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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塔见证千年佛寺变迁
莫尔寺遗址，位于新疆喀什市东北

30 多公里处莫尔村附近一处洪积台地

上。最显眼的是两座土坯佛塔，一圆一

方，遥遥望去，如两枚巨大印章盖在苍茫

荒原上。

“莫尔”，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里是

“烟囱”的意思，当地老乡把耸立的佛塔

当作烟囱，莫尔寺遗址由此得名。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考古文博系教授、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

领队肖小勇介绍，千年来虽饱受风雨侵

蚀，但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后被冲

下的泥土持续包覆，得以保存至今。

自 2019 年开启考古项目以来，考古

人员持续不断收获惊喜。“第一次去现场

勘察，从地面上看感觉几乎没有多少工

作的余地。”肖小勇回忆说，当时除了一

圆一方两座佛塔，地表仅能见到几处残

墙痕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但发掘不到

半个月，第一座僧房出现，让考古团队看

到希望，“地下埋藏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

的丰富。”

6 年间，在考古人员手铲下，僧舍、回

廊式佛殿、长方形大佛殿、讲经堂、厨房、

储物间、餐厅等建筑纷纷浮出地面。共

发掘 4600 平方米面积，发现遗迹包括 18

座单体建筑共计 62 个房间、2 条阶梯式踏

道，出土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

“莫尔寺既有自身特色，也能在其中

看出印度、犍陀罗、中亚、当地和中原等

不同地方的元素。”肖小勇介绍。

新疆喀什，古称疏勒，地处丝绸之路

南、北两道交汇处，各色文化艺术在此地

融合荟萃。

肖小勇介绍，莫尔佛塔（圆塔）是高

覆钵式土坯塔，采用犍陀罗传统的窣堵

波样式，作为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

已经屹立了 1800 余年。相隔约 60 米，由

5 层塔身和大型台基构成的方形实心土

坯塔（方塔），台基边长 39.36 米，仅比位

于河北的、东魏北齐时期邺城赵彭城佛

寺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 5 米，规模接近

皇家寺院等级。

一圆一方，风格迥异，两座佛塔在漫

长岁月中并肩依存千余年。

“公元 1-3 世纪，以圆塔为中心，附近

和旁侧非对称分布僧房，公元 4 世纪以

后，遗址的礼拜中心变为塔、殿并重，最后

向以具有中原建筑布局特征的长方形大

佛殿为中心转变，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

讲堂、厨房和方塔等。10 世纪上半叶，寺

院建筑被毁后废弃至今。”肖小勇介绍，从

这一寺院由汉到唐近千年的布局演变，可

看出中华文化显著的包容性与佛教中国

化进程，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与

互动提供重要考古学证据。

探索地面佛寺起源的实证
作为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地区年代

最早、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保存

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新

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填补了古疏勒佛教历

史与考古研究的空白，实证新疆各宗教

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为追溯我国

地面佛寺源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

材料。

佛教诞生于印度，传入新疆的时间

说法不一，主流观点是公元前 1 世纪左

右，从于阗或疏勒传入。文献记载，西去

求法的高僧，无论是法显、还是玄奘，都

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

叹，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

影响，疏勒保存下来的汉唐遗迹并不多，

残存于游记、史书中的只言片语留给今

人无尽遐想和遗憾。

因此，这座地处于西域四大佛教中

心之一，由佛塔、佛殿和僧房等遗迹构成

的大型、高等级佛教寺院遗址尤显珍贵。

一百多年前，该遗址因被掠夺等原

因，仅留下有限的文字和图片记录。此

后，在我国第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

遗址有了初步测绘等信息，但遗址范围、

布局、建筑结构等关键问题仍不明确。

自 2018 年新疆考古纳入国家文物局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以来，莫尔寺遗址

考古项目被列入“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

中国化的考古研究”课题，由中央民族大

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联合开展发掘。

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湮没史海

千余年的疏勒佛教文化遗存，再次回归

人们的视野。

动物骨骼鉴定显示主要为羊、黄牛

和马骨，印证疏勒僧侣吃肉的记载；孢粉

分析发现遗址有 40 余种植物种属；运用

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探测地下遗迹……多

学科技术深度介入，让考古发掘提取的

信息更丰富，文献里干瘪的文字变得有

血有肉。

“以往佛教何时传入西域，大家都是

从文献记载得出的认识，而莫尔寺考古

系列碳 14 数据结合遗迹遗物，提供了考

古证据：在公元 1 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

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李文瑛介绍。

古刹探源续写交融故事
对考古专家而言，以海量文物为线

索，完成历史拼图，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

故事仍在继续。

在已出土的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

残片中，有大量石膏佛像残块，专家根据

部分残块分析，莫尔寺最高佛像可达 4

米；结合古籍记载，以及出土佛像特点、

开元通宝钱币、泥瓦、贴金佛像手指等综

合分析，莫尔寺遗址长方形大佛殿很有

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

寺有关联。

文献记载，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

建大云寺，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

建，“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

即是㟭州人士”。李文瑛介绍，莫尔寺遗

址考古发现表明，唐朝时中央政权通过

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有效管辖天山

南北，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当然也

包括宗教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肖小勇认为，佛教公元前 1 世纪左右

传入新疆后，在喀什地区形成一个佛教

传播中心，并影响到库车及更远的地方，

继而向中原地区传播，与当地文化形成

交融互动格局。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专家有了更多

发现。

肖小勇认为，莫尔寺遗址附近在汉

唐时期应为重要农耕区。此外，莫尔寺

遗址南面有直线距离约 5.2 公里的汗诺依

古城遗址，东面直线

距离 10 余公里有喀

拉墩古城遗址，西面

约 30 公里还有三仙

洞石窟等，进一步说

明莫尔寺遗址一带

曾是当地重要的政

治 、经 济 和 文 化 中

心。

2024 年 10 月,

《莫尔寺遗址文物保

护 规 划（2024- 2035

年）》获国家文物局

批复，莫尔寺遗址面

向公众开放已提上

日程。

成功入选“202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后，莫尔寺知名度日渐响亮，搭

乘南疆火车的旅客，得知途经莫尔村附

近时，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莫尔寺的身

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

记、局长李军说，下一步将对莫尔寺遗址

历史信息进行完整展示，全面、准确阐释

其历史文化价值，并整合周边文化资源，

让遗址拥有集文物保护、研究、展示等为

一体的功能，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重要

载体，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新华/传真

自古民族众多、曾建立古滇国

的西南边疆，在西汉设置益州郡、

实行郡县制后，是如何融入中华

文 明“ 一 体 ”格 局 的 ？ 近 期 入 选

“202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云南河泊所遗址，为解答这个

问题提供了重要考古实证。

河泊所遗址发掘揭开了益州

郡郡治的面貌，出土了大量两汉

时 期 的 简 牍 、封 泥 和 建 筑 遗 迹

等。考古学界认为，这些重大发

现见证了西南边疆与中原交往交

流交融的历史，对研究秦汉之际

西南边疆治理及国家化进程具有

突出价值。

体现和平包容的

“双城记”
“近年来，河泊所遗址发掘取

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河泊所遗址

考古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馆员蒋志龙介绍，“新的考古

发现确认，河泊所遗址是古滇国都

邑和益州郡郡治。两座城池比邻

而居，上演了一段‘双城记’。”

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

的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是从商

周延续到汉晋的大型聚落遗址、

古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总面积

达 12 平方公里，核心区约 3 平方

公里。

走进河泊所遗址，考古人员

正在几个探方内开展发掘和清理

工作。这是一片地势平坦、土壤

肥沃的冲积平原，古时候台地与

河道交错分布，确实是人类栖息

和筑城的理想之地。

发掘现场往北约一公里，便

是石寨山古墓群。1956 年，考古

人员在石寨山遗址清理一座大墓

时，发现一枚金质“滇王之印”。

这个重要发现，揭开了尘封

2000 多年的古滇国神秘面纱，石

寨山古墓群被认定为古滇国王族

墓地。

《史记》中简要记载了古滇国

的情况，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

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

滇最大……”；后来汉武帝以兵临

滇，滇王举国降，“于是以为益州

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

说：“古滇国本身没有文字，但出

土了数万件青铜器，留下了丰富

的‘无字天书’。”曾经创造辉煌

青铜文明的古滇国后续发展如

何？古滇国的都邑到底在哪？这

些问题长期困扰着考古学界。

河泊所遗址的新发现，有助

于揭开这些谜团。

蒋志龙介绍，河泊所遗址西部

发现了密集的居住区、祭祀区和

手工业区，出土了“滇国相印”封

泥和大量古滇文化遗存，被认定

为古滇国都邑。河泊所遗址东部

发现了大型建筑遗迹、宽达 12 米

的道路、水井和灰坑等丰富遗迹，

特别是去年发现了从汉代延续到

魏晋的城墙，以及“益州”铭文瓦

当，证明这里就是 2000 多年前的

益州郡郡治。

考古学界认为，河泊所遗址的

“双城记”，表明汉武帝设置益州郡

时，没有对古滇国取而代之，而是在

它旁边建了一座“新城”。这一做法

既保留了古滇国的文化基因，又展

现出中央王朝营建新城、推行郡县

制的治理智慧，是中华文明和平性、

包容性的生动体现。

大量简牍封泥见证

汉代边疆治理
河泊所遗址另一项令人瞩目

的发现，是出土了大量汉代简牍和

封泥，堪称汉代边疆治理的文献档

案库。

“目前已发现简牍 5 万多枚，

其中有字简牍 1.4 万余枚，保守估

计不少于 10 万字。”蒋志龙说，这

些简牍出土于多个点位，主要是

灰坑和水井中，推测为文书资料

销毁场所。

“河泊所遗址汉代简牍的出

土，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一件

大事。”简牍学家、武汉大学简帛

研究中心主任陈伟评价。这批简

牍 内 容 丰 富 ，包 括 文 告 、往 来 文

书、司法文书、户版、书信和典籍

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简牍中发现了西汉、东汉 12

位皇帝年号，从始元四年（公元前

83 年）到 建 安 二 十 年（公 元 215

年），年代跨度近 300 年，表明两汉

中央王朝对云南实行了长期有效

治理。简牍中发现了“滇国”“滇

廷”“滇相”等记载，显示古滇国和

益州郡同时存续了一个时期，而

且中央王朝派遣了官员协助滇王

治理滇国事务。

此外，“滇池以亭行”“益州太

守府以邮行”的简牍题检表明，益

州郡建立了联通内外的邮亭传递

网络。记载《论语》的简牍表明儒

家 思 想 在 汉 代 已 在 西 南 边 疆 传

播。户籍简牍则证明汉朝已在益

州郡实行编户齐民的制度，实现

了社会治理的进步。

与简牍同步出土的还有大量

封泥。蒋志龙介绍，河泊所遗址

已发现 2000 多枚封泥，主要出土

于河道边缘的灰烬堆积中，大部

分是官印封泥，还有私印封泥、道

教封泥、无字封泥等。

在石寨山考古工作站，这批珍

贵的简牍和封泥映入眼帘。考古

队员谢霍敏介绍，与古滇国和益

州 郡 有 关 的 封 泥 有“ 滇 国 相 印 ”

“滇王相印”“益州

太守章”等，说明

汉朝在益州郡采

取了“郡国并行”

的双重治理体制。

官 印 封 泥 中

与上级有关的封

泥有“益州刺史”

等，与周边有关的

封 泥 有 蜀 郡 、犍

为、广汉、永昌、交

趾等郡太守章，与

属县有关的有滇

池、建伶、双柏等

20 个县的官印封

泥，显示益州郡与

上下内外的公文往来非常紧密。

私印封泥涉及大量人名，印文

既有张、王、李、赵、宋、高、陈等常

见的汉姓，还有诸如“雝序”等疑

似少数民族汉语姓名，这是文化

交流和民族融合的直接体现。

印证中华文明在

边疆的演进特质
河泊所遗址考古研究的丰富

成果，不仅勾勒出古城的轮廓，更

深刻印证了中华文明在边疆演进

的特质。

——揭示了益州郡郡治面貌，

实证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边

疆长期有效行使治权。蒋志龙介

绍，考古发掘初步揭示了益州郡城

址的主体结构和功能分区，城址主

体结构由外环壕、护墙、内壕、城墙

四部分组成，城内有东西向主干

道，道路两侧有大型官署建筑遗

迹，还有房址、水井和灰坑等。

中央王朝在西南边疆推行郡

县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樊海涛

认为，设置益州郡是一个里程碑

事件。从益州郡设置开始，多民

族聚居的云南开启了融入大一统

国家的新阶段。

——见证了西南边疆与中原

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陈伟

认为，汉朝设益州郡后，将文书、职

官、户口、赋役、法律制度等系统地

扩展到云南地区，开展有效治理，

为开发西南边疆、建立和巩固统一

多民族国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

长罗群指出，就我国历史上边疆

与内地的关系来说，交往交流交

融是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河泊

所遗址考古的新发现，为西南边

疆与中原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提

供了很好的考古实证。

——反映了西南边疆融入中

华 文 明 多 元 一 体 格 局 的 历 史 过

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

古学家王巍指出，纵观中华文明的

历史进程，虽然有分有合、进程曲

折，但从多元走向一体，国家统一

始终是发展的主线。河泊所遗址

的新发现，完善了滇池盆地从商周

到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是

西南边疆从多民族地区融入国家

一体化进程的考古实证。

蒋志龙介绍，河泊所遗址的发

掘成果证明，西汉中央王朝在云

南实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

构和柔性羁縻治理策略，在加强

中央集权的同时，促进了边疆地

区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一个缩影。

目前，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建设正积极推进，河泊所遗址

考古发掘、成果整理、研究阐释等

工作仍在进行。考古学界相信，

将有更多新的考古发现呈现在世

人面前。

新华/传真

云南河泊所遗址：

读懂西南边疆“从多元到一体”

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进一步实证并展示了自汉至唐，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汲取中华文化
营养、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

这座古代佛寺历经千年岁月何以重焕光彩？重见天日的出土
文物又讲述了古丝路上的哪些故事？

新疆莫尔寺遗址：

见证丝路文化交融

莫尔寺遗址。

莫尔寺遗址小台地北部建筑、排水沟遗迹。

考古工作队员在莫尔寺遗址现场

进行考古绘图。

俯瞰河泊所遗址现场。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益州太守章”。

考古工作者对木简进行红外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