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过 天 山的 沟通 
— — 从岩画看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新疆在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联系 

郭 物 

内容提要：2008年，在新疆乌鲁木齐东部博格达冰川边缘发现一处岩画遗址。岩画遗址的动物形象很 

有特点，身体部分为前后两个三角形相对构成。在我国境内是首次发现这种类型的岩画。这种风格的 

岩画在吉尔吉斯斯坦著名的岩画遗址群塞伊玛里塔什 (Saimaly—Tash)有大量的发现。塞伊玛里塔什 

和博格达冰川发现的独特、相似的岩画说明，在公元前 3千纪到公元前 2千纪早期，生活在费尔干纳 

附近山地的牧牛人，他们曾沿着天山一直向东迁徙，到达今乌鲁木齐一带。这些人有可能把中亚 (本 

文所用 “中亚”一词 ，为狭义的中亚 ，主要指中亚五国地区，特别是锡尔河、阿姆河上游地区的山 

地、盆地和绿洲)及其周围地区先进的文明因素传人新疆。这个岩画的发现为我们认识新疆之外西南 

方向过来的人群和文化提供了明确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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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的巫新华在新疆乌鲁木齐东部博格达冰川边缘发现 

一 处岩画遗址。博格达冰川岩画地点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博格达四工维谷冰川下方。 

从阜康沿一条河谷向博格达峰前进就可以到达岩画所在的地方，岩画所在地位于主峰正北坡，高 

点海拔3 569米，位于第四纪冰川侵蚀而成的羊背状山的南侧岩壁。岩画已经远离人类可以进行 

游牧活动的夏季草场。离此地最近的夏牧场毡房需要骑马一个小时。刻有岩画的山正对着宏伟的 

博格达雪峰，距离仅一个小时马程，是观察雪峰的最佳地点。绕过雪峰前的谷地，向西南有山谷 

可以通到博格达峰西侧的柴窝堡和达坂城一带。岩画遗址群有 80余处，共计 800余幅个体。岩 

画的主题有野山羊、牛、鹿、驾车、马、人物等，动物形象很有特点，身体部分为前后两个三角 

形相对构成，有的尾巴上翘，有的尾巴下垂，尾部末端呈一个三角形或者球状。鹿角分为两叉， 

向上生长，鹿角枝权分别在鹿角主干上向外生长。有的牛角向上翘曲，角尖相对，大致呈一个圆 

形。发现者认为该岩画时代可能早到公元前2千纪，可能与青铜时代活动于天山一带的牧人祭祀 

博格达峰有关。正如发现者指出，其最早的岩画是三角形构图的画面，非常有特点。在我国境内 

是首次发现这种类型的岩画 (图 1、图2)。① 

非常有意义的是 ，这种风格的岩画在吉尔吉斯斯坦著名的岩画遗址群塞伊玛里塔什有大量的 

发现，这个遗址早期主要的岩画风格就是以两个相对的三角形表现动物身体。这个岩画群位于海 

① 华夏地理杂志网站2008一l0—15：http：／／ngmchina．com．cn／web／?action—viewnews—itemid一27985 中国 

考古网2009—02—06：http：／／www．kaogu．net．cn／en／detail．asp?Productid=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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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 3 000～3 500米的半封闭山谷里，山谷南北长5～6公里，东西宽700～800米。山谷的南侧是 

两座山峰相连的山脊 ，这个山脊实际是费尔干纳分水岭的一部分，山脊南部是另外一条最终注入 

锡尔河的河流。塞伊 

玛里塔什山谷南高北 

低，北面由宽变窄， 

正对着一条东西向的 

山脉，这座山下面是 

一 条更大的河流，称 

为科克阿特河 (Kek 

— Art River)，从塞 

伊玛里塔什流出的索 

格特 河 (也叫塞伊 

玛里塔 什 河，Sogot 

or Saimaly —- Tash 

Rive)就 注入 这 条 

河。这条河通过纳伦 

河最终汇入锡尔河。 

’ 

【一 1'． 

图1 新疆天山博格达峰早期岩画 
(左下岩画鹿上面所骑的戴帽人物为晚期加刻) 

这个山谷一年只有在八月份时可以到达，这个月大部分的积雪融化。即使在夏天，风也很大，有 

时连续几天大雨。天气好的时候 ，景致非常好。这个地区总共有七个湖，谷地中间有一个大的冰 

碛湖，岩画主要在这个湖的周围。还有四个小一点的湖分布在大湖的南部和西南。另外两个在西 

部山脊的顶上。有一个正在山脊上。在这个主要的岩画群所在山谷的东南侧的另外一个山谷中， 

还有一个岩画地点。在这一片山区的东麓 ，和这些山谷相连的是一个大的山间谷地，海拔较低 ， 

应当是古代牧人重要的牧场。而在这片山脉的西部，则是著名的费尔干纳盆地。这个岩画群位于 

分水岭之上，正好是处于翻越分水岭沟通两个地区最近的交通道路上 (图2、图 4)， 

图2 岩画地理位置 (底图采自Google) 

1902年，为了修筑一条从纳伦 (Naryn)到安集延 (Andizhan)的邮路，N．G．Khludov发现 

了塞伊玛里塔什岩画群遗址。由于他的发现，1903年，以I．T．Poslavski将军为首的一个特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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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队成立。对这个遗址进行考察后，将军肯定了这个新的发现的历史价值。1950年，伯恩斯坦 

姆领导的考察队的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们用考古学的方法考察了塞伊玛里塔什岩画，他分出 

西部的 1号地点和东部的2号地点，并注意到当地的地形地貌。1963年，来 自列宁格勒的数学 

家 N．L PodolsH使用数学的方法分析了塞伊玛里塔什的岩画，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伯恩斯坦姆的分 

期。1968年，当地的一个老师Yu．Golendukhin花了三年的时间考察研究了塞伊玛里塔什的岩画， 

他认为岩画的功能是山里的神庙，时代从公元前 3千纪到公元前2千纪的前半期。其作用是观察 

星宿的运行，从而知道年和时间，确定春天的生产活动何时开始。最有价值的是，他把几何形的 

岩画的年代定在公元前3千纪。1968～1969年，G．A．Pomaskina领导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历史博 

物馆的队员考察了塞伊玛里塔什岩画，调查基本在原来已经工作过的区域，最终出版了岩画资 

料。1977、1978年，Yu．Golendukhin和Ya．Sher组织了一个对塞伊玛里塔什的考察，他们认为几 

何风格的岩画时代属于公元前第 3千纪。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了 

以Tashbayeva为领导的考古工作队，详细调查了塞伊玛里塔什岩画群。1991～2000年，在 1号 

地区发现 10 000块岩石上有岩画，在2号地区发现 1 500块。岩画尺寸不大，很多是小型岩画， 

不超过5厘米。刻凿的深度为0．2～0．4厘米，有的为 0．5～1厘米。岩画之间极少相互重叠。可 

以看出是牧牛经济的人群完成了这些岩画。动物形象有野山羊、盘羊、牛、鹿、马、骆驼、狗、 

狼。其中野山羊和盘羊最多。骆驼是双峰骆驼，但刻得比较粗糙。有狩猎场面、宗教舞蹈场面、 

驾车的场面。大部分的车为两个实心轮子，拉车的动物有牛、野山羊和马等，学者认为表现的是 

某种特殊的仪式。一般车后面有一个头发飘散的人，臀部后有一个尾。另外还有很多性爱场面， 

有的在交媾人物中间刻画蛇和野山羊，认为可能是丰产崇拜的仪式。太阳崇拜的岩画很多，比如 

有太阳头的人，象征太阳的欧洲野牛或者野山羊，或者是一个圆圈，中间有一点 (图 3)。 

图3 吉尔吉斯斯坦塞伊玛里塔什早期岩画 

塞伊玛里塔什岩画被分为 

四组，最早 的岩画为几何风 

格，动物和人的身体呈两个三 

角形或者四方形，此外还有很 

多拉车的主题，时代从公元前 

3千纪开始，属于铜石并用时 

代到青铜时代。第二组几何形 

的构图减弱，主要是人的形 

象、太阳的符号、崇拜仪式、 

单个的动物形象。这两组是塞 

伊玛里塔什最主要的岩画，时 

代差不多。第三组为公元前第 

一 千纪，没有几何形的构图， 

多为马、鹿等，动物表现为脚 

尖伫立或是奔跑的样子，狩猎的场面较多。第四组为公元后一千纪，特点是所谓的线形风格，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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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是野山羊，比较粗率，没有特点。① 

塞伊玛里塔什第一组以动物身体构图为两个相对三角形为特点的岩画在其他地区非常罕见， 

第二组的岩画在多个地区有发现。比如哈萨克斯坦东南地区楚丽山的塔姆尕里 (Tamgaly)岩画 

的有些主题和塞伊玛里塔什第二组岩画接近，特别是太阳为头的人的形象。②在准噶尔盆地西部 

阿拉套山科克苏河也有类似太阳头人物形象的岩画发现，时代可能晚至公元前第二千纪晚期。③ 

一 般来说，岩画和牧人的营地、墓葬总是分布在同一个地区，相距不会太远，从一些研究成 

果看，不会超过 1公里。牧人冬季营地周围的岩画较普遍，高山地带的岩画较少见。④ 塞伊玛里 

塔什和博格达峰冰川岩画的分布位置显然和这两个普遍的特征不相符。岩画具有施行动物巫术、 

万物有灵、风水占 卜、领地标识和提高创作者身份等功能。这些岩画出现在远离营地的雪峰地带 

可能有特殊的原因，比如这些人群和创作其他岩画的人想法不一样，或者是这些壮美高耸的高山 

地带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些岩画可能就是为崇拜雪峰或者祭天所刻，或者一部分仅仅是翻越山脉 

时的创作。 

公元前第 3千纪至公元前第2千纪早期 (Ca,2800—1700 BCE)，在中亚、西亚和南亚分布着 

rL个重要的青铜时代文化。地理位置上和塞伊玛里塔什岩画群最靠近的的文化是纳马兹加文化和 

克特利亚一马尔吉亚纳考古文化体 (英文简写为 BMAC，即 Margiana—Bactria Archaeological 

Complex，有时也称为阿姆河文明，本文简称巴克特利亚一马尔吉亚纳文化)，其西部是伊朗东北 

地区的希萨文化，伊朗东南是阿拉塔文化，伊朗南部是马尔哈什文化，伊朗西部则是埃兰文化， 

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则是印度河文明。 

如果研究中亚文明同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联系，纳马兹加文化 (主要是 4至5期)、巴克特 

利亚一马尔吉亚纳文化最值得关注。通过大量的考古工作已经知道，巴克特利亚一马尔吉亚纳文 

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农耕文明，时代约从公元前 2000至公元前 750年。分为四个时期：科 

莱利时期 (Kelleli)为公元前 2000～前 1500，古勒时期 (Gonur)为公元前 1500～前 1250年， 

托格洛克时期 (Togolok)为公元前 1250一前1000年，塔赫拜时期 (Takhirbai)为公元前1000～ 

前 750年。这个文化共同体可能来源于伊朗东部，甚至更西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以及安纳托利亚 

地区。它们包含着与内亚和伊朗高原西北边缘地带文明截然不同的文化因素，其中含有埃兰人因 

素。另一方面，它们和印度哈拉帕以及尚未注意的许多文化关系密切。比如晚期和北方草原的联 

系，在中亚泽拉夫尚河上游设拉子东一公里的扎查 ·哈利法 (Zardcha—Khalifa)发现一个墓葬， 

出土了青铜的棒状马衔，立体马造型首的青铜簪子，带刺的牌式骨马镳与辛塔什塔文化的非常接 

① Frumkin，Gr6goire．Archaeology in Soviet Central Asia．Leiden，Brill，1970．K．Tashbayeva，M．Khujanazarov，V． 

Ranov，Z．Samashev．Petrogliphs of Central Asia，translated by O．Titova．一Bishkek．2001． 

② Samashev，Z．S．Shamanskie Syuzhety Petroglifov Kazakhstana．In Voprosy Arkheologii Kazakhstana．Almaty：Gylym， 

l998． 

③ Frachetti，M．D．Pastoralist Landscape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Bronze Age Euras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 

nia Press，2008。PP．138一】39． 

④ Frachetti，M．D．Pastoralist La ndscapes and  Social lnter~tian in Bronze Age Euras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 

nia Press，2008，PP．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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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从陶器看，属于萨帕利文化类型。①可能是从北方迁徙到中亚的人，获得很多阿姆河文明的 

器物。这个例子和在古勒 (Gonur)遗址北发现的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点的有纺织物印纹的陶片 

及作为牺牲的马驹，以及喀尔纳布发现的阿巴舍沃文化的陶片，说明北方草原和中亚南部绿洲城 

市文明的接触。② 

巴克特利亚一马尔吉亚纳文化的经济除了农业外，辅以狩猎和渔业 ，除了大麦和小麦外，还 

种植李子树、杏子树和葡萄，饲养牛、猪、骆驼和毛驴。毛驴用来拉车。和安诺、纳马兹加早期 

文化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文明有复杂布局的城堡，有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晒干的土坯、权杖 

头、青铜管銎斧、铜印章等是其典型的文化特征。③ 这个文化复合体具有较强的文化辐射力，在 

伊朗、黎凡特地区、南亚地区均能发现其文化影响的痕迹。④ 青铜冶炼技术，晒干的土坯、权杖 

头、短剑、青铜管銎斧、麦类、葡萄和骆驼等这些文化因素在新疆，乃至甘肃、青海以及中国北 

方地区的史前文化中都有发现。美国学者胡博女士指出，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可能存在一些 

来自中亚地区的文化因素。⑤ 有的学者推测中国早期的爵、觚形铜器和伊朗发现的有些铜器可能 

存在关系。⑥很多中外学者推测中国发现的青铜管銎斧和剑可能来 自西亚。⑦在研究新疆的早期 

文化时，学者比较注意从欧亚草原西部和南西伯利亚地区传来的文化影响，而对于西南方向中 

亚、西亚的影响的深入研究较少。科勒主编的 《青铜时代的中亚文明》导言中的一段话说：“现 

今材料虽不足以下定论，但却表明早在公元前 3千纪土库曼斯坦南部 ‘中亚型’食物生产型文 

化就传播到了中国新疆边境地区，而且可能是为了在两个中亚文化区域之间交换丝绸、金属提供 

背景。”⑧阿姆河北部萨帕利土丘遗址附近公元前二千纪的墓葬中发现的丝绸可能佐证这种文化 

联系的存在。⑨作为传播中介地区的新疆，这个时期来自中亚地区比较可靠的例证较少，而且这 

些文化因素一般夹杂在西来、北来的欧亚草原文化之中。因此，来 自中亚的文化影响还没有完全 

① Bobomulloev，S．，Raskopki Grobnitsy Bronzovogo Veka rm Verkhnem Zeravshane．Stratum plus 2，Kishinev，307— 

313．Masson，V．S．，Cultures ofthe Steppe Bronze Age and Urban Civilizations in the South ofCentral Asia，In Jones 
— Bley，K．；Zdanovich，D．G．(eds．)，Complex Societies ofCentral Eurasiafrom the 3rd tO the 1st Millennium BC， 

2 vols，JIES Monograph Series Nos．45，46，Washington D．C．(2002)，548—551． 

② Anthony，David W．The Horse，the Wheel，and Language：How Bronze—Age Ride~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43I． 

③ Victor Sarianidi，Margiana and ProtOzoroustrism，Athens，Kapon Editions，1998． 

④ Hiebea．Fredrtk．and C．C．1_amberg—Karlovsky．1992．Central Asia and  the Indo—Irardan．Borderlands．I．ran 30 

(I)，15．Hiebea，F．T．Origins ofthe Bronze Age Oasis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Cambridge，MA，Peabody Mu— 

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1994，PP．163—164，177—178． 

⑤ Fitzgerald—Huber，Louisa G，Q 口and Erlitou：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Early China(20)： 

1995，52—67．Fitzgerald—Huber，Louisa G，The Qijia Culture：Paths East and West，Bulletin ofthe Museum ofthe 

Far Eastern Antiquities，Stockholm，Bul1．75，2003． 

⑥ 李学勤：《谈伊朗沙赫达德出土的红铜爵、觚形器》，《欧亚学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99年。 

⑦ 林 ：《林 学术文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卢连成：《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 

青铜文化的交流》，《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林梅村 ：《商周青铜 

剑渊源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 

⑧ Kohl，P．L，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Recent Soviet Discoveries，Armonk(NY)：M．E．Sharpe， 

Inc．，1981．(Intro．，chapter 8)，xxiii． 

⑨ Askarov，A．Pastoral and Nomadic at the Beginning ofthe First Millennium b．C．．In The Dawn ofCivilization： 

Earliest Times tO 700B．C．，A．H．Dansi(ed．)．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1999．P．459—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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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揭示出来，博格达峰岩画的发现为我们认识新疆之外西南方向过来的人群和文化提供了单纯而 

明确的线索。 

天山山脉西起 自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北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 

坦境内，东至新疆东端的哈密、伊吾。全长约 2 500公里，宽250～300公里。把世界上最为干 

旱的区域一分为二，形成一道连接亚洲东西不同地理和文化区域的大陆桥。以天山的最高峰海拔 

6 000多米的汗腾格里峰为首，其他诸如度斯梅干乌拉、博格达山、喀尔里克山等连绵的山脉顶 

部终年积雪，天山南北两侧山谷分布着众多冰山融化雪水冲积而成的河流，这些河流滋养着在天 

山山麓两侧，特别是南侧的戈壁、荒漠中形成的大小不等的绿洲，这些绿洲成为这条山脉及其周 

围地区适宜人类生存的土地。 

在这些东西向的山脉之间，时断时续的山间谷地和盆地是人类生存的理想家园。山脉的北坡 

海拔 1 300～2 700米之间为雪岭云杉分布带，横贯天山达 2 000多公里。这条绿色林带之上为夏 

季牧场，之下则依次为低山草场 (优质打草牧场)、荒漠草场 (广阔的冬季牧场)。欧亚大陆中 

心区这一条绿色植被带从畜牧经济形态诞生起 ，就一直是牧人重要的资源库和理想居所。正因为 

有这样一条全线无断绝的畜牧绿色地带的存在 ，天山自然而然地成为欧亚大陆东西方向人类活动 

最主要和最重要 的 通道。 

有学者推测 ，一些在天山西段山谷间生活的牧人，他们很有可能沿着山问谷地向东、东北方 

向迁徙。①从塞伊玛里塔什和博格达冰川发现独特的、相似的岩画分析，在公元前3千纪到公元 

前 2千纪早期，生活在费尔干纳盆地附近山地的牧牛人，他们曾沿着天山一直向东迁徙，到达今 

乌鲁木齐一带。这些人有可能把中亚及其周围地区先进的文明因素传人新疆。这些人当时应当生 

活在博格达山及其周围地区，从现有的发现推测，从吉木萨尔县至乌鲁木齐以及达坂城的博格达 

山山前地带都很有可能找到这些人生活和埋葬的遗存。在博格达山东端南麓乌鲁木齐高崖子牧场 

发现的一些岩画和博格达山岩画有非常相似之处，比如阴沟岩画中的盘羊和鹿，头小，身体僵 

直，鹿的身体还略微保持三角形的特点，鹿和盘羊的角基本和博格达羊背山以及塞伊玛里塔什的 

相近。②所有这些岩画的发现，对于今后探索新疆早期文化的来源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小河文 

化，虽然从草编篓的器形和装饰等因素看，和切木尔切克文化和天山北路文化等欧亚草原迁来的 

人群有一些联系，但其中很多文化因素却是非常独特的。如果考虑到中亚、西亚方面影响的因 

素，可能会为这些独特的文化因素找到可能存在的渊源。比如小河文化对牛的崇拜 、古墓沟墓地 

太阳形的墓葬结构等因素虽然在欧亚草原文化中有相似的例子，但在塞伊玛里塔什岩画中也都有 

类似的表现。小河墓地发现的祖形器、古墓沟墓地发现的突出圆形双乳的石雕人像、石质权杖头 

等都可以在纳马兹加文化和巴克特利亚一马尔吉亚纳考古文化体中发现更为相近的对比材料。 

在新疆的考古遗存中，博格达冰川岩画并不是说明来 自中亚文化影响的一个孤立的例证，正 

如博格达冰川岩画发现者指出的，这种三角形构图的形象也反映在新疆发现的其他一些考古材料 

中。比如哈密天山北路墓地 214号墓出土的一件双耳彩陶罐上有两个人物形象，其中一个身体部 

分的构图也是上下两个三角形相对，值得注意的是，衣尾后有和塞伊玛里塔什岩画中人物衣饰相 

① Frachetti，M．D．Lecture ofSocietyfor American Archaeology(SAA)Annual Meeting in 2009：Atlanta．Paper Title： 

眈 rly Bronze Age Pastoralism and the 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 

② 乌鲁木齐市文物管理所：《乌鲁木齐高崖子牧场文物调查简报》，《新疆文物》2002年第 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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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垂饰。这种三角形构图的形象也反映在稍晚的昌吉呼图壁大型岩画上，这里的人物就是用两 

个相对的三角形表示。在塞伊玛里塔什也发现相似的人物形象，甚至右手上举、左手下摆的舞蹈 

手势都是一样的。不同之处是，塞伊玛里塔什的这个人穿着衣服，衣尾有一个尾巴状的装饰，另 

外头上没有触角。这说明来自中亚地区的影响不但存在于乌鲁木齐附近，而且朝东传播到哈密地 

区，在时代上也延续到公元前 1 000年左右。 ． 

图4 塞伊玛里塔什岩画所在山谷周围地形 

总之，博格达峰发现的岩画意义重大，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博格达峰岩画是新疆迄今发现的众多岩画遗址中独一无二的岩画遗存。其独特的风格 

和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的塞伊玛里塔什岩画十分相似，而且两地刻凿岩画地点的海拔、方向、环境 

几乎一致。比如岩画海拔均为3 000～3 500米左右，接近本地区的最高雪峰，处于半封闭山谷之 

中，附近有冰碛湖，位于分水岭附近，处于翻越两个地区的交通道路上，雪峰一般在岩画的南部 

等等 (图 4)。稍微不同的是，博格达冰川岩画规模较小，动物三角形身体中，有的填刻了线 

纹。这种相似性很难用一种风格通过不同人群接力棒式的传播来解释，而可能是人群在短时间内 

的迁徙所致。由于这种风格的岩画时代定为公元前3千纪到公元前2千纪早期，因此，对于认识 

新疆、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来源以及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二，创作塞伊玛里塔什岩画群的人群早期应当是牧牛为主的山区牧人，并会用牛来拉车。 

这些人应当生活在费尔干纳盆地的东部山区，他们更早来自哪里?有人认为这些人和伊朗锡亚克 

遗址的早期文化有关系。三角形动物身体的构图特点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交界的苏萨遗址 

的早期遗存中也有发现。这样的话，说明这些人曾经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和世界的文明中 

心之一——美索不达米亚有关系。这为研究青铜时代早期东西方文明中心之间微弱而间接的互动 

关系提供一种可能。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此时的这些人和西部的纳马兹加文 

化、巴克特利亚一马尔吉亚纳文化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因此，纳马兹加文化、巴克特利亚一 

马尔吉亚纳文化先进的文化因素有可能被这些沿天山迁徙的牧人带入新疆的核心地区——今乌鲁 

木齐一带，成为新疆 ，乃至甘青地区的青铜文化中重要的来源之一。迁入新疆的这些人群可能规 

模不大，或是后来被北方、东方来的人群所同化，或者被消灭，因此，在新疆留下的踪迹不多， 

这也是学界知道有来自中亚地区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但一直无法在新疆明确这些文化因素来路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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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意义是对解决中亚公元前第二千纪晚期手制彩陶文化来源问题的 

启示。关于中亚地区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欧洲学术界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其绝对 

年代在公元前 1 500～前500年；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公元前 1 300～前 800年。值得关注的现象 

是：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兴起后，过去普遍存在的轮制陶器消失，出现了手制彩陶。而到公元 

前 800～前 300年期间，彩陶消失不见，流行手制素陶。对于前一个现象发生的原因，也就是说 

中亚手制彩陶文化的起源问题，欧洲学术界提出过约7种观点，在前六种观点中，几乎都没有考 

虑新疆。这也有情可原，因为当时新疆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还没有特别有力的结论。法国学者提出 

的一个建议，值得认真考虑。他们认为如果在新疆地区发现一处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前古代遗址， 

在这个遗址中，彩陶、石镰、小米、马等共存，就可以认为中亚地区所见的这类手制彩陶源 自新 

疆，以后传播到费尔于纳、巴克特里亚、土库曼。④ 既然中亚的文化能沿着天山向东传播，那么 

来 自甘青地区，在新疆发展起来的彩陶文化，比如天山北路文化、新塔拉文化等，也可以顺着这 

条路线向西传播，进入中亚。这为探讨中亚楚斯特文化、布尔古留文化、雅孜I文化等手制彩陶 

文化出现的部分原因提供了一个将来开展考古工作的线索。当然，西亚、中亚的文明可能还会通 

过其他的人群或者是其他的通道进人新疆，反之亦然，但博格达峰发现的岩画是可以深入探讨这 

些问题迄今最为明确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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