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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西域文化专家、探险家，多年从事新

疆人文地理研究。



慕士塔格文丛逸

众所周知，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曾是古丝绸之

路的重要通道，如今已成为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桥头

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疆同各国的合作、交流日趋密

切，有关新疆旅游、自然风光、风土人情、西域文化及科

学研究、民族医药等体现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出版

物，以其鲜明的主旋律、浓郁的新疆特色、丰厚的文化内

涵，展示新疆独特的地域风情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

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并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疆本身就是一个出版资源的宝库，新疆的旅游资

源、文化资源、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风民俗，都为新疆出

版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选题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图

书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的情况下，新

疆本土资源图书也面临着更加优质和更大地满足个性

化的需求，需要更多高品位、高质量、多姿多彩的优秀图

书产品。在此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巧妙地挖掘新疆文

化的深度，将各种资源进行融合和浓缩，从而推出在深

厚的文化内涵下，理性思考与感性叙述交融的介绍新疆

的图书。

目前，在世界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各个国家发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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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趋向于同质化，仍然保留着多样性民族文化形态的新疆已经是世

界人民向往的人文胜地。为此，我们将策划出版的这套人文地理图书

定名为《慕士塔格文丛》。被誉称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雄踞于

帕米尔高原的东端，蕴藏着丰厚的人文内涵，是新疆最为神奇和壮阔

的一道景观。以“慕士塔格”为丛书名，就是希望立足于“揭秘新疆地

域，呈现多元文化，展示丰厚人文”的图书理念，将新疆丰厚多彩的人

文地理内容推介给更多的人。

《慕士塔格文丛》的作者目前在国内外都较有影响，先后出版过

大量以新疆题材为主的著作。本套丛书收入的作品，都是作者潜心数

年时间，深入新疆各地走访，参考了大量文史资料写成，力求对新疆

地域和人文进行较为全面、准确、通俗的介绍。我们真诚希望，通过

《慕士塔格文丛》的介绍，引领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这片土地和这片

土地上人们的生活。

编者

二○一一年六月



慕士塔格文丛逸

探险新疆一世纪

（代 序）

1894年春天袁沙枣花刚开放袁一个瑞典青年来到了喀什噶
尔遥从此袁他的一生与中国新疆再也不可分离遥他袁就是著名的探
险家斯文窑赫定遥那时袁喀什噶尔是中国的野西窗冶袁是外人进出新
疆的落脚点遥 赫定很快融入了当地社会袁 成为侨民中的新面
孔遥 赫定到来时袁喀什噶尔的外国人社交界正为一件事困扰袁那
就是怎样才能探悉探险家杜特雷伊的下落遥
杜特雷伊是法国人袁几年前与助手格伦纳特来到新疆遥不到

一年前袁杜特雷伊离开最后一个驻地要要要塔里木东端的且末袁进
入了昆仑山遥 从此袁消息全无遥 1894年开春袁一些关于杜特雷伊
的传闻不胫而走袁并且以最快速度反馈到喀什噶尔袁人们认定袁
他与他那支装备精良的探险队袁在昆仑山中遇难了遥那时正处在
19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过程袁关于如何救援这支法国探险队成
为热门话题遥
赫定决定不按照原计划返回俄领中亚的奥什市袁 他开始着

手组建自己的第一支驼队袁 要去寻找并救助失踪的法国探险
队遥 当一切准备就绪时袁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院没有了杜特雷伊
本人的杜特雷伊探险队意外浮出海面袁回到了喀什噶尔遥格伦纳
特证实袁杜特雷伊已经在野三江源冶区域遇难袁他们仅以身免遥 探
险队不再需要救援了袁斯文窑赫定并没有解散刚刚集结起来的驼
队袁并于 1895年 2月 17日袁他 30岁生日前两天袁离开喀什噶
尔袁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遥 斯文窑赫定以自己的探险考察袁为 20

001



世纪新疆探险史拉开了序幕遥
一开始袁赫定探险队全军覆没袁他本人幸免陈尸和田河西岸

的沙漠袁从此袁塔克拉玛干的别名野死亡之海冶就广为人知遥 赫定
马上就调整了自己的步幅袁从绝境步入辉煌袁在沙漠腹地发现了
古代遗址丹丹乌里克尧喀喇墩袁探访了原始村落大河沿渊通古孜
巴斯特冤袁首次从南向北贯穿了塔克拉玛干袁在罗布人帮助下到
达神秘的罗布荒原袁成为野末代楼兰王冶要要要昆其康伯克的座

上客遥
回到欧洲袁随着游记叶穿越亚洲曳出版袁赫定名扬世界遥 他在

新疆的经历袁包含有一切使年轻人热血沸腾的因素院走出绝境袁
置于死地而后生袁在人文背景下的地理发现袁做客当代的野野人冶
部落噎噎遥 从此袁新疆探险进入了野预热期冶袁叶穿越亚洲曳被翻译
成十数种文字出版袁同时袁在诺贝尔支持下袁赫定开始筹备新的
新疆探险之行遥 1899年袁赫定再次出现在喀什噶尔街头袁著名的
1899~1902年探险开始了院追踪新疆虎进出林莽袁在野无缰野马冶
塔里木河做惊险万状尧风情万种的处女航袁抵达荒漠甘泉阿提米
希布拉克袁 进而发现楼兰古城噎噎在追随者尧 竞争者的簇拥之
下袁新疆进入了探险发现的世纪遥
就 20世纪新疆探险史而言袁斯文窑赫定是创始者袁也是集

大成者遥我曾将他称作野新疆最后一个古典探险家尧第一个现代
探险家冶遥 在新疆袁他发现了十数处的古城遗址袁他对罗布荒原
的测量是有关数据的宝贵库存袁至今他仍然是唯一对野最后的
地图空白冶安南坝做过考察的探险家遥 1927年袁组建了影响深
远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譹訛遥 新疆探险家每次工作结束袁总要

譹訛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时原名“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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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两部书袁一部是科学考察报告袁一部是通俗的探险游记袁这
个通例也是赫定创立的遥 他的自传叶我的探险生涯曳的中文版袁
是同类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遥
必须承认袁 新疆 20世纪探险的 野揭幕仪式冶 并非锦上添

花遥 先是杜特雷伊之死袁进而是斯文窑赫定本人差点在和田河岸
边野折戟沉沙冶袁这已经成为探险史的经典遥 但是袁探险就是一项
需要参与者不断调整与环境关系的活动袁 就是对参与者心智与
行为能力的双重考量遥 20世纪前期有近百名外国探险家进出新
疆袁从此再也没有出现杜特雷伊式的灭顶之灾袁而赫定也从野走
麦城冶吸取了终生受用的教益遥 他的探险生涯体现出两个特点袁
一是随时依靠当地人曰二是凡涉及到饮用水袁绝无丝毫马虎遥 而
且袁探险总是与发现并存遥这就是交了野学费冶的野回报冶遥遗憾的
是袁并不是每个交了野学费冶的人袁都吸取了足够的教益遥

20世纪是中华文明再发现的世纪遥 而新疆的探险发现袁是
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1899年袁闲散京官王懿荣得了疟疾遥 太医开的药方里有一
味常规药叫野龙骨冶袁这本不稀奇遥 稀奇的是袁这王懿荣正好是当
时中国研究古文字大篆渊钟鼎文冤的权威遥熬药时袁王懿荣意外发
现野龙骨冶上竟有刻痕袁再一琢磨袁刻痕似曾相识遥 在甲骨文发现
之前袁大篆是最古老的中国文字遥 他凭大篆知识袁竟然识读出不
少刻痕遥他将药店有刻痕的野龙骨冶一律买下袁并追踪到野龙骨冶的
出产地要要要河南安阳遥 最终袁名药野龙骨冶竟以野字冶为贵袁论字数
算钱遥中国古文字的起点野甲骨文冶就这样被发现了遥绝不能低估
这个发现遥 王懿荣生病前袁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纪年袁只能追
溯到所谓野周召共和冶袁也就是公元前 841年遥 距今两千八百余
年遥有了甲骨文袁中华文明史前移了至少八九百年遥作为文明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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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袁中国无疑高踞世界文明史的源头遥
1900年袁河西寂寞的绿洲敦煌袁一个不想回老家的尧半路出

家的道士王圆箓袁成了寺院莫高窟的住持遥 他清理寺院积沙时袁
一堵墙壁裂开了一道缝隙袁 从此袁 著名的敦煌藏经洞得见天
日遥 在这个秘藏已久的洞窟秩序井然地存放了大约五万卷文献
以及其他的文物遥敦煌藏经洞的宝藏让称职的史官也相形见绌袁
它使早已消失在历史皱褶里的许多文明史细节重现于世遥

1900年 3月 28日袁沙尘暴来临前夕的罗布荒原袁斯文窑赫
定的驼队无意中闯入了一个无名遗址袁最初袁他认为那是前不久
刚被罗布人放弃的荒村袁 等第二天见了驼夫奥尔德克拿来的佛
教艺术风格的精美木雕时袁 才意识到那是中国正史中迷失了十
几个世纪的楼兰王国的证据遥 拿着木雕袁赫定说袁这是楼兰王国
发出的邀请袁叶史记曳叶汉书曳记载的辉煌往事袁将重新引起世人
关注遥

1901年 1月袁 因为追踪几块扔在路边的写了字的木板袁步
赫定后尘来新疆作考古探险的英籍匈牙利人奥利尔窑斯坦因袁沿
尼雅河古河床袁闯入死亡已久的村落袁那就是精绝遗址遥 二十年
前袁我来到精绝袁曾这样表述观感院如同下班的超市袁除了没有人
迹袁其他全部留在了原地遥 一栋被流沙封门的房子里袁居然有完
整的楼兰王国国家档案库遥

1901年 3月 5日袁斯文窑赫定的驼队在风沙中勉力前行袁突
然停在一个巨大沙包前遥等看清楚那不是沙包而是佛塔时袁新疆
探险史里程碑式的发现要要要楼兰古城袁就重现人间遥
一个个发现袁如同接力赛跑袁将历史引入 20世纪遥
通过这些发现袁成功恢复出为岁月错误删除的生动细节遥发

现楼兰古城后的三四十年间袁 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有探险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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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疆遥 曾是野没有新闻冶的荒凉塔里木袁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袁
野新疆热冶或说野丝绸之路热冶袁持续了一个世纪仍然方兴未艾遥
曾在新疆作探险考察的外国人袁最著名的是斯文窑赫定与奥

利尔窑斯坦因袁 分别代表了人文地理探险与考古探险这两大倾
向遥有一定成就的探险家袁则在三十人以上遥探险活动自成系列袁
各有特色遥 三四十年代之交袁 外国探险家退出了新疆探险的现
场袁但新疆的探险发现并没有终结遥实际上袁整个 20世纪中国学
者一直是新疆探险的主力军遥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的学者
徐炳昶尧袁复礼尧黄文弼尧李宪之等袁著名的科学家杨钟健尧黄汲
清尧刘慎谔袁以及彭加木等袁因此名垂史册遥 探险家出版的书籍袁
可以组建一座专业图书馆遥 新疆尧探险尧楼兰尧罗布泊袁都成了世
界主流社会的话语遥 这是新疆探险的基本内容遥
针对外国探险家袁一直有个有争议的话题袁那就是从新疆拿

走的文物袁充实了英国尧法国尧德国尧日本尧美国尧印度等国家的博
物馆的馆藏袁伤害了中国民众的民族情感遥 这是历史的一部分袁
无庸讳言袁也是新疆探险的内容之一遥我们正是通过认识新疆探
险史袁加深了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解遥
一个世纪以来新疆的探险发现为什么会以这样快的速度尧

这样大的覆盖面积袁引起举世关注袁而且经久不衰钥 这是一个老
话题袁又是一个随时更新的话题遥
有的人认为袁 探险家的个人成就袁 使得他们的发现名扬四

方遥我们说过袁20世纪前四五十年到新疆探险的人袁来自当时世
界上的主要国家袁有个别动机不明者袁但多数有较好的准备袁成
就突出袁引人注目袁势在必然遥 有人说袁新疆探险充满戏剧性袁简
直就是一部精彩纷呈的连续剧袁野收视率冶超高遥 也有人说袁是因
为新疆的奇异风情袁使外人无比好奇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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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看法都有成立的理由袁但我认为袁是因为野沙埋绿洲冶
野沙埋古代文明冶这极为罕见的现象袁才使新疆成为世人关注的
对象遥 发现楼兰袁实质是在当时被喻为野像月亮上一样荒凉冶渊斯
文窑赫定语冤的罗布荒原的沙包覆盖之下袁重新发现了高度发达
的古代文明遥 这些古城曾在历史进程中据有一席之地袁却为流
沙淹没袁文明绝嗣遥 面对这个现象袁没有人能置身事外遥

这一过程必将引起探险家们的思索院 今天我们丰饶的家
园尧高楼林立的城市尧车水马龙的街道袁会不会也被沙漠掩埋钥
一种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文明为什么未能延续钥 起着野世界文明
的调色板冶作用的新疆袁出现这个巨大的反差袁更令人深思院究
竟在什么地方尧错过了什么机遇袁才使历史亮出了野沙埋绿洲冶
野沙埋古代文明冶这样的警示红牌呢钥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袁所以袁新疆探
险发现袁 伴随着人们的探索与反思袁 必将是贯穿 20世纪与 21
世纪的通行话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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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士塔格文丛逸

因天山灵境

2008年，刚刚结束的“十一”长假，是我过的一个别具一格的假期。我不

但了结了二十年的一桩夙愿，也为天山灵境增添了一段佳话。

在几个月前的北京奥运会期间，我们来到新疆。我的任务简单明确：就新

承担的国情调研课题“新疆绿洲文明”，在伊吾、巴里坤、木垒、奇台考察。此次

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在奇台的半截沟乡延续两千年的麻沟梁绿洲，见识了

收获的丰稔。8月 28日，我在昌吉市参加了“新疆北庭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大

会。会议期间，谈到近年来昌吉市对打造“观音故里”的构想，使我想起一件

往事。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我在乌鲁木齐的头屯河区考察。一次旅途中遇到一

位尼姑，她来自南海，一路西行，到西域寻访观音遗迹。说真的，我算是见多识

广了，可与尼姑相识，还是平生第一次。她风尘仆仆、不怕艰苦、意志坚强，我

非常佩服。她告诉我，她刚刚从与乌鲁木齐毗邻的昌吉市庙儿沟来，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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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庙儿沟却没有找到寺庙的遗址，只是听说，那儿有个“观音洞”，但她也

没有见到。说到这儿，她的遗憾之情打动了我。我暗自许了一个愿：如果庙儿

沟真的有寺院遗址或佛洞，今后，我一定要找到它们。

8月底离开昌吉市之前，我对禇怀林、陈春雷、胡旺巴依等当地朋友说，

希望他们有机会到天山中的庙儿沟看看，那儿应该有古寺遗址，遗址附近应

该有与其相配的佛洞。如果有发现，请尽快告诉我，我一定会及时赶回。

“十一”长假期间，陈春雷从昌吉来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他们已经去

过庙儿沟了，果然找到了古庙遗址以及与古庙相依存的佛洞。

听到这个消息，我又找回当年在天山南北“荒漠独行”的情绪。多年来，

我手头总存放一笔现金，就为了只要需要，随时可以出发抵达探险考察的启

动位置。可近年来，这笔现金形同虚设，随着年龄增长，我几乎失去了探险的

冲动。

订好机票，我就在等候中打发时间。10月 11日，我终于来到昌吉。我只

有一个念头：尽快前往庙儿沟。

10月 12日清晨，满天阴云，我的心中相当紧张，但我又很坦然。早餐后，

同行的人纷纷说，我们要去的庙儿沟在天山峡谷之中，这个天气恐怕去不成

了，明天去也不迟。我对陈春雷说：我们动身，半路上准出太阳。十一点，我们

上路了，经八钢前往天山。

十二点半，太阳突破阴霾，阳光伴随我们来到了庙儿沟镇。庙儿沟镇是

昌吉市与乌鲁木齐的交界处。在镇上暂作停留，我们就前往山中的度假

村。那个庙宇的遗址，就是修建度假村时在一栋房舍的后窗之下发现的。遗

址的特征是在地表几十公分之下有成排的铺地方砖，是砖红色的，而且散落

有火烧过的木材。这个地点不久之前出土过一个双耳陶罐、一个铁矛，显然

是历史文物。

我们来到度假村，见到了那个为表土覆盖的遗址。露头的一块红色方砖

已经酥了，我判断可能方砖原来不是红色的，经过火烧才发红了。

新疆北部的佛教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兴盛于汉唐，

在不同地点延续到元明，最终经历了灭法的梦魇。随着清中期开拓西域，佛

教在天山以北的哈密、昌吉、伊犁等地复兴。庙儿沟寺院遗址，显然属于前期



慕士塔格文丛逸

的遗迹，在宋以后某个时期被毁，地面建筑早已不存在，只留下焚烧过的基

础与地砖了，还有一个令人遐想的地名。在新疆哈密，也有叫做“庙儿沟”的

地名，那里有西州回鹘时期仍然由释子住持的寺院与石窟，是距离敦煌最近

的西域石窟寺。而昌吉市这个“庙儿沟”，其共生的文化层的起点相当早，是

佛教在天山以北传播的支撑点。

我们从庙儿沟的寺院遗址向山上爬去，不久就见到了山洞。附近山形

奇特，在两个石“门槛”边，各有一株古树耸立，仿佛职守千年的门岗。山洞

洞口原来一定不小，但是年久被山上崩落的岩石与土层拥塞，如果不仔细

观察，就发现不了山洞。目前，洞口只剩下可以爬进一个人的缝隙。洞中也

是如此，山上冲下的泥土碎石，将内洞几乎填平。即便如此，洞里的空间仍

然能显示出当年的规模。洞中有洞，明显分为上下两层，而且岩壁经过人

工的修理，显然是僧人修行坐禅的地方。在山洞之中，我停留了好久，感受

着文明复现的“脉冲”。我想到了那个普通话说不好，让人听起来仿佛随时

在歌唱的尼姑。她没有达到预定目标，但她的信念、她的执著，二十年来一

直在伴我远行。她如同丝绸古道之上的求法释子的追随者，是佛教将她引

到遥远的新疆，丝绸之路有他们的存在，增加了精神境界的接力。由于不

懈的努力，贯通东西的指引着行旅的古道，负载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将

远在地角天涯的人群牵系在了一起。我将自己视同于在崖洞苦修的人，以

求得人生之谜的答案。

佛教历来有“灭法”“劫难”之虞。在庙儿沟，暂露头角的红色方砖，将那

一页的历史揭开。

目前，对庙儿沟佛教文明遗址的探索刚刚开始。

比如佛洞，除了我们进入的，几乎为山石埋没的洞窟，主峰之下还有一

个“上洞”———藏宝洞。那个山洞悬在半空中，没有足够的准备难以抵达。在

前往佛洞的路上，有一丛丛植被，它们不是天山原生的树种，而是次生林。这

些树木，显然是上一个佛教文明时期所遗留，看上去如同南方的植物皂

荚。寺院焚毁，僧人四散，但是落地生根的古树却成为见证。在佛洞遥望主

峰，如同一尊坐佛。

我有意识地在附近寻找岩刻，但是太匆忙了，一无所获。回到昌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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