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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读 者

    根据读者阅读的需要，我们把我社出版的大型丛书(海外遗

珍— 国外西域考古经典论著译丛》分编出版单行本系列，《穿越

塔克拉玛干》出自该系列之一的(西域考古图记》。

    《西域考古图记》是一部综合性的学术性专著。为便于一般读

者更多地了解作者在哈密、吐鲁番及甘肃西北等地区的发掘工作

和搜集文物的情况，我们对原书做了一些技术性处理:删除了一些

专业性特别强的内容，将插图进行适当调整并重新编序等。此外，

为便于读者了解(西域考古图记》全貌，我们附上了节选的原书中

文版前言。

    随着(海外遗珍》其他图书的陆续出版，“西域游历”丛书将不

断推 出新的图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 10月



穿越塔克拉玛干
  O

前 言

前           舀①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五卷汉译本终于与大家见面了，

这是我国学术界值得欣慰的一件大事。《西域考古图记》是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的《海外遗珍— 国外西域考古经典论著

译丛)(丛书包括英、德、法、俄、日等国考察队20世纪初以来，考察

并劫掠我国新疆、甘肃等地珍贵文物后所出版的重要报告和专著)

中的第一部。该书和将要出版的本丛书其他著作，对我国考古学

范畴的新疆考古学、河西地区考古学、佛教考古学、建筑考古学、古

民族文字学、简犊文书学、铭刻学、钱币学和体质人类学等方面，历

史学范畴的新疆古代史、河西地区古代史、古文献学、历史地理学

等方面，民族学范畴的新疆古代民族史和古代民族文化史等方面，

宗教学范畴的佛教、摩尼教、景教和袄教等方面，艺术史范畴的雕

塑、绘画、音乐和舞蹈等方面，以及地理学、敦煌吐鲁番学、古代社

会学、丝绸之路史 、东西方经济文化艺术交流史 、古代 国际关系史、

古代服饰史和有关农业、手工业、商业与军事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工

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906-1908年

在我国新疆和甘肃西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全部成果的详

细报告，也是斯坦因1900-1901年第一次新疆考古调查和发掘后

所出《古代和田》报告的续编。《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涉及的地域十

① 此前言是译者为大型文献图书《西域考古图记)所作，现借用

    作《穿越塔克拉玛干》前言，以便读者对本书及《西域考古图

    记)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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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分广阔，从西向东包括了今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象古

族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在这些地区调

查和发掘的重要遗址有阿克铁热克、喀达里克、麻扎塔格、尼雅、安

迪尔等遗址，米兰佛寺遗址和吐蕃城堡遗址，楼兰古城及其附近遗

址，焉者明屋及其附近的石窟寺和遗址，甘肃西部汉长城和烽隧遗

址，敦煌千佛洞和藏经洞等。斯坦因在这些遗址所发现遗物的主

要类别有雕塑，绘画，简犊文字(包括汉文、梵文、倍卢文、和田文、

龟兹文、吐蕃文、突厥文、粟特文和回鹤文等)，织物(丝、毛、麻、棉

等)，钱币，碑刻，佛经残卷，以及大量的陶、木、石、金属(金、银、铜、

铁等)、玻璃、料器等质料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装饰品和兵器等。

书中还配有大量遗迹擂图，遗址平、剖面图，还有一卷遗物图版和

一卷调查地区的地图。全书以考古学为核心，并墓本上涵盖了前

述诸多学术领域，内容十分丰富。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有许多突出的特点，比如:1.资

料性强，可利用率较高。斯坦因对所调查和发掘的遗址，均根据当

时的具体情况对遗迹和遗物作了详细记录，并进行综合分析，整理

后刊于本书中，比较系统和准确，便于利用。2.地理学与考古学

结合。⋯⋯他除对某些地区进行单独的地理学考察外，还对所到

遗址的地貌、河流、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变迁及其与遗址的兴废关系

进行考察。3.涉及的领域广、学科多、信息量大。除考古学外，凡

与遗迹和遗物有关的学术领域和学科都程度不等地涉及了，并进

行了综合分析研究。此外，他还将所发掘的遗迹、遗物与中亚、健

陀罗和印度、西亚乃至西方的资料进行对比研究，引用了很多西方

的研究成果;对遗迹、遗物的渊源关系，遗物的生产技术与制造工

艺也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信息量很大。·⋯⋯ 浓缩了斯坦因三

次考察相关部分的主要成果。书中凡涉及他第一、三次考察的相

关部分，多相互进行比较和印证，并对考察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研

究，因而浓缩了他三次考察的主要成果。5.集众家之长，研究水

平高。本书不仅在资料整理方面集中了众多专业技术人员和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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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专家，在研究方面更是名家荟萃。因此，《西域考古图记》一书

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代表了20

世纪20年代以前在这一领域中的最高研究水平。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该书

所刊布的资料至今仍是各有关领域的基础资料，有的甚至是惟一

的资料。今新疆地区(也包括河西走廊)由于是古代东西交通的大

动脉，又是丝绸之路的中枢地段，因此成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

艺术和多种宗教的交汇融合之地，从而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灿烂

的物质文化。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中，对这种研究难度

很大的物质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

解，指出了这种物质文化在古代人类文明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其

研究成果的影响至今犹存。有关这方面的问题，限于篇幅，兹不详

述，请读者参阅原著。下面仅从资料的角度略举几例，简要说明其

重要的学术价值:1. .....2.米兰佛寺遗址和吐蕃城堡遗址。米

兰佛寺遗址群是研究都善佛教与佛教艺术最重要的资料，其塑像、

壁画和佛塔遗址在新疆独具特色，并与键陀罗佛教艺术有密切关

系。键陀罗佛教艺术只发现雕塑，故米兰佛教壁画便成为研究键

陀罗风格佛教绘画仅有的依据，在学术界和艺术界都享有很高的

声誉。米兰佛寺遗址经斯坦因发掘后已遭破坏，所以斯坦因刊布

的资料是无法替代的。斯坦因在米兰吐蕃城堡遗址发掘出大量的

吐蕃文简赎等遗物，还有他在麻扎塔格遗址所发现的吐蕃文简犊

和其他遗物，都是研究公元8-9世纪吐蕃在今新疆地区活动情

况，吐蕃建筑特点和艺术风格，吐蕃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吐蕃社

会状况，职官和军事组织情况，吐蕃文字以及吐蕃与唐朝、西域及

周边地区关系的极为难得的重要资料。3.楼兰遗址，是斯文·赫

定首先发现的，但大量的调查和发掘工作是由斯坦因进行的。斯

坦因所刊布的楼兰遗址(包括其附近地区)的遗迹、遗物，大量的魏

晋前凉时期的汉文简犊文书，以及部分怯卢文简犊文书具有重要

意义。据此可基本复原出魏晋前凉时期西域长史机构的职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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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屯田概况、社会生活状况、西域长史机构与都善及西域诸国的

关系。这些遗址、遗物对研究楼兰古城的性质和都善国都的方位

以及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他

所发现的汉文简腆文书不仅可以补史籍之不足，还可弥补中国简

犊史中的缺环，并为木简向纸文书的过渡提供了实证。斯坦因刊

布的这些资料，目前仍是最全面、最具权威性的，影响很大。现在

国内外学术研究中的楼兰热与此亦有很大关系。4.---⋯此外，斯

坦因还劫掠了敦煌藏经洞的文化宝藏(这是震惊中外的重大李

件)，这批珍遗文物无与伦比的学术价值是众所周知的，兹不赞述。

总之，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收录的资料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在此基础的研究成果及所构筑的墓本学

术框架，对前述的新疆考古学和敦煌学等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有着

重要的影响。因此，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斯坦

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这主要是受当时学

术研究总体水平的制约，并与他个人学识的局限性和当时帝国主

义列强政治思想对他有较强的影响密切相关。所以对本书的不足

之处，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予以审视和评论。

    除上所述，应当指出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所收的遗迹、

遗物等全部实物资料，都是通过对新疆和甘肃西部重要遗址的破

坏和劫掠而获得的。他在遗址中剥取壁画，搬走塑像，凡能拿走的

文物均席卷一空。对此，斯坦因在书中亦直言不讳，因而给那段令

国人屈辱而心碎的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记录。这些被斯坦因和西方

其他列强的学者、探险家们所劫掠的中国古代文物精粹，在国际学

术界造成了巨大的轰动，从而引发了当时欧洲和日本东方学研究

的大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学术界也因此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开

始觉醒，奋起抗争，并积极投身到对这批文物的研究当中去。此

后，国内外一批新学科陆续建立，一批大学者相续出现，填补了许

多学术领域研究的空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凡此都是中国古代珍贵文物本身的价值所致，也是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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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文化瑰宝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这个结果是帝国主义列强所始

料不及的，也是与他们的本意相违的。因此，必须将上述情况与他

们应受到严正谴责的劫掠行径严格区分开来。

    如前所述，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古代文化遗产遭受西方列强

空前的浩劫。所有遭到这场浩劫的遗址均被破坏了，珍贵的遗物

也没有了，所以斯坦因等人刊布的这些劫掠遗迹、遗物的报告和专

著，就成为研究与此相关的各学科仅存的基础资料。⋯⋯几十年

来，我国几代学者都有将这些书译成汉文出版的强烈愿望，然而限

于主客观条件一直未能实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高瞻远

瞩的胆识，为弘扬祖国古代文化，促进学术繁荣，加强民族团结，毅

然肩负重担，决定投巨资出版列强劫掠中国古代珍贵文物后所发

表的主要著作，并立即着手，以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为起

点，与我所携手，迅速组织力量进行翻译和编辑工作。这是对我国

学术研究和加强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贡献，对此我们深表敬

意⋯⋯

    《西域考古图记》一书已经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了，以后其他有

关重要著作的汉译本将陆续奉献给读者。我们相信这些著作汉译

本的出版，一定会促进我国与此相关诸学科研究的发展，并必将会

取得更多更好更大的科研成果和重要而良好的社会效益。

    孟凡人

1998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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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往古代瓜州

第一节 瓜州绿洲及其历史重要性

    6月13日，我对敦煌城作了短暂的造访，以感

谢当地的中国官员，他们的热情好客和友好帮助为

我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随后，带着在 12个

洞窟里搜集的并经仔细包装好的写卷和艺术品，我

离开了千佛洞，向着敦煌东边的安西出发了。一路

上风尘仆仆，沿着光秃秃的南山山脉外一条荒无人

烟的马车道，在三个炎热的旅程(共计 55英里)之

后，我抵达了一个荒芜的路边小站瓜州口(Kua-

chou-k'ou)。这个名字来自那个古老的绿洲，它的含

义表示了瓜州绿洲的最南部边缘。

    L.吉尔斯博士从我获得 的千佛洞写卷中编译

出的一本富有价值 的小文书 ，向我们讲述 了位于沙

州城 以东“三 日”路程处的一股神奇 的泉水 。自武

帝时期的“贰师将军”李 广利 之后 ，它就被称作“贰

师泉”。李广利于公元前 104一前 102年征伐了费

尔干纳或贰师，这件事在《史记》中很著名。传说汉

朝时，李广利的军队在行军途中备受干渴。在 向山

神祈祷之后，他拔出剑将山劈开了。剑到之处，一

股泉水顿时喷涌而出，向西流淌了几十里路，一直

到 了黄草泊。后来传说 ，有一个将军渴 了到泉边喝

水不慎落水而死 ，导致 了泉水不再流淌 ，只能冒至

4离开千佛洞

4当地对“贰

  师泉”的传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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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表。并且从那 以后 ，当很多人来 泉边 喝水时 ，水

              流便大增 ;当只有少数几 个人来 喝水时 ，那水便 有

              限得很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贰师庙”就建在路边，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

              破旧不堪。坍塌下来的石头被堆积在一起，旅人们

              带着他们的骆驼和马匹来到这里，目的是来祈祷他

              们的好运气 。再 向东 ，就进人瓜州地方 了。

古代瓜州绿) 自瓜州口西北行巧英里之后，我抵达了现在的

洲 安西首府地，这地方到处都显示出与古代瓜州绿洲

              相似的环境。这地方 展现 出来 的是 一片辽阔 的灌

              木丛生的平原，从南山最外围那些低矮的山冈下，

              一直扩展到 了疏勒河的河岸边。在平原里 ，大片的

              荒地以及依靠小水 沟灌 溉的小片的贫瘩农 田纵横

            交错、杂乱无章。从小宛村和黄渠 口(Huang-

              ch%-k0ou)之间的疏勒河起，这些农田中断了。一路

              上看到的那种有围墙的村子和城镇之废墟 ，比起零

              零散散的农田和有人居住 的村落来要多 得多。前

              者 中的大部分 ，据说都被毁坏于东干人的大侵袭 时

              期。但是其中至少有一些 在一个更早 的时期就被

            废弃了。在经过“头工”(T ̀ou-kung)村(它无疑代表

              的就是疏勒河的老河床)附近的一条宽阔、弯曲的

              沟谷之后，道路接 下来就通过 了那座废弃 的以“瓜

              州城”一名著称的古城。这名字来 自整 个绿洲的古

          代名称。其夯土的墙围成了一个大约冬英里长、冬                  ·、~r二 ‘、，·一 ，动-一一 ~ ‘ ’2’一'2-、一 一 、3

              英里宽的长方形墙圈子，但是里面很少有房屋遗

              迹。据说这里面曾做过一个军事指挥的“衙 门”，后

              来它又迁到敦煌 去 了。在北 门外我发 现 了一座倒

                塌的庙 ，它现在仍是当地举行节 日的舞 台。该城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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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为东干人所毁，从其内侧的废地上来看，甚至在

以前它就已经半废弃了。然根据此城在绿洲中的

中心位置，以及某些接下来将进一步讨论的考古学

迹象来判断，它以前曾经很重要，可能就是古代瓜

州的首府地 。

      离开瓜州城西北这片贫瘩的耕种地之后 ，接下

来的路是在一块阔4英里许的开阔的灌木丛平地，

上面有裸露的砾石地块，没有任何的先前曾被耕种

过的痕迹。再往前走，是一块密集的最大宽度约2

英里的耕种区，它构成了今天的主要绿洲，在其东

端就坐落着今天的安西“城”。且不管 “安西”这个

名字(“西部保护领地〔治地〕”)有多么的响亮，也不

管在大唐时期 它一度做过 中国控制整个西域的管

理机构的首府，这里的一切(1907年它又被划为一

个“州”或“独立专区城市”)都透露着一种玩忽职守

和停滞不前的气氛。在偌大一座看似荒凉的由残

垣断壁构成的城墙里，几乎找不到一条完整的街

道。安西清楚地显示出，它将其自身的重要性仅仅

归结于作为 自甘肃至哈密 以及新疆道路上 的沿途

供应站 中的最后一个。离 开安西城 的西大 门并经

过疏勒河几英里之后，沿着这条大商路前往中亚的

行人接下来的路就是北山的砾石沙漠，在经过 12

站艰苦卓绝的旅行之后，才能再见到可耕种的土

地 。

    在宽广的灌木丛生的平原上，这个主要绿洲的

那些零散的村庄，正缓慢地从东干人造成的可怕的

破坏 中复苏过来。人 口的稀少正可以用来明确地

解释 ，为什么大量在现存的渠道仍可以维持灌溉的

情况下，而先前那些有耕种痕迹的可耕地却被弃置

4安西城

4绿洲有限的

  面积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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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勒河的灌)

溉

安西之人口)

为荒地 ，上面长满了低矮的沙漠灌木丛。除了这些

人为的原 因之外 ，我们从土地的 自然状况上也可 以

很容易地认识到，这古老的瓜州绿洲在范围及肥沃

性上不能与敦煌绿洲相媲 美的原 因。除 了山脚 与

可以建立实际引水灌溉 系统的河流之 间被局 限于

一个大致长 16英里 、底 边宽约 10英里的三 角形地

带之外，同样明确的是，此地由疏勒河所提供的灌

溉远不如敦煌的便利。敦煌取决于党河水 ，其绿洲

之位置非常优越，正处在一个大而肥沃的冲积扇

上 。

      疏勒河的排水 区很大 ，哺育它的冰川给人 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1907年8月我曾局部地调查了那些

冰川。河水在流经昌马(Ch'ang-ma)以下宽阔的砾

石滩以及玉 门县和安 西上 面渠源之间绵长 的干早

荒地时 ，曾因蒸发及其他原 因而损失 了很多。6月

19日在安西时，我发现那 里的河流 已萎缩成一条缓

慢的无意义的水流，只有大约20英尺宽，其中间深

度不足 2英尺。但 同时我又看到了它那宽约 200英

尺的干河床，这条小水流在其中蜿蜒地流淌着，从

其高15一20英尺的深切的河岸上来看，当早春季节

山上的雪刚开始融化时，疏勒河的洪水 曾有多么的

大。到了晚夏时节，当疏勒南山山脉(Suess Range)

的大冰川融化 时 ，河流 的洪水 流量又 一次 开始猛

增。很显然，这样的情况肯定会干扰渠源的维修以

及在关键季节的水供应 ，这方面的困难也被管区里

的官员们所承认。

    从他们能够或者愿意提供给我的信息上来看，

安西地方的总人 口看上去大约有 901)户。但 即使这

个数字也是被夸大的，必须记住这个数字里面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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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了河流更上面的几个小绿洲的人口(例如小宛和

双塔堡)，以及在低冈上的少数几个相对繁荣的村

庄。我后来访问了这些村子里的两个。由此看来 ，

作这样一个结论看起来是有把握的，即:瓜州在经

济资源和重要性上，甚至在古代它也明显地被排在

敦煌之下。

    这一结论被有关瓜州的早期记载所证实。我 (与孰煌的历

是理解这些记载的，它们揭示出了瓜州与敦煌间密 史联系

切的政治联系，或者说它依赖于敦煌。虽然无法查

阅中国史籍中涉及瓜州的特别记载，但我可以指出

的是:在汉朝时敦煌的辖地明显地包括有瓜州，同

样地它也与沙州即敦煌有关，后一个政权是由甘肃

西部的一位地方统治者张骏(Chang Chun)于公元

345年建立起来的。《汉书)在记载武帝所征服并设

置的诸郡酒泉、武威、张掖及敦煌边界辖地之组织

情况时，并未特别地列出瓜州，这分明意味着瓜州

即敦煌之一部分。在玄类 出发开始其伟大的旅行

之故事中 ，瓜州 曾扮演过一个有趣的角色，这是我

所见到的翻译过来的史籍中最早提及瓜州者 ，为此

我愿意寻机对此作一介绍。在千佛洞一件公元 894

年的题记中，提到了瓜州的一位官员，此人是公元

850年敦煌地区的首领张议潮的孙子，其兄长据有

沙州— 此事证 明了在那个时期这两地 均受 同一

个地方家族节制。接下来是 中国使节高居诲之 出

使于闻(938-9 42年)，他发现瓜州和沙州的人口主

要都是汉人 ，并且都处在一个当地的家族曹氏的统

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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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州在西部)

大道上的位

呈

从安西到哈)

密路线之重

要性

    所有绿洲的位置都是沿南山的北山脚分布，并

且是在向西延伸的大路上，这就使得中国向塔里木

盆地的贸易和政 治扩张变得便 利起来。如果没有

这些可一直远达敦煌的有效的当地供给等，中国的

使节、商队及远征军就将会发现，要想有把握地克

服罗布沙漠的盐碱地及沙漠设在他 们前 途上 的可

J沛的障碍 ，那会是很困难 的。瓜州毫无疑问就是这

条绿洲链上一个被安在后面的有价值的环节，它被

置于武帝所建的长城的庇护之下 。但当公元 73年

中国占领了哈密从而打开一条通往西域的新路线时，

瓜州的地域重要性可能就随之而显著地增长起来了。

    这条路尽管比经过楼 兰或“新北道”的路要长 ，

而且经过北 山最西部地 区尚未探察过的荒原 ，但它

避开了最恶劣的自然障碍— 缺水。而正是出于

这一原因，这条道毫无疑问一直保持到了今天，它

是连结着甘肃和新疆之 间的一条最常用及最重要

的交通线。正是 这条路线将 哈密和安西 联结 了起

来。这段路程上沙漠地段最少 ，距离下一个 绿洲最

近。哈密从其 自然状况上来讲 ，很 明显地构成 了一

座桥头堡，正如它所显示出的那样。要出发前往哈

密，从中原方面来讲，直接走经安西的路要比经敦

煌节省不少的路途。这就解释 了为什么安西一 哈

密路一直到今天都被用作 经过将 中原与 中亚 隔开

的“戈壁”的主要交通线之原因，以及古老的瓜州作

为起始点的特殊重要性— 尽管它具有 本地 的局

限性 。此外 另一 个方面的观察也不应被 忘记。这

条安西一哈密路还有一条直接 的向南延续 的路线 ，

非常著名且常用，这就是经南山那些易行的山口一

直通到柴达木高原(plateaus ofTsaidam )，然后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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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原到达拉萨。这样一来，安西就处在连接着

蒙古与西藏的最直接的交通线上，从这一点上来

讲，它就像早期的敦煌一样，处在了亚洲大十字路

口之一的位置上了。

第二节 安西附近古迹以及玄奖之玉门关

    在我们从瓜州口过来的路上，可以望到一些大

的烽隧，远远地分布在路的西面。据测量员拉姆·

辛格(我派他踏勘这个方向的情况)报告说，这些台

子的时代都不很古老 。但在他前往安西西边缘耕

作区的路上 ，遇到 了两座屹立在废地上 的烽健 ，看

上去很古老。当我于6月20日调查这些遗迹时，

立刻发现了结论性的证据，证明它们都属于长城线

上的建筑遗迹。

    这些烽隧中的最西边一座(它作了我们的临时

寓所)，位于安西城西门外的寺庙西南，其直线距离

大约有4英里。烽健处在我前面已经提过的宽阔

的废地地带，这地带自东向西分布，介于瓜州城和

安西附近的耕地之间。尽管倾颓得很厉害，它仍然

高约 18英尺 ，其底部被侵蚀得减少到大约 14英尺

见方。它显示出来的结构与其他的烽隧遗迹没有

什么两样 ，在我看来其建筑方法与敦煌沙漠里的烽

缝遗迹极其接近 ，也是用坚固的夯土层内加胡杨木

头的框架筑成。虽然其中心部位自东向西被风力

穿透了，它仍然直立在地上，这正是其建筑坚固性

之最好证据。在台子的脚下散布着一些暗灰色的

陶片，属汉代类型 ，上面有席纹痕迹，这些陶片证明

d寻找汉长城

  遗迹

(烽遂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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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烽隧 的古老。在其南部还 附属有一座 低矮的土

              堆 ，在地面上也发现 了一些相 同的陶片。土堆长约

              32英尺，宽半英尺，尚残存用土坯建造的墙基，明显

              地属于烽隧的一部 分。在这块 暴露于风 力侵蚀和

              潮气之中的地面上，除了这些遗迹、遗物之外，再未

              发现有其他东西保存下来。

古代城墙遗) 当我接下来向东面大约一英里处的下一个烽

过 缝前进的时候，土地开始从灌木丛生的细黄土向着

              砾石滩转变。砾石滩上仅有一些稀疏 的植被 ，由此

              向上大约半途处，可以清楚地寻 出标志着古代边防

              城墙走向的直立上墩遗迹。它高约4一5英尺，靠近

              东面台子之处有一个挖掘成的坑，从中可 以看 出里

              面包含有不规则的胡杨树枝层，夹在含砾石的土

              中。这座烽隧保存状况较好，高22英尺，其底部大

              约有 17英尺见方。在这座烽隧脚下发 现了一些破

              碎的汉代陶片 ，此外在其以南约 55码处的一座土墩

              子脚下也见到了一些相 同的陶片。该土墩长 28英

              尺，宽 16英尺，高出地平面约8英尺。对其顶部及

              斜坡进行清理，除了成层的倾颓的草以外，仅出土

              了大量的汉代类型的陶片。由此地点起 ，不费吹灰

              之力即可辨认 出向东呈一条直线 的城墙遗迹 ，分布

              在最后提到的烽隧和前往安西的公路之间，其间的

          距离约;粤英里，而可辨认出的城墙线占了这段距
                  一~’~一动一4/、一 ””.刁刀’.、~ H诸~ 一阅~ 目 刁~ ~ ~

              离的大部分。这儿的地面上都是赤裸的砾石，毫无

              疑问，这些汉代城墙正是因此而保存下来的。除此

              之外的其他地方则是灌木覆盖的黄土地，那里的植

              被毁坏得很厉害。当1907年 10月我重访此地时，

              发现马车道西面的这块灌木丛废地，有很明显的一

              部分 已被从渠道里溢出的水淹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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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标志着自敦煌至安西主路线的长城线上，还

分布着一座经过多次修补的烽隧 ，被建成一种截锥

体形 ，外壁包有一层竖直排列的砖。南面紧邻着它

的是一座小接待亭，就像在首府地以外若干距离范

围内常见到的那种设施样式。按照中国的礼仪要

求，它们就设在路边，里面供应有茶水等物，以接送

往来的官员。那里也坐落着五座小烽隧，排成一条

直线 ，它们是中国公路主要路段的规则标志。较大

型的烽隧分布在长城城墙线上，它与西面的古代烽

隧处于一个规则的距离范围之内，从这方面来看，

它的核心部分可能很古老，这个结论是从其自身的

一些方面推导 出来的。当地 的某些传统影响到 了

对这一地点的选择 ，将其建在横贯长城线的道路边

上。因为按照中国的惯例来讲，人们常常把烽隧用

作一个行政 区首府驻地边界之标志。上面这个说

法看上去可 能也 已经足够说 明问题了。但是就在

1914年4月我利用在安西考察的机会重返此地时，

注意到就在烽隧 附近 ，又建起 了一 座简朴 的小 寺

庙 ，它明显地不是为 了任何官方礼仪之需要，而是

出于一个更具活力的动机— 即由于当地虔诚的

信仰才修建的。

    从这里再往东 ，那城墙线的痕迹就完完全全地

消失在松软的、长满 了灌木的泥土之中了。但在距

道路大约 1英里之处 ，我发现了或许是一座倾颓得

极厉害的烽隧之最后遗迹 ，呈一种小而坚硬的泥土

墩形状，约有 8英尺高，直径有5英尺。我在这地

方找不到任何的长城城墙迹象 ，但 当 6月 24日前

往桥子时，在东南一东方向大约7英里处，我又一

次地遇到了城墙线的遗迹 ，正如我将在下文中要讨

d /A\-路穿过长

  城线

d长城线向安

  西东边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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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到的那样 ，它距 山脚下的砾石坡地并不远。为什

              么古代的长城要建在 一条远 离现代安西周 围可耕

                地的地带并远处 于其保护之外 呢?这是一 个无 法

              明确 回答的问题 。可能是疏勒 河后来改道南 流及

              其泛滥之故，使人们将 长城线选择在离开绿洲 的略

                微高一些的地方。

安西附近的) 除了这些长城遗迹之外，在现在的安西城南东

废城遗址 南方向大约1英里半处，还有一处带城墙的古城遗

              址，虽然其年代较晚，但亦具有考古学的价值。按

              照当地地方官恩太金(En T'ai-chin，此处为音译—

              泽者)所加 以证实 的传说 之说法 ，这座较早 时候 的

              安西城在经过多次的大火之后 ，大约在 18世纪末或

              19世纪初期被放弃了。城里面没一点建筑物遗迹，

                就像光秃秃的细砾石滩 一样。这些城 墙围成 了一

              座大约 60()码见方的方形 ，其墙壁系用夯土建成 ，厚

              约 巧英 尺 (图1)。没有 任何明确 一点 的年代方 面

一黔 Ff
蕊赢崛赢』

图1 安西南面沙化的城址东北角附近风蚀的东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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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从各方面来看，它们可能被反复修补过，一

直到古城被放弃时为止。它们给人印象更深的，是

风力侵蚀对它们所施加的影响。城墙的东面(某种

程度上还有西面一小部分 )被一些深切的裂 口所隔

断，里面填满了风吹过来的沙子。这些裂口中的很

多深人地面以下5一6英尺，从图 1上可以看出，墙

的东北角被风力 吹蚀得都与地面一般平了。

    在这里很容易就可以看 出风力侵蚀作用的结

果，此种强风在安西地方一年四季都在刮着，很少

有几天能停下来，它能达到那无物可阻挡住它的任

何地方。很明显，正是这种盛行的东或东北一东方

向的风，说明了为什么东墙面上受到的吹蚀要比西

墙面上的范围广 。那种吹蚀坑都呈喇叭形 ，向底部

渐趋变小。东墙面上的吹蚀坑平均尺寸为 13英尺

深、8英尺阔，而在西墙上的吹蚀坑的底部则窄小

到几英寸。在这里 ，风力集中起来的能量可以将它

自己的大部分威力借助于流沙而发挥 出来 ，从而将

裂 口吹蚀得更宽和更深。那些袭击城墙的流沙在

墙外侧堆积得并不厚 ，稍远一点的砾石地面大部分

都很裸露。但是一旦穿过 了这些吹蚀坑情况就大

不一样了，在墙的西面或墙的东面遮挡之下，沙子

累积成了高 18一20英尺的沙丘。那些未被沙丘 留

住的流沙或者被特别强的风从其中吹走的沙子 ，则

随后又越过赤裸裸的城墙内部，重新对西墙展开了

破坏活动。

    确实的，这样在东墙和西墙朝风面上的风力侵

蚀，会逐渐地将一个个的单个吹蚀坑联合起来，并

最终将这些城墙毁灭掉。另一方面，我调查到 了北

面和南面的墙 ，它们的走 向与风的方 向相平行 ，未

4城墙上的风

  性裂口

4东、西琦所

  受到的慢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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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的慢性)

过程

风力侵性下)

的现代城墙

遭受到任何稍大一点的破坏。如果这里的风力侵

蚀作用一直照这样子持续下去 ，再过若 干个世纪之

后，这座废城圈子就会变得像中国古代释站楼兰那

样。那座古城的东墙和西墙实际上已经消失了，我

在那里能看到 的只是北墙和南 墙。实 际上正是在

这里所作的观察，使我对其特征第一次获得了正确

的解释，而这种特征当我初访楼兰遗址时曾极大地

震撼过我。

      同时我想在这里借机指 出的 ，是那种影响风力

侵蚀进程和结果 的可变性 因素。值得指 出的是建

在这座废弃古城东门正面的半圆形棱堡(即瓮城

— 译者)，它是近代中国堡垒性建筑中常用的形

式，尽管其墙脚的少数地方已被风沙侵蚀掉了一部

分，但其他地方却未受到多少破坏。很明显，它那

种圆形的墙壁外表足 以通过将流 沙向两侧分解 而

减少吹蚀力的效果 。紧邻地 方的地表状况 在决 定

风力侵蚀之程度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甚至大气状

况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这一点可通过与夺魄城

(To-p̀o-cli eng)的对 比而显示出来，后者位于安西西

南大约 6英里处。尽管该城 自东干人叛乱 以来 (如

果不是更早时候的话)已完全废弃，但其城墙上却

没有显 出任何的风 力侵蚀的迹象。这种现象 的解

释看起来就是基于下述事实，即:夺魄城虽然坐落

在没有现代耕地 的地面上 ，但在东面却受到大量的

矮灌木丛的保护。这 片灌木丛分 布在古城附近 的

废地上，它起到 了阻止流沙靠近的作用。

    关于后一个观 点，具有启发性 的实例(但是 是

在相反的意义上 )是 由现代安西城本身提供 的。该

城 周围的大部分方面都被某些种类的耕地所围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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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城东却有一条废地地带，上面有薄的流沙层，

毫无疑问是从河床里带过来、又被地表的植被所松

散地滞留下来的。因此，当看到东城墙在无情的烈

风— 著名的“安西风”的冲击之下濒临倾倒时，那

着实是令人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的。为了阻止墙顶

被风力侵蚀毁坏掉 ，人们就在这个特殊面上用坚固

的石头修 建 了一道女墙 ，以将 这面墙置 于保护之

下 ，此事可能发生在平定 了回教徒的叛乱之后。虽

然在该墙的内侧形成了一座高15一20英尺的大沙

丘 ，但这道女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起到了避开上述

风力破坏的作用。问题接踵而至，墙上部的风力侵

蚀被挫败了，而由东风所驱动的沙子现在则将其毁

灭性的力量发泄在 了下面的乳土墙上 ，很多地方 的

墙根因被风力切割而变得濒于倒塌了。

    同时我在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安西附近 4安西的风和

的风力侵蚀力量既大又持久，而且还有大量的流 大气状况

沙，但就我看到的而言，其周围的地面上却看不到

那种最典型的风力侵蚀作用的痕迹 ，即在罗布荒原

上所存在的那种雅丹侵蚀沟 ，或者在沿塔克拉玛干

南缘的古遗址 中所明显地见到 的那种普遍的对地

平面之减低。其可能的解释就在于那种砾石层(位

于不厚的表层河相黄土层之下 )，以及覆盖在地面

之上的植被，它足以保护住大部分地方的松软的表

层土。这些植被就像 长时期 以来 生长在敦煌绿洲

以西荒漠上的那些植被一样 ，它们 自身会抵抗或延

缓皱缩，无疑主要靠的是地下水以及有时来自疏勒

河的洪水而存活下来。但根据个人经验以及考古

学证据来看，我也有理由相信安西一带的大气状况

要较敦煌地区湿润一些，而且在疏勒河谷地直至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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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州的历史)

地理

玄奖从瓜州)

出发

近肃州的地区 ，从敦煌 向东 ，当地 的降雨量有一种

轻微而稳步的增长。

    由于在安西停留期间所作的直接观察，我收集

到了一些有关这地方 的古迹及其古代 地理方面的

资料，因此我现在可以转过来考证一份与古代瓜州

历史地理有关 的记 载 了。它是 我唯一可 以理解并

特别感兴趣的历史资料 ，因为它来源于 玄奖，且与

他生平里一件非 常值得 纪念 的事情密切相关 。我

指的是他那次自帝国边境冒险启程前往西域一事。

关于这个伟大取经者的《生平》一书告诉了我们，他

是如何抱着“欲求法于婆罗门国”的目的而离开凉

州(时大约已近公元 629年之末 )，而后又是 如何到

达了瓜州的。在寻 找前往西域 的路时 ，这位法师被

告知:“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葫芦河，下广上狭，徊

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

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

距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琐(Mo-ho-

yen)，伊吾(I-wu)国境。”

    我应该引述一下朱利安在他的(记》中所讲述

的感人故事，那故事告诉我们，这个热切的朝欺者

受吉祥的梦境和预兆之鼓励，并在当地长官的默许

之下(那人被玄类的虔诚所打动，采取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的办法，同意玄类出关)，准备避开官府的禁

令，冒险出境进人令人畏惧的大沙漠。在这里令我

们感兴趣的是 当时玉门关所处的位置，以及玄类的

故事中所提供 的有关 瓜州古地志和通往哈密 之路

方面的信息。据记载在途中玄奖“所乘之马又死”，

“遂贸易得 马一 匹，但苦无人相 引”。有 少胡 (年轻

胡人)来“言送师过五烽”，并介绍一“极谙西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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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伊吾三十余返”的胡老翁。此翁说:“师必吉，可

乘我马。此马往返伊吾已有十五度，健而知道。”于

是玄类“遂即换马”，“与少胡夜发”，前往伊吾。(见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朱利安著作中即译此书，

下同— 译者)这个故事将这取经者从沙漠中逃脱

出来免于被渴死和累死之原因，很大一部分归功于

他的坐骑对 当地情况之感觉。这种 习惯 于沙漠旅

行的马对本地情况的直觉，我本人亦曾有过大量的

体验。

    玄类等“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去关上流

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10英尺)，傍有梧桐树丛。

胡人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法师既渡

而喜，因解驾停憩”。在河边休憩之后，辞别了这位

不愿再继续前进的年轻人，这位旅行者独自勇敢地

朝着第一个烽隧的方向出发了。在接下来的章节

中我们将会追寻到他的足迹，并且将会有充分的理

由相信，他所走过的道路必定距那条现代商队所走

的安西与哈密之间的道路不远。①

    依据以上这段描述以及玄类先前所 收集到的

有关当地的信息，我们可获得以下的关于地志方面

的资料 。从瓜州城出发 ，前往哈密的道路首先是 向

北行 50里 ，抵 达葫芦 河，这儿分 布着玉 门关 的烽

隧 。由此处起道路转 向了西北，进人沙漠地带。玄

类 由于未被授权 出境而不得不避开看守。他 已超

出了被许可的行动范围，一旦被看守发现 ，便会遭

到制止。于是他于夜 间从瓜州出发 ，于三更时分抵

达 了位于玉门关 以上大约 10里处 的河边 ，从那里

不为人知地涉过了河 。从那地方起 ，他选择了通往

a玄奖通过疏

  勒河

a玄奖《生平》

  中有关当地

  的资料

① 参见第三章第一节石-—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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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座烽隧的道路。正如我们从(生平)一书中

              所看到的，他走过了80里的路程之后，方抵达了那

                座烽隧。

(生平》所记) 所谓的葫芦河，只能是指疏勒河。根据瓜州城

里程准确 遗迹所处的中心位置以及保存下来的传说，可以有

              把握地推测出唐代瓜州之大致位置，它位于现在到

              哈密的道路与疏勒河相交点以北直线距离几乎 8

              英里之处。如果 我们假定 疏勒河的河床在 玄类 的

              时代更向北偏约 2英里 ，即拉伊 ·拉姆 ·辛格所测 出

              的一条老河床位置之所在，这样一来就更接近《生

              平》一书中所言之50里的距离了。因为我在中亚的

              经验已证实，一般平均下来，玄奖所估算的5里路

              程，实则相当于1英里。离开疏勒河后的前往哈密

              的路逐步地转 向了西北方 向。最后一点值 得注意

              的是:玄类过关至烽隧行程为 80里这一数据，与上

              文提及的老河床和白墩子(Pei-tan-tzb)之间的距离

              为 16英里完全吻合 。白墩子位于现代的商路上 ，它

                曾是我们的第一处歇脚地 ，那地方有泉水。

第三节 桥子一带之古遗址

通过南山山) 1907年 6月24日，我离开了荒凉、多风的安

脉的最外围 西，向着东南方的高山地区进发了。在开始那里的

              夏季地理学探险工作之前，路途中我曾走访了位于

              南山外侧山地中的两处遗址，据说这些遗址具有考

              古学方面的趣味。我 的首要 目标是 位于桥子村南

              面的一座废城遗址，安西的一个操突厥语的穆斯林

              商人 ，曾为我提供 了关于这个遗址 的最初信息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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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些必要的最粗糙的轮廓。我们跨过了南山最外

围广阔而又草木不生的丘陵地带 ，正是在趋近其山

脚之处 ，在黄渠 口小村子南面 ，我初次发现 了那段

短而轮廓分明的古长城城墙遗迹。它使我确信这

段城墙即是长城线在安西以外的延伸 。

    桥子村是这周围地方的首要地区，它虽然是一

个小绿洲但却很肥沃，位居一个宽广的有水草的平

原之中。那平原分布在这座宽阔的河谷底部，而这

河谷又将南 山最外 围的两 片山地隔开 了。连同外

围的一些零星人家一起，桥子村总计约有200户人

家。一段围墙环绕着这村庄的主体部分 ，还有许多

的寺庙及附属性建筑，它们现在有一半都已颓废

了。这些遗迹显示出，在东干人的叛乱对这里造成

毁灭性的破坏以前，这里的绿洲中必曾有过远为大

量的人口。它的存在仅靠的是大量的泉水，这些泉

水分布在主绿洲南面和西南面广阔的沼泽地带，从

那里冒出了地面。

    充足的水源提供了良好的灌溉条件，为人们的

耕种带来 了便利。泉水还使 150平方英里 的土地

变成了优美 的牧场 。这个峡谷 过去还是那些游牧

或半游牧的非汉人 (诸如月氏人和匈奴人)理想 的

冬牧场。他们游牧于此 ，直至汉人 向甘肃极西部地

区的推进将他们赶到北面时为止。吐蕃人 、回鹊人

和唐古特人(Tanguts)必也曾分享过其优越的自然

条件 ，他们对这绿洲连 同南面更高河谷里的牧地心

存感激，而他们对这些地方的占据持续了下来。但

是汉人对游牧生活的反感根深蒂固，他们现在宁愿

将这块丰腆的牧地弃之不用。一直保存在记忆中

的对东干人和唐古特人侵掠之悲惨经历，使他们对

4桥子的位里

d桥子河谷中

  的软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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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阳城遗址)

的自然特征

遗址附近的)

风饮地

其游牧民邻居有一种传统的恐惧心理，很戒备地制

止那些可以利用这块 土地 的人进人 此地。沿着 南

山山脉向东趋向甘州等地 的山脚下 ，还发现有一些

较小的冬季牧地，这一地理状况值得在此加以强

调 。若这整个地 区像 敦煌 以西及疏 勒河北面 的荒

原一样 的话 ，或者像塔里木盆地里那些只有靠灌溉

和辛勤耕作才能维持人类之生存的绿洲一样的话，

从 自然条件上来讲 ，这些游牧 民对地域的 占据就不

会长时期地维持下去。

      我发现被报告是 “古城”所 在地的那个地方 自

然特征非常有趣。遗址的确很大 ，在一些方面具有

很强的启发性。其遗迹散 布在一个 东西 向长约 5

英里、南北向宽3英里多(东端)的地带内。沿着被

墙围起来的桥子村向南行，经过 1英里长的耕地，

就到了一处 将近 3英里宽 的由沼泽地里的泉水哺

育而成的茂盛的植被地带。窄窄的一片红柳沙丘，

像屏障一样分布在 这片植被地带 的南边缘。遗址

区延伸到了那里 ，一部分 已被风蚀 ，另一部分则 被

埋在了生长着红柳和 芦苇的矮沙 丘底下。再 向前

行进 1英里 ，我眼前出现 的景象使我回想起在和 田

见到的那种塔提 ，我置身于一处明显可见的遗迹之

中了。这是一 座带 围墙 的小城 ，呈不规 则 的四方

形，其中相连的北墙和西墙部分已严重地颓毁了。

桥子村的村民们称这个遗址为“锁阳城”( So-yang-

cWcng)。

    城东和东北方向3一4英里处，零散地可见到一

些用泥土建造 的塔和 围墙。在被完全侵蚀 掉的住

宅中，发现了一些厚的陶片，这些迹象标明了这个

一度 被密集 占据 的地域 之范 围。老绿洲上 的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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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可能曾延伸到了很远 的地方。整个遗址 区分布

在肥沃而平坦的黄土地上，那黄土地一直延伸到从

南面山坡上斜过来 的光秃秃的冰破砾石滩地边缘。

在我随后从踏实(T ̀ a-shih )到万佛峡的路上，一直

分布着这种砾石滩地。由于缺乏地表水而未受到

植被保护的黄土地，被强劲的东风吹蚀得很厉害。

这种风通过疏勒河盆地里总是呈东西向的小 山脊

和裂口，一年四季不停地刮着。在这里逼真地再现

出了罗布荒原上楼兰一带雅丹地貌的形成过程 ，只

是雅丹规模小 了一些罢了。那种常常 间隔 2一5英

尺的很浅的吹蚀沟，说明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下

述事实 ，即 :自从地表水和保护植被消失以来 ，时光

在这里的流失满打满 算也 不过 100()年。另一 方

面，这儿地表的黄土层厚度有限，我发现很明显正

由于这个原因，那些黄土被彻底地侵蚀掉直到暴露

出了下面的细砾石层 。很多原本来 自岩屑覆 盖的

山冈的沙子都很粗糙，其侵蚀活动在这里必然会有

助于风力侵蚀的效果。宽阔的被侵蚀的黄土地带，

向东一直延伸到眼睛所及之处，一眼望去，只见满

目黄沙。但是在老绿洲之内，存活下来的灌木却有

助于将小沙丘 固定 在原位上 。正如我 已经描述过

的那样，在城墙内由于大墙所提供的保护作用，使

得流沙累积成 了巨大的沙丘。

    与刚才描述的自然状况有关的，还有我在这些 4古代灌溉遗

地方所作的调查 ，它使我得 以确证了曾经供给这座 迹

废城以及它附近耕地的水源。可以肯定的是，它不

可能来自灌溉着现代桥子绿洲的由泉水哺育的沼

泽地。稍作观察即可看出，所有这些泉水的所在

地，均低于被废弃的遗址区之地平面。从位于绵延

了数英里的光秃秃的冰硫砾石滩涂上的锁阳城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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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渠道线)

干燥化之迹)

象

一直到山冈脚下，都看不到任何清楚一点的河流痕

迹。但当我穿过古城东面的风蚀地 ，前往我此次探

察 目的地的古城遗址 时，我的眼睛被从东南面延伸

过来的一座砾 石覆盖的 山脊 所吸 引住 了。正如我

所期待的那样 ，那 里有一条古渠道 ，其渠岸顶部仍

清晰可辨 。渠水从 山脚下所携带的粗沙和砾石 ，在

时间的长河里必定会有助于河床的抬高，这正如我

们在从和 田到安西的每一个绿洲里所看到的那样。

接下来，当渠道停止输送水时，其大量的沉积物就

起到了保护渠道免 受风力侵蚀 的作用。 自从灌溉

停止以来，这种风就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切割和减低

渠道两侧的地面。这样一来，渠道的顶部就保存了

下来，平均高出两侧的侵蚀地面以上 to一12英尺。

    渠道线在距离一座废弃的寺庙大约 1英里处，

可看出它又分成 了数 条支渠。从这里起 4英 里范

围内渠道都清晰可见，直至古城东南方一座泥土堆

旁。从这里起 ，地面上的渠道线就消失在完全为雅

丹所侵蚀的地面上 了。在这 片约有 半英里宽 的侵

蚀地带南部 ，可看到赤裸裸的冰债砾石滩渐渐地在

升起 ，在这个地方是 别想指望看到渠道 的痕迹 了。

然向东南方 向远远望去 ，我看到 了一条 白色的泥土

峭壁线 ，可能是一条现 已干涸 、沉陷人 冰债砾石地

里的河道。它的南面距离最近的山冈上，有一道宽

阔的沟壑，它使我去想这条河道从下一座更高的山

脉起被截流了。正如我 随后的调查所 显示 出的那

样，这座山的高度在12001)英尺以上，尽管它没有永

久的积雪，现在却可 以随时接收到大量 的潮气。毋

庸作任何的怀疑 ，正是这同一径流现在又出现在桥

子东和东南面的沼泽地 中。但就地面状况而言 ，现

在的地表水 是不足 以灌 溉古代 绿洲 的。由此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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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 出的结论是 :在这个地区已有清楚的证据显示

出了干燥化的迹象 ，无论是普遍存在的抑或局部范

围的;而这个问题使得考古学从对遗址的考察中所

得出的事实具有了别样的价值。

    我须从 已经提及的锁阳城废墟 开始对这些遗

迹的描述。用夯土围成的城墙呈现出一种四边形 ，

其北墙的外侧长约670码，南墙为493码，其他两

边长约 650码。墙的厚度不一 ，其墙脚处厚约 20一

30英尺。在墙 角有圆形 的棱 堡，沿着棱堡 间不规

则的幕墙上又有四方形的棱堡(即马面— 译者 )。

在保存下来的北 门和西门处 ，有一种四方形的外围

工事(即瓮城— 译者)，就像现在在中国城门外侧

仍可见到的、但常常筑成半圆形的那种建筑。城墙

的西南角向内缩进，那里有一座小围墙建筑，或许

是打算用来 作一种 内堡。南、北 面上也有 内墙遗

迹，但损毁严重，其特征已无法辨认了。

    该城有一特别 之处 ，它有 内外两道东墙 ，二者

相距 20()码 ，并不完全平行。内侧墙 的很长一段 由

于侵蚀而产生 了裂 口。图 2中显示 了锁 阳城一部

分内侧东墙的景象 ，它清楚地展示出了风沙在这里

a锁阳城城墙

4双重东墙

4东墙之风蚀

  效果

图2 锁阳城故城东墙，内部风蚀的缺口，自东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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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虐的结果，极类似于安西南面那座废城的状况。①

              尽管经历 了长时期的侵蚀 ，内墙的基部依然保存 了

              下来，而且一些棱堡，或许还有近中部处的城门之

              位置仍可以辨认出来。它与外侧的东墙很不一样，

              后者不得不承受东风 的吹蚀。其大 部分地方都 已

              被夷为平地 ，仅可在别处寻到一段破坏得很严重的

              低矮的墙迹线。考虑 到这一事实 即外侧东墙在 自

              身受到侵蚀之同时，必也曾为内侧东墙提供了保

              护，我们还不可断言说后者的较好保存状况乃是后

              来修建 之必 然证据 。然而 ，联想 起在 现在 的安 西

              “城”东墙上之所见 ，我 自然而然就生 出了这样一个

              想法:锁阳城的内东墙建于一个较晚的时期，当时

              外墙已被缓慢然而 无休 无止 的风沙侵蚀得无望 修

              复或用来防卫 了。从 内墙 的位置相 对靠近北城 门

              及其墙角缺少半圆形棱堡上来看，似乎也支持这一

                推测。

北城墙和南) 在安西的观察发现，古城的北和南城墙遭受的

城墙的保存 损毁相对较小，尚未有一处地方完全断裂过。毁灭

状况 性的风主要来自东方，而南北墙之走向与此一致，

              因而得以保存下来 ，这也为楼兰古城的状况提供 了

              另一个明确的解释。在东墙的庇护之下 ，流沙在围

              墙之 内被积累下来 ，从而成功地保护了西墙免于遭

              受毁坏，尽管其顶部刚刚开始出现一些裂隙。在围

              墙的西北角，建有一座用勃土筑成的隙望台，其底

              部有一个 用土坯砌成拱顶 的通道。该隙望 台仍 高

              约 30英尺。无疑 ，当随着 时间的流逝 ，这些裂 隙被

① 参见本章第二节。—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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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得越来越深时，风力将会重新卷起时下填塞在裂

隙内的沙子 ，并驱使它们向西掠过那 时已破裂的城

墙。到那时，侵蚀力对内墙来说将会像对外墙一样

大，也会强烈侵蚀到城墙以内的地面，将这个现在

已半为沙丘埋没的地方变成一处塔提 ，仅有北墙和

南墙的遗迹尚可显示 出曾有一座带围墙 的城池在

这里盗立过。

    要指出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是很有趣的。在

内外墙之间地段上的沙子很薄，分布在小土墩与暴

露在侵蚀力之下的住宅等之 间。在这里的地表上

可见到古代的陶片、木炭之类的遗物碎屑，但在墙

外的完全被侵蚀 的地面上却见不到这么大量 的遗

物碎屑。城墙外侧的红柳大都已枯死，与它们在一

起的沙丘正被分解和夷平。在 内东墙后 面围起来

的地段内，还有很多的红柳沙丘，上面仍有绿色的

灌木生长着。靠近西墙，甚至还有一些仍很茂盛的

野杨和沙枣树。大部分地方的流沙堆积得有6一10

英尺高。仅在少数地方的地表上可拣到陶片(包括

一些瓷器及上釉的粗陶器 碎片)，以及属于唐代的

青铜钱币。在这些地方有较大型的垃圾堆，或者是

一些明显由完全倾颓的建筑物构成的土墩子，它们

都高出流 沙的地面 。城 的西面 ，在 一道外 侧围墙

(其标志是一些较小的墙迹)内外，有一片地面上生

长着大量的灌木和芦苇，推测那地方的下面应有地

下水存在 。那水可 能来 自上 面提到 的从城西南经

过的干河床之排水，而该河床的排水又是从南面第

三道山冈那里带过来的。

    瓷器和上釉粗陶器的碎片，连 同我第一次在这

遗址 中调查 时所采集 的钱 币 ，极清楚地说 明了这

4渐进的风力

  慢性

d废城内部

4占据直到宋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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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小城及其周 围地区之 固定占据时间，曾一直持续

              到了宋代(如果不是更晚的话)。这一事实，再加上

              在仍然生长有植被 的地面 上容 易被毁坏的遗迹之

              明显倾颓状况，使得花费时间在这里做系统的发掘

              显得很不明智。围墙内的极大部分都分布有很厚

              的流沙，在那个季节里，要想雇用到足够数量的工

              人是很难的，这一切都会极大地延迟我要做的发掘

              工作。在围墙西南角的一座 高出流沙地 表的土墩

              上所作的试掘，揭示出了一座看似住宅的遗迹。这

              座住宅建在一片大遗物碎屑堆上，碎屑堆主要由完

              全烧焦的木头、破碎的土坯以及牲畜粪组成。除此

              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迹象表明，这古城里的建筑在废

              弃之后曾遭受到了一场大火。

晚近时期仍) 然而这座古城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下子就被彻

有来到遗址 底废弃的，而是有一个渐进的荒废过程。这个观点

者 是由下述事实推导出的:所发现的钱币遗物中。最

              晚的一枚属于金(Chin)代一位帝王时期(1156-

              1161年)，而此外还发现了少量的瓷器碎片，霍布森

              先生倾 向于认为这些瓷片的时代应在 17世纪 。考

              虑到遗址与桥子村间很接近，很可能我从那些前来

              观看发掘的桥 子村 村 民那里 听到 的一个说 法是真

              实的。据他们讲，在他们的记忆中，在北面草原上

              放牧矮马的牧人们，时不时地跑到少数几座废建筑

              中躲避冬季刺骨的寒风 。那些建筑物 明显地属于

              较晚的时期，当时还仍然盗立着。有证据表明，这

              座废城甚至在今天还有一些临时的居民，都是些前

              来采硝的人。从曾经被占据过的建筑物的土中，可

              以采集到这种硝。人 们指给我看西 墙根上 的那些

              小烟 囱，都是被那些挖硝人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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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位于一座地穴式住宅前面的一座小泥土建 a木质雕像遗

筑的寺庙 (其时代很晚)里 ，以及一处 明显是一座工 物

作垃圾堆上，陪同我的一位有文化的小官员给我找

到了一种有趣 的小古物。那是 一件雕刻得很好 的

木雕像 的上臂(图 3)，属于某种明显有真人大小 的

雕像之一部分。像上面装饰有浅浮雕 ，带有表示两

件衣服的装饰图案。其图案的一部分是植物 ，明确

地让人想起键陀罗的装饰 图案 ，包括四瓣铁线莲似

的花朵 ，这种 图案我们从尼雅以及楼兰出土的木雕

中已经很熟悉了。当这些东西送到我手里时 ，上面

仍附着有鲜亮的色彩痕迹。这件遗物所 属的雕像

的时代必定很早，或许是唐代以前，这一点看来是

很清楚的。遗憾的是 ，没有任何迹象可表明其原始

出土地。但即使如此 ，它也足以显示 出锁阳城 内的

这些土墩和流沙之下 ，可能埋藏着富有考古学价值

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一些塔提类型 的小遗物碎屑。

而要做系统的清理的话 ，却既费时又费力。

图3 木雕像上臂

    出城向西北行，在其西北角约1000码处，有两 4带围墙的墓

个大夯土建筑的土墩 吸引了我 的注意力。 自远处 地

望去，它们像小城堡一样。但走近观察，在北面有

一道损毁严重的外侧围墙遗迹，其独特的样子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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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了我。建造得极好的土墙厚达20英尺，仍还保

              存有很高，它构成了一个每边长约70英尺的坚固的

              方形建筑。看不到有任何专设的人口或台阶，以及

              其他可进人其内部的设施。墙的结合处形成了一

              道裂口，在通过该裂口走进这些奇怪的建筑之后，

              开始 时我徒劳地在寻找能说 明此建筑之用途 的遗

              迹。后来我注意到了一些已裂开的木板，它们散布

              在沙地上，占据了围墙的一半。木板的长度恰好与

              一个棺材的长度相当。接下来，在刮去一个角落里

              的沙子之后，我发现了相似的木板，仍处在原位上，

              里面是一具朽烂得很厉害的骸镂。很显然，这些高

              大的墙是用来庇护逝者的坟墓的。它们或许长时

              间地抵挡住了风力的侵蚀，却显然又未能阻止沙子

              以及寻宝人的侵人 。我不能 肯定这围墙 的原 始人

              口在什么地方。周 围的地 面已被流沙 吹蚀得 暴露

              无遗，随后又受到了侵蚀。从对它的调查上来看，

              这整个围墙 内被 用作 了一座墓 地。但墓穴 中除 了

              人的小块碎尸骨之外 ，己被侵蚀得别无他物了。

锁阳城以东) 遗址中最显眼的个体建筑，是一座大型的、曾

的古佛塔 经很精美地装饰过的佛塔。塔建在一座部分用人

              力处置过、部分利 用了周 围侵蚀地的 台地上 ，在锁

              阳城外东墙以东不足 1英里。其南面部分如图 4所

              示，而在图5上显示的则是其西南面，它向北和东

              北方向有一排较 小的佛塔。寻 宝人在代表佛 塔上

              部基座的部位处挖了一个大坑 ，对佛塔的损毁很厉

              害。此外还有被 毁坏掉的原先 曾覆盖在外 壁上 的

              一厚层硬的黄色拉毛泥 ，使得我很难在有效的时间

              内对佛塔作准确 的测量。从 我拍 的照 片上 可 以看

              出，这 座佛塔在形状和 比例上 ，与我在塔里木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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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锁阳城东部的主塔遗址，自南望

图5 锁阳城东部的废寺和佛塔遗迹，自西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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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宝人挖掘)

微型泥质佛)

塔

调查过的佛塔明显不同，显然代表一种较晚期的类

型。最下部分的基座看似呈方形，大部分被碎屑所

掩埋，其上有第二层呈圆形，凸棱状，高 巧英尺多，

其上承托圆形塔身。它的上面还有第三层，呈圆柱

体形，其弯隆形顶几乎变成了平的。一个非常显著

的特征，是上面用砖建成的一系列的大伞盖，很精

致但不成比例。佛塔的总高度看上去超过了40英

尺，而主体基座部分的直径大约有27英尺。我对这

整个塔的印象是:它属于宋代晚期，或许属于当甘

肃极西部地 区被唐古特或西夏 (Hsi-hsia )统治时期

(11-13世纪)。但在缺乏可靠的年代学资料的情

况下 ，无论对 此地 还是对 吐鲁 番和焉 省 的七 个 星

“明屋”中出土的某些部分特征相似的佛塔，我们都

不能贸然尝试去确定它们的年代 。

    没有任何的堆积物保留下来。如果这佛塔内

部可能有过什么东西的话，也必曾刺激过那些寻宝

人的欲望，这可以从那些各种各样的大盗洞上看出

来。沿台地北边缘排列的直径约 10一12英尺的半

打小佛塔 ，也未能逃脱被盗掘的命运 。有一些佛塔

因此而彻底地颓毁了。在那些仍盗立着的塔内，有

一间不足两英尺见 方的小室。其 中有两座佛 塔的

小室里 ，发现了数 以百计的用S土制的微型佛塔模

型，其样式与我在喀达里克的寺庙中所发现者一般

无二。这些小供奉物中的大部分都 被弃置在外 面，

或多或少地遭受 到了磨 损或风 化。但也保存 下了

足够多的完全未被触动的标本，从中显示出它们是

从少数模子中复制出来的。这些标本中最有趣的

是图6，它精确地再现出了热瓦克佛塔的平面结构，

其主体基座上带有台阶和四条十字形的臂 ，但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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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细节部分却未保 存下来。图 7中保存下来

了基本的特征，它系用制作较粗的模子制成 。而图

s则再现 了与喀达里克一般模型相一致的传统。

图6

微型泥质佛塔

    主佛塔南面的台地部分看上

去曾建有一座寺庙，但其遗迹已

完全毁坏 到 了基 部，这 或许是 因

为使 用其 建筑 材料作 它用之 故。

这座庙宇之存在可通过大量的硬

绿釉 陶片来 加 以证实 ，这些碎 片

明显属于苫顶的屋瓦。标本如图

9，被模制成 浮雕 状 ，上 面还 带有

一部 分有 翼龙 的图像 。图 to则

是施釉 的贴附 用的雕 塑碎块 ，可

能曾被用来装饰寺庙的墙壁。相

同的还 有一件 小粗 陶像 的胳 臂，

4釉陶与贴塑

  碎块

麟颧瞥
图9 浮雕陶片

易巍
图to 雕塑碎块

上面同样地 也施 有釉。我在这 里可 以指 出的是 ，

1914年我在哈拉浩特(即黑城— 译 者)一座可能

属于西夏时期的寺庙里 ，发现 了大量的相似类型的

绿釉瓦，被用作屋顶和墙壁的装饰物。我在寺庙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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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上的碎)

屑

钱币方面的)

年代学证据

南部分做了些清理(那地方还可 以看 出一些墙 的痕

迹)，结果是什么也没发现。

    我在这遗址 中调查过 的其他一些 建筑 遗迹的

情况很简单，主要是因为它们过于稀少或不明确，

以致无法确定其年代 的缘故。当从 附近 的大 土墩

(该地点可看出古灌溉渠线①)向北返回时，我越过

了一片广阔的塔提地面，其从南到北的距离大约为

3英里。在整个路途 中，到处都有大量的暗灰色和

红色泥质陶片散落在地面上。

    关于古城及其邻近地区，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了

其年代学方面的证据，从那里采集的陶片清楚地表

明了遗址之占据时代是 在唐和宋代 时期。剩下 来

唯一要补充的是更明确 的钱币方面的证据 ，完全与

这一观点相一致 ，但同时又留出了某种程度上来讲

人们对遗址的占据可能更早的余地。在已鉴定出

的总数为 38枚 的铜币或铜 币残块 中，有 25枚上面

铸有 “开 元”铭文 。这 种 铭文 最初 用 于高 祖 时期

(618-6 27年)②，但在唐代大部分时期的钱币上都

有这种铭文。剩下的有一枚为“乾元重宝”，该年号

历公元758-760年;两枚宋代钱币;另有 10枚五蛛

钱，其中有一枚可归为隋代(581-618年)。其余的

时代 明显较早 。

参见本章第四节。— 原注

原文如此。— 编注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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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万佛峡石窟

    在桥子村作短暂停留之后，我又向着南部的山

区出发了。最初是穿过一片宽阔的长满 了绿 草的

平原，这儿有一块很大的未被开发的牧场，而后我

就到了踏实。这块绿洲与桥子的绿洲大小相同，但

其农舍多很分散，而灌溉用水部分来自南山上积雪

形成的河流，部分来自东南方外围丘陵山脚下涌出

的泉水。很显然，正是哺育了这些泉水的水源，使

得较早时期人们在东南 s英里地方的活动成 为可

能。据测绘员讲，现在那地方只有一些土堆，看上

去是一些建在冰碳砾石地上的钻土建筑完全倾颓

后的遗迹 。

    在踏实，我们遇到了上文已提及的公路干线，

这条道路将安西 以及从北疆和蒙古过来的大道与

穿越柴达木高原前往西藏的道路连接了起来。翌

日，经过 10英里多的旅行之后，我们爬上了踏实河

的左岸。在深切下去的河床对面，砾岩峭壁上凿有

大约 10座小洞窟(图 11)0“小千佛洞”由此而得

名，这名字确也恰如其分。因为装饰在这些洞窟里

的壁画虽然很多地方都受到了严重破坏，其主题及

风格与敦煌千佛洞中那些较小型洞窟里的壁画很

接近，后者的时代大致在唐末及以后。没有一座洞

窟的面积超过 16英尺见方，它们中的大部分仅有

10一12英尺见方。从现存的拉毛泥塑像等来看，所

有的洞窟均被修缮过 。

a前往玲实

a“小千佛洞”

  石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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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塔西上方的小千佛洞石窟，自西北望

踏实河峡谷) 考虑到没有必要在此作详尽的调查，我们便沿

的“丘塞” 着小 千佛洞 以上河 水所 流经的外侧丘陵 的峡谷继

              续穿行 ，那峡谷 曲折迂 回，风景如画。行 至踏实 以

              上 巧 英里处 ，两侧锯齿形的峭壁之间的通道变得非

              常狭窄起来，一座 巨大的看上去古老的石墙立在峡

              谷的底部 。我们上攀到大约 250码 高的陡坡之上 ，

                自东面俯瞰着峡 谷。这是 为拦 阻这条重要 的道路

              而设的一种规则的“丘塞”(chiusa)，常有来 自南面的

              侵袭 通 过这 条 道而 威 胁着 北 方。这 种 侵袭 迟 至

              1894年还在发生着，东干叛乱者对踏实之侵袭亦证

              明了这一点。连同在石包城(Shih-pao-ch'eng)及在

              这些 山地其他地方建造的相似的防御工事一道 ，我

              猜测从肃州到敦煌 的古代交通线上的汉人聚落 ，必

              曾遭受到来 自柴达木高原和深谷的侵袭，此种侵袭或

                许像来 自北面和西面大沙漠的胡人的侵袭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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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峡谷以上的河谷变得稍宽了一些，但依然

是一派光秃秃的样子。大约2英里之后，上行的路

就到了位于河右岸上 的一处 小盆地里 。这里生长

着灌木丛和树木，名叫蘑菇台子(Mo-ku-t'si-tzii),

此处的河道之外，有一条深切的部分地方很难进人

的峡谷。峡谷 的两面坡度虽缓但一直在平稳地上

升，从那里伸展出一座宽而完全裸露的砾石坡，趋

向南面的第三道外围山冈。在我看来，像蘑菇台子

这样一个如此肥沃的地方(在光秃秃的砾石荒漠山

麓地带，它提供了充足的牧场及燃料来源)之存在，

说明了由万佛峡的洞窟所代表的圣地很可能就位

于它的附近地方。沿着河谷右岸平稳上升的砾石

萨依上行大约4英里之后，我们就到了那个位于河

流峡谷上面的地点。这时 已转人 了一条规则的峡

谷之中，从这条峡谷里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到达那

处佛教遗址。我在敦煌收集到的信息使我担心 ，尽

管它的名字很夸张，这处石窟寺院的汇聚地在规模

和重要性上都无法与敦煌千佛洞相比。但这里规

模上的不足看上去又似乎被其粗犷的环境所弥补，

它给了我最初的强烈印象 。

    峡谷的底部宽仅 200码，愈往高处河谷愈狭

窄。从石包城上面的雪山上流过来的河水 ，将坚硬

的河谷切割得几似壁立。洞窟就开凿在这些峭壁

上，绵延了粤英里多长。在峡谷底部一片狭窄的果
一 ’‘，~ . 4/、一 分 一。 一 ~ ~ ~曰’一 ‘’“、’一‘一’-

园和耕地的衬托之下 ，那 100多英尺高的岩壁和上

面开凿的凹进去的暗黑的洞窟，显得更加高峻了。

一条小水渠从果树和耕地中穿过 ，陡峭的坡地上满

是风化的石屑，一直延伸到了上面赤裸裸的高台地

d走向万佛峡

  石窟

4万佛峡石窟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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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有在满布着卵石 的河床上流淌 的河水发 出

的涂涂声 ，才为这 一 幅荒凉 的景象 注入 了几分生

机。这股河水从东南面的乱石滩中奔流而出，这番

景象与充满 幽僻、宁静 气氛 的山脚下 的小 盆地一

道 ，共 同构成 了一幅和谐 的画面。虽然洞窟的内部

早时候 曾受 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在右岸岩壁高出去

的平台上，依然散布着许多小完和佛塔(图12)，看

上去修缮得很不错。这些连同三个保养得很好的

道士的欢悦表情一道 ，共 同营造 出了一种宗教 的氛

围。来 自南面高山谷 及高原地 区的蒙古人 的朝拜

以及虔诚布施 ，对寺庙 的保护和修缮起 了重要 的作

用。三位道士自称已在此护寺30余年，但却对他们

所守护之处的历史变迁 一无所知。从 很多迹 象上

可以看出，寺院由于所处的地方位置偏僻，再加上

土地贫痔 ，因而基本上躲过了东干人侵袭 的劫难。

图12 万佛峡河岸右侧的石窟寺，自西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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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佛峡的洞窟虽然规模较小，但其基本的建筑

布局和装饰艺术与前面所说的千佛洞的一般类型

具有最接近的相似性，后者的时代可以大致定在公

元9-10世纪。从图 12上可以看到，右河岸上的

洞窟分成了两层，下面一层开凿在一座台地上，高

出河床以上约20英尺;另一层开凿在比下层高约

50一60英尺的水平线上。下层由五座主洞窟组成

的系列，是从东南面开始的，其中一座里面有一尊

巨型的坐佛像，高度达到上面一层，并与那里我编

号为 XVII的洞窟相连。接下来 的洞窟里有一尊巨

型的佛涅桨像 ，全长 30英尺。这两尊佛像 与万佛

峡洞窟中的其他拉毛泥塑像一样，都被大面积地修

复过 ，其结果是具有了一副现代面孔。下层的 5个

窟因在它们前面修建了围廊而变得光线很暗，再加

上香火熏烤 ，使得要对此处以及其他地方用蛋胶油

调和颜料画的壁 画进行观察显得很 困难。较大块

装饰面板上的绘画主题，主要也是佛像和菩萨像，

画在一种几何形方框中，这种方框又围仕一种圆形

或椭圆形的植物图案中。这些绘画中的一部分，我

认为其风格受到了西藏之影响。这些下层主洞窟，

连 同介于它们之间的包含有新壁 画的五六个小洞

窟，看起来似是目前最吸引僧侣和香客的处所。

    上层的洞窟可通过凿在岩石上 的台阶而达到

那里，这一层的一些小窟被作了僧侣们的住房，在

图 12的最右面可看到这些洞窟。通过一个摇摇晃

晃的桥，我们跨过了一道深深的岩壁裂隙，并经过

一个其前面部分已坍塌的洞窟上到了一条粗略凿

成的隧道 中。而后我们就到达 了一线排开的石窟

寺XI一XXIII之最北部分，这些洞窟都处在同一水

平面上 。所有 这些洞 窟均有一 间方形或 几近方形

a右岸下层洞

  窟

4右岸上层洞

  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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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殿堂 ，边长 自20英尺至 32英尺不等 ;一间与殿堂

宽度相当的前室 ，但仅 有一个 中等 的深度 ，它与殿

堂间通过一条短而宽的通道相连;一间高的门廊或

外侧走廊，某些保存完整的地方深20一30英尺，它

们使得光和空气从悬崖面那边进来了，从图12上可

以看到它们的开口。这些寺庙之间，原先曾靠在岩

壁正面用灰泥建成 的通道彼此 沟通 。在坍 塌得无

法通行的原走廊的地方 ，显然在一个较晚的时期里

又凿通岩壁修建 了一条粗糙的连接着前室的通道 ，这

可以通过被损坏的壁画上看 出来 (图 13)。所有寺庙

在布局上的这种一致性 ，表明它们是依据一定的蓝图

修建的，而且在时间上也相差不远。关于这一点 ，它

们的装饰风格上的一致性看起来也与此相符合。

图13 万佛峡洞窟XVII前厅西北墙和东北墙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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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石窟中的用蛋胶绘制的壁画，在风格 a壁画题材

上与敦煌千佛洞里的很相似。走廊 的一侧墙壁上 ，

很常见地绘出成排的男像，身着暗红色的长袍，头

戴宽沿的黑帽。在另一面上则绘有一系列的女像 ，

穿宽袖的衣服 ，很精致 的发饰 ，球茎形 的帽子周 围

有花朵、带子和悬垂物。通过对敦煌千佛洞壁画的

观察 ，我们可以明确地将这些壁 画与 to世纪在敦

煌地区流行 的服装样式相联系起来。这些 带供奉

物 的画像 ，也绘 在殿堂人 口的两边墙壁上 ，它们与

敦煌千佛洞某些洞窟墙壁上 的有关壁 画类 型很相

似，毫无疑问表现的是男女供养人。殿堂和前室的

墙壁场 者画一系列衣着富丽的在华盖下行走的

大菩萨像(图14)，或者画各种装饰画面，上面画有

相似的佛教天宫场景(图 13);佛陀为成排的菩萨所

簇拥(图 14)，大型的文殊师利和普贤菩萨像 ;等等。

图14 万佛峡洞窟XVIII前厅东北墙和西北墙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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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表现这些装饰题材 的少数标 本的照片与敦煌 千

              佛洞相关壁画的照片相对比，我们将会看出它们之

              间在前面已提 到过的风格上 的相似性。同样的情

              况亦表现在那种奇怪的“风景”画上 ，我在前面已经

              描述过了，这种画在敦煌千佛洞Ch. XVI的墙壁上

              可以看到，而在本地千佛洞的两座殿堂的后壁上，

              又再次发现了同样的题材及细节 。

汉文、回鸽) 在XII走廊的左侧无彩拉毛粉饰墙壁上，写有

文、吐蕃文 大量的汉文、回鹊文及吐蕃文题记，其中还有一处

题记 写有阿拉伯文。汉文中带有纪年的那部分，我已让

              蒋师爷复制了出来，证明属于最后一位蒙古皇帝的

              到顶和至正年间(公元 1330-1333年，1341-1368

              年)。邻近的小洞窟XIII，已全新地换成了道教的壁

              画和泥塑。虔诚的道士们在一个角落里存放着一

              堆小拉毛泥塑饰板，均出自同一模子，上面有禅坐

              在完间的佛像。据说它们是在重新抹灰泥以前从

              一堵墙上被移下来的，实际上我 1914年在甘州南部

              的马蹄寺(Ma-ti-ssfi )石窟寺的一座洞窟中，也发现

          了这种墙壁装饰，该寺之时代似可迫溯到宋代。至

于这些饰板为何这么小(仅约;粤英寸、
                                                                                            峪

xvi股堂里)

的壁画

寸)，看起来很可能是因为它们都被用作一种供奉

物之缘故。

    XVI洞窟的殿堂里有着绘制得极高超的壁画，

但因为光线太差，使得我无法将它们拍摄下来。在

边墙的每一面上都绘有两幅西天场景，东面的后墙

上保存有一种“风景”画之局部。通往殿 堂 入口左

侧墙壁上所发现的回鹊文(或蒙古文?)、吐蕃文和

汉文题记之中，看上去似乎均无年号。前面已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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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寺庙XVII，其殿堂里有巨型坐佛像的上部分，

其夔过金的头部显示 出新 近重修过的痕迹。图 13

复制出了前室左(或西北)面的墙壁装饰图案，骑在

狮子上的文殊菩萨的画像绘制得大而活泼 ，被两个

菩萨所胁侍 ，对面是普贤菩萨。

    寺庙 XVIII在整个系列 中是最大的 ，下面详细 d XviII洞窟

叙述一下它的情况。殿堂的面积为 38英尺 x 32英 的雕塑和壁

尺 ，包括一根在岩石里凿成的 中心柱，柱的基座部 画

分为 20英尺 4英寸长 18英尺宽。它的四面上各

有一座壁完，里面有一尊大型的坐佛像，从图 巧上

可以看出 ，大部分都已经重修过了。两尊曾胁侍在

其两侧的用拉毛泥塑的菩萨像 己经被毁坏了，但还

有其他两 幅像 画在壁 完的两边 。此外在壁 完里靠

图巧 万佛峡洞窟 XVIII正时内殿入口的壁画和

      灰泥佛像，部分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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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佛像大型火焰图案处，还绘有两幅着僧衣的信徒

              像。殿堂的墙壁装饰 由八幅画面组成 ，每一 幅上面

              都有一幅佛像，被簇拥在两幅菩萨像之间，位居五

              排带头光的小坐像 之中心。用衣服和背景 (暗紫色

              和淡绿色)的不同色彩来 表现变化。东墙和角落画

              面上绘的是大型的装饰华丽的菩萨像，作各种各样

              的姿势，在它们中间是弥勒。相似的持花果的菩萨

              像，装饰着 自殿堂进人前室通道的长 7英尺多的边

              墙上。此种像亦 出现在前室里 的较大的墙面上 ，呈

              真人大小 ，从 图 14上可 以看 到。前室里 的墙 面有

        29英尺长、10合英尺宽，每一面上都装饰有一幅画
              面，上面绘一尊 紫色皮 肤的佛像 ，坐在 四排坐菩萨

              像中间的一座圣坛上(图14左侧)。佛前面的圣坛

              (图16)上盖有色彩丰富的桌布，上面有一件大型的

              覆盖着的碟子 ，介于两个造型优美 的罐子之间。后

              者像碟子一样画成烧土颜色，其优美的造型非常像

            那种黄铜制的老“阿普塔巴”(Aptdbas )，这种东西在

              塔里木盆地仍为人所知，直至 19世纪 中叶时为止，

              主要是在和 田地方制 作。罐 和碟子烧土色地 上的

              黑色轮廓线，在照片上无法拍摄出来，在我看来它

              们是打算复制出一种透雕细工的效果，这是那种老

              和田细黄铜器皿上的一个特征。最后是走廊的墙

          壁，进深20鲁英尺，宽9英尺4英寸，画的是上面已
                  升 ’~ r一~’ 2/、” ’声.‘/、尹‘ ’~ 切’份 “，~ 一 一 一

              经提到过的那种类型的供养人序列。

右岸的其余) 其余的寺庙不太引人注目，它们大多都很小，

洞窟 有几座光线暗淡 ，尤其是 XIX。该窟殿 堂的边墙上

              装饰有天宫图 ，后墙上绘有大型的“风景”画。殿堂

              人 口右侧墙壁上的一幅供养人像一侧 ，撩草地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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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万佛峡洞窟XVIII前厅西北墙的壁画，展现坐

      佛下的祭坛(局部)

9个婆罗谜文字。它提供了有趣的证据，证明了这

些寺庙是建于和 田佛教语言停止使用以前 。洞窟

XX一XXII的前室或走廊墙壁上 ，有 一些汉文的题

记 ，年代是 公 元 1332年、1353年 、1357年和 1367

年。在最后一座洞窟 XXIII，汉文的题记特别多 ，皆

属于至正年 间(1341-1368年)，这 已接近元朝 的尾

声 了。有趣的是绘在走廊里的供养人像上面的漩涡

花饰，上面显示有据我看属于晚期类型回鹊文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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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的石窟) 左岸上距河谷底部约 60一80英尺高处，共有

寺 10座分组排列的洞窟(图 17)，其建筑布局或多或少

              与右岸上的洞窟相 同，只是 走廊较 浅，这可能部分

              是 由于岩壁壁面坍塌之所 致。壁画按 着一种分 明

              是更粗糙的方式绘制，而且看上去主要是使用了模

图17 万佛峡河岸左侧的石窟寺，自北望

板。这一点连同洞窟 之不规则排列可 以看 作是其

开凿相对较晚的迹象。东南 面的第一组洞窟中(I一

VI)，壁画的主题是前面描述过的右岸洞窟壁画中

常见的类型。图 18显示 出的是 寺庙 II南侧边墙 ，

上面绘有 一种“风景”画。 同时我们在这里还看到

了那种 中心柱结构 ，在 Ch. XVI中它是被屏风隐藏

在造像坛之后的。图 ]18上看到的洞窟 11殿堂墙壁

上的洞 ，应是 岩壁面坍塌之所致C这种坍塌毁坏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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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 ，并使得与周围洞窟间通过前室的沟通变得不

安 全起 来 。

图18 万佛峡洞窟11内殿东南墙展现的传说故事壁画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组洞窟的时代看上去要较

晚一些 ，这可以从在它们之中发现 的一系列汉文题

记之时代上得到证实。这些题记 的时代是在元朝

末期，它们证明了此处洞窟之开凿，亦是在 14世纪

之第二个_14年代以前。洞窟VII是一座孤立的寺
庙，看上去既时代明显较晚又全部被新修过。其上

面更高的峭壁上分 布着 的一组洞窟(编号为 VIII一

X)，此中壁画在我看来亦很晚，有的已被现代的道教

壁画所替换掉 了。然在洞窟 X(其前室还遗有一些

原始供养人像 )中，有一段带年号的题记，蒋师爷似

把年号读作了泰定(T 'ai-ting，公元1324-1328年)。

4左岸洞窟里

  带有年号的

  题-i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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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开沓的) 有几句话或许可以结束我对本遗址的叙述。

年代限定 从蒋师爷的陈述 中，我得 出的结论是 :写在壁画一

              侧的汉文题记，并未提供万佛峡石窟寺中任何洞窟

              的开凿年代。右岸上的大部分洞窟，从其装饰艺术

              的特征上来看，我觉得它们与已经提到过的敦煌千

              佛洞中 10世纪的洞窟是大致 同时代 的。缺乏西夏

              文题记这一点或许很有意义，而洞窟 XXIII中除回

              鹤文题记之外的回鹊式漩涡花饰，很容易就和刚才

              说的年代推测 相对应起来 。大量 的有 纪年 的汉文

              题记(它们是 由在元朝最后统治期间访问过此地寺

              院的香客们留在壁画墙壁上的)，将此石窟寺之可

              能的年代下限定在了公元 14世纪的早期，而洞窟

              XIX中用草体婆罗谜文书写的题记(都是单独的)，

              则有助于将此 年代 再 向前 推一些。 自这些令人怀

              想的访 问者们留下那些壁画之后时光流逝了多久 ，

              这当然是无法确定 了。从各方面来看 ，它们都证 明

              了这遗址在当时必曾是一处著名的香火地，这也说

              明人们是有望在 中国的史籍 中找到有 关这遗址 的

              某些资料的。由其僻处山中的位置以及现存状况

              上，可以有把握地推导出，它所遭受到的毁灭性破

              坏较敦煌附近的千佛洞遗址要少一些。但是，这里

              却全然不见佛教经籍的收藏 品。



穿越塔克拉玛干
      O

第二章 甘肃西北境

第二章 甘肃西北境

第一节 到万里长城之门

    1907年7月3日从万佛峡出发，我开始了沿南

山西部高山地区的探险。

    沿伸展到土达坂(T ̀ u-to-fan)西面的那部分南

山所作的考察 ，向我展示出了必定阻碍过那里的河

谷的自然状况。踏实河源头处巨大的三角形凹地，

虽然紧邻主脉，但几乎是一片无水的荒漠。其中仅

有的一处看上去曾被 占据过一定时期的地方，就是

石包城废弃 的城堡 。该废 墟 由一道用石头建成 的

围墙组成，大约 180英尺见方，带有一块防御区以

及在一个角落里的守望塔。它警戒着的峡谷上面，

从南面高山上过来 的不 同道路在那里相会。虽然

其遗迹看上去时代不早，但它所处的位置却可能在

早年间具有军事上的价值。

    在光秃秃 的岩石或砾石高原上继续 向东行进

了将近50英里之后，我们发现了昌马的一片繁荣

的小绿 洲，它 高 出疏 勒河穿经 的走廊 南山

(Richthofen Range)余脉通往玉门县的峡谷以上

7000多英尺。但是更高处的河道流经的却是一段

完全无法通过的峡谷，而高达 19000一2000()英尺

的昌马南面的主脉，亦未提供任何实用的通道。下

来的山坡上极端的荒凉 ，缺乏任何哪怕是最少的地

4在南山西部

  的地理学考

  察

4昌马河绿洲

  及以东的山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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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达坂一带)

的气候变化

在嘉峪关一)

带的自然分

界线

表水。这样的话，昌马这地方就从不会是一处具有

任何重要性的地方。虽然是很宜人的季节，但我们

在经过疏勒河东面山地的路上，也体验到了饮水之

艰难。从这一点上来讲，值得指出的是水渠沟山口

(Shui-ch ̀ ti-kou Pass)，我在那里发现了两座释站遗

址。它们是被用来警戒下到河谷的道路的，其位置

在现在能见到水的地点附近一个可看得到的地方。

这一事实在我看来 就是 自这些小释站被建立 以来

所发生的干燥化之证据。

      然而 ，一个 明显 的变化 发生在 从 白杨 河 (Po-

Yang Ho)以外的砾石高原上行到土达坂的地方。这

座山 口是翻越走廊南 山的那 些 山 口中最西面 的一

座，通到这里的宽阔河谷披着茂盛的草和鲜花，让

人想起真正的阿尔卑斯山上的植被。这是第一个

(但是极鲜明)气候状况 明显地发生 了变化的迹象 ，

此种迹象后来在南山山脉 的东南部分也观察到 了，

只是程度上稍差一些，也是在邻近它们的山麓北

部。我们此时正将亚洲腹 地 以塔里木盆 地及周 围

无水区为代表 的大 干旱带 的最东南端界 限抛在 身

后，走进了中国的极西部分。虽然它距太平洋很遥

远，但已令人感觉到气候的潮湿度增加了。

    重要的是，我们须得清楚地认识到，亚洲的两

个大自然带正是在这里相会的。因为最近 500年

(如果不是更长的话)以来，这一地理事实曾影响着

这个被认作是进人中原的主要西部门户。我指的

是著名的嘉峪关，古代玉门关的现代代表，它距离

土达坂河谷 的出山 口不少于 25英里。这座青翠的

山谷与其西面干燥的南山荒山之间所形成的反差，

与一个旅行者 自西 向东进人 嘉峪关 时所经历 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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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变化一样强烈。那时他穿过了一片广阔的砾石

草原，抵达了万里长城，并通过嘉峪关而进人了它

里面的一连串沃野。

    我第一次看到万里长城是在7月 18日夜间，

当时我正从土达坂上下来，沿着南山山脚那些惊心

动魄的风蚀地，骑马前往东面的小村庄大韩庄(Ta-

han-chuang)。向北可看到一片荒无人烟的砾石滩，

有 12至 巧英里宽，将积雪的南山边缘与一道令人

恐怖的荒山隔开了。那荒山与南山相平行，构成了

北 山的一条东南支脉 。当我 自近 8000英尺的高处

向下望时，沿着这个宽广的谷地向东，我的视野一

览无余。远处的砾石滩涂边缘，是北大河(Pei-ta

Ho)的分水岭，看上去构成了谷地的东缘。循着这

一方 向望去 ，夕阳之下闪现着一条长长的若 隐若现

的白线— 万里长城之线。在我与其最近点之间，

隔着20英里许的距离。在清澈的空气之中，我可

以看到那些反射着斜光的烽健的影子，一直消失在

地平线上 ，此外就是暗沉沉的辽阔的大地。那是肃

州的沃野，连同那些青色的田地和树木，与那些灰

色的荒原和红色的荒 山分开 了。它使我用 自己的

眼睛认识到 了在 中国所谓“关 内”(关里头)意味着

什么 ，以及为什么要把关设在这里。

    翌日早晨，我走访了大韩庄那座堡垒似的小释

站(图19)。作为嘉峪关的前哨，那里驻扎着一小部

分士兵，普戒着沿山脚的道路。它那巨大的Fft望塔

以及周围的小围墙都 已半颓 了，看上去倒恰如其分

地描绘出了古代的汉长城应是一副什么样子，虽然

它处在一个远为孤立的位置上。同一天，在经过一

段漫长的跋涉之后，我们横穿过了谷地里赤裸裸的

(初见万里长

  城

4走近嘉峪关

  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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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嘉峪关西南南山外部山岭脚下的大韩庄烽涟和释站

砾石萨依 ，到达 了大路上 的某一点 ，这地方距嘉峪

关以西大约 4英里。所有 的城墙和雄关 的影子 ，皆

突然消失在 白天令人 眩 目的光线之中，取代它们的

是前面已提到过的长长 的荒山的东端 ，从北面俯 瞰

着谷地。它那锯齿般 的深切的 山脊 由狭窄的河流

呷角切削而成，充分地显示 出了这座 山峦在各个时

期 ，都一直是这条通往安西和 中亚道路的一座巨大

的天然屏障。沿着这座 山脚 ，有三站的路程。距我

们遇到这条大路的地点不远 ，一条称做壕 山 口(系

指今峡口— 译者)的小河谷接收了来自南山的地

下水 ，在这里流出了地面并 切断 了山的东南端。一

些蹲伏在低山冈上的烽隧 ，似是为了警戒有人靠近

它而设置的。当我走 在通往嘉峪关 的狭窄 的马车

道上时，我感到我是走在历史之 中。因为正是这条

连接着肃 州与安西 和敦煌 的最 直接 、便 利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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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两千多 年以来 成就 了中国所有在 西域的事业

— 军事的、政治的及贸易的。

    沿着平缓但逐步上升的乱石滩走了4英里之 4嘉峪关的堡

后 ，我们到了一道宽 阔的山脊顶上。它的东缘 ，在 垒与城墙

一块 比山顶低大约 80一100英尺的平地上 ，屹立着

嘉峪关 的关城。西 门上高大的用木头建造 的一层

层 塔楼(图20)，从两 英里以外就开始 映入我 的眼

                  图20 嘉峪关关口堡垒，自西南望

帘 。接下来再 近一些 ，是夯土建造的城墙 ，向防卫

着“中国”这道大 门的关城两侧伸展开去。在南 面

可看到其城墙线延伸了 6英里左右，一直到北大河

或肃州河所在的南 山凸出去 的山脚下(图 21)。向

北的城墙 ，走了不远就隐入我们站立的山脊后 面去

了。但是再走了大约 4英里之后 ，其线条重又闪现

了出来 ，上到了壕山口峡谷东北端 以上的乱石嶙峋

的山冈。向东从山脊上望过去，排成长列的远景是

一片宽广的平原 ，带着田野与树木的青色缓缓地滑

向肃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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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在我们的眼睛出于地形优势之考虑，而将

这个地点选择作屏障设置处的时候，只见从那道山

脊上也闪现出一种看上去似可作考古学观察的东

西，虽遥远而清晰。与我面前的城墙线(它大致呈

西北方向走向，趋向壕山口之出河口)大不一样，可

看到另一条城墙和烽缝线，远远地向东北方向延伸

过去，虽然保存状况较差一些，但其轮廓线依然很

分明。我非常了解，所有的书和地图(无论是中国

的还是欧洲的)上 ，都将保 护了甘肃北境 的万里长

城之终点，确定在肃州极西部地方的南山正山脚

下。长城以一种令人印象很深的线条，向着那个地

方曲折而去。但是现在可见到的城墙，其走向呈西

南一东北向，并不像是嘉峪关两侧延伸开去的城栅

之延续。它在右角处与后者相接，并且从其北端按

照相同距离与后者 即嘉 峪关相接 。二者似属于不

同时期之建筑，或者至少一开始就是出于不同之目

的而建造的。

    嘉峪关是 中国中世纪交通线上一座典 型的关

城。它的门楼存在的时间并不太久，按照当地人的

观点，其修建是在乾隆皇帝时期(公元 1736-1796

年)，而我也是赞成这个观点的。从不止一个方 面

来看，它都使我回想起玉门关在古代敦煌亭障中所

扮演的角色，但它们修建的时代和背景是不一样

的。它有方形的城墙，墙头上带有难谍，这一切都

被维修得很好(图20)。一条单一的宽阔的街道，自

东向西穿过 了棱堡。次第而建 的三道城 门穿过 巨

大的棱堡及内侧防卫设施 ，通达上述街道。我发现

城内的房屋除了衙署和可驻扎几十人的小营房 区

之外 ，大多已荒废成废墟了。但我仍感觉到了这个

4城墙线

4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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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城所具有的政治上的重要性，在乾隆帝时期，曾

              致力于给帝 国的这座西部 门户 以一副真 正威严的

                面孔。

边防检查站) 但甚至在那时，嘉峪关也肯定已丧失了这地方

              在某个时期曾具有的军事价值，其重要性仅在于被

              当做了一处控制清帝国内部行政区边缘的哨所。

              康熙帝时期所恢复的对中亚的扩张政策，在17世纪

              末期 以前就已将 中国军 队在西部边境的戍守范围 ，

              带到 了远至瓜州 和敦煌 的地方。从下面讨 论的历

              史记载里我们将会看到，自明朝以来嘉峪关是如何

              担当一处所有从 “关外”来 的车 马之检 查站的。乾

              隆时期对新疆之收复 ，肯定影响到 了这一交通管制

              站的用途和方法 。然而 其基本特征一直 保存到 了

              我们今天，蒋师爷仍然能辨认出位于西门内侧的那

              个小检查所，在那里那些前往新疆或返回的行人，

              必须办理他们的通行证。蒋师爷本人上 一次通 过

              那里是在 17年以前 。现在 的嘉峪关仍保留着一座

              海关的特征，所有从新疆通过这里的大路运往中原

              的货物 ，都要在这里纳税。

第二节 嘉峪关的城墙

嘉峪关西侧D 嘉峪关关城连同其两肋(南和西北面)的城墙，

的城墙 构成了一座关栅的完整部分。关于城墙，从其保存

              得几乎完好的现存状况来看，其时代应与现代门楼

              同时 ，要么就是在修建 门楼时被彻底地修复过 。对

              它的调查发现其时代 比汉代玉门的城墙要晚 ，它的

              修建是从嘉峪关城的东北角开始的 ，并沿着陡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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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的东麓经壕山 口河所切 出的河谷一路延续了下

去。城墙用夯土建成 ，底部厚 11英尺 ，高 12英尺 ，

顶部有一道高约 4英 尺的女墙 。烽隧分 布在墙 的

内侧，彼此间的距离平均为1英里半左右。最靠近

关城的烽隧，其平面图(图22)，长36英尺、宽33英

尺，像城墙一样，也是用每层厚4一5英寸的夯土建

成的。烽隧的顶部 ，有一道高约 6英尺的带缭望孔

的墙，建在一个角落里的小燎望室亦是这种样子。

烽隧的一面墙上有双排脚窝，用来帮助隙望者利用

一根绳索上下 台子。围绕着烽隧有一道用土坯建

造的围墙，高度同主城墙而厚度仅有其一半。它的

内部有一片废墟 ，那些守望着烽隧和这部分城墙 的

士兵们就住在那里。这样一来 ，每一个烽隧皆可做

一处集合点，并在需要的情况下进行独立防卫，就

像汉代的长城一样。

继
截翻

夹有土坯的石建筑
夯土墙

图22 嘉峪关北部现存的边界墙内的烽涟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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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堵西北部)

分之终点

封锁康山口)

河谷的城墙

    城墙线外侧，距离1一2弗隆(英国长度单位，等

醋翅或201.167米一译。不等帆方，有三
个分立的烽缝，巨大但系用现代样子的土坯建成，

分布在向西伸 过去的 山冈脚 下 的山鼻子上。台子

的底部边长大约40英尺，高30多英尺，周围被一道

方形的壕沟围绕。这些台子明显是打算用来作警

戒从山那边下来的沟壑用的外围工事，它们并不能

有效地观察其他地方。在距这些外围烽隧中的第

三座约一英里处，城墙进人了黄草营(Huang-

is‘ ao-ying)村。这村子掩映在墙的后面，位于壕山口

峡谷的谷 口。穿 过这片耕种得很 好 的土地 以及灌

溉着它的小河，城墙又延伸了半英里多，来到左岸

的岩石 山鼻子上。这时候 的城墙 高 出河谷谷 底约

200英尺，其下的岩壁陡峭得令人无法攀越。城墙

在此打住，其侧翼受到鬼斧神工般的大 自然屏 障的

保护。乱石嶙峋的山冈(这山鼻子 即其支脉 )，不间

断地向着西北方 向攀升而去 ，其高度在直线距离约

10英里之内一直达到了 9200英尺。在这段距离范

围之内及再向外面的地方，光秃秃的山峦及其极陡

的峭壁 ，构成了一道无法逾越 的屏 障 ，无须再做任

何防卫 了。

    令人感到费解的是，究竟有多少心思曾被用在

刚才描述过的位于 主城墙 之外壕 山 口河谷 口子处

的三角形地带 的防卫上 了呢?从黄草 营南 面最先

遇到的农庄附近起，有一小段分支城墙从这里呈直

角折 向西南 ，并伸到陡峭的山鼻子上 。那 山鼻在右

岸控制着河流的出山口，而城墙就终结在此，这一

面的峭壁也是无 法逾越 的 。当我 沿着其底部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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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耕种的小河谷上走了大约1英里后，这河谷变

得狭窄起来 ，宽度只有大约 200码。一道在建筑上

类似嘉峪关关城主城墙 的锥谍墙将河谷封锁 了起

来，它从各方面来看都不太古老，因为它上面建的

很多窥孔明显地是为火器设计 的。这段城墙除 了

中间部位遭受河水的破坏之外，余皆保存良好。城

墙连同其女墙均面朝西南即河谷方向，其目的不言

自明。陡峭的岩壁在两边都有 300一《)0英尺高，

连同山冈上乱石嶙峋的状况 ，将从壕山 口峡谷处转

了一个弯 的这段封 闭的城 墙完整 地保护下来 了。

这样一来，分布在主墙外的黄草营耕作区，亦得以

免受被侵掠之苦，而且对后者的警戒本身也极大地

便利起来。

    但是有一个令人感到困惑的事实，就在峡谷以 4呈相反方向

上仅几百码处，我发现了另一些明显是更古老的城 的第二道城

墙遗迹，分布在被河水浸泡的低地的两边。毫无疑 琦

问，它也是用来封锁经过河谷的通道的，但令人感

到很奇怪的是它的女墙 ，它的面朝 向东北 即河谷的

下方。此第二道城墙虽然建造得很庞大，但比第一

道受到的损毁要大得多。它用夯土建成 ，底部的厚

度有 11英尺 ，其基础是一层坚硬的岩石 ，被一层灯

心草所覆盖 。墙的最大高度仍有 n英尺 。女墙大

约厚2英尺、高3英尺，上面无窥孔。在印度西北

边境或受到过过去国 内封建领地影 响的某些地 区

的一些峡谷里 ，也有过分布在很贴近山冈上的面对

面的两个设 防点的情况 。但是在此地 ，在 中国的西

北边境地区，这样的一种解释恐怕不会从我们所了

解到的历史 中找到多少支持。因此 ，像这种在相逆

防卫线方面所存在的近似性及其显然是起源于 中

国的特征，从一开始就必然地变成了一个问题。



穿越塔克拉玛干
      O

第二章 甘肃西刁rJ晓

在东北相会)

的城墙线

东北城墙的)

颓毁状 况

东北墙上的)

烽涟

    在陈述我目前认为的它的可能性答案以前，

我觉得还是先完整地介绍我在嘉峪关的调查为好，

因为我 在那里 还发现 了另一 个令 人 困惑 的现 象。

我指的是我第 一次接近嘉峪关 时就 已经注意到的

那道城墙，它自近代的关城城墙处起，呈直角折

向了东北方 向。在关 城北面守卫 城墙 的第 一座烽

隧那里，距关城仅一英里半处，我发现了这道不

同的城墙线之结合处。其遗迹颓毁得远为严重，

事实上正如我从远处所看到的那样，更近一些的

查看立刻就使我找 到 了一种不 同的、可 能更早的

建造年代方面的证据。这道墙像嘉峪关一样，也

是用夯土建成的，其底部厚8鲁一9英尺，而后者
~ 尸’切产J一 一 ~ ”廿’ 尹、’~”一‘刁 “ 2 ‘/、‘” ”勺产州 M

则为 11英尺。它的高度不计女墙部分有大 约 8英

尺，而残破得很厉害的女墙在此处所保存下来的

高度仅约 1英尺。对泥土层之检查亦发 现了一种

明显的不同性。在嘉峪关关城的城墙中，夯土层

的厚度为 4一5英寸 ，而这里呈直 角相 连的较古的

城墙 ，夯土层的厚度则为 10一11英寸。

    这 道墙 的走 向呈西南一东北 向，正 如随后的

调查所显示的那样 ，它 的很多地 方都残破成 大裂

口了。但是在这里调查 过的城 墙中 ，尽管其 裂 口

之总长度与仍站立 的城墙部分 一样 大 ，我仍 能毫

不费力地就辨认 出了墙 的排列情况 。除 了直 直的

墙线以外，还可从其沿线所建的烽隧上清楚地看

出它的走向。那些烽隧 间的距离平 均为一英里半。

我在这里调查过的两座烽缝，它们的基部有25一

26英尺见方 ，现存 的高度为 20一22英尺 。它们是

用夯土建成 的 ，夯层 的厚 度与其所守 护的墙 的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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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厚度一样。但是台子的顶部后来被修复过，修

复的材料是呈垂直排列 的土坯 ，这是一种 晚期城

墙建筑的典型方式。耕作 区一直延 伸到了这道城

墙的脚下以及 已提到过 的大裂 口以外 的地方。它

们提供 了清楚的证据 ，证明这道防御线的颓毁 明

显地可追溯到一个更早的时期。同时 ，邻 近地方

的人们以及由于灌溉而带来的潮气对它们造成 的

破坏，可能进一步地加速了这一颓毁的过程。

      自嘉峪关起直至野麻湾 (Yeh-ma-wen )，我们

可以清楚地用平板仪标出这道城墙。从这里可以

看到野麻湾的一座大型堡垒似的建筑，盗立在城

墙的一个陡弯处，据说那堡垒是用来守卫一座门

户的 ，有一条直接从 哈密过来 的道 路经过那座 门

户。1914年，当我沿着位于大路边荒山北面的一

条道路自疏勒河前往肃州时，我得以验证了这一

说法，发现它非常正确。与此同时，我还证实了

那块可能 由从北大河引过来的水灌溉出的耕作 区，

它一直扩展到了野麻湾甚至以外的地方，这一事

实清楚地说明了城墙从这里向北转过去的这个令

人奇怪的大弯。

    在野麻湾，我发现城墙的构造和毁坏状况与

嘉峪关附近是一样的。从这地方起 ，城墙线转 向

了东南方向，沿着一大片沼泽地 ，它一直延伸到

距肃州城以北大约七英里半 的一点上。这地点距

新城子 (Hsin-ch ̀ gng-tz6)村不远，1907年7月

26日，我从肃州出发，抱着重新认识这段城墙之

目的，在这里又作了一次调查。我发现那里的城

墙遗迹与嘉峪关附近的城墙属于 同一类型 ，它们

的保存状况 也一样 。从那里 起 向东走 向的城 墙沿

4在野麻湾的

  城堵能角

4延续到肃州

  和甘州的城

  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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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肃州的北缘滚滚而去。后来，当我于 1907年 9

              月从甘州返回时，我验证了这同一道城墙又延伸

              到 了肃州绿洲东北端 附近的北大河或肃州河左岸。

              自暗门 (Ai-men)村附近的河的右岸重新开始，它

              又沿着到甘州的大路的南侧，向东北方向延伸到

              了低矮的荒山脚下。由此再向东南，其城墙线或

              多或少地与这条 大交通线保 持平行 ，并 沿着甘州

              河右岸分布。

与汉代亭障) 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首先涉及的是该城墙

不同的城琦 的用途与来源，其次便是它与嘉峪关现存关城之

              间的关 系。关于前一个 问题 ，如果我在这 里能指

              出那在我看来既显得有把握又明确的答案的话，

              那也是极大地取决 于 1914年我在这个地 区考察时

              所获得的一些结果。像我先前曾被引导着得出的

              假设那样，它们证明了汉代的长城并没有从疏勒

              河的大转弯处起，向着东南方向延伸到嘉峪关和

              肃州。事实上，一条未中断过的遗迹链显示出，

              汉代的长城起初是向东延伸过护海子 (Hu-hai-tzii )

            或营盘 (Ying-p'an)绿洲的外侧，正好通到安西一

              肃州大路的北边。由此，它又远远地通到了位于

              肃州河和甘州河相汇处的毛目 (Mao-mei)以外的

              东北地 区。这 一发 现极好 地证 实了这 条著 名 的、

              若即若离地沿着自甘州至肃州大道分布的城墙线，

              既非中国最早征服甘肃极 西部地 区时所划定 的边

              境线 ，亦非汉 武帝 时所扩张 的长城。它的时代必

              定更晚，各种考古学的以及历史学的证据，均支

              持当地的向导们向我表达的他们的观点，即这道

              城墙是在明朝时修建的。



    穿越塔克拉玛干
          O

第二章 甘肃西北境
                                                            59

    有大量的历史记载，证明了到明朝建立时

(1368年)政策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那时明朝采取了

强硬的制度，将中国西部边界与外国的联系切断

了。这一闭关制度说明了这道长城的建造忽视了

所有的地形上的战略利益，而将其城墙线建在仅仅

是最易于防守的地方。这一点极不像汉代的长城。

在此，我们立刻就会找到对这长城分布位置的解

释，它总是贴近有人居住的区域或大路，甚至是那

些从军事观察角度来讲明显地会采取不同位置的

地方。同样地，我们也可以立刻就解释出像金塔和

毛目那样的绿洲之废弃原因，若要把它们也圈进长

城以内的话 ，警戒控制起来就会很困难 。然而最有

意义的是，这道城墙恰在嘉峪关结束了。明代，嘉

峪关都一直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与那些西方旅行

者们所说的相一致，每年从中亚来的被许可进人

“关内”的极少数使节和商队，在被允许进人中国境

内以前，都在这里受到了严密的检查。

    这道长城之明代属性，还被我在其沿线不同地

点所作的考古学观察加以证实。它的一般都很严

重的颓毁状况，以及与嘉峪关附近保存状况良好的

城墙相比显得已完全坍塌的样子，在我看来其时代

决不仅仅追溯到清朝时期，即最后两三个世纪。另

一方面，我觉得决不可能的是，一道并不太厚并缺

乏那种芦苇或灌木枝柴捆之特殊保护(此种方法曾

有效地用来加固汉代的长城)的夯土城墙，如果它

被建于很多世纪以前的话，在处于图23所示的那

么一种高度上，它是很容易受到风力侵蚀及潮气破

坏的。再考虑到气候的状况(当我们循着向东南方

向通往甘州和凉州 的长城行进 时 ，一路上气候渐

d明代对边境

  的封镇

4追溯到明代

  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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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新城子附近肃州北部古老的长城

              渐地变得湿润起来 )，也是极符合 这道长城最初是

              建于明朝时期的推测的。1420年，沙·鲁赫(Shah

              Rukh，此人系波斯 空帝— 译者)的使者 曾发现 。设

              在嘉峪关的西部边境检查站 已经完全建成 r，据此

              我们 可以进 一步得出结论说，我们目前正调查的长

                城在那时也已存在了。 自明朝 建立到 1420年 已有

              50年，这段时间对于修建长城及其所需要的制度之

              完善来讲，已显得很充分了。

嘉峪关防御) 仍存在的问题，是关于在我们已调查过的长城

线之起源 与嘉峪关通道附近的 长城之间的关 系，前者现在南

                起北人河左岸，北抵壕 山 曰峡谷。我已经指 出，从

                现存状况上来看 ，后 者明显地要较前者晚 ，而 且构

              造上亦不相同。在我看来，这两道近在咫尺的长城

              之间的关系一 目 了然 。清朝建立之后 ，或许是在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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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大帝时期(1662-1723年)，开始奉行的进取政策

最终导致 了对新疆 的重新 收复 。明朝时期绵 长的

边界警戒线，可能大部分都已经变成废墟了，此时

又被设在嘉峪关 的一道 防线所取代 了。它封锁着

自西边过来的大路 ，一旦形势需要 ，还可很好地用

于军事目的。在 1697年以前，虽然边塞已向前推

进到了布隆吉尔和敦煌一带 ，来 自西北强大的准噶

尔(Dzungar)或厄鲁特(Eleuth)部落的侵袭的危险，

直至 1757年他们被最终消灭 、帝国在整个新疆地

区建立其权力时才最终消除。

    我剩下来的事，仅仅是重提一下先前说到过的 d对壕山口峡

壕山口令人奇怪的细节，即横贯峡谷中部的面对面 谷双重城墙

的两道城墙。较下方的也是较晚期的城墙，其女墙 之解释

面朝西南方，显然是嘉峪关的一道外围工事，以使

黄草营外侧的部分更安全。关于较上方的及较古

老的城墙(面朝东北)，据我看来其最可能的解释

是 :它是用来保护嘉峪关西侧的大路免受劫掠等之

威胁 的。甚至在明朝时期 ，中国都极不可能不将通

往西部的大道置于这样 的由向前推进的骚站所提

供的保护之下。沙·鲁赫的使者的报告，明确地提

到了他在抵达嘉峪关的中国边境之前 ，“在沙漠里”

的几个地方所受到的中国官员之接待。另一方面，

我们从鄂本笃的行记里可以看出，他那个时代由于

在从哈密至肃州的路途上普遍存 在的不安全 ，曾多

么地需要这样的保护啊 !另外 ，极相似的还有那种

向前推进的烽隧 ，汉朝时它们曾被修建到楼兰道离

开敦煌亭障之处以外的地方 ，以及玄类在出了早期

唐代玉门之后曾不得不通过 的那些路途。如果壕

山口峡谷在 明代 时也用这样 一道阻断大路的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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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嘉峪关的)

早期记载

沙·普赫的)

使者通过

“喀热勒”

封锁起来 的话 ，那 么在嘉 峪关 关 门 以外一 定范 围

内，这条道路就会变得安全起来 ，至少会免于受到

来 自北方的袭击 。因为直 至我们 遇到 白杨河流 向

护海子小盆地时切割成 的峡谷之前 ，北面极陡峭的

山冈尚未有任何实际可通行的路径。

    在结束了对嘉峪关的调查并理清了其长城的

由来之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些早期西方旅

行者们留下来 的有关这座 著名关 城 的记 载了。马

可·波罗在自沙州前往肃州的路上必曾经过嘉峪关

隘口，但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该遗址的记载。关于此

很容易理解，我们在前面已作过解释了。当他通过

之时，那封锁着嘉峪关并将河西最西部边境圈起来

的长城尚未修建。公元938年，中国派往和田的使

节提到了一座叫“天门”的隘口，其位置在肃州以西

100英里，我们现在知道这明显的指的是嘉峪关的

隘口。但纵然在蒙古人主中国之后这里仍维持着

一座燎望站，当在忽必烈大汗(Kublai Khan)治下中

国对外开放与西方保持联系之时代，这燎望站可能

是没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意义的。

    然而当沙·鲁赫派遣的使者于1420年经过这里

时，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使者们在很多商人的陪同

下，花费了25天时间穿过哈密以来的大沙摸。在

“靠近中国边境”的最后几程，他们受到了前来迎接

他们的中国官员的盛大欢迎。“他们抵达了一座称

做 ‘喀热勒 ’(Karaul)的坚 固的城堡 ，那堡垒位 于一

座山谷中，道路就从谷中间通过。在那里，在他们

被允许继续前进以前，整个团队都被清点了一遍，

他们 的名字亦被记 录了下来。然后 他们继续前 往

肃州 ，被安 置 在 那 里 的 位 于 城 门处 的大 牙 目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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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m-khaan)或释站馆舍里。”这儿提到的被冠以突

厥语称谓“喀热勒”(意即观察站)的地方，亨利·尤

尔爵士很恰当地认识到它指的就是嘉峪关，这一点

不容置疑。这段描述清楚地指 出了当时设在那地

方的“丘塞”(chiusa )，或多或少与我们现在看到的

类型相一致 。

    不到一个半世纪之后，我们从关于契丹的极有 d毕斯贝记载

趣的故事里，收到了一份有关此边防站的极一致的 的嘉峪关

报告，那是由纪思冷·勒·毕斯贝(Gislen le Busbeq )

(查理五世【Charles V〕派往波尔特[Porte, 1555-

1562〕的使节)，从一个突厥穆斯林云游僧嘴里打听

到的。这个聪明的富有观察力 的“突厥流浪汉”和

一支商队一道 ，从 波斯边境 出发 ，旅行 到了遥远 的

契丹。“在长达好多个月的精疲力竭的旅行之后，

他们到达了一座峡谷 ，那 峡谷构成 了契丹 的门户。

那个帝国的大部分都是内陆，有一片连绵的崎岖陡

峭的山围绕着这里 ，除 了一条狭窄 的通道之外，没

有任何可通行之处。按照国王的命令，在那通道里

设置了一座要塞 。在那里商人们被提 问道 :带的什

么东西，从哪里来，以及有多少人。他们回答以后，

国王的戍守士兵们就向下一个燎望台发信号。如

果是白天就点烟，如果是夜晚就举火。如此下去，

几小时后消息就传达到了在契丹的国王那里，如果

用任何其他联络方法，将会用好多天时间。国王用

同样的方式和同样迅捷的速度发回他的命令 ，或者

是全部放行，或者仅是一部分，或者全部延迟放行，云

云。”这整段记录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它极正确地描

述了嘉峪关的位置，以及明朝对外国人的控制制度。

关于烽火信号之使用，进一步地证明了沿原先推测的

边境城墙设置的烽隧 ，当时一定被很好的维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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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肃州和中部南山

自汉代征服)

以来肃州的

重要性

肃州的农产)

品及贸易

    从嘉峪关出发，7月 22日我到达 了肃州城。从

可追溯到的历史记载上看，它一直是一处非常重要

的地方。我在南山调查期间，曾在那里停留了6天

时间，我感到很愉快的是，这段时间使我有机会了

解了一些当地的状况和环境。我在前面已提到过，

在汉武帝征服了南山北麓地区之后，紧接着就设立

了酒泉(Chiu-ch ̀ iian)郡，以组织新兼并的地区，其首

府即在现在的肃 州。我们还 发现敦煌 内外凡指挥

机构所在 的重要 地方 ，其城 墙都 被加 固并延 伸开

去 ，这从一件原始的亭障文书上可以得到证 明。

    由于北大河及其他河流(其水源来自南山的三

座雪山)所提供 的充 足的灌溉 ，这 个地 区的耕作 区

的范围很大，亦很肥沃。它们使肃州变成了中国在

西域 的所有事业的主要天然供应基地 ，这个角色从

汉代一直保持到现代时期，因为 1877年那场导致成

功地收复了新im 的战争 正是在肃州 准备 的。只是

在重新移 民之后，这个当时已因东干人的叛乱而人

口灭绝 的地区，又变成 了一处确保一支军队向西北

穿越沙漠的基地。出于同样的理 由，肃州的重要性

还表现在 ，它必也曾扮演过沿 中亚大道的丝绸及其

他中国制品贸易之商贸中心的角色。甚 至在现在 ，

当情况发生 了极大 变化以及中国沿此古代道路之

出口已明显不便利的情形下 ，肃州也仍然是一座保

持着繁荣的城镇。这里有着很 显著 的商业 活动 .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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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西南部地区的需求中的很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地

方和甘州得到供应的。

      我们穿越了一连串壮丽、宽阔的高峻河谷 。这

些谷地都像帕米尔高原中的谷地一样开阔，但在植

被上远较丰富。我说 的大谷将走廊南 山、陶勒 山、

陶勒南山以及疏勒南 山等冰雪覆盖的高峰分隔了

开来，在它们中汇聚了肃州河、甘州河以及疏勒河

的水源。从大约n000英尺高处起，这些河谷变得

易行起来 ，形成 了底部几近平坦 的大型盆地 ，连 同

其草滩一道向着边侧的山地延伸。在那个高度及

另一个高出水平面以上大约 1300()英尺 的高度之

间，河谷 中出现 了优美的夏季牧场 ，比我在 帕米尔

看到的任何草场都更丰美。这 片草场的范 围可从

下述数据上估算出来:北大河上游开阔的河谷部

分，其直线距离长度不少于70英里，宽度为12英

里或更多;而甘州河上游相关部分的规模则更大。

    当然 ，分 明是潮湿的气候 ，给这些河谷带来了

大量的山地草场。它们与安西和敦煌南部山地普

遍的荒芜 ，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这种带来生命力的

潮气越过 了走廊南山的雪线 ，也给其东北坡带来了

丰富的植被。在从麻阳河(Ma-yang Ho)(此处系音

译，似指今 马营河— 译者)向东进入 甘州及其 以

外地区的山冈上 ，我们在 1907年和 1914年所作 的

考察 ，不仅发现那里有丰美 的河谷草场 ，而且还生

长着辽阔的森林 。这种 气候变化 所具 有的经济上

的重要性 ，已从我在 别处强调 的事实 中得到 了证

明。在甘州南部的山麓地区，那种分界线很明显，

线之外的地方无需灌溉即可耕种 ，全然仰赖天上的

降雨 。

4南山山脉间

  的大河谷

d在高谷里的

  大片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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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山草场)

之忽视

中原的政策)

说明了这种

忽视

    像这些地方的令人喜爱的自然条件，必然使得

人们全然忽视 由南 山的大谷所 提供 的更为优美 的

草场 。这些山区在夏季时能容纳成千上万 的牛马 ，

对一个足够坚韧的民族来讲，这地方会像阿来山和

中、西部天山里那些著名的草场一样，对游牧民具

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是在一年里最温暖的季节，

这里却是一派荒无人烟的样子。三个星期的艰苦

旅行，我们在这个地方走了大约320英里的路程，除

了少数 冒险到这里来淘金的东干人之外 ，未遇到一

个别的人。淘金处位于将近 1400()英尺高的地方，

靠近洪水坝和甘州河水源的分水岭附近。

    从种族的以及政治的现实之角度，可以合起来

一道来解释人 们的这种忽视 。汉人对 游牧生活根

深蒂固的反感，在这里并没有被冲淡。这种传统一

直是影响东亚历史及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必定

阻止 了那些游牧 民为了他们 自己的利益去利用南

山河谷的草场 。另一方面 同样很 明显的是 ，由于长

时期 以来不断地遭受来 自其北 方大草原上 的邻居

— 无论是匈奴人 、突厥 人抑或蒙古人— 以及南

面的吐蕃部族之侵袭 ，汉人们从这些悲哀 的经验中

学到了教训 ，不能无视相似 的惹来麻烦的游牧民存

在于侧翼的山谷之 中。因甘肃这些 向前突进 的地

方，是中国势力在中亚的钥匙。因此很清楚，在所

有历史时期 ，中国边 防政策 的直 接利益，即在于将

游牧民族(不管其种族来源如何)挡在这个山区之

外。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一旦政治情况需要，这

一政策就会发挥作用，来清理这些山区。东干人最

后一次叛乱 以后 的情况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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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看起来这一由来已久的政策中还有一个

令人感到奇怪的矛盾。当我下山前往甘州之时，我

遇到了半汉化的蒙古人 的营地 ，在沙河(Cha-ho)与

梨园河(1.i-yiian Ho)之间的森林围绕的高地上放牧

他们的牛马。那时我还观察到，他们的人数以及牧

群数与可利用的草场和多样的地面优势相比，显得

明显 的小。我可以称他们的放牧方式为普通的“驯

养”。但是 ，他们存在于此地之真正解释 、他们的情

形看起来似乎是 中国在这个地区的边防政策之例

外之解释，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感到清楚起来。那是

在读了C.G.E.麦纳海姆(C. G. E. Mannerheim)上校

(现在是将军)的著作之后，此人是著名的芬兰官

员。他的文章向我显示出，这是一支小的、现在已

迅速定居的部落的夏季营地 ，该部落的人称 自己为

撒拉裕固，讲一种蒙古方言。17世纪的中国当局

将他们有意识地从“关外”迁到甘肃边境地区，目的

是给自己提供有用的“胡人”助手，以对付来自西北

的准噶尔的侵袭。撒拉裕固人认为他们自己与撒

罗裕固人(Saris Ybgurs)的小社群很有关系。这些部

落无疑操的是一种突厥语石散布在几个畜牧聚落

中。这些聚落分布在砾石平原上有草的地方 ，该平

原分布在肃州一甘州大道的南部，介于双井子

(Shuang-ching-tzii)和高台(Kao-t ̀ ai)绿洲之间。
    关于这些小部落之起源、种族特征 以及 目前状

况，只须参见麦纳海姆将军富有价值的人种史著作

即已足够 了。在此令我们感兴趣的是 ，他们提供了

一幅中国征服 中亚进程 的富有启发性的现代插 图。

这一进程，自从中国在其中亚政治利益的驱使下，

占据 了这条沿着积雪的南山脚下的“走廊”(里特很

a在南山北麓

  的枚人部落

4小月氏的古

  代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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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居住在甘)

肃边境地区

的沙陀部落

后汉及以后)

时期的小月

氏

久以前即如此称呼它 )以来 ，它就不止一次地发生

过。在中国的一篇历史记载中，有着关于这一进程

的直接证据 ，虽涉及的是公元 10世纪的事，然亦有

助于说明更早 时期 以前 此地普遍 的状 况。高居诲

在描述公元 938年中国使节沿着这条边境出使和 田

时讲道:“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鸽

(Hui-ho或Uigurs)牙也。其南山百余里，汉小月氏

之故地也，有别族号鹿角山沙陀(Sha-t' o )，云朱耶

(Ch ̀ u-yueh)氏之遗族也。”(引自《新五代史》卷七四

— 译者)

      高居诲在这里提及 的沙陀是西突厥 的一 个部

落，最初于唐代早期居住在巴尔库勒(Barkul )的东

部，808年后为了保护甘肃北部边境免受侵袭而迁

到了这里。高居诲在这里提及沙陀，分明在暗示了

他们在某一时期也占据了我们快速调查过的山区。

在他那个时期 ，这些人必曾从属于彼时 占有甘州的

回绘。但是对我们来讲具有特别历史意 义的是 ，在

高居海的时代 ，当地的传说 中仍然记得 南山的那些

河谷和高地曾经是汉代小月氏人的放牧地。司马

迁《史记》里的一个重要段落告诉我们，当大月氏

— 凉州与敦煌 间整 个地 区的前主人— 被 匈奴

人打败并于公元 前 2世 纪前后像 印度一斯基 泰人

迁徙到印度河 一样，大规模地迁徙到阿姆河等地

时，“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Ch'iang) ,号小月

氏”。

    从《后汉书》中我们了解到，在从分布于西宁

(Hsi-ning )地区的羌或吐蕃部落中寻找到一处庇护

之后 ，小月氏向汉帝国屈服 了。那时匈奴人 已于公

元 前 121年被逐 出甘肃 ，小月氏中的一部分 随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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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回到了他们在甘州的旧地。迟至公元 189年，这

同一部史书中又提到了发生在小月氏中的一场反

叛 ，他们居住在甘州一带 ，反抗中原对他们的统治。

我们有理由相信，那导致朝廷遣一部分小月氏人重

回故地之 目的，与后来在这个地区安置沙陀以及撒

罗和撒拉裕固人的 目的是一样的 ，即为这个地方的

防卫提供更强大的武力。但是月 氏人的其他一些

遗迹，明显地保存在更靠西的山地中。《魏略》在公

元239年和265年的记载里提到了月氏的残余，与

各种分明属于吐蕃人血统的部落一道，居住在从敦

煌延伸到葱岭的“南山”之 中。当 939年高居诲经

过居住在敦煌西面荒山里的仲云(Chung-yiin )部落

境内时 ，亦记载 了“仲云者，小月支之遗种 也”之传

说。他们被描述成勇敢、善战的人，瓜州和沙州的

人都惧怕他们。

    这些浮光掠影般的历史记载将帮助我们更好

地去评价这个地区的重要性 。中部南 山的河谷和

高地宜人的 自然条件 ，必在凉州至肃州地域史上具

有过这种重要性 。如果不是为 了那里的大片的夏

牧场 ，走廊南山脚下和北面邻近的干早沙地之间的

狭窄耕地地带 ，在历史上就肯定不会变成一系列游

牧民族— 诸如 乌孙人 、月 氏人 、匈奴 人、吐蕃人 、

回鹊人、唐古特人以及蒙古人凯觑、争夺的对象了。

    确实地 ，对 中原 (从最初 占据这 个地方至今 已

有2000多年了，而且它一直致力于将游牧民的侵

袭挡在“走廊”之外)来讲，对这个地区的拥有是必

不可少的。它不顾那 些山地 的 自然 条件。它需要

这个“走廊”，因为这个“走廊”可以为它对于中亚的

贸易和政治事业提供 一条安全 的通衡。南 部高山

d在敦煌一带

  山中的小月

  氏

4南山草场的

  重要性

a在“走廊”边

  相})的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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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北坡下)

面的冬草场

历 史上对 )

“走廊”的争

夺

的价值仅在于作为一种天然屏障，从而为其西部的

大道提供侧翼保 护。我 留意到所 有通过这道屏障

的道路 ，均为设置在道路上及河谷出山口之合适位

置上的烽健 、“丘塞 ”或军事骤 站所 警卫，这都证明

了一直到今天人们还意识到这种价值之所在。

    然而，如果没有适宜的气候条件为中部南山地

区带来的大量植被 ，以及如果没有耕作区旁边的同

样大量的冬牧场之优越条件 ，这个在面积上相对有

限的地区对游牧民来讲 ，就不会具有那么强的吸引

力 ，从而变成他们中至少一部分 民族在一系列历史

时期的主要活动地 区。由于诸种地 理 因素之综合

作用，我们刚才提及的冬牧场，大量地分布在所有

那些 自走廊南山北 麓流 出或流经 的较重要河 流的

下游河 谷 中。它亦存在 于 山脚 的很多 地方 ，以及

— 正如我 1914年的考察所了解到的那样 ，它甚至

分布在最靠近链 状荒 山的高地上。这种排成线 的

荒山位居耕地带之北缘，联结着阿拉山(Ala-shah)和

北 山。

    仅仅是根据地理特征 ，我曾经努力地去扼要指

出，从历史告诉给我们的有关在中原势力进人之前

乌孙 、月 氏及 匈奴人 为拥有 这个地 区而作 的争夺

中，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能正

确地评价那使 中原成功地 开通这条通往 中亚和 西

方的通道的不懈努力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游

牧 民对这地方的争夺必定曾经不时地 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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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自甘州到金塔

    8月27日我抵达了甘州，这是我旅行的最东部

界限了。甘州位于一片广阔的沃野中央，甘州河

(Kan-chou River)或黑河(Hui Ho)以及西面的两条

支流，给这里提供了大量的灌溉水源。凭借其位

置，这城市还享受着其他一些地理优势。虽然其海

拔(距海平 面以上大约 5 100英 尺)与肃州大致相

同，它却具有一种明显更宜人的气候。在夏季的月

份里，它能接收到更多的降雨;而在冬、春季节，却

又较少受到很多来自北面沙漠的寒风侵袭。这后

一种优势 ，可能部分是 由于甘州河右岸 以外光秃的

山冈提供的遮挡所致。那山冈从河的大转弯处延

伸到城的北面，其更东部的地方高度在9 001〕多英

尺。但是更重要的事实是，甘州河出山口处河岸线

东面，有一条山麓带，那儿的天然的肥沃坡地上，无

需任何的灌溉即可 以进行耕种。

    甘州 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 ，它联系着沿南 山

山脉北麓分布的“走廊”的其余部分 ，从这种特殊位

置上来看 ，它必 曾是一个重要 的行政及商贸 中心。

甘州正处于肃州和凉州的中间 ，这两个地方都能养

活大量的人 口，分别位于“走廊”的西、东两端 。东

南方向，甘州又和西宁直接相连 ，那个地方是前往

西藏的前哨，有一条很常用的道路翻越相对易行的

山口，到达大通河(Ta-tung River)的河谷，这是黄河

的一条支流(应为徨水支流— 译者)。这条道路

构成了穿越凉州以西南山山脉的唯一一条交通线，

4甘州之地理

  优越性

4甘州之中心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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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国”遗)

址

遗址的围墙)

在中原统治甘肃的历史上 曾经很 实用。最后 ，在此

可以指出的是，不管肃、凉两州如何特别容易受到

来自北方游牧民的骚扰，甘州却凭其北面乱石嶙峋

的山冈和极端荒凉 的沙 漠而得以避开任何直接 的

攻击。

    在距甘州 西面主大门 西北方 向直线距 离约 6

英里处(那地方正在崖子【Yai-tz司村之外)，道路进

人了一片宽阔的地带，上面生长着稀疏的灌木，局

部地方还覆盖有低矮的沙 丘。这儿有 一块风蚀地 ，

南北长 3英里多 .宽大 约 2英 里，上面覆盖着 小陶

片、硬砖等物 ，就像 在新疆所 见的塔提 一样。遗址

以“黑水国”(Hei-shui-kuo)一名而著称，在安西时我

的古董商朋友李先生就向我提到过它，说是一处出

过不同种类古物的地方。有时候，这些古物还被带

到甘州的收藏者那里。沿着这块地带的东缘，沙丘

直堆到 了25一30英尺高 ，将地面上有可能存在的任

何遗迹都完全地覆盖 住 了。但 是除 了这处高 流沙

丘地带之外 ，到处都有高 1一3英 尺的小风蚀台.地，

它们的顶部散布着厚厚的陶片以及碎砖块。

    从留下来的大量的碎瓷片来看 ，这遗址之废弃

时代无疑很晚，我对能看到的地面遗迹之更进一步

的检 查 ，亦 证 实 了这 一判 断。一座 带夯 土墙 的小

堡，大约有印码见方，距高沙丘带以东不远，已半为

沙了夷平了。除此之外 ，我在大道的 西南方大约 1

英里处 ，还发现 了一座 300码见方 的围墙 (图 24),

在形制上类似那些“城”。直至今天，沿此边地的大

部分村庄和小镇，都在其中寻求遮蔽。墙的顶部厚

约 8英尺，仍高达 20英尺左 右，在东北角建有一座

巨大的方形塔 。东墙 内侧 的流沙堆 积 了n英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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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甘州黑水国遗址东南端的废墙，自西北望

厚 ，正像在安西看 到的那样 ，它表 明盛行风来 自东

边。很显然流沙是从甘州河河床里被带到这地方

来的，这一带的河床宽度足有 2英 里。与此同时，

在东墙上观察到的小裂口，证明此地所受到的风力

侵蚀与安西地区的一样大 。围墙 内有大量的碎砖

块 ，标志着屋基之所在，呈直角交叉的道路依然清

晰可辨。很显然所有的建筑遗迹均被居住在邻近

地方的人毁坏了— 为的是寻找其 中的建筑材料。

围墙内有大量的瓷片，在这里及别处采集到的标本

大部分属于明朝时期。此塔提的北缘附近，尚有第

三座围墙 ，大小与后者大致相 同，而且其墙体保存

得也同样好。近其西墙处 ，在风蚀地 面上采集到一

枚带有“开元 ”铭文的唐代钱币。考虑到李先生所

说的在黑水国发现过唐代的金属器 ，以及我在那儿

拣到的粗陶片及瓷片中，有一些据霍布森先生分析

属宋代的遗物 ，我得 出的结论是 :遗址在那时也可

4风蚀作用

4发现的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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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面的明)

代长城

经高台至肃)

州的大道

能更早时期即已被占据了，虽然其放弃时间不会晚

于明代末期。我还可以附加 的结论是 ，广泛 散布在

遗址区里的高火候砖块，有很多看起来可能属于墓

葬的遗物而浦卜建筑物所有。

    有一道围墙穿过了黑水国北面富饶的耕地区，

它使我得以肯定跨 过河水沿着右岸 与向北 延伸的

荒山山脚之间狭窄的耕地地带，分布过一条与明代

边防线有关的烽隧线。1914年 ，我通过沿河 右岸下

行，实地探寻明代长城遗迹，验证了这一假设。这

条较晚期的万里长城线紧靠着右岸上狭长的耕地

地带，其遗迹一直到香堡村一带都可寻到，从那里

它又跨过河 向西而去 了。

    高台这个地方有一些文物古迹，它还具有某种

地域重要性。在这里 ，大路从介于南山冰债滩涂与

横贯甘州河的荒 山之间的耕地地带上经过 ，二者相

交处的耕地地带之宽度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尚不足

5英里。再行一程到花墙子(Hua-chuan-tzri )，大路就

离开 了耕地 ，经过甘州河与 白南河 (Po-nan Ho，此处

系音译— 译者)沼泽地之间光秃秃的砾石高地，

进人了一片宽 阔的灌木和 芦苇滩。这 片滩地 自东

向西直线距离有 40英里左右。早年间这大块 的土

地必曾是 一处很有价值的地方 ，极适于作冬季的牧

地。从大路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明代边防线上的烽

隧和 长城 ，路北 是低矮 、平坦 的 山冈。在 9月初沿

着这条古代道路行进时 ，我颇感兴趣地遇到 了连成

串的骆驼、毛驴 商队，负载着从 和田带来的货物通

过这里，一路向着甘州和兰州行去。此情此景，令

我想起 了马可 ·波罗的时代 ，还 有他 以前的那些 更

为 占老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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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双井子的路边歇息站起，我下了公路向西北 4穿过金塔的

方 向而去 ，目的是去调查金塔以外的那些地方。在 明长城

前往金塔的路上，我越过了明代的长城线，亲身验

证了连同其烽隧在内的构造 ，与我在嘉峪关东北 以

及肃州北面看到的那些长城极其一致。①长城边侧

低矮的山冈链顶部，也分布着一些烽隧，共同构成

了这个防卫系统的一 部分 。从 北大河或肃州河里

引出的渠水，灌溉着金塔的绿洲。有一段时间当奉

行谨慎的闭关自守政策时，这绿洲还被弃置于万里

长城之外。但是，这里的居民显然又是通过与前述

相似的途径来寻求安全以免于遭受侵掠之苦的，因

我在耕作区的南缘和东南缘，发现了一道倾颓得很

严重的泥土墙 ，围绕着这个耕作 区分布。

第五节 自玉门县到安西之汉长城

    返回肃州之后，我又沿着前往玉门县的大路开

始了我的旅行。这条大道，在古代也肯定是联系着

中原与敦煌、西域的主要交通线，但在地面以上却

没有发现任何古代 遗迹 。在嘉峪关和玉门县之间

的路边释站附近，有一些小块的耕地，由于从横贯

这块高原的山地上排下来的地表水很少，因此这些

小耕地没有多少重要性可言。我们 已经注意到的

位于嘉峪关西北的那些乱石山，沿着大路一直 向同

一方向延伸，对这条大路来讲，它曾经扮演过一道

a自肃州至玉

  门县的大路

4更靠北的汉

  长城

① 参见本章第二节。—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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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十二墩)

汉长城之烽)

遂

有效的屏障的角色，从北面护卫着这条道路。这山

冈的最大部分，除了步行之外皆无法逾越，而由白

杨河和赤金河(Ch ̀ ih-chin )切出的两条峡谷也非常

易于戍守。正是这道天然屏障的坚固性，最初曾使

我误认为这地方曾是汉代的亭障线之所在。实际

上 ，汉代的戍守线分布在山北连成串的凹地里。由

于时间和交通工具之限制 ，直到 1914年我才实地走

访了它们。也正是在那时，我寻找到了从疏勒河到

肃州河和甘州河汇合处 以下地段上的汉长城遗迹。

    在这次返回安西的旅途中，我成功地确定了刚

提及的那部分汉长城的起点之所在。9月20日向

玉门县进发途 中，穿过那座构成了疏勒河与赤金河

分水岭的绝对荒芜 的砾石高原 ，远远地我就注意到

了分布在北山浅山脚下 的一 串小村庄。奥勃鲁契

夫(M. Obrucheff) 1894年的旅行路线图，曾标出了分

布在那个地 区附近的烽健废墟 ，而且那地方的村庄

的名字很特别，叫做“十墩”(“第十烽隧”)、“十二

墩，’(“第十二烽隧”)之类 ，这些名称分 明得 自那些

烽隧。翌日，我从玉门县出发向北行，目的是去好

好地了解一下它们。在骑行了16多英里后，我们涉

过了一片被渠水和疏勒河水所淹没的长满芦苇的

凹地，来到了十二墩村。

    灌溉着十二墩田地的河流左岸上面，分布着一

连串狭窄低矮 的堆 积着风化岩石 的山脊 的最外 围

部分，风化的碎石在沿光秃秃的北山及其以内很多

地方都可看到。山脊上有排成线的烽隧，有些损毁

很严重，有些被重修过，但所有的烽隧都有一个古

老的芯。十二墩 以上发 现的那些烽隧 中最东面 的

一座 ，表层被用粗砖整修过 ，大部分地方 的砖都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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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古代的夯 土层 中。而它下 面位于 山脊脚下的

一座小堡 ，看上去明显地很古老。它有着厚实的建

筑，坚固的10英尺厚的泥土墙围出了一个52英尺

x 42英尺的空间，它让人回想起古玉门的小城堡

T. XIV，特别有意思的是它也有一个同样的叫做“小

防盘”(Hsiao fang-p'an)的当地名称，“小防盘”一名

字面上的意思是“小的防卫营地”。在循着山脊向

西行了大约半英里后，我遇到了第二座烽隧，虽倾

颓得很厉害但却显示 出了明确的古老性 。它有着

与汉代城墙相似的芦苇层 ，隔 12一14英 寸将夯土

层分开。其基部 大约为 19一20英尺见方 ，像敦煌

长城上的很多烽隧一样 ，只是从大约 14英尺高处

颓毁 了。第三座烽缝发现于这 同一 山脊上更西处

1英里多远的地方 ，倾颓得更厉害，仅有 8英尺左右

高，而且甚至于这剩下的部分也被风力侵蚀得千疮

百孔。这座烽健里也有着薄的芦苇层 ，可 以清楚地

看出它们将夯土层隔开了。

    正是在烽隧处，我第一次注意到在山脊的斜坡 4古城琦遗迹

(脊的顶部仅宽 15一25英尺，高出周围地面约30

英尺)上，厚厚的撒落着半硅化的红柳和野杨树的

枝子。它们大量堆积在这道山脊上 ，而这儿又不能

生长这些树木 ，因此就使人立刻猜出它们是用来建

造城墙用的。这是敦煌北面和西面的城墙 所使用

的一种方式。更近一步去观察 ，发现就在这烽健西

面约 40码处 ，在 山脊顶上还有一部分城墙仍处于

原位置上。在豁 土砾石 的碎屑层之间夹放着一些

枝条 ，这与敦煌以外长城沿线所见到的情况一模一

样。由于这儿所用的材料的粗糙，城墙的底部被建

造得更加 厚 。它在原位置上 的基部厚度在 巧英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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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延续的)

城墙

自三道沟到)

布隆吉的道

路

左右。沿着碎 屑覆盖 的山脊大 约 300码 的范 围之

内，其遗迹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这些城墙一直延

续到了山脊下的盐碱地平原为止，并最终消失在那

里。那地方的地面易受到不时来自疏勒河的洪水

侵袭 ，个别间隔期间还可能受到从北面的标志着北

山边缘的高原上冲下来的洪水侵袭。

    西北方大约 3英里处 ，有一座陡立 的烽健 屹立

在最近处的高原脚下。走近这烽隧，我发现了延续

着的城墙线。我循着 自十二墩 向东至 护海子小 绿

洲的城墙线做 了勘察 ，然后 又越过一大片沙漠废地

到了毛 目一带 的肃州河下游 。护海子 还有一个有

意思的名字叫营盘(军营)。十二墩至护海子之间

的城墙段，或多或少地与一条今天仍时不时地被蒙

古人及其他人使用的道路相平行，那些人意欲翻过

安西至哈密大道东面的北山，走一条直接的路前往

哈密。对那些从哈密方面过 来沿此路旅行 的人来

讲，十二墩是靠近甘肃边界的第一处有人居住的地

方。因此 ，在古 时候 这里也 可能 曾有过 它 自己 的

“关”。但是，这个事实对于“玉门”一名后来转变成

现坐落在玉门县 中的地域首府 的名称是 否有所 帮

助呢?这个问题尚有待探讨 。

      自十二墩 出发 ，我返 回到三道 沟(San-tao-kou )

村附近的现代公路上来 ，该村位于玉 门县 的西 北。

9月 22日的旅行把我带到 了布隆吉 ，沿途经行的地

面，大片大片地被从疏勒河 中流 出来的水所淹没。

此外在西面砾石 冰债 滩脚 下会聚 的沼泽地泉 水也

漫流开来，浸渍着我脚下走过的土地。废弃的大片

耕地上现在又灌木丛生，一直到七道沟(Ch' i-tao-

kou)那里 ，它们是东干人的叛乱所造成的疮皮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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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还有一片宽广的草原，有一块沼泽洼地横

着穿过它。这洼地提供 了一处优美的牧地 ，在那些

逝去的岁月里，它必定吸引过那些游牧的人们。站

在道路所经过的高地上 向北望 ，我看到了远处的排

成一条线的烽隧的影子，沿着疏勒河深邃的河床的

右岸延伸着。由于某些地段上连续的风力侵蚀作

用以及其他一些地段内的潮气侵蚀，在地面上已很

少能看到城墙线 的遗迹 了。这种状 况一直持续到

废弃的骤站桥湾城(Ch'iao-wan-ch'eng)以西时才变

得好一些，那里的地面是一种坚硬的砾石滩。

    布隆吉堡的围墙有 1 100码见方，它在 17-18

世纪曾被用作中国的一座重要要塞 ，但它所在之处

现在已几乎变成荒漠了。在康熙和乾隆大帝时期，

这座城曾被用作击退准噶尔势力威胁并最终征服

新疆 的事业 的前沿基地。为了控制经 由北 山的几

条道路(一支游牧的敌人可以从哈密经这些路直达

疏勒河和甘肃境内)，当然需要在布隆吉建造一座

坚固的堡垒 。这堡垒还能用来替戒它西面大 约 12

英里的峡谷 ，那里有一条河流 ，公路 也在那峡谷 中

穿过。

    低缓但陡峭且布满乱石的湾山子 (Wan-shan-

住石)山，是我们曾路过 的位于桥子北面的山冈向

东北方向的延伸。它突兀地蹲踞在河岸边，而对

面又有一道小但几乎孤立 的山冈，那 山冈是北 山

山脉向南面伸 出的最后一道余脉。河水 曲曲折折

地从这两座山冈之 间的峡谷里流过 ，峡谷 的底部

宽仅半英里。湾 山子山的一端 在河 床边整齐地 中

断了，河水在它脚下流淌着，道路只能向上通过

山 脊 的终 端 ，那地 方 高 出河床大 约200英 尺 。正

叼沿疏勒河北

  岸的城墙线

4伯勒齐尔城

  堡

4湾山子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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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山子的烽)

涟和寺庙

在小宛以外)

寻到的城墙

线

是在这个易于观望和守卫的地方，古代亭障的设计

者们以其对地形之军事优势的考虑，将其边防线选

择在河的左 右两岸上 。1914年我考察 了山脊顶上

面朝着湾山子的烽隧，调查证明，其时代无疑可追

溯到汉代 。后来对其底部所堆积的碎屑清理，出土

了一两件属于那个时期 的汉文木 简。沿着 同一 山

脊的南脚和东南脚，可看到清楚的城墙痕迹，在这

一带的墙 主要是用粗糙 的石块建成 的。在更靠西

的低地上，其遗迹自然而然消失了，因那地方再往

下就是河床 了。

    在河的南岸以及沿着湾山子山的西北端，我未

能找到任何可 明确地辨 认 出来 的城墙 遗迹。但 在

那山冈靠近道路之处，却有两座巨大的烽隧，西面

一座烽隧的旁边还有4座小型的砖建筑，看上去似

乎是寺庙的遗迹。我在这里可以补充 的是 ，在河左

岸刚接近湾 山子山脚的地方 ，有一座建造得很好的

寺庙废墟，带有几座佛塔，它被称作“老君庙”(Lao-

chiln-rniao)。所有这些遗迹都毁于东干人的叛乱之

中了。先前我曾推测说，湾山子山脚下的峡谷，应

该用来作扩展到敦煌及 以外地方 以前 的汉长城的

一座“关 ”。如果曾经是这样 的话 ，考虑到先前 的解

释，或许我们可以承认，在这些寺庙中缠绵不尽的

本地信仰的流韵，似乎不变地缠绕在这个“关”的遗

址之上。

    湾山子以外的河的左岸上，原先必曾有过亭障

的城墙 ，但直到过 了小 宛村的地面 以后 ，我 尚未发

现任何遗迹。在河与南面山冈脚下之间的低地上 ，

生长着一片灌木丛 ，这些地方并未被 实际耕种过。

在这一类地面上 ，很 难期待有什 么古代亭 障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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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迹保存下来。在小宛村以下大约5英里处，道

路从灌木丛和废耕地上延伸到了一片更开阔的地

面。我在那里遇到 了一座大约 208码见方 的围墙

废墟，称作“破城子”(P ̀o-ch'eng-tzti)，意即“古城”。

其城墙仍有 10一12英尺高 ，看起来似乎并不很古

老。城外有一条水渠流过 ，那水一直流到了瓜州耕

作区的最南部分。现在我正在接近 3个月前前往

桥子时看到的分布有两座烽隧 以及联结着它们的

城墙的那片光秃秃的山冈。①在破城子以西大约 】

英里，我发现了一座倾颓得很厉害的土墩，大约有

12英尺高，直径约10英尺，我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它

也是长城线上 的一座烽隧 。其夯土层依然 清晰可

辨。

① 参见第一章第三节。—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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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哈密和吐鲁番之行

第一节 从安西到哈密:玄类穿越沙漠

安西至哈密)

的山道

公元73年后)

“北道之重要

地位”

      为了节省时间 以及保证那些珍 贵文物 的安全

运输起见，我只好选择了这条(中国的)现代山道去

哈密。走此道必须要穿过北山砾石沙漠地带，大概

需要行走 11段艰难的里程，合计约218英里，方可

到达哈密。欧洲旅行者经常走 这条道 ，主要为收集

一些有关地质方面的详细 资料。然而 ，对那些非地

质学家来说 ，在这片广 阔、荒凉的砾石戈壁上能看

到的地形特征 恐怕就少得 可怜 。这条道在那 些严

重风化 、最高峰达 700()英尺的山脊上蜿蜒崎岖 ，打

破了山脉的单 调和宁静。山脉之 间有较宽且 充满

碎石的 山谷或 高原 ，它 们距此道 仅几 百余英 尺之

遥。但这种真正的戈壁通道也会激发那些研究古

代地理学的学者们的兴趣 ，此外这条道在历史上所

起到的重要作用也是值得重视的。

    我们路过 了一个又一个破烂不堪的路边释站 ，

每一个释 站都建 有简 陋的小 泥屋和微 型燎 望塔。

此外 ，到处都 可以看 到 一些类似井或水渠的浅坑 ，

都因缺水而枯竭，填满 了 一堆一堆的垃圾。同样，

我们偶尔也能看到大 片不毛 之地，没有任何灌木 、

芦苇或杂草之类 的植被。我认为，我们观察到的这

种交通状况本应有所改变 ，但古今变化却很小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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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73年，东汉人首次在哈密立足后，这条“北

道”才有所改观 ，增加 了西起敦煌 、东 自肃州和疏勒

河流域的几条可通行的支道。这条北道若称不上

是主要通道，也可称得上是通往天山南北两麓各地

区和塔里木盆地 的重要交通路线 ，确实起到 了很重

要的历史作用。每 当东汉 的统 治势力扩大 到这些

地 区，并能抵御北方野蛮人的袭击时 ，这条北道一

定犹如今 日一样繁忙。根据仅有 的汉文文献 资料

和后来西方的有关资料可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由敦

煌直接抵达楼兰和塔里木盆地北部绿洲地 带的道

路在公元 4世纪被 彻底废 弃后 ，这条通 往哈密 的

“北道”一定如同今日一样的适用，成为中国与中亚

之间商贸和军事活动的主要干道。

    不管是在安西通往哈密的干道，还是在任何一 4饲料、牧草

条与之大致平行的支道上，这些道路的地形特征都 和水的极度

非常接近。走这些道 的军 队和运输 队始终 都为他 短缺

们的一大群牲畜所苦恼，因为他们无法找到足够的

芦苇秆来喂饱它们 ，有些地方甚 至连水都找不到 。

他们还面临着极度缺水和燃料等困境，这些困难严

重阻碍了他们的行程。燃料 问题在此显得 同样重

要，因为北山高原上那冬季冰冷的气候，以及春季

盛刮的卷着雪花的东北风，使他们感到无可奈何、

寒冷无 比。在这次旅行中亲眼 目睹 以及听取那些

在世的 目击者的回忆 ，自然使我联想到清朝花 费了

多么大的代价，在平定了回民叛乱后，又从甘肃出

发，在哈密集中了较强大的军队，从而很快威慑和

摧毁了阿古柏在新疆建立的伊斯兰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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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越北山经)

历的重重困

难

玄奖穿越沙)

漠到哈密

    汉唐时期 的远 征活动碰 到的各种困难不 会比

现在少，即使是因为气候干早化，使得水源、牧草和

燃料减少 ，但我们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北 山的中央

地区在那时也是一片戈壁 ，难怪汉人一提起来 就害

怕。我们应该记得，中国在他们的统治区最初开辟

和保护这条交通要道时 ，经常与令他们生畏的敌人

展开激烈的斗争。这不仅 仅是 因为敌人拥 有较强

的军事力量 ，而且 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对于那些

已习惯于四处 流浪 、穿越大片荒野 、爬 山和长途跋

涉的游牧民族诸如匈奴、突厥和蒙古族牧民来说，

穿越沙漠算 不了什么。然而 ，对 中国人来讲 ，穿越

即便是今天也只有屈指可数 的几个井或泉眼和几

片草地的沙漠却 是相 当艰难 的。我从此次旅 行 中

获得的经验，以及我1914年末考察曾被调查过的由

肃州河至哈密东北部的道路时，所获得的具有指导

意义的经验，促使我更好地认识到，在北山西部的

沙漠地带因极度干早而完全不能通行之前 ，古代匈

奴部落是如何 翻越 天 山南下袭 击敦煌 石窟 的。北

方大批的偷袭者由于人畜早已习惯了游牧生活，且

熟知当地的地理条件。即便是现在，他们也能迅速

地穿越这条介于北山 中央和东部 的巨大 的 自然屏

障，对南部地区发动袭击。

    因中国人拥有 固定的文 明概念 ，所以对他们而

言，穿越沙漠始终反映的是落后的一面，不管他们

是军人、商人还是普通 的旅游者 。这一观点在玄类

《生平》中得到了彻底的反映。《生平》中保存了玄

类伟大的取经路上的历险经历，其中提到了他从瓜

州 出发，穿越沙漠 ，到达伊吾或哈密的传奇故事 ，写

法 也 很特别 ，读来津津有 味 ，文字也有特点。关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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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冒险旅行的起点和玉门关站当时的确切位置，

我在前面已详细讨论过。而且我还表明，我坚信玄

类是从疏勒河的某处出发穿越沙摸的，这一地点一

定距今安西很近，并距现在横跨这条河流的主干道

不会太远 。出于水源问题的考虑，这条道除了在大

泉和沙泉子之间有一个弯道外，由安西或瓜州到哈

密绿洲的道路均为直线。由此推测，伟大旅行家玄

类选择的这条古道，正如(生平》中清楚记载的，玄

奖走了前四段路程后，偏离了这条道。而且我坚信

此地点一定距现代 的道路不会太远。

    地理因素在探险中非常重要，历史上那些勇敢 4安西至哈密

的探险者险些因过度干渴而半途而废。因此我们 道的地形特

先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然后才出发追寻他们的足迹 征

探险。下面我最好还是简要地说明一下现代这条

山道上主要的地形特征。由安西 出发走的前五段

路程 ，需要翻越许多狭小的山脊。它们大体上都是

东西走向，并距山脉间很宽的高原似的山谷略高一

点，那些供水的骤站均位于山脚附近。在前三站

(白墩子、红柳园、大泉)我们发现农民是通过引水

渠来灌溉土地的，而在马莲井和星星峡挖6一8英

尺深就能见水。这些地 区不仅水质较好 ，而且还有

一些牧草。因此将甘肃和新疆两省 的边界定在星

星峡，看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再往西行，地理条件

就发生了变化 ，情况 明显恶化 。如通往沙泉子和苦

水的两段路程多为光秃秃的岩石和砾石堆，这些地

方的海拔高度与前述的几个地点的平均海拔高度

相比较 ，这里 已逐渐 降低 到了 2000英尺左右。这

里植被也越来越少，水的碱性变大，“苦水”这一地

名所蕴含的意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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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水以西的)

艰难旅程

玄奖在烽涟)

附近的历险

    下一站是烟墩 ，这是我们在 中国境 内旅行时 ，

走过的道路 中条件最差的一段。它大约有 35英 里

长。这条道从荒凉的砾石坡地 一直可达低于苦 水

1 500英尺的盆地终端，一路上不仅没有水，更找不

到任何可栖身之处，同时，这段路程还因夏日的酷

热以及秋冬季东北风的严寒刺骨而充满着艰险。

正如我1914年的调查所证实的那样，这个大盆地或

烟墩通道向东延伸了很远，并显然充当了由蒙古南

部穿越东库鲁 克塔格 山向南抵罗 布泊盆地 的冬 季

刺骨的寒风的主要通风道。从苦水出发，一路上都

有运输队牲畜的死尸，或者是不为人知而丧身的人

骨架作路标。从烟墩再向前走的一段路程，同样是

砾石戈壁 ，但距离相对较短 ，它 一直可通到一个很

宽的黄土地带南缘 的常流水渠。这 条渠的水源来

自卡尔里克塔格山上的雪水，河床上长满了茂盛的

灌木和芦苇。此外 ，我们还看到了哈密的第一 片种

植区 ，面积相对 比较小。再向前走两段较平坦 的路

程，我们便抵达了位于绿洲中央的城镇哈密，又称

“库木勒”(Kumul)。

    从疏勒河畔出发不久，玄类就被他那年轻的当

地向导所抛弃 。玄奖 就以那些动物死 尸和马的粪

便为路标 ，继续 向前走。当他看到远处有许多军 队

时，感到非常恐惧，一旦走近，他们就消失了，这便

是著名的“海市属楼”，显然是一种幻觉。在我离开

安西之后 ，行走的几段路程 中，除 了竟然在这样 的

季节还能感觉到秋季般凉爽外 ，还常能观察到这种

海市厘楼的景观。走了大约80里后，玄类到了第一

个烽la。为了安 全地通 过这里，不被发现 ，他 一直

等到夜幕降 临。当他 在烽隧旁 准备灌 满他 的水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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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幸却被烽健上放哨的卫兵射中了一箭 。因为

他称 自己是从中国都城来 的，所以就被带到 了烽越

的校尉面前。这个校尉是敦煌人，名叫王祥，待玄

奖很友好，在未能说服让玄奖返回都城后，第二天

一早就告诉他如何走到第四个烽隧 ，这个烽隧是 由

王祥的一个亲戚负责管理的。玄类到达第四个烽

隧的当夜，又经历了同样的遭遇。在遭到卫兵的射

击后，他才被带到了校尉面前。校尉见到王祥的信

函后，才开始给玄类治疗伤口，同时，还警告他不准

接近第五个和最后一个烽隧，因为那里的卫兵脾气

暴烈，恐出意外，但允许玄类到百里以外叫“野马

泉”的地方(意为野马的泉)去灌满他的水袋。①

    玄类离开第四个烽隧，走了一小段路程，不久 4玄奖在莫贺

就进人了长约800里的莫贺延沙漠，古时称其为沙 延迷路

河，意为沙漠之河。这里既看不到飞鸟和走兽，也

看不到水和牧草。因再度被海市屋楼 的幻觉所 困

扰，他在沙摸中迷失了方向，没能找到那个“野马

泉”。更不幸的是，他把从第四个烽健得到的装水

的大皮囊掉在了地上，其内的水也全部都漏光了。

此外，因为偏离那条道太远，他再也不知道该朝哪

个方向返回。最后，他决定向东走，回到第四个烽

隧，大约走了 10里路，他突然想起他曾发过誓，在

到达印度之前决不向东行。他马上“虔诚地向观音

菩萨祈祷，希望指引他向西北行”。他环视四周，只

见一望无际的平原 ，没有任何人或 马的痕迹。他夜

间经受磷火(鬼火 ，原文为“妖煊举火”— 译者)的

① 慧立、彦棕《大慈思寺三藏法师传》。— 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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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恐，白日又遭可怕的沙漠风暴的袭击，同时要忍

              受饥渴的痛苦和折磨，玄类行走了五天四夜，没喝

              一口水，最后终于支撑不住，精疲力竭地躺倒了。

              第五天半夜，玄类虔诚地向观音菩萨祈祷之后，感

              到一阵凉风使他清醒，这时才发现自己已小睡了一

              会儿，并梦见一种神力促使他继续向前走。大约又

              行走了10里路，他的马大概也想歇歇脚，突然朝另

              一方向跑去 ，跑 了几里后 ，就把他带到 了一片绿草

              地带。玄类在这里喂完马后，准备继续向前进，这

              时他突然又发现 了一滩清水 ，感到有救了。他在此

              停留了一天后，带着鲜水和马草料继续他的旅行，

              最终走 出了沙漠到达伊吾 。

玄奖与野马) 据说玄奖曾被警告不准去第五个烽越，具体是

泉 指星星峡。他从第四个烽隧开始偏离主道，去寻找

              100里 以外 的“野 马泉”。他没找到野马泉，就试图

              沿原道再返回第四个烽健。据他讲他是向东往回

              走的，这就清楚地表明，给他指的“野马泉”的位置

              必定在此以西的某个地方。现在我们参考一份穿

              越边境的俄 国地 图上标 明的 由敦煌通往哈密的道

              路(是罗博罗夫斯基上尉的探险队调查时绘的)，由

              马莲井向西走大约 30英里 ，从苦水进人安西至哈密

              道之前 ，在马莲井 的西北一西走约 30英里 ，确有一

              个地方有水草。因此 ，这个古代和现代一直存在的

              泉眼很可能就是玄奖徒劳寻找的“野马泉”的所在

              地。玄类因无向导而没发现这个泉 眼，对我来说 的

              确是一个经验。因此 ，我 1914年 9月在北山东部穿

              过未经调查 的那片地 区时 ，始终以此提醒 自己，并

              尽力去熟悉周围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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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是今日去哈密的旅行者，要想回避星星

峡 ，最好在马莲井就离开主道向西北西走。为此他

必须翻越一座又一座北山山脊的最高峰，因为出星

星峡之上这条 主道要经过一个崎岖的峡谷。因此

在这种地方 ，当然不可能沿直线行走 了。这种地理

环境完全可以解释《生平》中的那一段话:“偏离主

道越远，就越弄不清该朝哪个方向走了。”据说，玄

奖寻找“野马泉”未成功之后 ，就决然 向西北走 ，他

没有被饥渴和沙漠中的各种艰难险阻所吓倒，勇敢

地前进。他是 出于宗教信仰才选择 了这条道路，同

时也显示了一 个伟大 的旅行家 的胆略。对 于那些

知道如何保持不迷失方 向的人而言 ，这是 一条光明

之道，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玄类完全拥有指南针

般的直觉，这是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的意识，这一

点我们从流传下来的玄类的著作《西域记》中记录

的地形特征上，能够得到充分证实。

    由这条道往西北方 向，旅行者将经过苦水周围

大片荒凉的砾石带 ，到达烟墩洼地 ，由此再 向东南

走，可到达库鲁克塔格山雪水灌溉的农耕黄土地

带。据说在穿越莫贺延沙漠时，玄类没喝一口水，

熬过了五天四夜，直到第五天夜里经过歇息后，蹄

姗前进了几英里后才到达 了一个有牧草和水塘的

地方。在此，我们发现《生平》中记载的这一段距离

的长度 ，正如我们所预料 的那样 ，与实际的地理距

离很接近。我们从 现代旅 行路线 中可知，由“马莲

井”即第 四个烽 隧到 哈密境 内的第 一个有水草 的

“常流水”的地方，需要行驶五段里程，全部里程合

计约 106英里。同现在一样 ，那 时从第五个烽隧到

哈密常用的道路上一定会有不少水井 ，也就是说在

a玄奖离开马

  莲井后的行

  程路线

4走在茫茫的

  沙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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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泉子、苦水、烟墩等相应的地方，或在其附近。对

              玄类来说，不是找不到这些井，而是因为他离开了

              旅行路线，再去寻找那些井恐怕就非常困难了，我

              在同一沙漠 带 的旅 行经历 使我深 知其 中的痛苦。

              玄类选择的道路恰好与主干道平行 ，尽管它们之间

              只相隔几英里，但对玄奖而言，这却始终是一个谜。

(生平》记载) 我相信是因马的嗅觉或本能使得玄类在即将

的真实性 渴死和精疲力竭的时候，最终抵达救命泉，慧立描

              述的这一情景是真实 的。据说 玄奖从瓜州 出发开

              始他的冒险旅行 之前 ，为 了他 自身的安全 ，他 明智

              地与一个当地人交换了马，因为这匹马已往返哈密

              巧次以上。众所周知，马和骆驼在沙模中从遥远的

              地方就能嗅到水 和草的味道 ，或有 特殊 功能，走过

              一次就能准确地记住水草的确切位置，所以毋须我

              本人再测试这匹马了。慧立描述(指在(大慈恩寺

              三藏法师传)中的描述— 译者)的准确性是能够

              自圆其说的，玄类在途中花了两天多时间才到达哈

              密 ，这与现在 由常流水到达哈密需要走的两段路程

              相一致，距离约35英里。因此，我们认为(生平》中

              的记载，包括那段伟大的旅行是十分令人满意和信

              服的，虽然 对其 危险的经历有些夸张和虚构 ，但是

                慧立的描述的确应是出 自玄类之口。

第二节 哈密的历史地位

哈密的重要) 哈密在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史上起到了重要作

性 用，所以这次能够选择北道 返 回塔里木盆地 ，亲眼

              看看哈密让我感 到特别高兴 。但我在 哈密绿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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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的时间都太短 ，几个偏远村庄也是匆匆而过 ，我

无法确切 了解 现代和过去 这块土地 的一些情 况。

我对哈密和哈密人的个人印象，可参考我自传中的

记录。在这里 ，我想把主要精力放在那些重要的地

理因素上 。因为这些能够说 明哈密 的历史地位并

解释其重要性，尽管这里自然资源匾乏。

    大家都知道哈密在突厥语中称为库木勒。有

关哈密的文献明确指出，自汉代后期，随着中国贸

易扩大到中亚，哈密在北道上占据的位置日益重

要。而楼兰在中国开始向西部扩展时，以及它于汉

代前期在南道上 的位置也是 同样的重要。如果没

有楼兰在罗布泊沙摸西部作为桥梁和基地，利用最

直的路线到达塔里木盆地在体力上对 中国人来说

是不可能的。同理，如果没有在哈密可耕种区即北

山沙漠西北部设立一个 自然的立足点 ，开辟和保护

直接通往东天山南北各地区的道路，对他们来说就

更加困难了。

    哈密可耕地有限且水源也极度缺乏，在古代这

些现象恐怕比较常见。然而，在汉族军事屯垦者的

帮助下，哈密的农业资源得到了发展，这些一次次

证明中原王朝对中亚的策略是尤为重要的。公元

73年以后，每当中国势力强大并企图重新统治中

亚时，哈密就 自然成为汉族军队的一个聚集点或基

地，为推翻北方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的政权，镇压

1876-1877年的准噶尔叛乱时，都将它作为军事基

地。从古到今 ，人们发现对各种商贸和运输活动来

说，北山沙漠始终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所

以哈密就成 为旅行 队伍再储 备食物和让牲畜好好

a楼兰与哈密

  地位之相似

a哈密— 重

  要的前沿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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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息的地方。“哈密省过去是一个帝国，它有无数

              城镇和村庄 ，但它的主要城市 的名称为哈密。这个

              省位于两个沙漠带之间，一边是罗布泊大沙漠，另

              一边的小沙漠带，最多有三天的里程。这里的人们

              均为宗教崇拜者 ，并使用一种特殊的语言。他们有

              很多果树 ，他们主要靠果 子生活 ，而且还可以卖给

              来往的行人。”①

哈密水源缺) 哈密绿洲能够存在的重要原因是从其附近引

乏 来 了灌溉水源，即从卡尔里克塔格 山引到了天山最

              东部地区。正如这座 山名暗含 的意思 ，山不仅高而

              且能获取足够 的湿度 ，确保终年积雪 。这部分天 山

              上积雪覆盖的山脉不长，山顶上的长度约25英里，

              从 山脊上流下来 的水的总量也有限，因此无法通过

              其南部山麓的砾石坡地的地表，除非偶尔下暴雨，

              导致 山洪暴发 时才能流 到这 里。大量 的水在 地表

              流淌的途中就被蒸发掉了。因此，只有在地下流

              水，即通过在砾石坡地的下段开挖水渠的形式来浇

              灌才会奏效，就像和田和于田地区的喀拉苏河流一

              样，使其下段的可耕种的黄土地带的灌溉水源始终

              有保障。如果要从前面谈到的位于低洼地的水源

              挖水渠来进行灌溉，那么就必须放弃卡尔里克塔格

              山内隐蔽的几小片可耕地，这样就使哈密地区的种

              植区局限在那 条狭长 的可耕 种的肥沃 土地带 。因

              为沼泽地或其他缘故 以及大片无法耕种的土地，使

              哈密主要绿洲种植 区最宽处也不过 5英里余。在

              河流的出口处，如同和田、莎车和库车等地一样，没

① 见尤尔《马可·波罗》,209页等:— 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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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条足够大的河流能够灌溉相应大小 的冲积扇。

尽管所有的汉文献都强调哈密土地肥沃，气候条件

适宜，然而哈密的种植区的人口数量却一直是有限

的，这方面的情况与楼兰也格外吻合。

    由此楼兰和哈密理所 当然地成 了中国人 的桥

头堡，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中国人从这里穿越沙

摸 ，进人中亚。如果此说不误 ，那 么，这两个地 区地

理位置上的差异，应该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在谈

论楼兰，或甘肃至楼兰的古道时，我曾经指出这条

道尽管受到北方敌人的骚扰 ，但却保 护得非常好。

宽阔的沙漠带和库鲁克塔格山寸草不生的高原形

成了有效的自然防御工程，从而阻碍了天山北部敌

人的人侵，因为匈奴或他们的游牧继承者在这里无

法找到牧场。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 由于特殊的

地理条件给灌溉带来的重重困难 ，使用这座桥头堡

从一开始就很危 险。这些往往与对 沙漠中遥 远的

绿洲地区的控制有密切关系，可能受持续干旱的影

响，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楼兰最终在公元4世纪被

废弃 。

    然而，我们在哈密发现的情况却相反。虽然这

里灌溉种植区的 自然水源极度短缺 ，历史时期尽管

气候的变化或三角洲地带特别容 易产生的河 道变

迁，均未严重到威胁哈密存在的地步。另一方面，

因为哈密北方无天然屏障，所以北方游牧民族很容

易人侵。由于这里的气候不太干早，所以这一地带

的天 山北部坡地上草木茂盛。我 1914年去 巴里坤

和奇台(Guchen)时，曾对这一点有了充分的了解。

必然是这个原因吸引了大量的游牧民族，并导致人

侵。从汉文文献中记载的汉唐时期历史中，我们可

a哈密与楼兰

  之比较

d哈密北方无

  天然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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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后期至)

唐代的哈密

中国重新统)

治西城后的

哈密

以找到大量的证 据 ，证 明匈 奴及 其游 牧继承者 (追

随者)在此势力不 仅强大 ，而且他们 统治的时间也

比较长。这里四季都能通行，无论是向库鲁克塔格

山以西，或以东地区，并为由北部通往哈密平原提

供了通道，无疑大大便利了人侵。而且，马车能轻

易通过巴里坤达坂 ，只要走一天即可抵 达中央绿洲

地带。

    每当中国在中亚的势力减弱时，哈密就要遭受

北方的侵略。北方势 力的不断人侵 就足 以说明哈

密交替变换的历史，如同(史记》中记载的那样，甚

至延续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要想弄清伊吾命运突

变的详细原因，就如同哈密从汉至唐代就为中国人

所知那样 ，不属于我的探讨 范围。关于哈密的早期

历史，我们知道公元73年中国在哈密建立了第一个

军事屯垦区，在后来的四年中伊吾又一次沦陷到了

匈奴手 中。公元 90-104年又被匈奴 占领 ，哈密遭

受了同样的命运。根据记载中国政府是在公元 131

年在此再度建立军事屯垦区的 ，可知中国的这一举

措完全是出于哈 密的战略地位。但 很显然随着东

汉在西域的统治势力的瓦解，在公元2世纪中期之

后东汉终止了对哈密的控制 。公元 608年哈密向隋

代最后一个皇帝投 降后 ，同样 中国政府对它的统治

时间持续不长 ，不久西突厥就重新征服了哈密。公

元630年，唐太宗向西突厥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此

后20年内唐朝政府一直向西域扩大其统治势力，最

后达到统治西域及其以远的地区。其间，我们发现

哈密的主要首领是最早投奔唐朝寻求保护者之一。

    在公元 8世纪 的混乱时期 ，即北方的突厥和南

方的吐蕃都十分嚣张时期，哈密是怎样的恐慌，我

们 了解甚少 ，或根本不知道。那时唐朝为了竭 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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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与西域各国的交流，最终彻底摧毁了他们在西域

的势力。但当大约 1以刃年后 ，康熙皇帝发动的平

定准噶尔的战争，使中国又一次收复中亚，哈密作

为双方势力交战的地区又一次遭受践踏。要始终

保住哈密这开放的桥头堡，对中国人来说是相当困

难的，因为那时还未完全统治其北部领土。在巨大

的伊斯兰叛乱期间甚至使哈密再次失陷。这片绿

洲被汉人和来 自巴里坤 的回民交替统治，甚至有些

年几乎完全被抛弃。

    哈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促使我很想揭开历史

上的困惑 。我是指通往哈密的北道 ，尽管它在地理

上较通往罗布泊沙漠和楼兰的道路容易得多，但为

何直到 2世纪后才被汉人开辟利用 呢?显然汉族

政治家们充分认识到 ，只要北方匈奴的势力被摧毁

之前，要占据如此开放的前沿基地确有相当大的困

难。因为他们认为与 自然环境的困难 斗争要 比与

对难以捉摸且不可征服的匈奴的斗争要安全得多。

后来的确有必要寻找一条通往“车师后部”的道路，

即与吐鲁番相接壤的现代的古城地 区的直线通道 ，

它不是公元 2世纪开辟的通过哈密的道路 ，而是一

条由古代玉门关北部出发的沙漠之路，在(魏略》中

描述为“北新道”(《魏略》原文称“新北道”— 译

者)。在探讨上述问题 时，我们会明 白这条道一定

距哈密较远，而且相信受无水的沙漠荒野的自然保

护。

    也许 同样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 ，以及 哈密经

历的政治上的变化 ，哈密人没有鲜明单一的民族特

征和地方文化 。正如和 田、库车和吐鲁番地 区的遗

迹和重要人种特征所证实的那样 ，尽管从地理位置

4非汉族先民

  所开辞的哈

  密道

(哈密的人种

  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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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观察，这些地区散居各处，但却保持着一致性。

据我所知，与新疆其他任何地 区相 比较，我认 为现

代的哈密人从语言 、举止和穿着上都深受汉人的影

响。同时在体质特征上，我认 为他们表现 出纯种突

厥人成分 的混合 ，与那些在塔 里木盆地的绿洲地带

定居务农 、说突厥 语 的居 民相 比较要 明显得多 (如

图25所示的来自阿拉塔木的哈密农民)。通过鉴定

我搜集的人骨标本 ，乔伊斯先生证实他们原 为阿尔

卑斯类型的伊朗部 占优势 ，他在结论 中指出哈密人

明显具有混合特征。

图25 在哈密阿拉塔木对村民进行人类学测量

哈密的新殖) 哈密的历史就足 以证 明这里人 种之混 杂。这

民者 一绿洲地区一直作 为中国和 中亚之间 的交通要道

              的一个重要骚站 ，大 约已过去了 1 500余 年。这里

                肥 沃 的土地 一定 大 大刺激 了新 的农 业殖 民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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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侵，经过一次次破坏性的袭击之后，这里的人

口数量急剧增加，有来自中国内地的，也有来自

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的。纯突厥人种成分的混合，

被解释是其北部附近有一个对游 牧民族如 突厥有

强大的吸引力 的地方 ，同时库鲁 克塔格 山谷也为

他们定居耕作创造了条件。至今哈密还拥有纯汉

族农业区，他们是平定回民暴动时派到这里来的，

现在他们与当地说 突厥语 的维吾尔族人一起生活

着。

    这些维吾尔族人是由他们自己的世袭首领来 a哈密的世袭

管理的，从 17世纪后半叶在中国控制后，哈密的 首领

首领就从准 噶尔统 治转到 了维 吾尔族人 的手 中，

然后世袭相传 。现在他们的首领是哈密新 统治者

中唯一一个地方 民族首领。地方首领的保 留是为

了在中国的政治控制下保留地方 自治方式的习俗。

据史书记载，以往中国统治西域各地都采用这种

自治方式。

第三节 阿拉塔木(Am-tam，即上庙尔沟)和

      拉布楚克(Iapchuk，即四堡)遗迹

    马可·波罗时期，哈密人还在信仰佛教。一个 a哈密城外的

多世纪之后 ，沙 ·鲁赫 (Shah Rukh)的使节在哈密 佛教遗迹

看到 “一个富丽堂 皇的清真寺旁建有一座精美 的

佛教寺庙”。现在，在哈密绿洲根本找不到伊斯兰

教传人之前的宗教建筑遗迹。然而，在哈密城外，

却可以见到年代相对较 晚的佛 教建筑遗迹。 由于

时间紧张 ，我匆匆调 查 了其 中两 个不 同地点 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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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冲道路)

上的烽涟

阿拉塔木的)

地理位置

河流出口处)

的佛寺遗址

迹。10月24日开始启程，直接向东北前进，这促

进了拉尔 ·辛格实施穿过卡尔里克塔格南部 山口和

山谷的地形调查任务。

    我们走的第一段路，要穿过一大片山麓砾石

地带，然后到达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托鲁克

('rSruk，即石城子)，这样我就有机会亲眼看看途

中被称为阿克其克喀热勒 (Akchik-karaul)的巨大

烽隧了，哈密人都把它视为古迹。它是用晒干的

土坯建造的，非常坚固，底部约40平方英尺，高

度约也有40英尺，其表面有坡度 (分层次)。夜幕

降临之前，我很快地看了一遍，没有找到能够确

定其年代的任何有力线索。但毫无疑问比环绕它

的那些石块筑造 的围墙要 早得多。围墙遗迹的 面

积大约为 00 平方英尺。这座烽隧 的功能主要是用

来传送信号 ，此外 当敌 人翻 山发 动突然 袭击时也

可躲避。而且，其位置也是为此目的精心选定的，

因为在此能够清楚地 看到前往巴里坤和从土尔库

勒 (Tbr-kul)关口下来的道路。

    从托鲁 克我沿 着西南 部光 秃秃的 山脚 向阿拉

塔木走 ，据报告 在八大 石 (Bardash)河流 的 出口

处有寺庙遗址。它们所在的村庄 ，是 哈密王或首

领居住 的地方 ，风景 秀丽 ，周 围是一望 无际的果

园，生产的水果闻名遐迩。繁茂的植被是遗址的

一道风景。背面是陡峭、寸草不生的红色沙石山，

八大石山下来的雪水河流，穿山而过，形成了曲

折 、无法通行的峡谷。

    从图 26中已标 明的遗址 的位置和它们的特征

来看 ，这是一座佛教寺庙集中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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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哈密阿拉塔木佛殿A. III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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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出口处)

的佛寺遗址

佛寺遗址)

    它们盗立在河流的出口处，这是因为其神圣的

地位可 以体现这 条河流 对农业 人 口是 多么珍 贵。

在谈到牛角山(Godriiga，考斯尔格)，即现在和田的

阔玛里(Kohmari)时 ，我曾经解释过 ，那里的地方祟

拜是多么的古 老和执 著。那 里 的种植 者从 古到今

都习惯为他们 的繁荣而祈祷 ，也为他们有充足的水

源来灌溉农 Oi而祈祷 。从 1907-1908年和 1915年

我访问吐鲁番、库车和天山南部山麓的其他绿洲地

区之后，看到很多在河流上游附近修建寺庙的实

例 ，发现这种现象极为普遍 ，这里恰好被命名为“苏

巴什”(Su-bashi)即“水的源头”。那条在阿拉塔木果

林大坡上形成了小瀑布的清澈河流，这里值得修建

寺庙。除了满足在河流出口几百个地区大量种植

果树和葡萄树所需水量外，它还灌溉了塔夏尔

(T-sh-ara，即下庙尔沟)地区的农田，再向下游流到

喀尔木克其(Karmukchi，即一棵树)村庄前后的大片

土地 。

    阿拉塔木 的佛寺遗址可分为两大组。这 两组

寺庙遗址均位于哈密王的花园宫殿的西部，靠近最

陡峭的山脊的山脚。坐落在图27中，包括 A. I, II

寺庙(图 28)的那一 组遗址距 哈密王的宫殿约 300

码，在 一排砾石覆盖的小山丘的最东部山顶上，其

旁还有一些严重坍塌的较小的建筑遗址。如图29

中所示 ，这些山丘 的顶部高出最近的灌溉耕地 120

余英尺，沿山丘的南脚是一条很宽的砾石台地，它

高出地表约 40英尺。在台地的东部边缘 ，我们发现

了几个用土坯建造 的佛殿 ，几乎完全倒塌 。台地上

一条窄长的部分是人工修建的台阶，它是在砾石筑

的底层建筑上建造的 ，现在只残存上部。由此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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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达被A.I主要寺庙占据的(图28.29)平台上。

平 台西南角的围墙部分高 出自然坡地约 16英尺。

图27 哈密阿拉塔木佛殿群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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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I

    东

北片干一
_一 南

洲
戮
撇洲
︸豁

同上 .被毁

雕像基座

生土佛像基座

夯土培

︸麟
。。麟

图28 哈密阿拉塔木佛殿 A. I, 11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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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中残留)

的土坯残块

      在 清理 A. I

的内 部 时 ，我 们

在佛殿 内发现 了

一 个 高 14英 寸

马蹄形佛像座和

一大堆彩绘的浮

雕 塑像 残 片 ，如

图 30是 人 像 的

下半身。这 些残

片大多都属于装

饰佛殿 墙壁的小

浮雕塑像。在佛

座最东端的前部

发现的真人大小

的泥塑像破坏较

甚 ，其 表 面 的 彩

图30 泥雕人像下半身

A. II寺庙的)

清理

绘大部分也都脱落 ，但身上披的裂装的褶仍清晰可

辨 。那些曾用来 装饰 佛殿墙壁 的壁 画有很少一部

分得以保存。在 A. I和 A. II内均发现 了许多兄全

烧焦的木头残片，这些足以证 明这两座佛殿均被 火

烧毁。然而，那些残存的浮雕佛像的残 片和几乎被

全部破坏的壁 画残块 清楚地表明这个遗址 曾遭受

过极大的破坏。据说 在阿拉塔木 冬季偶 尔也能下

6-8英寸厚 的雪 ，但只能保持几周 。然而 ，在离 山

谷约 8英里的八大石 ，每年冬季积雪覆盖的时间长

达几个月 ，夏季还经常下雨。

    A. 11寺庙 的清理结果并不理想。该 寺庙包括

一个面积为 犯 平方英尺的前殿 ，其中殿 内一半的地

面高出其他部分3英尺;还有一个长 13英尺、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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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尺 的佛 殿。彩 绘 的

浮雕塑像残 片表明 ，沿

佛殿墙 壁修筑 的底 座

上 以 前 均 有 泥 塑 像。

在清理 A. II的两边时 ，

各发 现一个 用 生土直

接挖成 的方形底座(图

31)，上面以前可能都

川
职一

            美
，‘七七、‘公努公廿公言卫趁、油粉冷奋岁笼“层

。。。。;。“卜‘仁。。
漏

图31 生土佛像基座

有小佛塔。

    图 27中所示的 A. III为第二组遗迹 ，它包括一

群在沙砾土山脊上开凿的洞窟寺庙，由东向西延伸

分布 ，总长度约 40(〕英尺 ，如 同图 32中所看到 的。

这座山脊与北部岩石山的山脚是完全分隔开的，它

东端最高处达60英尺 ，曾修建两条 通往 山顶 的台

4在土山脊上

  开凿的洞窟

  寺庙

图32 山岭上分布的阿拉塔木遗址A. III废殿群，自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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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通道。在 山脊南部 表面 开凿 了 5个洞室 ，如 图

33,34所示，这些洞室一半是直接利用生土作墙壁，

一半是用土坯人工建筑墙壁。洞室的顶部 ，原本为

弯隆状 ，几乎全是用土坯建造 。每个洞室 内似乎都

有一尊巨大的佛像 ，这些佛像主要是用岩石雕刻而

成的，也有用木片勃合制成的佛像，它们都被安放

在后面的土坯墙内。因此有些得 以保存下来。

图33 阿拉塔木遗址洞窟内殿 A. III . iii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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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阿拉塔木遗址洞窟内殿A. III. ii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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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遗存)

大型泥雕塑)

像残片

    在这些面积平均在 20一25平方英尺之间的洞

室中，A. 111. i第 一个洞室位于山脊西部山脚下，它

的墙壁几乎全都是用土坯建造的，但现在全部遭破

坏。如图34所示，第二个洞室的墙壁表面是用土坯

垒砌的，在北壁上至今仍残留部分壁画，还包括弯

隆顶的部分。紧靠北壁修建的大佛像全部都已消

失。泥漫的墙壁 表面是用蛋 白调 和颜 料进行彩绘

的，东北角残存的那部分彩绘壁画是在菱格内绘的

一尊小坐佛像。小佛像 高 8英寸 ，它是在淡绿 色底

上用红色和棕色线条交替绘成的，壁画的整体风格

与敦煌千佛洞墙壁上很普遍 的菱格形装饰 十分接

近。方形墙壁四角安 置的很薄 的突角拱上残存较

草的花卉图案装饰的痕迹，其风格也均与千佛洞中

见到的相似。

    在A. III. iii(图33)洞室中，仍可以找到大型雕

塑的底座及在岩石上雕刻的背光 ，其后是一条狭长

的回廊。雕塑的上部可能都是用土坯建造的，其外

再涂一层很厚的灰泥 ，仍可以看到曾经用来 支撑头

部的木骨。从照 片上可 以看到 ，残 留的壁 画相 当

少。在东北角的右边是深红和绿色的卷云纹 图案 ，

很可能是一个大背 光的火焰纹边。在突角拱上能

辨认出一些神的形象，衣服飘动，大部分是浅绿色

的，很可能是护世天王。它与在千佛洞洞窟内拱顶

的相应位置上发现的塑像一样，周围均是花卉装饰

的条带构成的团花。圆拱 的根部是几条凸楞 ，系在

芦苇捆上抹泥制成 ，与丹丹乌里克及其他地方的寺

庙内发现的同类装 饰相 同。N 洞室的布 局与前者

相同。巨佛像后面是平整的墙面和回廊，不过这里

佛 像是在岩石上 凿成的 ，从残迹来看 ，它是坐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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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上抹的泥早 已剥落。v洞室的情 况与之完全

相似，主要原因是山顶上的雨水向下流冲刷墙面所

致 。南墙壁 已完全塌毁。原来八角顶下面还保存

有一些 凸楞，从最低的凸楞的高来看 ，这座洞室 比

其他的洞室都要高。此外 ，现存的一块突起的岩石

也说明了这 一点 ，这块 岩石原来是佛像 的骨 干部

分 ，它说 明这是一尊巨佛像 。

    我在此遗址调查的过程中，没有获得任何可确

定年代的遗物。但观察在岩石上直接开凿的洞窟

内的壁画装饰残片 ，发现它们与千佛洞晚期洞窟 内

的壁画图案很相似。因此 ，我认为阿拉塔木遗址 的

年代应为回鹤统治期(9- 12世纪)，此时哈密似乎

正好处于长期和平和繁荣阶段。如要推断佛教在

该遗址中停止信仰的确切年代的确很困难。我们

知道沙 ·鲁赫派遣大使时期 (1420年)，佛教仍在哈

密人中公开信仰。如果要确定在沙漠中废弃的一

个遗址的年代，相对而言其确切年代的依据比较容

易获得。然而 ，在一 个水 源丰富和 土地肥 沃的地

方 ，可能就没有必要有意识地去寻找清楚的年代序

列的证据 ，因为这样的地方一定会被长期 占据着。

天 山南麓分布的农耕区远离沙漠 ，给考古工作带来

了很多便利 ，不过也有致命 的弊端。这是我首次从

阿拉塔木遗址周围宜人的环境 中学 习到的经验。

    11月 2日离开哈密，前往吐鲁番。途中经过的

绿洲村庄有苏木喀孕( Sumkagho)和阿斯塔那

(Astine )，汉语名称头堡和二堡，这两个地方至今仍

有围墙遗迹。在苏木喀孕我第一次看到了坎儿井 ，

或灌溉渠道。它是通过在地下挖井再连接成渠的，

能够与 天山脚下砾石戈 壁的地下河流相 连接 。目

a阿拉塔木寺

  庙的年代

(坎儿井(ICm+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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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里库 勒 )

(Ilikul)寺院

遗址

托和齐下端卜

的佛殿

前在吐鲁番种植 区这种坎尔并依然起着决定 性作

用。这种特殊的灌溉系统据说是从伊 朗传人 的，将

其引到哈密的主要绿洲地区恐怕是迟早的事情，可

能还可以提高 当地的农业产量。

    停留了两天之后，我从托和齐(汉语称为三堡，

即第三个有院落的村庄)出发访问了两个遗址，这

些是我在哈密期间听说的。其中之一 ，位于依 里库

勒村庄东部 ，距托和齐西南部约 3英里。这个遗址

包括一群佛教寺院和洞窟，在一些洞窟内暴露在外

的装饰壁画，它们在风格上与我们在阿拉塔木发现

的壁画很相似。我立刻得出这样的结论，该遗址也

应该是从 回鹃时期开始使用的，这一点从东北部那

一组洞窟遗存 内获得 的回鹤 和吐蕃 文书 中得到 了

证实。还要附带说明一下，依里库勒寺庙所在的黄

色台地 ，由此可以眺望到发源于东北约 1英里 的泉

眼的清澈的河流的出口，这条河是我们将要谈到的

拉布楚克大村庄灌 溉的 主要 水源。该遗址 的魅 力

在于其充足的水流和茂盛的青草，还有一些泉水从

两遗址间山坡下 面的浅沟 内流出。选择此 处作 为

当地做礼拜的场所，无疑因为它是苏巴什(水的源

头)，或灌溉拉布楚克大村庄种植区的水源源头。

    在11月3日前往托和齐南部的长途旅行中，我

在通道 式 的山谷 两 侧发现 了大片很 有趣 的遗迹。

位于平缓 的砾石山的两侧 ，发源于托和齐和依里库

勒 附近的河流 由这条山谷通过，它的下端则是呈长

条形分布的拉布楚克和喀拉多拜(Kara-d6be)村庄，

它们是哈密主要绿洲区之外最大的肥沃的种植 区。

在托和齐距 山路约 1英里的一个小石山脊上 ，发现

一些保存较好的弯隆顶建筑 ，从外部测量面积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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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英尺，经仔细勘察我们认为这是一座佛教寺庙

遗址。它包括一个东部开门的方形佛殿 ，还有一个

西部开门的封 闭式 回廊。我们发 现佛殿 内一无所

有，但在殿的弯隆顶泥漫的壁上仍可见彩绘的菱格

纹痕迹，有成排的着红色或绿色裂装的小佛像，堆

放零乱的土坯呈线条状一直延伸到南部，看起来似

乎表明这里 以前可能摆放着一排小佛塔。沿着这

条通往拉布楚克的道路再向下走2英里，我遇到了

另一个称为塔孜干楚克拱拜孜(Tazganchtik Gumbaz)

的小遗址。在该遗址下端 有源于托 和齐和亚尔巴

什(Yar-bashi)的水汇集于此，成为一条湍急的清澈

的河流，一直流到喀拉多拜地区。这里的洞窟内部

面积5英尺3英寸见方，并有一个封闭的回廊，宽2

英尺 ，东部设门。

    从这里砾石覆盖的浅沟就逐渐加宽了许多，沟 d拉布楚克附

的中间是两个基本开挖的河床，蜿蜒而下，把托和 近的佛教遗

齐和依里库勒下来的水流能够输送到喀拉多拜和 址

拉布楚克两地 区的土地。在两条河 流 自然交 汇地

土玛(Tuma)附近有一排小佛殿，形制与前述的小佛

殿相同。因时 间限制 ，我没能对 这些佛殿 进行考

察 。从塔孜干楚 克再 向下行 3英里便 能看 到的一

群显著的遗存，基本在拉布楚克村的范围内。其中

一个遗址，在图35,36中标明I，它包括一个中央佛

殿，内部长约10英尺、宽9英尺，其两侧各分布一

个小佛殿。三个佛殿都是弯隆顶 ，但只有西边 的一

个佛殿的顶部仍存。这三个佛殿的门均设在南边，

中央佛殿有一个拱顶前室与其相通。前室 内有一

条宽 6英尺的封闭回廊 ，回廊也为拱形顶。在回廊

的墙壁上有壁画装饰 的痕迹 ，很可能是故意又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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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泥或将墙刷 白使其 消失。整个建筑是 在一块 台

地上建造的，台地看起来似乎是直接将生土的边缘

修整而成 的，并有迹象表明此处停止作为佛教圣地

使用之后 ，曾有人居住过。

残建筑物

现代住宅
伊斯兰墓地
耕地

图35 拉布楚克附近的遗址平面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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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遗址以西约40码的地方有一个显著的寺 4在两层台基

院佛殿，是建在两层高台基之上的，如平面图中标 上建造的寺

明的 II。这个 佛殿 内部面积约 10平方 英尺，大部 院佛殿

分弯隆顶至今仍存 ，高大约 巧 英尺，南边人 口处略

有残损。这个遗址所使用的土坯的尺寸是 巧 英寸

x7合英寸x3告英寸或I“英寸x8英寸x4英
寸 。佛殿建造在一个 14英 尺高的夯 土台上 ，这个

夯土台又建造在一个更大的台基上，高约5英尺，

似乎是生土直接修整而成的。通到佛殿顶部的台

阶现大都遭破坏 ，是从南边 的部分拱顶的斜坡 向上

攀登的。在距此遗址南部约 200码的地方，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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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完全被毁坏的建筑遗址 内可看到一个长 63英

              尺、宽53英尺的佛殿。这儿也是采用修整生土建造

              成一个台基的方法。在该遗址 的东部 和东北部 的

              小砾石山坡上，我们还看到有几个建筑遗迹，由于

              时间关系没对它们进行考察。

拉布楚克镇) 在刚谈到的I III遗址的西南部延伸出一片被

被毁的院墙 侵蚀的土台，上面800码以上的部分被伊斯兰墓葬

遗址 和拱顶小拱拜孜遗址所占据，这种拱拜孜的形制与

              现代的突厥墓地 中常 见的相 同。在此 遗址外盗立

              着一座建有防御院墙的小镇，形制基本为方形，门

              向东。院墙基本是在高台地上夯筑的，如图37中所

              看到的，从而抬高 了城墙的高度 ，形成了 自然壁垒。

              南边和东部城墙的表面长分别约 185码和 120码。

              在城墙东北 和西南 角 附近能辨 别 出设 门的痕迹 。

              在西南角有一个高约40英尺的方形塔楼，见图37

              的右边 ，塔顶部的土坯结构 明显表 明其 时代较晚。

              除了在西南角附近有一个残破的清真寺外 ，城墙之

              内的遗存基本上都 是地 面建筑 。许多生 土台上 以

              前一定是地下室或居住遗址的基础 ，现 已被狭长的

              矮墙通道所分割 。在这些类 似地 下室 的台基上 有

              许多小洞，直径2一3英尺，很明显是用来储藏粮食

              等物的窖穴。用来分隔这些小洞室的建筑群如同

              罗马时由小建筑建在一起形成街坊 的建筑群 的狭

              长的通道也一定是在 生硬土上直接 挖成的。我后

              来在交河古城即吐鲁番的都城遗址 中看到 的同样

              是生土上直接建造的通道(图38)后，就自然理解了

              这些 ，但是交河古城的通道与此 比较 只是相对较高

              和宽一些 。北墙和西 墙附近有一条 发源于依里库

              勒 的河流通过 ，主要是灌溉拉布楚克 田地的。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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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以外就是该村庄 的墓地 ，明显使用的时间相 当

长。在南墙 附近的 田野 内散布着 一些居 民住宅。

刚才提到的院墙就是遗址的最北限。

图37拉布楚克古城墙，东北角为一座塔，向内向外望

图38吐普番(交河)全景，自古城中部向西北和北望，稍远为大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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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吐鲁番遗迹考察

吐普番盆地)

的调查

灌溉方式的)

改变

    从托和齐走山路经过六段快速行程 ，我们于 ”

月10日到达都善绿洲地区，它是吐鲁番盆地中的最

东端的最肥沃的地 区。众所周知 ，该地 区在历史和

地理方面都有很重要 的意义。我这次在 3个 星期

之内完成了对 以下遗址的调查 ，即从 吐鲁番盆地的

最东南部边缘至西部的古代都城遗址的区域 (交河

古城)。盐湖是吐鲁番盆地中的最低的洼地，几乎

所有地表上遗 留的水 流都注人此湖。在其东部边

缘不太远 的地方 ，有一 名为大 阿萨 (大城 堡)的遗

址，该遗址是我都善的资料员向我报告的，据说它

曾经建造在地面上 ，现地表已被沙摸覆盖 。完全是

出于对地质考古方面 的偏好 ，我决定去考察此地。

11月 13日的旅程 ，我们首先到达 了荒凉狭窄 的山

谷地带，就是在这里都善地区的水消失在光秃秃的

山脊和流沙之间 的。后 来到达水源 主要来 自拉津

(Iamjin)河流的茂盛的绿洲带柳中。在汉代它就以

柳中之名占据着西域诸国中的长使(Chang-chih )的

位置 ，而.巨还是中国对西域统 治的主要立足点。经

测量 ，柳 中的海拔高度只有 50英尺。

    我们向西南走 的第 二天所看到的有趣的地理

现象 ，均可参阅我在 自传中的描述。这里值得一提

的是新的灌溉方式坎 儿井 已逐渐取代 了过去不确

定的水渠的灌溉方式。多年来，一些边缘地区都是

依靠柳中水渠引水来灌溉耕种区的，一旦柳中水渠

缺水，这种灌溉方式就没有了保障。在吐鲁番多数

居住 区内广泛实施 了坎儿井的灌溉力.式 ，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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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当地人口的迅速增长所致。同时，也与中

国政府重新收复该地区之后，该地区恢复和平和繁

荣景象有很大关系。但 应该承认修建坎儿井对 吐

鲁番地区而言可谓是一项现代革新，最早修建的年

代也不过是 18世纪末期。通过一系列考古和历史

文献资料中对该地区的记载，我们可以确定古代该

地区人口比现代要多，由此可以推断早期这里的地

上水源较现代一定丰富得多 。

    接近拜什塔木(Besh-tam)遗址时，就能发现干 4干早问题在

旱问题对此地的影响较大，必然就会考虑导致干早 拜什塔木遗

的原因、干早出现的时间及其持续的时间等问题。 址中的反映

距柳中广阔种植区南缘7英里处的拜什塔木农场，

只剩下最后几小片坎儿井灌溉的土地。此后 ，我们

经过了被遗弃很久的田地，其上现已长满了沙漠中

常见的骆驼刺;之后又穿过了一个浅河床地带，即

柳中水渠的水勉强由此流抵终端的盐湖，冬季这条

渠常放弃不用。由于水本身蒸 发和被土地吸收的

原因，春季当绿洲地带特别需要水时，水就无法流

到如此远的地方，或当吐鲁番夏季干旱时期水流到

此处也很困难。除非是在雨水充足的情况下，导致

远处的山洪暴发 ，这里才有获取水源的希望。在这

条季节性河流的南部是大片长满骆驼刺的宽阔的

沙石平原和生长着红柳树的小沙丘 ，在流沙出现的

地带，就有被风沙侵蚀将硬土地切割成小沟和1一2

英尺高的雅丹地貌。这种地形由东部延伸至西部，

春季在吐鲁番盆地常刮的大风 ，将那些风蚀的流沙

刮成小山包 似的沙丘 ，在东边 洼地形 成边界。现

在，远处大阿萨遗址的城墙进人我们的视线，此外，

还可以望到却勒塔格(Chbl-tagh)山脚下一道道闪亮

的白色盐湖的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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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阿萨遗址) 从拜什塔木到大阿萨遗址只有6英里，水源相

              对较近 ，附近的牧草也很丰 富，发掘者能找到较好

              的住处。这座遗址无疑成为试图停留的好地方，正

              如我都善和柳 中的资料 员描述的那样。遗址 周围

              的沙漠不仅 范围较小 ，而且显得很柔和 ，但我确信

              这地方毫无疑问也发生 了很大变化，否则就不会被

              遗弃 。如图39所示 ，这个遗址包括一个小的长方形

              T*皇及 一个外部围墙 ，外围墙的形状不规则。整个

              遗址是在 一个 自然矮土 台地上修建的，建筑基本是

              用 土坯建造的。在长方形堡皇的东北 角内(其外部

              长 200英尺 、宽 150英尺)，在高 土台上建有一个庞

              大的类似烽隧 的建筑 ，图 40中可以看到。

        二 夹有土坯的石建筑
              同上 。被毁

北、、， 于 拱形房屋(未调查)

图39 大阿萨古堡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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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大阿萨的古角楼，自西望

    我第一印象最深的特点是 ，在堡垒 内分布有大 司拱顶房屋和

量的类似兔子窝的小拱 顶房屋和炮台 (图 41,42), 炮台

而且在外部围墙内这种房屋也密集分布。

图41 吐鲁番大阿萨沿西北墙一侧和西角的拱顶居址遗迹，自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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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大阿萨沿西南墙一侧的佛殿和居址遗迹，自北望

拱顶房屋和) 许多地方的这种房屋一间建在另一间之上，都

炮台 不甚规整。房屋墙壁和顶部坍 塌的碎土坯 已把 那

              些较矮的人 口阻塞 ，甚至有些底层的房屋 内也被填

              满土坯块等。这些房屋的长度大约为 10一16英尺 ，

        宽度6告一8告英尺一眼就看出，这里的建筑特
              征较吐鲁番更特殊 ，而且还可以看到有些特征在现

              代的村庄 和城镇 中沿用。这些被称 为坎 买尔 (Ke-

              mer)的拱顶房屋 以及那些建造在房 间底层的房屋 ，

              受到无论是穷人还是富翁 的同样青睐 ，因为他们就

              是靠这些房屋来躲避 那酷热的夏季 的。除 了春季

              用来避 免狂风 袭击外 ，同时冬季 这些房屋 还很温

              暖 、舒适 ，可御寒。因吐鲁番木材短缺 ，所以这种拱

                顶建筑在整个地 区都非常普遍。经济而 Fl适用 的

              胡杨树 ，在塔 克拉玛 干周 围各 个绿 洲地 区随处 可

                见 ，但这里却完全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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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吐鲁番地 区无论是过去还是 现在经常使用

的拱顶是真正意义上的拱形，因为人们通常将土坯

纵向按拱形砌筑，而且常变换成垂直状砌筑。这种

便利的避暑房屋显然是为 了节省木架 结构的材料

才集中分布的。通过水银气压计测定的数据确定

大阿萨盆地 低于 海拔 360英 尺，夏 季这里 非常 炎

热，这自然就能解释这里普遍使用拱顶建筑居室的

原 因 了。

    让我特别 注意的建筑除前面谈 到的那 种类似

兔子窝的建筑外，还有一个小佛教寺庙，它紧靠长

方形堡垒的西南墙壁建造(图39中标明1)，几乎对

着由从外 围墙进 出的门。如图 42右侧所示 ，从 北

部还可看到沿西南墙壁分 布的居住遗址 。寺庙包

括一个小佛殿.内部长约，冬英尺、宽6杏英尺，有
J曰 ”刁v『‘卜’‘刁”’一护’一切“ 2/、‘’、产“一 2‘’ 一”‘

一个宽约3英尺的封闭式的拱顶回廊。在其东北

部还有一间类似前室的建筑，长 19英尺、宽 4英

尺。佛殿的墙壁厚约3英尺，残存高度仍有 14英

尺。回廊的外面的围墙破坏较甚，其拱顶是在高度

约 7英尺左右的位置开始起券的。佛殿和前室 已

被发掘过 ，但没有完全清理干净 。我在柳 中获得 的

资料说明，这些是德国探险队路过该遗址时匆忙调

查过的。当清理东部一小房间的通道时，发现了彩

绘壁画残片，显然是从墙壁上塌下来的，这些均是

德国探险队调查时扔 出来的，或者是后来 的本土人

掘宝时所为。

    佛殿和前室内均保存有一层未破坏的细泥墙

面，通过仔细的清理，我们获得了许多壁画，还有泥

塑残件，都是小坐佛像，显然原先是佛背光上面的。

a吐普番的拱

  顶建筑

4佛胜遗址

d佛殿中出土

  的装饰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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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殿墙壁上遗 留的突 出的泥塑模块 上还 发现 有

三个背光的轮廓 的痕迹。还出土 了巨型塑像 的臂

和手指残块等 。如图 43中的蛋彩壁 画残片分别 表

现了一个跳舞 的小孩和一个观音菩萨的身躯。

图43 蛋彩壁画残片

这些浮雕塑像 的残片中有一个雕刻逼真的、大小同

常人一样的臂 的模型。在东南 的通道 内我们发 现

了大量微型浮雕佛像 ，均未被破坏 ，显然是 用来 装

饰墙面的，某些地方还有壁 画痕迹 。废墟下可见壁

画上贴 了一层苇子 ，表明这座佛殿在被废弃之后又

被重新利用过 ，也许是那些放牧人使用的。就好像

是在模仿 尼雅 、楼兰和米兰遗址 中所 流行 的行 为。

有一块大彩绘残 片，尽管被毁坏 ，但 两面都 能辨 别

出在很厚的 白色底上彩绘的一个立佛像 ，这种绘画

技术在吐鲁番绘画遗物上很常见。图 科 丝织品残

片上的图案 ，其圆形大团花就足以说明是萨珊风格

的。



穿越塔克拉玛干
      0

第三章 哈密和吐鲁番之行

图44 萨珊风格的丝织残片

    需要补充的是，除了在两片彩绘泥块旁边有很

模糊的回鹊文题记外 ，我们还发现了几件 回TMA文文

书残片 ，以及一部 回鹊经卷 的下端残部和两小片汉

文文书。这些遗物显然说 明这些佛殿到 了回鹊时

期仍在使用 ，同样其中出土的装饰遗物也 自然就归

结为这一时期的杰作 了。通过清理充满坚固的垃

圾堆的一间房屋，它与西南围墙相连，即在堡垒(图

41)西角附近，所得到的结果与上述结论是相一致

的。这间屋子顶部可能很早就 已被毁坏 ，后被 当做

垃圾场使 用 ，同我们在米 兰堡垒所发现 的情况 类

似 。

    在大量的麦草和生活垃圾 中出土了 18件 回鹊

文文书残片 ，从潦草的笔迹和其 中的一两件文书上

的红色印章判断，它们全部是信函或 文件。对于其

他部分的清理 ，可谓一无所获。

    大阿萨周围的黄土地都很肥沃，没有硝尔

( shor，盐碱化)，而湖畔北部大片很厚的土地现都已

被盐碱化 ，因此需要引水灌溉才可以。如同现在柳

中季节性河流流到4英里以外的遗址所在地一样，

我推测大阿萨在 回鹊时期 或许更早一些时候 一定

4回鹤文文书

  残片

4垃圾堆中出

  土的回鹃文

  文书

4早期的农民

  居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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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农业居住区，并且还有充足的水源可供灌溉，后

              来 因气候干旱才导致了地表上的变化。

小 阿 萨 ) 我从大阿萨的大本营对一组称为“小城堡”(又

(Kichik-hassar) 称克其克阿萨)的有趣的小佛殿遗址进行了仔细调

的佛殿遗址 查和清理 ，这项工作是在拜什塔木轻易找到的劳力

              的帮助下完成的。小 阿萨位于大阿萨东北 2英里

              多的地方 ，其范围一直到达种植区不断减少而且地

              表被风蚀严重的地带。这里肥沃 的黄土地 因风蚀

              形成的沟壑从东部一直延伸到西部，有些地方的沟

              深达 5一8英尺。在即将到达遗址时 ，我们又看到 了

              流沙堆积成高 8一10英尺的大沙包(Barkhans)，也许

                是 由于这些大沙包 的保 护才使 两处佛殿遗址得 以

              保存其基本特征。如图45所示 ，遗址包括一群小塔

              及与其相连的育隆顶小佛殿，附近还有一些严重毁

                坏的小建筑遗址 ，可能是用来为寺院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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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遗址 占据的地区由西北至东南约 120码 ，这

一方向的距离是最长的。在这个 区域 内地表特征

表现为典型的塔提类 型，地表 因风蚀作用，小 陶片

和碎骨头随处可见 ，其 中大部分是人骨。所有的建

筑遗址都位于风蚀形成的台地上，台地的高度高 出

相邻的地面 4一5英尺。在其东部或遗址保存较好

的部分，流沙已堆积成高 10余英尺的沙包，如图

45,46所示。建筑遗址使用 的土坯都是 晒干的，比

较坚硬 ，尺寸基本 在 18英寸 x 8英 寸 一9英寸 x

4-4冬英寸，与大阿萨遗址中发现的一样。墙壁
        2/、J’，/、’‘’2一 ~ ’一 一/“”切 ” 。 一曰一

砌得很规整 ，所有的土坯均是平铺 的，长面和短面

交替 向外。这些建筑 的所有细部特征似乎说明它

们大概是 同源的。

4塔提类型的

  地区

图46 小阿萨古塔和神殿 I，自东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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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守隆顶)

佛服 I

塔I的室内)

结构

    遗址中最大的混合建筑在西部，图中标明I的

遗址 。它包括北边保存相 当好 的一个塔 、一个佛殿

及与其连接的弯隆顶的前室(图46)。再向南有一

个长47英尺、宽23英尺的大厅或院落，很可能也是

木质屋顶 。西边墙壁上的小 弯隆顶 完的用途不明。

西南部与其相连 的毁坏严重 的一组房屋 可能是 僧

侣们的住所。北部的那个塔是建造在一个 24平 方

英尺的台基上的，高度为5英尺，台基的一半都已

被沙子筱盖。其上又置一个圆形台基，直径为巧英

尺，高度是 4英尺 6英寸。在此台基 之上还有一个

类似塔结构的东西，高达10英尺，代表第三层，其上

是逐渐变高的分 层建造塔。此塔 的基座 的设计 与

热瓦克塔的基座完全 一致。该塔是 一个十字形 附

加在一个方形台基上，整体有20个突出的角，有一

个用莲花叶装饰的低浮雕高约一英尺的圆形底座，

其上为圆柱形的弯隆顶塔，现顶部 已残。塔的整个

高度约 24英尺。

    第三层的东边挖有一个洞 ，显然是很久 以前掘

宝者所为，塔 内被洗劫一空。塔 的特征很 有趣 ，形

状为一个小内室。小内室的面积3杏平方英尺，它
              “’‘一 “ ‘’‘一 ’‘一 ‘’‘ 2 ’~ 2、产、’~

建造在一个圆形基座 之上。这 个神秘 的小室原本

有一个宽 2英尺的 口可供 出人。小 室内盗 洞上部

残存有漫泥弯隆顶的部分。该室的敞口或窗户原

先只有 3英尺深 ，后来被探宝者挖深 至 6英尺。由

于盗洞的影响，使我无法确定古代的敞 口后来是否

以某种方式筑有墙壁或者是彻底将其封堵。敞口

用途主要是为了定期对室内储存的祭祀物品进行

检查，确定它们是否安然无恙的。我在此需要补充

说明的是 ，第 III组塔 ，其建筑特征除了在 面积上略

小一些外 ，其他特征则完全是上述那个塔 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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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有一个面积3告平方英尺的内室。由于其东
部毁坏严重 ，无法弄清楚原先挖的敞 口的痕迹 。在

塔 I的遗址中，那些盗贼并 没有满足只在其东部挖

开一个通往内室的洞，而且在其北面又向下挖到了

圆形台基的底部。

    佛殿I中的小殿v，其南部紧接一个佛殿，内部

面积s英尺4英寸见方。其内部地表被厚 2英尺

的沙子和泥块覆盖，显然未被盗掘过。烟熏或火烧

的墙壁和屋顶 以及残存 的墙面上到处有乱 画的痕

迹，显然表现出对佛殿内的装饰不满的态度。在弯

隆形上面的球形顶部仅有壁画残存，描绘的是一排

小佛像。沿东墙和西墙的底部 ，在保护层的下面可

以看到一些残留壁画的下半部，色彩依然很鲜艳。

在东南角附近可以辨认出一幅出行图，绘的是两个

完全相反的马，马上的骑士均已失，其后为步行随

从。中间的一匹马因受惊而双腿高抬;其后是一个

随从牵着的红棕色动物，可能是豹或羚羊。西壁上

残存 同样的壁 画，毁坏更加严重 ，揭下来的标本残

片为红色底上彩绘的其他颜色，整体壁画色彩非常

艳丽。佛殿北墙上残存一大片彩绘的背光，以前一

定包含一个浮雕塑像，其右侧有一个穿着华丽立在

莲花座上的人物 的下身 。除在佛殿 和前殿 内发现

的浮雕人物残片外 ，还找到 了一个小佛塔的模型和

一个浮雕佛像 ，均为泥制 ，显然是供养人像。在清

理佛殿时还发现了几片纸 ，是汉文佛经残片。

    在前述的佛塔和佛殿 的东 南部 被严重风蚀 的

建筑II内，如图45底部所示，除墙基部分外，还出

土少量遗物。但在其南部 50英尺处的一组小寺庙

a佛殿I. v内

  的壁画

4宫隆顶佛殿

  Ill. i内的出

  土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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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 III院墙D

内的遗物

III则保存得比较好，其内出土了不少有趣的遗物。

弯隆顶佛殿 i面积约 7英 尺 2英寸见方 ，明显 已被

牧民或其他人长期作为住所使用 ，其 内残存的壁画

很少。但在与其东 北部相连接 的充 满泥土坯的 雨

道内，发 现 了三片麻 布画残 片。其 中有 一个千 手

佛 ，他的上面有成排的小佛。尽管该麻布画上的色

彩几乎都 已退去 ，但整体上它不愧 为一幅精美的工

艺品。从 曾经修补过的痕迹来看 ，此画是很久以前

的，是后来被供奉到此处 的。在北部与佛塔连接的

另一个佛殿中，我们发现了无数 个模制精 良的浮雕

塑像残片。除了中央佛像 基座附近的各 角落 的一

层薄沙下面发现的许多壁画残片外，大多都是金色

的。在此，我们还发现了几片汉文佛经残片和旁边

用回鹊文作注的中亚婆罗谜文小残片。

      塔 周 围曾经筑 有 、厂

小围墙 ，大部分 院墙都

因风 蚀 被 毁 坏 殆 尽。

在塔 iii附近的泥沙 中

埋有许多 层 泥墙 面残

块 ，其中还出土了一个

木雕 的 坐 佛 (图 47)0

木雕佛 像 的背 面的平

面上残 留的木钉表明，

它 以前 是 固定在 塔基

座上的 ，这与其 出土的

位置正好相 符，它是在

距地表约2古英尺处
出土的。在塔基座的

罄鹭
图47 木雕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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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的底部出土了几百片回鹊文文书残片 ，上有红

色印章痕迹，很明显是故意撕碎的。但是否同安迪

尔寺庙的一样，是供奉储存于此，还是那些野蛮人

破坏所致，其目的均不明确。值得一提的遗迹还有

一座小寺庙，它包括一个破坏较甚的塔，它位于中

央的遗址ii东北30码的地方，见图45的右侧。这

座塔仅存底下的两层台基，其余部分是那些探宝者

在寻宝过程 中破坏的。在被 土坯块填满 的佛殿 内

出土了一些浮雕塑像残片，其中一些是与真人同大

的浮雕塑像的组成部分。另外 ，还 出土了几块彩绘

壁画残片、两块回鹤文文书残片和一块小而保存完

好的吐蕃文文书残片。在塔基周 围的土坯堆 中出

土 了大量的吐蕃文和 回鹤文文书残片。

    在小阿萨寺庙遗址中出土的回鹊文文书证明 心卜阿萨遗址

该遗址是 回鹊时期的佛 教圣地。同时还可 以断定 的位里

它一直被当做佛教寺庙使用，直到大阿萨占据此

地，此时其功能很可能依然未变。考虑到甚至在

沙·鲁赫大使时期，吐鲁番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仍然

信仰佛教，再结合其他地方的当地信仰的经验，一

般当地的崇拜与遗址是 紧密相关的，否则它就会被

遗弃。但是 ，如果要确定这些寺庙遗址迎接其最后

的一名虔诚的崇拜者的具体时间是非常困难的。

我在其附近没有找到任何居住遗址 的痕迹。但考

虑到我在此逗 留的时间较短 ，而且发掘时还必须守

在遗址旁，风蚀的地面上发现的塔提遗址可能相对

独立存在于农民的聚落遗址区，或者因没注意，在

矮土墩中被忽略。由于从 柳中到辛 格尔的道 路从

遗址的东边穿过 ，这也许就能够说 明寺庙之相互 隔

开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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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吐鲁番) 11月18日离开拜什塔木后，我就向北走，最后

遗址 到达因葡萄而 闻名的小镇吐峪沟。在吐峪沟上 面

              风景如画的峡谷中，有成排的佛教寺庙和洞窟(图

              48)。我开始了一系列的旅行调查，这使我很快熟

              悉吐鲁番地区 的著名遗址。其 中我访 问的喀拉 霍

            加(Kara-khoja)，即高昌古城，它是唐代和回m-时期

              吐鲁番的都城，它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图

              49,50)。由木头沟(Murtuk)和胜金 口向下的峡谷中

              散布着一群重要的佛教寺庙和石窟寺 ，其中伯孜克

              里科洞窟拥有精美 的壁画。后来 又从 吐鲁番镇 到

              布鲁尤克东部沿小山脊坡地分布的小遗址。1914-

              1915年，我在此地的停留使我对大部分上述遗址更

                加熟 悉 。

图48 吐峪沟峡谷低处的洞窟和异化，自东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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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吐鲁番高昌有阶梯的佛殿遗址，自东南望

图50 吐鲁番高昌故城里的“可汗宫殿”遗迹，自东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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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河古城 )

(Yar-khoto)

裸露的居住)

遗址

    为去西库鲁克塔格山搞地质探险准备交通工

具 ，我在吐鲁番耽搁了一个星期。在吐鲁番绿洲逗

留期间，我 曾抽空再 度访 问了著 名的交 河古城遗

址，直至唐代它一直是吐鲁番的都城。其特殊的地

理位置，即它居于两条很深的亚尔(Yar)沟壑之间，

就是 由此而得其现代 名称亚 尔和 屯。它一半是 突

厥语，一半是蒙古语，古代汉语将其解释为交河，即

“交叉的河流”之意，这些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毋须我再赘述 了。图 51中所描的草图的上端就是

该遗址，这有助于说明该遗址在吐鲁番镇的位置，

它占据着狭长 的类 似岛屿 的高地 的南半部。该城

具有布局严谨的面貌特征，并把巨大遗址分隔成了

不同部分，见遗址全景图(图38,52,53)，它们展示

的是其主要街道两旁的城址的中央部分，这可能会

给你 留下深刻的印象。

      聚落遗址 占据的广阔的地域 ，以及这些房屋令

人迷惑不解的分布方式，其中大部分房屋均是用生

土切割建成 的，无论 什么时候对遗址进行全面 、系

统的调 查都是 一件 既漫长 而又非 常艰难 的工程。

也许这 种代价 并不 能够带 来相应 的收 获或结果。

就是随便看一眼 即可明 白这座死亡城镇是多 么缺

乏保护措施 ，将它抛弃在沙摸中所造成的破坏就足

以说明这一点 了。在该遗址停 止使用后 ，没有流沙

袭击造成遗物被沙石覆盖或被移动的现象。但是 ，

附近种植区内的村 民经常到此挖土作肥料 ，使得大

部分大大小小的房 屋只残 留光秃秃 的 自然硬 土部

分。该遗址地理 条件与那些在城 镇北部边缘 及更

远的空地上(图 54,55)发 现的寺庙遗迹 比较 ，更适

宜考古 的发掘。寺庙建筑 的墙壁均已倒塌 ，其 内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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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了被毁坏的很沉 的土坯。这就能解释为什 么以

前的欧洲探险家所清理的部分，似乎主要局限在寺

庙遗迹 内了。

图51 吐鲁番交河古城平面略图



穿越塔克拉玛干
      ③

第三章 哈密和吐鲁番之行
]了4

图52正对废寺的交河城中心大道以及故城东部，自西北望

图53 交河故城中部，佛寺正对中心大道，自东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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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交河大佛寺庭院部分及主寺遗迹，自南望

图55 交河最北部佛教寺院的中心佛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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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遗址的)

发掘

发现的唐代)

钱币

Y. K. iii佛殿)

遗址出土遗

物

    附近村庄的村民们常来向我兜售文物，我了解

到这些文物均是他 们从 附近遗址 中挖 出来 的。我

选了两个普通遗址进行试掘 ，以便能在相对短的时

间内清理完毕。挑选的第一 个遗 址是一所小住 宅

(图 51中的 1)，它下 面 一层建筑是在 自然生土上切

割修整建成的，其内遗留了很厚的一层未经扰乱的

泥土坯，没有被挖肥者运走。

    在地表上我们就捡到 了四枚 “开元”唐代铜钱。

向下挖了几英尺，在距地面5英尺高度的地方，我

们发现了%枚铜钱，是串在一起的。其中93枚有

“开元”铭文，是唐代的第一个皇帝在公元618-6 27

年首次铸造的，此后他的继承者又都继续使用，一

直延用了一个世纪。另外两枚是“乾元”通宝(758-

760年)，还有 1枚是公元 600年前的五蛛钱。从这

些铜钱出土的情况分析 ，它们均属于唐代晚期的钱

币，可能以前是放在上层房屋的墙壁上的，后来因

墙壁倒塌才使它们 出现于此。另 发现一把铜刀柄

(图 56)，有精美的浮雕花形卷云纹装饰。东南部 与

此下层建筑相 接处发现 了许多毁坏严重 的小型寺

庙;i的墙面，寺庙面积约4平方英尺，内有一个1令，~ --一，一一 ’‘~一 ”一‘” ~ ‘、 一” 刁“ ’ 一2

英尺宽 的封闭 回廊 。填满 回廊 的土坯中 出土 了一

张纸片，两面均书有密密麻麻的回鹊文。

    由此寺庙遗址向西南行不足200码处，与雅尔

西边连接的最近修建的城镇的北边，有一大房屋

iii。它在一个发掘 了一半的佛教寺庙附近 ，似乎逃

脱了最近那些 运肥者 的手 ，它却 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房间内我发现了有趣的透雕铜装饰品(图57)，明

显是从一个大东西上分离的 ，是一尊小佛坐在一个



穿越塔克拉玛干
      ③

第三章 哈密和吐鲁番之行

从莲花座上 升起 的柱上 ，镀 金。此外 ，还有与喀达

里克遗址发现的形制相同的木钥匙 ，用鳞状图案装

饰的精织的棉鞋。在同一地点还发现了 2枚铜钱 ，

1枚的年号是建中(Ch ̀ ien-chung，公元 780-784

年)，另一枚是开元通宝。前面提到的在Vi佛殿南

边的寺庙是建造在一个高 台地上 的。台地是直接

修整生土建造的 ，这是该遗址 中惯用的方式 。以前

来此探险的人们没有发掘安置佛像 的中央平 台后

部的通道，经清理，我们在此获得了很多模制精良

的浮雕塑像残块 ，其 中包括一个与真人大小相 当的

浮雕佛像的面部 。曾经用来装饰 中央平台地 基的

精美 的壁画仅存一个小残块 。

图56 铜刀栖 图57 透雕铜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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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焉香及其周围的遗存

第一节 焉首的历史地理

吐春番至焉)

者之道

焉者地区的)

位置

    12月1日，我离开吐鲁番前往焉奢。我在穿越

塔克拉玛干沙漠 向西南行之前 ，为给塔里木盆地东

I匕角的最后发掘节省 时间 ，迫不得 已选择了这条山

路。这条道的第一段沿吐鲁番盆地的西缘而行 ，直

至托克逊(Toksun)绿洲，之后南下，穿过峻峭的苏巴

什(Su-bashi)隘口，最后爬上通往荒芜的小山脊和高

原地带 ，即西库鲁克塔格 山与乌鲁木齐南部的天山

山脉的连接处。这条道 向西 经过的大多数地 区水

和牧草都极度缺 乏，从吐鲁番行大约 140英里才能

到达广 阔的焉香盆地 中的第 一个种植 区— 乌什

塔拉(Ushak-tal)小农作区。在托克逊西北部长满矮

灌木的盐碱地的平原上，除发现了一座称作乌依塔

木(Oi-tam)的烽缝外，在这条通道上再没有其他任

何重要的考古发现 或收获。从 烽隧 高大 的夯 土墙

可推断其年代 一定较 早。但 毫无疑问这条道 一直

是吐鲁番至焉奢和塔里木盆地北部绿 洲地 区的一

条主要通道。沿着这条道向东可抵达罗布泊地区，

虽然它不是一条最短 的直线通道 ，但一直是古代连

接吐鲁番和罗布泊地区的一条非常便利的通道。

    我在焉香停 留的时间太短 ，仅跑过主要通道沿

线 的几个地方和几个遗址 ，所 以无法在这里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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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理介绍，也无法整理我们掌握的古代历史资料。

不过在地形方面焉奢有几个特殊的地方，显然非常

重要，能决定其历史面貌 ，有必要简要叙述如下。

      焉香的某些地理特征是塔里木盆地 中其他地

区所没有的。它的东北部直接与大片平地相接，并

且一直延伸到塔里木盆地的中央，塔里木河又从焉

奢的东部流淌到西部(上述方位似误— 译者)，一

直能够流到塔里木河的三角洲 ，并且独 自形成一个

独特的盆地。这个焉者盆地，北部被中部天山山脉

的一段所包围，即从吐鲁番盆地的西部边缘一直 向

西延伸到裕勒都斯(Yulduz)高原的那段，东部和南

部由光秃秃的库鲁克塔格山脉的小山脉所环绕，这

些小山脉西部与天山山脉的最南端相接，这里恰好

是从库尔勒流到库车 的塔里木河平地 的边缘 。在

天山脚下和库鲁克塔格山最西端的支脉之间有一

个狭窄的隘口，它位于库尔勒绿洲上部，那条直通

焉香湖或博斯腾湖的阿尔盖布拉克河就是由此穿过

(按应指孔雀河— 译者)，并抵达塔里木平原的。

    焉杳最主要且最具特色的地形属这个大湖 4焉者盆地的

— 博斯腾湖。根据罗博罗夫斯基的可信调查，湖 大湖

边的沼泽地从东至西延伸 50余英里 ，最宽处为 30

余英里。其深度虽不是很深，但水量却是该地区最

大的，水源主要来自开都河(Khaidu-咧)，其内还有

很多鱼。开都河是一条源于裕勒都斯高原及其周

围高大的天山山脉的大河流 ，其水量在焉香上端增

大，是因为此处有一条北部支流汇人，它是从焉曹

和乌鲁木齐之间的较远的雪 山上流下来的。开都

河山谷在焉香镇的上部加宽，最宽处达印余英里，

成 为盆地西北部 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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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沛的水源)

种植区的有D

限和忽略

人种混杂)

    这个地区最大 的特点是水源充沛。这一点从

该地 区湖水 的覆盖 面积和 长期 流人 孔雀河的稳定

的水量中即可见一斑。孔雀河的水源来自博斯腾

湖并通过上述库尔勒上端的峡谷。就我的观察而

言 ，在塔里木盆地中恐怕再找不到一个与之大小相

当的地区拥有如此丰富的水源，用来灌溉又很便

利。除此优点外，这里的气候条件也非常适宜。通

过分析观察到的各种现象，其中包括我在肖尔楚克

( Shorohuk)北部遗址中停留期间的个人经历，证明

这里 的湿度较沿塔里木盆地北部边缘 和塔 克拉玛

干南部分布的绿洲地 区要大一 些。这种气候 尤其

表现在博斯腾湖周围随处可见的植被带，是理想的

冬季牧场，植被带一直延伸到山脚。

    由于焉者的地理条件特别适宜耕种，而且从焉

者河引的水渠的水量足够灌溉盆地西北辽阔的土

地。然而，目前我们在此发现长期居住区的面积和

数量都很有 限，这种反差不能不引起我们 的注意 。

每当我踏进焉香盆地，都会被有限的耕种区和广阔

的待耕地之间的不相称而感到惊讶，这些广阔的可

耕地为何被人们完全忽视呢?

    这种不协调蹬现象和该地 区人 曰构成 的特殊

因素之间有密切关系。这里的人口主要是蒙古人，

他们才开始从事农业活动，现在依然过着半游牧的

生活 。汉 人是 中国收 复该地 区后才 移 民到 此 的。

还包括最近被迫在此务农的回民(Tungan，东干)，少

量的维吾尔人主要是来 自塔里木盆地北部绿 洲的

小商、小贩们。北部山脉中到处都是蒙古人，他们

以传统的方式过着游牧 民族 的生活 ，维吾尔人称他

们为卡尔梅克，是属于土尔息特(Torgut)的不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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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18世纪的有关焉奢的汉文资料中，特别强

调了他们骚乱的本性和掠夺的癖好，也因与这些好

事的游牧民族为邻，所以当地的维吾尔人才放弃了

这片肥沃的土地，逃离远处。同时，还有材料报道，

自从19世纪准噶尔叛乱，赶走了维吾尔族土著居民

后 ，焉香经受着人口稀少的痛苦 ，从而忽视了农业。

      目前在焉香观察到的情况清楚地表明，该地区

各方面的自然条件虽非常有利，但其地理位置却一

直都是一个很严重的缺陷。由于焉省距 山道较近 ，

而且山区的道路从古代就便于通行，所以就引起了

游牧民族的特别关注。乌孙和匈奴之后 ，天山一线

为一些大游牧部落占领 ，属中亚移 民圈的这些部落

时常南下骚扰著名的裕勒都斯高原牧场。这些故

事就无须一一细说了。焉替位于裕勒都斯高原下

部的大山谷的山口，它似乎就像一扇大门，欢迎那

些正好来这牧草茂盛的高原度过愉快的夏季 的人

们，而他们又必然将南部绿洲看作是人侵和勒索的

最富饶的土地了。每当中国的统治势力从吐鲁番

扩大到焉奢或更远 的地方 ，这所大 门就能安 然无

恙。同样 ，当游牧 民族 内部 长期不 和或 出现矛盾

时，北部的游牧部落的力量就削弱，这所大门也依

然关闭着。然而 ，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而且焉奢

时不时就遭受其害。它西边 的绿洲对人侵者和强

征贡物者也是开放的。不仅如此 ，游牧民族也有可

能在此长期居住。这里本身是一个良好的牧场，可

以养活一个规模很大的游牧部落。

    如果想了解焉普在新疆古代历史上所起 的作

用，必然要考虑上面描述的焉首的特殊的地理环

境 ，即重视 其地形特征 。无论是在政治上 ，还是在

4游软民族入

  俊之便利

4早期汉文文

  献中的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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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和玄奖)

的叙述

(唐书}中记)
载的焉者

佛教文化方面，焉香似乎都不像与其有联系的库

车、喀什、和田或莎车那样重要。在(汉书·西域传》

中，焉香的确是西域诸国中一个人口较多的国家。

同时 ，焉奢的政治命运始终与其东部和西部毗邻的

势力较 强 的地 区有 密切关 系 ，即库 车 和 吐鲁番 。

《后汉书》中对焉香是这样记载的:“其国四面有大

山，与龟兹相连，道险吃易守。”最后那句话显然是

指那些道路，即从中国统治的其他地区到达焉省的

通道。关于“有海水曲人四山之内”的记载也属实，

文献记载的都城 的位置与我 们 目前看 到的也是一

致的。《晋书》中有关焉香的记载基本是重述了上

面谈到的几个重要方面 ，同时强调通往焉奢的那些

道路极为险要，并补充说明“如果有 100个人守护，

1仪洲)个人也无法通过”。

    大约在公元400年法显从都善出发访问了焉

奢，他称之为乌夷，他只谈到焉香有4仪旧名小乘僧

徒。玄类对焉奢的描述就 没有库车和其他 更重要

地区那样详细，他对地形特征的描述似乎是从(后

汉书》中抄录下来的。但他特别谈到焉奢灌溉水源

丰富，土产种类繁多，以及气候的宜人等。他在此

看到“伽蓝十余所 ，僧徒二千余人 ，习学小乘教说一

切有部(Saivastiv&din ) ⋯戒行律仪，洁清勤励”。

    (唐书)中有关焉省的记载比较长，据此得知这

个国家 “一直都受到西突厥 的控制 ”。唐代在此建

立其最高统治政权之前，焉香发生的各种事件充分

说明了这一点 ，从上面谈到的焉奢的地理位置等方

面也容易得到解释。无 疑是 由于其 战略位置上 的

重要性，使得焉省从公元 719年就被列为“四镇”之

一 ，用来 确保 中国对今新 疆 的控制 。这个 国家 比

较 小 ，而且人 口不多 。然而 ，《唐书》中记载这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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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户，士兵为200()人，表明当时焉香的人口比现

代还要多。据有渔盐之利，现代也依然如此。

    我们在焉曾地区地表上发现的古代遗址的数 4穷 库 勒

量比较少，原因主要是该地区相对比较潮湿和古代 (Chong-ki3l,

遗迹不断被破坏。我首先参观的古老城墙遗址，被 意为大湖)

称为大湖，当地汉语称之为“大涝坝”(Ta lao-pa )， 的城琦遗迹

它在乌什塔拉南部约 6英里处。它位于茂密的灌

木丛和胡杨林中，距现代种植区的边缘只有 1英里

之遥，距与其相连并被抛弃的荒废的耕地很近。城

墙呈长方形，四角大致向东，西南面约270码，东北

面为 308码。城墙原先是夯筑 的，现在 已经风化成

土墩，城墙高出地面20一25英尺，而且其上不同

的地方还能见到厚薄不等 的一层一层 的灌木和芦

苇 ，墙顶部厚 度 巧 英 尺。在距离不等的地方都有

夯筑的马面加固城墙 。潮湿使得城墙发生倾斜 ，在

墙内也形成了一层很薄的盐碱，或硝尔。城墙内看

不到建筑遗存，所观察到的唯一的遗迹是东北部城

墙附近的一个 垃圾堆 。清理城墙 内部地表仅发现

与生活垃圾和木屑相混合的麦草、谷物等。在西南

城墙的地表检到一个保存较好的钱币，铭文为“乾

元”(CNien-yuan)年号(公元758-760年)。城墙内

的这种地表情况恐怕不会有任何考古收获，尽管那

坚固的城墙很可能属早期伊斯兰人建造的，后来似

乎又曾被间断性地使用过。在俯 瞰乌什塔拉小溪

出口的小山脊上有一个大洞窟，其位置就在村庄西

北部约 3英 里处 ，据说 已被格伦威 德尔教授 调查

过。由于冬季白天较短，因此在去曲慧(Chokkur)的

路上也未能挤出时间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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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葱的围墙)

遗迹

博格达沙尔)

遗址

带围墙的城)

镇的遗址

    在最后提到的那个地方 即向我们报告 的那个

遗址，经证实与大湖带围墙的遗迹的形制完全相

同。夯土建造的马面，大多长25英尺、宽 19英尺，

间隔一小段就建一个 马面来加 固围墙。围墙 的厚

度只有7英尺，两个坡面都被坍塌的泥块覆盖。围

墙内部地表不见任何幸存的建筑遗址，又因挖土施

肥，农民们已将那些能够辨认其建筑结构的地面遗

存完全破坏。一个直径约 50英尺的土墩 ，似乎标明

了中央建筑基址 的位 置所在。在一 个灌溉 良好 的

小种植区的中央坐落着一个要镇，周围绵延茂盛的

胡杨林和牧草。我们就是经过这种地形，或是距博

斯腾湖岸较近的同样茂盛的芦苇滩，又行走了30英

里后，到达了焉香镇，那天是 12月8日。

    从这里我调查了博格达沙尔(Baghdad-shah司遗

址。除了肖尔楚克附近的明屋之外，它是这片地区

能够了解的唯一 的一 个古遗址。沿 山路前往库 尔

勒，需要通过距镇半英里的宽河床，再穿过一片宽

阔的平原，这里土地肥沃，散布一片片新的种植区。

另外，这里水源充沛，足能开辟几条新渠，但因人口

较少，所以没有在河畔的右岸出现比它旁边的小镇

绿洲更大的绿洲带。博格达沙尔遗址 ，距后者约 9

英里之遥 ，旁边则是一条长且窄的种植区的东部边

缘，该种植区的中心是路边释站旦几尔(Danzil )。遗

址巨大的长方形城墙无疑表明它是一个重镇所在地。

    这个镇的各角都大致向东，西北面约 1 030码，

西南面约935码。除了西角附近围墙残留外，其余

部分都遭到严重破坏。由此可以看出围墙夯筑的，

夯层厚 3英寸 ，围墙厚度约 9英尺。宽阔的防御土

墙高出附近地面 12一15英尺。在城墙的北角有一

个形 制不 明的大夯 土墩 ，高约25英尺左 右 ，其平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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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约25码，除此之外，围墙内没有残存任何建筑基

址。在距西南面围墙中央 不远的地 方也有一 个形

状不规则的土墩，整个地表都被一层盐碱化的低矮

的垄和小丘所覆盖。其顶部发现有一个方形墙的

痕迹，它的时代显然比较晚。在地表上还发现了一

枚有“建中”(Ch 'ien-chung)(公元78。一，84年)年号

的钱币，在坡上我们还发现了许多破粗陶片。在前

面提到的土墩上面还捡到了一枚唐代“开元通宝”

(K 'ai-yiian)。

    一看到这盐碱化的土地，就明白地下的渗水和

地面上的潮湿一定破坏了这里所有的古代遗迹，那

些可抵抗侵蚀 的坚硬 的物体 除外 。对这种遗址进

行系统的清理，恐怕不会有太大收获，附近居民中

无人曾到此地探宝 的事实就 足能说 明这 一点 了。

尽管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 ，但还有许多证据支持带

围墙的博格达沙尔遗址就是焉香的首府所在地，至

少在唐代是在这里。从上面探讨过的《唐书》的记

载中可以看出，其位置应在焉睿的右河畔以外寻

找。①《唐书》中的另一段证实了这一点，并表明首

府一定就在博斯腾湖畔，据说湖曾经保护首府抵住

了袭击，至少起到了一定的守护作用。

    上一段文献(指(新唐书·焉香传》— 译者)中

的确估计首府方 圆大 约是 50 里 (不是带围墙的镇

本身)，比博格达沙尔遗 址的实际范围要大 些。但

另一方面，玄奖说他看到的首府范围只有6一7里，

与我们 的测 量数 据相 差2英里 左右 。可 以断 定博

4古代的都城

  遗址

4湖的周围

① 参见第三章第四节。—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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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达沙尔遗址距博斯腾湖的沼泽地带非常近，在我

调查时期已无法确定湖的边缘 ，被硝尔覆盖的盐碱

化地带已延伸到了遗址的内部和东部，因冬季湖水

结冰，边缘也就缩到了冬季的界线上。焉曹当地的

汉人— 我无法弄清楚这是传说 还是论证 的结果

— 将遗址定为唐代，那里发现的两枚唐代的钱币

明显地支持了这一观点。但在我看来，《唐书》和

《玄类》中记述的地形特征最为重要，另外包括在湖

的西畔没有发现任何围墙遗迹的事实。

第二节 肖尔楚克北部的明屋遗址

抵达遗址》 12月 11日我离开了焉首镇，走库尔勒的山道

            到 肖尔楚克小站，它在焉奢西南 16英里的地方。当

            天我就调查 了位于 其北部 4英里处 的庞大 的佛教

            寺庙遗址，当地的突厥语称其为明屋(Ming-oi )，意

            为一千间房屋。在 遗址 的西北方 向 3英里左右 的

            范 围 内，是 一 些 分 散 的 蒙 占族 耕 地 七 个 星

            (Shikchin)。欧洲的旅行家们，包括赫定博士，曾数

            次来 此 遗 址 调 查。据 我 所 知 格 伦 威 德 尔 教 授

            1900 1907年曾经两次到过这里，为了调查遗迹，

            他在此呆 了好几周 。但在吐鲁番得到的消息说 ，他

            的探险队主要将精力都 投人 到 了遗址北部的洞窟

            址的清理上 ，对于遗址他 只进行 了仓促 的调查 ，因

            此给我们留下许多 可以进 行系统发掘 的遗迹 。另

            外 ，当地的条件表明 ，格伦 威德 尔教授等必须快 速

            完成对遗址的调查 ，所 以在建营地和安排劳力等方

            面都必须要井井有条 ，不能浪费时间。



穿越塔克拉玛干
      ③

第四章 焉普及其周围的遗存

    遗迹的主体部分分布在小砾石覆盖 的山脊的

顶部和斜坡上 ，以及高于绿洲平原的砂石高地上 ，

如图 58,59,60,61,62所示。这些 山岭都是南面开

都河 山谷两侧 山脉延伸的余 脉。这些小但高度适

中的高地，从东北延伸至。东南，遗迹占据部分为告
英里。建筑 遗存覆 盖 的地域 宽度 200一300码 不

等 ，大致是在其中央有一片洼地将其分为西北和东

南两部分。最西端两座山脚的深沟 中喷出的两个

泉眼汇成一条小渠向东流 ，不久便消失在灌木覆盖

的绿洲平原 中。由排水 的浅沟形 成的同样的洼地

(图59,60,61中间)也在山地与台地之间蜿蜒盘

a遗迹的位置

图58硕尔楚克明屋遗址全景，自靠近佛寺Mi. xxvi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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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全景，前景是延续至建筑群I和II的北端，左面为西北部中心建筑

      群的佛殿

图印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东南部佛殿群it和III，自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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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盗掘的)

洞窟寺庙

清理寺庙)

建筑形制及)

材料

向东和南延伸 的狭窄 的小 土墩上 ，散布着无 数其

他建筑遗址 ，规模均较小。最西边的山脊不仅陡 ，

而且其 顶部 比较狭 小，因此仅有 一两组 小佛 殿，

其中一个就在泉眼之上。

    上面谈到的洞窟寺庙位于其西北部3英里处。      一 一 护-一切一 ”‘~ 一，~‘一 ’产、一 ’“’r4-、一 ~ ‘

遗址中心所在的山岭和台地向东延伸到这里，在

沙砾石山西边 的陡坡 的 山脚下 ，发现有密密麻 麻

的洞窟。除了一个洞窟外，其余的都在这里。山

势较高。这 9座石窟寺 以及.与其相邻 的一些 可能

是石墓的洞穴的位置 、特征 的详细情 形，最好参

考格伦威德尔发表的材料，因为他曾对这里进行

过系统的调查，并详细报道 了整个 调查。那些规

模相对较小且遭野蛮人 严重破 坏的石 窟，仍残存

一些壁画以及一些浮雕塑像，都具有较高的肖像

学价值 。

    在 N.拉姆 ·辛格的勇敢帮助，以及蒋师爷和来

自库鲁克塔格山的拉尔·辛格(R. B. lal Singh)的帮

助下 ，我能够在遗址 中停 留的 12天内，清理完大部

分寺庙和其他遗址 ，而且清理得较彻底。清理 了几

个大寺庙遗址的局部后，发现一大堆被火焚烧过的

坚硬的土坯和瓦砾，表明寺庙遭火灾之后厚墙向内

坍塌。因此 ，我们想挖 出一些有价值遗物的希望算

是到此破灭了，于是我们就停止了工作。

    主要遗址区内单 个的寺庙共计有 100多 个，它

们的面积差别较大，从最小长 4英 尺、宽 6英 尺，到

最大一边长达 80英尺的长方形。它们的建筑风格

几乎完全相同，除几种代表性的典型形制外，其他

基本是千篇一律 ，包括 内部设计和装饰。这些建筑

普遍使用土坯建造，最常见的土坯的尺寸是12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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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6英寸 x3一4英寸。在一些大型寺庙中使用 了

大量的木材，木材砌筑在砖石中，使之更加坚固。

在高台地上的一些建筑，我还看到墙里夹了几层薄

杂草。所有这一切均表明当时的气候条件与现在相

同，仅用土坯建筑是不能保证其坚固性的。

    首先 ，我们将简要描述遗址 中最常见的几种形

制的总特征，其细部特征留待我们对每个佛殿进行

描述时再谈。小型寺庙 中最典型且普遍的形制是

简单的佛殿，或者是方形，或者是长方形。它们一

般坐落在台地上，与其他佛殿相接排列，有时可通

过门廊出人。因在 I和 II组寺庙北部附近残存一

些拱顶建筑，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佛殿过去一

般都是 弯隆顶。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土坯建筑 的

基址。另一个大类型，佛殿前有券顶窄室，窄室前

的墙壁正对着通道 。侧面墙 上有几处低券顶的通

道，由此可以进人窄室或通道，绕行中心塑像。这

尊塑像原来放在面对通道 的墙面上。这条 通道的

后部也是拱形 ，曾经装饰有壁画或浮雕塑像。同样

的地面建筑在该遗址中的石窟寺中也相当普遍。

    第三种类型 ，代表大型寺庙类型 ，与和 田遗址

(丹丹乌里克 、喀达里克等)中的佛教寺院中非常普

遍的形制很相似。在此我们发现了一个佛殿，大体

为方形，通过前通道进人，其他三面封闭的回廊可

环绕 ，作为右绕(Pradaksin的之用。在这种形制的大

寺庙中，通道在佛殿的后部变宽，形成一个有雕塑

装饰的房间，其他地方的通道仅用壁画装饰。

    第四和第五种类型的遗迹，很可能是表现某种

埋葬特征的墓葬。第四种类型从外表看像大佛塔 ，

圆柱形弯隆顶 ，直接在矮平 台上建起 ，或是从 不同

4宫隆顶寺庙

  佛殿

d有封闭回廊

  的佛殿

4埋葬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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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 的地基开始建造的，如圆形 、长方形或方形 ，通

常都有一个正方形围墙。图 63,64能帮助说 明其形

制。这些佛塔的特殊形制是 其内部一律都是空的，

那些保存较好 的仍能看 出有 通往 内室 的拱形顶人

口的痕迹。调查或清理过的拱顶 圆形室内，没有发

现任何祭祀遗物和人骨。第四和第 五种类型的遗

址和在交河古城外部的阔什拱拜孜(Kosh-gumbaz )

发现的佛塔完全相 同，可以确定它们都是作为埋葬

目的之用。第五种类型的类似中心柱的建筑(图

64,65)底部发现的骨灰罐和盒子，明确地证 实了这

一点。无论形状是多 边的，还是方形 ，这些塔都有

一个围墙，而且其上部逐渐变小，这种外形使人联

想到古代罗马的墓葬。

图63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北端的佛塔和佛殿，自西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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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东南端墓碑群，自南望

图65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墓碑 Mi. xxii，外墙有一骨灰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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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遗迹的)

气候条件

博斯腾湖上)

的薄雾

被火焚烧的)

寺庙

    在介绍几个地点的发掘收获之前 ，我想最好还

是先谈谈我观察到的影响所有遗迹的气候条件。

这些暴露在外 的遗址 经受了雨 、雪 的严重 破坏 ，这

一点一目了然。我前面已经谈到了焉香山谷的气

候状况，与塔里木盆地中央地区或与之相似的吐鲁

番盆地比较，显然不算太干早。据说山谷中夏季常

有暴雨，我们造访了这些山谷，而且获得了明显的

考古证据 。一些墓葬建 筑外墙 的浮雕装 饰壁画表

面的石膏几乎全部被冲掉，寺庙墙壁等上面涂抹的

的白色石膏都几乎被洗刷干净 了。

    沙石台地上的建筑遗迹 ，位 置虽然很 低 ，但可

以免受周围平原地下水位的侵蚀，幸运地逃过了盐

碱的影响，没有严重风化。盐碱的风化作用在焉奢

其他遗址中特别严重。但由于遗址位于博格达沙

尔6英里的范围内，甚至距博斯腾湖更近，无法避

免湖中和沼泽地潮湿空气对其缓慢而长期的危害。

尽管12月对新疆来说是最干旱的时期，我们还备受

这种气候条件的影 响。我们在遗址停 留期 间，从南

边湖浮起 的寒冷的薄雾笼罩 了整个遗迹和营地 ;同

时最低温度达零下 42度 ，给我们的工作带了很大的

难度。夜 间的 白霜 实 际就如 同一场小 雪 ，覆盖大

地，甚至太阳高照时它仍不融化。因此，照相时经

常遇到光线不足的情况 ，往往到了最后的一天或两

天，天气晴朗，雾霭完全消失，我们就立刻将那些遗留

下来的遗物进行拍照，而照片上的白霜仍 明显可见。

      我们发掘 了一段时间后 ，就发现火对寺庙的破

坏可能要 比潮湿要大得多 ，因此也就停止 了工作。

整个遗址都焚毁 于一次大火灾是 肯定无疑 的。遗

址中的大型寺庙大量使用 了插人墙壁 的木材和其

他一些易燃材料 ，所 以火灾造成的后果在这些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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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反映得很清楚。大量从墙壁上坍塌的土坯经火

焚烧后变硬，延缓了发掘工作的进程，加大了发掘

工作的难度。但同时幸运的是，大火使许多易碎红

陶小浮雕塑像变得更加坚硬，因此而得以保存下来，

而大型雕塑或完全粉碎 ，或受潮气腐蚀根本无 法搬

动。但在小型佛殿中，大火几乎没有蔓延，土坯仍保

存较好，显然没有受到这场蓄意破坏的大火的焚烧。

    在佛像基座旁或其他地方发现了无数供奉的

铜钱，都是中国铜钱，没有一枚时代晚于 s世纪末

期。另外，发现的回骼文残文书和五彩壁画墙面表

明，这些寺庙在回鹊统治的早期阶段仍有人们来朝

拜(9-10世纪)。因此，这些事实表明，这场火灾可

能发生在10世纪下半叶，当早期伊斯兰教的葛逻

禄突厥族人侵时，他们这些反对偶像崇拜的人蓄意

纵火焚烧的。我将随后介绍高耸于开都河谷的霍

拉(Khara)遗址 的寺庙遗存 ，该遗址也被大火 焚烧

过，由此可以断定上述推测是成立的。

    在叙述已发掘的几处基址和遗物时，我打算按

照地理顺序来叙述，每一组都从西南部开始。I组

佛殿沿前述三个山脊的最西端分布。寺庙 xcv(图

66中的。 )位于它的南部，看起来这座寺庙是因为

潮湿而破损不堪的。佛殿面积大约20平方英尺，

前面有一个大前殿。前殿建在一个台地顶上，台地

背依山坡，通过台阶可以上下。佛殿和前殿的部分

迹象表明，格伦威德尔教授曾经对此进行过清理。

佛殿 内的土坯堆高达 7英尺 ，填满 了佛殿和周围封

闭的通道。我们对北 面的佛殿 和通道 内部进行 了

发掘 ，在通道中我们发现 了 10余件小型彩塑板 画，

因潮湿大多都已严重腐朽。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小

拱形木头残片(图 67)，上面有彩绘佛像。

a遗址的破坏

a最西一组佛

  盈 嚣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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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拱形木头残片 图68 木刻

    我们对北部两个小佛殿进行了彻底清理，结果 4在v,v.a.佛

是令人满意的。在佛殿 v中发现 了不少彩绘木雕 ， 殿内的发现

多数都是用来装饰墙壁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雕

刻在小木拱(图 68)上的小画像的残部 ，刻画了一幅

类似双龙戏珠的图案。这些木雕中大约有 12块木

板被雕刻成粗糙 的镂刻莲 花形 状。与 v相邻的小

型佛殿 v. a，面积约 9平方英尺 ，每一面墙壁都有四

个浮雕的菩萨像。尽管佛像上又涂了一层灰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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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看出它们的胸部和臂都精心装饰过，衣服上还

保 留了许多鲜艳 的色彩。一个大型坐佛像 ，可能原

来放在 中央基座上 ，现几乎全部被毁 。

vi, vii佛股)

的清理

      遗址 西北 方 向的

四间房屋 中，没有发现

任何 遗 物。不 过 最 后

一座佛 殿 的前 殿 vi的

几面 墙 ，都 依 山 坡 而

建 ，由于 山坡 的风化 ，

坍塌 了半截。不 过每

面墙仍 保存 着大 雕 塑
图69 艳甲肩部残片

健陀罗风格)

的彩绘板画

像的莲花座。只发现了大型雕像的上臂 ，是用 巨兽

的头部加 以装饰的，与图 69很相 似，可能是恺 甲的

肩部残片，如同千佛洞中的护世天王穿的恺甲一

样。泥塑残块因严重腐蚀而无法搬移，但还可看出

原先是用来安放护世天王的基 座。与 vi西北部相

邻的一个低矮土丘，很不规则，是佛殿 vii之所在。

这座佛殿有前室，破坏得现只剩墙壁的地基部分，

但在遗 留的大堆土坯下面出土 了许多有趣 的遗物。

在下面松软的土层和烧焦的木头残片中，出土了一

块窄木板，沿其斜边彩绘有许多花卉图案，色彩艳

丽，上面还有五行分别用中亚婆罗谜字体书写的当

地文字，可能是画在石膏上的壁画画框的一部分。

在它附近还出土了若干片无法辨认 的图案。

    在这些遗物的旁边 ，是一个小壁完。在里面的

佛像基座底部，发现了精美的彩绘木板(图70)，虽

已破裂成三块，但可以拼合。板画上绘一个菩萨，

是欧洲风格的，菩萨坐在 马蹄形拱 门的宝座上。人

物及衣纹的画法体现了键陀罗艺术风格，所绘的支

撑拱门柱子的装饰 ，使人联想到古希腊罗马晚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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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0 彩绘木板

建筑式样。在同一地点还出土了两块板画，上面均

绘有立佛 ;这些 画板 的制作工艺精湛 ，但遗憾 的是

都遭到了磨 损和火烧 。三块板画 的高度相 同。图

70所示的板画的每个边证实它原先与其他两个板

画呈直 角相 连，这三块木 板画属 于同一 整体 。图

70，顶部和底部空白无饰，可能是盖板部分，把所有

木板拼凑起来 ，就形成一座可 以放置塑像的基座。

还发现许多泥塑残片，其中一些显然是大佛像的，

其他均为墙壁中媚上 的浮雕 ，这种类型的塑像残片

留待后述。佛殿 vii后面较薄 的分隔墙上残留的壁

画，都是小型供养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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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雕的木板) 与 vii相邻的佛殿 viii中只 出

              土了几块木板 ，连为一体而无任何

              装饰 ，很 可能是一个 塑像 的基座。

                后来清理 的三座寺庙 中没有发现

              任何遗物 ，但 在 1X小 寺庙 中发现

              了一件有趣 的遗物 。虽经过大雨

              的冲刷，佛殿的墙壁仍保存一定的

              高度 ，内部充满 的坚 硬的泥土坯 ，

                高达 3英尺。从这堆 泥土坯 中出

              土了一件精 制 的木 板 (图 71)，保

              存完好 ，上面用纯正的键陀罗风格

              精细雕刻 了成组 的浮雕像 。该木

              板高 11英寸 ，后部为半圆形 ，显然

              是用钉子 固定在墙壁或其他背景

              上 ，其上仍然保 留紧附的铜钉。木

                板正面的平面上有两幅画 ，一上一

              下 ，情节都源于佛教传说 。木板下

              端的突起 部分 已被分隔成 了两个

哈
饭
气
.
阅
广、
集

一‘
气

沪
践

图71 健陀罗风

格的浮雕组像

完 ，右边完里面是两 个跪着的朝拜者 ，可能是供 养

人 ，左边完里面是手持神杖站立的佛像。上面两幅

画中都有头戴光环 的佛像 ，除缠腰布外 ，无 其他衣

饰 ，这两幅画的情节尚不甚清楚。但下 面两幅画的

情节是一位朝拜者头带王冠 ，以头触地 ，甸甸 在佛

足下，显示 了键 陀罗浮雕 中常常代表的燃灯佛本生

(D3paiikara-jataka)。人物造型和整体的制作手法与

键陀罗雕塑艺术风格 极为接近。如 果不是两位朝

拜者的头饰像中亚人，简直就可以认为这些小塑像

是直接来 自印度 河流域 的。因为遗址 中其他佛殿

出土的大量 泥塑残片都具有强烈的希腊化佛教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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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特征。在 同一佛殿 内还出土 了一件雕 刻精美

的木托架。

    清理 I组其余的佛殿 ，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发

现。然而 ix寺庙规模较大 ，属于第一种类 型，只清

理了一部分 ，在 中心塔柱的回廊中发现 了一些浮雕

塑像 ，因潮湿大多都朽坏。

    II组佛殿主要分布在山岭 中腰 ，主要发现多出

自南面小佛殿。这些佛殿的墙壁破坏较严重 ，明显

是很早就坍 塌的。在 与佛殿 i以狭窄通道相 连接

的一排已被损坏 的佛殿 中，其中最南面的小佛殿中

QI组中其余

  的佛殿

< II组的 i, ii

  佛殿

图72 手

出土了大 量的帷慢残片 ，灰 泥

制，一定是用来装饰凸角边的。

帷慢顶部都 有花形镶边 ，下 面

是成排的三角形垂帘及流苏，

显然与尼雅遗址中央大殿 NIII

的墙壁上的彩绘的精美帷慢图

案非常相似 。另外发现一些小

型泥塑残 片，它们可能位于通

道墙壁突起 的中媚上，值得一

提的是模 制精巧的佛像 面部。

在 I组 的一个小佛殿前 面 ，还

残留一 个莲 花座的基座部分 ，

附近发现 四枚唐代 钱币，似乎

是因供奉而 留存在此的。其中

两个有开元铭 文，另外两个是

大历年号 ，都保存得特别好 ，没有任何锈蚀的痕迹。

在 i通道 的北部另有一个佛殿 ii，破坏较甚。其 内

发现了许多小雕塑残片 ，有些是与真人大小相 当或

较大的塑像的部分 ，还有一个雕刻逼真的木雕 的手

(图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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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雕刻装饰)

和方砖

挤形
图73 龙头托架

图74 精美花饰图案的木板 图75 健陀罗风格的菩萨像方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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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稍远的两个佛殿 xxiv. xxvii，除六片婆罗谜 4制作浮雕像

文书写的菩提叶外，还发现有浮雕饰板(图76)和一 的范

块残损严重的木板画残片。在这些佛殿外，还延伸

分布有一排完，墙壁仍保存一定的高度，内部遭受

潮湿侵蚀较严重。值得一提的发现希腊式的烧石

膏模范(图77)，是模制小坐佛和大佛像鬓发和之字

形头发的。同时，这种特殊的发现使我们肯定，它

显然是用来制作那种其他一些遗址 中发现 的大量

的变化多样 的浮雕塑像 的范。格伦威德尔教授也

有重大发现，他的队伍在 II组的两个佛殿内发现了

30余件同样的石膏范 ，有助于 了解其特性。我在喀

达里克获得的那种范与此完全相同。

图76 泥浮雕 图77 希腊式

的烧石膏模范

    在 m 组中清理的那些寺庙是沿山脉的最东部 Q III组 xxi佛

分布的。在 已清理 的 3组寺庙内，除 了在 xxi佛殿 殿

外，其他较大的寺庙中都没有任何发现。佛殿 二i

中有一根八边形柱子，柱子的每一面都有一行婆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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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谜文。如图64中所见 ，在一个四周有 围墙的平台上

              耸立一个庄严富丽的大寺庙建筑，平台的顶部尺寸

              约80英尺长，68英尺宽;以前一定通过东北面延伸

              的台阶攀登进人，但现在这些已完全被土坯覆盖，

              而且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清理完毕。佛殿面积22.5

              平方英尺，外围有3英尺厚的围墙，因火烧的缘故，

              现颜色已变红 ，也更结 实了，内部被 同样 的土坯充

              满 ，高达 8英尺。通道约6英尺宽 ，是靠窗户采光的，

              可从西北和东南面通到大约 n英尺宽的后室中。一

              般通 向佛殿的都要经过面积较大的前堂或前厅，通道

              进深约 37英尺。这个厅的左右侧面都有一个小侧

              室 ，均约 8平方英尺，是另一种较常见的类型。

浮雕塑像残) 清理前殿只发现少量的浮雕塑像残片 ，包括两

片 个小头像 。佛殿 内烧硬的土坯一半都被清理 了，但

              只获得了几个小雕塑残片，仍可辨其形制。外 面逃

              脱了火烧 的通道 的墙壁 ，沿其西一北一西出土许多

              浮雕塑像残片，包括彩绘木板(图 78)，上有镶嵌的

              花形饰边 。它们一定是 外墙壁上 中媚装 饰画掉下

              来的残片，同将要介绍的 x一xii佛殿一样。某些地

              方这种墙壁上仍残存有木钉 ，是 帮助把这些板画固

              定于壁 上的 ，用来 托起这些 中媚的。台地 东南 角

              (寺庙 xxvi所在台地的东南角)，发现 一个粗 陶罐制

              的舍利盒 ，内装已朽的人骨。

图78 镶嵌花形饰边的彩绘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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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III组寺庙 的东北和东南部较矮 的地面上 ，

有前面已经谈到的两种形制的墓葬建筑，所有的墓

葬都有较矮 长方形围墙。这种 圆顶形 的佛塔 与柯

尔克孜(Kirghiz)和蒙古族的白毡房(Ak-ois)有惊人

的相似之处。这些墓葬没有任何被焚烧的迹象，但

那些容易出人的墓室曾被寻宝人们一 次又一次地

搜查过。距离 aocvi遗址最近 ，且保存最好 的一个墓

葬(图64)，有一个直径约 13英尺的弯隆顶墓室，清

理时没有任何发现。图 64中看到的 xocii遗址是第

五种类型，几乎 没有遭扰 ，破坏最小。它 的顶部是

用不封顶 的土坯砌建筑 装饰 ，高度仍有 18英 尺。

一 间方形小墓室的地面有两层 ，之间有 1英尺 5英

寸的空隙 ，显然很久以前 已被洗劫一空。

    在围墙内，靠近塔基的地方发现了5个舍利

罐，约 1英尺高，如图65所示，陶质较粗，陶胎有

红 、黑两种 ，罐 内都装有 骨灰和被烧 焦的骨头。此

外，还发现了两件小木盒子，制作较粗，尺寸约 15

英寸 x4英寸 x4英 寸，也装有碎骨头 ，包裹在一个

很薄的类似纱的织物里 。在盒和罐上都没有发现

铭 文 。

4墓葬建筑

4舍利雄和盒

第三节 明屋遗址西北部发现的泥塑和壁画

    我现在要叙述遗址西北部的寺庙遗址，此处发 4中心寺庙的

掘收获颇丰。台地 中央是一组较大的寺庙 ，部分已 最西端

延伸到南部的坡地上(图58,59)。这些寺庙面对横

切遗址的浅沟，并且能俯 瞰南坡上修建的一组小寺

庙。中央寺庙 西 面的一半是在带 围墙的 台地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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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从图 79中可以看到其前部 ，经过清理后 ，在图

61中可以看到其后部。寺庙周围的墙厚4英尺，外

围墙厚度为 5余英尺 ，围墙现存高度 16余英尺。因

为围墙 内有至少不低于 6英尺高的土坯堆，有些地

方甚至更高，所以我们推测围墙的高度 以前一定比

现在还要 高得 多。这个 寺庙包 括一个 佛殿 ，面积

20.5平方英尺 ，有一个宽 6英尺 的回廊 ，回廊 的后

部宽达10英尺。经过前殿进人佛殿的通道，全长计

40英尺 ，高度不详。前殿前面开门。

图79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西北部的佛寺遗址Mi. x - xii，自东南望

Mi. x中发现) 在清理x前殿时，出土了无数灰泥浮雕小人物

的浮雕塑像 塑像，这就预示着在佛殿和后室中一定有丰富的塑

              像等待清理。前殿 中 出土的塑像残 片与我们后来

              清理 的佛殿和后室 中出土 的没有任何差异 ，因此 ，

              最好将它们一并放在后边讨论。此外 ，我们在地面

              高 1一4英尺的土坯堆 中发现 了 14枚 中国铜钱 ，其

              中 10枚是唐代钱币，其他均 为锈蚀严重的五铁钱。

                从 它们 出土 的位置来看 ，是供奉 在此地的 ，它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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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玻璃制品

先放在墙

壁上突出

的 架 子

上 ，同 这

个寺庙中

其他地方

一 样 ，这

里也有浮

雕中嵋。在佛殿入 口处 附近我们发现了三个 玻璃

片如图80所示，这非常有趣。因为这些显然来自

一个制作串珠的车间，由此可以确定当地存在玻璃

制造业。

    xi佛殿储存了大量不同类型和大小各异的浮

雕塑像。这些塑像似乎都被火烧过 ，可能是经火烧

变硬才得以保存下来。另外，也因火烧，几百件泥

塑中只有几件还残 留以前的彩绘 图案 。

    整个寺庙 中缺乏大塑像或佛像基座的特点清

楚地表明，其内的装饰主要是覆盖墙壁的浮雕中

嵋 ，这一点我们从墙壁上残 留的三排方形木钉孔 中

可以得到证实，这些孔是用来固定支撑 中相的木构

件的(图79)。方形孔径约3英寸，间距为2英尺。

每排孔的间距约 5英尺 ，最低的一排距地面约 2英

尺。由于放置浮雕的中媚是随佛殿长度延伸分布，

所以各处遗物出土的数量不同。

    大多数浮雕塑像都是沿东墙发现的 ，特别是在

东南角;而西边出土最少。这显然表明火灾是从西

边开始的，在那 些巨大 的泥塑像被火 焚烧 变硬之

前 ，那面墙壁上的中媚就 已塌落并被摔碎。东壁上

的浮雕被火烤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因为支撑浮雕

d Au. xi佛殿

  的浮雕塑像

d浮雕中相的

  位置

4火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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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佛殿后室)

出土的泥塑

的木架 等被 火烧毁 ，再使 其上 的所有雕 塑坠落 粉

碎 ，还需要一段时间。这种假想已被东墙壁上的两

个孔 内残存的木 桩子所证实。同样是 因为这个 原

因，大多数 浮雕泥 塑残 片也可能 是属于墙 壁上 嵋

的。佛殿 中出土的 3枚铜钱是唐代钱币。

    这里同前面谈到 的其他寺庙一样 ，围绕佛殿的

回廊似乎逃脱了火灾的洗劫，但却未能避免潮气的

破坏。东面和西 面的通道 内似 乎没有浮雕泥 塑装

饰 ，但因墙 面已完全被 破坏，所 以根本 没能找到任

何曾经用来装饰墙壁 的壁画痕迹。最令人满意 的

是，xii佛殿后室出土了大量的雕塑装饰品。认真清

理后室 之后 ，我们发 现 了一组衣 纹丰 富的浮雕 塑

像 ，均为高浮雕作品 ，几乎都与真人 同大 ，分布在西

北和 东北 角的

外墙 根 的低 平

台 上 (图 81 )a

同时这 里还 出

土 了大量有 趣

的小 雕 塑。这

些 塑像 都是 从

j匕侧外 墙面 上

距地 面高 9英

尺 的中媚上跌

落下 来 的。 由

于 潮 湿 的 缘

故 ，所 有 的 泥

雕 塑都很 容 易

碎 ，根 本 无 法
搬移。甚至在图81明屋遗址佛寺Mi. xii过道西北
土坯堆中清理 角的灰泥浮雕塑群



穿越塔克拉玛千
      O

第四章 焉奢及其周围的遗存

出的三四件泥塑头像也是如此 。它们一定是很早

就塌落下来的，因都处于非 常易碎 的状态 ，故根本

无法安全搬移。在东北 部的一组造像的脚下发现

的两件6英寸高的小人物塑像也是如此，他们可能

都是供养人，或朝拜者。

    在通道两个角落的每一面都有一组塑像 ，包含

五六个排列紧凑的站立的人物像，最外边的塑像破

坏较甚。有些塑像已被破坏，但从残留的木骨和草

捆可以确定其位 置，因为塑像一般是 以这些做骨 ，

再用泥塑制。从服饰和姿势上判 断，大多数塑像是

佛像。然而，对图81最左边的那些塑像，我至今仍

有疑惑。所有 的塑像的风格无疑都是希腊化佛教

的翻版 ，将它们 与 1901年我在热瓦 克佛寺 发掘的

那些巨大的塑像比较，会发现它们在细部和制作程

序上都是惊人的相似 。东北角上 出现的一个前来

朝拜 的人物非 常有趣 ，他 抬头挺胸 ，我对 塑像学的

知识 的匾乏使我无法对此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

在东边和西边外墙上的壁完中安放成组的雕像时，

显然是考虑 了回廊 的空 间后 ，才确定 它们 的位置

的。同样，各个角落的整组塑像的位置也能说明这

一事实，因为只有在这些地方，它们才能从旁边的

通道中获得充足的光线。

    北墙上的泥上嵋 ，原先有一排小塑像。它的发

现 ，特别引人注意。它清楚地展示 了这些浮雕塑像

的中相，是如何固定在 xi佛殿中和该遗址其他地

方的。从图 81中可 以看到上相最下面 的部分 ，突

起约6英寸，是木框和草拌泥框模制成的，高度约2

英尺。上面遗留几排木钉的孔 ，以便把 中媚的各个

小浮雕塑像都固定在上相上 。由此我们 了解到 中

相的建造技术，但我们还是能够利用清理 出的泥塑

4通道角落的

  泥塑像

4中栩上的小

  浮雕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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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相上的武)

士

残块 中复原整个 中相上 的浮雕 图案。不过其 中的

一些 比较有趣 ，且保存相对较好，雕 塑数量较大 ，有

必要在此专门介绍。xii佛殿中出土的小浮雕塑像 ，

多数还保留着原来鲜艳的色彩，因此显得更加珍贵。

      中媚上的塑像 表现 经细‘

浮雕希腊女)

神像的盔甲

的是 一个 内容还是 几个

内容 ，是神圣的 ，还是半

裹读的，都无法探究 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

残片有相 当一部分是武

士塑像上的(图 82)。我

们看到武士的头和身体

均是用鱼鳞形的盔 甲保

护起 来 的，其外形 与 米

兰吐蕃要塞 出土的上漆

的皮盔 甲非常相 似。盔

甲上尤 为引人注 目的地

方是胸甲，其表现方式也

是多种多样的。 一件显

然是模仿皮 制的，圆形，

且 贴 有 五 片 凸 饰 (图

83)。

    另一件 ，很可能 是模

仿金属制 的，中央有 一个

精美 浮 雕 的 希腊 女神 像

(图 84)。可 以 肯 定这 是

古典雕塑的雏形 。更有意

思的是 ，从 这件盔 甲可 以

看 出，约特干与和 田遗址
图83 皮制胸甲



穿越塔克拉玛干
      O

第四章 焉舍及其周围的遗存

中常见的砖红色瓶上贴花图案 ，是直接从古典希腊

女神像的头像发展而来的。

图84 希腊女神像 图85 盘腿而坐的

        男性塑像

    需要提到的其他人物塑像 ，有一个菩 萨，模制 ，

是纯键陀罗风格 。还有一个盘腿坐的男性(图 85),

d用模子生产

  的方法

图86 泥塑头像

姿势非常优 美。还有一 些人

物头像特别 令我们注意 ，因

为它们充分展示 了所有这些

塑像是如何 模制 的，而且怎

样才能巧妙地用这种方法来

创造塑像 的各种神态。面部

无疑是模制 的 ，出 自模 制武

士塑像头部 的一类范 ;前额

上依 然保 留头 盔 下垂 的痕

迹。然而 ，在 头上用 一撮直

线向上梳 的头发代替 头盔 ，

表现出一种奇特的变化。其

中模制得最出色的一个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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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真的动物)

图形

(图 86少，是将一张哭丧的脸(无疑属蒙古人种)安置

在了一 个戴}-J}- L-I'汉二，:JoJ/、_ ，_ ，._

}'V}oWJ淤   MMMTOR* ,Mid, A-F mm, iMrJ    ,Pps 1U-  } O  A}II                                                用到

                                                技 术

                                                  精细

的骆驼的头部。

图87 骆驼头部

此外 ，图 88属建筑构件的残部 ，也是键陀罗风格的

雕塑中常见的，

发展出来的。

显然是从古 典艺术 中借鉴的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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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 建筑构件残片

图89 小木佛塔

        顶饰

    从一个小木佛塔的顶饰中 d雕塑的年代

(图 89)，我们可 以看出它是 精心

仿制的，细部雕刻竟与我们在印

度西北边境看到过类似的用石头

修建的微型塔的构件很接近 。当

我们看到这些雕塑时 ，自然 就想

了解其出土地点和制作(复制 )方

式 。我们觉得还有必要对其起源

的年代进行推测 ，大体认 为应该

比较接近于键陀罗风格的希腊化

佛教塑像模型出现的时代 。因此

有必要重视我们所拥有的寺庙中

出土的带铭文的钱 币的年代 ，并

依此对浮雕塑像装饰的寺庙的最

晚的使用年代进行判断。在西北

角的佛像基座上我们发现了 7枚 中国钱币 ，可能是

无意被脚踢到此处的 ，也可能是有意藏在此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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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唐代钱)

币

Mi. xi.佛殷)

中出土的雕

塑类型

    其中一枚钱币有“货泉”铭文，是王莽时期使用

的钱币，年代为公元 14-19年。但我们知道，在中

国不同类型的钱币通过再铸造会长期延用 ，因此 以

另外3枚大历和建中年间的钱币以及1枚开元通宝

为依据，我们可以确定这些特殊的造像一直被人们

虔诚地朝拜至公元 8世纪末期 ，或者更晚。因为这

里气候条件与焉奢相同，所以很难想像那些用泥制

作的易碎的雕塑能够延续如此长的时间，而毋须任

何修补。同样，难以使人相信在如此长的时期内雕

塑的风格竟然没发生任何变化。

    佛殿 Xi 和与之相连 的前殿中出土的塑像残片

的数量更多，只不过保存较差一些。看了这些残

片之后 ，更加加 深了我对佛殿xii中出土的塑像 残

片的艺术 水平 的 印象。佛 殿 xi出土的塑像残 片，

花样很多，可以说与它们的个体数不相上下。然

而，这些雕塑残片不过是所有雕塑品中一部分，

三个相上原 先应有 的塑像 肯定 比它 们要 多很多 。

它们所要表现的内容，我们已无法肯定，不

过如果假以时日，把它们与其他地方发现的图像

遗物进行对比，或许图像专家能够找到某些塑像

人物之间的关系。其 中菩萨一类 的塑像尤其多 ，与

我们的预料的相 同。我们可以看 出这些雕 塑在大

小和细部上各异 ，主要是 应用不 同的模 型分别制

作不同 的部 位，如躯 干 、头饰 、人物等。模 制的

头和身体基本上是模仿了键陀罗雕塑固有的类型，

同样从 图 90中的年轻仙女 的侍从雕 塑上 ，就能够

看到很多类似的特点，甚至在具有键陀罗风格的

飞天上也有 所体现。尽管这些雕塑 毁坏严重 ，但

还是可 以看 出其重复 出现的数量很大 。一 个骨 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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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柴的男性雕塑 (图91)非常奇特，但无法解释

它的表现意 图，也许是那些苦行僧们 的真实写照。

另外一些衣饰精美的女性雕塑也非常有趣，其中，

最引人注 目的是一件雕刻生动、开怀大笑的头像。

与前述那些雕塑相 比较 ，佛殿 中出土的穿盔 甲的

武士雕塑变化较小。

图90仙女侍从 图91 苦行僧

    出土的大量没有躯体 的头像 明显表 明是火烧 4头像的自然

后迅速变硬的。大量 的标本 中有一组非常有艺术 特征

价值 ，表现出超凡 的雕刻技巧和 自然流畅的雕刻

形式 ，在佛像雕塑史上留下了自由式的绘画风格 ，

丝毫没有受到宗教的约束和影 响。这一点在精心

雕刻的头像 (如图 92)上 ，表现得 尤为明显 。这

些头像的范显然是通过键陀罗传播而来的，具有

古典风格。第二个头像与第一个头像出 自同一个

范 ，雕塑家们 的这种技术虽然简单 ，却 能够 统一

他们的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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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图93

泥塑人物头像

模制后头像)

之变化

情感的自然)

表露

    此外，我们还获得一个面部表情完全被改变的

头像 ，模制完毕后又在其上刻了一些线条纹 。在图

93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头像的更有趣的变化形式，

四个头像都出自同一模型，但通过变化发型、头饰

和珠饰等，再加上模制和安装时的巧妙变化，制造

出的头像 ，可能把一个 自然 主义的俗人 ，变为古典

希腊神似的头像。

    一个模制得非常漂亮 的年轻女性 的头像 ，其面

部表情非常 自然 ，使我们联想起哥特式的艺术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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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半人、半兽的

        古怪头像

她向后梳的头发上还扎了一块

头巾。在那些浮雕头像 中面部

表情的表现非 常 自由，惊人地

体现向现实主义雕刻手法转变

的明显 的趋势 ，然而这些在键

陀罗风格中则极为少见。其中

最出众的杰作是一个大笑的老

妇怪诞的头像 ，可与之媲美的

还有一件精心雕刻的大笑的头

像。一件哭泣 的男头像也可称

为佳作。现实主义与丰富想像

力大胆结合的作品属(图 94)，表现的是一个古怪的

头像 ，半人 、半兽 ，口中正吐一个头盖骨。

    摩诃衍那(Mahayana，大乘)晚期造像中清楚表

现的戴着头盖骨制项链的主题 ，在类似菩萨像 中也

有所表现 ，如图 95。当地艺术家敏 锐的 自然观察

力 ，从那些雕塑精美 的马 (图 96)中可见一斑 ，即使

是表现他们并不熟悉的大象时 ，也毫不逊色。

4摩诃衍那晚

  期造像

图95 戴头盖骨项链
        的菩萨像残片

图96 泥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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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的细节)

东部寺庙遗)

址

    最后我们注意到图 97显然

是希 腊风格 的瓶子 ，另外 ，我们

在建筑残片中，可以看到我们熟

悉的希腊化佛 教风格 的 山花顶

饰(acroteria)表征和古典的细节 。

    还有一 个第三 种类 型的寺

庙 ，位 于 前 面谈 到 的 寺 庙 的南

部 ，并与它呈直角。由于其内部

iii育隆顶室)

中的壁画

充满了较厚的土坯，所以就没有 图97希腊风格的
发掘，但大火焚烧造成的破坏痕 泥塑瓶子
迹却很清楚，甚至影响到了通

道。我们还对其东部 的一个分 隔的建筑 遗址进行

了清理 ，其墙壁破坏较甚 ，内部没有发现任何遗物 ，

该建筑的用途仍然是个谜。此遗址 以东矗立着许

多大殿和房屋的混合建筑 ，其 中最近的 xiii建筑可

辨认属第二种类型的寺庙。它的佛殿面积为 17英

尺见方 ，内部充满 了火烧过的土坯块。它的前殿似

乎已被人清理过 ，在通往佛殿的人 口处的两侧各有

一个约 2英尺高 、巧 英寸宽的造像基座 ，其上仍残

留塑像躯干的部分残片。

    在佛殿后面有一个窄室，宽 4英尺 8英寸，经发

掘在外墙底部 发现 了大量 的装 饰壁画。室 内东半

部残存大约 12英尺长的类 似墙裙的木板，未遭扰。

主要因为这半 部 的弯隆顶 仍存 ，防止 了湿气 的人

侵。然而 ，除 了角落 中出土的木板画，以及 西墙 底

部的木板画 12的残片外 ，由于西边的弯隆顶和大多

数墙壁 早 已坍 塌，墙 壁底 部的多 数壁 画也都 已退

色。在此有两条较矮的拱顶通道可通人佛殿 ，每条

通 道 宽4英 尺 ，高4英 尺5英 寸 。发 现通 道 内土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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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至顶，其中还掺杂一些从相邻的佛殿塌落进来

的泥塑像的残片。从西边通道外墙上残 留的大量

的壁画残片中，我们可以断定在大火焚烧到佛殿之

前，这两条通道就已被坍塌的土坯所封堵。

    通道和佛殿中出土的壁画，都是在草拌泥墙面 4壁画的题材

上用颜料绘的。在窄室北墙上发现 了一组连续的

壁画，画面用黄色条带分 隔为两组 :一组表现 的是

经师与众 比丘 ;另外一组 画面展现了一排隐居在森

林洞 窟 中 的 僧 侣 正 在 抄 写 经 卷。依 据 右 绕

(Pmdaks ina )的方向，观看顺序应该是从左向右，西

面墙壁的壁画(图98)在前，东墙上的壁画(图99)

在后，东壁上的壁画是前面提到的北壁壁画的延

续。内容被分隔成了三组 ，各组之间都是用黄色条

带相互分隔的。左边的一组画面表现的是一位坐

姿经师手持一只笔和菩提叶(Podu leaf)，年轻的比

丘都跪在他面前，从天空中飘下一个仙女，正在散

花，可能是乾阔婆。在中间一组画面上可看到一位

年长的坐姿经师面对许多比丘，均合掌，乾阔婆从

天而降。右边的一组画面描绘 了一个 比丘乘云升

天，下面两侧分别有五个年轻的比丘和三个具项光

的菩萨正在跪拜。最后，在东壁上面向北的完中，

我们发现了一个窄木板画(图98，左)，上面描绘两

个跪着的菩萨(Bodhisattvas )，上下分布，一个在另一

个之上。在西墙相应的壁完中发现的木板画，上部

描绘了一个比丘，下部是一个跪着的菩萨。与之相

连的西壁上的壁画几乎完全消失，同样西北 角上绘

的壁画也已荡然无存。但中间部分的壁画还保存

一块(图98，右)，左边描绘了一个小比在供养佛。

上面是一个乘 云而下的 比丘 ，右前丘下部跪 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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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穿着艳丽的男孩，很可能是一排朝拜者的最后一

个，面均向右，现已失。

图98 壁画

图99 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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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组木板 画描绘的是同一个和 同样 的佛教故

事是非常可能的，不过只有那些造诣深厚的图像专

家才能断定。东壁上木板画是故事的结尾 ，两个年

迈的“法律世界主宰”转变为佛教中的天神 ，如阿罗

汉(Arhats)或菩萨。尽管整个板画的工艺较粗，使

用的色彩也有限 ，但风格很粗犷。考虑到窄室 中暗

淡的光线— 没有发现窗户— 要求仔细描绘，并

刻画细节不太可能。不过人物特征还是 比较明显

的 ，尤其是老经师的头部。这些壁画的时代比前面

谈到的制作雕塑而发明的范的时代更晚一些，更确

切的年代范围 ，还有待那些专门从事库车和吐鲁番

绘画遗存研究的学者来确定，看来不成问题。

a佛教故事题

  材的板画

      这些 壁

画有 可能 是

回 M-时 期

的 ，证 据 就

是壁 画 残片

(图 100)。

此 外 ，该 遗

址 发 现 的 另

一 块 壁 画，

风 格 少 见 ，

4回鹤时期的

  绘画

图100 壁画残片

很特别。具体是指北墙 和西墙上 所绘 的正在写字

的经师握笔和持菩提 叶的姿势。壁画中，人物握笔

的姿势清楚地表 明 为毛笔，与菩提 叶呈直角。另

外，叶子的尖头冲向书写者，其姿势正好适合纵行

书写的形式。这种书写形式 的文字要么是汉语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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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是回鹊文。由于 没有找到任何 迹象能说 明这些

              壁画是 出 自汉人 之手 ，所 以后者 的可能性 似乎更

              大。很显然这一观点并非完全可信 ，因为我们还不

              清楚绘 画者描的是哪种范本。

西通道墙壁) 西通道外墙上的壁画尽管都属同一时期(图

上的画 101)，但 明显属于不同的工艺 ，其绘画技术显然更加

              娴熟。描绘的是两排佛徒，尽管他们的头没有剃光，

                ‘、------ ---. 一 ‘ 、 奄 娜

                    图 101 彩绘壁画

而且外衣的颜色和装饰也五花八门，但显然都是 比

丘。从上面一排和 尚的面部所绘 的胡须上可 以断

定，他们都是年长者。这些壁画的轮廓不仅清楚，

而且画法也很简练。不过没发现皮肤晕染的现象 ，

与前室 中大量出现晕染的情况大不相同，犹如佛殿

中描绘 的人物 中常见的那样。这些 壁画通过人物

表 情和头饰等方面较细微的变化 ，打破了题材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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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调。然而，那些袭装彩绘的花卉图案极其拙劣，

根本就没有考虑衣服上的皱褶，反 映出整个作品制

作工艺上的草率 。

    穿过 xiii佛殿南部露 天大

厅 ，我们发 现一组相连 的小佛

殿。在最北部 的佛殿 xlv中我

们发现 了几 片精 美 的木雕 制

品。上面曾经绘彩的金色顶饰

(图 102)很可能是 小型寺庙 的

建筑构件。小且雕刻精细的残

木片，显然是一 个刻花小 圆形

盒上的 ，表现 了拱形完 中一个

坐佛 像 。印度一爱 奥 尼 亚 型

(Indo-Ionic)柱子、马蹄形完、拱

肩上升起 的半身雕塑像以及其

他一些细节属纯希腊化佛教风

格 ，而且都可 以在键 陀罗浮雕

艺术 品中找到相对应的石制雕

a xiv佛殿 中

  出土的木雕

  制品

图102 金色顶饰

刻品。这些作品无疑属早期制作的，但木头的保存

状况都特别好 ，所 以即便是 现在我们 也会相信 ，几

个世纪前这个完整 的小盒子一定是作为珍品供奉

到此地的。在此佛殿 中还出土了一件菩提叶的残

片，可能是一件婆罗谜文书的残片，显然是梵文。

    紧挨着的那些佛殿 中没有任何发现 ，但清理位

于南部坡上较矮的台地上的一组小建筑，收获颇丰。

xv是一个普通的寺庙，面积大约12英尺见方，其中

出土了无数浮雕塑像残片 ，它们在风格上与 x一xi中

出土的同类遗物有密切联系。另外 ，还出土了一些

有 价值的辅助残片。其 中最精美 的是一个菩萨的大

Q xv寺庙中的

  浮雕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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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像 (图 103)，它 模制 优

美 ，是 精 心 制 作 完 成 的，

甚至能与键 陀罗最好 的同

类雕 塑相 媲美。所 有浮 雕

塑像都 因火烧而变得坚硬，

因此也失去了原来的色彩。

佛雕像) 在该佛殿的土坯堆中决著
我们发现 了两件木雕制 品，

可谓是整个遗址中出土的 图103菩萨大头像

最为精 致 的木雕 制 品。一 件是 雕 刻 的拱 形 木 头

(图104)，保存完好，而且上面的金色也非常艳

丽 ，表现的是 一组坐 佛形象 。这块 木雕 的一端有

图104 拱形木头

凸桦，另一端有桦眼 ，很 可能属 J二一个大背光 的

边廓，形制与我们 在热 瓦克和 其他 地方的雕 塑上

表现的 致 。另 ‘件木雕 塑 也备受欢迎 ，是 一个



穿越塔克拉玛干
      0

第四章 焉香及其周围的遗存

模制精美的雕像 (图 105)，高度近

to英寸 ，表现了一个护世天王的形

象 ，是 中国唐代最典型 的风格 ，特

征鲜明且很 威严 ，无疑是出 自一个

中国艺术家 之手。从 中我们可以感

觉到 从 远 东 过 来 的 影 响。这种 影

响 ，在中亚地区佛教灭亡之前 的几

个世纪 日益明显。

    在分隔 xv佛殿与南部另一个佛

殿 的墙壁上凿的一个小完 中，以及

a护世天王像

图 105

护世天王

木雕 _. __.一 .
      进人 xvi默 的半 台 的 通 道 中 ，我 们

a有菩萨头像

  的方砖

发现了一大堆遗物 ，共计有 17件火

烧后变硬的砖 ，其 中有一件 高 浮雕菩 萨头像砖 。

壁完所在的墙壁 实际高度为 3英尺 ，表面为鲜红

色 ，看上去就像 是 曾经用来烧 制砖瓦 的窑一样 ，

此处残 留了许多 畸形或被扔掉 的浮雕残片。但 这

里也发现一些偶然失火 的迹象 ，因此其他解释也

是有可能的。在 xv的西边延伸出一排小寺庙 ，因

部分直接利用土坡建造 ，所 以形制极其独特。对

部分拱形通道的清理表 明，填充寺庙 内部 的土 比

较潮湿 ，其 内的壁画装饰也几乎完全遭破坏 。

    中央寺院的东北 部坐落着一个引人注 目的寺

庙xvii，它包括一个方形佛殿，是建造在较高的台

地上的，图63的右边拍摄的是其西北部，佛殿内

部经火烧变硬的土坯 堆得很 高。佛殿的入 口清理

到一半时出土 了许 多浮雕塑像 残片 ，其 中包括 一

4部分清理的

xvii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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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模制精美的头像，几乎都与真人同大，与此处

发现的其他浮雕塑像相 同。然而 ，始终没有 发现

属于这 些头像 的身躯 部分。在被大 火焚烧 之前 ，

墙上绘画的墙面就已坍塌，几乎全部都变成碎片。

另外 ，在人 口处附近还发现了一枚开元通宝。

xix, xx组)

佛殿

    在 xvii北部一组紧 紧相连

的小佛殿和佛塔 中，只有两处

发现遗 物。在 小佛 殿 。 中发

现铜装饰品残片和雕刻精美 的

木柱子的顶部 (图106)，是印

度一科林斯式风格 ，并带叶板

装饰。在几乎被完全破坏的佛

塔 xx的基座 上 出土 了一张 残 图106 木柱子顶部
              纸片 ，上面有潦草的字迹 ，看

              起来像突厥的如尼北 欧古 文书 ，具体性 质 尚未确

                定。

Xviii寺庙) 在上面提到的那组佛殿的西边散布着十多个

的建筑特征 佛塔和佛殿，图63的左边可看到其中一部分，它

              们是遗址 的西北边。除了最后将要描述的 xviii佛

              殿外 ，其他佛殿 中没有发 现任何有 价值 的遗物 。

              这个佛殿 的结构 表现 出一些 特别之处 :首先 ，值

              得注意的是该遗址没有任何被火焚烧的痕迹，但

              被故意破坏的痕迹却很明显。从一个面向东北的

              院落或走廊 中可进人一个前室 ，它的面积大约 17

              英尺见方 (图 107)，顶 以前似乎不是拱形 ，内部

              充满土坯块 ，高度 3英尺左右。从 西墙角 出土的

              壁画判断 ，这个前 室以前 应该有顶 。因此 ，我猜

              测它 的顶 一定 是用木 头建 造的 ，虽 没有 被火烧 ，

              但在该 遗址遭破 坏后 ，可能被搬到别 处作为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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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前室对面是一个刁、佛殿，9合英尺x6英尺，三
面被一个宽 4英尺余的拱顶通道所环绕，虽保存较

好 ，但非常遗J憾其墙面只经过刷白，没有任何壁画。

图107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古殿 NE. xviii前厅北角和相邻的内

      殿一端，自南望

    在前室的角落，即人口处的两侧各残存一件 4前室和佛殿

浮雕塑像基座。基座前部 出土 了各种麻布和丝绸 中的发现

品残片 ，可能是 供奉 之物。在清理佛殿 中的土坯

堆时，还发现 了更多有趣 的遗 物。沿西墙延伸分

布的大平 台上原先是放置塑像的 ，现在只残 留了

泥塑像的木骨部分。但还发现 了有各种装饰 的圆

形基座，直径大约16英寸，在图108中可以看到

其全貌 ，一半 已被安全 运走 。基座是用浮雕 的花

卉图案装饰的，而且前、后半 圆上 的图案均相似，

其色彩绚丽而和谐 ，保存得相 当好。表现的主题

中央为一个瓶子 ，从中水平散开类似康乃馨 ( car-

nations)的花朵和 叶板 。同样的色彩也见于坐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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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立姿菩萨像的残片上，两件都与真人同大。

图108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古殿 Mi. xviii外部内殿出土的灰泥浅浮雕塑

        像和圆形塑像基座

浮雕的菩萨) 在图 108中展现 的是一件模 制精美的浮雕塑

塑像等 像，保存较好 ，表现的是 一位穿着刺绣华丽外衣，

              站立在一个莲 花座上 的 菩萨像。她上身较短的外

              衣和覆盖双腿 的裂装上 的花卉 图案 的风格非常 自

                然，使人联想 到中国制造的彩色丝绸 的工艺。这

              尊大塑像发现 被扔 在北部 的通道 中，可能是从佛

              殿 中相应位置的平台上扔下来 的，因为太 重而无

              法搬 动。因此，当我们再度掩埋这座佛殿 时，与

              发掘的其他佛殿一样 ，为 了安全起见 ，我将 它放

              置在拱顶通 道 内。两 个硕大 站立 的塑像躯」二(图

              108)发现时，平卧在佛殿前面，而且都遭受过严

              重破坏，可能是守门天 (Dvarapalas)像。与真人

              臂同大的泥翅臂 (图 69),是用 ，个雕刻精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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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古怪 的头部作 为肩饰 的，可 能是 护世 天王 的残

件。在残 留的其他彩绘浮雕残片 中，需要提到一个

天真浪漫的童子塑像 (图 109)和一只举着圆雕佛像

的大手(图110)0

图109童子塑像 图110举着圆雕佛像的大手

    拱顶通道 的外墙面 ，除了西角残 留外 ，其他几

乎全部消失。在墙壁底部幸存一些奇特的壁 画残

片。这里需要 指 出上 面的那 件作 品，尽管制 作仓

促，但表现出了大胆和高超的技艺，描绘的是一个

生机勃勃的龙从波浪中升起 ，准备袭击一个赤足的

男人。在下面的那一块板中，有 9行较短的回鹊

文，书写在供养人像旁边，仍待释读。此外，上面那

件板画中的画面，或残存的内容还待解释。这里需

要补充说明 ，在佛殿人 口左侧的矮基座上还发现 了

回鹊文文书残片。

    在离开明屋遗址之前 ，我必须简要介绍那个显

著的烽隧 ，它是用土坯建造的，非常坚固，位于遗址

北部狭窄的山脊上，可俯瞰到遗址北部主要的一组

洞窟。如图 58所示 ，由于烽隧的地理位置显要，所

4前室中出土

  的壁画残片

4遗址北部的

  古代烽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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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遗址 中就可 以望见。烽隧 的底座约 24英尺见

方，高度仍达25英尺。但匆忙调查洞窟的途中，对

该烽隧进行了勘察，发现土坯建造的墙壁每隔一定

距离就在土坯 之间夹入一层很 薄的芦苇。这些 不

由得使我想起了我所熟悉的建筑方式，即古代敦煌

的烽隧中较普遍的构筑方法。但我并没有意识到

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直到我们从霍拉遗址向库尔

勒前进时，路过了又一个同样坚固的烽健。其结构

与前者完全相同，位于山脊的一个高凸壁上，距前

者南部约 3.5英里。我必须深人研究并寻找这些烽

隧的渊源，同时还有必要在这里补充说明，天气晴

朗时，在明屋的烽隧上可以望到焉香山谷以远的地

方，而且从直线距离大约5.5英里博格达沙尔，轻易

就能看见烽隧。烽隧 的北墙 与一 个破坏较甚 的小

围墙相连，从最近对这个坚固的土坯建造烽隧盗掘

的痕迹来看，可能被误认为是佛塔了。

第四节 霍拉遗址及铁门关

沿开都河山) 我们在明屋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于 12月23

谷向上走 日结束工作之后，我又把沉重的文物转运到库尔

              勒 ，感到心情舒 畅。然后，我带着一批劳力前 往霍

              拉遗址。我在焉省就开始打听这一带的遗址，但蒙

              古族牧 民沉默不语 ，我费 了很大 的周折 ，才 了解到

              一些佛寺遗址 。这些遗址坐落在天山山脉的北麓 ，

              库尔勒西部平原与开都大河的山谷之间。欧洲探

              险者至今尚未注意到它们。第一段行程，我们穿过

              一 片雪地，向北路过了一个凌乱分布的狭长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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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庄稼长得稀稀拉拉的，是那些半游牧蒙古族种

的，浇地的水源是七个星(Shikehin )上面引来的。水

渠流经的大沟，似乎是古代开都河一条支流的河床。

    从最后一个小村庄— 诺盖拜可齐(Nogai-  Q霍拉遗址下

backhe)，我们转而向西，走一小段路程，爬上光秃秃 端的种植区

的砾石萨依地面，便到达了位于天 山山脉脚下的小

山脊陡坡上的佛寺遗址(图 111)。如图 112所示，

在该遗址下面是一片小种植区，靠几个泉眼进行灌

溉。这些泉眼源于距其南部 600余码 的一个小 山

谷的口部 ，现 已结冰。距遗址 2英里处 ，砾石覆盖

的萨依地形消失，变成了长满灌木丛的豁土平原。

在此我发现 了现代种植区的痕迹。后来我才知道

这些种植区蒙古族有时种，有时不种，完全看水源

而定。每当山上有特别充沛降雪或雨，造成来年春

洪暴发，使洪水沿干枯的河床流到遗址附近的平地

时，他们就耕 种。在这种地形条件下还能种植 (即

使断断续续 的)，由此充分 证明前 面探究 的焉曹各

地湿润气候更 自不待言。

.婆台绷 {绷

a

娜
事

厂
夕

斋

会
饭」

捌翻

图111 霍拉遗址的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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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开都河谷霍拉佛殿遗址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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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遗迹看来是一些成群的寺庙。它们坐落在

山背上，山不高但很陡峭(由于雨水的冲刷侵蚀而

形成的)。图 111,113,114有助于说明遗址所在的

位置 ，它使我想起以前调查过的较远的斯瓦特和布

内尔(Buner)山谷中的许多佛教遗址。距前面提到

的那片种植区最近的是I组遗址，在图112,114左

边即可见到。建筑遗迹为几个佛殿，大多都比较

小 ，分布在一个很显著 的中央建筑的西北和东南部

之间，如图 111,114所示。I组遗址包 括一个坚固

的土坯和石建筑的基址，面积9英尺见方，距地表

约12英尺处有四个壁完，里面原先一定都有佛像，

现在都已完全被毁 。在顶部 ，即距地表 23英尺处，

开始建一巨大的圆形鼓状物或拱形顶。该建筑的

底部有一间小室，长7英尺，宽4冬英尺，门向东
’.””’“ ’J甲一 ’夕一’2、 、’2. ’2/、 、” 切’，/“、

南。我派遣去勘察遗址 的一个维吾尔族 队员 ，从蒙

古族牧民手中得到 了三片婆罗谜文 的婆提 叶残片。

据这些在此独居多年种地为生的蒙古人讲 ，他是从

小室中发现这些文书的。另一件小泥塑佛像 ，也是

从这个小室里发掘出来的。

QI组建筑遗

  迹

图113 霍拉遗址神殿群III, N，自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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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霍拉佛殿，前景为殿群I'll

11组佛殿)     佛殿 I.i，长 10英尺 ，宽 7英

尺，位于 I组建筑 西北部 的山顶

上，土坯垒砌 的墙壁 由 2英 尺高

处坍塌。发掘此遗 址 只获得 了

一些腐朽的木栅栏 和尖饰 ，可能

都属于小型 佛塔 的构件。清理

该佛殿下 面西部 坡地上 的土坯

堆 ，出土一些 同样的遗物。另一

个佛殿1. ii，长9英尺，宽8告英
尺 ，内部堆积 了很厚 的土坯块 。

其中出土的木质墙壁装饰品中，图115圆雕坐佛像
只有一件圆雕的坐佛像 (图 115)。在距地表高 3英

尺的墙面上 ，发现 了一块壁画装饰 ，表现的是 一群

站立 的小型菩萨像 ，他们的面部都不甚清楚 ，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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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意抹掉的。在中央建筑东南部和一个小院落

的外面，有一间大房子，长大约19鲁英尺，宽18鲁。，‘’一 ，’‘ ’“ 一护“ ’r一产、一‘一‘ 2/、‘、’产曰一’2

英尺，其内堆积的土坯和垃圾高达4英尺余。在此

只发现少量的壁画装饰残片，显然是菱格中的小佛

像。所有 的遗物都有受潮的迹象。

    图114的右边是第二组遗址，占据北部的一个

小山脊，正好位于前面谈到的遗址的下方。它包括

一排3间相连的佛殿，共同构成了一个长70英尺，

深 27英尺的建筑群。清理这些佛殿 ，除 了获得 了

一些小型浮雕泥塑残片外，还发现了一件腐朽严重

的木雕的头像。在二组遗址东部的一个较矮的孤

零零的台地上，有一个长约30码、宽约20英尺的

平台，是用未加工的石头修建 的，高达 18英尺。该

遗址东端盗立的一个大型土坯筑造的类似塔的建

筑，其特征已无法辨认。由一个较陡的岩石山口，

我们到达了一组主要遗址区，(图 113)这里只有一

个孤立的佛殿 m，内部面积 9平方英尺 ，是在一个

带围墙的土坯建造的平台上单独修建的，使用土坯

为15英寸x8英寸 x4英寸。清理这间佛殿没有

任何收获 。

    在刚才提到狭窄山口的半山腰，距地面约 150

英尺高处，建有一组寺庙Iv，从图112中可以看到。

小高地被一个向北延伸修建的石台地扩大，其上就

能腾 出空地修建一组寺庙 ，寺庙的背面都是依靠岩

石山坡修建的。从高 山上流下来的雨水使这些建

筑遭到严重的侵蚀 。其 中，最东部的一个孤立 的佛

殿N. i，内部长1;英尺，宽10鲁英尺。在佛殿小一 ‘” ‘’「j”一护、一 ~ ‘一’声.‘一 2/、‘一。 ~ “尸一 一动

前室的土坯堆中，出土 了一些有趣的雕刻和彩绘的

d II,m组建

  筑

4彩绘的木雕

  遗物



穿越塔克拉玛干
      0

第四章 焉香及其周围的遗存

木质品 ，遗憾 的是所有 的这些遗物都 先遭火 焚烧 ，

后又受潮的。在小木块(图 116)上，阴刻 了一个跪

着的人物 ，他双手合拢呈朝拜状。一件彩绘木块残

片，尽管 其背面被烧 焦致残 ，但仍可以看出圆形背

光中绘有三个 神像 。雕 刻并 彩绘的上 媚遭 到破坏

最令人感到痛心 ，残存的部分长约 1英尺 9英寸 ，宽

1英尺 ，表现 了两组画面。每一组画面上都有一个

佛被朝觑者所围绕，均用各种颜色和金色彩绘。整

个作 品的工艺设计完美 ，制作精湛 ，但 现因变得太

黑 ，而无法复制 。一些特征表明这些画是在金色地

上采用蜡画法的技巧绘成，但因表面被破坏，在未

经过化学测试之前，很难作出明确判断。上嵋的底

部边缘是用一排奇特 的浮雕半身雕像装饰的 ，使人

联想到哥特式妖魔雕塑(图 117)。两件镶嵌木雕的

残片出土时是分离的。

图116 小木雕 图117 彩绘雕刻

IV组中的僧) 在 iv. i西边有一个较大的寺庙，其殿堂后面的

房遗址 一个拱顶通道因遭后面山坡上的流水的侵蚀 ，没有

              留下任何可辨的装饰。西部与其相连 的一个佛殿

                的情况也如此。但在 台地 末端的两 间小 屋的一间

              内，从一个残留的灶上可 以推 断，它 以前一定是作

              僧房用的。在此发现了彩绘的木块 ，表现的是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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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漩涡之间飘浮在水面的一个莲花。还有一件类

似杯子的木制品。

    在清理 W 组遗址 的同时 ，还发掘 了一系列其

他遗迹。在此 ，还有必要对遗址中另外一些遗迹作

简要说明。在距离 I组遗址 600码处 ，有一个半球

形的土墩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比水平地面高出许

多，上面有许多灌溉梯田的痕迹。后来证实它是一

座佛塔，直径约 38英尺，破坏较甚，残存高度距地

面约 17英尺。在其南部发现 了一条可 出人佛塔的

深沟，显然是很久 以前挖的。其 内部至中央都是空

的，整个塔是用巧英寸x8英寸x4英寸的土坯建

造的，与遗址 中其他地方见到的土坯大小一样 。在

此塔南面大约25码处，有一个较矮且平的土台，没

有发现任何建筑遗存，但似乎可以推测以前这里曾

建有不太坚固的居住遗址。

    在此佛塔西边不到半英里处，距主要遗址中心

建筑同样距离的地方是个较陡峭的、几乎完全孤立

的岩石山口(图112中的V)。有迹象表明，此处似

曾用于防御 目的。山顶周围建了墙 ，面积也扩大了

许多。墙壁一半是未加工的石头，一半是上坯建造

的 ，范围从北到南约 105英尺 ，东西约 66英尺 。顶

上有很厚的古代堆积，但没有发现任何建筑遗存。

位于北部的一个类似堡垒的突状物，似乎是用来防

守这一面的人侵者的，因为通过这一面能轻易爬上

山口顶部。然而，其他几面与邻近的山脉之间都是

以沟壑隔开的。在山脊北部坡上有一座小山，即由

顶下降至 60英尺处 。小山上有一个破坏较甚的土

墩，可能是佛塔遗迹。显然很久以前曾经被人开了

一条 通往 中心 的盗 洞。其 中一 面的类 似方形 的地

a佛塔墩

4防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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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农业居D

住 区

七个星南部)

的烽遂

基大约33英尺。由盗洞可知，此土墩一部分是用土

坯建造的，另一部分是用未加工 的石头建造 的 ，现

存高度比小山顶部的自然岩石还要高巧英尺。

    在遗址 中没有 发现任 何有纪年的钱币或其他

遗物，但从建筑结构和其他遗物上判断，可以确定

这些寺庙延续使用的时间与明屋遗址相同，而且它

们几乎是 同时遭受破坏 的。如果附近没有 较大的

农业居住区，那么这些寺庙建筑也就没有存在的可

能了。

    在所有的沟壑 口部都生长着茂盛 的草丛和灌

木丛林，围绕这些山脚走，我们于 12月26日傍晚到

达了被雪覆盖 的七个星平原 。第二天又走 了很长

一段路才到达目的地库尔勒，一路上我们经过的地

形特点非常有趣 。在低矮 的山脊和 台地上走 了将

近7英里的路程后，最东部的山脚被霍拉山脉断

开，这条道通向一个被毁坏的巨大烽健遗址，它位

于一个很高且较大的台地上。我在本章第三节将

它与明屋洞窟上 面的古代烽隧一起记 录。它非 常

坚固，地基面积大约32英尺见方，现存高度约19英

尺，是用质量较好的尺寸为 12英寸x8英寸x4英

寸的土坯建造 的。巨型 建筑 的土坯 的风化程度就

足以证明它很古老，但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一层

层置于土坯之间的芦苇，还可 以清楚地看到后者许

多地方都出现 了很大 的裂纹。建筑 内部 的墙壁每

隔一层土坯 之间就置一层 芦苇 ，然 而，从 一个可辨

别 的上坯外包墙上明显看 出，是每隔三层土坯才置

一层芦苇的，包墙厚度约 4英尺。这种外建包墙的

建筑形式在敦煌的土坯建筑的烽隧中也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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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址在位置、整体面貌和大量使用芦苇层的

建筑方式等重要特点都很突出，这些使我立刻回

想起赫定博士在 18% 年前往终点哈密的旅行途中

发现的一组巨型烽隧遗址。他曾发现了由库尔勒

至营盘 (Ying-&n)的一条古代通道，烽健均分布

在此道上的库鲁克河 (Kuruk-darya)分流至楼兰

的支流的干捆 河床上。从 他对这些烽缝 的描述中

可以看出，他认为这些烽缝的时代可以追溯到中

国首次开通由敦煌至楼兰 、然后 再向北 行到达塔

里木绿洲盆地的古代通道的时间。我 1915年从库

鲁克到库尔勒的旅行中，对这些烽隧作了尽可能

仔细的调查，完全证实了这一观点是正确的。由

此得出以下结论 ，这些沿途修建 的烽健 主要是用

来观察和发送信号的，是连接楼兰和汉武帝建立

的散布在天山南麓 山脚绿洲地 区的行政释站和军

屯基地的。

      《前汉书》中记载，威胁这条巨大的军事和

商贸通道的安全使 用的危 险，主要来 自匈奴 ，尽

管它不是唯一 的。如 同我们所看到的 ，从北部裕

勒都斯和其他大牧场很容易就可以通过焉香敞开

的山谷 ，它 自然 一直就成 为 出人 的主要 大 门了。

中国将领们在北部边 远地 区几 个世纪 的征 战期 间

获得的经验证明，防御突然袭击或人侵的最佳办

法就是修建烽健，它能够及时发送警报，随时做

好充分的防守准备。库尔 勒及其 附近相邻地 区位

于易受到袭击威胁的危险通道上，他们如何才能

很好地保护自己，我们从由东北一直延伸至焉省

山谷的一排烽隧可以得到启示 。

4楼兰至库尔

  勒的古代通

  道

4从秀者山谷

  入慢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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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霍拉山脉)

分布的烽涎

通往库尔勒卜

的道路上的

隘口

    以前沿霍拉山脚修建的这些烽隧的初衷，我相

信也是为了防御目的。但无法弄清楚是从何时库

尔勒外面的通道上开始修建烽隧。值得注意 的是 ，

我在刚才描述的烽隧的外部看到了扩建的围墙，而

且在营盘和库尔勒之间烽隧上偶尔也可以看到。

而明屋西南部的烽隧则未经扩建，其底部面积大约

24英尺见方。另外，在敦煌的释站上也能看到未经

扩建的烽隧 。同样 ，每 隔三层 土坯就置一层芦苇的

建造方法，在上述地区也很普遍。因此，我认为后

来烽健的扩建部分很可能也是在汉代前期出现的。

我1915年的调查表明，扩建目的与其说是修复或加

固烽健，不如说是为了加高烽隧高度，以便很远处

就可以观察到烽隧 的信号。上述 两地 区之 间的距

离有 27英里 ，由于这里的地形特征是库鲁克塔格最

西部山脉控制着平原两端 ，其 间建造两三个烽隧 ，

尽管烽隧并不显著，也完全能够保证这两个地点之

间发送信号，进行联络。

    通往库尔勒 的通道上 的遗物 和地形 特征引起

了我很大的兴趣。离开这些烽腿走1英里左右，那

些低矮 、风化的山脊就被我们甩在 了后面。再穿过

5英里的砾石缓坡 ，便到达流人博斯腾湖的河流深

处的河床。这条河是从最西部 的库鲁克塔格 山 口

和霍拉北部又高 又陡的 山脉 之间通过的。它发源

于结了一层薄冰的湖，向下蜿蜒流淌，最终到达一

个逐渐变窄的隘 口，不仅水量大，而且还清澈 见底。

连接焉香与塔里木盆地绿洲平原 的通道就是 由此

通过，而且从古代起就将它视为重要的军事基地。

其人口处有巴西阿音泥(Bash-eghin)要塞，是阿古柏

在库尔勒等待来 自哈密和吐鲁番的收复新疆 的清



穿越塔克拉玛干
      O

第四章 焉曹及其周围的遗存

朝军队的攻击期间修建的。河流旁的隘口由此地

绵延至硕尔托开(Shor-tokai)附近的最后一个十字

形山口，整个长度约7英里，由此首先可以看到广

阔的平原 。河流在两边 突起的低矮 的岩石之间弯

曲流淌，右岸上的山口不容易看到，道路距河流很

近，同古代一样这里马车依然能够通行。在其他地

点，道路随山脉陡缓的走势而变得高低不平，河流

的山 口变得完全无法穿行。其 中一个风景如画且

最窄的隘口就在喀拉卡(Kalka)附近，即左岸的一

小片种植区，有一个经常被朝觑者称为阿勒帕塔克

麻扎(Alpataka-mazar)的地方。道路上立一个木门，

还有岗楼 ，实际是一个烽健 ，至今仍然如此。

    这里简要叙述的隘 口无疑 与“铁门关”有直接

联系，因为(唐书)中记载它距焉省西部有 50里的

路程。这里一直是一个很适宜防守和埋伏的地方，

中国军队在公元 345年从焉香到尉梨或库尔勒以

下的地 区的活动中，将它命名为 Chin shu很贴切。

我们还发现将这个山谷称为“遮留谷”的记录，该名

称的汉语意思可解释为“拦截”，据说有一位汉人将

领因为听说 了这个名称 ，没有落入库车首领为他设

下的陷 阱 中。

4“铁门关”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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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前往库车和克里雅河流域

第一节 库尔勒及其古代遗址

辽阔的土地)

和丰富的水

源

库尔勒的发)

展受到限制

    库尔勒位于塔里木盆地的东北角，是个生气勃

勃的绿洲地带。12月末 ，我在此只停留了短短的几

天，就充分领 略到 了该 地 区所特有 的地理环 境优

势。因为它恰好在 由博斯腾湖供水 的大 河流 的出

口处 ，所以灌溉水源十分充足，不仅仅是充足，而且

还有一定的规律性。这主要归功于博斯腾湖充当

了一个 自然大水库 ，每当春季和夏季天山山脉的冰

雪融化，山洪暴发时，博斯腾湖就能储存大量的水，

并 由此逐渐向下流。这就确保 了库 尔勒 上端的孔

雀河一年 四季都能保持相当大的水量 ，并且远远超

过当地灌溉实 际种植 区所需 的水量。这 种储 存水

的方式在新疆其他地区的水利系统中还未曾发现。

据当地1907年估计，库尔勒有 1700户居民，似乎已

很接近准确数据 ，这里的水量充沛 ，完全 能够 满足

该地区六倍人口所需的水量，而且在孔雀河的南部

有广阔土地，适宜耕种，因此若扩大耕地面积，是轻

而易举的事。

    这里地理条件特别好 ，而其居 民数量却相对较

少 ，这 两者 之间极不相符 的现象 ，似乎很 难解 释。

但也有理 由解 释这 个问 题，主要是 由于它 与蒙古

游牧民族为邻 。这些蒙古族隶属焉曹地区，所以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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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影响着汉人对该地区的殖民统治，进而阻碍 了库

尔勒的整体发展。库尔勒南部和西南部有茂盛的

灌木丛和大片的芦苇滩，所以蒙古族牧民们带着饲

养的马等牲畜，经常到此获取冬牧草。对当地和平

相处的维吾尔族居民来说，这些蒙古人是绝对不受

欢迎 的。

    在库尔勒这样一个水源充足的地区，发现许多

古代遗迹的可能性不大。我在此巡访期间，曾经听

说这里只残存三座“古城”，而且这三处遗址中都没

有出土能够确定年代 的遗物 。其 中最大的一处是

乌孜干布拉克遗址，它有巨大的长方形围墙，位于

一个破围墙西南角3英里处，该围墙是阿古柏围绕
    ’~ ~ 一~一 ”J"‘ 4-、一 ~ ’分~ ~~ ’‘~ ’曰~ ，“

库尔勒城修建的。现已经证实，乌孜干布拉克遗址

的防御土围墙大致呈正方形，南北长380码、东西

宽约250码，土墙高出被水侵蚀的地面 12一15英

尺。在围墙西北角有一个高 18一20英尺形制不明

的夯土墩，围墙外部东南角及其近旁有一个圣墓，

内有几个伊斯兰教徒的墓葬 ，这表明很久以前这里

就存在本地的宗教信仰 了。

    央塔克沙尔是一个带围墙的小型城址 ，它的形

制与乌孜干布拉克城相 同。它在库尔勒镇南部的

东南约1冬英里的田野中，有一条长约140码的方
‘刁’~ 一动‘2/、一 ”矽一一 ” ‘J 月、‘一 J‘” p甘”研~

形围墙。在围墙的东南角仍可看到夯土墙的残迹，

其他地方的土墙都 已遭破坏 ，变成 了土堆 ，甚至有

一部分已被现代居民的住宅所覆盖。沙喀兰达是

第三大城，它位于库尔勒西南3 1英里处，也在种
‘，’一 /、~ ’~ ~ ，份 ‘确’~ 一 ”‘一 2/、一 ~ ’~ ~ ”

植 区内，距一条小溪不远。环绕该城的圆形土围墙

a乌孜干布拉

  克(uzgen-

  bulak)遗址

4央塔克沙尔

  (Yardak-shalr),

  沙 喀 兰 达

  (Shah Kalan-

  dar)的围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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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遭严重破坏，周长约 510英尺，地基宽30一40英

              尺，高出内部地平面12-15英尺。围墙中央有一大

              土墩，其他地方为平地。该城西北部与一座常见的

              伊斯兰教徒的清真寺相接，从形制上判断该寺为古

              代遗迹。

当地居民报) 能够再度抵达塔克拉玛干沙漠附近，我感到非

告的遗迹 常满意，因为这是我最爱的工作地。据库尔勒当地

              一些人讲，他们曾经在西南部沙漠中见到一座阔台

              克古城，而且其大部分已被沙漠掩埋。这自然就成

              为一个诱惑，促使我来探寻这座一再听说的古城，

              并试图验证。在明屋期间，我也曾从那些胆小的库

              尔勒民工口中听到过关于这座古城的故事，感觉它

            既模糊又很浪漫。塔合尔伯克(Tapir Beg)从焉杳州

              被派来充当我们的地方总管，他对这座古城的描

              述，使我对它有了更加深人的了解。他说他有一个

              表兄叫木沙，尊称哈吉，是塔孜干(Tazken)村一位善

              良的农民，5年前他在孔雀河西部的沙摸中打猎时，

              曾经见过这座古城遗址。接着发现者本人(木沙哈

              吉)在库尔勒 出现 ，他将他看到 的遗迹描述 为一个

              小的烽隧遗址 ，有一个明显的大 门。他提供的细节

              似乎是实情 ，并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 以前听说的主

              要部分基本一致。木沙哈吉断言，他再也没能找到

              这座古城，因为当他发现古城遗址时，突然起了沙

              漠风暴，阻止了他的详细观察，迫使他返回。但他

              愿意做我们的向导，他的描述非常详尽，似乎在提

              醒我们值得去，并有抵达这座古城遗址的可能。尤

              其是在音其开河附近的丛林中，还有一些拱拜孜遗

              址，即拱顶建筑遗址，库尔勒的几个人都说他们曾

            经到过这里。当赫定博士1896年从沙雅( Shahyar )

              到库尔勒探险旅行期间 ，他们还 曾告诉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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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沙哈吉说，在恰尔恰克河和音其开河的河床

之间的南部沙漠地带，他曾见到过那座古城遗址。

因此，我就对这完全没有被调查过的地带进行了短

期考察，结果发现了吉格代萨拉湖(Ji酗a-sala )是因

音其开河 水流淌而 刚刚形成 的，湖面 结 了一层薄

冰，它在地理上确实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它 以一

种典型的形式表现了该地区的地表特征，随河道的

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以及随着当地干早的气候变

化，沙漠带也不断扩大，导致人们通过与流沙斗争

来开辟新的种植区。在沙漠中寻找了几天后，木沙

哈吉承认他无法再找到那座他坚信自己曾亲眼见

过并到过的古城。幸运的是我从旅行一开始，就派

来自库尔勒的头脑冷静的达罗.J5''.斯(Damghas )陪伴

着木沙哈吉，鉴于他们仔细的寻找和他们对当地地

形特征的敏感性 ，他们在一个被成群的沙丘包围的

光秃秃的平地上，发现了一个带围墙的小遗址，它

周围的沙丘一般高8一10英尺，而且到处都能看到

被风沙刮倒的干枯的胡杨树和红柳树干。

    圆形土围墙，周长约 180码，地基厚度约30英

尺，向上逐渐变窄，现高出地表约12英尺。在曾经

似乎是门的旁边 ，我们发现了几个工艺较粗且坚硬

的陶片。除此以外，我们在地表上没有发现任何其

他建筑遗迹。我仍然还记得，那里也没有任何被风

蚀过的迹象，因此在地表上才能够展现出这样的建

筑遗迹。这个带围墙 的遗迹一定是用作安全地带

或是燎望塔的，它的大小和形制让我们回忆起了买

尔代克梯木遗迹，在此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有助于断

定其年代的遗物。因河水变化 的复发期促便地面

潮湿 ，所 以古代垃圾 和类似 的遗物就无 法得 以保

(寻找恰尔恰

  克河流南部

  的沙澳地带

4团形围墙遗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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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尔恰克河)

流北部的沙

澳

存，或者说几乎没有保存的可能。木沙哈吉大胆地

否认这座残破的围墙就是他见过的古城遗址，但他

也无法再找到其他遗迹 来 向我们证 明。由此再 向

北走了2 1英里，便到达一个干枯的河床带，两岸
’“~ ‘ 一 2-、一 ’~ 一刁~ ” ’曰”碑’.产，一’尸’‘一确份

有成排枯死的胡杨树。穿过此地，再行;杏英里.  ” 一””” ‘一 ”’‘~ 『’“ ~ 一 一“一~” “ ‘一 2-、一 ’

在距现代生机勃勃的胡杨林带不远处，我们发现了

一个小拱拜孜遗址。遗址面积约8平方码，是用泥

土坯修建的，很 明显是一座伊斯 兰教徒 的墓葬 ，而

且其年代也不会太久远。另外，在通过位于库尔勒

西部的主干道时，我发现阳霞(Yangi-hissar)县和其

他小绿洲地 区的牧 民们经 常沿音其开和恰尔恰克

河岸放牧。

    从下一个宿营地木克塔尔乔勒(Mukhtar-chol),

我们逐步向位于恰尔恰克河床的胡杨林带北部的

沙摸地带挺进 ，进 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勘察 活动 ，主

要是为了探寻一 座同样确信存在 的古城遗址。这

是后来加人我们队伍的两个库尔勒猎人说的，并确

信 7年前他 们 曾经在这个方 向看到过 这座古城。

我们在此遇到了两个古老的河床，上面成排分布着

大量的胡杨树和柳树，大部分早已枯死。远处便是

一片光秃秃的平地 ，这里的流沙只形成 了一些小沙

丘 ，所 以视 野很开 阔，可 以一眼望 到远处 的 山脚。

最后，我得出这种肯定的结论，即便是那些叙述详

尽的遗址 ，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它们不过是在胡

杨林之间残存的用粗木修建的小屋，很显然是牧民

们的旧居址 。在木克塔尔乔勒北部 10英里处 ，除采

集到几个粗陶器残片和一些炉渣外 ，我们还发现这

里的地表 已遭沙漠逐 渐侵蚀 。从 此地发 现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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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我们认为该遗址的年代不算太久远。同时，

我还亲眼目睹了那些来自库尔楚(Charchi )、一个位

于主干道上的小绿洲的人们，至今仍到此地来寻找

燃料。仔细观察这里的地理环境，促使我坚信历史

时期在此范围内没有人长期居住过。

    如何剖析我那些所谓的向导们的心理和行为，

仍然使我疑惑不解。他们每个人都发誓，他们确实

见过那座古城遗址 ，而且还都表现得非常真切。甚

至当城址的实际位置发生了变化 ，他们各 自也还能

大胆地坚持自己的认识，丝毫不受影响。由于此行

前，他们未 曾提 出要求对 向导付酬 ，或我们也未 曾

答应要付酬，所以此行就没有任何明显的强迫之意

了。最后，我经过仔细琢磨，还是从当地人的迷信

的传说中获得了确切的线索，揭开了这个疑团。据

了解，库尔勒和其他地方的人都相信在大沙漠的边

缘经常会闹鬼的传说，具体位置在被沙漠掩埋的一

座“老城”附近 ，主要是因为城 内埋藏了许多奇珍异

宝。这个传说使他们坚信，古迹是由鬼神保护的，

并且他们还能阻止那些第一次见过古迹的人们再

度找到它们。所 以木沙哈吉和他的探宝 同伴们显

然是想尝试他们的运气，在沙漠中的不同地区，寻

找当地 不 同时 代 的城 址 (Ktitek-shahri，阔 台 克 古

城)。他们要求当向导 自然就 表明了他们 的意 图，

而且他们还寄希望于我的威拉亚提(Wilaya6)魔术，
能够降服藏在带围墙 的古城 内的恶魔 们。恐怕只

有他们那些富有想像力的眼睛曾经见过这些恶魔

一眼，他们经常是在沙漠风暴之前或之后才出现。

我的确没能给他们提供找到埋藏在古城 内珍宝 的

机会，对他们而言，试图发现那些宝藏的确只会给

他们 带来更大 的失望 。这说 明上述 传说显然是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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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传奇的一种延续，正如玄类在和田西部媲摩(P'i-

mo)听说的一样 ，他还用当地的方式记录了关于沙漠

中掩埋的易劳落迎城(Ho-lao-to-chia)古城的传说。

第二节 从音其开河到库车

拱拜孜遗迹) 一个聪明的库尔勒人竭力替我找了一位牧民

                向导。这人声称 知道前面提 到的位于音其开河 附

              近的拱拜孜遗址的确切位置。为此，我于元月9日

              出发 ，再度穿过 恰尔恰 克河床南部的沙丘地带 ，次

              日便抵达了拱拜孜 遗址。该遗址 位于音其开河 流

              北部约 2英里处 的沙丘之间，地表残 留许多枯 死的

              树木。不久我们便更加清楚 ，该遗址是伊斯兰教徒

              的墓地，与一年前我在车尔臣河附近调查过的墓葬

              很相似。其 中最显 著的遗址就是那 座类 似大厅 的

              建筑 ，其面积 19平方英尺(图 118)，门向南 ，是用 18

图118 音其开河附近拱顶伊斯兰教墓地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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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寸x6英寸x4英寸的土坯建造的。在此建筑的

前面，大约 19英尺处，残存一段矮墙，可能是该建

筑围墙的残迹，现在已被毁。与之相邻的是一个小

型拱顶 建筑 遗址 ，内部面积 7平方英尺 ，面 向南 。

该建筑与围墙之间有一个高 4英尺的小拱形通道 ，

显然是作走廊用的。清理大厅和走廊，我们只获得

了透雕装饰品残片，属粘贴物类，可能就是壁画。

    从这些墓葬几何形制判断，它们显然是属于伊 4古代伊斯兰

斯兰教徒 的。后来 ，我们在东南部 160码的地方 ， 教徒的墓地

即在一片古老胡杨树林带，清理的一个小遗址证实

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在一个残破的窄院墙

之间，发现了一个矮平台，约3鲁英尺长，很明显是
~ ’一刁’一 ~“‘ ’一 ’~ ’一，‘ 2 " '’护” ’一~~ ~

一座穆斯林教徒的墓葬。在其旁边我们发现了一

个马蹄(Takhti，维吾尔语，意为马蹄)形木牌，约 18

英寸长，上面仍残留着阿拉伯文字。在该墓葬以西

大约 300码处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几乎被完全破坏

的小型麻扎，周围由墓葬包围，而且墓内的尸体一

半都暴露在外，显然是以伊斯兰教的传统习惯方式

埋葬的 ，从而可以确定整个遗址显然是伊斯兰教徒

的墓地 ，但不是现代的。因为在该遗址 内看到的枯

死的胡杨树和裂开的树干 ，都与丹丹乌里克和喀拉

墩遗址暴露在外的枯萎和裂缝树木一样。焉杳县

的一位牧 民说 ，他曾在沙漠的更西端见过一两处类

似的拱拜孜遗址 ，尽管我对他描述 的遗址 的特征没

有任何疑 问 ，但 因他 无法详细 描述遗址 的确切位

置 ，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寻找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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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轮 台)

(Bugur)和

库车

梁犁的领土)

沿音其开河)

和塔里木河

的种植区

    元月12日，我由此向音其开河上端走，抵达穷

托开(Chong-tokai)一个牧民的小木屋之后，我就与

拉尔 ·辛格分手了。当他顺着以前未曾绘 图的水路

直接前往沙雅时，我自己则试图穿越西北部未曾调

查过的宽阔的沙漠带，经过两段艰难的旅程，行程

约60英里，我便抵达了轮台绿洲的北部商道。我们

穿越沙漠的沿途中，没有发现任何遗迹。沿途经过

的地 区主要包括迁移 的流沙带 和恰 尔恰克河床沿

岸的胡杨林带的南部，以及与科克乔勒(K6k-chti1)

北部毗邻的一个广阔的牧场和沼泽地带，轮台河就

在此断流。

    在此，我要附带对南部的地形情况谈点看法，

就是我们沿音其开或沙雅河进行地 面调查 时到 达

的地区。这一区域包括音其 开河从沙雅下端至 孔

雀河附近的塔里木河段之间的河床地带，我认为这

一区域正好与《前汉书》中重复提到的与中国早期

军屯基地有关的渠犁的领土是完全一致，而且这一

点是毫无疑问的。从有关 “渠犁 ”领 土的详细记载

中可知，渠犁东北与尉梨相邻，东南与且末毗邻，南

部则为精绝国。关 于渠犁 国的一 般资源也有 了详

尽的记载，提到渠犁国共计有 130户人家，即 1 480

口人，并有 巧0人的军队，另外与渠犁相连的一条河

一直向西流至库车，其间的距离约580里。(汉书)

中记载的有关尉梨(喀拉库木、铁干里克)、且末、精

绝(尼雅遗址 )和库车的地理位置，与上述河床地带

所占据的区域是完全吻合 的。

    拉尔 ·辛格调查的沿音其开河和塔里木河流分

布的种植区，不仅小而且散布广 。这与 1915年在塔

里 木河流南部相应的地带进行调查时 ，发现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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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情况完全相 同。然而，无论是 以长期性还是 间

歇性方式在此进行耕种，可能都要直接受到地面条

件的限制。因为这地方必然面临以下困难，诸如河

道的变迁，意想不到的洪水泛滥以及水位异常低

等 。由此我们可想像 ，中国政府最初 向塔里木盆地

扩展，并在渠犁建立军事屯垦区来进行控制所付出

的代价 了。

    在对大宛或费尔干那 (公元前 101年 )成功讨

伐后 ，听说有几百名汉族军人在轮 台和渠犁安营扎

寨。很久以前人们就认识到，并确定轮台即为那个

相对较大的布古尔(B-glll，即今轮台— 译者)绿

洲。(前汉书》中对渠犁的记载，提到它是建立的第

一个军事屯垦区。在公元前00 年，又上奏给汉武

帝，要求重建屯垦区于此，还要求官方发布答复令。

由此看来，在渠犁建立屯垦区的成功是短命的。然

而，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们从有关资料中获悉“奏

文”中要求，在这种地表上务农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如需要通过开挖水渠 和改变河道来改善这里 的本

身肥沃的土地 ，并且还要安置一些本地居民。显然

这些居 民是过惯半游牧生活的人 ，同罗布泊现代居

民一样。寄予的希望是“他们除了从事饲养牛的老

本行外 ，还愿意开垦土地务农”。

    在奏文中提出的重新在轮台、渠犁及其东部 的

捷枝(Chiech-chih )的区域内建立军事屯垦区的要

求，当时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但在公元前68年，

汉族将领郑吉(Cheng Chi)在渠犁屯汉族军人 1500

名，而且他在后来的几年中把此地作为他的根据

地，成功地发动了一系列打击车师或吐鲁番的军事

行 动 ，并完全征服 了这些地 区。同时 ，还 向西北部

4在梁犁建立

  军事屯垦区

d汉族在果犁

  的军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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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张，控制了匈奴部落。正如(前汉书)中记载的，

              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郑吉于公元前 印 年又在此

              设立了第一个“都护府”。后来在西域其他地区也

              都建立 了相应的中央政府的主要政治 中心区，如在

              渠犁北部 的乌 垒 、焉看县 或策大雅 等地。我们 推

              断 ，他选择这些 地区是 因为它们距渠犁较 近，换言

              之，距郑吉远征抵达的最初的根据地不远的缘故。

地理位置上) 纵观前面已解释的代表古代渠犁的河床地区，

的军事优势 以及这里有不能永久居住的地理上的劣势，我们一

              时很难解释清楚，在早期政治活动中，中国政府却

              为何将渠犁作为殖民化的统治中心?恐怕更不会

              意识到渠犁还有哪些方面的重要性。事实上 ，这一

              举措完全是从渠犁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考虑的 ，因

              为不仅它占据着楼兰通往中国的交通要道，即古代

              北道，而且渠犁这个“小美索不达米亚”正好位于连

              接楼兰和库车 以及西部 的其他 绿洲地 区的直线通

              道上 ，又是 由现代的罗布泊或都善地区到达库车的

              最近的一条通道，是必经之路。它又是目前最常用

              的一条商贸之路 。最能 引起 人们关注 的必 然是 上

              述因素，因为我们知道郑吉还承担着保护都善向西

              的“南道”畅通的任务。最后，还应该注意到与以前

              楼兰充当的角色相比，渠犁充当了一个更加便利的

              政治基地，它还方便了对焉者以及吐鲁番地区的操

              纵。楼兰则位于距塔里木盆 地一些小 国家 较远的

              地方，然而中国政府却需要依靠这些小国的帮助，

              同时还有光秃秃的库鲁 克塔格 山将 吐鲁番 与楼 兰

              隔开 ，在供需运输方 面都是一个无法克服的 自然屏

              障。另外，选择渠犁作为军事基地的又一重要原因

              是这里本地人口较少，而且有广阔的可供军垦的肥

                沃 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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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床的变迁和河道的改变也许都是些不利的 4在乌垒设立

自然地理因素，对灌溉或修渠而言，也都是非常难 都护府

以克服的困难，即便是今日也是如此。我们完全可

以肯定，甚至确信，就是由于这些原因，从公元前60

年选择乌垒作都护府所在地了，以及后来渠犁从汉

文文献中完全消失了。也就是在《后汉书·西域传》

和(魏略》中再没有谈到渠犁这个地方，或者渠犁以

其他名称出现。由此可见渠犁在中国历史上的重

要作用是短暂的。就是因为这一点，以及河流经常

变迁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破坏 ，才使这里没有保存下

来任何遗迹或遗物，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节 穿过塔克拉玛干抵达喀拉墩

    我元月 17日抵达库车，在此停留的时间不仅 阅重返和田

短而且还很繁忙。就是在此地，我最后决定了横穿

沙漠盆地抵达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旅行计划，并

做好 了一切准备。在抵达库尔勒之前 ，我听说有一

封来信，是拉伊·拉姆·辛格通过若羌抵达和田后写

的。信的内容是关于那次徒步旅行调查的结果，该

调查是我上个春季指导并安排的，是由和田的几位

寻宝的老向导们实施的，结果他们在于田及和田下

端的沙摸地带发现了几 处未 经调查过 的遗迹 。一

封来自老朋友和家务总管巴德鲁丁汗的信，此人是

在和田的印度 和阿富汗商人中最年长的一位阿克

萨喀拉 (Aksakal，维吾 尔语 ，意 为老人— 译者 )。

这封信是刚到库车的一个商人给我带来的，从而更

加确证 了上面我 听说 的消息 。信 上主要谈及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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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干大沙澳

的决定

造访库车的)

遗址

些遗迹的部分地区发现了大量老房子，也就是建筑

遗址，还提供了这些房址的确切位置等详细情况，

最后他确信这些会使我尽可能用更多的时间对这

些遗址进行勘察，以免春季天气变热和沙漠风暴来

临后 ，妨碍在此实施调查 。

    的确出于这种考虑，我被迫尽早向南走。同时

也因报告在克里雅河流下游 附近发现一处 喀拉墩

遗址，自我 1901年的访问之后，那里又有了更多的

发现。因此 ，我决定直 接从 库车南下 ，前往 流入沙

摸而断流的克里雅河流的终端 ，走此“近道”以便节

省时间。我明白要从此处穿越沙漠是非常艰难的，

同时也是相当危险的。

    这 里我要 简要解 释 ，在库车 停 留的一个 星期

内，我为何没通过各种手段增加一些延期的劳力。

如吸收那些 曾经在这个既大又 重要 的绿洲 地 区的

许多古代遗址中工作过的人，也就是指在过去五年

中，为 日本、俄国 、德 国和法国考古探险队效力的人

们。主要原因是我竭力安排时间，使自己能够调查

所有距库车只有 一天路程的重要遗址 ，如位于库木

土拉、克孜尔孕哈和克日斯(K3rish )等地的有趣的寺

庙洞窟，以及杜勒都尔阿库尔(Duldur-Akhur)和苏巴

什(Su-bashi)(图119)的大寺庙遗址。后两个遗址，

在伯希 和教授 率领 下，法 国探 险队显然 进行 了全

面、系统和认真 的清理 ，取得 的收获想 必令他 们十

分满意。可能是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途径和手段，

他们还从 当地的阿富汗商人手里搜集了一批有价值

的文书，那都是 1890年起库车出土的大量重要的古

代文书资料，其中包括著名的“鲍尔文书”。现在这些

文书主要都收藏在霍恩雷博士创建的英国收藏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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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 库车城北部苏巴什遗址佛塔

    库车在各个时期都是塔里木盆地中最重要的 司库车重要的

地区(国家)之 一。同时它也是和田地 区重要的领 古代遗迹

地 ，不仅是因为它所处 的地理位置特殊，还 因为它

在佛教 艺术和文明等方 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

此 ，非常幸运的是西尔文·烈维教授 ，在其权威的论

文中，证明以前 曾解释 为吐火罗 B种 的奇特的印

度一 欧洲语言 与库车当地 曾经一度使用 的语言是

一致的。同时，他还对(史记》和其他文献材料中记

载的有关库 车的所有历史资料进行 了清 晰和广泛

的分析。这使我更加明确 ，应保留哪些观察到的有

关库车历史地形方面的资料 ，以及哪些特殊地理条

件决定了这 一广阔和繁荣的绿洲区在古代 的重要

性 ，并将它们都收录在我的第三 次旅行的报告中。

那样 ，我才能花几 个星期的时间，对实际种植 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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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平行的达

坂

达坂的方向)

变化

曾经一度是其组成部分的区域进行仔细调查，诸如

沙摸以东、南和西部 地 区。并且还证实 ，在这些长

满灌木的沙漠地带 发现 的无数 散布各处的古代遗

迹的消息的确属实。这 里与塔克拉玛 干南部 的古

代绿洲地区的情况相同，干早问题本身早已引起考

古研究者们的极大重视。

    元月 25日我离开库车镇，次 日抵达南部最远的

居民区沙雅 ，现此地 为一个独立地 区的政府驻地。

在此我停留了一天，主要为我的大部队做好最后的

准备，如解决他们一个半月的给养等问题。元月30

日我们 向南走 ，穿过结冰 的塔里木 河后 ，就将那最

后一间牧民的小木屋甩出很远。经验证明，试图穿

越长达180英里的高土墩地带，显然是一次艰险的

旅行 。

    在阿其克河，我们通过了偶尔从塔里木河流获

取水源的最后的干河床遗迹，随后我们又翻越了西

东向较高的沙石山脊或达坂，距我们的317营地直

线距离大约只有 28英里。这些达坂恰好都与塔里

木河道大致平行分布，这一点明确说明这些地表上

的流沙系统主要是受到与其分界的大河床的影响

而形成的。我们 在不 同地方路过 的那一片片光 秃

秃的泥土地带中，没有获得任何石器时代或其他时

期的遗物。那么，也就无法证明这地方史前是否与

今日的一样，被猎人和牧民们的临时小居址所占

据。

    从317营地向南行，我们注意到了一个明显的

地形变化，形成的沙石山大多相连，而且都比较高，

与独立的沙丘有 明显的 区别。达坂距 我们的道路

很远，它们高度估计一般都在安全线之内，但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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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高度可达150英尺，或更高，绵延几英里，

而且现在北部 的东北 至南 部的西南地 区达坂没有

任何变化，都是光秃秃的。克里雅河下游河道蜿

蜒 曲折的变化 ，恰好是 由大沙漠盆地 中崎岖的坡

地的外形 (等高线)所决定的。而且达坂的方向

是绝对正确的标迹，它能够证明克里雅河曾经流

达这里;我们无论是在干枯的河床上，还是在仍

然有水的河床上都发现了流沙堆积形成的达坂，

而且它们基本上都是与河流平行存在的 ，这种 现

象我们随处都可观察到，不仅是在塔克拉玛干沙

漠腹地 ，还包括罗布泊地区。

    在距317营地南部直线距离 13余英里处，每 4成片生长的

隔一段距离我们就能看到成片生长的胡杨林，其 胡杨树

结构非常显著。各处的树木都是成行排列的，方

向基本上是由东北向西南，或由南向北。在塔里

木盆地中，河边丛林带的野白杨和其他种类的树

一般也都是靠近河岸，或以与河床平行的方式分

布，这的确是事实。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我

从 318营地向南走的三段路程 中，每 间隔一段距

离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即有成排的胡杨树出

现，但量相对较少，其中有些还活着，但大多数

都已枯萎。在这个停留点，我们仍可以通过在浅

洼地挖井取水 ，但在我们接着抵达 的下两个营地

就不可能 了。在我们到达 320营地之前 ，也就是

在距 320营地几英里的一个地点 ，我们首次发现

了一条古代河床的痕迹，走向由南向北，河床很

窄且很陡，一部分已被沙丘覆盖，无疑这是由水

流冲积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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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傍晚，即2月6日晚，确定了我们所处的

方位为南 190度西，我们抵达了一个大达坂，高300

英尺左右。当我们攀登达坂时，突然发现我们面前

是一片干枯 的树林带 ，无疑标 明是干枯的克里雅河

流老三角洲的最北端 。在 321营地 ，在多年 以前 已

枯竭的河流侵蚀 的洼地上 ，我们打了一 口井 ，解决

了饮水问题。正如我们所期盼的那样，我们已准确

地到达了被很高的沙丘覆盖的古代三角洲的终端，

即克里雅河的断流处。从这里我们开始了穿越沙

摸的最艰难的一段里程。为了寻找水源和向导，我

们在这最靠不住 的干枯的三角洲经历 了各种艰难

困苦。我还要附带说明，我们又走了6段里程后，

才找到了那条 已干枯的河流 ，河面已结了一层薄薄

的冰，同四年前证实的一样，这条河流已经改道。

与1896年赫定博士发现时的情景比较，现它已向西

迁移 了相当一段距离。

    在323营地，我们进人了严禁人内的干枯的三

角洲，走到直线距离大约25英里的地方，我们第一

次发现了人类 留下 的痕 迹。主要是从 小型破 院墙

式的建筑中推测出来的，这种建筑与我们通往楼兰

遗址的途中看到相当数量的建筑很相似，它们都是

在古代河床被侵蚀地面上发现的，很显然是源于前

期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向南再行9英里多，在同一

条古代河床上，我们发现了一块烧焦的木头，以及

早期人类造访过的痕迹。我们又走了大约24英里

后才扎营。在此处我 们发现 了过去 曾有人短期居

住过的证据，那是一间毁坏较严重的牧民的小木

屋。登上这真正意义上的干河床，大约又行走了两

段路程，我们穿过了光秃秃的沙丘地带和枯死的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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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林带，进人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河边种植区。最后

我们发现我们已到达尧干库木(Yoghan-kum)附近

的牧场了。1901年我在此地时，就己辨认出该地是

克里雅河三角洲的最上端。沿途已经过了喀拉墩

遗址约4英里，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

    1901年我勘察的一个烽隧遗址，使我曾有机会

探讨古代可能有一条由克里雅河终端至塔里木河，

然后抵达库车的一条 常用的道路。我从 实践中获

得的经验，以及穿越沙漠时简单记录的调查结果，

促使我作出这样的推断。我仍然相信，通过在一条

线上修建许多井和烽迷来开辟道路，与我们经过的

这条道大致相似，而且在特别容易迷失方向的道路

旁竖立标记也是很实际的。根据 戈厄纳先生 1893

年的报告，大家都相信，这条通道实际上是于田很

能干的阿木班(Amban)策划的。如果观察塔里木河

流最南端的干河床地带，以及通古孜 巴斯特

(Tonghuz-baste)牧场以下一两段路程的地方，我们

会发现这两个地区之 间几乎是大片寸草不生的荒

芜区域，再考虑其间的距离之长，我认为这条通道

现代不会成为一条常用的商道 。

      克里雅河的终端从那 时起就 因过度干早而开

始萎缩，所以到了汉代，甚至到了唐代，这里各方面

的条件可能已逐渐好转，但却找不到直接的历史和

考古方面的证据来证 实这一点。正如前面 已经谈

到的，这里的地形特征表明克里雅河曾经抵达或接

近于塔里木河流，但我通过各种途径都无法确定克

里雅河变化的大体年代。米尔扎 ·海达尔认为克里

雅河是所有注人沙漠东部大湖的河流之一，尽管他

的断言不是直接或间接来 自于调查实践 ，但却代表

4克里推河至

  塔里木河的

  通道

4早期的地理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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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普遍和流行的看法，主要原因可能是新疆的水文

              学通常是含糊不清的缘故。

穿过塔克拉) 对当地地形情况的了解使我坚信这条穿越沙

玛千沙澳的 摸的捷径，从很久以前，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偶尔

“盔贼之路” 会使用。事实上，那些现已到过克里雅河终端的猎

            人和牧民们普遍确信这是一条“盗贼之路”(o沙re-

              yol) o就是因为这种诱惑，促使那信心十足的寻宝

              向导吐尔迪前来给我帮忙。大约在 1903年，他与和

            田人伯克(Beg)为了逃避汉族自治政府的干涉，也

              尝试从克里雅河终端穿过沙漠到达沙雅，那次冒险

              探宝旅行 的结局非 常糟糕 ，无论对伯 克，还是对诚

              实的吐尔迪。这些不可靠的探宝者、或者是由强盗

              和其他人员构成的探险队，他们必然要避开那条主

              干道，走此捷径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那么，这条

              捷径对他们就 自然很 有诱惑力 了。就是在这个意

              义上，我相信，我们有必要将古老的突厥寓言中流

              行的传说，或达特克拉(Tadhkira)翻译出来。这个传

              说主要虚构了一群来 自塔里木河流域 的穆斯林 武

              士，通过克里雅河通道，向于田周围的异教徒发动

              了一次突然袭击的故事。

                    1901年底在那条河流旁边 ，我再度调查完现已

              被完全遗弃的通古孜巴斯特遗址后，就从沿途遇到

              的牧民中挑选向导，又添了一些劳力，然后再度向

              喀拉墩遗址走。 自我 1901年考察此遗址后 ，就有报

              道说在沙丘堆中又发现了不少遗址，这次我亲眼目

              睹了这些遗址 ，只是觉得它们的数量和范围相对还

              是 比较小 。其中那个 四边形 的大遗址发 生的变化

              较小(图120)，该遗址中一些没有被高沙丘完全覆

              盖的部分 ，那时就 被清理过 。其他地 方 ，如南部及



穿越塔克拉玛干
      0

第五章 前往库车和克里雅河流域

图120 喀拉墩遗址废弃的四方院落，自西南角附近望

东南部地表空旷，而且沙丘较矮的地方发生的变化

较大 ，这里不仅遗址的面积 已相对扩大 ，而且还发

现了以前未 曾注意到的暴露在外的居住遗址。如

图 121所示 ，在可 以看到这些遗址 的区域 内，遗址

是由南至“匕分布的，南北距离近‘英里，宽度告英
里。此外 ，还能看到大片被侵蚀的空地 ，地表残 留

许多破土块 。在 由此 向南延伸半英里 的区域 内，一

直都能找到散布各处的这类遗物。此行最有趣 的

发现是我返 回了原遗址时，在沙丘堆中找到 了两条

灌溉水渠的痕迹 ，而且每条水渠在不同的点都有发

现，是由南向“匕流淌的，它的底部宽度约‘合英尺。
另外 ，我们 还发现 了种植 的 已枯死 的 白杨 和果树

林 。将上述水渠和树林遗迹相结合 ，就能够证实在

这个堡垒的遗址附近一定存在一个农耕 区。

4重返喀拉墩

  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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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中最大的 Kai. 1(图 120,122)遗址 ，是一间 4房址的发掘

图122喀拉墩遗址Ka.I，发掘前，自东北望

面积最合理的房子。墙壁是用泥和木头修筑的，这

与尼雅遗址中发现的那些房屋的建筑方式完全相

同，甚至房间的整体布局以及内部设计也都与尼雅

遗址很接近。然而，这里所使用的木料基本上是野

白杨 ，这与楼兰居住遗址 中使用的材料大体相 同。

我们对位于主要部位的一间房屋进行了清理 ，其内

部填满了 6一8英尺厚的沙子。由于遗址距一个高

12英尺左右的沙丘较近，大房间东部的一些房址

就没有发掘，主要是 因为人手太少 的缘故 ，我们合

计只有十二三个人。同样，对房址外面高高的垃圾

堆也都没有清理，或许其中还残存有考古价值的遗

物 。其中可能提到了木头锁和钥匙、类似剑的铁工

具 、几个双耳陶罐(图 123)，以及不同种类的很结实

的毛织物残片等 ，这些均与尼雅和楼兰遗址出土的

同类遗物非 常相 似。图 123中的一 片透雕木板画

也是如此。一个方形木板 ，也是尼 雅遗址出土的

木器中常见的形制，只可惜上面的文字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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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喀拉墩遗址居址ka.I发掘出土的古代陶罐、木锁、屏风

其他被沙漠)

中掩埋的居

住遗址

农耕区遗址)

    在Ka.11遗址，我们发现了主要用泥和木头建

筑的一间房址 ，因风蚀被严重破坏 ，后来又被生长

的胡杨树覆盖。现在这些胡杨树都 已枯死 ，并在沙

漠 中形成了高约 7英尺的锥状物。清理这 间房址，

没有发现任何遗物。第三间居住遗址 Ka.m(图

124)也被掩埋在仍然活着的锥状胡杨树丛 中，墙壁

也是 由木头和成捆 的芦苇和 杂草垂 直 固定 的。除

一件大陶罐外 ，这里出土的唯一一件遗物是一张素

面木板床，长7合英尺、宽4合英尺。另夕卜，还有四
个小型居住遗址 ，这些房址要么是完全遭风蚀 ，只

残留地基部分 ，要 么是 被很 高的沙丘掩埋，均 因人

手有限，而无法进行发掘 。

    虽然新调查的遗址和发现的遗物都 比较少，但

却给我们提供了确切的证据 ，证明在沙漠深处一定

存在过一个小型农耕居住 区遗址 ，而且小的烽隧遗

址也不只一个 ，正如我以前所推测的那样 。关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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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t                0l;    _、御_、._、一_、_、瓜蕊二_点猛息。赢滔

              图124 喀拉墩遗址埋入红柳堆的居址Ka. III

遗址可能存在 的年代 ，我认 为不仅 要考虑其 特征 ，

还要结合新调查的结果 ，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它有一

个更加清楚的认识。从居住遗址 的建筑方式和出

土的 日常生活用具 的形制上 的相同，我们完全可以

断定该遗址的年代大致可 以归到尼雅和楼兰遗址

被遗弃的时期，即相当于公元3一一4世纪。这与我

们在 Ka.I附近发现的两枚钱币的年代相吻合 。两

枚钱 币均为五株钱 ，显然是公元 2-3世纪的遗物 。

我第一次在此勘察时，发现的钱币共计有 14枚，基

本上都是五锋钱，还有少量没有铭文的其他钱币。

1901年，我在四边形遗址内发现了几张小纸片，确

定它们的年代不再成问题，是因为在楼兰的发现证

明，在塔里木盆地除用木头片写字外，还用纸张。如

果其他地方没有再发现更早的证据，那么就可以确

定这种书写方式是 3世纪中期在塔里木盆地开始采

用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促使人们放弃了该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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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和田东部和北部的遗址

第一节 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遗址

沿克里推河)

上溯

迷宫)

    我在喀拉墩考察的时候，拉尔·辛格去了沙漠

北部和东北部做先期调查。结果除了喀拉墩，没有

发现其他的古代居址遗迹。我们也找了一些牧民

和猎驼人，但也打听不到古代遗址的线索。所以1

月22日离开喀拉墩后，我就沿河上行，尽快与我的

“寻宝队”会合。我在离开库车之前就安排他们从

和 田出发进行调查。这条路线我从 1901年起就很

熟悉，看来尧干库木(Yoghan-kum)以上的河道变化

不是很大。这是因为河两岸的达坂很高，河道不容

易改动。2月 25日，我们终于穿过辽 阔的沙漠 ，在

库其卡乌格勒(Kochkar-dghil )会合了，看到了老吐尔

迪的侄儿 肉孜 率领 的十几 个面熟 的“塔 克拉玛 干

人”。

    他们带来的消息很让人振奋，于是我决定直奔

达玛沟绿洲 以北 的沙漠带。他 们在那里成功地 发

现了废墟和佛寺。遗址数量很大却很分散 ，而且 隐

藏在高耸的沙梁和胡杨林群山中。1906年我们在

喀达里克考察时，离这里仅 10英里左右，却没有发

现这些遗址。这些遗址周围的地形颇具隐蔽性，对

于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的。那是在 1901年，我们离

开克里雅河来到西弗勒(Shivul)河尽 头的沼泽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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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又向西穿过沙生灌木林，去考察据说位于达

玛沟河头的遗址。我们根据以前的考察图走到 341

号营地，距遗址中心部分还不到2英里，可是经验

丰富的向导，因为以前没有走过这个方向，怎么也

找不到这些遗址。它们分散在连绵起伏的胡杨林

群山迷宫里，找起来实在太难了。由于没有找到水

源，我们不得不向西南方向走，到老达玛沟遗址时

终于找到了它们的位置。

    玛拉克阿拉干是我们从沙雅(Shahyar)出发后

到达的第一 个永久居住 地，在 这里我 找了一批人

力。于是我于 3月 2日向法哈特伯克亚依拉 克遗

址 出发 。这个遗址 ，向导 以前从 东面来 时没有 找

到。我们看到，遗址面积相当大，遗迹零星地分布

着。这片地域，位于两个显著的旧河床之间。现在

达玛沟河的水流，据说在山洪很大的年份曾冲击到

这里。此后人们在喀拉吉尔(Kala-kir)下游开垦土

地，将山洪的一部分水流引向东北方向，以灌溉阿

其玛(Achma)的耕地。那时有一条小水道，流量大

约为每秒6立方英尺，把达玛沟亚多余的、玛拉克

阿拉干耕地不用的泉水，引向遗址的南端。我离开

这里的时候，水道已穿过胡杨树林覆盖的沙丘，流

到 1号废墟的附近。不过此时正是喀拉苏泉水旺

盛的时节，据说过不久河水到玛拉克阿拉干以外约

2英里的地方就干涸 了。即使这短暂的剩余 水流，

也足以使水道两边的水 草和树 木繁茂地 生长。水

道继续延伸 1英里左右，绕到一座胡杨树林高山后

面。山很醒目，因为山顶上有一个像是标杆的东

西。这 个 山顶 就 是 法 哈 特 伯 克 依 勒 斯 (Farhad-

Begningilesi )，我的343号营地就设在这里。周围

a达玛沟河以

  J匕

a法哈特伯克

  亚依拉克遗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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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遗迹的第)

一印象

房崖琦体的)

结构

的草地被称为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过去有一个

阿古柏时代的伯克来这里刮取周围遗址的硝石。

    我一眼就看出，这些遗址都遭受了同样的厄

运。上述采集活动 以及更早 时期老达玛沟 附近和

其他条件便利的村落的村民和伐木人的耕作采伐，

给遗址带来了严 重的破坏。房 屋原先 高出地 面的

部分，上面的沙层都不厚，没有明显厚于2英寸

或3英寸的。不过另一方面，我高兴地看到，水

分并没有给房址 造成太大 的破坏。虽然 现在水源

很近，但情况没有我所担心的那样严重。我们发

现，几乎所有可以找到的房址都坐落在冲积台地

上，高出周围地面约 巧英尺。它们显然是古代居

址，与丹丹乌里克和喀达里克的房屋遗迹相似。

但由于遗址独特的位置，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

它们的年代可能要更早一些。

    很容易看出这些房屋的墙体主要是木骨和芦

苇抹泥，或者用土坯，不过没有明显的年代特征。

芦苇墙或苇草垛层层擦起 ，或者是胡杨树的小枝 ，

用横木将 它们 竖捆在木柱上。除了这些方法 ，也

可以看到只抹泥的芦苇墙，以及用干硬、平整及

半平整的土坯砌成 的墙。房屋遗 迹的数 目远远不

像巴德鲁丁汗的报告所说的那样多，这个发现多

少有点让人感到沮丧，由此推测其他遗址可能也

是这样 。我想这其 中的原 因是 ，我的这位好朋友

自己从来没去看过古代遗址，没弄明白他的 “寻

宝队”向他作的汇报，误以为他们说的奥依 (of )

就是房屋。实际上，他们说的某地有多少奥依，

指的不是房屋而是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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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清理的第一处遗址 F. I，为几组房间。房

间大多很小，它们构成几个院落，中央的蓄水池仍

然清晰可辨。它们的墙体，无论是木骨芦苇墙，还

是土坯墙，都已坍塌，残高不到 1英尺或2英尺。

院落的外 面，可 以清楚地看到 几排篱 笆和一个 果

园，树木成排种植，颇为整齐。房内一侧，还保存着

抹泥的灶台和坐榻。在一 个房间(编号 a)中，发现

有一块保存较好的木简 ，长宽为 12英 寸 x4英 寸。

木简每面都带有 S行梵 文，明显写 的是 波罗蜜多

经。在长方形小屋 b内，发现 一些泥 塑贴 花碎 片，

有意思的是 ，这里还发现有一些壁画小碎片。据此

我们可 以了解 似乎是家庭佛完 的残迹。青铜面饰

物的碎片等，在废墟中也有发现。遗址中出土的个

人用品和家什，除玩具弓箭外，还有一件豹皮囊和

最早发现于丹丹乌里克的那种扫帚。

    房址F. II西距F. I约半英里，位于一个显眼的

大面积风蚀 台地上。它包 括一 座极 为残破 的大型

寺院和居住区。房屋呈翼形排列，交角为直角。房

内填满了流沙，厚达6英尺以上，保存了一些值得

注意的遗物 。在房间 i中央有一个佛完 ，佛完设在

西南墙上，但完口向外，很是特别。距地面4鲁英
~ ’衬~ 一 ”一~ 一 ’J‘” ’‘~ ’勺~切。 ~ 一~一 ’2尸、

尺处，现存一块花纹木板。这块木板，长3告英尺，
是泥像 台座 的支柱。在 台座上还 可以看 到两只脚

站在浮雕莲花中。台座四端有槽，可以安装侧板，

并有两个门轴孔，曾有门扇开合。其后还有一个木

台，长宽3合英尺x2合英尺，上面曾摆设泥座和佛
像 。奇怪 的是 ，我们没有发现木 台的支柱 ，台座直

4在第一处遗

  址的发现

4第二处遗址

  的佛金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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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简上的文)

字

接放在沙堆上。很显然，房屋废弃后，支柱或支撑

的木结构在房屋受到流沙侵袭但 还能进 入的时候

被人弄走 了。在佛像左脚下，保存着一堆被老 鼠啃

咬过的供奉织物和波罗蜜多经卷。

    在房间 i内，我们发现不

泥印和陶塑)

少木 简。有 的长 方 形 ，有 的

楔形 ，有 的保存完好 ，有的 已

破碎。上 面 写 的文 字 ，属 于

岌多 文类 波罗蜜多 经。据我

看来 ，它们 比丹 丹 乌里 克 的

木简要 早。文字可能是古和

田语 。在 其 他 遗物 中，有两

件宝石 封泥 特别 有 意思 ，值

得一说 。从它们的形状和尺

寸来看 ，这 些 封泥 能镶 在尼

雅遗址 类 型木 简 的槽 孔 中，

或茹 附在 楔形 简 的尾 端上。

凸形宝石(图 125)的图案 ，是

一幅狩猎 图，其构 图毫无 疑

问是 受 了古典 风 格 的影 响。

骑马人的造型与亚历 山大狩

猎图颇 为相似。后期 古典风

图125 凸形宝石封泥

图126 小w雕封泥

格也可以在一件 小凹雕 (图 126)的印纹上看到 ，上

面是雕刻细致的妇人半身像。这两件封泥 ，可能是

从西亚传播过来的 ，约特干出土的许多半古典风格

的宝石可能也是如此。彩陶碎片，包括一件带翼马

的颈 部 和前 半身 和 一件形 态怪 异 的 “西 里 留斯”

(Silenus )型人头贴花特别引人注意，因为它们的花

纹主题大 量出现在约特 干的陶塑上 。它们可 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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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后几件遗物的年代问题，如果法哈特伯克亚依拉

克遗址 的废弃年代能确定的话。这里还要补 充的

是，这个遗址出土的带花纹木梳，也属于西方类型。

    在清理紧挨东南房间i的露天大厅或庭院时，

我们发现一块木板。木板4会英尺见方，四角有木
~ ”J一 ~“ ，、’一~ 。 ’一卜 ’2 " , ’一 尹’J’一 ’-

柱。木柱间有木梁交叉 ，支撑着木板 ，粘 贴一块粗

糙的垫子。木板表面距地板 约 2英尺 ，抹一层 泥。

这块木板 的用途还不太清楚 ，因为木板 内和周围没

有发现其他遗物。但它奇怪地 使我们想起了尼雅

遗址发现的木板。这块木板出土于 N. XIV的大废

物堆里，原先是用来堆放草料的，后来成了垃圾。

同东南翼的最后一间房间 II，只发现 了一件保存完

好的木制双梁。它的造型和雕 凿精细的花纹特别

引人注目，因为一方面，它们表现出与尼雅遗址发

现的雕刻双梁很近的承袭关系，另一方面，表现出

由它们过渡到喀达里克出土双梁的形态。它的最

早样式引 自波斯键 陀罗雕塑的木柱和键陀罗雕像

的悬梁，其后这种建筑纹样带上了塔里木盆地的艺

术色彩。这件木雕与这个遗址使用 的所有其他木

结构一样 ，都是人工种植的白杨木。

    与房间 i相邻 的东北翼房 间 中保存有完好 的

灶膛和它 旁边的坐榻 ，但没 有任何 遗物。 由此 向

东，在略微高起的地面上有一座寺院iii。寺院内侧

长宽 18英尺至 14英尺，三面是一条宽6英尺的环

形通道。寺院上所覆盖的沙层不到3英尺厚，因此

抹泥墙上只保留了极少的原有壁画。原来装饰寺

院的泥塑只残存了一些碎片，其中大部分属于一个

背光。最大的一块 (图 127)上面是一些姿态优雅的

(第二处遗址

  的庭院

4第三处遗址

  的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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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7 泥塑残片

              小件坐佛像贴 花，佛像周围是花边。这 种花草 主

              题与热瓦克和丹丹 乌里克的抹泥墙上 的类似装饰

              不 同。寺内的方形佛座已塌毁 ，高度离地面不到 1

              英尺，显然有人曾挖进去想寻找 “宝物”，但在它

              后面不远处发现有两 件板 画，旁边 的佛寺墙根下

              则发现 了5件 。

居住区的布) 寺院的位置很靠近F. 11的居住区，这说明后

局 者是一个小寺院的僧房 ，F. III房屋遗迹很可能也

              是如此。它们坐落在一 个小 冲积 台地上 ，在 F   I

        东北约告英里处。其房I可布局，与F. 11房屋遗迹
              极为相 近。在这里 ，居住 区同样分两翼排列 ，呈

              直角相交 ，寺 院与居 住 区分 开，位 于东北 方 向。

              在两处遗址中，位于 院落西 南角但从这里 没有人

              口的大房间，可能是预备接待来客的。中国新疆

              现代房屋 的客厅 (mihman-khanas)往往采用 完全

              同样的布局，目的是便于来客直接进人居住区，

                而不用穿过其他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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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院i所在的位置，也高于周围的遗迹地面

几英尺，因此只有几英尺的沙层来保护它。佛堂

和围廊的墙体 已塌毁 ，离地 面仅几英 尺。东南部

位的佛室还保留了一幅精美的壁画墙裙，在暗红

色地子上，绘有床炜似的图案，其间还有悬挂的

三角形和流苏。中央的方座和角落 的四个六角形

台座原先是放置佛像 的。在僧房 的门道里 ，还保

存了四个泥塑像的下半身。进门右侧的塑像，显

然是一 个护世天王 。它 站在 一个蹲 伏 的怪兽 上 ，

怪兽的头部 已经发现 ，发现时脸部有破 损。佛室

的内墙附近发现有波罗蜜多经卷碎片 ，地面上还

有一枚五株钱。居住区建造得相当讲究，只是空

荡荡的。2号房间原来可能是举行小型会议 “和合

僧”(Samgha)的地方，在这里发现了一块刻有波
罗蜜多经的大 型木板 。它西部外接的房 间 内，出

土了一尊雕刻精细的小木雕像的碎片。

    在上述诸建筑遗迹西北近3英里的地方，我们

找到了小塔提遗迹，其中随处可见古代陶片堆积。

这些遗迹分布在沙丘与胡杨树林丘带之 间的风蚀

地面上，因此遗迹范围很容易分别出来。遗迹面积

相当大，原先有房屋，可能只用泥墙建造，因此给风

蚀没了。这里有一条古代的引水渠 ，现在像堤坝一

样高达8英尺，比两侧的风蚀地面更要高出许多。

这条曲折的水渠，可以清楚地追溯到距F. II约粤英~ 月、一 毋‘”J确-一 ’切~”曰~ 一~~ 一 一刁~ 一’一一‘4护、

里的地方。在一两个地方，我还发现耕地的迹象，

年代并不太 久远。它们 位于被风蚀 削低 的开阔地

带，在老达玛沟有人居住的时候或更晚，水流曾一

度引到这里。古代房屋的遗迹，只在三处小塔提的

附近有所发现，其他的房屋很可能埋在胡杨树林丘

或沙丘下面。

4壁画和第三

  处遗址的余

  迹

4塔提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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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瓦克式的)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清理一个小石构建筑时

小塔基 的发现。石屋的旁边是一棵死了的胡杨树，从树梢

              可以看到它的屋顶。经过发掘 ，我们发现了一座小

              塔基 (图 128)。它 的平面布局与 1901年我 们在大

              热瓦克寺发现的几乎完全相同。其平面也是方形 ，

              上面是对称的十字形 四臂。各臂上我们都 可以看

            到非常典型的突起(projections)。但由于个体小，四

              臂的长度从塔 基的 中心算起仅 7英尺— 按设 计

              这些突起应有 的阶梯 已看不 出来 。不过突起 的根

              部两侧有小柱 ，它们的用意可能是标明阶梯最底部

              的扶墙。从图 128拍摄的部分来看 ，塔基现存的两

              层之间与热瓦 克塔基 不可能存 在太 大的差异。但

              整个基座的高度与面积之比，要远远大于热瓦克塔

              基。尽管两层之间分界的突起也见于热瓦克塔基 ，

              但塔基外表严重 向内倾斜的现象在其他地 方没有

              见过 。塔顶 已荡 然无存 。塔基 内可能看 见从西 头

图128 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佛塔基座F. VI，自东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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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的盗宝地洞，显然是早年挖的。还有一些更小的

塔基，底部2一3英尺见方，把上述塔基围在中心。

这些塔基高度都不到4英尺，它们的第二层以上也

都已塌毁。

    F. I的东南和东部，地面风蚀更为严重也更为

开阔。这里在粤英里的范围内，可以看到几组建筑
‘”.~“ ~ 一 一 4/、一 ”‘’~~ ’‘’‘” ~一“ 一一 ~ ~“

群的遗迹。这些建筑群已严重残毁，没有多少沙来

保护它们。F. VII原先有两座房屋，但这里没有发

现什么遗物，只有一些小彩陶碎片等。但在北面不

远的风蚀地面上我们捡到了封泥 ，上面有一个椭圆

形凹雕的印痕，很引人注目。左侧是加里米德

(Gsnymed二 希腊宙斯神的侍酒— 译者)靠在

岩石上，正在喂食右侧宙斯的鹰。这组图像构图很

细致，工艺也是典型的希腊风格，整个封泥明显比

我在和田发现的所有珍宝都要好，不管它们是印模

还是封泥。这件封泥呈长方形 ，表明它原先是插在

尼雅类型木简的印槽内;质地坚硬，说明它在后来

曾被无意地烧过。

    F. VIII建筑较 为奇特。它坐落在一个很 显眼

的台地上，东北向约_14英里。由于风蚀作用，旁边
形成一条很宽的沟，深达 12一13英尺。部分泥墙

或木骨墙位置分 散，它们 之间 的关 系再也不 能确

定。除此之外，还保存了一座完整的石砌长方形台

座，长37英尺，宽35英尺。表面抹泥，向内倾斜。

它的东南部分，台座还残存7英尺。这里有一条很

窄的阶梯向中心盘旋 ，它两侧有扶墙。在这个侧面

上，还有一段显然是后加的墙，目的是在前面做出

一个平 台。这个 台座和建筑 原来 的用途 还不 甚 明

d希腊风格凹

  雕的发现

4第八处遗址

  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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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亭和果园)

遗址

南面的遗址)

了。小泥塑碎块是这里仅存 的遗物 。建筑 以东不

远是一片枯死的杨树的树干，好像表示这里有一个

小亭。由小亭再向南约400米的地方，还可以清楚

地看到一个大果园，里 面有成排的死沙枣树和其他

呈梅花状种植的果树。F. VIII以西我发现了清晰的

马车路。痕迹可以在好几处坚硬的黄土地面看到，

这些地方都是在沙丘 之间幸存 的地 面。因为车辙

直接通向大冲沟的边缘，显然车辙的年代颇为久

远，甚至可能早于遗址废弃的年代。

    在 F.ix ，我们清理 了 一座房基。房基包括几间

房间，墙体系灯心草抹泥。这里仅出土了几件木质

和泥质的家什。房基 的东南是一座 完全毁坏的寺

院，出土的遗物仅有泥塑像的碎片，质料为白色的

硬土。从F. VIII向南约粤英里，保存了一座寺院的
.”一 “ “一 ” 一 ’“’‘一‘4‘、一 ’r’一’，‘ ~ ‘’产“’‘

墙基。寺院遗址包括一间佛堂和通道，后者的墙体

用泥砖垒成。佛堂 内中央佛座 的后 面发现了一块

板画。板 画几乎 完全被磨蚀。此处还发 现了一页

波罗蜜多经的碎片。旁边是另一座寺院基址，其中

除小型的居住区基址外，大殿的泥砖墙仍然可以辨

认出来。由此再往南，发现一座小型的木骨芦苇墙

建筑 。建筑半埋在塔提区附近 的沙丘里 ，从这里出

土了素色的红封泥章。

第二节 F. XII寺院基址及其年代

胡杨林中的) 寺院F. XII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是它的位置，二

寺院 是它的遗物。关于它的详情这里还需做些介绍。

              它位于F. X以南约半英里，坐落在一座很高的胡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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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沙丘的东南坡上。沙丘 的西 面和南面是两条胡

杨树长得茂密的山脉。过了山脉，是一条即将干涸

的小河。它是达玛沟河的支流 ，蜿蜒流过灌木和水

草繁茂的平坦地带。这座小寺院建造时，沙丘肯定

比现在低许多。沙丘南麓有古老的灯心草篱笆，现

存24英尺的长度。寺院的地面，高出篱笆 24英

尺。沙丘现在已高出寺院地面达18英尺。寺院毁

弃之后 ，沙丘 的高度不断上升 ，寺 院得 以保存也有

它的一份功劳。寺院的墙体，总厚为4 1英尺，完
~’切 ~ 产‘了，。 ’J’沪“’‘一~『「’‘。’‘刁/J ’2一 ‘” /“

全用平整的土坯建造。西北 角还保存 了 6英尺的

高度，其他部分已塌至4英尺。佛室面积很小，从

里侧测量，稍大于8英尺x10英尺。盗宝人从东角

挖了一条通道进人佛堂盗窃。一些泥像碎块和东

南墙的被割去头部的壁画像说明他们最近还进去

了一次。所幸的是，流沙从西北墙原来的门填人佛

堂，阻止了更大的洗劫。

    清理表明，在佛堂内东南角曾有一尊高大的泥 4泥塑像

塑像。塑像可能是立像，现在已完全毁坏，只残存

了一只脚 。其他位 置还保存 了五个 小泥塑立 像。

东北和西南的小平 台高约 6英尺，上面各残存有两

个塑像的台座。但其 中只有一尊塑像还保存 了腰

以下的部分，高度为4英尺(图 129),剩下的四座塑

像 已完全塌毁 。仅存的塑像可能是一尊菩萨 ，在它

的腿部和臂部穿着深红色的裂装o 装的下边为

浅绿色，装饰一个深绿色的大长方形图案，并以蓝

点包边。脚已不见，但其上的架装露出深蓝色多褶

的夹衣。躯干内的灯心草骨在腰部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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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9 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神殿F. XII，东北墙的灰泥浮雕和蛋彩壁画

          遗迹

壁画的图案) 壁画中蛋彩画更是幸运地保留下来。其中保

              存最好的部分，我在奈 克 ·拉姆 ·辛格的帮助下，把

              它完整地成功割取下来。在前述塑像 的右侧是一

              尊优雅的观音立像 (图 130)。许多地方与希腊化佛

                像有很密切的关系。头 光和背光 的圆形装饰 很少

              见到，让人奇怪地想到萨珊织物上常见的花纹。波

              斯艺术的影 响使我们敏感 地注意到其他一些壁画

              上出现的波斯风格。图 129表现的是东北部壁画的

              残迹 。这里有一尊浮雕佛像 ，佛像为坐姿 ，作 沉思

              状 ，周围有花朵和莲 叶，它们一直延伸至墙 角。佛

              像右侧是 图案保存最好 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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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0 观音立像

    不过这座寺院中最让人感兴趣的壁画 ，发现于 4壁画残部

门道南侧。它的下部磨损严重 ，很可能是香客们前

来礼佛时脚蹭的。但上部还保存大部分原来的色

彩 ，我们也把它完整无损地发掘 出来了。壁画中的

人物，正如富歇先生首先指出的，是印度女神鬼子

母(Harit3 )和它的五个子女。这位女神，起初叫“夜

叉女”，代表可怕 的天花病和儿童 的夺命者。就像

民间传说和宗教历史中的人物一样，在迷信崇拜的

过程中，她的地位逐步上升 ，成 了一位仁慈的女神 ，

不仅是儿童的保护神，而且是生育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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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壁画)

女神鬼子母)

女神脸部的)

特点

    去印度取经的义净(I-tsing )，给我们讲述了这

位恶魔在佛的感召下转变为善良女神，后来受到祟

拜的故事。然后他写道 :“鬼子母 的形象在 印度 所

有寺院的门廊和斋房的角落都能见到。在壁画中，

她怀抱着一个婴儿，膝下有三或五个儿童。”由此我

们发现了寺院门道一侧的女神 i。其 中一个儿童抱

着她的左胸，三个儿童骑在她的肩上和胳膊上，而

第五个儿童站在她的右侧手舞足蹈。除了这些人

物外，壁板画上还可以隐约看到，在左腿下面的几

乎完全磨灭的画面上，有两个小人穿着紧身衣，正

在玩耍，而在她的右脚旁边有一个裸体小儿好像在

躲闪前面打来的拳，打拳者可能是另一个小儿，但

已彻底磨掉了。令人惊讶的是，我们这幅壁画所见

鬼子母的儿童数 目一个不 差地 出现在吐鲁番的绢

画上 ，不过构 图和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 。

      除了宗教意义之外，这幅神化的婴儿的恶母壁

画还有 其他方 面的 意义。她 的脸短而 圆，呈 圆月

形。脸上带 有慈母 般的忧 愁和安详的神情。这些

特点不能不让我们想到波斯审美观的影响。但这

里还不算明显 ，比较明显的是描述和田养蚕起源传

说的丹丹乌里克板画中公主和宫女的脸，或米兰寺

庙M5墙裙上须大攀女王和姑娘们的脸。不过，这

些人物出现了对称的发辫，头发上也出现了连珠。

与这些半西方特征很 不协调 的是耳上大得可怕 的

耳垂和脖子上特别密集的皱纹，即富歇先生所说的

“印度的典型风格”。关于她们身上 的华美衣服 ，有

些细节也许值得一提，她们穿的短袖紧身上衣与前

述丹丹乌里克板画中公主所穿的衣服很相近。

    可惜 门道 对面 的墙壁 已塌毁 。正 如富歇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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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我们原希望在这儿看到与生育之神对应的

财神”。这个“金袋之神”，据上述义净的记载，一般

坐在印度寺院的门道中。这位由来已久的财神名

叫Kuvera，我们发现在键陀罗塑像中往往与鬼子母

并列。他与她一起出现在古代和田的寺院中，是特

别合适的;因为我们知道，Kuvera本义就是“北方的

君王”或多闻天王(V"ravana)，在和田被视为王族

的祖先和该王国的保护神，很早就受到特别的祟

拜 。

    寺院F. XII的发掘，是我在这个遗址的最后一

项工作。令人喜出望外的是，这里出土了一份很有

价值的经卷。刚开始清理东南墙的时候，发现了六

七片中亚岌多正体梵文婆提经文。此后我自己从

底层台座— 东北面曾有雕像— 旁边的沙堆中，

挖出了保存极好的经匣，内装有 33卷完整的梵文

，，一 、.于卜、、，一 一 一 ，，， .，‘。曰，~ L 一 ，-‘ J 1经文 ，让我兴奋不已。经卷长约 14英寸 ，宽约 4青
~ ~ ’~ ~ 2、曰 ’~ 。 一 曰 卜、一，‘’/、 .’夕‘一碑 ’2

英寸。每到三分之一处，即有一个线孔，装订颇为

结实。不过以后在大英博物馆还是把它完好无损

地拆开了。它们里面包含一部分中亚版本的(妙法

莲花经)，后来此部分由瓦莱·普桑教授整理出版。

他发现，这卷经文的文字特征与《金刚经》相似。后

者出土于丹丹乌里克的僧房中，它的年代霍恩雷博

士定为公元 7或 8世纪。

    这个年代，肯定是推测出来的，因为中亚波罗

蜜多经的渊源本身还存在许多 问题。不过它对 于

确定这个遗址的年代是一条重要思路，如果说我们

预先假设寺院 F. XII的始建年代与法 哈特伯 克亚

依拉克的其他遗迹 相 同能够成立 的话 。然而这 个

4婆提经的发

  现

d F.3QI佛寺遗

  址的年代和

  位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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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带有很 大的问题 ，寺 院的位 置尽管 相距很近 ，

              但与其他遗址的寺院存在本质的不同。其他遗址

              的寺院无一例外地建在 风蚀 台地或者与附近 台地

              等高的平地上，而F. XII建在胡杨树林丘上，山丘的

              顶部在建造寺院时至少比该遗址一般地面高出许

              多，至少20英尺。这个位置的选择非常特别，这是

              毫无问题的。仅就这一点来说，就足以说明遗址F.

              XII与其他遗址大为不同。我不知道是否有类似的

              遗址。类似的倒是 和 田地 区穆 罕默德大墓 附近的

              现代麻扎，它们往往建在很高的胡杨树林丘或者沙

              漠边缘显眼的地方。

与麻扎类似) 这些现代本地寺院的标志，往往只有装饰礼拜

的地区 旗和藏人发辫等的长杆。它们中有许多位于古代

              遗址的附近 ，这不能说 完全 出于偶然。就我们现在

              讨论 的遗址来说 ，它的邻近地 区有乌鲁克麻扎和拉

              钦阿塔(Lachin-ata )麻扎以及古代批摩(P ̀i一二 )遗

              迹。在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塔提中间就有这样的

              中型麻扎 ，据说老达玛沟的人来这里做礼拜。由此

              再往前，需要提到人们常去的依玛目·贾法尔·沙迪

              克和依玛目阿斯木(Imam人sim)麻扎。它们的位置

            分别与尼雅和阿克斯皮尔(Ak-sipil)遗迹相邻。它

              们之间的相似性，和我们所知道的和田地区早至佛

              教时代的地方宗教的本质特征，使我们不能不作出

              这样的推测,F.XII遗址的时代与法哈特伯克亚依

              拉克的其他遗址并不相同，而是按照麻扎方式在古

              代遗址废弃于沙漠之后在其旁边建立的寺院，因而

              有可能要晚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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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考虑整个遗址的大致年代时，如果按照

这个推测 ，首先要考虑整个遗址 出土遗物和 F. XII

之外 出土遗物上的年代线索。我相信 ，稍微注意一

下就会发现，这些线索之间并不冲突。它们都把废

弃年代指 向一个 明显早于唐朝统治塔里 木盆地的

年代 。最值得 注意 的线索是 钱币。除了寺院佛室

F. III地面上 出土的五蛛钱 外 ，遗 址 中还 出土 了 8

枚其他中国钱币。这些钱币都发现于风蚀地面上，

其中4枚发现于房基 I附近，3枚发现于寺院的僧

房 II附近，1枚发现于塔提v。所有钱币都可能是

后汉时期的五株钱 ，或者是同时期的无字钱和剪轮

钱。唐代钱币一枚也没有出土。这一点很重要。

为强调起见 ，这里需要指 出的是 ，我在清理 喀达里

克遗址时挖出来的钱币中，至少有98枚属于唐代，

只有 5枚是五殊钱。因此 这些钱币可以证明法哈

特伯克亚依拉克的遗迹年代要更早一些。我以为，

这是站得住脚的。

    封泥也很重要。我们发现的三件，很明显原来

都粘在木简上，它们上面的印纹来自于珠宝。这些

珠宝带有后期古典工艺或受 了它 的直接影响。它

们的样式与尼雅遗址出土的封泥上的印纹非常接

近。F.n出土的双层台座上的建筑迹象也能说明

一些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这种建筑迹象是大家熟

悉的尼雅样式的发展 ，但肯定晚于喀达里克类似木

雕上所见的样式 。我们对 于和 田地 区佛 教视 觉艺

术的知识还非常有限，要从F. 11出土的几件板画的

风格中得出可靠 的结论还不太可能。不 过我 的总

体印象是 ，它们明显 比丹丹乌里克出土的板 画或喀

达里 克 出土的壁画碎 片更接近 印度 原型 。另一方

d出土的钱币

  与遗址的时

  代

d F. II的遗物

  与其他佛寺

  遗址的比较



穿越塔克拉玛干
      0

第.’t章 和川东部和北部的遗址

较早废弃的)

遗址

宋云所说的)

末城

面 ，后者与寺院 F. xlr壁画在风格上差别甚微或者

没有。最后需要注意 的是法哈特伯克 亚依拉克与

丹丹乌里克、喀达里克 出土 的文书在质料 、特征上

的显著差别。后两处遗 址出土的文 书材 料主要是

纸，而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遗址出土的纸片很少，

以木简居多。我们也不能忽视后者出土的文书都

是波罗蜜多经，而丹丹乌里克和喀达里克两处还出

有汉文经以及藏文经 。

    把所有这些线索综合起来考虑，使我得出这样

的结论 :法哈特伯克亚依拉 克遗址停止居住的时间

要远远早于丹丹 乌里克、喀达里克 的居住 时间，即

我们前面所说的，废弃于 8世纪末或稍 晚。现在还

不能断定更确切 的废弃年 代。但有 两个 迹象值得

注意，也许有助于确定大致的年代范围。一个是纯

粹的反面证据，即这里没有出土一件怯卢文书。我

们知道 ，法 卢文在吐鲁番 盆地一直延 用到 4世 纪，

或者更晚一些。另一 个是地理位置 ，见于宋 云的记

载。这位旅行者在公元519年从且末走到和田时提

到了捍度以东的末城。末城，据沙碗考证，即玄类

所说的批摩，它的位置在乌尊塔提，乌鲁克吉雅特

以北(或乌鲁克麻扎)。我相信，在第一次考察该遗

址 22后我 已经提供了充分而可信的证据 。

    在讨论这个观点时，我曾指出“捍度以东22里

的宋云所说 的末城 ，应当到老达玛沟附近或它的北

面去寻找”。法哈特伯克亚依拉 克遗址正好 与我们

所推测的这个地点相吻合。它最北的塔提正好位

于我 1908年再次考察的乌尊塔提地 区以东 ，距乌鲁

克麻扎东北 3英里余 。这两处遗址的距离正好 7英

里，也可能略少 ，因为乌尊塔提的遗址 区比实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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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范围还要往东。因此它们的位置完全吻合，距

离也相近 ，这样就证实了我们的遗址就是宋云记载

的末城。假如说后者的废弃是在宋云经过此城的

年代与6世纪之间，那么我们就得出这个遗址的上

限，而且与上面所说的年代证据— 钱币、考古、文

书— 颇 为一 致。寺 院 F. XII建造在 这个废弃 的

遗址旁边，类似于穆罕默德麻扎，年代要晚一两个

世 纪 。

第三节 从达玛沟到和田

    3月 13日我从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南行，穿过 司喀拉央塔克

达玛沟现在的绿洲，去考察肉孜和他的同伴们发现 遗址

的遗址。达玛沟河东岸是一 片开阔的灌木丛低沙

丘地，有一个叫作喀拉央塔克(Kaiayantak)的地方，

他们发现的遗址就在这里。实际上，它位于我们

1906年 10月考察的遗址麻扎托格勒克 以东不到 1

英里半 ，到 达玛沟亚 源头的大坝东 南距 离大致相

同。遗址属于佛寺，已完全毁坏。可以看出，它的

布局与装饰与喀达里克的主要寺院极为接近，不过

规模可能要小一些。遗址大部分覆盖有厚达 9一10

英尺的沙层，但清理没有多久，我们就看出这里的

房址与喀达里克一样，曾是用来采木的地方。除几

英尺长的大梁和木材断头外，原先所有可用的木头

都已砍去，沙层聚集盖住遗址显然是后来的事。砍

下的小块彩绘木头，数量很大。另一方面，没有发

现任何火焚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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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和塑像卜 发现有一些壁画墙皮碎块，

残件 上面有小 菱格佛和 一 幅大 背光

              的一部分。除此之外 ，寺 院的墙

              壁一无所存，这些墙毫无疑问是

              木骨 芦苇做 的。墙皮 碎块 出露

              的地方 以东 约 10英 尺，发现 有

              显然是 中央 佛像 泥 座 的 遗 迹。

              在它旁边的断木与墙皮堆中，发

              现一些泥塑像的小碎块，其 中有

              音乐神模样的佛像 的头部 ，风格

              与喀 达里 克发现 的很相 近;一

              块木婆提板 ，上面写有 中亚波罗

              蜜多经，字迹潦草并已模糊;七

              块封泥 ，印 自一 个 凹雕的 印章，

                上面是一个菩萨坐在莲花冠上 ，图131木雕佛像碎块

              图案是纯粹的印度风格 。一块泥模 ，图案是从其 中

              的一枚翻印下来的。显然是要做更多的这类 供品。

              在同一地点发现一尊木雕佛像 的碎块 (图 131)，高

              度仅 比膝盖多 1英尺余。还发现剥蚀严重的板画。

              小佛殿 ，好像靠近塔柱周围回廊的人 口南侧 。其 中

              只保存了两个 泥佛座。其 中一个佛座 的根 部保 存

              有一块高约 6英寸的壁画带 ，可 以看到顶礼跪拜的

              一家人 ，他们显然是供养人。所有人物 的描绘都很

              细致 ，但大部分被碱蚀坏。

废弃的年代) 根据这些少量的艺术遗物 ，我们可以认为这座

              寺院的大致年代，甚至它的废弃年代，大致与我们

              所断定的喀达 里克寺相 同。这个看法得到 了有力

              的证实。我们在地面上发现了一枚乾元年间(公元

              758一760年 )的钱币，保存相 当完好 ，没有锈蚀的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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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同喀达里克与麻扎托格勒克 的情形一样 ，很有

可能这座寺院和居住区存在于这个时期，到8世纪

末寺院已经废弃。

    从喀拉央塔克我不得不很快地跑 了一趟该地

区的中心于田，并于3月 19日之前赶回到达玛沟。

同一天出发进人西北方向的沙漠，再次考察乌鲁克

麻扎周围的旧遗址。在经过达玛 沟和古拉 哈玛的

路上，我看到这里的耕地也在不断扩大，村庄也在

迅速繁荣，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从我 1906年那次

调查起，达玛沟就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巴扎。它东

边奇格里克(Chigillik )的周围地面，那时还是全部

荒芜的，现在已经引了一条新水渠可以长期耕种

了。这里多余的水量 ，现在正用于开垦喀达里克遗

址和它上面的开阔地。

    向西，我发现耕地也在不断扩展。这里的沙漠

有很多胡杨林丛，过去把达玛沟和古拉哈玛的村落

分隔开来。现在它的边缘地带正在迅速地减少，人

们在这里平整土地准备灌溉。我很惊奇地看到，这

些盘绕在胡杨林丘脚下的灌溉渠，竟派上了另一种

用场。它逐渐地把渠里几个世纪以前淤积起 来的

肥泥搬走，覆盖在新土地上。这种扩展的效率越来

越高 ，主要是 因为更加 节约地使 用喀拉苏，即来源

于帕纳克(Ponak)和古拉哈玛的“兄弟”(skins)泉

水。因此后面这些村子的人 口，根据可靠的当地消

息 ，在过去的 16年 中已翻 了一番。这个增 长更 加

值得注意，因为人们开始抱怨夏季山洪(阿克苏)的

水位，比同时期多数洪峰的水位低了。很显然，人

口压力的增加和其他经济因素在这些变化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那些似乎支持“阵发性干早”说的传统

证据 ，就显得苍 白无力了。

4正在扩大的

  达玛沟耕地

4灌溉地区的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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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克麻扎)

周围的遗址

穆罕默德时)

代的墓地

早期居民的)

钱币学证据

    在沙漠佛教圣地 乌鲁克麻扎或乌鲁克吉雅特，

即“神圣的寺庙”的周 围和北 面，发现 了一片面积很

大的废墟。我认为玄类的妩摩和宋云的捍磨就在

这一带 ，上次来这里就是 为了寻找它 的遗址。其中

的理由，我在(古代和田)已作了充分的说明。我的

第二次考察 ，完全证明我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此次

我也更好地了解到这个塔提的范围，它一直延伸到

乌鲁克麻扎的南部 和东南部。这 次我们从钦 阿塔

(lachin-at&)麻扎出发到乌鲁克麻扎去时，由于有穆

拉合瓦札这个称职的向导，走了一条近路。大约走

了 1英里以后，我发现整个地面分布着很多的典型

废墟。里面有 旧陶器碎片 ，烧结 的砖 、矿渣等 ，只要

是沙丘与胡杨林丛之间露着风蚀土壤的地方都有。

乌鲁克麻扎以南和西南约1.5英里的地面上也是如

此。在这些塔提的许多地点，大量的人类遗物由于

风蚀暴露在地面上，表明是古老的墓地。我们认 为

这些墓地属于穆罕 默德时代。这 一点得到 了相 当

的肯定。我们发现，在许多地点，相当完好的骨架

成排埋放 ，而且很有规律 ，脚都向南 ，与正统穆斯林

风俗完全相合。也进 一步说 明这 个遗 址一直延用

到穆罕默德时代。这一点特别重要，它有可能证明

马可 ·波罗的“培恩”就是姚摩 。

    这些塔提新出土的钱币 ，完全与我上次考察所

得的结论相吻合。同时它们也证 明这片地 区在宋

云来到捍磨之前，一定居住了很长时间。我和拉

尔·辛格调查捡得的钱 币中，一枚是宋代的，年代 为

公元 1102-1107年，一枚是穆罕默德时代的，年代

被定为 14世纪 ，这里也 出土了一些严重破损的五殊

钱 ，还有一枚好像属于汉怯二体钱。这些早期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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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现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们证实了宋云记载的

寺院的年代。宋云从捍度，即现在有名的乌鲁克麻

扎圣地往南走了巧里，到了寺院，看到了那座鬼斧

神工般的佛像。他说他所看到的大量礼佛旗播 中，

大约有一半带有魏朝(公元 386-534年)的年号，

其中一面是公元384-417年间的。

    我在乌鲁克麻扎逗留了一天，因此我可以向北

走到乌尊塔提废墟的最近处。途 中发现 了一个简

陋的建筑遗迹，毫无疑问是穆罕默德教的，可能是

一座清真寺，位于《古代和田》描述的城堡废墟北面

约半英里处。由于不远处就发现有晚期的居住遗

迹，前面说的城堡属于后期的观点就更加稳固了。

马可·波罗的“培恩”废弃以后，过了一个很长时期，

人们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居住。这座建筑的年代也

许就是这个时期。

    乌鲁克麻扎是我们的最后一站，我们结束冬季

考察后整个队伍在这里会齐。3月22日，我往南走

到策勒绿洲 。

    策勒是个大而繁荣的村子，估计不少于 3 500

户。耕地主要靠充足的阿克苏灌溉，水流直接来源

于穆士塔格峰的大冰川山尖下面的山坡。在这里，

灌溉地正在迅速地扩张，据说年增长高达 1001)亩。

这些几个世纪以前荒废为沙漠的土地，现在重新开

垦出来，肯定要破坏这里现存的古代遗迹。对于这

种破坏，我可以举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去了一趟叫

做热瓦克的遗址，位于我的营地奥格热里克(Oghre-

lik)西侧约 1英里。在新垦的耕地中间，我发现一

座规模不小的房子的几面墙壁。墙是泥块做的，现

在因为引来一条新水渠灌溉周围的耕地 ，大水把它

(乌香克麻扎

  以北的度墟

4策勒绿洲

4热瓦克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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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 依 拉 )

(Maim)塔提

的陶瓷碎片

策勒以西已)

扩大的耕地

瓦依斯喀拉)

木附近的寺

院遗址

们冲塌了。现存的房子是一座48英尺长37英尺宽

的大房，在它后面紧接着三间很大的房间。没有发

现明显的迹象，它的年代或用途不得而知。只要是

尚未灌溉的土地，都经过了严重的风蚀，露出一些

常见的碎小陶片，说明以前有人居住。往西北约

1.5英里，是一片胡杨林丛，现在已全秃，上面的树

木和树根都被策勒 人砍去烧火 了。在这些 山丘 之

间，我被带到一块约_14平方英里的地方，在那里看
到密密麻麻的看来很古老的陶片堆积。从地面上

松软的泥土中，我检到了无数的泥塑碎块。这些碎

块均为硬白陶 ，肯定是一座寺院墙上的装饰。这座寺

院很久以前就已彻底塌毁，很可能建于唐代以后。

    3月24日，我离开策勒向西去洛浦重新寻找和

田地 区的最边缘。过去我走 过于 田与和 田之间的

主要通道 ，因此能看 出策勒 以西地面在扩大耕地 中

发生的变化。康坎 ，1901年我来时只有零星的几块

耕地，从那时起逐渐扩展，现在耕地非常稠密，与策

勒的阔纳也尔，或“老土地”连为一片，而且又延伸

了两英里。往前的卡尔帕特也是如此。以前只有

路边上孤零零的一个兰干，后来它的周围出现了一

片小绿洲，现在耕地和白杨林路延伸了近2英里。

      离开洛浦巴扎，我向北走，去考察马合木提

(Mahmud)，我的一个“塔克拉玛干人”发现的遗址。

遗址位于依玛目阿斯尔(Irn.tn-AsYm)麻扎与苏里坦

瓦依斯喀拉木(Sultan Waiskaiam)之间的沙漠中。去

往后者的路 ，过 了肥沃的杭桂州北边 ，就沿着 一条

满是沼泽的河 床。这条河接 纳 了玉龙喀什河 过来

的最东面运河涨出来的水 ，以及无数泉水流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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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拉苏。河床东北走向，据说人们发现它还延伸到

苇草沟、灌木丛带 。牧羊人来过这里 ，从苏里坦瓦

依斯喀拉木要走三 四天的路程。由于丹丹 乌里克

方向往前的水井中还能发现有水，这条植被为我们

从和田那边走到遗址提供了最直接、最方便的路

径，同时也值得将来的探险者进行考察。丹丹乌里

克麻扎以西的胡杨林丛中坐落着两个古山包，这里

的“夏依克”也都知道 。它们看来都属于 完全塌毁

的佛塔。一座距离约 1英里，有一个剥蚀严重的台

座，约21平方英尺，高达7一8英尺。所用的土坯

大小为 18英寸 x10英寸 x3英寸。再往西约 400

米，是另一座山包，流沙以上露出的部分仅3英尺

左右。清理至地面后，可以看见一座寺院台座的最

底部。最底部台座23平方英尺，3英尺高上面仍然

保留了几处白陶浮雕。残存的台座上部，高约7英

尺或更高。由于剥蚀过于严重，根本无法复原了。

    由第二座寺院遗址向西一北一西走，翻过两座 4杭桂塔提遗

高达 50-60英尺的沙梁 ，才到报告 中的建筑遗址。 址

遗址位于15一20英尺高的沙丘之间，距离约1去~~ ~ 切 ‘“ ~ ~ 声、’~’，户 一 ~ ’刁’~ ’~一，一 2

英里。一路上，只要看见有小块的裸露地面，上面

都盖有 旧陶片堆积。这种情形也见于这些高沙梁

后面开阔的沙地上。它向西和西南延伸的部分还

没有暴露。显然 已成为大 “杭桂塔 提”的 一部分。

这种塔提，我第一次看到是 1901年在阿尔喀库都

克，后来我在 1906年去阿克铁热克遗址的路上第

二次遇上。其中一处，还可以找到一座房子的泥

墙，尽管已风蚀得离地面只有 1英尺左右。其中的

两个房 间 ，发 现 有火 灶 。火 灶 挖进 厚墙 深 达2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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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龙喀什河)

东岸已扩大

的灌溉区

再访亚玛达)

塔提

尺，结构显然与丹丹乌里克、喀达里克和其他地方

所见的不同。往南约20码，有一处堆积，直径40英

尺，里面发现有烧过的木头和烧土，说明这可能是

一处寺院。这座寺院显然毁于火灾，此后常有人来

寻找“财宝”，现在还可 以看到附近有一个伐木者路

过 的脚 印。

    这 以后 ，我 穿过 田野稠 密的杭桂 和 山普 拉村

庄，然后到达比则勒(gzil )。比则勒位于玉龙喀什

河的右岸，山上的水就是在这里流人河里的。路上

我可以收集到很多有用的消息，了解到这里发达的

水渠网，它们可以灌概位于玉龙喀什河以东的和田

各州 ，即现在由它们组成的单独的洛浦县。作 为和

田绿洲重要部分的这片地 区，耕地 面积在近几年得

到 了明显扩大 ，一方面是沙漠边缘 的“新土地”正在

引水灌溉，另一方面开垦了旧耕地中过去被忽略的

肖尔里克 ，即盐碱地。

    从比则勒我过河到玉龙喀什河的西岸，去重新

调查“牛角(Gob护ga)山”遗址和报告中附近的一些
遗址。和田两条大河在这里被萨依分开，我在穿过

遍地石块的萨依时，赶上了一场疯狂的沙暴，使得

调查很难进行。但过了玉龙喀什河— 那时河床 1

英里宽，水流只有 100码宽，1一1.5英尺深— 之

后，我看到了灌溉左岸各州的水渠的源头。然后到

达一个到处是堆积 的遗址 。它是亚玛 达塔提 的一

部分。这个塔提 ，我第一次调查时就 已来过 ，现在

发现它向西南又延伸 了 1英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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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和田北部的寺院遗址

    我在和田停留了短短的几天，我的“寻宝队”向

导们在和 田绿洲的北边发现 了一些遗址。

    我调查的第一个遗址，坐落在沙漠中的狭长沙

丘带。这个沙漠介于和田镇居民区最西北的亚瓦

(Yaws)与喀拉萨依的外围村庄之间。我发现亚瓦

开阔的绿洲，只是近 巧年才出现的。不过它与喀

拉萨依南边之间的遗址却让人很失望。在死亡的

胡杨树林丛— 树木全被 砍去烧 火 了— 之 间的

极贫瘩的土地上，他们指给我一处遗址。这里出土

有许多精美的塑像，胎质为硬白泥。他们带给我的

一些塑像就是 这里 出土的。什 么房屋遗迹 也没有

保存下来，但从风化土壤里还能捡到许多同样质地

的小块塑像碎片。毫无疑问，这些遗物是两座相距

约160码的寺院里的塑像。所有建筑遗迹全部被

风蚀破坏了，不过，我可以明确地说，新开垦的土

地 ，由于遗址两侧 2英里左 右 以内的水渠 网的存

在 ，已经把地下水 吸收到离 地表 5英 尺左右 的地

层 。

    这里出土的塑像残块中，有许多制作精美，表

面保存完好，很让人注意。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些

小立佛，作无畏印势，形态各异。一尊男性塑像，带

头光，可能是音乐神，残存头与躯干，线条非常优

美 ;似乎是“三宝”崇拜的塑像 ;制作精致的牌饰 ，上

面的人物四肢做成花草状。这些塑像 的风格与丹

丹乌里克和喀达里克类似的泥质贴花非常接近，它

a在和田的逗

  留

a喀拉萨依的

  寺院遗址

4帕里斯泥塑

  像残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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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原来可能都是大型背光之类的装饰品，不过工艺

              上明显要讲究一些。但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它们

              的质料，一种极其坚硬的帕里斯泥。这种泥的特

              性，已经被亚瑟·丘吉尔(Arthur Church)先生注意

              到。有人送给他一些标本，他在作分析时发现了这

              种特性，之后做了一些探讨。对于喀拉萨依泥的特

              别坚硬的特性 ，他的解释是“器物成型后，放人温火

              中焙烧”形成的。他以为这种焙烧是有意的，不是

              无意的。这种看法 似乎是成立的。奇格 里克 出土

              的许多帕里斯泥 塑像 曾经烧过 ，但没有一件 变色。

              同时，只有几件表面破裂，而它们在无意的焙烧中

              往往出现裂痕。大多数塑像表面非常光洁，让人想

              起象牙或瓷质塑像 ，但这种现象迄今为止还没有令

              人满意 的解释。有儿件保存有原来的着色。

玛亚克里克) 从喀拉萨依我渡过喀拉喀什河向东走。我的

(Mayaldik)沙 一个“塔克拉玛干人”阿巴斯(Abbas )，说他在高沙脊

堆遗址 中发现了寺院，地点在和田的姊妹河之间，绿洲中

              心与两河的交汇处库什拉什(Koshlash )之间。河的

              右岸上面是沙里克也孜(Sar-Igh-yea)，现在的“英达里

            亚，(Yangi-darya)支流就是在这里汇人主河道的。

              过了右岸的石子地面 ，又 翻过东面的高丘，大约走

              了 5英里之后，阿巴斯领着我们向遗址走去。遗址

              是他两年前发现的，在光秃的沙堆中，他发现了墙

              皮和壁画的痕迹。这个遗址乍看去很不起眼，地面

              上什么遗迹也没有 ，我很 纳闷我们的向导居然还能

              找到它 。在 一座高于原始地 面达 20英 尺的沙丘的

              坡上，发现有一些彩色墙皮的碎片散落在上面。在

              它的西面和北面，灰沙梁之间的小块空地上覆盖着

              陶 片。这些陶片呈鲜红色 ，极坚硬 ，看上去年代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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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远。实际上 ，遗址地点位于玉龙喀什河左岸 2英

里。那里是一片灌木丛生的草场 ，叫玛亚克里克。

    沙堆太大 ，上面的沙土不停地 向下塌落，发掘 4墙上的巨幅

进行得很艰难。但天黑以前就挖到了地面，离现存 壁画

墙顶近9英尺。墙是干泥砖砌成的，面朝西南。全

部清理出来之后，可知墙全长34英尺，整个墙面施

蛋彩，上绘巨幅壁画，佛像和菩萨(?)像相间。在墙

壁完整的时候，它们的高度肯定在 12英尺左右。

各个立像周 围是卵形背光，它们之间下侧的空地 ，

如图 132所示 ，填以高 3英尺 3英寸的小佛像。壁

画墙前面现存 的沙层太 高，我无法 给这些 巨像照

相 。为了克服这个 困难 ，第二天把探沟拓宽 ，结果

图132 玛亚克里克佛殿Ta.11墙上

的彩绘画，表现巨像之间的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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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面墙都塌了。墙下部的砖缝充满了水分，因此即

              使里面有木头，也全朽了，因此墙很容易塌。由于

              墙承受着它背后沙的压力 ，这些沙是不能动的。现

              在一挖 ，它就塌了。绘彩的墙皮 ，很早就 已变软 ，在

              沙的重压下，全部粉碎了。由于这个失误，我只能

              用文字描述这些壁画，内容同发掘时做的记录。

巨幅壁画的) 这些巨像，实际揭露出来的只有6幅。巨像最

细节 宽处为背光，每幅所占的墙面宽4英尺10英寸。画

          面上它们向右侧身粤。右手好像总是作无畏印势，
                  一 一 ~”确’刁曰~ ~ 4‘ ~ 确~ 尺一‘~~ ’.‘~一 一’一~ ’

              左手下垂，放于腰下，拿着一个蓝圈或花环，夹于大

              拇指 与食 指 、中指之 间。上 胸和 头都不 见于各 幅

              像。佛像的衣服，只要是保存或能看清楚的，外层

              都是宽大的裂装，披于左肩。这种袭装有两种色

              彩，交错出现。一种是单层红褐彩，一种是红陶地

              上绘密集的深紫条纹，条纹长约 8英寸，宽 3英寸，

              中间有一条竖行 的 白色条 纹。每幅 巨像 的背景都

              是深紫色，缀 以白叶，仿佛紫丁香散落。至于身穿

              前述杂色架装 的佛像 ，其背光 的构 图是 :中央绘宽

              带三角形，角尖上指，两侧各有两条略窄的纹带，内

              侧呈紫色和红陶色 ，外侧呈红陶色和黑色。中央纹

              带上的三角块按顺序呈以下颜色:黑、红陶、深紫、

              红陶、白、红陶。着素色艇装的佛像的背光，内边与

              之相似，但要窄一些。这条边的外侧，是一周由两

              条纹带组成的边，纹带分别为蓝色和白色，互相缠

              绕 ，形成类似浮雕 的菱花 。菱花 内侧为红 陶色，外

              侧紫色。前面所说下部空地上所填的小佛像 ，右手

均作无畏印势 ，着纯深红 架装。

一个椭圆形头光和一个背光。

脸都左向李，各有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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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壁画所在的墙壁，可能属于一座主室或殿

堂，从这里又通向下面说到的Ta.i所在的佛堂，并

可能属于现 已完全塌毁 的一个或几 个其他 佛堂。

另一堵墙与此相交成直角 ，西南走 向，已严重塌毁，

残存部分不到 10英尺长。由于潮湿和风蚀的破

坏，没有留下任何主室或殿堂的遗迹。房顶的建造

方式，我们根本无法断定。但考虑到壁画墙的长

度，并且它还向前延伸，可能到Ta.i所在佛堂的前

面，所以很可能房顶只建于壁画墙上，因此形成一

种露天的走廊性质的画廊或过道。这种墙顶 的建

造，肯定是为了遮盖热瓦克寺院的四边框，这里的

壁画显然需要防雨，后者的各面墙上的塑像也同样

如此。这些墙的墙体较薄，只有2英尺多，说明它

们原来并不是预备承重的。

    我们在壁画墙的西北端继续发掘，经过艰苦的

努力，挖出了一部分回廊遗迹。它肯定是一座塔柱

周围的回廊。回廊的围墙，一道是 ii号墙的延续，

呈直角相接，东北走向;其他墙都是芦苇木骨墙。

它们的厚度只有6英寸，同此处遗址的其他遗迹一

样，由于地下水分的浸润，已经朽烂变软。塔柱的

东南和西北墙在清理时就倒塌 了。不过 回廊墙墙

皮上的壁画在这样的条件下 ，还能保存较为鲜艳的

色彩，真是让人不可思议。无独有偶，回廊 i外墙

底部的台子上放置的塑像 ，保存的色彩可以说是同

样鲜艳的。

    南角原来放置的巨型坐佛 ，现在只保存 了交叉

腿部分和莲花座。座 5英尺宽 ，已破裂 。不过这个

转角的地面上出土了一个硕大的佛头，已经残破

(图 133)，可能是它的头部。佛头的高度，从下须至

4与寺院相交

  的大厅

4挖掘寺院的

  回廊

4真人大小的

  坐佛的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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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玛亚克里克附近佛殿Ta.I出土的佛院巨像的灰泥头部

            现存的头顶为 16英尺。这块大泥塑过于松软易碎 ，

            无法搬运。不过脸上大部分仍然保存着它的色彩。

            照片上看到 的黑块 ，可能是原来贴金叶的地方。这

            种小碎 片现在仍然随处可见。

                转角的另一侧发现有泥座 和另一尊坐佛 的双

            腿，略大于真人 (图 134)。他身上 现存 的衣服 为庞

            培红加蓝边。佛座 的前面 高约 I英尺 ，全绘 有壁

            画。泥胎因为潮湿极为松软 ，后来又因为干燥而表

            面较脆 ，但这幅壁画还是被我成功地割了下来 。

彩绘佛像) 上述塑像之后，发现一尊真人大小的人像，男

            J性，腰部以下完整 (图 135)。给它 照完相后它就塌

            毁了。像身着紫色大衣，长至膝盖 ，饰有大 圆圈，象

            征绣花 或浮花 。内衣 为褐 色 ，饰蓝 圈。脚 穿着 长

            靴 ，去鲁 克式样 ，浅红色 。塑像后面的墙的底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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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玛亚克里克附近佛殿Ta.I的具有绘画基座的灰泥佛像遗迹

现有五株钱 ，嵌在像座的泥胎 中。塑像碎块 ，分散

在各处，可能是这座塑像上的。这座塑像 右侧的壁

画墙 ，现存高度仍达 4英尺 ，上 面有令人 感兴趣 的

壁画遗迹(图 135)。主要佛像保存至颈 部 ，是一尊

装饰华丽的菩萨。她的左手拿着一个花环 ，右手举

起一件画得很粗糙的东西。壁画刚清理 出来时 ，我

看着并非完全不像健陀罗浮雕 中与释迎佛常常相

伴的佛像拿的东西。这部分的墙皮表面在清理结

束之前就脱落了。佛像 的身材特别匀称，穿白色袭

装 ，衣纹施深 品红色 ，纹路 特别 优美 流畅。颈部和

右臂上可以看到精致的珠宝链。脚部的内衣上，上

面有一只带角鹿的形象，画得相 当草率。



穿越塔克拉玛干
      O

第六章 和田东部和北部的遗址

图135玛亚克里克附近佛殿Ta.I过道东南墙上的蛋彩画和灰泥像遗迹

鼠头神D 回廊Ta.i的内墙单薄而且极脆弱，在它下部保

          存有两幅特别的壁 画，高度不到 4英尺。左侧为背

          光，因此很显然地表明这是一个神像。内侧是四臂

          人形象。图 136是其中的一块，保存也肯定不好。

          人像的兽头侧面，它立 即使我想起古代和田神话 中

          的鼠头神。这种神话 玄奖 曾有过记载 ，我第一次看

          到的是丹丹乌 里克 出土的板画。虽 然这个头像 的

          面容很像狗 ，但愕上的锐齿和 鼠样的尖耳明显属于

          神化的鼠王。由于它的降临 ，使得和田免受匈奴的

          进攻。在品红色的冠冕之上 ，他举着一件 东西 ，我

          看着像人头或头盖骨。这种看法对于 这个王 国的

          天敌的征服者来说并 非一点都不合理。丹丹乌里

          克像中飘 浮 的棕 红 色头发 与深黄色 皮肤很 协调 ，

          头、颈和手的枯黄色或淡黄色也是如此。右上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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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6 鼠头神

断裂 ;右下手拿着不名何物的东西 ，可能是水果或

树根。左上手握住一个 白色的东西 ，可能是铃，左

下手拿着一个圆盘。前臂上出现的五条黑带，可能

是代表手镯的 ，看起来很奇怪。这幅壁 画和邻近的

板画上面有无数的小黑点。从上 面的描述反 映的

情况来看 ，二者表面贴附着金叶的小碎片 ，值得注

意。

    刚才提到的右侧墙面上的板画，也非常特别。 4四臂女彩像

上面画站立的四臂女像 ，服饰华 丽，有头光和背光。

女像面对参拜者 ，目光 向前 ，眼睛圆瞪。穿着紧身

上衣或大衣，长至膝盖，垂到臀部。下侧可以看到

身前的蓝夹袄 ，露于上衣的后翻的衣领之间 ，但只

能看到一点低领出现在三层颈褶下。平展 的胸部

和低腰 ，使这尊女像看起来过分拘谨 ，有点伊丽莎

白风格，颇为奇特。上衣的主要部分和紧身长袖上

面的细腻工艺 ，主要表现在小 白点上。这些小 白点

显然代表绣花 ，有可能也代表珍珠圈。头像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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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匀称的年轻容貌，只是长耳垂才显出庄严的样

              子。头发上面发现有 黄色花冠。花冠平展地披 在

              前额，直挂于头后和耳旁。与它的风格很接近的，

              现在我能想起 的是丹丹 乌里克板画 D. X.4左侧的

              女性所戴的花冠。花冠的左侧部分已经断落 ;由于

              同样的原因，左手所举的东西是不是一朵花，无法

              断定。右手所持的东西，呈圆形或短卵形，白黄色，

              中央放射 出淡 黄色细线。两只手僵硬地垂 落在臀

              下。此处壁画大部分磨灭，两手已无法辨认出来。

              在她的右肩上 ，这位女神背 了一个小椭 圆形 花篮 ，

              里面伸出四片特征明显的窄长叶子;在左侧的第

              一、第二片之间，出现了一个更小的卵形东西。它

              也许是代表另一片上卷的叶子，但也可以理解成其

              他的东西。

丝绸公主像) 有两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首先是右手里

              拿的东西，从形状来看，可知是蚕。然后是几片绿

              叶出现在右肩，这种装饰让人感到很特别。它们使

              我马上想起，这幅女像的真身是一位中国公主。玄

              类记载的和田神话中，就是她把蚕桑业传人和田国

              的。因为这部分墙倒塌之前我拍 了照片，后来我又

              仔细地看了这幅女像 ，证明我这个看法是对的。丹

              丹乌里克出土 的板画 D.X.4，原先是作为供品藏在

              一间佛室里的，完全证明了这个传说的流传之广。

              它也证明，和 田人很感谢 这位公主引进丝绸业 的恩

              德，因为丝绸业至今还很重要，所以就把她供奉起

              来。考虑到这种崇拜是本地特有的，加上祟拜者的

              祖先不是印度人 ，那么这位女神— 和 田的养蚕人

              肯定是想祈求她保佑 他们的蚕桑— 在我们 的壁

              画中身穿世俗 的衣服 ，完全 不同于佛教圣地 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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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并且被放在另一个地方神鼠王神的旁边，似乎

在情理之中。

      由于这些遗物表现 出来的和 田视觉艺术很让

人感兴趣，也由于遗址远离绿洲现在的边缘，我们

特别希望能找到年代方 面的线索。目前最可靠的

证据是钱币。遗址本身出土了两枚钱币 ，一枚是前

面提到的五株钱，一枚是墙 ii根部发现的无字铜

钱。此外，我们还在遗址以南的小片且完全风蚀的

塔提地区检到 8枚严重 残破 的中国钱 币。它们要

么是五株，要么是无字钱币。所有证据都表明，这

个遗址是在唐代以前废弃的。更接近的年代范围，

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资料。由于知识所限，无论是壁

画的风格还是它们旁边发现的两件中亚波罗蜜多

经草书经上面的古文字，我们都找不到有价值的线

索。但是我们在第一条探沟中虚松的沙层里，发现

了一片小块彩色墙皮，上面有三个字。我试着作了

解释，如果不错的话，就可以把这个遗址居住年代

的上限往前提到公元 5世纪。从遗址的位置来说 ，

应该注意到它的纬度几乎完全相 同于玉龙喀什河

对岸以东 13英里的奇纳托克马克(Km-tokmak)遗

址的最北边。根据这些资料 ，上面提出了废弃年代

可能早于唐代的推测 ，这个较晚的年代 ，对于再往

南3英里左右的热瓦克寺院遗址来说则是确定无

疑的。无论如何我们手上的考古资料可以证明，玉

龙喀什河两岸的和田地区主要绿洲的范围，比现在

要往北延伸 了许多。

    4月11日，我沿河北上，经过很长的路程，进人

伊斯拉马巴特( Islamabad)绿洲。这里是和田镇最

北的村落 。塔瓦 克尔人上 年曾去 山顶一 处遗址寻

(明显的遗址

  证据

4度弃于唐代

  之前

(在伊斯拉马

  巴特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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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里古勒乌)

格勒遗址

“宝”，他们给我拿来to块木简，上面有藏文，类似于

米兰堡 出土的木简 。伊斯拉马巴特的卡西木阿洪，

我的老 向导阿 马德梅 尔根— 几个 月前去世—

的)[.子又送来 13枚木简。它们是这位老猎人从一

个沿玉龙喀什河放牧的牧羊人那里弄来的，特意留

着准备送给我，并一直等着我到这里来。这里顺便

提一句，3个月后我回到和田时，卡西木阿洪给我捎

来一根木棍，长约3鲁英尺。上面有纵向的6行文
      ’”一’一’~’护一 “ 2/、‘一曰 一 一 ’古~、’礴”切” 刁~

字，由右而左书写，乍看像巴列维语(Pahlavi一 古

波斯最后的萨珊王朝的伊 朗语— 译者 )。这是不

久以前在伊斯拉马巴特以西灌木林带中一座胡杨

树林丛的顶上发现的。与它同出的还有两 片，显然

未写字;发现时这根木棍直插在沙中，一端露出沙

面。人们马上把这座山丘敬奉为“新麻扎”，说它是

一些不知名的穆斯林神灵的，并把木棍重新埋在那

里。但是卡西木阿洪，想着我喜欢“古物”，又冒险

把它从这个新起的宗教圣地挖 出来 ，现在作为送别

的礼物给了我。他说 的一切我认为是完全确切的，

我没有特别的理由去怀疑，只是可惜这些漫德的文

字至今还没有释读 出来。表 面无墨水 的地方 已经

腐蚀，这足以证明遗物的原来质料。

    4月 13日，我离开伊斯拉 马巴特 。第二天我从

奇里古勒乌格勒(Kirigul-Sghil )出发，去喀拉喀什河

边的草地，考察卡西木阿洪和其他人所说的遗址，

他们称它为契丹乌里克(Khitai-ailik )“汉人区”。在

那里我发现有8座简陋的房屋，分散在一片光秃秃

的沙地上，范围的直径为140码。它们的墙，由胡杨

柱 和竖 立 的胡 杨树 枝建 成 。现 存 高度 为3或4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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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这是因为埋在沙或粪堆中所以保存下来了。这

些粪堆的大量存在，表明此地肯定是牧羊人落脚的

地方 ，但在多久以前已无法断定 。地面上畏盖着大

量的陶片，但这些陶片制造都很粗糙，质料不同于

可知年代的古代遗址 出土的陶片。因此这个和 田

阔纳沙尔(K6ne-shahrs)最北的遗址就没有什么可留

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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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麻扎塔格到巴楚

第一节 麻扎塔格古堡

沿着和田河)

大河床行进

沿着和田河)

的沙漠路线

      经过两天的行程 ，我轻松地从驻扎在米拉维特

(Miravit)的营地到达麻扎塔格山脉与和田河毗邻的

地区，他们带我途经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的合

流点。在人迹罕至的库什拉什(Koshlash)“兰干”“汇

合点”，或许有当地人戍守，以告诉旅行者追随商人

行走的路线离开或前往塔里木，从那里沿着宽阔的

大河床向下游走 。在这 个季节河 床部分地段 已干

涸，许多地方仅有1英里或 1英里多宽，库什拉什下

游狭窄、蜿蜒的河床流水亦不及 5英里宽。除此之

外还有一些水量愈发稀少的水塘，塘中新鲜的流水

是去年夏季暴发的洪水遗留下来的。7-8月期间，

位于冰雪覆盖的昆仑(K0un-lun)山脉中两条河流源

头的冰河进发 出全部的流量 ，巨量的河水完全淹没

了整个河床。于是 路线顺 着河流左岸丛林 中的沙

丘地带行进，有些地方极难以穿过。但一年中的其

余时期，路线仍是在J̀阔、平坦的河床上，行走非常

便利。夏季洪水经常发生 的地区，总有丰沛的地下

水渗人河床。因此，河岸下面的水塘间或亦能保证

蓄有新鲜的水，或者掘井也可以得到水。

    沿着和 田河行走的道路 ，为和田地区与塔里木

盆地 之间的联系提供 了最 直接的路线 。由于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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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最短 ，历史时期一 定被认 为是极其重 要 的路

线，但毫无疑问它具有沙漠道路的特性。麻扎塔格

山下众多干涸的支流河床和小岛证明，由于河流经

常性的变化所具备的自然状况，任何规模的长期居

住形式不会在河流尽头存在。然而却很清楚地发

现有人在河边丛林带中放牧，确切地讲他们接近的

是沙漠每一侧的高大、荒芜的沙丘最主要的部分，

这种情况也一定极大地促进 了交通 与正 常的人 际

交往。因此，阿古柏统治时期，从和田至阿克苏保

留着一系列释站。现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来自

各地区的牧羊人 已形成常常光 临河边颇具 吸引力

的放牧领地的习惯。这些简要的有关路线特征及

它所通向地区的注释，将有助于说明为报答我在麻

扎塔格的考察而获得的发现。

    4月 16日早晨 ，首先映人眼帘的是河流左岸耸 4麻扎塔格山

立的一座长长地伸展荒清的山脉，半掩在沙摸扬起 脉

的雾霭中。愈接近它愈能看清 ，在覆盖着大多数 山

岭的黄色沙土，以及山脚下河流边可寻觅的暗绿色

的红柳和胡杨林的衬托下，在能立即俯瞰河流的地

方上 ，那些黑红色的砂岩在熠熠 闪耀。这里我顺便

记录 R. B.拉尔 ·辛格在本次旅行 中测绘 的麻扎塔

格山，它是一座狭长的西北向延伸的连绵不断的山

脉，至少长 24英里;无论何处它的高度都不超过

300英尺，高于山脉的两侧是荒芜、渺无人烟的高大

沙丘。它由于处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 中心，又拥有

地质学的有价值的特征，故非常引人注目。它的山

势与叶尔羌河两侧巴楚和图木休克(Tumshuk)附近

耸立的崎岖、孤立的山脉具有相 似的地 质结构 ，证

明了和 田河流域的麻扎塔格 山是古代一座 山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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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的山脉)

末端的古堡

古堡的位置D

最后部分 。我在阿 克苏 至 巴楚途 中不时观 察的天

山最外部的山系，向东南方伸人到塔里木盆地。这

些 山由于历经 了无 以数计 的时代从 未间歇的风力

侵蚀，剩余的山体减少到目前毫无意义的高度。于

是我得以在 1913年从 巴楚一侧抵达麻扎塔格 的途

中，能够尽可能收集到观察资料。①

    这座 山脉险峻地耸立 于沙漠 之中。如此引人

注目的自然景观，一定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吸引了当

地人的崇拜，这或许能解释它现代的名称“神殿之

山”。因此，我准备搜集那些显著的用布条和其他

奉献物装饰的木柱，它们挺立在山脉末端，下面是

濒临河流左岸的陡峭山崖。但更令我满意的是，当

我们登上大约100英尺高的山顶，我发现这里分布

着一处虽小但保 存相 当好 的戍堡遗址。如 果站在

一定距离从下 向上看，占堡高大的墙体倚着蓝天醒

目地屹立，几乎像某种石头雕刻品。陡峭的山坡遍

布砾石和沙子 ，呈现的外观像 自然 的墙体 、台地 ，或

者是通向陡坡上突然 出现 的裸露 的沙石地层 的阶

梯。

    古堡废址所在的山岭顶部非常狭窄，向东邻近

一条河流。在小台地的最顶点 ，分布着一座独立 的

烽隧(图137)，宽仅30码。山岭南部呈现出非常醒

目的外观，几乎难以攀登以靠近古堡。北面的山坡

稍容易一些 ，但它们完全置于古堡和烽隧的控制之

下。另一道 山岭，以相 当的距离与主峰 平行 ，山势

低矮 ，亦在 弓箭的射程之外 。

① 参见本章第三节、第四节。—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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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7 麻扎塔格山脉的古堡与烽涟，自西北望

    因此，古堡 占据的地理位 置十分险要 ，无论是

从南面，还是东面都难以攻击，西面则有烽kA防御。

除了远离中心的巨大的烽k ，古堡西北面的防守则

要依赖横亘于布满岩石的 山顶的一道墙垣和两个

16平方英尺的堡垒 ，堡垒耸立于墙垣两端，修建牢

固(图137) 0堡垒与连接其间的墙均用混有灰浆的

土坯构筑的 ，每 间隔 10英寸在中间夹一层红柳枝 。

另外 ，嵌在中间的用胡杨树 干制成的木桩和横 梁，

又进一步起到 了加固作用。这里 以及围绕古堡东

南和东北 部的墙垣有 10英 尺厚。古堡 及 内部 建

筑 、院落 v的墙垣都是 由粗糙 的土坯建造 ，土坯尺

寸为15英寸/”英寸x3古英寸。
    在墙体之间平坦 的地带形成一个 自然陡峭的

北坡 ，可以进入古堡内部 ，包括 50平方英尺的 院落

iv。废墟中发现少量坚 固的建筑物 ，这里可能被用

4古堡的结构

4古堡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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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有墙的)

院落

山顶上的烽)

遂

作营房，大量烧焦的木头表明它们可能主要是用木

材建筑的。院落iv西南面的外墙已荡然无存，仅在

南角残留胡杨树枝。大量倒塌的墙垣散落在150英

尺以下 的斜坡 ，墙体的坍塌明显是 由于墙基顺着陡

峭 、突出的岩石下滑而造成的。进人堡垒 i内部，要

通过位于类似高 楼的主要建筑 一侧的大 门。堡 垒

的墙垣最初由粗糙的土坯建造，厚4英尺，以后在

北 、东 、南三面加厚至 8英尺。与 i相邻 的堡垒西面

的主体墙是由不同的材料构筑的，这一事实似乎说

明堡垒i是遗址中时代最早的建筑物。它不仅仅只

有1层，而且在墙体上发现方形柱洞，并恰好位于

目前被 损坏状 态下 的顶 部 ，显然是 用于承 载另 一

层。古堡内部空间有20平方英尺，堆积的废墟包括

烧焦的木材，高约7英尺。

    在堡垒与古 堡围墙之间的东北部是一间狭窄

的房间ii，长20英尺，宽仅6英尺。古堡围墙多已

毁坏，穿过它，房间ii由一阶梯与外面的院落v相

连。院落v水平面低于堡垒本身20英尺，很明显

是后期增建部分。尽管院落的墙相当厚，用和古堡

同样规格 的干土坯建成 ，但缺少后者的红柳加固层

和木桩支撑。故经常遭遇更多的破坏，尤其是北

角。围墙所环绕的空间大约有90英尺x 29英尺，

废墟和垃圾堆中大量地发现烧焦的木头，所有的土

坯经大火焚烧变得更红 ，据此判断过去可能曾有封

顶。沿着东北面的墙清理，在其他地方发现马粪

堆，这清楚地表明这是一处外院。穿过它可进人古

堡 ，这里主要用作马厩。大门通过东南部 10英尺厚

的墙垣。

    山顶上的烽隧(图 137)海拔 225英尺，高出河

床两侧土岸的顶部，距离古堡西面的堡垒60多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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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牢固。从结构、规模以及圆锥形的外形看，它

令人惊奇地联想到分布在敦煌的相似的烽隧。它

由平直 、相 当规 整的硬土坯砌成 ，毫无疑 间土取 自

位于 山脚下的河流两岸 。土坯每间隔 10英寸有一

层红柳枝，胡杨树木桩和横梁也嵌人其中。西南和

东北面的基座宽 25英尺，其他两侧大约宽 22英

尺。由于东南面已严重地毁坏，明显较长的两侧的

实际长度 已无 法测量。烽隧 现存高度 约 20多 英

尺，即使没有登上它的顶部，亦能远远地眺望绵亘

于宽广的河床及河边丛林地带上下的景观，远至高

大、荒芜的沙山。

    自发掘古堡内部遗迹的工作开始，扎ff7非常忙 4堡垒的发掘
碌地经过了漫长、炎热的三天。堡垒i最近挖掘的

洞穴痕迹显示，我在伊斯拉马巴特(Islamabad)获得

的吐蕃文木简曾出土于这里。但是这些挖掘物遗

留的厚重的废墟之下并未扰动 ，经过清理出土 了一

些吐蕃文木简，同米兰古堡发现的非常相像。此

外 ，还发现了罕见的吐蕃文纸文书。类似的大部分

遗物肯定是古堡最后的居住者们留下的 ，发现于房

间 i外侧人 口的壁 完 iii的堆积 中。房 间 i的混杂

物中发现了一支芦苇笔，笔尖切削，与米兰发现的

一支笔相 同。一枚木质般子 ，数字的排列方式 同米

兰出土的象牙垂饰一样。一把喀达里克型式的木

钥匙，以及一个精致的龟形陶碟。在房间i惊奇地

发现了一个挖掘在地面下的大窖穴，深5 1多英~~“切 ’J.夕川一~ ~ .，‘产、目 产、”‘，一‘ 2一 2、

尺，面积约6平方英尺。它曾用木材精心地铺垫，

像一块大木板形成了外罩，木板连同一个小活板门

毁于 最后的火灾 中。这 个窖穴肯定是 用来贮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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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ii的出)

土物

清理区域iv>

出土的钱币)

山坡上的大)

垃圾层

西的，人们都曾确信会在这里发现“珍宝”，然而发

现时却是空荡荡的，令人失望。

    在狭窄 的房间 ii发现的遗物除 了 6件吐蕃文

书，还有一个三角形坚硬的灰泥制模子，用于浇铸

坐佛塑像。几乎不需要这个发现，我就确信在佛教

时期“神殿之山”一定也拥有自己的寺院。但是直

到1913年 11月我再次考察时，在前文提到的用奉

献物装饰的木柱堆一面的围墙下寻觅到佛寺遗迹，

现在这里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圣徒的休息之地 ，而受

到旅行者们的崇拜。在房间ii的一角出土了20个

左右平整 、制作粗劣的陶碗 ，直径约 5英寸，可能用

于祭祀。

    清理古堡主体墙内的大区域iv时出土物甚少。

地面被烧 过的残 土坯及木炭覆盖着 ，厚达 3一5英

尺。所有易腐烂 的遗 物一定被这场 巨大 的火灾毁

坏了。发现了两个埋入地下的大陶罐:一个高2英

尺6英寸，最宽2英尺4英寸，口径10英寸;另一个

稍刁、，矮颈，高仅1鲁英尺。这些陶罐可能用于贮
      ’‘一~、”’“卜 一2 ‘、 、。 ~ 一 ” 一“ ’~声’刁j~

水。在大陶罐里发现两枚铜币，年号是乾元(Ch'ien-

yilan，公元 758-760年)。相同年号的第三枚钱币

在小陶罐附近发现。顺便提及我们发现的其余 6

枚钱币，或者散布在遗址附近地表，或者埋人古堡

下面的垃圾堆中。至少有4枚钱币是乾元年号，其

中一枚年号为大历(公元 766-780年)，另一枚是唐

朝通用的开元钱币。因此 ，这些钱币提供的有价值

的年代学证据 ，值得深人地思考。

    第一天工作中，在东部和东北部的陡峭山坡下

发现的巨大 的古代垃圾层 ，证实了各种类型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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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物远远超过了古堡遗址本身。垃圾层从靠近外

院 v的大 门，一直延伸到 院落 v北角以外 的范围 ，

大约长 190英尺。它们在山坡上的最宽处约 70英

尺，深度有些地方达4一5英尺。这些垃圾堆主要

由稻草、粪便、动物骨骼等混杂组成，其外观和仍然

刺鼻的气味使人直接回想起古老的吐蕃人废弃于

米兰戍堡的那些无法形容的肮脏、巨大 的垃圾堆。

垃圾物 的形成毫无疑问最早主要归 于一 支吐蕃驻

军的存在。经系统的清理发现 了大量 书写于木板

或纸上的吐蕃文 书。而且在这 个厚厚 的大垃圾层

中出土的文书遗物继续 占优势 ，各种不同内容的文

书混杂，它们的保存状况出乎意料地非常好。因为

从下面的河流升起的潮气不 可能上升到这座岩 山

的高度，故这里完全不见植物生长的迹象。而前文

已涉及的高地和外部低矮的山岭 ，又阻挡了沙丘以

及流沙堆的侵蚀。

    这些极其朴实的出土遗物，有助于说明位于沙 d古堡出土的

漠中的这个孤立 的小要塞普遍 的生活状况。一些 各种各样的

带箭杆的长箭充分说明了驻守军队的装备，是一些 遗物

没有任何装饰的箭杆 ，其 中一支在有皮革的部位装

饰了一片叶状青铜饰 品。用红柳 制成的木弓残 片

(图138);短剑 和刀的木鞘。还有许多被丢弃 的用

图138 木弓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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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和毡子制成的各类鞋子，有的鞋

用不同 的图案缝制 ，它们 的厚度 和 巨

大的尺码都说明足 以抵御严寒 。与楼

兰 、敦煌 边境地 区类型相 似的编 织鞋

也具代表性。众多的织物残片，明显

属于毛质衣服的一部分，多数是紫红

色或大红色。由于缺乏精致的纺织物

尤其是丝织品，因此这些毛织物极具

意义。仅有的一件织锦残片，它的织

造与米兰吐蕃 戍堡出土 的一块锦非常

相似。两双木制筷子也具代表性(图

139)。鱼网残片，表明当河流暴发洪水

时，也可捕鱼。木制骸子，上面的孔或 图139木制

墨绘 的圆圈的排列方式同米兰戍堡 的 筷子

一样 ，显然这是吐蕃士兵盛行 的一种娱乐活动。一

些木质封泥盒，型式与敦煌边境地 区释站出土的极

相似。在清理 垃圾 堆时，发现 了大量 的吐蕃 文书 、

和田语文书、回鹊文书及汉文文书残片。

第二节 穿越阿克苏和乌什

和田河三角) 我花了 8天时间从麻扎塔格到达塔里木河或

洲 者叶尔羌河边，其间150多英里的路程中，没有发现

            任何考古遗迹。从库尔勒阿亚克(Korla-ayaki)下游

              开始和田河分流 出众多支流河床，这些支流河床形

              成于不 同时期 ，而 当这些支流河床淤塞后又成为沙

              漠地带。在这些支流河床之间，当我沿着逐渐宽阔

              的和 田河道顺流而下 ，展现在眼前的正是我在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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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摸中的库鲁克(Kumk)河三角洲与克里雅河古三

角洲所见到的它们完全干涸之前的景象。

    4月28日，在叶尔羌河与阿克苏河交汇点下游

约 1英里 内我们横穿塔里木。这个季节 的叶尔羌

河几乎干涸，而阿克苏河的河床宽达 300码，流动

着相当的水量。阿克苏河 的水量大是 因为它面积

大，相对地与供给水源的天山主山脉上高高的冰雪

覆盖层距离最近。它的源头从汗腾格里(Khan-ten-

gri)高峰西坡到喀什北部的铁热克(Terek )山口，延

伸了 4个经度多长。但是这里丰 富的适用于灌溉

的水量 ，与河流左岸狭长 的村庄地带从事 的贫膺 、

粗放的耕作形成鲜明的对比。前往阿克苏“新城”

漫长的三天旅程 中 ，我有 充裕 的机会观察 这些现

象，而记忆犹新的繁荣的和田土地必然加深了这一

印象。

    非常清楚 ，这个或许能发展为一个大规模 、兴

旺的地区目前落后的状况，不能归于缺乏供水。最

终我将落后的状况 与明显差异 的人 口种族特征相

联系，包括阿克苏地区河岸地带及广大区域纯突厥

血统的居住者 ，即著名的“多浪人”。从语言、种族

类型及原始的生活风俗来看 ，多浪人与柯尔克孜人

十分接近。柯尔克孜人分布在天山附近的牧地，乌

什上方的托什干河(Tushkan)河谷也有部分人从事

农业耕作。众所周知，从巴楚上游到阿克苏沿着 叶

尔羌河分布的大多数多浪人 ，他们的血统不同于绿

洲南部、东部、西部的居民。可以肯定他们从半游

牧方式转变 为定居 的农业 生活发 生在最 近时期。

移 民潮使他们穿越天山北部真正的突厥领地 ，进人

塔里木盆地 ，时间不太久远。然而正如我们现在所

4A着阿克苏

  河的路线

4阿克苏多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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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潘大)

人的统帅部

阿克苏— )

(汉书》中的

姑墨

见 ，促使多浪人迁徙的地理因素也或许有助于解释

关于阿克苏的明确的历史观察。

      停留在“新城”潘大人的统帅部的5天期间，在

阿克苏我获得 了重要 的古物。这次为期较长 的重

聚中，我个人iv常感谢作为阿克苏道台(Tao-t'ai)的

这位尊贵的官 员朋 友所有积极 的帮助。在他 的辖

区内我扩展 了访 问的范围，即从我第一次进人若羌

以来 ，直至远远超越 了东部界线。我也 向他 展示 了

出土的中国古代文献标本等，非常感谢他对我的劳

动成果有着经久不衰 的学 术兴趣。同时得益于潘

大人有力的推荐 ，保证 了 R. B.拉尔 ·辛格穿越天山

外侧山脉远及喀什北部山口进行连续的测绘时，能

够得到所有当地的支持。他的友善的关心，也使蒋

师爷备感安心。蒋 师爷热情 的服务 对于我成功地

完成工作帮助很多。

    在阿克苏停留期间我所作的调查，没有获得这

一地区内古老遗迹存 在的任何信息。 由于拥有沙

碗和戈厄纳已阐释 的中国文献 中必要而有用 的资

料 ，我无需再长篇论述它的早期历史和地形。戈厄

纳的功绩，在于首次正确地指明《汉书》所描述的姑

墨地区。《后汉书》以及《魏略》提到相同的名称，均

指今天的阿克苏。《汉书》记载姑墨位于龟兹或者

库车之西 670里，距离南部的和 田骑马需“15天”的

行程，与我计算的和田与阿克苏之间所需路程相符。

现有的 350()户人 口似乎证明，与历史记载的龟兹(库

车)6 970户，焉曹即喀喇沙尔(Karashahr)4 00()户人口

相比接近正 确的 比例。同传 中的温宿位于姑 墨西

270里，近代中国地理书和官方命名错误地认为它即

是阿克苏。戈厄纳和沙碗指出它应位于乌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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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书》清楚地说明汉代姑墨就是“跋禄迎小

国”，即玄类从库车向西穿过一个小沙漠600里后

到达的国家。《唐书》也记载了从库车向西到乌什

(温宿)的全部路线，另外提到阿克苏城亦名拨换或

威戎、姑墨，准确地记叙了它的位置。关于阿克苏

一系列不同的名称，必须增加FIR墨这一名称，(唐

书》第一段文中将其作为异读名称记载。除了威

戎，悟空还提到钵院或怖汗。悟空约在公元 787年

返回中国途中，从和田行至阿克苏。很明显他不得

不绕很大的弯路行走，当时因为经过罗布泊和敦煌

的直线道路 已被 吐蕃人 占领 了。玄类关于 跋禄迎

的叙述简洁，《唐书》亦没有再添加内容，描写姑墨

或垂墨即是 “小国”。玄类记叙跋禄逛 的面积大 约

是东西长60()里，南北宽300里，首府面积为方圆

5一6里(ii) ,“土宜、气序、人性、风俗、文字、法则同

屈支国，语言少异 。细毡 细褐，邻 国所重。伽蓝数

十所，僧徒千余人。”

    玄类致力于库车与和田的详细叙述中，无论哪

一个国家拥有的佛教僧侣都达5仪城)人。如果将其

与阿克苏简短的报道对比，很容易 明白在他抵达阿

克苏时，这里是远远缺乏重要性和财力的地 区。根

据《后汉书》、《魏略》及《唐书》记载姑墨是龟兹的属

国，今天仍可观察到这种情况。如今作为商业和行

政中心的阿克苏 日益重要 ，这并非归于远远低劣于

库车的产品和工业，而主要是新城和“老城”充分地

利用了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从喀喇沙尔至喀什

穿越塔里木盆地北部绿洲的大贸易路线经过阿克

苏 ，其他通 向天 山北部沃谷的几乎 同样重要道路也

从此 经行 。从 阿克苏通 向正北方 向的多 数路线经

d唐代阿克苏

4阿克苏的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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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横穿木札特(Muz-art)山口，木札特 山 口连结着塔

            里木盆地和伊犁河谷，是库尔伽(Kulja )的商业中

              心。托什干河谷高 处及经过乌什 有一条路线穿越

              别迭里(Bedel)山口，从这里开始有通路。此路通向

              伊塞克(Issik-kul)湖围绕的山谷一侧 ，以及靠近雅夏

              特斯(Yaxartes )源头，与前往费尔干纳的山谷一侧，

              分布在其间的土地 几乎 最易引起 中亚征服者们 的

              凯a。同样的原因使今天的阿克苏在汉代即成为

              平等地从事贸易交流和商业往来的繁忙地区，同一

              时期乌孙在北 方 山谷建立 强大的王 国。玄类离开

              跋禄逝(阿克苏)继续访问托克玛克(Tokmak)附近

              之后，大片的山脉和平原被西突厥人占领，他们的

              最高元首是可汗。相同的地理因素一定促使阿克

              苏具有战略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但缺乏必要的解

              释。毫无疑问，1877年重新收复新疆之后，中国在

              这里建立道 台 ，最初 明确地选择 阿克苏作 统帅部 ，

              驻守(名义上)一支强大的戍卫军。

出发到乌什D      5月6日我离开阿克苏“新城”前去访问乌什，

              以及位于南 面的 天山外部 山岭著 名的柯 坪地 区。

              我知道柯坪曾被不全面地考察过，在阿克苏由于潘

              大人友善的帮助获得的信息表明，接近小绿洲和通

              向巴楚的地带分 布有废弃 的遗址。因为在和 田有

              许多任务迫切地召唤我，从莎车返回和田以前，我

              希望通过访问这些遗址以结束我的田野考古工作。

              从阿克苏“新城”到“老城”骑马走7英里，我们沿着

              广阔 、荒凉的高原边缘行进。高原耸立 、突 出的黄

              土崖高出两城60一100英尺，与灌溉区毗邻。高原

              顶部分布大片墓地，麻扎和坍塌的古堡或者“喀热

              勒”(Karauls )(维语 ，意即哨卡— 译者 )，明显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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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晚期。在许多近代神殿附近可能存在早期

遗迹 ，但我没有发现。但是 ，大量的类似史 前穴居

人的住址和坟墓表明，那些保存良好的石窟遗址可

能曾修建险峻、易于筑造的坚硬土墙。

    经过两天轻松的旅程 ，我到达乌什地区最东边

沿。这里遍布肥沃、易于灌溉的土地。但仍旧疏于

开垦，正如我从塔里木沿途所观察到的一样。原因

是这里人口稀少，缺乏劳力。阿克苏河(在这里亦

叫库木艾日克【Kum-arik〕河)以及托什干河都流经

整条路线，带来大量的水流，远远多于同一季节的

和田河水量。其次，尽管河水只充满了洪水期间的

河床的一小部分，库木艾日克河仍宽粤英里，几乎
，一尸’一H礴 ’J，r/切’I- ’一~ ~护目’“犷J--4/、一 ”“明

不能涉水而过。戈厄纳和沙碗指出，这两条河流在

(唐书·地理志)有关记载中均准确地提到，书中也

记述了从拨换城 (即阿克苏)到大石或温肃城(即乌

什)的路线。第一条河名为拨换河(Po-huan)，第二

条河是葫芦河。拨换河与拨换城的距离未说明，但

注明与葫芦河相距 40里 ，恰好与现今穿行 沼泽地

道路距离约 12英里几乎一致。表 明库木艾 日克河

西部的一条古河床，在铁热克巴格(Terek-bagh)村

与托什干河交汇。《地理志》记载的“小石”城位于

两条河流之间，可能十分接近今天的巴伦(Baiun )

村和恰瓦力克(Chawarik)村。

    5月 8日经过一天愉快 的行程 ，我们从托什干

河西岸附近前往乌什。道路主要穿过南部 著名的

荒芜的喀拉铁克(Kara-teke)山脉脚下一片相当古老

的耕作地带。田野呈现 出精耕细作的外观 ，并经常

出现优美的棚架。后来据一位老熟人，乌什的行政

4从阿克苏到

  乌什的唐代

  路线

4鸟什下面的

  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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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克孜人)

村落

乌什的自然)

堡垒

长官彭大人(P0eng一Ta一jen )解释。乾隆皇帝统治

时期经历一场叛乱后 ，这里原先的所有定居者全部

被消灭 ，现在的居 民是来 自喀什与和田地区的移民

后裔。因此，经过素格特里克(Sugetlik)麻扎附近的

遗址 ，我看 见那 里分布着一些大型拱顶坟墓 ，或者

“拱拜孜”，是柯 尔克孜 人或 同源 的族系 的墓葬 ，而

当地人传统地误认为它们是克普恰克(Kipchak)王

子的墓葬。

    狭窄的耕作地带 以外北 面伸展着一 片广阔的

草原 ，草原 吸纳 了来 自托 什干河充裕的潮气 ，对于

柯尔克孜人而言作 为冬季牧场极具吸引力。因此 ，

多数柯尔克孜人居住在高山谷上，而其中一部分人

也从事农业。在乌什也可见到许多柯尔克孜人 ，我

住宿于他们在伯 克的宅邸。在 这个远离繁荣 的小

城 ，我也能利 用两 天时 间在 他们 中进行 人类学测

量。大多数柯尔 克孜 人的体质特征仍 保 留纯粹 的

突厥血统，但是另一些人明显与“萨尔特”( Sarts)人

的血统融合。这里 的柯尔 克孜人称 呼信奉伊斯 兰

教的定居者 为“萨尔特”。西突厥斯坦地 区非常普

及使用这个术语 ，但是在塔里木盆地我第一次听到，

使我回想起俄国边境附近地区和锡尔(Sir)河源头。

    春季时常弥漫的尘 雾遮掩 了北部巍峨 的天 山

山脉的雪 山，因此不可能 远远地望见别 迭里山 口。

玄类 曾经过别迭里 山口到达伊塞克湖地区 ，由那里

前往索格底亚那(Sogdiana)。即使没有天山这个庄

严的背景 ，我仍然认为乌什是我在中国新疆所访问

的所有地区首府中，风景最优美、最令人愉快的。

肥沃的绿色 山谷鲜 明地 映衬在南 部环 绕城镇的光

秃的灰色山脉之下 ，特别醒 目的是一个高大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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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垒(图140)。它位于一突出的岩石山嘴顶部，山

嘴与城镇西墙相连 ，突出于墙上 ，像 一座 巨大 的天

然堡垒，最西边的山崖高达 250多英尺。堡垒与两

侧的防御工程与城墙连接在最近完成。在伊斯兰

教徒的一次叛乱中，当乌什被包围和 占领 ，在被摧

毁的防御阵地修建 了城墙。但这个天然堡垒肯定

自很早时期 即被利用。

图140 乌什上方岩石山嘴上的中国堡垒，自东望

第三节 翻越山脉前往柯坪

    停留在乌什期间，我所作的调查没有获得有关 (关于山中神

山谷 中分布古老遗址的任何信息，但是从像柯尔克 秘的古堡的

孜人的村 民那里 听到 了关于一些神秘的城镇或堡 传说

垒的模糊的传说。据说只有在天气晴朗时 ，远远地

看见它们位于南面高大的山脉上 ，但无论什么时候

去寻找时它们却突然消失了。然而 ，所有出发去寻

找废城和珍宝的人们都没有发现它们，足以说明这

些传说仅是库列克沙尔、巴巴尔沙尔(Kolek-sha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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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hr-i-barber)等的本地反映，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周

              围的多数绿 洲 的人 们渴望 寻觅古 城普遍 的想 像。

              同时我高兴地从年老的猎人阿卡勒尧勒其( Akal-

            yolchi)处听说，在去阿克苏的路中有机会探寻这个

              当地的民间传说。十几年前他和另一位伊斯兰教

              徒遵从按办的命令，陪同一位汉族男人到达名叫喀

            卡加德(Kaka-jade)山峰脚下，山峰耸立于柯坪路线

              上方。汉族男人希望寻找到他称之为“唐代首领的

              宫殿”和埋藏在那里的碑铭，在山中汉族男人失踪

              了三天之后又重新回来，但没有揭示他探索的结

              果。以后阿卡勒尧勒其自己也登上喀卡加德山峰，

              然而 山顶仅有岩石和长满野草的台地。

看见的喀卡) 5月11日我离开乌什经空台(Kong-tai)废弃的

加德山峰 烽健后，到达西南面一个开阔而荒凉的河谷。位于

              我们左侧的崎岖的山脉愈来愈高大。骑马行走 20

              多英里后 ，映人 眼帘 的是非 常醒 目、奇特 的锯齿状

              山峰顶部，排列成长长的一排，沟壑中还存在小部

              分冰雪层。从喀拉什维(Kara-shiwe)峡谷走出，进人

              开阔的山谷，更接近地眺望这些山峰，令人奇妙地

              联想到大理石。这些山峰高耸13 OO()多英尺，极其

              险峻的顶峰和几乎垂直的崖壁与废弃的古塔、堡垒

              惊人地相像。高大 的山谷周 围仍 然能见到一些柯

              尔克孜人赶着畜群前往贫瘩的草场，草场由于持续

              的干早几乎没有水。他们知道这一排山峰叫喀卡

              加德，并且迷信地敬畏它们。当我注视屹立在眼前

              的山峰 ，或像塔楼 、城垛、高楼 ，我不 由地肯定这一

              段山脉非同寻常的景观是在乌什听说的有关传说

              的渊源。据陪同我的向导 ，柯尔克孜头人曼古什伯

              克(Manguah Beg)说，山峰中可能居住着一条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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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地以云的形象出现，喷发冰雹和火。他以及其他

柯尔克孜人的故事，使我清晰地回想起年老的汉族

朝觑者们讲叙的传说，在帕米尔冰雪覆盖的高处和

兴都库什山口上面居住着龙。传说 内容如此相像 ，

似乎清楚地表明此 中亚和其他地 区的关于山脉的

古老传说是不分种族变化，非常稳固的。

    我愈发对这座山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它不同

于我在中亚旅行时所见到的山脉。当天深夜住宿

于曼古什伯克的帐篷 ，由我的机智、敏捷的牵驼人

哈桑阿洪颇费周折提供的消息获知，山脉南侧高处

有一尊石人像。曼古什伯克似乎有些不情愿地承

认知道石人，然而却答应当向导。第二天经过短暂

但相当困难的路程，我们从海拔高度约 860(〕英尺

的赛格孜坎阿尔特山口(Saghiz-kan-art )横穿山脉，

穿越灰沉的岩石覆盖的峡谷 ，峡谷里有道路可从南

面到达喀卡加德山。赛克孜坎天然的山口南部稍

远有一个萨依特卡克(Shait-Kak)石塘，因此我们在

此扎营。5月 13日在曼古什伯克的引导下，我继续

寻找石像。尽管道路漫长，一天内仅有柯尔克孜人

的矮种马践踏这里的大部分地面，但仍是一次极有

趣的旅行。

    沿着山脉东南侧攀登了一系列的陡峭山峰后，

在最高的萨尔拜勒(Sarb61，海拔约10000英尺)山

峰下方我们发现 了一处柯尔克孜人 的小营地。这

里以及山脉的其他地 区明显地缺少水。柯尔 克孜

人仅依赖冬季融化的雪水，将雪水保存3一4个月。

一年中的其余时间从“卡可”，即石塘汲取水 。发源

自高处的雪层下方的泉水 ，流入重叠的 山峰之间的

深沟幽壑。这个 营地 的一位聪慧 的柯 尔克孜老人

4由赛格孜坎

  山口穿过山

  脉

4山脉降水蚤

  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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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卡加德山)

峰奇异的形

状

恰勒考依德)

“圣人墓”的

石像

声称在他年轻时，这里的雨、雪充沛，过去许多柯尔

克孜人到达这些贫疥 的山峰 ，而且依靠分布的低矮

植物维系大批牲畜群的生存。

    从萨尔拜勒下方我们沿着逐渐宽 阔的山地骑

马行走 ，山地环绕在两天 前所见的喀卡加德 山峰渐

倾斜的山嘴脚下(图 141)。从这边看山峰呈现出非

常奇异的景观 。这些 高耸的岩石 山峰具 有一种特

殊的魅力，而且很明显大部分山峰根本不可能攀登

上去。因此 ，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古老的传说会发生

在这些山峰中，并被认为这里是装满财宝的堡垒。

非常遗憾由于时间紧迫，我们无法再靠近山峰，也

没有时间试图确定这些奇形怪状的岩石形成的地

理原因。顺便附加一句，山脉两侧峡谷里暴露的岩

石主要是一种红色砂岩。

    从萨尔拜勒下面骑马 10多英里后 ，我们到达恰

勒考依德(Chalkoide)牧场。牧场海拔高约 6 700英

尺，我惊奇地在那 里的一个岩石小 山丘顶部发现了

一个建造粗糙的“圣人墓" (Ziarat )，位于 山脉顶部一

线高高的上方.;眺望山峰 ，可以看见这 里有一条路

尸碑翱
图141 自喀拉特克山脉摩依纳克喀克附近眺望喀卡加德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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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伊达克吉勒孕(Idak一Iga)，那里突兀地耸立着

一个特别陡峭的山崖，虔诚的柯尔克孜人认为是古

代一位名叫喀孜阿塔(Kaz-ata)的英雄的形象。但

更引起我注意的是 ，在简陋的用石头堆砌的宽约 8

英尺的围墙中部发现一尊真正的石人像，标志这里

是神圣的地方(图 142)0石像为一块碑形石板，高

2英尺10英寸，宽12吝英寸。平面粗略地浅浮雕，
~尸、 、‘”/、 刁’之目一~ 2" '。 ’一 ’“一曰一~.~.‘”户’

表现一位男性手持一支弯曲的剑，双手交叉于胸

前 ，头部巨大，颇不合乎 比例 ，双脚 已不 可辨认 ，眼

睛和眉毛有墨绘痕迹。尽管雕像过于粗拙 ，难以谨

慎地估定年代，但石头已遭受大量的侵蚀明显地古

老 。

图142 喀拉特克山脉依达克山口下方，恰勒考依德

      神殿柯尔克孜人崇拜的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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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小)

佛塔的石头

当地的偶像)

崇拜

    无论雕像可能象征什么，它已成为伊斯兰教化

以前的人们所崇拜 的物体，似乎像一个圣物

(priori)。迄今更可能虚构的是，在石像一侧发现一

座被认为是佛塔的小型象征物(图 142右面)。石块

高 14英寸，双面，更像是一个近方形的双层基座 ，上

方是一个向后倾斜的造型 ，粗糙 的圆顶表明这是一

个残留的弯隆顶。石质可能是花岗石，石头背部扁

平。因为它是浅浮雕 ，我认为这种简陋的雕刻品象

征佛塔。但是7年后在遥远的帕米尔附近地区，经

过不断的观察我发现这种石头奇异 的形 状是 天然

的，是由侵蚀作用造成的。在俄罗斯瓦罕(Wakhan)

纳马古特(Namadgut)附近常去的麻扎，对面是妨水

(Oaus)河上的喀拉依喀卡(Kala-i-Kà  ka )古堡的地

方，我采集了很多完全相像的石块，仅尺寸不同，但

都明显地像小佛塔。很清楚它们是自然形成的，而

且出于尊崇它们 的形 状被人们放置在 神殿。当佛

教依然 流行 于妨水河 最上游沿 线 时，自生

(svayambhu)塔肯定被奉为祟拜的对象。
    然而这奇特的恰勒考依德“圣人墓”最令人好

奇的特征是，围墙周围摆放了正统的伊斯兰教寺院

常有的奉献祭品，包括绵羊(Ovis Poli)或者盘羊(O-

vis Ammon)的角，野山羊角，马的头骨，旗杆上悬挂

的布等。可以肯定对 这个神殿的崇拜是 目前 非常

频繁的事情，尽管乌什的毛拉赫(Mullah)强烈地反

对。这个情况是曼古什伯克告诉我的，他说直至近

些年对这个奇怪 的“圣人墓”的崇拜 才在附近牧场

的柯尔克孜人 中普遍起来。许 多男人过 去亦从 遥

远的山谷到达这里，同所有的柯尔克孜牧人一样虔

诚的伊斯 兰教 徒也延续 了漫长的数代 。据说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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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老人们遵循在神殿祈祷的习俗，甚至没有人敢

进人围墙。非常惊奇的是曼古什伯克讲述的石人

雕像是女性，名叫库瓦格孜(Kuw砂iz )，她是古代英

雄喀孜阿塔的妻子。前文已提到显眼的岩石山峰，

被认为象征喀孜阿塔 的形象。这是 一个令人 迷惑

的传说，我已无法解释联系两个人物之间的细节。

但模糊的关系足以说明，盗立在这里的奇异的神殿

一定源起于对一种神奇的自然特征的敬仰，即一个

自生者(svayaxnbhu tIrtha )，它是梵文术语，在古代、
近代的印度民间传说中极负盛名。因为本地的佛

教祟拜总是需要一个场所。

    从萨依特卡克这段有趣的旅行，以及接下来前 4在山脉的干

往柯坪的两天路程中，我了解了天山山脉外部山脉 早地带前进

非常普遍的极干早的状况。由于缺乏文献记载或

者任何古代文书遗物，不可能探究历史时期这里的

气候可能经历的变化 ，尽管柯尔克孜人传说似乎清

楚地指出气候趋于“干早”的发展发生在近期，但关

于这一点没有任何 明确 的资料。研究这些 山岭的

现状，泉水非常稀少，所有的旅行依赖于了解可获

取供水的天然石塘的知识，不同的季节的供水变

化，颇具历史价值。它们使我更容易地认识，诸如

北山(Pei-span)最西边缘的现已绝对无水、荒芜的

山脉过去普遍的状况。在这一时期，当中国开辟的

“新北道”穿过那些 贫瘩 的山岭直到吐鲁番和 古城

(Guchen即今奇台)，匈奴人侵者依旧从哈密一侧经

过这里通向敦煌西部的中国主干路线。颇有启示

地发现具有相似特征的柯尔克孜人袭击者，也从高

大的天山山谷侵扰连接阿克苏与喀什的平原上的

商道 ，迄今柯坪和 巴楚人仍然保 留着 回忆。我丝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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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库普木)

勃古孜峡谷

柯坪绿洲)

不怀疑，中国向北方的行政或军事权力的控制一旦

松懈，他们一定会卷土重来。

    从 萨依特卡克向下至柯坪行走 的路线位于穿

过幽深、景色优美的峡谷的道路上。峡谷砂岩和 片

麻岩构成的陡峭崖壁，有些高达1000多英尺，醒目

地显示过去因洪水侵蚀作用而遭受冲刷的迹象。

然而仅在库鲁木勃古孜(Korurn-boguz)峡谷我们看

见了一条小溪，浇灌 了从柯坪绿洲开垦的铁热克阿

巴德(Terek-abad)小“铁列噶" (T..lgha) 20多英亩的

麦田后 ，不久消失于碎石地带 。这一时期这里下游

的河床完全干涸。小溪从南面流过俯视开阔的柯

坪峡谷的像墙一样的山脉，然后经过一道威严的石

门流人 向绿洲伸 展的 一片 巨大 的沙砾 缓 冲地 带。

它没有直接流进绿洲，而是在铁热克阿巴德被西南

方 向的山谷一侧阻隔。我顺着平稳 、宽阔的干涸的

洪水河床向下游到达萨依朗(Sairan)麻扎，那里的地

下水涌出形成一眼泉。在一个阴凉、精致的凉亭下

的苏勒堂奥乌拉孜阿塔(Sultan Owrez-ata)圣人墓表

明，这是一处近代的“水源" ( Su-bashi，维语— 译

者)。无论如何其他地区的流水流到这片巨大的冲

积扇，直至在布拉克巴什(Bulak-bashi)以下 15米多

时才会显露出来。这里叙述 的洪水河床与源 自柯

坪的干涸的河床相会，从接近它们的汇合点涌出的

沼泽般的泉水形成 了一条小溪 ，流 向阿恰 ，远 及于

今天阿克苏至喀什的大路上的其兰释站 。

    5月 巧 日，我到达柯坪绿洲。这里仍然是一处

1偷快、颇有意义的地方，尽管当地的人们名声恶劣，

在阿克苏以及其他地方他们被长久认为是小偷或

者抢劫者 。或许古时候 ，当柯 尔克孜人袭击 南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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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交通或策划抢劫时 ，柯坪可能担当了作为一处

合适的基地的角色，拥有这种“声誉”自然是理所当

然的。现在绿洲展现 的是一幅广阔耕作 及高水平

的乡村景象 ，我在塔里木盆地及其他地 区从未见过

比它更好的。远离所有主要 的路线 ，经过一段将柯

坪与最近的市场阻隔的路程，柯坪人运输 自己的资

源 ，他们似乎 没有 受到来 自中国和其 他外来 的影

响。同时孤立 的状况也使他们最可能地利用传统

的方法。环绕狭长的耕作地带两侧的完全贫膺 的

山脉及荒凉的沙砾戈壁(Sais )，印证 了这一结论 ，迄

今更加显著。

    西面、南面和北面与古老的村庄土地相连着许

多肥沃的黄土。由于灌溉水源十分有限，为满足迅

速增长的人 口的需要 ，只有在 3年或 4年中轮流开

垦新土地 。从当地确凿的消息清楚地得知 ，随着中

国政府的重新统治，建立定居的生活方式以来，柯

坪传统上被分成 12个村落 (oimaks，维语— 译者)

或村庄的人 口稳定地增长 ，估计总数约两千户。根

据当地极富才智的首领卡斯木伯克(Kasim ft )与

村民们一致 的说法 ，供水在他们那 时没有变化 ，传

统上也没有任何改变。因此 ，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

从阿古柏时代任何英耶尔(yangi-yer，维语，意即新

的地方— 译者)或新土地的开垦— 我在调查过

程中已确定它们的分布范围，仅是人 口增长的压力

的结果，而不是气候变化导致的。

    因此，柯坪提供的证据对于塔里木盆地有关

“干旱”或气候变化的问题具有明显的重要性 ，而关

于后者的争论或许源于废弃 的遗址 显示 的考古学

观察等。它又一次明确地揭示 ，过去扩大耕作需要

4耕地面积的

  扩大

(柯坪没有变

  化的灌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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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沛的水源，即非常湿润的气候。这个证据值得重

              视，因为影响柯坪灌溉的问题是唯一的，不同于我

              们记录的多摩可遗址所在绿洲的复杂性，或者依赖

              于供给水源的易于 淤塞 或漂移的河 床。柯 坪所有

                的水源源 自距离绿洲中心 10英里苏 巴什一个深谷

              流出的泉水。这个峡谷 在特征上相 似于库鲁木喀

              热勒(K6nun-Karaul)峡谷，泉水从西北面流人峡谷平

            原，穿过狭窄的穷喀热勒(Chong-Karaul)峡谷。有趣

              的是由于供水有限与人口稳定地增长，可灌溉的土

              地也不足以维持人们的生存，而从未听说有永久性

              的移 民。即使阿克苏和库 尔勒拥有充 沛的水源和

              适于耕种的土地，也不能说服柯坪人延长季节性的

              停留时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已习惯于在阿克苏、库

              尔勒和其他北部绿洲做劳力。

绿洲附近的) 由于解释柯坪的灌溉水源，当我在今天的耕地

废址 范围附近或周 围发现 已报道 的遗址毫不奇怪。萨

            亚特沙尔(Sayat-shahri)是一座方形小堡垒，位于深

              陷的库恰克亚里(Kuchak-y&6)洪水河床西面，它的

              周围一侧环绕着 轮流灌溉的新 开垦 田地。简 陋的

              土墙构成了一个约 166码 x 90码的方形，有些墙体

              高仅6一10英尺，厚约6英尺，一个薄弱的护墙厚约

          1会英尺，顶部高出今天的地表约6英尺。围墙里
                    一 2/、‘” 于 ’r’，~ ‘产、”研~ ~ ‘J，~ 产、。 ~ ~ 今

              面除了一个完全倒塌的低矮的土堆，没有发现任何

              建筑遗迹。西南角外部有两排相邻 的低矮土墙 ，约

              50码x 25码，但没有显示任何原来的特征的迹象。

              这个小遗址不见任何形式的遗物 ，有时来 自运河 的

              洪水亦会 阻止风 力的侵 蚀，但 地面 上没有 发现 陶

                片。因此 ，不能确定这个小筑堡 的年代。相同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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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见于曼加克其(Munjakche)遗址，它位于柯坪小

巴扎南部 1英里的一片小废墟地区 ，目前多数已散

布在田地 中。这里我所记录的仅是缺乏 出土的陶

片和一个不规则形状高约 巧英尺的土堆，土堆已

被挖掉一部分用于给土地施肥。据说遗址的年代

应早于附近采集的石质小装饰品。

    柯坪的这些遗迹没有考古价值。最令我高兴

的是，这次访问幸运地遇上一个柯坪人的宴会，他

刚刚调查了阿克苏至喀什道路上，图木休克和柯坪

外部贫清 的山脉之间孤立的沙漠宽阔地带分布的

塔提类型的广大的废墟地区。同和田塔克拉玛干

奇(Taklaroakanchis)一样，当春季一系列的“大风”

(Burans)搬移了沙丘，将以前隐藏的坚实的土地一

块块地暴露出来，人们沉迷于这种寻宝的活动。有

时也会发现一些珍贵 的金属质小遗物 以及其他东

西 ，尽管柯坪人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我从他们那里

获取的大量的时代跨越汉朝至唐代的钱币，毫无疑

问曾经分布在他们搜寻的地区。进一步的证据是，

他们获取的石质、金属、玻璃、琉璃质小物品所显示

的特征。其中值得介绍的是一个凹雕光玉髓质印，

粗略地雕刻一位女性半身像 ;青铜 凹雕 印，严重磨

损，仍显示古典模型的影响;透雕细工的青铜垂饰，

男性舞蹈者的形状。我在柯坪不久获得的另一套

相似 的 金 属 质 或 石 质 小 遗 物，发 现 于 库 独 浑

(Kudughun)山南部的沙漠地带，肯定也出自同一片

废墟地区。其中的三件青铜 印(图 143)，包括一个

浅浮雕的森林之神的头部 ，使人联想到和田赤陶镶

饰的怪异的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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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青铜印

第四节 图木休克和巴楚北部的沙漠遗址

进入柯坪南) 5月 17 EI.为探察位一」几南部沙漠的占老遗址，

部沙漠 找从柯坪启程 ，随行 人员是“、1-‘1扛人”和 I人们。山

                J几早已顶料 季 竹的炎热 ，携弓片允足饮 水和供 水的I*l

              难性 ，所以经过 阿 Q苏以后.我不得不在所有工作

              中 ，lb-省使用骆驼 ，不再用 1-运输 ，因此 二天的考察

              有些 费力。第 天 山 1"贫疥的山岭崎岖不 平，负载

              辅屯的牲畜难以翻越 ，我们被迫绕着柯坪外部 山脉

              的东端 走 J 一段 很 长的 t路。当绕 过距 离阿恰

              (Achal.即前文提到的远离柯坪的聚树地)不远的 山

              脉尽头.向东南方远远地眺望 .我看见r 一个高大

              的 1几墩 . UP索 克苏 克沙尔(5oksuk-shahri)梯木 ，从我

              们即将前fl:的道路 根本不 ，.r能 去访问它;.柯 坪人

              认为索 克苏克沙尔梯木是 一座 1卜常古 老的塔 .井流

              传下儿乎准确的猜测。它 屹立的位 置或 许49在从

              阿 克苏通向喀了1·的占老路线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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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靠近一条狭窄的峡谷出口的山脚下扎 4穷梯木废址

营。峡谷高处据说分布着一个卡克(kak )，或者岩

石水塘，时常蓄存水。次日早晨我们离开通向巴楚

的沙漠路线，经过著名的库独浑山峰脚下，继续向

西一南一南方向前进。山脉裸露 的翻土斜坡 上的

道路，是稀疏的红柳堆及沙丘覆盖的地面，而向前

行沙丘则高达10英尺。大约行进了14英里，我们

到达了柯坪向导提到的穷梯木废址 ，即“大塔”。距

离遗址的半英里范围内，沙丘之间的地 面厚厚地堆

积着陶片、矿渣，以及相似的塔提废墟 ，很快就证实

它的分布面积超过 2平方英里。遗址 的北端 被枯

死的红柳堆和高达 巧 英尺的沙丘包围，遗址 因古

塔屹立在那里而得名。与遗址西面相邻的是一个

正方形、几乎是东方化的堡垒(图 144)0堡垒每一

图144 柯坪南部沙漠中的穷梯木遗址的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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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的土墙大约是 110码长，西面保存最好，依然耸

              立 ，高出最近的裸露地表达 12英尺。由于靠近沙丘

              而难以确定四面原来的地平面，堡垒大多数地方由

              于风力侵蚀作用而被严重地破坏。但是因建筑中

              加人灌木层，夯筑的泥土仍然坚固。烽隧破坏严

              重，以东面墙垣为准，仍高出可能是地面的位置约

              35英尺。从烽隧的东面测量(因为它的底端比其他

              几面堆积的废墟少)，基座大约为25平方英尺。烽

              健 由晒干的土坯建造 ，土坯规格为 11英寸 x 10英

              寸x3英寸，或 14英寸x8英寸x4英寸。这种建

              筑外观粗陋，只有灰泥层，层与层之间没有灌木或

              其他类似的结构。

钱币和其他) 遗物以及四周被侵蚀的地面所呈现的面貌，明

文物的证明 确地反映了废弃的堡垒的古老性 ，古堡最近的区域

              发现的小遗物也 完全证 明了这 一点。在北墙外 面

              采集了11枚磨损严重的“五株”和“鹅眼”钱，发现时

              它们聚拢为一堆 ，很明显是从同一根绳子上掉落下

              来的。在靠近堡垒 的地方发现 的其他中国钱 币中，

              有3枚是五株钱，一枚是唐开元钱币。这些证据表

              明古堡的时代从早期一直延续到唐代，我在柯坪获

              得的钱 币也证 实 了这 一推 断。这些 钱币是 “寻宝

              人”在最近一次搜寻穷梯木遗址时发现 的，有几枚

              为唐代钱币，最晚的年号为大历(公元 766-780

              年)，其中一枚为王莽(公元 14-19年)货泉。

                  堡垒周围风蚀 的地面堆积很厚 的陶片 ，多数是

              细腻的泥质红 陶。它们显 示了一种鲜 明的古 老风

              格。其中一块陶片，饰有斑驳的绿釉，霍布森先生

              认为具有中国汉代风格 。另一块陶片，绿釉下浅雕

              出花纹 ，与年代为公元 2-9世纪的近东可能是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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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器物相似。关于遗址的最晚年限，遗址采集的各

种各样的小文物，如青铜器、玻璃、琉璃和木器，没

有一件文物表明遗址的废弃晚于唐朝末期。

    围墙里 没有任何形式 的建筑遗迹存在 。西墙

里侧分布着一个垃圾堆，高3一4英尺，延伸约25

码。我将这个垃圾堆全部清理至地面，但出土物极

少。在牛、马粪堆 ，稻草 、灌木堆 中，仅 出土破碎的

棉布、毡片、绳子等。我愿记录的是垃圾堆中没有

出土一片纸，然而颇具意义地发现了散布在围墙周

围的许多小块硫磺。它们确凿地证明，在库独浑山

峰东坡有一处硫磺矿，现正被柯坪人有规模地挖

掘，而山岭向北的一些类似的矿源在小古堡占领时

期也被开采。遗址的特点，特别是高大、牢固的烽

隧，似乎清晰地指出在从阿克苏通向喀什的古老路

线上它是一座绎站。作为路边的小站，它非常自然

地出现，与处于同一条直线上的硫磺矿相距约 10

米左右，也许是为了运输琉磺矿的产品而形成了一

处固定的地方。

    这里我需立即解释，穷梯木遗址已被证实位于

与其兰(Chilan)相连的最直接的路线上。现在的这

条道路起 自阿克苏 ，离开 山岭脚下。我在 1913年

10月的探察表明，它的古老路线通向巴楚北部，沿

着山脉脚下一直延续到喀什。这条古代路线穿过

现在的巴楚至喀什道路的北部，远离源自喀什河的

洪水易发地区。下文将叙述的拉尔塔格(Ir1-tagh )

沙山脚下的废址，或许与西南方的穷梯木遗址最接

近属于同一时期。这条古老路线 的相反方向 ，大概

以穷梯木西北的索克苏克沙尔梯木为界限。我的

柯坪 向导称穷梯木遗址和索 克苏克沙尔之间的沙

4古择站的垃

  级堆

4古代道路的

  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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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农业)

居住.氛

近代战争的D

遗物

丘有 两 处毁 坏 严 重 的 上墩 ，他 们 认 为 是 “炮 台”

( P'ao-t0ais ).准备带我前往考察。但这个季节供水

极困难，无法在沙漠里过久地停 留。土墩附近则没

有塔提废墟或其他遗存的分布。

    我仔细考察了周围的地面后很快即确信，穷梯

木遗址不仅是一处路边 的0站，也是一个具有一定

规模的居住点。遗址 南面和东南 面约 1英 里多的

范围内，随处可见浸蚀的台地，通常高约810英尺，

厚厚地堆积着陶片 ，清楚地表明这里是 已完全被破

坏的居址。其中的一点泥土“证据”，即规格为10英

寸x10英寸x6英寸的大型土坯遗物，它们肯定取

自具有 一定规模的建筑物的基座。柯坪“寻宝人”

不久前到这里搜寻，在挖洞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了一

个大陶罐 。陶罐 里没有他们所期望的珍宝 ，仅残存

凝结 的一团油类物质。充 足的油质使得破 裂的陶

罐底部粘连 ，从而保存 了一件标本。在几处地方我

偶然发现 了 些小水渠隆起的堤埂 ，水渠 由西南向

东北向延伸。养育这些水渠 的运河 一定来 自图木

休克，可能是源自干涸的喀什河的一个支流，或许

是现在以 F涸的乔热艾 f (c'}6，一akin)河床 为界限

的同 一条支流的尽头。其 他地 方 可见枯死 的果树

枝干散立 于地面 ，仍 显露 出在古老的果 园里的种植

才i列。

    由丰富而 明确 的证 据表 明，遗 址早期 即被废

弃。我在堡垒东南方不远的距离，采集 了 3枚近代

才流通的中国铜钱，非 常困惑。其 中两枚为乾隆钱

币.铸造年号晚 于公元 1759年，另一枚是嘉庆钱币

(公元 1796- 1821年 )。我到达位 于现今的大路上

的图木休克村 以后 ，这个考古之谜才得以解答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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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本地官方邮政的年老的喀热勒巴什(Karaul-

bashi)讲，大约于1876年由这条通往阿克苏的道路

还有两天行程的亚依迪(Yaide)附近，在一次战争

中阿古柏的儿子哈考拉(Hakaullah)击败了凯靓王

位的哈克木托拉(Hakim lbra)率领的军 队。被打败

的军队的许多士兵北逃人沙漠，在8月炎热的太阳

照射下，由于饥渴与筋疲力尽而悲惨地死去。柯坪

人后来进人沙漠寻找死去 的逃亡者身上 的贵重物

品和钱财时 ，掩埋 了尸体。

    继续前往穷梯木西南方向大约 3英里 ，经过 了

一些废墟覆盖的小地方 ，沙丘之间也出现 了很多的

古老水渠的遗迹。这里发 现的一枚五蛛钱 与 4枚

开元钱币说明，这一地区与穷梯木属于同一时期。

经过了又一次的沙漠宿营后，5月 19日，我们以图

木休克上方显著、陡峭的山岭为引导向西南方前

进。不久沙丘逐渐稀少，低矮的灌木越来越常见。

距离389号营地以外约2英里，又出现了一块块小

塔提覆盖的侵蚀的地面。但很快发现的钱币证实 ，

现在到达的这一地区的存在时期长于穷梯木，一直

延续到伊斯兰时期。除了两枚唐代钱币，还包括2

枚年代为公元 1034-1038年和1068-1078年的宋

代钱 币，以 及 回 历 743年 打 制 于 克 瓦 里 兹 木

(Khwarizrn)的金质荷尔德(Gorden Horde)的一枚小

银币。

    进人红柳堆密集的地带，即距这些小塔提一英

里左右，通常标志着进人一个古老的河床。稍远我

们继续在这个确定无疑 的干涸 的乔热艾肯河床行

进，岸边生长着高大的胡杨树，有的仍生机盎然，有

的已枯死 。向导们告诉我 ，喀什 噶尔河尾 间一条古

4南面的小塔

  提

d喀什噶尔河

  尾间三角洲



穿越塔克拉玛干
      O

第七章 从麻扎塔格到巴楚

图木休克附)

近的遗址

托库孜萨来)

遗址

老的支流经过 图木休 克西面的两座岩 山之 间的峡

谷 ，据说一直远远地向东流去。我看见位于小红柳

堆之间低矮的土墩上耸立着成群废弃的房址，除了

河边地带，所有的情形都让我回想起消失在塔克拉

玛干沙漠 中的 克里 雅河 、民丰河等流域 常见 的地

表。房址中很明显没有任何古物出土。或许在最

近的时期，当乔热艾肯隔一段时间又一次挟水汹涌

而至 ，当地人们试 图从丛林中开垦这片地域。我们

到达喀什噶尔河尾间三角洲北缘 ，在需要其他附带

的参考之前，常记下有关这一地区耕作情况的经常

性变化也是其 中的一方面。

    沿着大路到达图木休克村，我发现已距离前面

反复提到的备受欧洲旅行家和考古学家们注目的

遗址非常近。伯希和教授于 1906年花 费了几个月

的时间，在图木休克西北方风景如画的岩山脚下的

广阔的佛寺遗址工作 。经过快速 的考察我满意地

看到，虽然佛寺和寺院建筑明显遭受了火灾严重的

焚烧，教授仍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清理了遗址。山

脉的另一侧，距离古老的托帕沙尔(T6pa-shahr)城墙

和乔热艾肯河岸不远 ，我调查 了分布在那里的托库

孜萨来(Tokuz-sarai)遗址 。我在图木休 克得到 的伊

斯兰阿尔斯兰(Arslsn)钱币与托库孜萨来出土的完

全相 同，证明托库孜 萨来遗址的废弃不会早于公元

14世纪或 15世纪。在图木休克停留一天，也使我

有机会访问位于长长伸展的山脉两端的遗址。位

于山脉南端 的遗址 明显是 属于伊斯兰时期 以前 的

居住点(图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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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5 图木休克塔格克城遗址

    的确，目前必须加强夏季多方面的工作，以保

证有时间尽早返 回和田。几番斟酌后 ，为了翻越阻

隔在我与和田之间的 350余英里的道路 ，我们决定

走经过莎车的路线。没有太多的时间，我们必须 日

夜兼程地行走。5月 21日吸引我前往 巴楚的原 因

之一，是这些山岭呈现的不同的地理学的价值。从

图木休克这条路线横 向地经过一系列崎 岖的山岭

脚下，这些小山沿西北一东南方向，醒目地平行排

列。每一座山岭因侵蚀而损坏，像一座座突起于平

原上的孤立的石岛，但相 同的地质构造清楚地证明

它们是一个古老山脉 的剩余部分。这座古山从 巴

楚北部天山的边沿区伸出一个尖锐的角，曾经向东

4当地对岩山

  的崇拜

4图木休克附

  近的山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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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向远远地伸 入到塔克拉玛 干沙漠之 中。这些

一系列岩山因呈现鲜明、险峻的外观，自最早时期

一定即已成为 当地 人崇拜的对象。其 中最高的显

著的山岳耸立于巴楚东部 ，海拔 700()余英尺 ，它 的

山峰被当做麻扎塔格(Mazar-tagh kar' Z}oxrjv. )尊崇。
位于它的北部山脚下，高出恰尔巴格(Char-bagh)平

原的一座寺院经常有 人来朝觑。其他 山岭据说是

伊斯兰教圣徒的休息地也得到人们的崇敬。较低

的山岭则 由于 陡峭 的山崖，使它 们 区分 于“圣地”

( Tirthas)，同在奥库麻扎塔格(Okur一二 ar-tagh)所见

到的情况一样(图146)o

图146 图木休克奥库麻扎塔格南面脚下神殿附近的伊斯兰教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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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山岭南端之间伸展着广阔、低洼的地带，

有些依然是长年的沼泽地，每年时常受到叶尔羌河

与喀什噶尔河夏季洪水的泛滥。只有经细致地调

查这一地区，才能阐明复杂的水路情况，据说目前

已发现了喀什 噶尔河真正的尽头。根据穷梯木周

围沙漠曾经出现的灌溉水利，以及 1913年 11月，

我曾肯定不时暴发的罕见的洪水淹没了远至阿克

苏耕作区西南端的古老河床，因此，早期的喀什噶

尔河可能向东继续延伸。

    像每一片三角洲地带一样，位于图木休克与巴

楚之间的地域一定也易于发生地面变化。具有文

物研究价值的两个事实，以及今后可能发现的简短

记载会阐明这一变化 。我确信直至 中国于 1877年

重新统治时期，位于麻扎塔格和奥库麻扎塔格之间

的整个地域，即现在为繁茂、巨大的恰尔巴格平原

提供土地的地 区未被开垦。因为这一地 区每年遭

受喀什噶尔河的洪水泛滥 ，而且分布着广阔的沼泽

地。因此，从图木休克出发的大路没有经过它现在

穿越的奥库麻扎塔格南端以及恰尔巴格，而是从图

木休克山岭之间的隘口继续向前穿越沙摸，向西直

到拜勒塔格(Bel-tagh)山脉。这条古路穿过一个类

似的山口，位于现已废弃 的“古老的恰尔 巴格”村庄

附近的沼泽地的北端边缘，穿过这里的东北部通向

位于喀什噶尔河尽头的巴楚。

    最近时期产生的相当的变化，影响了这一地区

的耕作地和一条重要大路的路线。这些变化所造

成的明显迹象，与我观察柯坪南部时初次引起的关

于前往喀什的中国古老路线 的问题有关。因此 当

到达 巴楚 ，我听说经过拜勒塔格山的古老路线上分

a喀什噶尔河

  尽头

d大路的古老

  路线

4巴楚东北部

  的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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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着一些遗址，拉尔塔格山脚下也有一处废址，

我决定花费一天的时间朝 着遗址的方向进行勘察。

经过 一天漫长 、炎热的行程 ，大 约骑马 40英里 ，

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直到5年以后我才再去

考察它们。在一位观察力敏锐 、年老的村 庄首领

阿衣一甫米拉布 (Ayib MSrab，我曾住宿于他的果园)

的引导下 ，我 首先穿越东北面整片 的大绿洲 。行

程中看见随着中国政府的重新统治，巴楚大面积

的耕作地带 已开始发展成 为这条重要路线交接点

的农业资源。但也很 容易 地看见这种发展 同阿 克

苏一样受到阻碍 ，原 因是 这里的人 口构成 仅仅是

多浪人 ，他们以前的一 两代人仍然主要是半 游牧

的牧民。

    在托帕淖尔灌溉的土地边缘以外，我们进入

一片生长着繁茂 的灌木和红柳 的地 区，正好延 伸

到光秃秃的拜勒塔格 和奥库麻扎塔 格山。很显然

整个地区曾一度形成喀什 噶尔河 巨大 的洪 水泛滥

盆地。当气候略微潮湿，喀什噶尔河的洪水大于

现在的水量的时期， 一年中的部分时间里道路肯

定会被迫中断。根据 这一事实我们或许 拥有 的理

由之 一，正如上文 已推测的从阿 克苏 至喀什 的古

老道路为什么沿着天山最外部 的山脚下向北延续。

这片古老的沼泽地生长的植被如此地密集，如果

缺乏有经验的向导 ，要 及时穿越沼泽到 达我 们的

目的地则非常困难。在一 个孤立的小片 土地偶 然

遇到了年轻猎手塔里甫哈吉 (Talib Haji)，他带领

我们穿 越沼泽 地。他是 一位富有 魅力 的拓荒 者，

曾在丛林 中开垦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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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沼泽地到处几乎都是我的向导们称之为来 自图

木休克的“老路”的痕迹，循着飘移不定 的路径 ，最后

我们到达奥库麻扎塔格西北端，即阿恰塔格(Achal-

t叼1)。在这里我发现了干涸的池塘，说明它们是巨

大的沼泽地 向北延伸的最后残余部分 ，而查尔巴格

附近的沼泽地大部分 已被开垦。远远地眺望，一座

连绵的山岭像被一个狭窄的峡谷截断。穿过沼泽地

向东南方前进，据说人们仍清晰地记得巨大的洪水

泛溢时期 ，洪水流至奥库麻扎塔格现已完全干早的

东部山脚下，迄今仍可见水流冲刷的河床痕迹。

    一座孤立、陡峭的山岭长约1英里，中部高200

多英尺，拜勒塔格山脚下的宽阔的峡谷与其分离。

这座山岭即阿拉其(Arach)山，它的两端均遗留明

显的古代防御工事。防御工事建造在 山脉的隘 口

附近，以便控制来自或前往图木休克一侧可能经过

的一切交通。防御工事依地面构造建筑，极其清

楚。三座小山，奥库麻扎(阿恰塔格)、阿拉其以及

拜勒塔 格总长约 18英里多 ，形成了一个天然 的防

御屏障。只有从位于阿拉其两侧的两个隘口才可

以穿越 ，而仅依靠 步行和艰 难的攀登 几乎无 路可

走。由于奥库麻扎塔格东南端的地面现已非常湿

软，近期根本无法穿越，因此这个天然形成的防御

线的重要性和 自然 的险要则 十分显著。唯一值 得

观察的地点是阿拉其两 侧的峡谷 。阿拉其 山东南

端低矮的山嘴顶部分布着一座约 60码的土坯墙

基，可能这是一处烽隧，已被“寻宝人”挖掘的洞穴

严重地毁坏。位于 山岭同一侧的高处耸立着一个

方形小烽隧，残高 10多英尺。烽健所处的位置险

要，必须经过陡峭、极其光滑的岩石山坡才能接近

它 。

4阿恰塔格附

  近的沼泽

4阿拉其的烽

  避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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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守峡谷的)

烽涟

拉尔塔格遗)

址的报道

    沿着阿拉其山岭一直到它的西北端，山顶盔立

着一个结构坚固的烽健。烽隧的基座长24英尺，土

坯规格约 14英寸 x9英寸 x3英寸。土坯层之间嵌

人薄薄的红柳树枝，清楚地表明它属于早期建筑。

烽隧坐落于北面一个高约 10英尺的有 围墙的平台

上 ，平台以上现存的高度约 巧 英尺多 。从 山顶 向北

至峡谷地势渐平缓，分布着一个约 120码的牢固的

土坯墙遗迹。由于沙堆的保护，有些部位的墙体仍

高达12英尺、厚3去英尺，它所用的建筑材料同烽.~~ 一~/、‘“、’J‘2 “’~11.1’切“礴~ ，.‘八‘曰”切~

隧的一样。从隘口的地平面看，这面墙垣首先出现

在东面，然后转向南面，消失在烽隧下方。由于风

力侵蚀作用形成的小雅丹地貌，墙垣确切的位置己

很难寻觅。我估计这 片被围墙环绕 的不 规则地域

大约宽 300码 ，内部 的地平面主要筱盖小沙丘。侵

蚀的台地上 方高耸着一个土坯基座 ，约 24平 方英

尺，残高5一6英尺。在这个小墙垣的里外侧的侵蚀

的一块块地面上都发现 了一种粗糙的陶片。峡谷

另一侧也有一座用于防守崎岖的拜勒塔格山脚及

山嘴的烽隧遗迹，也是用硬夯土建筑，每层之间夹

入胡杨树枝。现存的烽隧高出岩石约12英尺，顶部

约为 30英尺 x 27英尺。这个烽隧或哨所位于峡谷

地平面上方约100英尺，由于它的位置和下方是极

陡峭的岩石山坡，因此处于易守难攻的地势。

    从四周环绕着众多、孤立的山脉的地方眺望广

阔的景观 ，首先 看见南 面的穷梯木、图木休克直 至

大麻扎塔格，北面则是绵长伸展的拉尔塔格山。向

导们告诉 我 ，拉尔塔格远 处的山脚下有一处遗迹 ，

根据他们的描述我推测它可能是具 有一定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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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遗址 。拜勒塔格和拉尔塔格之间是一片宽广 、

部分覆盖着低矮沙丘的荒芜的平原地带。“阔纳沙

尔”(Koneshahrs)的故事似乎特别与拉尔塔格有关，

而柯坪人前往 巴楚 的沙摸路线 也经过这 座山脉 的

A匕面，他们说某些地方仍可见塔提遗迹 ，这些所有

的证明都 留待于将来。我从和 田离开之前 获得 的

文物在某种程度上至少肯定，拉尔塔格遗址不是

“阔台克沙尔”(Kt3tek-shale)类型。阿依甫米拉布通

过一位商人送给我一些小型灰泥塑像残片，他声称

是从拉尔塔格的佛寺布特哈那(But-kh&na)获得的。

1913年10月，我确信他所讲述的是正确的，而且他

的这种经验性 的挖掘也不仅仅是第一次。

    从巴楚经过5天急速的行程，由于炎热以及剧 4经过莎车去

烈的沙暴我疲惫地到达莎车，因此没有机会进行考 和田的旅程

古观察，但是在调查工作过程中，我亲自了解了影

响叶尔羌河沿线灌溉的自然条件，在这些散布的绿

洲耕作区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莎车必须停 留几天，

为准备返回印度做一系列实际的工作，包括安置从

于田带来的勇敢的骆驼，它们在我的沙摸旅行中提

供了如此英勇的服务。然后我从和 田的基地 出发 ，

经过8天，主要是在夜晚行进，遭遇了一系列各种

各样 的季节性 的“大风”，终于到达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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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在和田作准备

包装文物) 6月9日我重新回到和田，依然住在尼牙孜哈

          克姆伯克(Niaz Hakim Beg)的庭园纳尔巴格(Nar-

            bagh)里，1901年这里曾是我的旧营地。我发现许多

            从冬季存放的箱子 ，在 巴鲁丁汗这位和田阿富汗老

            人(亦是我的一位热情的本地朋友)的细心看管下

            十分安 全。一 两天 内满车 的古物从 喀什 运来 ，自

            1906年至 】907年乔治·麦喀特尼爵士保管这些文

            物，通过他的努力这些马口铁皮包装的托运物非常

            安全。因此没有片刻耽误，我即开始整理和包装考

            古采集品。鉴于过 去在漫 长而艰难的旅程 中所承

            受的风险 ，这项 工作需 要尽可能的细致和小心 ，因

            此我花费了6个星期辛苦地工作，ft至全部安全地

            完成。几十名男 人在纳尔 巴格庭 园繁忙地给这 些

            箱子做标记和包装 马口铁 ，在当地条件及物力的允

            许下尽力快速地工 作。但是我 亲 自重新包装 了马

            口铁箱里的所有文物 。在这个最炎热的季节，每 天

            日复一 日我从 黎 明到黄 昏辛 勤地从 事各项 工作。

            也许我愿提 及的最令人烦恼的一项工作是 ，用棉布

            条粘贴于壁画背部做衬以加固壁画，然后在壁画之

            间夹入紧压的芦苇层 以重新 紧固地包 装。只有细

            心和承受体力上的痛苦 ，这些通常 由最易碎 、易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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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制成的古代文物在历经总长达 8000多英里

的旅程之后 ，包 括穿越 高山、冰川 山口，以及骆驼 、

耗牛、马背上的运输，随后在牛车、火车、轮船上的

旅行 ，它们才能依旧完好无损。

    这些工作没有进行几天，一件完全预料不到的

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又增加了人们的苦恼与忧虑。3

月底 ，我曾派奈克 ·拉姆 ·辛格前往米兰从事一项额

外的重要任务，重新拍摄过去我被迫留下的精心掩

埋的壁画。壁画位于佛寺 M_ V的墙壁，迁移它们

需从其他地方相似的操作中获取的经验与细心，以

及允许的充裕的时间。拉姆 ·辛格离开我时身体健

康 ，并急于投人工 作。 自从 他 出发 到遥远 的 目的

地，我再也没有得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然而这位

曾经刚毅、强健的“灵巧的助手”被带回时，眼睛已

毫无希望地瞎了，这个打击太大了。与我的最值得

信赖、最能干的维吾尔族随从伊布拉音伯克前往若

羌的急速旅行 中，拉姆 ·辛格的头部便剧烈地疼痛。

而犯这种可怕的青光眼疾病之前没有丝毫预兆 ，因

此到达若羌时他感觉疼痛 日益增加 ，一只眼睛突然

丧失 了视力。由于他这个 民族所具有的英勇顽强

特性 ，拉姆·辛格继续完成任务 ，坚持 向米 兰前 进。

在伊布拉音伯克的监督下 ，当又一次到达已清理的

寺院时他的第二只 眼睛也失 明了。他不 畏降临的

灾难坚持在米兰河边等待了几天 ，希望情况有所好

转，有机会完成工作。在若羌停留了一星期之后，

他最终同意返 回。伊布拉音伯克尽可能小心 、迅速

地带他回来。

    这里我毋须叙述我为了争取专业检查 以及尽

可能早一些为他提供帮助所做的各种努力，因为在

我的个人 日记 中已有 全部的描述 。在 和 田短暂 的

d奈克·拉姆·

  辛格的悲剧

4奈克·拉姆·

  辛格回到印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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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期间，拉姆·辛格表现得最勇敢，就像他过去曾

是一名真 正的 战士，充 满希望 地期 盼病情完 全康

复 。我赶紧送他 前往莎车 ，并配备所有相应的供应

品，以使他路上感到舒适。但是经瑞典医疗慈善机

构的G.拉奎特牧师(G. Raquette )诊断，他患上的是

不治之症。三个星期后我得到了他的诊 断报告 ，陷

人最深的痛苦之中，但至少我确信，即使奈克·拉

姆 ·辛格没有志愿参加这次旅行 ，他 的病 情也会发

作的。除非实施及时的手术治疗 ，才会有一丝希望

挽救他的视力，然而甚至是医生也无法正确地诊断

出前期潜伏的症状。遵照拉奎特先生的建议，一旦

喀喇阔拉穆(Kara-koram)路线开通，我就安排这位可

怜的患者回到拉达克 ，从那里返 回印度 。为了使他

一路上舒适、安全，我毫不吝惜地尽可能提供一切

供应品。他平安到达拉达克后 ，当地的英国联 合地

方长官D. G.奥里弗(D. G. Oliver)上校(现在的市

长)安全地送他到克什 米尔。在那里我的一位老朋

友，斯里纳噶( Srinagar)教会医院著名的院长A.尼

弗(A. Neve)博士进一步确定了令人悲伤的诊断。

奈克 ·拉姆 ·辛格有一位哥哥住在附近 ，他带着可怜

的奈 克 ·拉 姆 ·辛 格 回 到 旁 遮 普 费 劳 兹 普 尔

(Firozpur)附近村庄的家中。之后，直至 12月我经

过拉合尔(Lahore)的途 中，他前来看我 ，望着他非常

萎缩的精神状 态 ，我们 双方都很 痛苦 。我把拉姆 ·

辛格积攒的薪水委托 给保证其安全的他所在 的军

团长官，他对辛格的处境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在我

去卡勒库塔(Calcutta)访问期间，我竭力为这位忠实

的伙伴 申请特殊 的补偿。已故的明托勋爵阁下 ，后

被封为总督 ，也曾对辛格的病情表示了友善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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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从接替我的工作的人那里听说，印度政府

慷慨地授予辛格一笔特殊的补助金，完全满足了他

和家庭的需用。1909年底以前，死亡使辛格从承受

的所有的更深 的痛苦 中解脱 了。而作 为一项 慈善

的事务，大部分补助金则继续发放给他的妻儿。

    施加于身上的所有焦虑和艰难的任务 ，使我面

临着 巨大 、严峻的考验。我更加感谢蒋师爷一直在

身边给予安慰，分担我的烦恼和痛苦。他自己总是

辛苦地从事我所安排的迫切的学术性的工作，初步

翻译和抄写从敦煌边境地 区和其他地方 获得 的古

代汉文文献，至少为千佛洞出土的一部分汉文写卷

作粗略的目录登记。他所做的前项工作的重大价

值，已得到了最具权威的评论者沙碗先生的正式肯

定。而对于后项工作，唯一的事实是当这些写卷安

全地收藏在伦敦以后 的那些年中，要保证完成那些

几千份的写卷的全部目录编写根本不可能。现在

我非常感激，在和田困乏、炎热的几星期里，蒋师爷

至少完成 了三分之一写卷的目录编写 。

    除了所有的包装工作，我必须为长期计划的准

备进人和田南部高大的昆仑山脉从事考察付出更

多的细心和辛劳。190()年和 1906年我在喀让古塔

格(Karanghu-tagh)山脉的探察已证明，穿越那些因

向西流的河水冲刷的深幽峡谷到达玉龙喀什河源

头根本不可能。因此很久 以前我即决定作一次新

的尝试 ，从东面即与高大的西藏高原西北端相连的

仍未被全部探察的山区出发 。我计划穿过克里雅

河源头，沿着昆仑山主山脉仍未考察的南坡行进，

昆仑 山上的冰川孕育了玉龙 喀什河 的最上游 。这

次考察结束之后 ，我和 R. B.拉尔 ·辛格到达喀拉喀

a蒋师爷学术

  上的帮助

a为到昆仑山

  考察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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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途和运输)

的艰辛

R. B.拉尔·)

辛格的测量

重访约特干)

遗址

什河的东南源头。从河 流源头下来 我们又 回到前

往喀喇阔拉穆山口北角下的拉达克的商路，在那里

已安排好的负责运输我的巨大的文物箱和所有沉

重包裹的柯尔克孜人正等候我们。

    我很清楚面临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如高山上难

行的地面，也许还有 寸草不生的完全荒凉的高原，

甚至还有更多的 困难存在 。为了成功地结 束这次

考察 ，周密地安排运输和供给至关重要。极其严 峻

的一个问题是，从我们离开昆仑山脚下最后一个居

住点普鲁 ( Polur)，直至喀拉喀 什的最高点 ，在喀喇

阔拉穆路线上，柯尔克孜人伯克萨提普阿勒迪

(Satip-aldi)在那里只建立了一个供应站，其间我们

和牲畜的生计只能依赖随身携带的供应品维持。

进行这项计划好的旅程 至少需 40天。而且我 们也

没有相应地增加牲畜(马、驴)的负重，尽管在如此

高的地面上它们能承载比这 一时期的饲料供应更

多的物品。由种种 因素所产生 的牢骚 以及花 费的

努力 ，可参阅我的个人 日记 。

    令我最感安慰的是 R. B.拉尔 ·辛格经历三个

月的分离之后 ，又重新平安地加人我 的队伍 ，他成

功地完成 了所有委派 的任 务。他沿 着天 山从阿克

苏到喀什北 部流域 首次 进行 了非 常有 用的测 量。

然后 ，经我们 以前未调查的 一条路线到达南 面的皮

山之后 ，他绘制了位于 克里阳(Kilian)和喀拉喀什河

中游之间昆仑 LU北坡未探索 地区的最后部 分的地

图。一星期后完成最后 的包装工作 ，我得到短暂的

休息 ，去参观约特干的 占和闻国遗址 。在埋藏 于巨

大的黄土冲积层下 的“文化 层”进行 的每年 的淘 金

活动已经开始。我附带说明，由村民手中直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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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物，到我搜集的那些奇形怪状的赤陶以及类似

的小文物，虽然埋藏的废墟层经过十年的开采仍不

断地出土这些文物。利用这次机会我又测量了一

批典型的和田人 ，以增加我的人体测量学资料。尽

管这次深人和 田乡村的最后一次旅行十分短暂，但

它又一次向我显示了近年来耕作迅速地发展。不

仅仅在绿洲沙摸边缘，而且 1900年至 1901年我仍

然看见的沼泽地或者盐碱地 (Shor，维语 )覆盖 的大

量荒地，例如艾丁库勒(Aidin-kal)附近，或者和田城

西部的硕尔巴格(Shor-bagh)的土地都已被开垦。

    8月 1日我满意地看到装有 93箱文物 的庞大 司从和田出发

的护送队开始踏上漫长的旅程。我相信在蒂拉 ·拜

依(Tila Bai )的照管下它们会被送到桑株，当夏季洪

水消退时从这里继续安全地前进 ，穿越喀拉喀什上

游的素格特冰川达坂(Suget)，在那里我希望与它们

汇合。两天后我离开和田，乘船经过玉龙喀什以

后，现在它的许多河床涌动着巨大的夏季洪水，穿

越风景明媚、肥沃的土地 以及像河流 一样 四处溢水

的运河，一直行进到绿洲东南端的阔塔孜兰干

(Kotaz-langar)。

    第二天早晨我向蒋师爷和巴鲁丁汗告别，他们

在那些漫长而炎热的几星期里艰苦 的工作 中给予

我极有力的帮助。从我的第一次考察开始，巴鲁丁

汗忠诚 、关切地为我的工作提供 了各种服务 ，许多

情况证 明他 的服务很有价值 ，甚至 当我远离他所挚

爱的和田几百英里时仍有体会。后来听说在其他

人的鼎力支持下 ，印度政府授予他新的头衔“萨黑

布汗”(Khan Sahib)，我非常高兴。但是帮助我的热

情的中文秘书有些困难 ，他是我在亚洲地区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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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最能千、最有效率的助手。乔治·麦喀特尼

保证任命他为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的中文 MunshY ,

我天真地希望再次在那里遇见他。

第二节 穿越昆仑山脉

喀帕克阿斯)

特麻扎

阿 萨 的 )

“阔纳沙尔”

    接下来是两天 的长途跋 涉。我们穿越铁克力

克塔格(Tikelik-tagh) (18 780英尺，三角形测量高度)

贫瘾的砾石山坡。从这里俯瞰平原，它像昆仑山的

一个巨大的堡垒。山里有许多纵深的沟谷，甚至在

这个季节也没有水。在 其 中的一个深谷 的斜坡上

方，我发现了一处奇怪的喀帕克阿斯特(Kapak-aste,

即葫芦掉下来的地方)麻扎上的立杆悬挂着几百个

破裂的葫芦，而不见通常使用的破布。立杆下方屹

立着一块巨石 ，它的平顶上放置着大小不一的 22个

杯状物，直径从5英寸依次递减。距离巨石几码之

内也发现了两个平顶的小砾石，同样也分布杯状

物。当地传说将这些石头与“四个伊玛 目”(imams)

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这是伊玛目的休息之地，是

在前 文提到的普鲁西北部常有人光顾的神殿 ，受到

尊崇 。据说在旅途 中伊玛 目停 留在这里 ，把石头修

理成喝水的杯 子。这些杯状石 头极 有可能源于史

前时期，我 们也知道 以伊 斯兰教为外表 的形式下 ，

仍然存在另一种早期的本地崇拜形式。

    在喀拉塔什河谷首先看到的是耕地 ，这里分布

着一连串的小村庄 ，统称为阿萨(Hasha)。村庄顺着

狭窄的冲积地带 向策勒 延伸。从多石 的高原 陡峭

地倾斜下来的路线，直至戈吉勒.}(Ga一」aga)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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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喀拉塔什河之间河边一个狭窄的陆地地带，距离

此地大约 1英里分布着阿萨的“阔纳沙尔”遗迹。

它处于一个天然坚 固的地势 ，周 围是 险峻 、侵蚀 的

砾石悬崖而易于防守，惊人地类似于交河故城，但

规模小。距离台地狭长地带尽头约620码，从一个

无法攀援的悬崖向下至河流 ，一面巨大的墙垣从一

个峡谷穿行到另一个峡谷，切断了道路。这面墙

(图 147)长约 120码，保存最好的部位仍高约20英

尺。尽管十分巨大，它仍然用河床里被水冲刷的石

头粗糙地建造，层与层之间夹人泥土。距离峡谷一

侧约 30码的两个堡垒 突出于墙垣 30英 尺。堡垒

之间的地带被一个厚约 10英尺粗糙的外墙围绕，

形成了一个长约60码、宽25码的外围工程。阿萨

村 民为给土地施肥挖掘 的深洞里放置着混有砾石

的垃圾层，深 10一12英尺。在接近顶部的一层我

发现了混人的毛织品遗物。

图147 阿萨上方进入古城的围墙，自西南望，以及外围防御工事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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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垃圾堆)

恰哈地带村)

庄

奴尔绿洲)

      因为垃圾堆里发现大量的骨骼，这里 以及主体

墙里的土壤特别有利于施肥。因此 ，整个墙垣 内部

到处分布着深坑和洞穴，其方式更多地如 同印度西

北前线 班努 (Barmu)附 近 的 白沙 瓦 村 或 阿 克 拉

(Akra)古代村庄和城镇挖掘的土墩一样。除了已提

到的墙垣，地表不存在其他建筑遗迹。另一面内墙

穿过高原山衅建造，极窄，长约60码，但结构相似。

粗糙但明显是高温烧制的陶片，遍及废墟中曾用来

建造房屋的墙 壁等的 泥土和 石头中。阿 萨人顽 固

地拒绝寻找钱币或者其他文物，由于缺乏他们的帮

助，难以对遗址的存在年代作出任何判断。但垃圾

堆的厚度表明了长时期的居住 ，当时的人 口一定 比

现今阿萨狭长耕作带的人 口密集。

    同一天的行程中我到达恰哈(Chakar)。这片规

模相对大的村庄地 带沿着一河 流分 布。这条河 与

来自东面的乌鲁克萨依(Ulugh-sai)汇合后，流向位

于大路的固勒合玛(Gulakhrna)。在这里我发现了大

量未被开垦的肥沃的黄土层，不是因为缺乏供水的

困难造成的。这里有充沛的水源，不仅仅依靠来自

河床的水，还有恰哈西 面的泉水 ，唯一的原 因是缺

乏劳力 。然而同位于策勒河和克里雅河之 间的“塔

格”山脚下地带的村庄一样，自从中国政府重新统

治后，这里的人口无论从各方面来看都确切地得到

较大的发展。8月 6日经过一 天漫长而沉 闷的行

程 ，穿过荒芜的砾 石斜坡 (其东面仍有一部分被沙

丘掩埋)，我终于到达富饶的奴尔(N6ra)绿洲。绿洲

海拔700()英尺以上，空气凉爽。晚上沙雾即消散，

而我在和田的所有停留期间沙雾完全遮盖了山景。

南 面升起 一线 壮观 的雪 峰(图148)，一些雪 峰高



穿越塔克拉玛干
      0

第八章 从和田到伦敦

2100(〕英尺，似乎以一片未被考察的高 山区的迷人

的旅行景观让我愉快地向熟悉 的绿洲和沙漠告别 。

图148 奴尔西南方与西一南一南方的昆仑山主脉的雪峰

    第二天早晨，这种辉煌的景色依旧清晰。我继 4奴尔附近的

续向北前进访问梯木遗址，亨廷顿教授首次发现了 梯木遗址

它 。路线首先沿着一条蓄满充足水源 的运河通 向

亚勒古孜巴格(Yalghuz-bagh)边沿区的小聚居地，更

远地穿越一片沙化、空旷的草原 。草原上青草覆盖

的经常干涸的河道清楚地表 明这里是运河从前的

延伸部分 ，但规模大 ，然后一直通 向沙漠遗址 。遗

址位于奴尔大村庄整 8英里，其名称梯木，源于在

这里发现 了一个用碎石和夯土层构造的圆形土墩 。

土墩顶部宽约 36英尺 ，高近 16英尺。它的内部被

全部挖掘 ，毫无疑问是为了寻找财宝。这种形状表

明 ，它象征着一座已完全废弃的佛塔遗迹。东北面

约 250码处耸立着另一座外观相似的土墩，但规模

小，直径约 21英尺，高 6英尺，建筑 的土坯规格为 14

英 寸 x8英寸 x3英 寸，而且 它也被全部地挖掘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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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墟在盖的)

地区

陶特伊玛目)

圣地

在普香的准)

备

    大土墩以南大约半英里的地面散布着大量的

陶片废墟 ，据说 向北一直延伸了近一个“炮 台”的距

离(大约2英里左右)。我们没有发现钱币，也没有

听到任何有关的消息。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遗址

属于佛教时期 ，而没有任何迹象表 明它是一处大规

模的居住地。在古老的运河那里我没有发现陶器

遗物。迄今在这个季节，古运河仍载着亚尔古兹巴

格剩余的水量流经 35码后 ，到达大土墩西部 ，在土

墩东部延伸了约 500码后突然消失。它表明这里有

可能是古老的居住地，就像今天奴尔的狭长的地

带 。肥沃的黄土平原一 直远远地铺展到河 流宽阔

的砾石河床。河流流自萨依巴格(Sai-bagh )，据说经

过暴雨之后溢满 洪水的河流 向下流至达玛沟东部

的戈壁 。

    陶特伊玛 目圣地是我 这次旅行 中考察的最后

一处遗址。在风景如画的陶特伊玛目小绿洲，我花

费一天的路程到达 “四个伊玛 目”遗址。这里不见

任何古物遗迹，尽管它作为朝觑圣地以及环绕周围

的圣墓而闻名。这些 因早期 当地崇拜而存在 的伊

斯兰 教寺 院，很可 能完全 相 同。由于绿 洲远离 大

路 ，夹在绵长的、荒凉 的山脚之间 ，它们不可能引起

那些佛教朝奴者的注意 。无论如何 ，我们知道这些

佛教崇拜者是古代和 田的地形学行家。

    从陶特伊玛 目经过一天我们到达海拔 8500英

尺的普鲁村 ，普鲁村半隐半现地位于克里雅河旁边

的一条小溪上方，正好位于积雪覆盖的高大的山嘴

脚下，这个山嘴是从南部昆仑山巨大的山体垂直倾

斜下来的。普鲁村是我亲眼目睹了多年的新疆的

最后一 个居住 点 ，也是我们 的考察进 入一片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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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大部分未被勘察的山区的出发点。经过三天

忙碌，完成了最后的准备工作，使我有机会对村庄

里的“塔格里克人”('1̀aghliks)进行了人类学测量。

测量显示具有价值的塔吉克人人种类型，明确地不

同于和田绿洲的人种，可能早期受到来自南面的吐

蕃人的影响。8月 12日我们开始了已长期计划的

考察工作，考察对象纯粹是地理学方面的，这里无

须记叙详细 的内容。这次考察所取得丰富的结果 ，

以及付出的各种努力和牺牲已全部记录和阐释于

我的个人 日记 中。但是从这个简短 的概述仍然能

适时地发现，它仅仅表现了穿越岩石、冰川或砾石

覆盖的荒地 的长达 500多英 里的旅行 中的几个方

面 ，而这些荒地 自人类 出现的历史时期起即成为人

类尽力克服的 自然景观 。

    当穿越普鲁上方恐怖、狭窄的峡谷时，我们历

经4天艰难的跋涉才到达最北部的高原，它与海拔

高约巧000英尺的昆仑山外部主脉相邻。这段路

程所用的时间相当于1873年弗斯传教团(Forsyth

Mission)的学者首次旅行以来欧洲探险家们所用时

间的 6倍 。但是 重要 的是它提供 了直接通往最西

部的西藏高原的道路，无论战争或和平时期，它从

来不服务于任何结果的活动。我们 面临的困难是

深幽的峡谷上陡峭的岩石 山坡 ，穿越峡谷即可从北

面到达山脉的分水岭。困难如此巨大，部分路线负

重的牲畜根本无法行走。另一个更严 峻的障碍是

用于贸易和军事的路线往往分布在海拔超过16000

至 1700()英尺的、宽阔的高原和山谷的完全荒芜地

区 ，穿越这 片地 区到达位 于拉纳克拉 (Lanak-la) -

侧的拉 达克的最近 的居住 地需要数 星期 时间 。虽

a普香峡谷的

  艰难

4高原以外的

  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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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依里克金)

矿

玉龙喀什河)

的冰川源头

然也使用骆驼，由于普鲁峡谷的自然条件根本不可

能提供放牧 ，相 当多 的旅 程里 没有任何 形式 的放

牧，可能这里所遇到的困难同喀喇阔拉穆路线上的

一样 。因此 ，和 田的叛 王哈 比布乌拉 赫 (Habib-ul-

lah)为安全地避开其敌人的干涉，极力想开通与拉

达克和印度联系的道路。他所努力指示的方向，正

如我们现在 所看 见的，通 向穿越 喀让古 达坂 的短

路，横跨英达坂(Yangi-dawan)高大的冰川达坂，尽管
路线上存在更多的可怕的 自然障碍。

    我的个人 日记 曾经提到幸运地遇见 一位 打野

耗牛的猎手 ，相 比于狡猾 的波普尔人他非常坦率。

他带领我们考察队前往玉龙喀什河的冰川源头，选

择了一条通向扎依里克(Zailik)高山谷的路线，在那

里发现了众多密集的金矿。有理 由相信 ，叠压在这

条支流的片麻岩层之下，以及相邻的海拔为 13000

至14 500英尺的玉龙喀什峡谷附近地区，密集的含

金层已被开采多年。但是这些几百个被废弃的矿

井，常常被封堵起来当做穷人们的坟墓。那些可怜

的悲惨者在准北 极圈的气候下像奴隶一样辛苦地

劳作 ，再也无法诉说他们的故事。现在金矿的产量

已大大地减少 ，但是很 久以前法显记载 ，许多黄金

被慷慨地用于镀造和田的寺院，迄今仍被约特干的

地层所证实。这些黄金或许源于这些峡谷，当然同

因蕴藏含金地层而享有盛名的其他荒芜之地一样，

禁止人们随意进人峡谷。

    完全依赖于在夏季几个月里被带到这个阴郁

的扎依里克峡谷的 、大约 48个左右的可怜的矿工们

以人力搬运轴重 ，才使我们经过 8天艰 难的行程到

达冰川覆盖的盆地 ，玉龙喀什河最东部最大的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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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于此。我们穿越险峻的山嘴的一侧，以及一些

几乎无法逾越的河谷，循着野耗牛走过的道路行

走。为了测量工作，当爬行到高约1800()至 19000

英尺的地方时，看到了这个美丽的山区壮观的全

景，人类从未在上面眺望它。因此，我们顺着这条

大河直至它的冰川源头。在源头我们发现了具有

地理学和准文物研究价值的证据是，这个方圆数英

里的相对于近代才形成的冰川，现在则是一个覆盖

着冻土和砾石的巨大的地势起伏的高原。历史时

期玉龙喀什和昆仑山更东面的河流的所有冰川支

流的消退，肯定也直接影响到沙漠中被遗弃的古老

居住地的命运 ，诸如丹丹乌里克和尼雅遗址。这种

情况非常可能。

    9月3日我们重新回到乌鲁克库勒湖泊附近易 (昆仑山南部

于行走的地区，那里有一个备用品运输和供给站。 的高原

然后我们继续前进 ，途中常遇到一系列暴风雪的阻

挡。沿着普鲁至拉纳克拉的路线一直到海拔约

17200英尺宽阔的盆地，克里雅河就发源于这一线

巨大的冰川脚下 。这些 冰川是从 环绕玉龙 喀什河

最东部源头的，同一座覆盖冰川的山脉的东坡倾斜

下来。离开海拔 1800()英尺的克里雅河分水 岭以

后，我们转而向西前进考察名叫“阿克一萨依一秦(Ak-

sai-chin)”的高大平原地区。但是印度测量局最新

的运输前线地图上，这一地区为空白点。我们没有

找到平原，相反发现了屹立在这里的山坡上积雪覆

盖的高大的山峰，高23 00()多英尺。山峰之间是宽

广、荒凉的峡谷，从由南面俯瞰玉龙喀什源头的巨

大的山脉倾斜下来 。在这些山谷 出口连绵不断地

分布着一块块独立的大盆地，海拔均位于 巧00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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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早的盐碱D

盆地

约翰遏路线)

上的文物

喀拉喀什河)

的东部源头

16 000A尺，其中的湖泊多已干涸。幸而已被完全

侵蚀的十字形的 山嘴上方有较容易通行 的鞍状 山

脊，加快了穿越这片沉闷地带的进程。这里极其荒

芜，经过第一个湖泊之后再也没有放牧的地方，在

我们全力地照顾下，马匹和驴子很快地越过这里。

    我们离开前往拉纳克拉的路线经过一星期漫

长的行程之后，到达了一个巨大的盐湖。40多年以

前即被印度测量局的一支三角测量队伍观察到，但

是现在大部分 已干涸 。它的大概位 置标 注于说 明

1865年 W.J.约翰逊先生从拉达克到和田的探险旅

行路线草图上，这次我准备考察这条古老的路线。

我们向西北方行进了三天多以后，穿越绝对贫清的

盆地，这里分布着充满盐碱的干锢的咸水湖，没有

任何形式的动物或植物生命。我们怀抱着巨大的

信念继续沿着古路行走 。在通向北面的一个谷 口，

发现了一半掩埋于粗糙 沙土和砾石 下的两个小石

堆。它们是两星期前穿越巴巴哈蒂姆(Baba-Hatim)

达坂 ，前往克里雅河源头以后我们第一次看见的人

类活动遗迹。

    这些遗存 的几乎完整的圆锥形小石堆 ，是发现

于山谷高处的枯死的Burtse树根堆。其他一些小文

物是过去开通此路的几年中(1864-1866年)经过

这条路线的人们遗留的。由于地势高、路线具有干

燥的气候特征，这些文物保存得非常好，似乎生动

地证明人类几乎没有出现在这个与世隔绝的高原

上。自历史开始以来 ，高原即横越 已存在的西藏最

西北部。

    尽管40多年以来人们并不这样认为，然而大多

数地方的路线仍能极好 地确认 。沿着路线 到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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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逊草图上标注的“契丹达坂”(Khitai-dawan) , 9月

18日夜晚，我们最终出现在喀拉喀什河东部支流

的峡谷。峡谷里有一个用天然石头粗劣地修造的

凉亭，上面标记着“哈吉兰干”(Haji-langar)。喀拉

喀什河高山谷 的一位年老的柯尔克孜人 首领萨蒂

普阿勒迪伯克(Satip-aldi Beg)告诉我，这个凉亭是

遵从哈吉哈比布乌拉赫(耳aji Habib-ullah)的命令建
造的。当时这位命运悲惨的和田反叛统治者

(1863-1866年)，自己开通了穿越喀让古塔格南部

高大的昆仑山脉前往拉达克的路线。两天后在喀拉

喀什河谷低处 ，我与来 自和 田的携带供给和运输物

的萨蒂普阿迪伯克带领的柯尔克孜人 队伍汇合。至

此，穿越昆仑山脉极艰难的探险似乎胜利地结束了。

    但还有一个考察任务始终强烈地吸引着我，因 d寻找约精进

为它提供 了准历史学方 面的价值 。它即是追随哈 的英达坂

吉哈比布乌拉赫路线 ，向上直到经过喀让古塔格上

方的昆仑山主脉的一个高大的冰川达坂。但是，

1901年和1906年我们从相反的一侧进行的调查，

也没有发现约翰逊记录的英 达坂 的确切位 置。为

此我和柯尔克孜人及他们的耗牛重新回到哈吉兰

干下方，那里明显地连续分布着一系列圆锥形石

堆。很早以前横越约翰逊的“契丹达坂”，我就发现

了这片石堆向北延 伸到山谷 一侧。从 这个山谷的

出口可以清楚地追溯大约 7英里 的路线，除此 以外

的道路被掉落下来的雪堆和岩石废墟全部掩埋而

消失 了。沿着狭窄且分岔的 山谷 向上走 了一段短

路，进人两个险峻的峡谷，一个在北面清晰可见的

冰川显现 ，另一个在东面的一个积雪覆盖的山谷一

侧出现。我们穿越时所到达的峡谷没有发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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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无论 如何 ，为 了最终 与我们 的调查 工作相 联，

              尽力到达分水岭则绝对必要。

攀登昆仑山D 我的个人日记里所解释的原因，促使我于9月

分水岭上的 12日在 R. B.拉尔·辛格和一些柯尔克孜人的伴随

雪山口 下，沿着北面的冰川，攀登昆仑山分水岭的雪山口。

              由于高高地位于冰原之上，冰川上分布众多的裂缝

              以及松软的积雪，攀登十分艰辛。因此经过长达 10

              小时精疲力尽的攀登后，我们才到达高约20000英

              尺的顶点。山顶 正位于一 个巍峨的雪峰 的山肩下

              方，三角测量高度为23071英尺。以前我曾认为，

              如此艰难的冰川攀登事实上在近期不 可能通向山

              口。但是这次意外降临了机会，我们的调查所得到

              的充分的报答是，从这个制高点可以眺望铺展于山

              谷两侧极其辉煌 的 自然景观。因为剩余 的停 留时

              间短暂，我无暇顾及辛劳的身体，就开始在极寒冷

              的天气下绘图和照相。尽管当时阳光普照，下午4

              时温度计显示的温度仅为华氏零下 16度。在冰川

              上由于担心天色逐渐黑暗，我们没有片刻停 留即刻

              下山到达营地 ，我发现我 的双脚已严重地冻伤。这

              一天经过艰辛获取的成功以后给我带来长期的痛

              苦，但令人满意的是它也伴随着完成了我们最后一

                次的考察任务。

第三节 翻越喀喇阔拉穆前往英国

意外事故的) 我的冻伤的双脚剧烈地疼痛，无疑是这次事故

严重后果 的严重后果 ，急需 医疗。我 的双脚 根本 无法行走 ，

              甚至不能坐在马鞍上 ，我躺在一个临时制作的担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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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被抬下喀拉喀什 山谷。经过 4天忧伤 的行程后

到达波塔什(Portash )，我欣慰地看见我的庞大 的装

载文物的运输 队穿越桑株 山 口安全 地抵达这 里。

在营地忙碌的两天工作中，我安排了下一步的运

输 ，给参加昆仑山考察 的柯尔克孜人与和 田“墨玉

人，( karakaSh)支付费用，解雇了年老的随从。保留

的运输队由R. B.拉尔·辛格管理，他具有的自我牺

牲的精神减轻并分担了我的重负。

    我发现我的右脚趾开始出现坏疽，担心它会进

一步恶化，因此急于尽快向列城(Leh )前进。9月

30日我们尽可能轻装从喀拉喀什山谷出发，我被

抬着沿着喀喇阔拉穆 的商路急速地行进。一 路上

动物的累累骨骼 ，正是这些萧瑟的高原上险恶的 自

然条件的悲惨证 明。10月 3日我 的忧伤的小运输

队，穿过海拔 18 687英尺的喀喇阔拉穆 山口。又一

天的行程后，慕格和(Murghe )隘口的岩石使放置我

的担架的马匹根本无法继续前进。幸而遇见一群

强壮的藏族苦力，如果没有拉达克的英国联合地方

长官D. G.奥里弗上校及时地提供这项帮助，我无

法依靠自身的力量穿越前面艰难的地面，以及可怕

的萨瑟(Sasser)冰川。

    经过9天艰辛的旅行之后非常令人宽慰的是，

我在努布拉(Nubra)河地处最高的拉达克村庄遇见

了S.施密特(Schmitt)神父，他负责管理列城的莫

拉维亚(Moravian)慈善医院。尽管他本人也承受着

一种严重的疾病痛苦，但是凭着最仁慈的自我牺牲

精神，仍迅速穿越高大的喀尔墩山口赶来医治我。

由于我的身体状况极糟糕 ，很大程度归于事故发生

之前 的努 力和艰 辛 的工作 ，因此我 容易被 感染 。

4在担架上穿

  越喀喇阔拉

  穆山口

4到达列城做

  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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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施密特神父不得不推迟给我的右脚做手术，直到

              10月 12日我们到达列城。在列城我 的所有脚趾被

              截去，S.施密特神父和他的医院同事们仁慈地为我

              提供所需的舒适。但是近三个星期之后，我自认为

              身体强壮，足以面对前往克什米尔连续14天的旅程

              中的辛劳。截肢 后 的伤 口非 常疼痛 ，恢复 也极 缓

              慢。因此根据我的一位老朋友 ，著名 的外科 医生和

              登山家 A.尼夫 (Neve )博士的建议，我在斯里那 噶

              (Srnnagar)停留了很长时间。但这次在助理驻扎官

              D. G.奥里弗上校和 A. D.马可费逊(Macpherson)上

              校的关心和照顾下，病情很快恢复。在我曾经热爱

                的克什米尔周 围地区获得的帮助下我的各种工作

              顺利地进行。

前往卡勒库) 最后我终于能拄着拐杖行走了。12月 1日我

塔，德拉孰， 启程回到印度，我的伤口仍旧增添了不少麻烦。因

拉合尔 此在拉合尔我 的旁遮 普老朋友爱 德华 ·马可 拉干

              (Edward Maclagan )爵士家中享受着治疗和休息，而

              且悠闲地工作，完成了官方以及其他方面所需要的

              账目结算。前往卡勒库塔(Calcutta)途中，有许多官

              方会见，还有一个来自我的一位老朋友的友善的邀

              请，他是总督阁下的私人秘书詹姆斯·敦洛普·史密

              斯(James Dunlop Simth)陆军上校。因此，我匆匆地

              访问了德拉敦(Dehra Dun)。得益于布纳德(Bur-

              rard)陆军上校(现在是悉尼爵士)，后来的印度三角

              测量局的主管的友善帮助，保证了我能够为出版我

              们的三角测量图作充分的安排。停留卡勒库塔的

              几天内，明陀勋爵再次证明了他所具有的曾经伴随

              我的旅行的令人受到激励 的个人兴趣 ，宽厚地考虑

              到我的印度助手。由于明陀勋爵的个人干预，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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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 的可怜的奈 克 ·拉姆 ·辛格 申请的特殊抚恤金

很快得到批准。拉伊 ·拉尔 ·辛格在异常艰苦 的条

件下表现出的热忱和能力，是我在其他任何印度人

身上未曾见的。他得到了官方的高度赞扬，被授予

拉依·巴哈度(Rai Bahadur)头衔，名列 1909年新年

荣誉名单，并获得部门提升。对于测绘员拉伊·拉

姆 ·辛格 ，皇家地理学会不久给他一笔可观的奖金 ，

认可了他在相继的几次考察中出色的服务。通过印

度外事务部尊敬的哈考特 ·布特 (Harcourt Bulter)爵

士的友善关注，我的优秀的中文秘书蒋师爷得到一

块有价值的金表作为印度政府感谢的特殊纪念品。

    S1908年圣诞节之后，我终于在波姆巴依(Born-

bay)乘上开往欧洲的轮船。因为在海上有充足的
休息，我的伤口完全愈合了。当轮船在马可·波罗

城短暂停泊时，我尝试着行走了一会儿，丝毫没有感

到疼痛。1909年1月20日我到达伦敦，令人高兴地

听到我的文物箱不久即安全地到达大英博物馆。

    我知道像我这样 的人从漫长的旅行 回来不仅

仅意味着休息，而在某些方面是比野外工作更艰

苦。更重要的劳动的序幕，幸而来自各方面的鼓励

使我能够充满美好愿望地 面临这 些工作 。印度的

总督阁下秘书在给印度的一封推荐信中，非常支持

我的计划，委派我在一段时期内作为具有特殊职责

的代表，以确保我能够有效地整理我的搜集品和首

次阐述我的探察成果。回来的两个月内，我向皇家

地理学会递交了一份初步报告 ，鉴于完成的地理学

方面工作被学会授予基金会的金质奖章。最后，我

满怀信心地看到，只要存在各项工作，在这些最杰

出的学者中忠实的朋友和合作者们，愿意帮助我完

成这些工作 ，直至它们全部结束。

4回到欧洲

4新的工作及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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