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里长城的终点在哪里？答案是新疆阿克
苏。

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始
了中原政府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如今，克孜尔
尕哈烽燧、别迭里烽燧依然屹立，见证了曾经
的烽火狼烟、金戈铁马，也目睹了中西文明在
此交汇、和合共生。

高墙巍峨的万里长城，也在这里变“拒”
为“迎”，成为中国对外交流开放的见证。

文明共此时

阿克苏地区库车市西北约 12 公里的戈壁
上，伫立着高达13.5米的克孜尔尕哈烽燧。

“克孜尔尕哈”意为“红色哨卡”。为了让
烽燧更加坚固，这座汉代建筑采用了先进的夯
筑工艺，并在夯层与夯层之间横竖平铺芦苇、
红柳等植物枝杈以固定支撑，才使其历经2000
多年风雨而不倒。

一眼望去，记者瞬间明白了它为什么叫
“红色哨卡”。这座巨型建筑坐落于一片高耸的
戈壁台地上，由于岩层中富含铁元素，这里的
台地、河道与群山都呈现出褐红色。由于构筑
需就地取材，整座烽燧通体呈橘红色，在烈日
照耀下，宛如正在燃烧的火炬。

望着这座古丝绸之路上建造时间较早、保存
较完好的烽燧遗址，景区经理陈飞难掩自豪之情，

“我们新疆一共有6处世界文化遗产，克孜尔尕哈
烽燧是唯一一个以单体建筑被列入的。”

文明在此交流，赋予了克孜尔尕哈烽燧另
一个鲜明特点。身处丝绸之路中道的腹心，又
是联通天山北麓和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枢纽，克
孜尔尕哈烽燧所守护的正是西域知名的文化中
心——龟兹，也就是现在的库车市。

季羡林先生曾说：“龟兹是古印度、希腊—罗
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地。”

“大漠无兵阻，穷边有客游。”可以想象，
在烽烽相望、台台相连的烽燧群庇护下，人们
行走在畅通的丝绸之路上，将东西方的文明汇
聚在龟兹，龟兹石窟群等一个个文化瑰宝也在
克孜尔尕哈烽燧的见证下诞生、繁荣和传承。

距烽燧约1公里处，就是著名的克孜尔尕哈
石窟。文物管理员热合曼·阿木提从守护烽燧
到守护石窟，每天巡查 3 次，从 20 岁到 52 岁，
他把青春献给了这里。

而在残存的石窟壁画上若隐若现的乐舞风
韵，仍然在库车人民日常的休闲娱乐中“活
着”……

老巷很年轻

作为新疆著名的景观大道——独库公路的
南端起点，库车火了。如何接住这“泼天的富
贵”？愁坏了市里的文旅干部。

“商业化气息太重肯定不行，得有自己的文
化特色。”一走进“龟兹小巷”，库车市文化体
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庞涛立即化身导
游，向游客介绍起街巷里的一草一木。

老街、老树、古民居群，色彩明丽的院门，
创意范儿的墙壁，花草繁盛的庭院，器皿、丝巾、
地毯等老旧物件都可以装饰墙面……在龟兹小
巷，历史的厚重与现代国潮相遇。在这里，可
以品尝各种特色风味小吃，也可以走进小院和
维吾尔族居民唠唠家常。

谁能想到，这个库车老城风貌和格局保存
最完整的小巷，此前也曾被砖块破裂、供水管
网老化、电力负荷严重不足等问题困扰，游客
体验不佳。老街区需要活化利用，但没有完整
规划，资金又相对匮乏，想华丽转身谈何容易。

庞涛介绍，小巷改造的那段时间，街道社
区的党员干部一家店一家店地动员，一面墙一
面墙地制图，一间房一间房地设计，下足绣花
功夫，才让这条脏乱小巷实现了移步换景，成

为网红打卡地。
“游客这么多，我计划过几年开第二家

店。”在龟兹小巷街口，看着络绎不绝的游客，
小餐馆店主阿迪力·亚森像老友般搂着庞涛的
肩膀，张罗着请他品尝烤鸡蛋。阿迪力就出生
在龟兹小巷，以前在大城市开过货车，小巷改
造后回到这里，“这两年，不少在外面务工的年
轻人都回来了。”老街焕发新活力，也留住了乡
愁。

除了龟兹小巷，库车还有一条“大馕小
巷”。馕，在新疆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其中，
大如车轮、平均直径超过半米的库车大馕，是
新疆约200种馕里的特色品种，馕制作技艺也入
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021年，伊西哈拉镇将社区内原来的打馕
散户统一安排在这条街上开店，并以馕文化为
主题，对整条小巷的颜值进行了提升。在这
里，游客既可观赏和面、制作馕坯、撒佐料、
轧花纹、馕坑烤馕等全过程，还可以与艾德莱

斯绸、凉床等民族特色元素拍照打卡。
“一天打馕600个左右，都能卖完，老板雇

了 8 个人。”在“陪伴”馕饼店，店员艾力亚
尔·艾则孜热情地招呼着客人，不断有游客品
尝大馕后一口气买上几个快递回家。

如今，大馕小巷每日营业额近5万元，先后
带动了约160人就业，变成了群众的致富巷。

开放新乐章

万里长城，终有尽头。位于乌什县的别迭
里烽燧，是目前我国认定的长城最西端的尾烽。

别迭里烽燧位于一条高海拔的山谷之中，
距吉尔吉斯斯坦不到50公里，气候多变。记者
驱车前往烽燧时，天空下起倾盆大雨并伴有大
风，气温骤降。雨水从山坡上流下，迅速在干
涸的河道中形成一条宽约50米的汹涌大河。风
声、雨声、浊浪的咆哮声，在山谷中回响。

然而，即便在风雨中，每行进一段路，我
们都可以看见一面正在移动的五星红旗。“她们
是亚曼苏柯尔克孜族乡的女护边员。”戴兆娜
说。90后戴兆娜是乌什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的一名干部，也是乌什别迭里烽燧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馆）的讲解员。

文化公园中，自汉代张骞、班超到唐朝玄
奘、李白再到晚清林则徐、刘锦棠等人的8座雕
像分成两列排开。群像之后，战旗猎猎，铠甲
凛凛，一队骑马武士像位于高台之上，为首者
长戟指向天空。

“这是西汉大将陈汤。当时匈奴进犯，他率
4万兵马从乌什别迭里山口出击，千里奔袭斩杀
郅支单于，之后上书汉元帝，写下‘明犯强汉
者，虽远必诛’。”跟随戴兆娜的讲解，大汉铁
骑卷起的万里尘烟仿佛近在咫尺。

“维护国家统一，已成为千百年来流淌在中
华儿女血脉里浓烈的爱国基因和矢志不渝的坚
定信念。”乌什县博物馆馆长林彦飞说。自2023
年4月开馆以来，乌什别迭里烽燧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接待游客已突破16万人次。

从文化公园继续向北，梯形的别迭里烽燧
出现在眼前。由于大量采用卵石，在雨水的洗
礼下通体呈现乌青色。尽管烽燧底部有些坍
塌，但残高仍有7.3米，矗立在两山之间，各方
位动向尽收眼底，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卸下了守卫古丝绸之路的繁重任务，今天
的别迭里烽燧获得了专项资金的妥善保护，但
是它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当采访团队即将返
程时，几辆满载建筑材料的大卡车沿着道路向
别迭里山口进发。那里，别迭里口岸正在加速
建设，开通后，将填补阿克苏地区无对外开放
口岸的空白，成为新疆进出中亚的又一便捷通
道。

昔日的驼铃阵阵，已化作今日的汽笛声
声。在这里，长城是终点，亦是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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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塞 展 新 颜
北京日报记者 鲍南 杨滨 张宇 甘南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

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边的戍边将士铜像。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摄

探 访 家 国 天 下 的 边 陲 记 忆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 张宇 杨滨 鲍南 甘南

新疆也有长城吗？是的，新疆有长城。
“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在天山南北的丝路

古道上，一座座烽燧构成了壮阔的西长城画卷。由
于独特的自然环境，新疆的长城有些特立独行，没有
连绵不断、高墙巍峨，却连点成线、彼此呼应，守护了
丝绸之路的交通畅达和西域边疆的千载平安。

大漠孤烟，烽火映照金戈铁马。长河落日，黄沙
难掩山河壮丽。

如今，伫立在西域风沙中的烽燧，已被确定为中
国长城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万里长城向西的
延续，也是家国天下的边陲记忆。

一封1200年前的家书

“春景渐芳，暄和未尽，不委如何……”1200 多
年前，在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镇，冬雪消融，
一名驻守烽燧的士兵饱蘸思乡之情，执笔写下家书。

不知何因，这封春日的款款问候并未寄出，被重
重风沙封存。

1200多年后，这封家书被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考古队发现。

思念绵长，终有回响。一场艰苦的考古挖掘，成
就了一场跨越千年的交流。

2019年至2021年，在新疆尉犁县孔雀河北岸的
荒漠无人区，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尘土飞扬，考古
项目负责人胡兴军和考古队员夜以继日，沙里淘

“金”。
“开工一个月后，过筛6遍的沙土里，开始出现

文书残片，有的只有指甲盖那么大，有的仅有只言片
语，但一字千金！”再提起那段往事，胡兴军眼中仍闪
烁着兴奋的光。

历时三载，1500 多件（组）文物重见天日，包括
戍边将士们的武器装备、生活生产用具，还有极为珍
贵的880多件唐代纸文书和木简文书。其中，就有
一众将士的家书。

告别亲人，不远万里，将士们从中原的洛州、岐
州、雍州、汝州、豳州等地来到西域，卫国保家，“昼则
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觇”。写家书，是他们艰苦戍
边生活中难得的温情时光。

夜举火谓“烽”，昼放烟称“燧”。烽燧是军事预
警设施，驻守士兵的主责是根据不同军情，点火点烟
报警，不容半点差池。若无敌情，每晨及夜须点“平
安火”。

谈及“烽火”，胡兴军向记者分享了一张珍藏在

手机里的照片——大漠落日，晚霞如血，营地附近的
沙堆上，一群人或蹲或站。“荒漠区无信号，只有那儿
有一丝微弱信号，一人把手机热点打开后，用长杆举
高，一旦捕获信号，其他人就能‘蹭网’，赶紧跟家人
报个平安。”胡兴军说。

那一刻，黄昏下考古队员的剪影，与烽燧上将士
放“平安火”的身影重叠在一起。“万里胡天无警急，
一笼烽火报平安。”

一句红了眼圈的告白

千百年来，长城烽火照耀天山，护佑丝路畅通，
守卫边疆安全，是历代中央政府管辖和治理西域的
一项重要举措。

在和平年代，谁来守护这荒漠戈壁中的烽燧呢？
“中部本体建于唐代，清代维修加固，呈现

‘内唐外清’的结构。”围着 12 米高的边关墩烽
燧，哈密市文博院院长艾合买提·牙合甫顶着烈日
转了一圈又一圈，每走一步，他脚下戈壁的石子就

“噼啪”作响。
艾合买提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专业毕业后，放

弃了留在上海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家乡哈密市，在文
物保护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28年，“经常是背上馕
和两壶水就出发了。”他也成了群众口中的哈密文物

“活地图”。
从2020年开始，艾合买提和同事一头扎进戈壁

荒漠，风餐露宿，历时两年，新发现了 44 座烽燧遗
址，哈密的烽燧总数达到106座，成为目前新疆烽燧
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其中5座唐代烽燧填补了新疆
哈密和甘肃瓜州、敦煌之间长城资源烽燧线路的空
白。

他们的新发现，让一座座寂寂无闻的“墩”和
“台”，拥有了“烽燧”的名号。这些烽燧置若星连，遥
相呼应，与丝路新北道的路线相重合。其中一处绿
洲边的了墩烽燧不仅有本体，还罕见地保存了依烽
燧而建的驿站院落。

正因宝贵，更需寸步不离地守护。2001 年，买
买提·艾力搬到绿洲边的小屋，成为了墩烽燧的文物
巡护员。转眼23年，买买提今年已是古稀之年。

“我每天最关心天气预报。去年刮过一场十几
级的大风，窗子呼啦啦响了一晚，人根本无法出门。
早上风停了，我赶紧跑去看烽燧，没啥事，心里才踏
实。”夕阳下，买买提面庞黑亮，风霜刻下的“沟壑”清
晰可见，他望着了墩烽燧，突然红了眼圈，“守着它，

不说苦，我爱它。”

一座烽燧般的博物馆

烽火动沙漠，连照孔雀河。除了已考古挖掘的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孔雀河北岸的无人区荒漠里还
有10座烽燧，它们共同构成了“孔雀河烽燧群”，点
点相连，守护丝路中道。

在尉犁县城中心，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如
地标般拔地而起，其设计风格正是源自孔雀河烽燧
群。

“不到孔雀河，也能看烽燧。”作为新疆首家长城
文化博物馆的馆长，樊志鑫一脸骄傲。同时，她也是
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六七十页的解说词烂熟于心，

“自去年12月开馆至今，博物馆已接待游客近6万人
次。”

延绵2万多公里的中国长城，“浓缩”在这建筑
面积5000平方米的长城文化博物馆里。融合声光
电展陈手段，引领着观众沉浸式体验从山海关到西
域迥异的长城景观。

这座博物馆中的最大看点，无疑是克亚克库都克
烽燧的出土文物。每每讲到“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是唐
代焉耆镇下属的军事预警设施”时，樊志鑫心中总有一
种重逢之感：“可能是缘分，我从焉耆嫁到尉犁，当年烽
燧守护我的家园，而今我在讲述烽燧的故事。”

戍边将士们玩游戏的骨头骰子、爬烽燧的梯子，
还有麻鞋、草席、渔网……烽燧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
不断充实着博物馆的藏品。“我最期待纸文书和木简
文书的原件能在博物馆展出，替代现在的仿制件。”
樊志鑫满心期盼。

这些千年前的文物，以这种方式“穿越时空”与
现代人交会。驻守边关将士们的信仰和悲欢，通过
那些未曾寄出的家书，在1200多年后被我们看见。

“你看，我现在头发都白了。”44岁的胡兴军笑
称自己看来要“皓首穷经”。从考古挖掘现场回到研
究所之后，一有时间，他就泡在整理室，和各学科专
家一起修复、解读那些文书。

解读不易，多方求证、反复推敲是常事。“一张残片
就可能填补历史文献的空白，必须慎之又慎，让它们成
为史证主权不可辩驳的实证。”胡兴军目前挂职尉犁县
副县长，他说：“保护、传承长城文化的担子很重。”

“娘子不须忧愁，收拾麦羊，勿使堕落……”这是
另一封没有寄出的家书。或许不久，人们就能和这
位唐朝戍边的士兵，在博物馆中“相遇”。

为什么是长城为什么是长城
长城长城，，为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代为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代

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经过经过 1515 个省区市长城沿线的个省区市长城沿线的

采访采访，，身处别迭里烽燧向东回望身处别迭里烽燧向东回望，，
答案已然明晰答案已然明晰。。

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记录者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记录者。。
从最东端的延边边墙到最西端的从最东端的延边边墙到最西端的
别迭里烽燧别迭里烽燧，，跨越的是跨越的是40004000余公里余公里
的山河原野的山河原野；；从楚国先民为从楚国先民为““方城方城””
垒出的第一块石到今天长城修缮垒出的第一块石到今天长城修缮
师的修旧如旧师的修旧如旧，，中间流过的是中间流过的是26002600
多年的时光……长城多年的时光……长城，，是亿万万个是亿万万个
肩膀挑起亿万万筐砖石肩膀挑起亿万万筐砖石，，在这旷野在这旷野
千峰之间千峰之间，，筑起的一部厚重的史筑起的一部厚重的史
书书，，记录着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记录着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

长城是中华文明的守护者长城是中华文明的守护者。。
从丝绸之路上的烽燧从丝绸之路上的烽燧，，到农牧交界到农牧交界
带上的城墙带上的城墙，，修建长城不是为了打修建长城不是为了打
仗仗，，而是为了不打仗而是为了不打仗。。有了长城有了长城，，
战争的数量战争的数量、、规模都大幅减少规模都大幅减少，，为为
中华文明的发展赢得了机会中华文明的发展赢得了机会。。到到
了近代了近代，，从古北口到平型关从古北口到平型关，，一代一代
代英雄儿女抛头颅代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洒热血，，以以““血血
肉长城肉长城””抵抗侵略抵抗侵略，，让中华文明得让中华文明得
以存续以存续。。

长城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长城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
从大境门的集市从大境门的集市，，到杀虎口的驼到杀虎口的驼
铃铃，，再到嘉峪关的度牒再到嘉峪关的度牒，，长城不是长城不是
阻隔阻隔，，而是桥梁而是桥梁。。长城不语长城不语，，自有自有
春秋春秋。。历史上长城内外相互联系历史上长城内外相互联系、、
相互依赖相互依赖，，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不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不
断交往交流断交往交流，，也在不断互相产生影也在不断互相产生影
响响，，最终形成伟大的中华文明最终形成伟大的中华文明。。

文明文明，，从不是一个干瘪的词汇从不是一个干瘪的词汇
或抽象的存在或抽象的存在，，而是一系列具体而而是一系列具体而
生动的实践产物生动的实践产物。。今天今天，，古老的中古老的中
华文明已经跨越长城华文明已经跨越长城、、拥抱世界拥抱世界。。
长城所蕴含的丰富历史和文化内长城所蕴含的丰富历史和文化内
涵必将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不竭涵必将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不竭
精神动力精神动力，，激励中华儿女为实现中激励中华儿女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成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成““新新
的长城的长城””。。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 鲍鲍
南南 杨滨杨滨 张宇张宇 甘南甘南

石榴云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银璐

古老葡萄藤见证
吐鲁番甜蜜史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赵梅

吐鲁番位于东天山南麓，是古代丝绸
之路上的重镇。几千年来商贸的沟通、文
明的交流，在这里沉淀下丰富多彩的文化
遗产。而其独特的气候，特有的沙质土
壤，也造就了悠久的葡萄种植历史。

在吐鲁番博物馆，一根 2300 年前的
葡萄藤文物，展示了这片土地的葡萄种植
历史。

这根葡萄藤于 2003 年出土于洋海墓
地，外形和现在的葡萄藤很像，深褐色，
横截面为扁圆形，全长115厘米，最大直
径2.3厘米，藤条上还有5个芽节。

经检测确定，这根葡萄藤年代在
2300 年前，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栽培葡
萄的标本。“它的发现说明当时人们已经
知道，葡萄的传播不是用种子，而是靠葡
萄藤来进行无性繁殖。因此，墓主人想带
着它去另外一个世界种植，继续享受葡萄
的美味。”吐鲁番博物馆副馆长邓永红说。

1979 年，阿斯塔那古墓出土葡萄派
任行水官牒，它是北凉高昌郡功曹白清请
求官府派行水官给葡萄园灌溉的文书。这
件文书反映，北凉时期，葡萄已是高昌地
区的重要物产，它主要用以酿酒和制作果
品。当时，为了保证葡萄的产量，高昌郡
会在特定时节，专门派出行水人员负责浇
灌工作。

2004 年，阿斯塔那古墓发现一幅
《庄园主生活图》 壁画，壁画上有葡萄
地，葡萄酿酒场景。“壁画展现的是晋唐
时期吐鲁番葡萄种植及酿酒业的情况。这
表明，当时葡萄种植与酿酒已成为当地人
农庄生活的主要部分。”邓永红说。

公元640年，唐朝统一高昌，在吐鲁
番设置安西都护府，进一步加大了对西域
的管理。唐朝在西域推行均田制，加强水
利设施的建设，极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
展。农民在分配的自耕田里大面积种植葡
萄，酿制葡萄酒。随着唐朝的兴盛和丝绸
之路的畅通，吐鲁番的葡萄、葡萄酒传入
中原。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代严苟仁租葡
萄园契，反映了这一时期吐鲁番葡萄种植
产业的发展与契约制度不断完善的情况。
这件文书记录的是唐长安三年平民严苟仁
租赁麴善通二亩葡萄园之事。文书显示，
严苟仁的租用期为5年，因当年葡萄枝短
（可能是新栽植不久），他可以不用交纳租
金，但之后4年则要累计交2720文铜钱。
从这件文书可以看出，当时，葡萄生产已
形成租佃关系，以货币交租、市场交易。

如今，吐鲁番依旧在延续着千年种植
葡萄的历史传统，不仅成为国内最著名的
葡萄产地，拥有500多个葡萄品种，还将
葡萄打造为吐鲁番响亮的名片之一。

喀什铜器制作技艺

亮 相 东 方 明 珠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王新红

头戴花帽，身穿民族服装，左手拿着
铜盘，右手转动刻刀，不一会儿，一朵精
致的花便“绽放”在盘底。8月11日，在
上海参加 2024 新疆喀什水果节美食节的
阿卜杜热伊木·艾力在东方明珠城市广场
展示着喀什铜器制作技艺。今年22岁的
他是喀什铜器第六代传承人，自小跟随爷
爷和爸爸学习制作铜器，虽年轻，技艺却
炉火纯青。

喀什铜器制作技艺有着独特的艺术特
征和极强的表现力，因精致、耐用、美
观，在国内外享有盛誉。2021 年，喀什
维吾尔族铜器制作技艺被确定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这个铜盘我要了。”看着阿卜杜热伊
木不用图纸，仅凭经验和手感就制作出艺
术品一般精美的铜盘，上海市民孙莎莎干
脆地扫码付款，她的伙伴李梦瑶则定制了
一个茶壶。

“所有铜器的造型都要用锤子一点一点
敲打出来，初步成型之后，经过一次淬火，再
打磨、装饰，然后把花纹刻在壶上……”阿卜
杜热伊木边操作边解说。

被围在人群中间的阿卜杜热伊木虽是
第一次来上海，却丝毫不怯场。“没想到
能在上海看到你的技艺。”上海交通大学
学生李龙说，他曾在网上看过阿卜杜热伊
木发布的铜器制作短视频。“那你一定要
抽时间来喀什看看，我店里还有好多好看
的铜器呢！”阿卜杜热伊木向李龙发出了
邀约。

在位于喀什古城的铜器店里，阿卜杜
热伊木和弟弟经常把铜器作品及制作过程
拍成照片或视频发在社交媒体上，不仅增
加了互动，还打开了新的销售渠道，带来
不少订单。

喀什铜器从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具，变
为深受各地游客喜爱的收藏品。子承父业
的阿卜杜热伊木在延续百年的“叮当”敲
击声中，将一块块铜板变成一件件精美的
器皿。他说，要用自己的双手传承技艺，
用更多方式展示和传扬铜器之美。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