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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暨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  文  集

                     

前  言

                      

丝绸之路暨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8月13日至16日在宁夏固原市

召开，会议取得预期的理想效果。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是会务组收到来自全国各个高校、科研

院所和文物考古及博物馆界专家学者撰写的有关丝绸之路与固原的60篇论文。内容涵盖固原历

史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几位大家对秦汉“高平第一城”与丝绸之路交通、两汉时期安定

郡的战略地位的论证及对安定名人乌氏倮、诅楚文、朝那铭文鼎、乌氏陶文与“朝那左尉”印

章等的考证，为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固原在丝路贸易、守卫都城、民族交往、中西文化交流中的

重要地位提供了翔实的理论支持和事实依据。例如对乌氏倮的研究，证明在战国末年和秦始皇

时期，居住在今固原与平凉交界的乌氏人倮就与戎王进行丝绸交易。固原北方青铜文化遗存折

射出该地戎人与周边各族的交往关系，然而，考古至今未曾发现任何丝织物。史籍中“乌氏倮

畜牧，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之举，至少把固原丝绸之路贸易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

近百年。其他涉及固原区域文化研究、宁夏固原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固原文化发掘与固原社

会经济发展等领域的论文，为固原丝绸之路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和固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

佐证及宝贵建议。

经过近一年的收集、整理、编辑、校稿和意见征求工作，本次学术会议论文集《丝绸之路

暨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即将正式出版发行，此时此刻，我和我的团

队成员如释重负，由衷感到欣慰！一是实现了最初办会的承诺，二是对各位辛勤撰文的专家学

者有所交代，三是能为后人留下宝贵资料。

在此，再次感谢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为该论文集编辑出版建言献策！感谢相关专家的指导与

帮助！感谢编委会各成员！对于书中出现的纰漏和错误，诚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宁夏固原博物馆馆长 魏  瑾

2017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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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领导开幕致辞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媒体的朋友：

上午好！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固原市人民政府、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

固原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由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电局、固原市“丝

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办公室承办，由宁夏考古研究所、宁夏博物馆、西夏博物

馆、宁夏大学、宁夏师范学院协办的丝绸之路暨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

正式召开了。在此，我谨代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与会的领

导、专家、媒体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本次会议的召开付出辛勤劳动的会议组织者表示

衷心的感谢！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是国家一级学会，自1981年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秦汉历史研

究，致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近些年来，我们积极响应中央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的号召，与地方合作，参与地方文化的研究与建设。仅2016年上半年，我们就在陕西汉中、江

西南昌、河北柏乡举办了三次学术会议，就区域历史文化与地方社会发展等问题开展了讨论。

通过这些会议，推动了相关历史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为地方历史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

展提供学术支持。这次会议，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一次在自然风光秀丽、人文底蕴厚重的固

原举办的学术会议，也是第一次在宁夏有组织性的学术活动，很多学者也是第一次来到固原这

片神奇的土地。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共同推动固原历史文化特别是丝路文明的

研究，为固原市的文化发展做一点实实在在的贡献。

借此机会，我想就这个学术会议谈谈自己的几点感受，可以简单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

第一，“天时”。会议在时间选择上非常合适。首先，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固原视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固原这个地区的异乎寻常的重视。视察期间，习总书记就固原的

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明确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意见，为固原市下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然也为固原的历史资源发掘与文化建设提供了良机。其次，固原市目前正在全力以赴为“丝

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需要学界的论证，需要学者的声音，需要媒体的宣传。我们这次

学术会议的主题——丝绸之路暨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紧扣“申遗”主题，紧扣固原区域历

史文化。会议提交的论文数量多、质量高，有的宏观，有的微观，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固原历史

文化，论证固原的丝路文明。我相信，严谨的学术论证，厚实的学术支撑，一定是“申遗”最

基础、最需要重视的环节之一。我们的这次研讨会，一定能够为固原丝路“申遗”提供助力。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举办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时间选择上可以说是天赐之机，恰逢其时。

当然，我们在筹办会议之初并不知道习总书记要视察固原的计划，这里面也有巧合，但是机会

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正是固原市委市政府、固原博物馆等单位领导极具前瞻性的眼光，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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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并积极工作，才使得这种时间“巧合”成为可能，提升了这次会议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二，“地利”。我在2016年敦煌文化论坛上曾经谈到，区域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

动关系今天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改革开放近40年后，区位优势不再是唯一的优势，资源优

势的地位日益凸显出来，资源优势因时、因地不同，而历史文化资源是各种资源中的重要资源

之一，具有不可替代性与复制性。我们注意到，今天各地不再把历史文化资源当作包袱，而是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作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支撑，多方设法挖掘其中的历史文

化内涵，凝聚区域人文精神，提升地域文化品牌，全方位地服务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建设。文化

与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良性互动的趋势。固原具有丰富、优质、独具特色的从古代至当代的历

史文化资源。仅就秦汉时期而言，古老而沧桑的秦长城，丝路重镇高平城遗址，数以百计的汉

代墓葬，兼具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因素的汉墓随葬品，精美绝伦的众多文物……数量

之巨，品类之繁，都令人惊叹。这在同级行政区中并不多见。这些历史遗存为探讨秦汉大一统

国家的形成拓展、民族融合、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今

天这么多专家千里迢迢不辞辛苦赶来固原参加这个会议，足以反映固原历史资源具有超强的魅

力。学术研究之外，固原的历史文化资源也为固原的旅游经济开发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厚重的人

文支撑。固原要脱贫，要发展经济，有必要发挥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固原的资源优势是什么？

我看除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就是丰富的历史遗产，可以说，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就是固原先

人给固原留下的“金饭碗”。这就是固原的“地利”。总之，固原，是有故事的地方。

第三，“人和”。这次会议得到有关各方的普遍重视。会议主办方有四家，承办方有三

家，协办方有五家，此外，《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史研究动

态》等媒体刊物也参与其中。这充分反映了大家对这个会议的重视。我们秦汉史研究会对本次

会议也是非常重视。这个会议从2015年底开始筹备，时间不长，半年以来，我们的秘书处与固

原博物馆始终精诚合作，反复磋商，及时沟通，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工作。专家们对这

个会议也非常重视。秦汉史研究会的顾问周天游先生、王子今先生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来参加

会议。还有韩国成均馆大学的金庆浩教授、韩国淑明女子大学的任仲爀教授，从遥远的首尔来

到固原，多次转机，舟车劳顿。正是各个单位、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的重视，保证

了今天研讨会得以顺利召开。

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有利因素，就是我们这个会议的主色调。我衷心希望参与这次会

议的专家学者在这次会议上，利用自己的学术专长，多为固原的发展出谋划策，特别是在如何研

究固原区域文化上下工夫，在如何总结提炼固原历史文化特色上下工夫，在固原所急需的文化命

题上下工夫，让自己的专业知识转化为为固原人民服务、促进固原发展的动力。我也衷心希望固

原领导利用党和国家，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契机，在改革开放近40年之

后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常态之机，打好自身文化资源优势这张牌，在传承保护好固原传统历史文

化的同时，又积极开发利用这一优势，使之成为固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新的增长点。

最后，我祝愿丝绸之路暨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祝各位代表身

体健康，心情愉快！

谢谢！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卜宪群

                                             2016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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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领导致辞

各位专家、同志们，早上好！

丝绸之路暨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了，我谨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

文化厅、文物局表示热烈祝贺！向莅临会议的专家学者表示诚挚欢迎！

固原，约在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一支农牧兼

重、崇尚简朴、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以菜园遗存为典型代表。西周时称“大原”，为中原王

朝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边地要塞。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是义渠、乌氏等西戎部落的生活之地。

秦汉至北朝隋唐间，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贸易、文化、军事重镇，留下了萧关、朝那湫、

瓦亭驿、朝那古城、回中宫、朝那铭文鼎、摇钱树等大量文化遗存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文

物。这些遗产是固原厚重文化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值得深入探究。因此，今

天召开学术研讨会，影响深远，希望各位专家在探讨历史文化的同时，为固原的文物保护事

业、文化旅游发展奉献智慧，提供智力支持。

祝各位专家在固原诸事顺心，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 刘 浩

                                                         2016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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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领导致辞

 

女士们、先生们：

八月六盘古城，丝路古道开新运。相聚固原是我们的缘分，研讨秦汉时期丝绸之路固原区

域文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在一天短暂而务实的学术研讨中，各位专家学者凝心聚力，奉

献智慧，碰撞学术观点，洞悉传承发展，共同分享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这次会议，我们邀请

到了日本、韩国、台湾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军事科学院、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郑州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

甘肃、陕西、四川、河南等省区考古所的专家学者50余人；还有自治区和固原地方文史、文博

学者及文化工作者，参会代表达到80余人；还邀请到了14家国家和区市媒体到会，可以说群贤

毕至、群英荟萃。本次会议是固原市历史上第一次举办高水平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取得了丰

硕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打开了固原秦汉区域文化学术研究的大门。今天，我们地方政府与学术机构共同举办

这次会议，目的就是依托固原丝绸之路文化遗址的影响力，真诚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聚焦固

原，研究固原，感受固原，进而传承与创新发展固原秦汉时期丝路文化，凝炼提升具有固原精

神的文化发展品牌。这次会议，学者们围绕固原秦汉时期文化的研究开发和保护利用，梳理分

析了固原丝路文化的内涵、史学价值以及对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影响等，重启了固原丝绸之路

文化学术研究的大门。通过这次会议，将极大推进固原的历史文化研究，让固原的历史文化价

值充分彰显于学界与社会公众的面前。

二是明晰了固原千年文化遗产的资源禀赋。固原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厚。现有国家级文

保单位8处，仅固原博物馆馆藏文物就有1.8万余件，这是世代生活在固原这块土地上的先辈们

创造的文明奇迹，也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本次研讨会，对固原境内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资源禀

赋、历史价值进行了深入探析研究，对如何科学合理地保护利用这些散落在固原大地上的珍贵

文化遗存，专家学者们见仁见智，献计献策，初步理清了固原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勾勒出了

固原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愿景。

三是指明了固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努力的方向。在当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宏观大背景

下，固原蓄势待发。这次研讨会，专家学者们围绕固原的文化遗产，对固原的秦汉文化、丝路

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农耕文化等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的学术解读，对传承和发展固

原这些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与建议，为固原市依托地域特色文化资源——

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学术支撑，指明了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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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相聚虽然短暂，但友谊天长地久。在这次盛会即将落幕之际，我代表大

会组委会，真诚感谢国内外专家学者千里迢迢、不辞辛劳，专程莅临固原参加这次会议；感谢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这次会议提供的学术帮助与支持，特别要感

谢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对办好这次会议给予的关心与支持；感谢新闻媒体界的朋友们对这次

会议的关注和报道。

最后，祝愿各位专家学者及全体代表身体健康，事业兴旺，阖家幸福！祝愿固原的明天更

加美好！

                                       固原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  李鹏霄

                                      2016年8月14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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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第一城”与丝绸之路“陇道”交通

王子今

内容摘要   西汉安定郡郡治高平，据说因“险固”曾得名“第一城”。所谓“险固”，

应包涵自关中西北行，对宁夏固原地方高原地貌的感受。秦人早期崛起，在这一地方曾经有

活跃的历史表现。秦始皇、汉武帝的出巡行历安定，也留有重要的历史记忆。考察“陇道”

这一丝绸之路重要路段的历史作用和文化影响，不能忽略“高平第一城”的地位。

关键词  安定郡  高平  第一城  陇道  丝绸之路  交通

西汉安定郡郡治高平，曾有“第一城”名号。或说“以险固名”。① “险固”一语，应当包含

自关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西北行程中对宁夏固原地方高原地貌的感受。秦人早期崛起，

在这一地方有活跃的历史表现。秦始皇、汉武帝的出巡活动，在这里也留有重要的历史记忆。考

察丝绸之路重要路段“陇道”的历史作用和文化影响，对“高平第一城”的地位应予以重视。

一、“高平第一”

《 汉 书 》 卷 二 八 下 《 地 理 志 下 》 言 安 定 郡 形 势 ： “ 安 定 郡 ， 武 帝 元 鼎 三 年 置 。 户

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五，口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四。县二十一：高平，莽曰铺睦。复累，安俾，抚

夷，莽曰抚宁。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渊祠。泾阳，幵头山在西，《禹贡》泾

水所出，东南至阳陵入渭，过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临泾，莽曰监泾。卤，灈水出西。

乌氏，乌水出西，北入河。都卢山在西。莽曰乌亭。阴密，《诗》密人国。有嚣安亭。安定，参

，主骑都尉治。三水，属国都尉治。有盐官。莽曰广延亭。阴槃，安武，莽曰安桓。祖厉，莽

曰乡礼。爰得，眴卷，河水别出为河沟，东至富平北入河。彭阳，鹑阴，月氏道。莽曰月顺。”

《续汉书·郡国志五》记录了东汉安定郡的历史行政地理信息，可见如下文字：

安定郡，武帝置。雒阳西千七百里。八城，户六千九十四，口二万九千六十。临

泾。高平，有第一城。朝那。乌枝，有瓦亭，出薄落谷。三水。阴槃。彭阳。鹑觚。故

属北地。

①（清雍正）《甘肃通志》卷四《固原州》：“州本汉高平县安定郡治也。州东有高平第一城，以险固名。王应麟

曰：“原州当陇道之要。光武取陇右，先降高峻，而后可以蹙隗嚣。赫连勃勃据高平，乘间以窥陇东岭北，得以病

姚兴。宇文泰军于高平，因而规定关陇。诚要害之地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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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城”，刘昭注补：“高峻所据。”

刘秀军于“高平第一城”击灭“高峻”战事，《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有所记录。“高

平第一城”写作“高平第一”或“第一”：“初，隗嚣将安定高峻，拥兵万人，据高平第一，帝

使待诏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开。中郎将来歙承制拜峻通路将军，封关内侯，后属大司马吴

汉，共围嚣于冀。及汉军退，峻亡归故营，复助嚣拒陇阺。及嚣死，峻据高平，畏诛坚守。建威

大将军耿弇率太中大夫窦士、武威太守梁统等围之，一岁不拔。十年，帝入关，将自征之，恂时

从驾，谏曰：‘长安道里居中，应接近便，安定、陇西必怀震惧，此从容一处可以制四方也。今

士马疲倦，方履险阻，非万乘之固，前年颍川，可为至戒。’帝不从。进军及汧，峻犹不下，帝

议遣使降之，乃谓恂曰：‘卿前止吾此举，今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营击之。’恂

奉玺书至第一，峻遣军师皇甫文出谒，辞礼不屈。恂怒，将诛文。诸将谏曰：‘高峻精兵万人，

率多强弩，西遮陇道，连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无乃不可乎？’恂不应，遂斩之。遣其

副归告峻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开城门降。诸

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

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诸将皆曰：‘非

所及也。’遂传峻还洛阳。”

对于寇恂“杀其使而降其城”，后世有赞赏其“智决”者。① 《寇恂传》“高平第一”，李贤

注“高平，县，属安定郡。《续汉志》曰高平有第一城也。”寇恂“士马疲倦，方履险阻，非万

乘之固”的劝谏，言“高平第一城”之所谓“险阻”，可以与上文引录“险固”对照理解。

这段记述中，所谓“帝使待诏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开”，高平战事导致“河西道开”，

直接体现出“高平第一”对于关中往“河西”方向交通作用，即后世所谓丝绸之路开通的重要

性。而寇恂谏言“长安道里居中，应接近便，安定、陇西必怀震惧，此从容一处可以制四方

也”，所谓“道里居中”，李贤注：“从洛阳至高平，长安为中。”也指出了“长安”以及“安

定”地方在丝绸之路交通形势中的关系。

历史文献言及“高平第一”的例证，又有《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八年夏，车驾

西征隗嚣，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两，与大军会高平第一。”李

贤注：“高平，今原州县，《郡国志》云高平有第一城。”而“高平第一”又直接被称为“第

一”。《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八年，帝自西征嚣，至漆，诸将多以王师之重，不宜远

入险阻，计冘豫未决。会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议质之。援因说隗嚣将帅有土崩之

势，兵进有必破之状。又于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曲折，昭

然可晓。帝曰：‘虏在吾目中矣。’明旦，遂进军至第一，嚣众大溃。”马援对当地“第一”一

带“山谷”“形势”比较熟悉，促成了刘秀战略决策的确定。所谓“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当然

是指交通条件。

《太平御览》卷一六四引班固《安丰戴侯颂》曰：“高平第一，帝临我师。”也体现“高平

第一”争夺的意义。

①（宋）李弥逊《筠谿集》卷九《议古》“寇恂斩高峻使皇甫文”条：“议曰：皇甫文，峻之腹心也。怀不廷之谋，

抗方张之敌。乘其不虞而诛之，兵法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 之必矣。夫利害之机，常隐于众人不见之地。一投其

会，盘根错节，迎刃自解，不能犹治丝而棼之后，虽尽力难为工矣。恂之智决矣，岂诸将所能及哉？”文渊阁《四

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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