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依巍巍昆仑，北临浩瀚大漠，逐
水草而居，伴风沙而歌。古于阗人活
跃在连接东西方交流的古丝绸之路南
道重镇，他们辛勤劳作、精于商贾、融
合出新，将这片土地滋养得肥沃丰稔、
文脉悠悠。他们世世代代生而不息，
魂归大漠戈壁，粗犷、豪迈、包容之气
在山川环绕，久远而绵长。

怀着对于阗先民的追思之情，我
们数次实地探访比孜里墓地和山普拉
古墓群，同逝去的古于阗人对话，抚古
追今。

比孜里墓地的迷雾

从和田市城区到比孜里墓地大约
有30公里的路程。驱车驶过玉龙喀什
河1号大桥，沿着和布公路前行至洛浦
县总分水闸口，再往上行驶到和田至
墨玉高速公路入口处，然后由此进入
约500米，即到达比孜里墓地。

这里属昆仑山前山区、玉龙喀什
河谷东边的戈壁地带，和农耕区、居民
区紧紧相连。一如和田地区绿洲的特
征：沿河而居，一边是戈壁滩，紧挨着
的是郁郁葱葱的林带、条田和星罗棋
布的村庄。一条防洪渠将戈壁滩和绿
洲分割开来，这是为防山洪而修建的。

墓地的地形高低起伏，地表上已
经看不出任何墓葬的标志了，但我们
知道这片墓地埋葬着汉代至唐代的古
于阗人，数以千计的亡灵在此安息。

比孜里墓地位于洛浦县山普鲁镇
比孜里村（比孜里村后来拆分为三个
村，从南到北依次为巴什比孜里村、欧
吐拉比孜里村、阿亚格比孜里村）东南
方向的戈壁滩上，墓地南北长约 6000
米、东西宽约1000米。在该墓地保护
范围内有著名的比孜里佛寺，2008 年
考古人员在这里曾发现了5张人类最
早的毛毯——氍毹。氍毹的埋藏地距
离佛寺仅十几米远。对此，有学者认
为，应是遇到战事或者其他紧急情况
时的应急之策，把珍贵的物品从寺院
移出埋藏起来，待形势平稳后再取
出。可是在危急形势下，佛寺里的人
全部罹难，此后就无人知晓埋藏氍毹
的地方了。

2012 年，新疆考古研究所、洛

浦县文管所联手一起清理了佛寺遗
址，采集了南北朝至唐代的石膏佛像、
陶罐、木雕、钻木取火器、铜构件、木
牍、纺织品残片等72件文物。

2016年3月至4月间，为了配合和
田至墨玉高速公路的建设，新疆文物
考古研究所对比孜里墓地进行了抢救
性发掘，此次共发掘了48座墓葬，出土
的随葬品有木盘、木桶、陶器、纺织品、
弓箭、金箔玛瑙珠和蜻蜓眼料珠等，还
有众多成套的石眉笔、木梳。可以想
象，古于阗的妇女汲玉河之水梳妆打
扮的情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
是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大漠边缘，
人们饲养花草，美化居所，扮靓容颜，
用美的事物点缀生活。

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具绘
有人面像的彩棺、形制独特的独木棺
和箱式榫卯棺。据初步推测，这片墓
地的年代约在战国晚期至南北朝时
期。

让人感到兴奋的是，在比孜里墓
葬的挖掘中，考古人员首次发现了和
田玉。虽说和田地区自古就是和田玉
的主要产地，内地众多的考古发掘中
也多次出土来自和田的和田玉制品，
但在新疆多少年的考古发掘中，从来
没有发现和田玉。

“最初我也不敢相信。”新疆文物
考古研究所馆员胡兴军激动地说，“这
在新疆的考古发掘中是首次发现。”他
介绍，这枚羊脂玉挂饰长 1.6 厘米，宽
1.3厘米，厚0.3厘米，重量约3克，整体
造型呈“人”字形，头部有穿孔，底部有
两只鼎足造型的脚。羊脂玉挂饰切割
规整、打磨光滑、钻孔技术高超。这枚
羊脂玉挂饰的发现，反映了张骞凿空
西域之后，中原尚玉文化传统传入了
新疆。

胡兴军结合史料分析，比孜里墓
葬中头戴花环的葬俗、各类玻璃珠等
饰品，属于希腊、罗马文化元素，木梳、
木篦、奁盒等可能来自中原汉文化地
区，它们的出土反映出地处丝绸之路
南道上的于阗，在汉晋时期贸易繁盛，
东西方文化在此碰撞与交汇。

从目前挖掘的比孜里墓葬情况来
看，萦绕在人们心中的团团迷雾需要
破解。

如：为什么在一座刀形墓里埋葬
了108人？考古工作者说，这还是目前
仅从骨头上判断出的人数，这片墓地
曾被盗掘过，当时到底埋了多少人已
不得而知。从现有的骨头看，其中有
男性，更多的是女性和孩子。是家族
墓，还是什么墓？是一次葬，还是多次
葬？

墓葬的尸体葬式有俯身直肢、仰
身屈肢和侧身直肢等。最令人奇怪的
是一口木棺内，竟然有两位中年男性
葬在一起，而且是下面的仰面，上面的
俯面，形成了面对面的葬式。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多座墓室内是
多次葬。后一次葬将前一次葬的尸体
压住，甚至让前一次葬者身首异处，或
者只剩半截身等。同一口木棺内的尸
体，有的头在一个方向，有的却不在一
个方向，层层叠压在一起。甚至发现
了一口木棺内有三个婴儿叠压在一起
埋葬的。

“最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在
这里发现了大量的覆面，几乎所有墓
内尸体上都有覆面。而且覆面与尸体
上衣领口处是缝在一起的。覆面有毛
织物、刺绣品，还有两个皮覆面，而且
覆面下方还有一层覆面，均用大块布
料覆盖在人面部，有些在头后捆扎成
结，有些仅仅覆盖着。”胡兴军说。

让他更不解的是，所发掘的48座
墓葬里，所有人都戴了一种护颌罩。
形制像现代的口罩，却没戴在嘴上，而
是托住了下巴。用料也是有刺绣、布
料等，用带子在头顶处系好。

胡兴军说：“许多木棺是用整个胡
杨树挖空后制成的，一个人无法合抱
住。墓室内还有许多木料、芦苇，说明
当时这里生态环境很好。据《汉书》记
载，于阗国当时只有 1.9 万人，原始胡
杨很茂密，芦苇很多，这都给他们的生
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也才有了墓葬
里对这些材料的使用。但现在我们看
到的沙砾戈壁，是什么造成的呢？”对
于胡兴军的疑问，其实我们不难得出答
案：就是河流水量的减少、风沙的侵袭和
逐渐增长的人口对植被的破坏所致。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蒹葭，即芦苇。芦苇在和
田分布广泛，山川河流，戈壁大漠，乃
至村庄旁的沟渠，都能觅见她的倩
影。沿玉龙喀什河上溯，不时可见茂
盛的芦苇，芦苇甚至延伸至布雅煤矿
地带。和田的芦苇，少见浪漫柔情，更
多的是坚韧、洒脱之风骨。

比孜里墓地静静地依偎在玉龙喀
什河畔，古于阗人生于斯，逝于斯，昔
日的烟火气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而不可
寻，遗留的物品促使人们追根溯源。
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比孜里墓地的
历史脉络会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古风悠悠山普拉

山普拉古墓群位于洛浦县城西南
14公里的戈壁台地上，墓葬分东、西两
部分，分布在东西长 6 公里，南北宽 1
公里，面积6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山普
拉古墓群是和田绿洲分布面积、保存
状况最好的一处战国至南北朝时期的
古墓群。

山普拉古墓群距离比孜里墓地有
16 公里，也是沿着昆仑山前山区的戈
壁地带分布的。林木繁茂处就是村
庄，有农田和人烟，当然也就有墓地。

从比孜里墓地附近村庄的柏油路
前行，每走一段路，从小道进去，就是
戈壁。戈壁缓缓向东北方向蜿蜒，可
以想象，在亿万年前，沧海桑田，洪水
奔腾，封育的绿洲呈不规则的形状，冲

到哪儿，算哪儿，一派质朴、豪迈的气
魄。如此行进十余公里，就是山普拉
古墓群了。

山普拉古墓群地表砂砾和沙土混
合在一起，形成了大体平坦、高低起伏
的戈壁地带，松软的地方，脚踩上去软
绵绵的，会陷进去，沙土灌入鞋子里。
这里埋葬着于阗人，是著名的山普拉
古墓群。

古墓群的发现纯属偶然。据记
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山普拉居民开
始在墓地的西部开渠造田，墓地南部
水渠决口，洪水由南向北横溢冲刷出
南北向的冲沟，将古墓葬暴露了出
来。这里地表大都覆盖着戈壁小砾
石，里面夹有细沙粒及微量黄土，由此
组成了厚 15 至 20 厘米的沙砾层。一
般的年景，这里的地面可以看到稀疏
的耐旱植物，遇旱年则寸草不生。沙
砾层下即为板结的盐碱层，稀沙为主，
夹有少量的黄土，异常坚硬。1983年，
由国家文物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
物馆组成的文物考古调查组对山普拉
墓葬群进行了调查发掘。1984 年，新
疆博物馆与和田地区文物管理所联合
再次进行发掘。1992 年，新疆文物考
古所对2号墓进行抢救性发掘。1996
年，和田地区文物管理所对3号墓的一
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山普拉墓
葬群的四次发掘，共清理墓葬68座、殉
马坑2座。除1座墓葬形制不明外，其
余的可分为两种类型：刀形竖穴土坑
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山普拉古墓葬出土文物丰富，除
大量生活用具外，出土有精美的具有
中原文化特征的漆篦、丝织品、汉代铜
镜和带有各种风格图案的毛织品，这
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典型的
实物证据。

“山普拉”一词，学者多认为可能
是古于阗语而非维吾尔语。西域历史
语言学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段晴
从山普拉古墓群出土的三条栽绒毯上
的古于阗文入手悉心研究，结合古于
阗语文献和藏语文献《于阗国授记》，
认为“山普鲁”的于阗语写作sumapau-
fia，其传说保留在藏文《于阗国授记》
中，是一名舍身化龙以拯救寺庙的高
僧。Sumapaufia 正是现代地名“山普
鲁”或者“山普拉”的源头。尽管古于
阗早已逝去，但文明的痕迹却顽强地
传承在民间。“山普拉”的传说终究作
为地名流传下来。

墓葬西部已开垦出不少耕地，建
有沟渠、道路和田园等。果园中果树
繁茂，所以当地老乡称做“沙依巴”，维
吾尔语，即“河床、果园”之意。戈壁台
地上主要是墓葬群，分布范围相当
广。同时，在墓葬群中还发现了公元
4、5世纪的佛教遗址和现代墓葬，采集
到墨书古于阗文的残片。

山普拉古墓群在发掘过程中还发
现63座墓中有葬具。根据葬具的形制
分为6类。木尸床、柳条编席、原木棺
（桶形棺）、半原木棺、箱式木棺、毛毡、
毛毯等，有些墓葬的葬具非常简单，或
裹毛毯、毛毡，或铺盖芦苇、蒲草，也发
现用芦苇、蒲草捆扎垫和编织垫的葬
具。

自 1983 年 12 月开始的山普拉古
墓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它们代
表了汉晋时期古于阗国的文化特点，
是古于阗发展的重要时期。墓葬中发
现了书写有汉文字的木函，墓地采集
品及晚期墓葬填土中发现了书有古于
阗文陶片和绢文书，说明古于阗进入
了使用文字的文明时代，同时也反映
出古于阗与中原有了密切的联系。

考古学者认为，山普拉古墓群发

掘墓葬分早、晚两期：早期居民，丧葬
习俗的主要特点是，小孩与成人分葬，
各有自己的墓穴。小孩或单人葬，或
双人合葬，成人以丛葬为主。还发现
两座成人的合葬墓，情况比较特殊。
初步可以认为，丛葬是当时社会的普
遍现象，反映出社会是建立在以血缘
家族为单元的亲属组织基础之上的，
而不是一般的家庭单元。

晚期居民，丧葬习俗有小孩单人
葬、成人合葬、成人单人葬、母子合葬
墓等。说明这一时期仍然保留了血缘
家族合葬的遗痕，同时出现了夫妻及
家庭近亲合葬的形式，由他们构成社
会的基础组织。同时，母子合葬墓数
量少，也能看出家庭组织亲属的一种
社会关系，说明居民血缘观念是以母
系为主的可能性。

山普拉的早、晚两期墓葬都反映
出于阗居民已从事畜牧业，畜种主要
是羊，还有马、牛等。早期墓葬还出土
了狩猎工具石球、投石器和木弓、木箭
（铁箭或许是兵器）等，说明传统的狩
猎经济在山普拉居民中还有一席地
位。

山普拉古墓群紧挨着的居民区生
机盎然，村道为柏油路，绿树成荫，屋
舍崭新明亮。农田里的果蔬、粮食连
年丰产，以供人们生活所需。大人劳
作或务工，小孩上学，小轿车、电动车
不时驶过，嬉戏欢笑声在村庄上空飞
扬回荡，一幅温馨和睦、充满生机的乡
村图景。对于古墓群，如今的人们或
许不是那么关注，生老病死，一切自有
运行的规律和法度。新墓地和古墓地
紧紧相连，都是埋葬逝者之地，都是寄
托哀思的地方，它是绿洲居民血脉沿
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倒是前些年
有不法之徒盗掘古墓，倒卖珍贵的氍
毹而被绳之以法。古墓群宁静如初，
如今得到很好的保护。

古丝绸之路南道重
镇上的村落

比孜里墓地和山普拉古墓群位于
玉龙喀什河东岸，和村庄紧紧相依。
古代居民沿河而居，生于斯、逝于斯。
从两处墓地出土的文物来看，这里无
疑是古于阗经济文化中心的重要组成
部分。因为它是处在古丝绸之路南道
重镇于阗的重要村落。

有学者研究认为，作为古丝绸之
路南道重镇的于阗，区域内连接东西

方贸易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
昆仑山北麓的线路，从西往东为：杜瓦
——扎瓦——库玛尔石窟——买力克
阿瓦提——比孜里墓地——山普拉古
墓群——欧吐拉克尔——达玛沟——
恰哈——克里雅河上游普鲁；另一条
是今日处在沙漠中的线路，即麻扎塔
格——热瓦克佛寺遗址——阿克斯皮
尔——丹丹乌里克——喀拉墩——圆
沙古城——尼雅遗址——安迪尔遗
址。近年来，有考古爱好者实地探访
了昆仑山北麓的这条已经废弃的路
线，传闻还捡到了古钱币。

除了这几条主要的贸易交通要道
外，和田地区六条主要河流，流向从南
到北，沿河两岸分布着村落居民区，无
疑也形成了从上游到下游的道路。此
外，还有数条古道，如玉龙喀什河上游
的黑山通往赛图拉的线路，桑株通往
赛图拉的线路，扎瓦——乌尔其——
雅瓦——麻扎塔格的线路等。

比孜里墓地和山普拉古墓群紧紧
依偎的村庄位于贸易繁盛的交通要道
上，随着频繁的经贸往来，各种生产生
活物资自然进入到玉河两岸的居民家
中，不同文化的因子也在交流交融
着。比孜里墓地和山普拉古墓群出土
的蜻蜓眼琉璃珠及木梳、木篦、奁盒
等，是东西方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实
物见证。

情祭于阗先民

实地探访比孜里墓地和山普拉古
墓群后，感慨良多。分布在玉龙喀什
河谷东岸的这两处墓地，涵盖了战国、
西汉、东汉、晋、南北朝等多个朝代，从
厚重的历史云烟中走来。他们是生活
在和田这片绿洲上的先民，为了生存
和繁衍，沿河而居，狩猎、躬耕、贸易，
征战、迁徙、逃亡，一辈一辈人，将绿洲
文明延续着。他们是和田绿洲的开拓
者、建设者，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祭奠
长眠在戈壁的先民。

文物工作者将两处古墓地出土文
物作了细致研究，揭开了古于阗人的
神秘面纱，使我们清晰地了解他们的
生产生活状态和情感精神世界，以及
在古丝绸之路上那种昂扬拼搏的风
貌。谙悉新疆山川风土、精通等音字
母之学的清代学者、官员褚廷璋作诗

《和阗》，诗中描绘的“渔人秋采河边
玉，战马春耕陇上田”的画卷已湮没在
历史的长河中；晚清洛浦县主簿杨丕
灼作词《玉河八景》，勾勒的采玉盛况
和充满烟火气息的生产生活场景，至
今还在浸润着我们的心田。埋葬在比
孜里墓地和山普拉古墓群的古于阗
人，当年是否也有同样的采玉、耕作、
狩猎的生产生活情景呢？

逝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待。生活
在一个地方的人们，生命之旅就是一
场接力赛，前赴后继，勇毅向前。这一
充满艰辛却活力无限的历史进程，也
许就是生命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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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比孜里墓地和山普拉古墓群
□ 郑宜瑾 居麦尼亚孜

2008年，比孜里墓地发现的毛毯——氍毹。

比孜里墓葬发现的箱式木棺。

比孜里墓地出土的和田羊脂玉挂件。

1996年，山普拉古墓葬群出土
的连体双鸟木雕。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墨玉县加汗巴格乡达里亚博依
村重点村建设项目-提升乡村旅游环境工程已于
2022年7月15日竣工并验收。如有参与该施工项目
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
者，请在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
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付世兴 15276005969
建设单位联系人：何世泽 18197895578
墨玉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516153

新疆中城环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7月27日

招 聘

47团老兵印象酒店新开业，现招聘前台收银员2
名。

要求：有工作经验者优先，气质佳，少数民族需
懂双语。

待遇：基本工资+提成+补助。
工作地点：47团
另：47团老兵印象酒店一楼现有368㎡餐厅对外

招租，其中大厅面积152㎡、包厢面积129㎡（含3个
包厢）、厨房面积87㎡，市场空白，无竞争压力、客源
稳定。有意者面谈。

联系电话：15559428761

玉石工作室招聘

招聘条件：
大专及以上学历，年龄在35岁及以下。
在待人接物方面有活力懂一定的电脑剪辑，踏

实可信可长期签约。只限女性，不限民族。
待遇：工资待遇三千元起，包食。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13109941393
地址：和田市一桥附近的远东玉石市场六号楼

三楼327室
和田远东玉石市场
2023年7月27日

工 程 车 辆 租 赁
日野底盘、中联上装、10方搅拌车、泵车，手续齐

全、车况良好。

联系电话：张先生 17799133111（微信同号）

另：招聘大车驾驶员。

要求:驾驶证A1、A2、B2、有资格证、有五年以上

驾驶经验优先。

联系电话:杜女士 18999225299（微信同号）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皮山县金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金泉小区建设项目已于2023年6月30日竣工
并验收。如有参与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材料
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者，请在本通告登报
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艾则孜江 0903-6420888
建设单位联系人：阿布力孜 15199739556
皮山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427793

新疆财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7月27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和田地区皮山县康克尔乡2个
村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第一（施工）标段已于
2023年6月10日竣工并验收。如有参与该施工项目
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
者，请在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
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张生辉 18193181218
建设单位联系人：魏红 13779290211
皮山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427793
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7月27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于田县新世纪液化气加气加油站建

设项目已于2023年1月竣工并验收。如有参与该施工项

目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者，请

在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刘兵 15999039397

建设单位联系人：刘强 15199706536

于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812062
新疆大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田分公司

2023年7月27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和田地区皮山县水库维修养
护及安全监测项目已于2023年6月20日竣工并验
收。如有参与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
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者，请在本通告登报之日
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闫小康 18299220726
建设单位联系人：魏红 13779290211
皮山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427793

新疆瑞泉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7月27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墨玉县萨依巴格乡光明村重点村建

设项目-提升改造环卫工程及村内公共照明已于2022年7
月10日竣工并验收。如有参与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
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者，请在本通告登报之
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张东华 17794971319
建设单位联系人：马傲松 15230267426
墨玉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516153

新疆建疆建筑有限公司
2023年7月27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墨玉县加汗巴格乡达里亚博依
村重点村建设项目-入村道路工程已于2022年7月
15日竣工并验收。如有参与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工
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者，请在本通
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付世兴 15276005969
建设单位联系人：何世泽 18197895578
墨玉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516153

新疆中城环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7月27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墨玉县加汗巴格乡达里亚博依村重点

村建设项目-提升改造环卫工程及村内公共照明已于2022
年7月9日竣工并验收。如有参与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工
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者，请在本通告登报
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付世兴 15276005969
建设单位联系人：何世泽 18197895578
墨玉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516153

新疆中城环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7月27日

转 让

远东国际，正在营业中“牛鼎味

牛肉汤”转让。

联系电话：13659917283（非诚勿

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