育了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等几大文明古国的“应许之
地”。
大漠黄沙的西域更像是一处“遗忘之地”。
虽然这里不是伟大文明的诞生地，但是它始终处在亚欧文明板块交接处的“火山地震带”，注定了这
里将充满不同势力交锋带来的不安定因素，而且会持续地活跃在世界文化视野中。
丝绸之路途中写就的一页页辉煌壮丽的史诗篇章，将永远被视作世界开拓史上的壮举。
　　特殊的，近极端的区位因素究竟是西域的幸运抑或不幸？
这个问题如同一枚镍币的两面。
历史上农耕文明、游牧民族、伊斯兰势力曾经在这里此消彼长；汉唐帝国的军队、匈奴的部众、成吉
思汗的铁骑也曾在此周旋驰骋⋯⋯西域一直处在几大势力对峙、拉锯的前沿，诸国争战留下的阴影似
乎未走太远。
然而另一方面，文明的甘露也伴随着战争的创痛，悄然而持续地注入这方土地，带来新生的文化，从
而使这片土地如此坚强而又美丽。
　　“奉使按胡俗，平明发轮台。
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巍。
九月尚流汗，炎风吹沙埃。
何事阴阳工，不遣雨雪来。
”从岑参的边塞诗中可以得知一个真实的古代西域：从一座城去往另一座只能趁顺风向在一日之内拼
命赶到，途中“骡死弃骡，马死弃马”；否则就算躲避了风沙、狼群，也会因昼夜温差过大而沦为沿
途累累白骨中的一分子。
在这真实得近乎残酷的条件下，绿洲中顽强生存的民族与丝路上奋勇跋涉的行者却从未放弃过在天山
南北播下人类文明的种子。
这孤独的花朵承接的不是雨露，而是一路汗水的浇灌，因而更见娇艳，弥足珍贵。
　　为什么这条无比凶险、代价沉重的中西文明交流之要；中偏偏是以轻柔绮丽、薄如蝉翼的丝绸作
为文明的标志？
这个形象该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命中注定？
开辟丝绸之路及绽放出丝路文明瑰丽异彩背后的动因又是什么呢？
　　早期人类开拓其活动领域，毋宁说是受生存的驱使而“逐水草丰美之地”，甚至跨越辽阔的冰桥
到达另一个大陆，去寻找梦想的伊甸园。
当农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完全有能力解决稳定的基本生活生产物资问题时，人们开始有了更高的
需求。
这时一些具有稀缺性、象征先进性且易携带保存的物品被视为珍宝而受到热烈追捧，如玉石、丝绸、
香料、瓷器等。
奢侈品开始引导人们踏上西去东来的道路，为宗教献身的僧侣们也开始跟随他们的脚步去追寻圣灵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收藏喀什>>

荣光，如同大航海时代将欧洲人的视线指向东方的三大动力——黄金、香料和基督徒。
实际上，这条道路是由经济层面的贸易活动、政治层面的征服战争与文化层面的宗教传播等因素共同
一步步铺就而成的。
　　因此不论我们在西域看到的是川流的商队，还是传诵的经卷、飘扬的舞乐、兴建的石窟；不论那
令人目不暇接的体例与形制究其本源是出自本土、来自中原、传于中亚，或更遥远的印度、希腊⋯⋯
面对一个又一个令人欣喜的发现，我们都需要透过丝路花雨，看到个中历史的兴衰背后，那些流逝的
西域文明——它为何存在，又为何毁灭；它来自哪里，又去向何方⋯⋯看到人类文明的巨大力量和永
动趋势，这力量有时能带来惊人的创造，有时也带来惊人的毁灭。
而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全球交通如此便利的今天，还会不会有杰出的文化，将如楼兰遗址被自然所
掩埋、如高昌故城被历史所抛弃、如巴米扬大佛被极端教旨主义所摧毁？
文明的碰撞将伴随整个人类的历史，今天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觉悟向后世保证碰撞中不会再出现文明的
劫难？
　　也许确有这样一位西域荒漠的沧桑旅人：他在梦中曾有一个向往，他在远行的路上曾有一个希望
，他在辗转的苦难里曾有一份期待，他也曾在天边的流云处眺望⋯⋯远远的山河仿若流成一片葱珑的
绿色，天和地之间有一种让人怀念的气息。
“我所遭受的一切，我所承担的一切，我所争取的一切，乃至我所抗争的一切——无论何时何地，都
是你在我心中种下碧绿的芽，我才由此继续，衍生不息。
”他所寻找的地方是一个天国王朝，在那里，有人类遥远的梦想、永恒的家。
　　后记　　西域有着一种别样的历史，那是一部心灵史。
它不是由专职史官写作的，而是每个丝绸古道上历尽艰辛却难舍激情的行旅，每个绿洲中筚路蓝缕却
造就辉煌的民族，每个饱含乡愁却冲锋陷阵的军士，每个身受贫苦却满怀虔诚的工匠、歌者、僧侣⋯
⋯都可以向茫茫戈壁倾吐他们的心曲。
他们的作品不是托付与龟甲兽骨、竹简木牍、绢帛纸张，而是镌刻在石壁上，掩藏在大漢中那些不朽
的建筑与城市之中，他们的读者就是他们的同路人。
当后人站在这幕宏大的历史画卷之前，仍然会为其中的悲剧美而深感惊心动魄！
　　今天，透过这些雕凿精细的佛塔、石窟、寺庙，这些美轮美奂的清真寺、邦克楼、花园庭院，还
有那些古朴幽深的民居、城堡、街巷，我们不仅仅满足于从遗存中看到了什么，最重要的还应该探寻
这些遗存告诉了我们什么。
西域艺术家留下的这段能够与当今文明世界对抗的古老悠长的梦境，那寻回大自然的既悲壮又博大、
既残忍又温情、既阴森又明媚灿烂的沉思之梦奠定了西域美学的丰碑。
在这里，你每走进一个洞窟、一座殿堂，一家宅院，一条小巷，都能触摸到西域的每一块绿洲、每一
条河流中永不消失的脉搏。
　　历史上称“建筑是艺术之母”是非常有道理的。
俄罗斯作家果戈理曾说过：“古代建筑同时还是历史的年鉴，当传说和民谣已缄默时，而它还在诉说
呢！
”没有哲学的建筑遗存是民族精神苍白的产物，而我们面对的西域宝库却恰恰相反，它充溢着哲学的
光辉和理性的启示，它折射出多少时代的风貌、历史的沧桑。
　　面对当前全面开放、多元并置的文化发展状态，对建筑来说，建立独立叙事模式和属于自己的艺
术修辞语言或许是困难的，但也是更具意义的，从深层次而言，这是在寻找一种真正地域化的价值准
则。
当历史跨进现代社会的门槛时，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觉。
在这个意识自觉的时代，双方都试图借助对方的力量来丰富和扩大自己的文化内涵，希冀打碎以往那
种封闭的自我完善的发展模式，并将环境生态的地域性可持续发展作为这一交流的主题，而作为中西
文化交流的硕果之一的西域建筑文化其出路应在何方？
一位建筑师讲到新疆的现代建筑：新疆的建筑非常“统一”协调。
似乎每一个建筑都能够找出其他建筑的神韵，好像是有一个共同的血缘和基因似的。
当然，生活在共同的地域，必然会有共性，但这里恐怕是共性太多，而缺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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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沙大、植被少、沙漠、荒凉、还有几分落后，这就是西域从古到今所面对的土地。
西域的建筑创作，犹如在小路上行走，从此绿洲到彼沙漠，最后到达一个遥远的、所向往的目的地。
尽管人们以不同的形象和概念来想象这个目标，然而，各种不同的建筑创作史观都可以把自己看作是
这样的一种旅行者，把丝绸之路的小径作为自己的路。
对于绿洲居民来说，四周的荒漠潜伏着各种各样的困难，确是异常艰苦的区域——绿洲与荒漠之间的
对立，犹如秩序与混乱之对立，生与死之对立。
但建立在这片土地上的城市与建筑仍然顽强而坚定地选择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我们应该赞美决心在此创作下去的建筑师，等待他们的也许是⋯⋯也许是漫漫长路的孤寂与永远不可
能得到答案的谜。
而现代西域建筑不会仅仅是某段历史的翻版，不论出路多么模糊，终会开辟出一条犹如丝绸之路般光
彩辉煌的路。
　　本书整理、编辑及出版的过程，凝聚了我的师友及学生们的辛勤劳动与心血，得到了许多朋友的
热心帮助。
我要特别感谢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张在元院长、张龙根书记、黄正东教授等院领导创造了这个来
之不易的考察机会，同时感谢新疆省喀什地区旅游局的张海明书记、喀什地委宣传部的李霖先生、喀
什市委宣传部的贾卫东部长、喀什行署办公室的李平女士、努尔艾力先生、喀什日报社的裴玉梅女士
、刘一兵先生、王惠娟女士、叶城文体广电局的廖祖富先生和喀什老城内热情的居民以及中国电力出
版社的王海林女士提供的无私帮助，另外特别感谢南开大学的王利文老师提供的部分喀什的民俗、山
川、胡杨林的照片。
在此，对这么多热心的朋友，谨致诚挚的感谢！
宋靖华 2007年9月10日于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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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域是中国绵长国境线的一部分，也是亚欧文明板块的交界处。
特殊的区位因素使得挣扎与矛盾一直伴随着这方土地：大漠黄沙与玉石香料，金戈铁马与丝绸瓷器，
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却在这里绽放出瑰丽异彩。
这本书共分两部分，首先展示当地的自然社会背景、独特的民俗风貌；之后介绍这种文化孕育出的建
筑及城市形态。
本书对于研究地域文化，从历史中寻找设计灵感大有裨益，适用于建筑、城规及旅游等专业的师生及
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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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早期的文明　　1956年，一位农民在喀什市北塔希毛拉修公路时，从地下25米深的卵石层中，
发现了一个尖底灰陶小罐，与我国内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罐外形虽略有不同，但也具
备了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小口厚唇、细颈尖底等特征。
20世纪60年代初，喀什市东北28公里处的汗诺依古城遗址又出土两件红陶制成的纺轮，一件较大，状
如小饼；另一较小而高，形似小桃，两件的中心部位都有安装纺锤的小孔，经鉴定也是新石器时代的
遗物。
1972年7月间，在喀什市西南50多公里的乌帕尔乡一带，自治区的考古工作者连续发掘了阿克塔拉、温
古洛克、库鲁克塔拉、德袄洛克四处地域毗连的古文化遗址，出土了一大批磨制石器，器形以刀石和
石镰为主，石刀为无孔半月形，石镰呈弧背凹刃状，与河南殷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石镰形制很相似
。
在吐鲁番盆地面积最大的一处细石器遗址距今可能四五千年左右。
其中出土的有大量石器和陶片，从石片刮削器和细石器来看，都与畜牧、狩猎生活有关：而陶器的出
现则表明有原始农业的产生。
一些石镞的叶形几乎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克鲁马家人时期文化中典型的桂叶形石镞完全一致。
这些考古发现，不仅说明喀什地区在石器时代已经有了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更证明了这一地区是东西
方文化的交汇之地。
　　这些发现都说明，西域与黄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西亚早期波斯文明、两河流域及希腊文明
之间的联系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就开始了。
途中所埋藏的文物不仅仅是一件件生产工具，还透射出神秘的美，无疑也是一件件原始的艺术品。
植物、水和阳光，孕育了绿洲最初的文明，石器撞击出了人类文明最初的火花。
　　2.喀什的由来　　喀什，位于祖国西北边陲，是真正意义上的边城，也是新疆唯一一座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城，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2100多年，被誉为新疆历史的“活化石”。
　　有关喀什的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以前，尽管那只是一个神话传说——唐人李商隐《瑶池》
诗曰：“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周穆王姬满，公元前1001～前947年在位。
据《穆天子传》、《拾遗记》、《史记》等记载，穆王曾令造父套上八骏牵引的游车，自镐京(西周首
都，今陕西长安县西北)西行，直上昆仑山，会见西王母子瑶池之上。
(西王母“瑶池”可能指乌孙赤谷所近的阗池，即伊塞克湖。
)传说周穆王跟她一见如故，诗酒酬唱，乐之忘归，不可具言。
其实周羌之间早就有通婚传统，商周传说早就广播西域。
华夏、羌戎早在先秦就跟西域一中亚频繁交往，血肉相连。
　　同样据《穆天子传》，穆王为探看黄帝故居，在西域巡游期间，曾一直走到今新疆南端，“宿于
昆仑之阿，赤水之阳”。
这里提到的“赤水”，在古籍《山海经》中也有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
，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
”有人认为，其中的“西海”，即古代的罗布泊，“流沙”即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黑水”指莎车
绿洲的叶尔羌河，而“赤水”则是指今日流经喀什市南郊的克孜勒河。
　　《穆天子传》中又说到，穆王南达昆仑山后又北上，到达了一个名叫“曹奴”的地方。
据我国史地学家顾实先生考证，“曹奴”即汉代时西域的疏勒国，也就是今日的喀什噶尔。
当时，“曹奴”的一个部落酋长名叫“戏”，热情接待了周穆王。
酒后，戏献给周穆王及其一行马900匹，牛羊7000头(只)，各类谷物100车。
虽然周穆王的传奇经历并没有正史记载，但是这些浪漫的故事历来传为中原与西域的友好交往的佳话
，亦不失为两地联系紧密的佐证。
　　据史学界研究，最早的喀什噶尔人主要是雅利安人种的东依兰人，其后有大月氏人、匈奴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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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契丹人、塞人、突厥人、回鹘人和蒙古人，从两千年前始，这些民族在长期交往相处中，逐渐融
合发展为近代维吾尔族，而喀什噶尔就是维吾尔文化的摇篮。
　　先秦时期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励精图治，使秦国的势力范围达到帕米尔地区，喀什绿洲很可
能也被划进了这个圈子，欧亚大陆间的前丝绸贸易也已经开始，汉文史籍中称作“疏勒”的古喀什城
郭渐渐成形。
喀什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北有天山，西限葱岭，南达昆仑，东濒大沙漠，是古代中国通向北印度、波
斯、费尔干纳、里海的咽喉；也是欧洲、中西亚地区、印度次大陆北部商贾前来中国的必经之路。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从西汉到清初，喀什一直是西域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
远在公元前2世纪，喀什已成为西域36国中的大国之一。
“王治疏勒城”，“有户千五百一十，口万八千六百四七”。
直至公元前128年的某一天，西汉特使张骞来到疏勒城见识到西域唯一一座“有市列”的商业城镇。
由于西汉时期尚采用竹简作书写材料，“有市列”是张骞对于疏勒城的印象的高度概括，可以想象：
有像样的街道和市场店铺的疏勒，城里城外，车水马龙；驼队马帮，熙熙攘攘；行商坐贾，比比皆是
；杂货纷呈，琳琅满目。
市场上着各种“奇装异服”的人们，操着各地方言，俨然一个欣欣向荣的国际市场。
疏勒城市场上的畅销热货，首推帛、锦、绮、缎之类的中原丝织品，其次为月氏(被匈奴所败迁至阿姆
河流域)细毡、大秦(古罗马)琉璃、安息(今伊朗)香料、厕宾(今克什米尔)麻布、大宛(在今中亚乌孜别
克斯坦)骏马、于阗(今和田)的玉石与龟兹(今库车)铁器以及本地自产的手工业品和农产品。
　　疏勒城“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疏勒初本汉代喀什噶尔地区诸城邦之一。
大月氏、大宛与康居(在今中亚哈萨克斯坦)都是中西丝绸之路上必经的要道，而疏勒恰好又是这条要
道上当其要：中的关口。
在分析了疏勒兴盛的原因之后，张骞回到长安将沿途各地有关西域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族
风俗等情况——详加记载，帮助汉武帝筹划反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战争。
公元前119年，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直接为张骞的第二次出使西域铲除了障碍，也为丝绸
之路的开通扫清了道路。
丝绸之路北道，是从长安经河西走廊，自玉门关(今敦煌西北)西行，经车师前国(今吐鲁番附近)，沿
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疏勒，逾葱岭，至大宛，再往南北方向到康居、奄蔡。
丝绸之路成就了疏勒城，疏勒是北道上的中点，往来东西的商旅在此中转，形成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
际商贸城市之一。
也正是因为如此，古代中国对疏勒的认识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从班超经营西域都护以后曾以此为据点
，历代中央政权都试图并竭力把西域纳入天朝版图。
　　至迟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僧徒行纪大都将官方载籍中的疏勒改称为奇沙、竭叉、怯沙。
这几个国名分明是《魏略·西戎传》中就已出现的渠沙与竭石二名的同音异译。
隋唐时期的僧人行纪中另行出现了伽师、伽师祗离、伽师佶黎等名称。
这一名称则乃三国时期竭石国名的历史继承，并与宋元之后出现的可实哈儿、喀什噶尔一脉相传。
其间，这一地区的历史上族群变化很大，疏勒称霸仅乃西汉末至东汉初年事，至臣磐入主喀什噶尔，
渠沙已取代疏勒成为这一地区的盟主，其后又出现了竭石、奇沙、怯沙、伽师祗离、伽师佶黎等新名
称，今喀什噶尔即竭石、伽师祗离、伽师佶黎的继承和演变。
其中蕴涵着喀什噶尔绿洲种族变迁、文化转轨等复杂的历史演变。
　　一般认为，今喀什噶尔的地名起源于公元10世纪喀剌汗王朝时期，在改称喀什噶尔之前，该地区
自汉至唐一直是以“疏勒”来称呼的。
自公元前60年，东汉在新疆设西域都护府以来，喀什就已作为西域的一部分正式列入中国版图；但是
处在东亚和中亚两个文化圈边缘的西域，各种势力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当以农耕文明为代表的东亚文化比较强大时，古代中国中央政权就会掌握西域地区的控制权，对西域
进行汉化渗透和管理；但是当古中国内部动乱或者王朝更迭力量消减时，中原力量自顾不暇或者鞭长
莫及，以游牧文明为代表的中亚文化在西域地区处于上风，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就影响到了这一地区
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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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文化和中亚文化的相互碰撞，佛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的互相渗透，构成了最具西域
风情的小新疆——喀什噶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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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6年7月，“远征国境线”组成考察队赴新疆喀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整个考察以喀什为
中心，同时向周边相邻城市辐射，其间喀什老城高台民居的独特、寺庙建筑的精美、石头城的奇崛、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浩淼、昆仑山脉的雄浑⋯⋯这浓得化不开的西域风情带给考察队员们强烈的冲击
和震撼。
《收藏喀什》就是考察队员们本次考察的成果展示，全书共分两部分，首先展示当地的自然社会背景
、独特的民俗风貌；之后介绍这种文化孕育出的建筑及城市形态。
对于研究地域文化，从历史中寻找设计灵感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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