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 刊 收 藏A21

20222022年年1010月月2020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2年10月20日（星期四）

2022年10月20日（星期四）

◆責任編輯：張美婷 ◆版面設計：謝錦輝

自2011年 3月，克亞克
庫都克烽燧遺址項目

負責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
所研究館員胡興軍和同事們
首次進入克亞克庫都克烽燧
遺址進行調查、勘探，到
2021年12月15日所有考古
工作結束。今年初，新疆尉
犁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成
功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
考古新發現。這讓他感到無
比的欣慰。

出土文物填補歷史文獻空白
在新疆境內，克亞克庫都克烽燧是國家
認定的長城資源之一，屬於全國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它
是由烽燧本體、居住房屋等建築構成的一
處結構完整、功能齊備的綜合性軍事設施
遺址。因其烽燧本體修築在一座9米多高
的大型紅柳沙堆上，在唐代被稱為「沙堆
烽」。
公元前60年，西域正式納入中國版
圖。唐代時進一步加強了中央王朝對西域
的管轄，先後設立安西、北庭兩大都護
府，並在天山南北交通要道修築城堡、關
隘、烽燧等軍事設施，維護國家統一和安
全，保障絲綢之路的貿易暢通。其中，安
西都護府下轄有著名的「安西四鎮」——
龜茲、于闐、疏勒、焉耆。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屬於焉耆鎮東境
軍事防線——「樓蘭路」上一處基層軍事
管理機構。這裏出土的各類文物1,450餘
件（組），均為戍邊將士日常生活、工作
器物。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烽燧遺址出土
的883件紙文書、木簡，它們是近年國內
遺址出土數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漢文文書，
許多內容是國內首次考古發現，蘊含極高
的歷史文化價值。這些文書、木簡為世人
了解唐代戍邊生活，認識羈縻府州政治管
理體制，研究古代軍事制度，特別是邊塞
烽堠機構的運行等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新
發現掩耳守捉、焉耆守捉、榆林鎮、通海
鎮等軍事機構及樓蘭路、麻澤賊路、焉耆
路等防禦線路，這些軍事機構及線路均不

見於任何記載，填補了歷史文獻關於唐代
焉耆鎮軍鎮防禦體系記載的空白。

首現唐代漢文木簡實物標本
「計會交牌」實物標本是首次發現的唐

代漢文木簡實物標本。胡興軍認真研讀後
發現，木簡上所記載的基本都是最基層的
烽燧之間傳遞的情報，或向上一級要塞匯
報工作的內容。木簡上有明顯刮削痕跡，
說明曾反覆使用過。最後得出的結論是：
這些木簡應該是文獻中記載的游弈所與烽
鋪間「計會交牌」的實物標本。
已完成解讀的三件木簡，係紅柳枝削

成，呈板狀，上面寫有：「八月十九日
臨河烽送馬鋪烽」、「第四排交」、「十
七日第一牌送沙堆」、「臨河烽狀上當烽
四面羅截一無動靜」、「及烽子五人並得
平安開元四年八月十日烽帥蔣果」。記錄
內容不同，出土木簡的形制也不相同。有
的兩端有穿孔，有的下端有凹槽，胡興軍
推測係用途不同。除了「計會交牌」，還
出土有記載「平安火」、「都游弈」巡
檢制度的木簡實物，均為國內首次出
土，彌補了唐代軍事文獻記錄不詳的缺
憾。

「篩沙六遍」篩出「生動盛唐」
據統計，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出土的
文書主要為唐武周至至德年間，其中開
元、天寶年間的最多，這恰是盛唐時代，
也是古絲綢之路最繁盛的時期。然而，這
些「寶物」的發掘竟然是考古隊員們用篩
沙子的方式篩出來的！當時的一張工作照
上，灰頭土臉的考古隊員們就像建築工人

一樣在烽燧
旁 「 篩 沙
子」。「因為文
物都藏在烽燧旁的
灰堆裏，歷經一千多
年，許多文書成了指
甲蓋大小的殘片，還捲
成團，和荒草混在一起，
很難分辨。我們就這樣一點
點篩，一共篩了六遍。」
這些珍貴的出土文書讓一千

多年前的戍邊場景變得生動鮮
活：唐代戍守烽燧的士兵被稱為
「烽子」，他們「晝則荷戈而
耕，夜則倚烽而覘」，既要候
望放烽，知文書、符牒，又要
種地、打獵、準備糧草，還要
打仗，日常繁雜而艱辛。而
河州、雍州、岐州等這些出
土信札中反覆出現的地名說
明，唐代戍邊將士大多來自
中原地區。當兵力不足時，
無法如期換防。在出土文書
中，有的戍卒已五六十歲了，仍
在超期服役。出土文書資料為我國古
代邊塞軍事建置研究提供了豐富詳實的第
一手實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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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天山南部新疆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尉犁縣境內荒漠

地帶的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

作為國內首次對唐代烽燧進行的主

動性考古發掘項目，被納入國家重大

考古項目。三年多來，先後出土各類文

物1,450餘件（組），包括迄今為止由遺

址考古發掘出土數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書資

料和國內首次發現的唐代漢文木簡實物標本，

生動復原了逾千年前唐代戍邊將士們的生活，再

現了曾經黯淡的刀光劍影、遠去的鼓角爭鳴。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應江洪新疆報道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直闖深埋流沙逾千年遺址

考古隊員在荒漠無人區作業，經常幾個月不回
家。現時儘管通訊科技發達，但在臨時營地，想要聯
繫家人還是頗費周折。經常是在傍晚收工後，大漠落
日時，需要有一個人先把自己的手機放到一個小水桶
裏，再用長竿高高挑起小桶，站在土堆高處，桶裏的手
機才能有信號，其他隊員們則圍攏一處抓緊時間「蹭
網」。胡興軍說：「唐代烽燧有早晚點平安火制度，我
們在荒漠中每天就用這種方式給家人報平安。」荒漠裏也
有詩意，特別是夜晚時分，荒漠寂寥，夜色如墨，星河璀
璨，星光輝映下的烽燧沉靜而堅毅。

新疆烽燧考古「復原」唐代戍邊生活

唐朝著名詩人王昌齡，為後世留下了
「一片冰心在玉壺」的千古名句，這種將
高潔品格與「玉壺冰」相結合的比喻，讓
古代文人雅士紛紛在詩句中以「冰心玉
壺」詠嘆，自勉磊落、澄澈的高尚情操。
在瓷器中，亦有玉壺春瓶、梅瓶及賞瓶
被譽為「瓶中三寶」，其中玉壺春瓶屬文
人七雅「琴棋書畫詩酒茶」中盛酒的容
器，雖非宋代首創的形制，但宋以後的玉
壺春瓶造型，皆以宋代的造型為基礎，撇
口之下頸部微微收束，向下漸漸過渡成圓
形的腹部，柔和的線條變化讓玉壺春瓶成

為中國瓷器最具代表性的美學典型。
宋、金時期，含蓄簡約的作風一改唐朝
豐腴飽滿的審美觀，無論是女子追求「以
瘦為美」，或是宋徽宗最受推崇的「瘦金
體」，都體現了宋人在美學上對修長、清
瘦風格的喜愛。宋朝的玉壺春瓶造型典
雅，紋飾素淨，細長頸部配以微微鼓起的
垂腹，整體纖細雅致。金朝在文化上對宋
朝多為模仿、學習，因此金朝出品的玉壺
春瓶與宋器如出一轍，詳情可參見「金磁
州白釉玉壺春瓶」。
到了元代，來自草原的遊牧民族受西域

文化影響較多，當時景德鎮青花瓷大量銷
往中東地區，在紋飾方面一改前朝宋瓷的

淡雅簡約，融入了蒙古
及中亞細亞伊斯蘭地區
的審美特色，形制上亦
與中亞、西亞的阿拉伯
人生活習慣相符。從
「元青花神人仙鹿圖玉壺春瓶」便可看
出，此時的玉壺春瓶頸部縮短，腹部亦更
為突出。
明太祖尤其鍾愛玉壺春瓶的造型，此時

同種造型的瓷器紋飾，題材十分豐富。筆
者藏有一隻「明釉裏紅纏枝菊紋玉壺春
瓶」，而北京故宮亦借出一隻「明洪武釉
裏紅纏枝蓮紋玉壺春瓶」予香港故宮文化
博物館，造型上比之元代玉壺春更為敦

實，頸部粗短、腹部圓鼓。明清兩代的玉
壺春瓶，外形上幾乎無異，惟清代出品在
釉色方面更為新穎。筆者的一隻「清雍正
青花石竹芭蕉玉壺春瓶」，其青花色澤便
是模仿永樂青花的發色而製。
總體而言，宋至清的玉壺春瓶由纖細發

展至渾厚，體現了不同朝代的審美偏好，
卻都不改此器型柔和優美的弧度與線條，
值得瓷器愛好者細賞玩味。

瓶中美人玉壺春

荒野有詩意
星空映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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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

◆胡興軍在烽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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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燧遺址出土的
唐代文書，為開元
四年八月四日牒下
界內所由為加遠番
探侯防備等事。

◆烽燧遺址出土的唐代木簡。
◆烽燧遺址出土的唐殘文書為
入大城報西州裴司馬等事。

◆烽燧遺址出
土的骨骰子。

◆烽燧遺址出土的鎧甲殘片。

◆元青花神人仙
鹿圖玉壺春瓶

◆金磁州白釉
玉壺春瓶

◆明釉裏紅纏枝
菊紋玉壺春瓶

◆清雍正青花石
竹芭蕉玉壺春瓶

◆烽燧遺址出土的骨鳴鏑。

◆烽燧遺址出土的毛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