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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如林先生大著《中国河西走廊一一历史·文化·艺

术》付梓了，可喜可贺!

河西走廊，因位于黄河之西，且又央处在青藏高原北

缘的祁连山脉与内蒙古高原南缘隆起的走廊北山之间，形

成一条长约l(则公里、宽约 10 多公里至 1∞余公里的狭

长地带，形似走廊而得名 。

这条走廊地处黄河上游的东亚与中亚的接合部，是我

闺中东部地区通往西北半壁的过渡地带 。 由于其特殊的地

理位置以及和周围地理环境的特定关系，历史上曾是闻名

于世的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干线路段，是古老的华夏文明与

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等的汇流之区 。 河西

一地几度挥煌，历经沧桑，曾在我国历史上写下过灿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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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历史 … 
篇章，曾为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建树过不朽的丰碑，河

西历史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河西走廊是我国远古文明诞生、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地

区之一。我们勤劳、智慧、勇敦的祖先，在这块广袤的土地

上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留存了大量

的遗迹遗物。河西境内迄今虽未发现 1日石器时代遗址，但

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火烧沟文化的遗存

则十分丰富，并构成完整的发展序列 。其精美的彩陶，颇可

称道的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令人信服地表明河西

为当时我国西部的繁荣发达之区 。 与彩陶文化相伴随的，

还有分布于河西许多地方的史前岩画，其丰富的内涵，古

朴粗矿的画风，简洁明快的造型，被誉为史前社会的形象

资料和美术世界的活化石。还有学者认为，河西自古有色

金属矿藏丰富，为其原始文化较国内其他，地区先步入早期

青铜时代提供了条件，由此促进了先进氏族部落的形成。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贯通的主要路段和枢纽地带。丝

绸之路是古代沟通旧大陆三大洲间最重要的通道，数千年

来曾为整个人类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过巨大

贡献。 河西地区深得其惠，发展成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

不可替代的孔道和桥梁 。 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汇聚，西

传东渐，河西地区长时期地吸纳、汲取这条道路上菩萃的

各类文明滋养自己，促进了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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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历史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如佛教和佛教艺术自两汉之际经河西伶入我离内地，十

六国时众多的西域佛僧来到河西，译经授徒，蔚成风气，

凉州、敦煌等地成了我国佛经翻译的中心。萤声中外的

莫高窟、榆林窟、马蹄寺等佛教石窟鲜像明珠般地问烁

在丝路古道上，尤抢夺目，令世人惊叹。又如隋唐时期的

九部乐中，西凉乐、龟兹If;.、又笠乐、康阁乐、疏勒乐、安

国乐都是经由河西传入中尿，并在长安宫廷盛行不衰。

至于民间的胡旋舞、胡腾舞、丰富枝舞，西域百戏、杂技以

及胡 JJl、胡食等，也都是首先在河西流行并经河西传播、

风靡于内地。 汉唐丝绸之路的繁荣，使河西成为中国历

史上率先向西方开放的地区，史称武威"为河西都会，襟

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敦煌为"华戎

所交一都会也"西域各道"总凑就煌，是其咽喉之地"

张掖"西域诸国，悉至"交市。

河西地区在历史上向为关中、中尿的门户和中央王朝

势力强盛之时向西发展的重要根据地。或被人-'之田中原

王朝向西伸出的右臂 。 汉、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

把河西作为经略西北地区的战略支撑点。"昔人言，欲保秦

陇，必圃河西;欲周河西，必斥西域"。因之历代中央王朝

大都十分重视，对河西的经营开拓:修长城，列亭障，筑关

塞，派兵戍守，徙民实边，广置也田，大兴农牧业生产，发展

对外贸易和对其他民族的茶马互市贸易，以量生出现， 1 "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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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一历史…
下称富庶者无知陇右"的盛况。

河西地区在历史上是祖国许多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

舞台，曾为中华民族各个民族间的交往、团结和发展作出

过历史性贡献。河西走廊位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

古高原三大高尿的结合地带，历史上一直是生活在这些地

域以至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各民族往来、迁徙、交流、融合非

常频繁的地区。农耕民族和诸多浒牧民族在本区的进退及

其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活动，不仅对于河西历史的发

展，而且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都产生过不容忽视的重要影

响。在河西走廊这个民族活动的历史大舞台上.汉族民及

东方来的党项族、满族，北方蒙古高原来的匈奴、鲜卑、突

厥、回鹊、蒙古等族，南方青藏高原来的是，、吐谷浑、性蕃等

族，西方来的昭武九姓和其他胡人、回族、哈萨克族等，以

及从这里西出的塞种、乌孙、月氏等族，东去的沙陀等族都

曾同台或轮番演出过一幕幕动人心魄、有声有色的历史活

剧。多民族的共同开发建设，赋予河西历史文化多元的内

涵和民族融合的斑斓色彩。

河西地区的历史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还技领风段，为

祖国的历史发展做出过特殊的重要贡献。如十六国时期，

中原板荡，天下动乱，而河西地区因山河阻隔，未受或少受

中原战乱的波及，一时"中原避乱来者日月相继"其中有

不少来自内地的著名学者。他们在河西休养生息，著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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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历史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说，收徒授业，使发达的中原文化和大批珍贵学术典籍在

河西地区得到保存、传播和发展，使中原学术文化在河西

炽成郁郁葱葱之势，被史家称为"五凉文化'。北魏统一北

方后，侨寓河西的中原学者和河西本土学者大都东迁，中

原大地遥法t荡起河西文化的波澜。正如著名学者陈寅恪先

生所论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

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

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此后

还影响到了隋、唐等代。

河西地区是享誉退边的文物大区、富区。在漫长的历

史发展中，河西大地上留存下来了许多价值极高饮眷世界

的文物古迹和遗址名胜。如绚煌的河西彩陶是我国彩陶文

化中独树一帜的奇施，从 51∞年前的马家窑遗址到齐京

文化都有大量的彩陶遗存，精美绝伦的造型，缤纷多彩的

纹饰，堪称古代艺术的瑰宝 z如汉、明两代边塞长城如浒龙

走凤，至今仍贯穿于走廊东西，总长度达 2仪)()余公里，气

势磅碍，雄姿不减当年;如被誉为近代中国四大文献考古

奇观的两大奇观一一-敷煌遗书和流沙坠筒，就发现于河

西，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是可与古埃及石刻文字、古巴

比伦泥版文字的发现相媲美的世界性重大考古发现;如武

威雷台东汉墓葬出土的铜奔马，完美无缺地塑造出了一个

天马腾空的形象，轰动了国内外时造成"四海盛赞铜奔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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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五洲争说金缕衣"的盛况，它被确定为中国旅游圆形标

志;再如莫高窟、榆林窟、马蹄寺、天梯山、文殊山等遍布河

西的数十处石窟群，灿若群星，辉耀于走廊沿线，它们是古

代河西人智慧的结晶，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河西

地区不仅仅是地理上、交通上的走廊，而且堪称世界上独

一元二的规模壮观的石窟艺术走廊;河西地区同时还是我

国也是世界上古城遗址集中分布最密集的区城。捞不完全

统计，区内所存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等级、颊，格、形制、规

模的古城址多达 2∞余座。 许多千余年前的古垣 1日捕今日

仍巍巍屹立，显现着当年的风姿.它们是我周古代文明最

具叔威的历史标本，是古丝绸之路上留存下来的一笔丰厚

的历史遗珍。河西走廊因之又堪称我国元与伦比的古城遗

址长廊，世界上罕有其医的巨大的古城址博览馆……

河西地区是敦煌学、简牍学、西夏学等国际性显学的

故里和发祥之地。 敦煌莫高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洞

窟最多、保存最完好、历史系连最长久、艺术价值最高的佛

教艺术石窟辉，敦煌因之被誉为"东方古代艺术之都"。

19∞年莫高窟藏经洞中又出土各种古代文书达 5 万卷之

多和其它大批文物，矗动了世界，敦煌遗书被誉为"百科全

书式的古文献宝库"。河西发现的汉代简牍 6 万余枚，占全

国汉简总数的 90% 左右，这是历史研究中第一等的活材

料，它们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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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历史文化在中回文化史上的地位

及社会生活状况，尤其是对于研究汉代的边塞制度、戍垦

也田等，有着证史、补史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额济纳旗黑

城遗址和武威等地出土的大批西夏文书和其它文物，使长

期以来被历史尘封掩埋的扑朔迷离的"西夏王国"的面纱

藉此得以揭开。由于上述古文书、文物的发现，遂在国际上

兴起了举世瞩目的显学-一敦煌学、简牍学和西夏学，至

今方兴未艾。

悠久辉煌的历史，必然造就一代代英才俊杰。河西

自古多名将，江山代有才人出。远的姑且不论，自汉代以

来河西地区就涌现出了如霍去病、张矣那样忠心耿耿、

驰骋沙场的将领;如刘晴、阑骗、张满那样学识广博、著

述丰富、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如窦融、张议潮等维护祖

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分裂的功臣;如张轨、李慧等创

基开业的明主。当然还有许多治世患民之能史，廉洁直

言之停士，反抗压迫的起义者，以及许许多多少数民族

的英雄豪杰等，众彩纷呈，各具千秋。他们有的品德高

尚，有的业绩昭彰，有的劳瘁终身，有的以身殉国。他们

对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都做出过这样或那样的突出

贡献，在他们身上凝聚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崇高品德和

精神风貌，光耀史册，风流千古。

红羊苍狗，岁月悠悠，综览数千年来的河西文明史，元

不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其特有的开放性、多元性、包罗性和

.9' 



(钝术
融合性，这也是河西文化中最具特色、最为闷光的亮点，很

值得我们去思考、去研究。时值西部大开发的今天，是值得

我们去开掘、去借鉴。如林先生的这部大著即为此作了十

分有益的探讨。

如林先生生于斯，长于斯，深切地挚爱着河西这块历

史文化积淀丰厚的沃土，苦心孤诣，辛勤耕耘。于繁忙的工

作之余，焚膏继筝，霄衣吁食。有如春蚕吐丝，群蜂酿蜜，

近年来每有河西史地研究佳作问世。 1998 年所著《丝绸之

路古遗址囤集一一河西走廊段)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

版) ，以其高尚的格调、精美的内容、精湛的画面、精良的编

排，向世人展示了丝绸之路古遗址沉宏神奇的风采和元，尽

的魅力，填补了国内在这方面研究的一个空白，赢得广泛

赞誉。作者还拟继续以"行万里路"的精神， ~售出该书的

《新疆段》等续集，可谓宏圆大矣! {中国河西走廊一一历史

.文化·艺术》为作者的又一重要研究成果。该书以就揽

全局的气魄，摄取河西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若干方面，高

屋建钮，探其精髓，究其底里，新意迭出。相信读者阅后，

是会从中得到有益启示的。

衷心祝愿如林先生更上一层楼，续展鸿圈，再展新篇。

200的年仲春于西北师范大学

• 10 • 



河西地区的自然地理



J饨一历史文化艺术

丁开中国地图，将眼光投向西部。在布满高山深整的仍
在崛起着的青藏高原与多是戈壁荒漠的内蒙古高原的

接合部，有一条狭长地带，沟通着东、西部之间的联系。这

就是著名的有着特殊地貌单元和自然地理单元的甘肃省河

西走廊地区。

河西走廊约生成于距今 4 亿年至1. 8 亿年间 。 在此之前，

这里乃至整个甘肃还是一片汪洋大海。 频繁的地壳运动，使陆

地上升。 特别是经过印支 、 燕山及喜马拉雅等运动，造成巨型

构造体系的强烈扭动，加之大规模的岩浆活动，断块间的强烈

碰撞和剧烈上升，使青藏高原崛起，祁连山巍然耸立，阿拉善

地台断陷沉降，形成了今天的河西走廊 。

河西走廊因地处黄河以西而得名，又名甘肃走廊。 东起

距黄河仅百余公里的乌鞠岭，西至甘肃、新疆边界。 长 1000

余公里，宽 10 多公里至 1∞余公里不等 。 约介于东经90。

10' 至 104 030'之间，地势自东向西，由南向北倾斜，面积约

27. 1 万平方公里，占甘肃省总面积的 59.8% ，为甘肃省最

大的一个自然区 。 有金昌 、 嘉峪关两个省辖市和武威、张

掖、酒泉 3 个地区 。 共辖 19 个市县全部，天视、景泰两县

的一部分，全区人口约 4∞万人。

河西走廊的北 、 西、南三面，分别与内蒙古、新疆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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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三省区相邻。西北-隅部分地段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戈壁阿
尔泰省接壤。地形为介于南山和北山之间的狭长平地，平均海
拔 8∞米至 2侧米，主要地段在 15ω 米左右。南山与青藏高

原相连，北山则与内蒙古高原的戈壁荒漠相接。

走廊南山，即为著名的祁连山地。东起乌峭岭，西止当金

山口，大致呈西北一一东南走向，与河西走廊相伴始终，长约

千余公里，面积约 7∞余平方公里，是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

的分界岭。

祁连山地是昆仑山脉向东方的延续，是一条复杂的山

系。甘肃省的高山、极高山全部集中于此，山地高程多为海拔

35∞米至 45∞米，与走廊平地和与之相连的内蒙古戈壁形成

明显的落差。祁连山地由一群平行的槽皱断块山岭组成，自东

向西主要有乌鞠岭(主峰海拔 4070 米)、冷龙岭(主峰海拔

4843 米)、祁连山(主峰海拔 5547 米)、陶赖南山(主峰海拔

5148 米)、野马山(主峰海拔 4758 米)、大雪山(主峰海拔

5483米)、党河南山(主峰海拔 5327 米)以及阿尔金山(主峰海

拔5798 米)等。位于甘、青两省交界处疏勒南山的宰吾结勒峰

(团结峰) ，海拔 5808 米，为甘肃省最高峰。

走廊北山，也即北山山地。自东向西由龙首山、合黎山和

北山组成，亦成西北一一东南走向。海拔在 15∞米至 25∞米

间，一般比高在 1∞米至 5∞米间。龙首、合黎山体为内蒙古

阿拉善地台边缘隆起带，山体主要由走廊南山系变质岩构成，

因而也属祁连山的一支余脉。主峰在东大山，海拔 3616 米。北

山主峰为马鬓山，海拔 2583 米，一般比高在 2∞米左右。山峰

破碎，植被稀少，是具有准平原性质的剥蚀残丘、低山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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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北山山地之阴，就是平均海拔 1000 米左右、以戈壁和荒

漠为主体的广袤的内蒙古高原阿拉善地区。自东向西由腾格
里和巴丹吉林两个大沙漠成弧状包围着河西走廊，均以流动

i&丘为主，各种风蚀地貌也广泛发育，总面积为 8. 7 万平方公

里。最近处与走廊绿洲相连，最远处也仅有 1∞余公里。沙丘

形状以格状沙丘、链状沙丘和新月形沙丘链为主，也有金字塔

状沙丘。高度一般 10 米至 20 米，最高的则达 2∞米至 5∞

米。沙丘间分布有许多内陆湖泊和湖盆草滩。

绵亘千余公里的祁连山地，海拔 40∞米以上，终年积雪，

发育着大量现代冰川|。冰川总数约有 33∞余条，总面积

20∞余平方公里，储量 1145 亿立方米。其中土尔根大板平顶冰

川 1 ，是祁连山最大的冰川 1 ，直径达 10 公里，面积 56 平方公

里。大雪山北坡老虎沟 20 号冰川 1 ，长 9.8 公里，是祁连山最大

的一条山谷冰川|。丰富的冰川资源是河西走廊绿洲赖以生存

的巨大的天然水库。祁连山地也因此成为黑河、陶赖河、疏勒

河、大通河与布哈河的"五河之源"。其中注入河西走廊的内流

河，主要存石羊河、黑河与疏勒河三大水系，河水径流总量为

69.3亿立方米。河流所经之处，形成不少较大的河道湖与终端

湖。如早期的猪野泽、居延海，晚期的白亭海、昌宁湖、哈拉泊

等。愈至近代，湖泊由大变小或消失，有的则被人工水库所替

代。河西走廊交通要道的形成，除了由于南、北两山间形似长

廊的断陷沉降带平坦的地貌，更依赖于祁连山地不绝的高山

流水养育而成的走廊绿洲。没有祁连山地，就没有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内的地貌，主要是由广泛分布的戈壁滩、局部沙

漠和有"塞外江南"之称的走廊绿洲所组成的广阔的冲积一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