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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它南枕祁连，襟带西域，

雪山为城，青海为池，鸣沙为环，党河为带，前阳关而后玉门，

控伊西而制漠北，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在中西交通

史上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南朝刘昭引《者旧记》说国当乾

位，地列良墟，水有悬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础，泽无

兜虎，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敦煌"是一个地名，那么，在敦煌这块土地上，究竟发

繁衍的呢?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是

么，而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

先必须了解敦煌的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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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一带的早期人文概况

一、敦煌先民主要是被流放的犯人

大约距今囚千多年前，即尧、舜、禹的传说时代，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各部族之间，相互掠夺财富和人口的战争经常发生。在

这种弱肉强食的形势下，各亲近部落自然结成部落联盟。尧、舜、

禹作为中原部落联盟最强大的首领，则经常对周围弱小部落发动征

服性战争。

有征服就有反征服。如何对付被征服部族的反抗也就成了征服

者的一大难题。流放，是其对付被征服者的办法之一。

据灯前书》记载流共工子幽州，放欢兜子崇山，窜三苗子

三危，殖由系子习习山，囚罪而天下咸服。"其中的"三苗即是曾经

生活在长江流域"彭蠢之波"、 "~同庭之水"的三苗部族，由于在

与中原部落的战争中遭遇失败，却又不服，时时反抗为政不

善故被舜、禹先后放逐之。

就这样，战败的三苗族一部分成员作为"囚凶"之一，从江淮

地区被押解到偏僻荒凉的大西北，放逐到河西敦煌一带。从此开始 图 1 三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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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生活，同时亦为敦煌历史谱写了崭新的一页。对此， ((后汉

书·西羌传》记载道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 舜流

囚凶，徒之三危。" 恒典·沙川条》亦云沙州，昔舜亦已茵于

三危，即其地也。其后子孙为羌戎，代有其地。" (图1)

和大多数地区的居民一样，敦煌的居民成分也不是单一的，一

成不变的。战国至秦时期，活动在敦煌一带的是月氏、塞种胡和乌

孙等族。在这些种族中，以月氏最强大。原居住在敦煌的羌戎族，

被"并于月氏而塞种胡和乌孙，或被 "J遂茎往葱岭南奔

走匈奴"飞O 

在敦煌历史上，曾有许多民族在这里居住或活动过，女口匈奴、

吐蕃、回鹊、党项、蒙古等族，不过，长期以来，陆陆续续从中原

等地区迁徙而来的内地民族则一直是敦煌居民的主要成分。这种

情况一直延续至今。当然，这些迁徙而来的人并非全是流放者，也

有大量随军扩疆的家属或戍边而留下的兵士将领，还有许多因战

乱或其他原因到此避难的各阶层人，更有因历代王朝采取屯田垦

荒等徒民实边政策而来的一批批移民。因l比移民"的性质，深

深地给敦煌历代居民有意识或潜意识地打上了"夕1、来"的烙印。

二、扑朔迷离的敦煌地名

汉语"敦煌"一词，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中5长王军给汉武

帝的报告，说"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

关于"敦煌"二字的解释，历代学者11丁众说纷纭。日本学者藤

田丰八考证说，敦煌可能是都货罗 Tokhara 的译音，而都货罗即当

时居住在敦煌、祁连间的月氏族。也有人认为敦煌可能是古代吐

火罗人的简译，说是吐火罗人在《山海划中译为"敦莞 而敦

煌在汉代以前可能就叫"敦亮"。也有学者据"祁连"是匈奴语中

"天"的译音，判断与"祁连"相提并用的"敦煌"也应该是少数

民族语，等等。

虽然"敦煌"一名的最早来源尚难确定，但是它在自汉至今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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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间的意思却是非常清楚明了的。东?又应召力曾毫不含糊地解释

道敦，大也。煌，盛也。"该解释也得到人们的认可，如唐代

李吉甫亦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这个

地方对开发广大的西域地区有很重要的作用，故名之曰敦煌。

因此，尽管应召力或李吉甫的解释可能异于敦煌的最初原义，但

这些解释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现代学者们不该忽略的一个事

实:东汉人和唐代人就是这样解释"敦煌"一词的。在敦煌最重要

的历史时期中，人们对"敦煌"一词的理解就是"大也"、 "盛

也

↑性生"矛和口 "兼容1性韭"飞，\敦， 大也" 即t指旨其开放1性韭煌， 盛也" 即

t指旨其兼容1性韭 o (图 2)

我们应该考察"敦煌"一词最初的来源，但更应该重视"敦

煌" ~-ì司在其辉煌的两千年历史长河中的基本含义。

图 2 莫高窟外景



6 解密 ";f~,t I JIEMI 四川阳

汉晋时期的敦煌

一、张毒出使西域

西汉初年，从蒙古高原崛起的匈奴赶走了柯西的月氏，占据

了河西，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建立起强大的政权，并与羌人

联结，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安全。由于新兴的西汉王朝的经济

尚未恢复，政权还不稳定，无力抗击匈奴，只得与之采取和亲政

策。到汉武帝时，经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和"文景之治国

力大增，这时"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在这种形势下，

汉武帝改变汉初以来的和亲政策，采取抗击匈奴的方针。为了阻

--.. ......-... --.....，.一一一伊-.....~.". "':" (\ ..""' . ..._--"..一丁 止和切断匈

奴与西芜的

联系，以断

"匈奴右臂

决定遣使西

! 联月氏共击

匈奴，招募使

臣，于是有张

毒两次应募出

使西域之举

(图 3) 。

图 3 初唐第 323 建元二年(前 138 年)至元期三年(前 126 年) ，张毒第一次
窟北壁张蓦出使

域图 出使西域，往返途中曾两次被匈奴抓获拘禁，历尽艰险，兰到又宛、

康居到达定居大夏故地的大月氏;但定居于此的大月氏生活安乐，

无意东归。张毒未能完成与月氏结盟夹击匈奴的使命，返回 0 元

持四年(前 119 年) ，张毒第二次出使西域厚赂乌孙，招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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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故地"到达乌孙赤谷城，副使还到了大宛、康居、大夏、安息、

身毒等地。巾于乌孙内乱，也未能实现结盟的目的。

张王军两次出使两域，虽未达到政治目的，但其对河内、西域以

及中亚等许多地方的历史性访问，为汉王朝开辟通往西域、中亚

的逼近，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历史事

件，史称"张窍凿空"。张毒作为一个伟大的先行者，为开拓丝绸

之路的通畅，发展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二、敦煌郡的设置

在张每出使西域的同时，汉武帝发动了对旬奴的三次大战役，

即元朔二作(前 127 年)的河南战役，元1守二年(前 121 年)的河

西战役和元拧四年(前 119 年)的漠北战役，重创匈奴，迫使"匈

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并于占领河西的元狞二年设置武

威、酒泉两郡0 元鼎六年(前 111 年)又分武戚、酒泉地更置张掖、

敦煌郡，是为"河西四君γ。在置酒泉郡的同

时，又建阳关、玉门关两个军事关隘为通四域

的门户，故史称为"列四郡、据两关焉"。

汉代的敦煌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

共统特六县，即敦煌、冥安、效谷、广至、龙 ， 、

勒、淋|泉。到四汉末年，已是有 11200 户、

38335 人的要郡了。

三、汉代通西域的南北二道

张寿出使四城以后，汉朝"因益发使抵安息、市蔡、条支、身

毒国"， "使者相望于道……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

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这些使团，大都携带大批货物，

具有商队的性质。他们在发展中西贸易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山了

一定的贡献。

汉代通往西域的道路，是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分成南北两

道。据《汉书·西域伪载，市道经楼兰(今若羌东北)、于闺(今

图 4 莫高窟北区

8105 窟出土铜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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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莫高窟北区

462 窟出土梵文

咒语

和四、皮山、莎车，越葱岭(帕米尔)到大月氏(今阿富汗一带)、

安息(今伊朗) ，西达今阿拉伯半岛上的条支和地中海一带的大秦

(罗马帝国) ;北道经车师前王庭(高昌，吐鲁番)、龟兹(今库车)、

期(图 4、图 5) 。

四、中原文化在敦煌的传播和发展

姑墨(今阿克

苏)、疏勒

(今喀什) ，越

葱岭到大宛、

康居，西达条

支、大秦。两

4 道的起点俱为

敦煌。敦煌处

..... f 在交通枢纽的

地位，随着丝

绸之路的通

畅，敦煌进入

了一个繁荣时

汉代以来对河西的经营，除在军事上修长城、列亭障以确保

河西安全外，同时采取徒民实边的政策，屯田垦殖。作为西域前

线后方基地的敦煌，承担了较大规模的屯垦任务，不仅实行军屯，

还迁来了不少内地移民。这样就把内地的生产技术带到了敦煌，

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并带来了商业贸易的繁荣，使敦煌逐

步发展成为中原因部的军政中心和商业城市。

随着军事征伐和经济的开发，敦煌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基础上，

吸收西域文化，发展了本地区的文化事业，文人辈出。在汉代就

有"罩思著述"的侯瑾，其作品当时即行于世， {隋书·经籍志》

著录有他的假皇德记~卅卷、 《侯瑾黔二卷。敦煌张免"著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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