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一 北庭故城布局及鸟瞰 （ 由北向南 ） 远处为吉木萨尔县县城及东天 山

北 庭故 城遗址 南枕 天 山 、 北 望

草原 ， 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城北偏东

１ ２ 千米处 ， 核心区域 占地 １ ． ５ 平方千

米 。 其外城南北长约 １ ． ５ 千米 ， 东西

宽约 １ 千米 ， 大体分 内 外两重城 。 内

外城墙均有护城河 、 马面 、 敌 台和角

楼 。 北庭故城先后为唐代庭州和北庭

都护府 （伊西北庭节度 ） 、 高 昌 回鹘夏

都 、 元代都元帅府和别失八里宣慰司

驻地 ， 是唐至元时期丝绸之路天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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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政治 、 军事和 文化中心 ， 也是 目 前

天山北麓保存最为完整 、 最大的
一

处

古代城市遗址 （ 图
一

、 图 二 ） ， 是古代

丝绸之路北道必经之地 ， 对古代西域

的繁荣稳定 以及古丝绸之路的畅通具

有重要意义。

公元 ６ ３０ 年 ， 东突厥汗国灭亡 ，

唐太 宗 获得 了
“

皇 帝 天 可 汗
”

的 地

位 ， 成为农牧世界的共主 。 唐王朝为

有效管理西域 ，
６ ３ ０ 年设立伊州 。 ６４０

年 收复今 天 的 吐鲁 番地 区 和 昌 吉州

后 ， 唐太宗李世 民力排众议 ， 亲 自 决

策 ， 设立西州 、 庭州 ， 伊 、 西 、 庭三

州均按 中 原地区唐制进行统治 。 庭州

的治所 中心就是今天的吉木萨尔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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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 ， 它是唐朝在天山北麓 、 北疆

草原设立的第
一

个行政权力机构 ， 下

辖金满 、 轮台 、 蒲类 （西海 ） 三县 。

龙朔 三年 （ ６６ ３
） 十 月 以 后 ， 金

山都护府创立 ， 金 山都护府是朝廷任

命的正式唐军建置 ， 与安西都护府有

了 密切 的 行政 关 系 ， 天 山 北麓 的 防

务 因 此大为加 强 。
７０２ 年 ， 随着 突骑

施 、
吐 蕃 、 东 突 厥 威 胁 的 加 剧 及 重

新 出 现 ， 武 则 天为 了进
一

步巩 固 西

北边疆 ， 改庭州 为北庭都护府 ， 置烛

龙军 ， 与安西都护府以天 山 为界分疆

而治 。
７０ ３ 年改烛龙军为瀚海军 ， 后

又增伊吾军和天山 军 ， 总兵力达 ２ 万

人 ， 马 ５ 千余 匹 。 北庭都护府统领瀚

海 、 天 山 、 伊 吾三 军 ， 有 镇 兵 万余

人 ， 其 中 瀚 海 军 １ ． ２ 万 人 就 屯在 北

庭 。 北庭都护设立后 ， 提携万里 ， 社

会安定 、 农业 、 牧业 、 商业 、 手工业

都得 到 空前 发展 ， 成为 西北地 区 中

心 。 唐政府在西北地区 的政治 、 经济

和军事设施 ， 充分证明 了安西和北庭

两都护府管辖的地区 ， 历史上是 中 国

的领土 。

先 天 元 年 （ ７ １ ２ ） ， 设置 伊 西 节

度使 。 开元二 、
三年 （ ７ １ ４

、
７ １ ５ ） 阿

史那献曾 任北庭大都护 。 开元二十九

年 （ ７４ １
） ， 伊西北庭节度使成为相对

图二 北庭高昌 回鹘王家寺院遗址及壁画 （ 局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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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定 的 称谓 ， 此节度使 兼任北庭都

护 （ 或大都护 ） 、 瀚海军使 ， 是 以北

庭为核心 的节度使 。 统管伊州 、 西州

和 天 山 以北 、 阿 尔 泰 山 以 南 、 咸 海

以西的广大地区 ， 最终发展成为天山

北麓的政治 、 军事和 文化 中 心 。 建 中

二年 （ ７ ８ １ ） 以后 ， 北庭升级为大都

护府 。 北庭和安西两个都护府作为唐

朝设在西域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 ，

保证唐朝在西域有效地行使政治 、 军

事权利 。 唐朝在西域任命各级官吏 ，

统率边防守军 ， 推行中央政令 ， 唐朝

的政治 、 经济制度在这
一

带都得以施

行 。 这对维护 国 家的统一 ， 巩固西北

边防 ， 发展 中 西交通 ， 促进西域和 中

原 以至 中 外的经济文化交流 ， 都有重

大的积极意义 。

天 宝 十 四 年 （ ７５ ５ ） ，

“

安 史 之

乱
”

爆发 ， 唐王朝无力西顾 ， 将大批

兵力调往 内地 ， 西域与 内地联系遂被

隔绝 。 北庭都护府孤悬塞外 ， 坚持了

３ ５ 年 之 久 。 贞 元六 年 （ ７ ９０ ） ， 北 庭

为吐蕃攻 占 ， 北庭节度奔西州 ， 不久

亦为吐蕃所破。 之后 ， 北庭被 回鹘人

占领 ， 为高 昌 回鹘王国 夏都 ， 北庭地

区在回鹘人经营下历时三百余年 ， 宋

代属辽和西辽 。 元代在北庭 （别失八

里 ） 先后设置北庭都护府 、 宣尉司和

都元帅府 。

北庭故城遗址迄今 已经获得 中 国

文化遗产 已有 的最重要 的三顶桂冠 ：

１ ９ ８ ８ 年 ， 北庭故城遗址成为全国重点

图三 北庭故城 内城北门及附近出 土莲花纹地砖



１ ０８ 专辑 文物天地

文物保护单位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２ 月 ， 北庭

故城遗址被列为 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 ，

是新疆首个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 ；
２０ １ ４

年 ６ 月 ，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

２０ １ ６ 年 开始 ， 在 国 家文物 局 和

新疆维吾尔 自 治区文物局 的关心和支

持下 ， 北庭故城遗址的考古进入了新

的 阶段 。 其特点是严格按照城市考古

的经验和理念规划和推进相关工作 ，

从城 门 、 街道和水道等城市框架性节

点人手 ， 通过普遍勘探和重点发掘相

结合 ， 探沟解剖和全面布方发掘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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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 ， 点面结合 ， 层层推进 。 ２０ １ ６ 年 、

２０ １ ８ 年 至 ２０２０ 年 ，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

考古研究所联合新疆 文物 考古研究

所 、 吉木萨尔县文化与旅游局 （吉木

萨尔县文物局 ） 、 北庭学研究院 ， 经过

四年近万平方米的 田 野考古工作 ， 北

庭故城考古取得了以下四方面的成果 。

第 一 ， 对 内 外各城 门 进行 了 发

掘 ， 各座城门 的形制布局和建设 、 使

用情况渐渐清晰 。

２０ １ ６ 年对北庭故城外城墙南 门遗

址进行考古发掘 ，
２０ １ ８

？

２０ １ ９ 年 发图六 上图 ：

６号佛寺遗址 ：
下图 ： 参与发掘的部分工作人 员

掘 了北庭故城 内城西 门 、 内城北 门 、

外城北门 、 外城南门 四座城门 。

通过考古发掘 ， 发现 内城西 门 门

洞路面高于现代地面 １ 米左右 ， 在 内

城西 门北侧 门洞清理 出 ９ 个排叉柱的

柱槽及基坑 。 门洞有后期夯土封堵痕

迹 。 这个遗址发现唐开元通宝 、 铁铠

甲残片 、 各类陶器残片和动物骨骼等 。

内城北 门 西侧保存较好 ， 可 以看

到 中 间 的排叉柱是垂直的 ， 两边则随

城墙略有收分 。 考古发掘发现 门 洞两

壁排叉柱的基坑 ， 使用方形柱础石 ，

西侧可见排叉柱柱槽 ７ 个 ， 路面 已经

被毁 。 通过发掘东侧城墙 ， 确认有上

马道 。 通过探沟 ， 清理 出 内城北 门外

侧 的护城壕 。 内城北 门 内 侧南部探方

里面发现莲花纹的瓦当 ， 属于北庭故

城 比较少见的瓦当 ， 有可能是唐代之

物 。 在 内城北 门南侧 ， 发现莲纹砖铺

成的地面 ， 整个莲纹砖呈正方形 ， 四

个角 为唐草纹 ， 中 间为花心 ， 莲瓣是

中 间 的主题纹样 ， 形成一个完整的莲

花 ， 外面
一

圈联珠纹 。 这种莲花纹的

瓦当和地砖在唐代非常盛行 ， 尤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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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北庭故城 ８号建筑遗址及柱础石

皇家以及达官贵人阶层 ， 是
一

种身份

地位的象征 。 上面的联珠纹是从古波

斯经 中亚 ， 由古丝绸之路传入 中 原地

区 的 。 北庭故城发现了莲花纹方砖 ，

说明北庭都护府作为北疆地区最高统

治机构 ， 级别较高 ， 也充分说明 了这

里的繁荣 （ 图 三 ） 。

在 内 城 西 门 城墙 外 侧 南部 ， 发

现
一

个用 不 同 时期夯土和土坯建造的

长方形封闭 区域 ， 可能是 回鹘时期增

建的一个建筑遗迹 ， 这为进一步了解

城 门 的时代和结构提供了新的材料 。

２０ １ ９
？

２０２０ 年继续清理 了这个遗址

和西 门前的城壕 。 建筑遗址出土了滑

石制作的石圭形器 ， 城壕 出 土了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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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唐 代 联珠莲瓣纹残瓦 当 ， 与 长安

发现的唐代瓦当相似 ， 说明西 门城楼

曾经使用 过典型的唐代瓦当 。 门址附

近的解剖沟发掘基本可 以确定护城河

的位置 、 宽度和深度 。 内城西 门 门洞

附近 的护城河距城墙近 ２０ 米 ，
上 口

宽 度 为 ９
？

１ ０ 米 ， 深度 ２ ． ９ 米 。 城

门 以外的城壕上 口 宽度迅速增加至近

２ ０
？

３ ０ 米左右 （ 图 四 ） 。

内城南墙 中段台地破坏严重 ， 仅

剩生土层 。 发掘证明 ， 这里可能是南

侧城 门遗址 ， 但很有可能是作为南墙

军事指挥和警戒 中心的一处大型敌 台

遗址 ， 内城并未设置南门 。

外城北 门 门洞两侧发现排叉柱使

用 木地袱作为木柱础 ， 门洞宽 ４ 米 。

北 门在历史上 曾被用 土坯和土封堵 。

近 现 代 利 用 城 门 城墙修建 的烧酒作

坊 、 民房和井都被清理出 来 。 通过探

沟 的 发掘可知 ， 在羊马城修建以前 ，

北 门 外有
一

条护城壕沟 。 在外城北 门

瓮城的夯土里面 ， 发现 了一枚开元通

宝 （ 图 五 ） ， 对外城的城墙修建年代上

限的确认 ， 提供了有力 的证据 ， 证明

其修建的最早时间不会超过唐代铸造

这枚开元通宝的时期 。

外城南 门 原来存在瓮城 ， 但毁坏

严重 ， 通 过探 沟 的 发掘 ， 发 现
一些

线索 ， 具 体 的 形 制 布局 还 需要 更 多

的工作 。

第二 ， 对城市的道路 、 水系进行

了初步的勘探解剖 。

为 了 了解 内城护城河水系 ，
２０ １ ９

年在 内城南部连接护城河的沟状遗址

里开了探沟 ， 探沟 向 东延长至遗址 。

探沟发现的沙砾等遗迹现象 ， 说 明这

条沟可能是 内城护城河的引水渠道 。

探沟 西 侧 中 还发现胳驼 的 骨架等遗

物 ， 东段遗址位置发现
一个较大的 圆

坑 ， 坑 中堆积 了土坯 、 陶 片 、 残地砖

等 ， 可能是后期形成 的堆积 。 根据普

探 ， 城市 中 的 用 水主要是利用 水井 。

除 了护城壕 ， 城 中 凹 陷 的沟壑均是道

路 ， 通过发掘可知 ， 有的沟壑部分在

后世 曾被挖开 ， 作为垃圾坑 。 部分 内

城护城壕可能在 １ ０ 世纪时 ， 也被填满

作为道路系统的一部分 。

第 三 ， 对外城南 门 内 侧 附近 的 ６

号佛殿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勘探 ， 基

本揭示 了佛殿的形制布局 、 建造使用

的技术和过程 、 周 围存在的遗迹等 。

２０ １ ９
？

２０２０ 年 持续发 掘 的 ６ 号

建筑基址为佛教寺院 中
一座佛殿的高

台 式基址 ， 东西残长 ２４ 米 ， 南北残

宽 ２ １ 米 ， 残 高 ６ ． ５ 米 ， 由 上 、 下 两

部分构成 ， 下部为高大的夯土台基 。

整个高台佛殿基址外围 发现部分 围廊

遗迹 ， 围廊可能有 围墙 ， 东部两端有

墩台遗址 。 夯土台基布设两层纵横交

错分布的袵木槽孔 ， 槽孔用 专 门 的土

坯两侧构筑 ，
袵木放置妥 当后 ， 槽孔

上再用 土坯盖住 ， 继续 向上夯筑。 从

一些残留迹象看 ， 夯土台基下部周 围

包砌
一

周土坯墙体 ， 可 以看 出 两次包

砌 ， 第
一

次包砌边缘有若干柱洞的痕

迹 ； 台基顶部先以土坯墙体垒砌横长

方形框架 ， 其 内填充土坯残块 ， 形成

上层基址 。 上层基址可能分为
一

大
一

小南北两个房间 ， 南侧房间地面涂抹

石灰层 。

６ 号建筑基址与之前发掘 的 ５ 号

佛塔遗址 ， 构成了北庭故城外城南 门

内
一

个规模较大的高 昌 回鹘时期的重

要佛寺遗址 。 在距离 ６ 号高 台 佛殿遗

址西侧 １ ００ 多 米的探沟 中 ， 发现 了景

教 （ 也里可温教 ） 的铜十字架 ， 十字

架两面刻 画有精细的人物 图案等 。 说

明 历史上景教 因 素在北庭故城 的存

在 。 高 台 式基址北侧 、 西侧探沟发现

半环绕佛殿遗址的人工池子 ， 可能掘

土建筑高 台佛殿后 ， 挖 出 的这个坑成

为半环绕佛殿的水池子 ， 这种做法在

城西 的高 昌 回鹘王家寺院有明显的体

现 。 探沟 中 发 现 ， 在佛寺西 侧 还发

现
一

段土坯墙 ， 可能是佛寺的院墙 。

探沟 出土文物有黄绿釉彩龙身建筑构

件 、 塑像残块 、 瓷片等 （ 图 六 ） 。

第 四 ， 对城 内重点建筑遗址的发

掘 。 ２０２０ 年的主要考古收获是清理 出

８ 号大型建筑居址 ， 在 内城北 门 南侧

９０ 米处 ， 根据叠压打破关系和瓦当等

材料 ，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 说明这是

一处 自唐代到宋 （辽及西辽 ） 、 元时期

不断重建的重要建筑所在 。 子城夯土

墙发现两次修补遗迹 。 出土文物有唐

宋时期钱 币 、 莲花联珠纹瓦当残片 、

地砖 、 筒瓦残片 、 陶器和动物骨角器

等 （ 图 七 ） 。

２０ １ ９
？

２０２０ 年还继续清理 了 内

城西 门 门 洞南侧 的院落遗址 。 院落遗

址出土了滑石制作的圭形器 。

北 庭故城最 终 的 格局 可 以总 结

为
“

两套 四 重八块
”

， 两套指 内 外两

城 ， 四重分别是核心的子城 、 内城 内

部包裹子城的
一

圈方形墙垣 、 内城和

外城 ， 故城有
一

些相对独立的分块 ，

有的是用 凹沟分割的地块 ， 比如 内城

北 门 外的长方形地块 ； 有的是后来用

城垣围 出 的 区域 ， 比如羊马城 ， 大致

分为 ８ 块 。 考古证明 ， 北庭故城基本

是唐代 中央王朝通过庭州 、 北庭都护

府为 代表的机构统治西域 １ ５ ０ 多年 间

不断建设完成的 ， 大小两套城墙的变

化应当反映 了故城从庭州到北庭都护

府 、 伊西北庭节度的发展演变历史 。

高 昌 回鹘和蒙元时期基本沿用唐代北

庭大的形制布局 ， 仅做局部的修补和

更改 。

通 过 考古工 作 ， 北庭故城唐 代

至蒙元时期的面貌慢慢显露 出来 ， 可

以看到新疆北疆最重要的军政 、 军府

的格局及发展历程 ， 还有一些具体的

细节也被揭示 出来 ， 在学术上具有非

常重要的价值 。 北庭考古后续研究还

需要 同政治 、 经济 、 法律 、 文化 、 社

会 、 生态 、 科技 、 医学等多领域深度

互动 ， 相互配合 ， 相互启 发 ， 力争全

方位复原和活化北庭的历史场景 。

北庭故城遗址是历史 的现场和见

证
， 北庭考古以实物证明唐至宋元时

期 ， 特别是唐代时期 中 原王朝在新疆

有效的管辖和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 ，

宋元时期仍然在高 昌 回鹘 （包括辽和

西辽 ） 的管理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相关发现和研究对于铸牢 中 华 民族共

同 体意识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 ， 对于

促进新疆社会的 民族团结 、 繁荣稳定

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以

北庭故城为核心的城镇体系 ， 是丝绸

之路的重要枢纽 ， 维护着古代东西方

沟通交流的顺畅和繁荣 ， 充分体现了

和平合作 、 开放包容 、 互学互鉴 、 互

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 ， 因此也是我

们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重要的文

化遗产资源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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