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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２ １ Ｊ Ｏ １ ０ ３

２０ １ 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在 卡塔 尔 多

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３ ８ 届世

界遗产委员 会会议上 ， 高 昌 故城作为

中 国 、 哈 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

国联合 申遗的
“

丝绸之路 ： 长安 －

天

山 廊道的路 网
”

中 的
一

处遗址点成功

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 。

高 昌故城位于新疆维吾尔 自 治区

吐鲁番市以东 ３ ０ 余千米的二堡 乡 （ 图

丝 绸之路东 天 山 南麓 吐鲁番 盆地第

一大 中心城镇 。 故城总面积约 １ ９ ８ 公

顷 ， 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方形 ， 包括 内

外相套的
“

可汗堡
”

、 内城和外城三重

城 （ 图 二 ） ， 城墙主要以夯土夯筑 ， 发

ｒ ^

表一 外 国探险家 的活动概览 ［

２
１

时间 国别 人物 活动 备注

１ ８ ９ ７年 俄国
阿尔伯特

？

雷格尔

（植物学家 ． 医生 ）

考察高 昌 故城并将 其 描述 为
＂

筑有 很厚 围墙 的

—

大 片墟址
＂

的 座古罗 马般的城市 他继而

断言到
＂

这是古代新疆 的
一

个文化发达 民族 的 建筑

物
’

。 雷格 尔 的文笔很 般 ． 他对高 昌 故城考察后

的 纪实性描述并不准确也不生动 ． 但却 引起 了 西 方

学者和探险家 的 极 大兴趣 ． 也揭幵 了 新疆文化考察

的开端

１ ８ ７ ５年 ． 雷格尔在被俄国 占领的宁远县 （ 今新疆伊

宁 ） 做 医生 。 他得知天 山 腹地有秀美 ． 别样的风光和

植物 ， 于是沿伊犁河 ． 巩乃斯河谷溯源而上到达吐鲁

番盆地 。 后写 出 《吐鲁香旅行报告 》 。 在雷格尔之前

进入西域的人大 多 以地理与 自 然科学为考察重点

１ ８ ９８年 俄国 季米特里
？

克列 门兹

由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派到 天山南部进行 自 然科

学考察兼考古 ． 收 集文物 。 在吐鲁 番考察和挖掘 了

高 昌故城 ． 阿斯塔那古墓 ． 吐峪沟 ． 木头沟和其他

一些古代佛教遗址 收集 了 多件文物 ． 并对高 昌故

城进行测绘 ． 拍摄

后写出 《 １ ８ ９ ８年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吐鲁番考古队

报告 》 和 《吐鲁番及其古迹 》
一文 。 所获文物 ． 至今

存放在圣彼得堡艾米塔什博物馆 ． 文书 收藏在俄国科

学院彼得堡分院的东方研究所

１ ９ ００至 １ ９ ３３年 英国
斯坦因

（ 英籍匈牙利人 ＞

先后四次到新疆地区探险考察 ．

１ ９ １ ３至 １ ９ １ ４年第

三次考察期 间 ． 对高 昌故城进行了 地形测量 ， 挖掘

活动主要集中 在 ＬＶ和 Ｉ
Ｖ等遗迹 ． 在柏孜克里克石窟

切割 的壁画装满 了 
１ 〇〇多箱 ： 在阿斯塔那发掘 ３ ４座墓

葬 获得大批文物

其正式报告为 １ ９ ２８年出版的 《亚洲腹地考古记 》 ．

全 四卷 。 斯坦因从新疆带 回 的 部分文物 和织物收藏

在伦敦大英博物馆 ． 有 关吐鲁番的 大部分物 品收 藏于

新德里博物馆

１ ９ ０ ２至 １ ９ １ ４年 德国

阿尔伯特 ？ 格伦威德尔

（ 画家 、 佛教美术家 ．

考古学家 ） ．

勒柯克

先 后 四 次组织 考察 队来新疆 从事活动 ．

三次涉

及 吐鲁番地 区 ：

１ ９ ０ ２年 ． 格伦威德 尔带领
‘ ‘

皇 家普

鲁 士吐鲁 番考察队
＂

对吐 鲁番进行 了 第
一次考察 ．

劫走 ４ ６箱文物 ： 第 二次是 由 勒柯克领导 在柏孜克

里克 ． 吐峪沟 ． 胜金 口 等千佛洞和 高 昌故城 内 的王

宫 ． 寺庙遗址 ． 大 肆盗掘 和切 割壁 画 ；

１ ９０ ５年从吐

鲁番运走 了 各种文字古写本 、 经卷 、 各种钱币 ． 雕

像 石刻 ． 壁画和其他文物共计２〇〇箱 ：

１ ９ ０ ６
—

１ ９０ ７

年 格伦威德 尔 和 勒柯克联合进行考察 共运走新

疆文物 １ ２ ８箱

运走文物包括著名 的 《凉王大且渠 安 周 造寺功 德

碑 》 和 《 高 昌 主 客长史造寺 碑 》 。 搜 集 品 当 中 文献

分藏于 柏林科学院吐 鲁番 学研究 中 心和 国 家 图 书 馆

东方部 艺术 品 和一些带插 图 的 写 本 藏在柏林 印 度

艺术博物馆 。 格伦威德 尔 第 次考察 回 国 后发表 了

《 １ ９ ０ ２
￣

 １  ９ ０ ３年在高 昌 古城及其邻近地 区进行考古发

掘 的报 告 》 （
１ ９ ０ ６年在慕尼黑 出 版 ）

； 第三次考察

回 国 后 又 出 版 《 中 国 突 厥斯坦 的 古代佛 教寺庙 》

（

１ ９ １ ２
）

１ ９０６至 １ ９０９年 法国 伯希和 考察高 昌故城 ． 获得部分文物
所获文物 大都收藏在吉美博物馆 ． 文书资料收存在

巴黎图 书馆的东方手卷部

１ ９０８至 １ ９ １ ２年 曰 本

野村荣三郎 ，

桔瑞超 ．

吉川小
一

郎

大 谷光瑞考察 队先后三次到新疆 ．

１ ９ 〇 ８
￣

 １ ９ ０ ９

年第二次来 时 ． 由 野村荣三 郎 和桔瑞超带领 ， 在吐

鲁 番地区作了 搜寻 ：

１ ９ １ ０
￣

１ ９ １ ２年 桔瑞超和 吉 川

小
一

郎分头在敦煌 ． 吐鲁番七 克 台 ． 胜金 口 、 吐峪

沟 ． 交河故城 、 阿斯塔那古墓群作 了 挖掘 ． 获得大

量高昌王国至唐代的文书 ． 后被称为
＂

大谷文书
’ ’

后出版 《西域考古图谱 》 《大谷文书集成 》 《新西

域记 》 等书 。 所获文物除流失 的之外 ． 其余现藏 曰 本

东京博物馆和龙谷大学 ． 韩 国汉城 国立 中央博物馆 ．

中 国旅顺博物馆

１ ９０ ９年 俄国 鄂登堡

１ ９ 〇 ９
￣

１ ９ １ ０年 ． 俄 国圣彼得堡科学院派鄂登堡对

天 山 南北地 区进行考察 ． 他组织第 次俄国东 突厥

斯坦考察 队 ． 考察发掘吐鲁番等地 对高 昌故城进

行过考察

所获高 昌文物 现藏圣彼得堡艾米塔什博物馆



１ ０４考 古 百年

ＣＵ ＬＴＵ ＲＡ Ｌ

Ｒ Ｅ Ｌ ＩＣ Ｓ

ＷＯ Ｒ ＬＤ 文物天地

现有城 门遗址 ， 外城墙体有马面等军

事附属设施 。

笔 者 在吐 鲁 番工 作 期 间 ， 每到

黄昏时分面对着这一片恢弘的残垣断

壁 ， 风拂过似乎可 以听到她在娓娓讲

述 着经 历 的 时移世 易 。 作 为
“

已逝

去
”

的世界文化遗产地 ， 高 昌故城的

艺术感染力是活生生的 。 明 代 陈诚 出

使西域时 曾 至此凭 吊 ， 在 《西域番国

志 》 中 他写道 ：

“

城近北 山 ， 地势卑

下 ， 山色青红若火 ， 天气多热 ， 故名

火 州 。 城 方 十 余 里 ， 风物 萧条 。 昔

日 人烟 虽 多 ， 僧堂佛 寺过半 ， 今 皆

零落 。

”

清 代 纪 昀 、 王树楠 、 曾炳潢

等也都到此考察过 ［
１

］

。 随着发现 、 研

究的深入 ， 高 昌故城逐渐展示 出 更多

的面容 。

一 外国探险家的活动

１ 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 先后有俄

国 、 英 国 、 德 国 、 法 国 、 日 本等 国 的

探险家 ， 以科学考察为名 ， 多次到高

昌故城进行盗掘 （ 表一 ） 。 这些外国探

险家 ， 多 以寻宝为 目 的 ， 他们只重视
“

宝 贝
”

本身 ， 并不重视
“

宝 贝
”

的

出 土环境 ， 将发现的大量珍贵文物盗

走 ， 隔断了文物与母体的联系 。

城的考察与研究

国 内学者最早调查高 昌 故城的是

黄文弼先生 ， 时代为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末 ， 此次调 查是实地踏查 和 向 当 地

居 民 了 解遗址情 况 ［
３

］

。 居 民 口 述 可

汗堡 中 发现过五铢钱是很有价值的时

代信息 。

１ ９６ １

？

１ ９６ ５ 年 ， 阎 文儒先生 到

吐 鲁番考 察石 窟 ， 同 时也 考察 了 髙

昌 故城 ， 后来写下 《吐鲁番的高 昌故

城 》
一

文 ， 影响深远 。 阎文儒先生认

表二 国 内 的调查与发掘 ［
７

］

时间 相关工作与活动

１ ９ ２ ９年至 １ ９ ３ ０年 中 、 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黄文弼两次到高 昌故城调查

１ ９ ６ １

年 阎文儒考察高 昌故城

１ ９８８年 吐鲁香地区文管所普查登记

１ ９ ９ ２年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利 用航空遥感成像与地面测绘结合的方法 ． 对高 昌故城进行测绘和遥感地学解译

２０００年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和新疆第二测绘院联合对高 昌故城进行了 测绘 并绘制高 昌故城 １ ： ２０００地形图

２００２年
中 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 、 中 国文物研究所共同完成 《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

２００ ２
￣

２ ０ ２ ０
） 》 对高昌

故城的遗存 ． 时代 ． 现状 ． 价值 、 管理等方面进行 了详细的调查和描述

２００ ６年 吐鲁番文物局完成高 昌故城 １ ： ５００平面图及城墙 内 ． 外面立面图 的测量 、 绘制工作

２００６年 为配合高 昌故城维护 工程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高昌故城西门及大佛寺遗址进行 了发掘 出土 了部分文物

２００ ７年 新彌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高 昌故城进行 了 第二次考古发掘 发掘地点有西南大佛寺东北排房和外城西 门南 ． 北两侧各 ２００米城墙

２００８年 新驅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高 昌故城进行 了 第三次考古发掘 发掘地点有东南小佛寺 ． 护城河遗迹等

２００８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高 昌故城进行了 第 四次发掘 发掘地点有大佛寺东南排房 ． 大佛寺北佛塔 ． 内城西墙等 ３处属于第三期维修项 目 的

遗存

２００ ９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实施 了 高 昌故城第五次发掘 ． 发掘地点有 内城南墙南 门段 ． ．

二
． 三号 民居 ． 外城西墙西 门南二段 、 重要遗

迹和可汗堡遗址 ２００平方米试掘等七处

２０ １ ２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高 昌故城北部建筑遗址区 内 的 四号民居进行发掘清理 ： 此次发掘面积 １ Ｓ０平方米 共发现有半地穴式房址四 间 ． 地

面居址二间 ． 周 围 另有半地穴式房址三至四 间

２０ １ ３年
为配合高 昌故城 申遗 拟于高 昌南 门 处铺设木栈道 ＝ 在上级主管部 门 的批准下 ． 吐鲁番地 区文物局组织考古工作队 ． 由 吕恩 国研究员带

队对高 昌金福门进行工程前期的保护性发掘工作



２ ０ ２ １ ． １ ０ １ ０５

图三 高 昌 故城鸟 瞰图

为 ， 高 昌 城可 以分为外城 、 内城和最

北面的宫城三部分 。 文 中强调 了北部

的宫城 。 关于高 昌 故城的年代 问题 ，

阎先生推测是唐设西州 ， 或 以后 回鹘

高 昌 时代所改建的 。 高 昌故城的平面

布局 ， 宫城在北 ， 内城在南 ， 与唐代

长安的平面布局是相似的 ［
４

］

。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 代 ， 侯灿 先生通过

实地调查 ， 结合历 史记载及前人研究

成果 ， 认为高 昌 城是公元 ４ 世纪初前

凉在此建郡 ， 为郡治所在 。 至 １ ４ 世纪

中 叶元朝末年废弃 。 并进
一步论证了

高 昌 城的形制布局 ， 并认为高 昌 壁设

在胜金 口 附近 。 除此之外 ， 基本上因

袭了阎文儒旧说 ［
５

］

。

２０００ 年 ， 孟 凡 人 先 生 在 《 中 亚

学刊 》 上发表 《高 昌城形制初探 》

文 ， 利用 国 外探险家的 资料 ， 详细探

讨 了高 昌 城的形制 与布局 ｗ
。 认为高

昌 城 的 时 代 跨度 是 自 汉通 西域 至元

代 。 文 中 据 《 西 州 图 经 》 说
“

可 汗

堡
”

为宫城 ， 始建的时间大概不会晚

于北凉承平三年 （ ４４ ５ ） ， 下 限到 高 昌

回鹘时期 。 详细论述 了 内外城墙和 门

址的位置 。

此 阶段的考察和研究均是 以实地

调查与综合文献为基础 （ 表二 ） 。

三 高 昌故城考古发掘工作小结

自 ２００５ 年 至 ２０ １ ３ 年 ， 高 昌 故城

共开展 了７ 次考古发掘 Ｗ
（ 表二 ） 。

２００ ５ 年 ， 国 家 启 动 丝 绸 之 路 （ 新疆

段 ） 重点 文物保护工程 ， 新疆文物考

古研究所承担了对高 昌 故城维修前期

的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和 发掘工作 。 截

至 目 前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在高

昌 城 内进行了 ６ 次发掘 ，
吐鲁番学研

究院进行了最近
一

次的发掘 。

已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针对性主

要放在 了配合高 昌 故城的维修保护工

程 ， 更确切地说是为 了能更好地对游

客开放 ， 考古发掘工作只是配合的从

属地位 ， 旅游发展与考古研究未能完

全协调 。 相 比于一般的基建工程 ， 高

昌 故城明显不 同 ， 作为 留存至今的规

模宏大的遗址区 ，
又得益于本地的 自

然 因素和 人 文因素 ， 高 昌故城不止有

简单的旅游观光价值 ， 更有深远的研

究价值 ， 不局 限于考古学研究 ， 而是

具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 。

这
一

时期 的 考古工 作 重 点 是 对

宗教遗址的 发掘 。 因 吐鲁番 向世 界展

示的文化面貌尤为突 出 的就是宗教文

化 ， 所以对高 昌故城 中 的宗教场所进

行 了重点保护 以对游客开放 。 第
一

、

第二 、 第 四 次发掘都包括 了西南大佛

寺的 发掘工作 ， 第三次发掘 了 东南小

佛寺 。 高 昌 城的重要价值是在这里可

以看到 多种宗教的融合与交流 ， 相对

而言 ， 它 的军事防御功能 、 行政管理

功能则稍显逊色 。 这 也许是至今 尚 不

能确定它 的始建年代和 核心管理区域

的部分原因 。

关于高 昌 故城的始建年代 和 形制

沿革 ， 目 前 尚有许多 问题不甚 明 朗 。

第一次考古发掘未能找到清晰的地层

关系 ， 发掘之前也没有进行城址 内 相

对年代框架 的建立 ， 西南大佛寺虽是

重点 ， 但相关 资料与高 昌 故城的 始建

年代和形制探讨几乎没有关系 ， 西 门

的年代也未确定 。

第二次 考 古 发 掘 在 外城 西 墙 釆

集 了 ４ 个测年标本 ， 最早的碳 十 四 数

据是 ３ ９ ０
？

５ ５ ０ 年 ， 相 当 于高 昌 郡到

麴 氏高 昌 时期 。 说明高 昌郡时期就 已

经修筑 了 外城墙 。 内 城墙 和 宫 城暂

无 数据 。 其 实 还 应 在北 墙 、 南 墙 、

东墙取样 。 当 然 ， 在历 史时期使 用 碳

十 四 测年法会存在精度 问题 ， 比如 已

有的碳十 四数据时间跨度 １ ５ ０ 年 ， 在

这期 间 ， 高 昌 故城 已经几易 其主 。 精

度只 有这样 ， 但对于 除 了 文 献资料别

无其它年 代 数据的 高 昌 故城来说 ， 这

样的
“

精度
”

也是有意 义的 ， 可 以在

此 范 围 内 ， 在这把粗 刻 度 尺 的 基 础

上再寻找细 刻度 的尺子 。 如果参考城

北阿斯塔纳古墓的 年代可 以早到 西晋

（ ２６６
？

３ １ ６ ） ， 高 昌故城似乎存在早到

西晋时期的可能 。

第三次考古发掘发现 了护城河的

遗迹 ， 但没有确 定 其年代 ， 存在遗迹

是后期河道的可能 。

第 四 次考古发掘 了 内城西墙 ， 但

没有探讨此墙的建筑年代 ， 通过墙的

构造判断其并不像 外墙那样具有 明显

的 防御功能 ， 可能只是作为一种 区域

的 隔 断 。 据孟凡人先生的 《高 昌 城形

制初探 》
， 内 外城墙的夯层厚度相近 ，

而且 内城墙上的五座 门址与外城墙上

的五座 门址都是对应设置的 ， 所以很

可能是 同 期规划 的 。 那么 内城墙和外

城墙
一

样 ， 也很有可能始建于高 昌郡

时期 。 又据 内城墙存在的一个
“

打破

关 系
”
——

（Ｘ 寺 院嵌在 内 城西 城墙

中 ， 内城墙被 〇 ｃ 寺院所打破 。 据孟凡

人研究 ，
ｅｘ 寺院最早为唐代佛寺 ， 那

么 ， 根据这个打破关系推理 ， 内城墙

在唐代就 已失去 了城墙的功能 ， 已经

废弃 。 所 以 ， 唐 代的高 昌 城并非如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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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 高 昌故城老照片

在所见的
“

同心 圆 式
”

的三重城的形

制 ， 也许只有一个外城城圈 了 。

第五次考古发掘了
“

可汗堡
”

， 但

未解决可汗堡是否是宫城所在 、 可汗

堡 中 的高塔建筑的实 际功 用 等 问题 。

宫 城 的 位置有 可 能 是
“

北 子 城
”

或
“

可汗堡
”

， 如果宫城是
“

可汗堡
”

， 也

许晚到 回鹘高 昌 时期 。 如依此推理 ，

高 昌故城就从未形成三重城的形制 ，

到 回鹘高 昌 时期也只是宫城和外城两

重城的 形制 。 如 果宫城是北子城 ， 又

能够确定北子城的始建年代是唐代 ，

那么才有可能说唐西州 高 昌 城 因 循 了

唐长安城之形制 。 遗憾的是第五次考

古发掘没有针对
“

可汗堡
”

周 边宫城

城墙进行试掘 ， 对
“

可汗堡
”

本身的

形制及可能 的功能也没有探讨 ， 而第

六次发掘工作虽然选择 了北子城的位

置 ， 也未针对性地解决此 问题 ， 只是

发掘 了 四号 民居 。 关于宫城的寻找 ，

《管子 ？ 大匡 》 言
“

凡仕者近宫 ， 不仕

与耕者近 门 ，
工贾近市

”

， 似乎可以有

规划地寻找官署区 ， 通过官署区来找

宫城 。 或者根据同 时期如北魏洛 阳永

宁寺的位置 ， 寻找皇家寺院 ， 在皇家

寺院附近寻找和确定宫城的位置 。

第 七次考古发掘位于高 昌故城南

偏 门两处城墙的缺 口 处 。 自 治区考古

所曾于 ２０ １ ２ 年 ４ 月 对南偏门 区域开展

了两处发掘 ，

一

处位于高 昌故城南偏

门 外城墙西端缺 口 处 ，

一处位于南偏

门 瓮城 内城墙东段缺 口 处 。 本次试掘

点位于上述两处发掘点 中 间的南偏 门

通道处 。 城址考古工作 中 ， 对 门址的

发掘 固 然重要 ， 但应考虑到 门址的多

变性 。 此次发掘 的 门址年代可 以定在

唐代 ， 但对讨论高 昌故城的始建年代

和形制没有大的必要性 ， 要讨论的应

是符合规制 的正 门 ， 如唐长安城的朱

雀 门等 。

由 上述分析可知 ： 高 昌故城始建

于高 昌郡时期 （ ３２７
？

４６０ 年 ） ， 高 昌

故城的始建形制 是包括外城 、 内城的

二重城圈 ， 最初的宫城位置尚不明确 。

四 结语

高 昌故城是吐鲁番文化遗产的重

要部分 ， 本文通过梳理它的发现和考

古研究的历史 ， 发现高 昌 故城最基础

的 问题 它 的始建年代和形制 尚 不

明 确 ， 原 因 是多方面的 ， 城址考古工

作有现实的 困难和 阻力 ， 最主要的是

地上城址本身 的复杂性 ， 相对于地下

的遗址和墓葬 ， 会缺少地层学这根拐

杖 ， 又不能对地上遗址本身进行大面

积的破坏 。 未 来还需要更多 的基础研

究工作来推进更可靠的 比较研究和拓

展联系 ， 把这
一

问题研究清楚 ， 有助

于更好地连接吐鲁番 、 新疆乃至丝绸

之路上的文化遗产 ， 更好地呈现历 史

时期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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