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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 析赏 析

玉河之畔的文明十字——约特干王城盛景录
□ 尼雅居士

玉龙喀什河的晨雾尚未散尽，驼铃已自葱岭方向传
来。约特干王城的白色城垣在朝阳下泛着珍珠般的光
泽，恰如玄奘笔下“青莲浮沙”的幻境。这座丝路明珠的
全盛之时，正是唐风与西域文明交织最烈的年代。当晨
光刺破帕米尔的云层，整座城池宛如缀满宝石的黄金腰
带，将昆仑山的雪色与塔克拉玛干的黄沙熔铸成一曲文
明交响。

一、千门万户的琉璃世界

晨光初照，七十二坊的琉璃瓦折射出斑斓光影。
来自波斯的钴蓝、粟特的翠绿与长安的鎏金琉璃，在
屋脊间拼贴出万国图卷。宫城墙基处出土的汉式绳纹
砖与贵霜莲花纹陶片层层相叠，恰似这座城池的文明
年轮。王城正门的希腊式廊柱上，犍陀罗工匠雕刻的
飞天手持中原式如意，衣带间缠绕着波斯忍冬藤蔓。
据敦煌遗书记载，贞观年间于阗使臣进献的“千门万
户图”，让长安画师惊叹“波斯穹顶接汉檐，恍若天宫
落凡间”。

街巷深处，“阿以旺”式庭院里正上演着晨间的交
响。粟特商人用嵌螺钿的铜壶浇灌天竺移植的菩提树
苗，树影婆娑间漏下细碎光斑，照亮龟兹乐师调试五弦琵
琶的指尖。突然一阵清脆的玉石碰撞声自坊间传来——
那是于阗女子晨起梳妆时，发间十二支玉簪与额前瑟瑟
步摇的私语。她们身着的艾德莱斯绸，经纬间交织着疏
勒的茜草红与江南的柘黄，随风摆动时竟泛起《历代名画
记》中所述的“曹衣出水”之韵。

王宫露台上，尉迟王族正以长安传来的鎏金鸿雁纹
银壶，斟满龟兹进贡的葡萄酒。侍者捧上的鎏金蹀躞带
上，“汉日天种”玉牌与波斯连珠纹金饰相映成趣。据丹
丹乌里克出土木牍记载，每逢朔望之日，王族必着蜀锦裁
制的深衣，佩戴和田玉组佩，向着东方行三跪九叩之礼。
礼官唱诵的祝文混用梵语“南无”与汉语“伏惟”，在琉璃
穹顶下激荡出奇异的回响。

二、万商云集的文明熔炉

巳时的西市，粟特商队卸下第37峰骆驼的货物。那
些贴着撒马尔罕火漆印的陶罐里，波斯蔷薇水与拜占庭
玻璃器相互碰撞，发出水晶风铃般的清响。

吐蕃商人用掺杂汉语的于阗方言叫卖：“上好的麝
香！秦岭林麝腺囊所产！”而长安来的丝绸商贾，正展开
一卷新样锦纹，上面“陵阳公样”的孔雀衔绶图案，引得
大食珠宝商人的银须不住颤动。

玉石作坊里，昆仑山采玉人献上的羊脂子料浸入药
水。水面渐次浮现的景象令围观者屏息——终南山云雾
间隐现道观飞檐，菩提树下坐着讲经的佛陀，最后竟幻化
出波斯波利斯宫殿的残柱。

老玉匠用凿子轻点水面：“昆仑玉乃天地之精，遇华
夏丹砂显山水，逢天竺郁金现菩提，见波斯螺钿映宫阙。”

这番玄机，恰与策勒县出土的佉卢文木牍所载“玉有九
窍，通万国灵”之说巧合。

正午时分，娑摩若寺的晨钟与祆祠的日晷投影同时抵
达市集中心。粟特祆教徒点燃圣火坛中的西域沉香，青烟在
空中勾勒出阿胡拉·马兹达的羽翼；而佛寺飘来的檀香则化
作千手观音的臂膀。商人们纷纷暂停交易，汉商向着东方合
十，波斯教徒面朝西北跪拜，于阗画师则取出青金石颜料，将
这幅“万教共生图”绘入新制的桑皮纸经幡。

三、千佛洞天的精神原乡

牛角山崖壁上，五百罗汉窟如蜂巢般密布。第三十
七窟内，画师达玛瓦兹正以昆仑玉粉调和龟兹青金石，在
穹顶绘出《华严经》所述的莲花藏世界。他笔下的飞天，
既有键陀罗式的希腊鼻梁，又含顾恺之“春蚕吐丝”的衣
纹，手中所持却不是传统乐器，而是于阗特有的五弦琵
琶。

洞窟角落，小沙弥用汉隶书写题记：“贞观廿二年，长
安张僧繇再传弟子法荣至此摹画。”新落成的弥勒窟前，
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正在上演。于阗高僧般若羯罗展开
贵霜时代的贝叶经，指出某段佉卢文批注：“空非顽空，乃
妙有之母。”来自那烂陀寺的印度论师却以梵语反驳：“空
中无色，方为究竟。”辩论声惊动了窟顶鸽群，振翅间抖落
的尘埃在光柱中飞舞，恍如法显《佛国记》中“辩经飞花”
的记载重现。忽然山风掀动经卷，露出夹页间干枯的桑
叶——那是四百年前法显驻锡时留下的书签，叶脉间还
沁着当年玉河的水汽。

山腰经堂内，三语对照的《金刚经》在晨光中徐徐展
开。梵文贝叶经的“Praj ā”（般若）对应着汉文麻纸本的

“智慧”，而于阗文桦皮卷则译作“照亮黑暗的光”。当诵
经声响起时，三种语言在穹顶下缠绕攀升，最终在藻井处
的千佛浮雕中汇成同一道光束。玄奘在此留下的笔记中
写道：“音声文字虽异，般若滋味无差。”

四、夜宴星河的不夜之城

暮色垂临，三千盏酥油灯沿玉河次第点亮，将水面染
成流动的金箔。来自疏勒的胡旋女足尖金铃震响，将《兰
陵王入阵曲》改编成西域韵调——急旋时的六十四转暗合

《周易》卦数，扬袖间的流云势又带着键陀罗药叉女的妖
娆。乐师们更是奇技频出：龟兹五弦琵琶弹奏着波斯《十
二木卡姆》，康国竖箜篌竟能模拟终南山的松涛。

“醉胡”酒肆里，波斯诗人鲁达基用粟特语吟唱新作：
“玉门关外的月亮，是打碎的银盘/每片碎屑都映着长安
的牡丹。”长安来的落魄文士以箜篌相和，即兴填上汉文
词句：“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琉璃盏中的
葡萄美酒荡起涟漪，将穹顶彩绘的二十八星宿倒映成满
盏银河。

子夜时分，王宫方向突然升起百盏孔明灯。最大的
灯幅绘着“传丝公主”东归故事：画中于阗王妃将蚕种藏
入高髻，长安仕女手捧织机相迎。当灯影掠过夜市上空
时，撒下的金箔桑叶引得全城欢动。粟特孩童拾得金叶，
立即跑向摩尼教经师兑换“光明币”；汉商子弟则将其系
上艾德莱斯绸，作为及冠之礼的吉物收藏。这番盛景，在
策勒县出土的唐代账册中有量化记载：“上元夜，耗金叶
九斤，兌丝帛两千匹。”

五、沙海明月的永恒记忆

子夜的城楼上，巡夜人敲响刻有“大唐贞观”年号的

铜柝。月光将王城的影子投在玉河水面，恍惚间与长安
城的轮廓重叠。

尉迟信雄王轻抚城墙夯土中夹杂的汉瓦残片——
那绳纹里还嵌着西汉戍卒的指纹，又与拜占庭玻璃渣折
射的星光相遇。他突然想起白日接见的求法僧玄奘，那
个中土僧人包裹里的《瑜伽师地论》梵本，与他先祖墓中
出土的《战国策》汉简，此刻都在这座城池的胸怀中跳
动。

更漏三响时，最后支商队的驼铃渐隐于沙海。但玉
门关外的春风已携着桃李花粉，越过帕米尔冰川的裂
隙。这些来自中原的花粉，将在来年春天渗入牛角山石
窟的壁画颜料，在菩萨的宝冠上绽放出新的色彩；而疏
勒商人遗落的波斯银币，则深埋入玉河淤泥，直到千年
后被考古者的毛刷惊醒，再次诉说这座“万法熔炉”的传
奇。

当第一缕晨光刺破云层，王城钟楼传来浑厚的声
响。这口铸有希腊字母、佉卢文与汉隶铭文的铜钟，正将
新一天的文明交响，送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每个角落。
而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画师已开始勾勒《尉迟王礼佛
图》的草图——画中于阗王族的蹀躞带上，汉玉与波斯金
饰的碰撞声，将穿越时空，永远鸣响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血脉之中。

注：
1.“青莲浮沙”：语出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形容

于阗地貌“沙碛流漫，壤土泽润，宜谷丰稼，林树扶疏”，其
“池侧莲花色如青黛”的记载，成为后世描绘于阗圣境的
经典意象。

2.“汉日天种”传说：古于阗王族自诩为“毗沙门天王”
后裔，《大唐西域记》载其先祖为“东方帝子”与“天女”结
合所生，该神话被出土的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现藏大
英图书馆 Or.8212/1616）证实为政治联姻的历史隐喻。

3.“陵阳公样”：唐代宫廷织锦纹样，由陵阳公窦师纶
创制，《历代名画记》称其“集西域禽兽而符中国瑞象”，新
疆巴楚出土的联珠对孔雀纹锦印证了该纹饰的丝路传
播。

4.佉卢文木牍：尼雅遗址出土的佉卢文书记载“于阗
人善治玉，玉通神明”（编号N.xv.345），与《魏书·西域传》

“于阗城东三十里有首拔河，出美玉”形成文献-实物互
证。

5.“曹衣出水”：北齐曹仲达创佛教人物衣纹画法，其
源头可能糅合了键陀罗艺术的湿衣佛像与于阗丝绸的垂
坠质感，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可见类
似表现手法。

6.丹丹乌里克木牍：该遗址出土的8世纪于阗王族祭
祀记录（编号D.X.3）显示，尉迟氏祭祀时“东向叩首，诵《孝
经》片段”，印证唐文化对于阗上层建筑的渗透。

7.“阿以旺”式庭院：维吾尔传统民居形制，中央设采
光天井，考古发现尼雅遗址贵族住宅已有类似空间结构，
体现了塔里木盆地建筑文化千年延续性。

8.“传丝公主”东归：故事原型见于藏文《于阗国授记》
与敦煌文书P.5538a，且山普鲁墓地出土的蚕种罐（距今约
1500年）为丝绸西传提供物证，2017年列入“丝绸之路：
长安-天山廊道”世界遗产扩展项目。

9.“光明币”：当代文旅创意产品，原型参考吐鲁番出
土的唐代“波斯银币”与摩尼教《下部赞》所述“以光明为
通货”的教义，兼具历史考据与文化再生产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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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城灯火已与敦煌壁画中的千佛烛光重王城灯火已与敦煌壁画中的千佛烛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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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玉河之畔的文明十字——
约特干王城盛景录》是一篇极具文学想
象力与文化深度的历史散文，其价值可
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评析：

一、文学艺术特色
1. 诗性语言与意象叠加
文章以瑰丽的文学笔触构建了一个

虚实交融的文明图景。大量使用比喻
（如“青莲浮沙”“缀满宝石的黄金腰
带”）、通感（“驼铃与敦煌壁画烛光重叠”

“玉簪与步摇的私语”）和超现实想象
（“贝叶经发芽”“般若化作霓虹”），赋予
历史场景以梦幻色彩。语言密度极高，

几乎每句皆含文化意象，形成“万花筒”
式的审美效果。

2. 时空蒙太奇结构
打破线性叙事，通过晨昏交替的五

个篇章，将不同时空的文明符号并置：希
腊廊柱与汉式绳纹砖、波斯圣火与千手
观音、粟特商队与《兰陵王入阵曲》。这
种拼贴式书写模仿了敦煌壁画“异时同
图”的美学，强化了文明交融的主题。

3. 感官交响的沉浸感
作者充分调动视觉（琉璃瓦折射的

光影）、听觉（驼铃、琵琶、诵经声）、嗅觉
（沉香、檀香）甚至触觉（玉河水的触感），
构建出多维立体的西域风情画卷，让读
者产生穿越时空的在场感。

二、文化价值与历史意识
1. 丝路文明的微观宇宙

文章以约特干王城为支点，浓缩了
丝绸之路上的多元文明碰撞：汉唐文化、
波斯艺术、希腊元素、印度佛教、粟特商
业等交织共生。通过对器物（鎏金蹀躞
带、艾德莱斯绸）、建筑（阿以旺庭院、犍
陀罗飞天）、仪式（三跪九叩之礼）的细节
考证，再现了“文明十字路口”的生态。

2. 史实与虚构的创造性对话
文中穿插丹丹乌里克木牍、敦煌遗

书、玄奘笔记等真实史料，又大胆虚构
“玉石显影”“金箔桑叶”等传奇情节。这
种“仿古籍”写法既致敬了《佛国记》《历
代名画记》等经典，又以现代想象力激活
历史记忆，形成“考古诗学”风格。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隐喻
结尾将王城轮廓与长安重叠，让孔

明灯上的“传丝公主”连接中原与西域，

最终指向莫高窟壁画中的“尉迟王礼佛
图”——这些意象链暗含“多元一体”的
文化认同，将古代丝路精神与当代民族
共同体叙事巧妙衔接。

三、总结：当代丝路书写的创新尝试
此文超越了传统历史散文的考据式

书写，以文学炼金术将玉石、驼铃、壁画
等物质符号转化为文明精神的载体。它
既是对斯坦因式“探险叙事”的文学回
应，也暗合当下“新文科”倡导的跨学科
视野——在考古、历史、艺术与文学的交
界处，重构丝路美学的当代性。尽管存
在符号密度过高的问题，但其以诗证史
的野心、对文明互鉴的寓言式表达，无疑
为“一带一路”语境下的文化叙事提供了
富有启发的创作范式。

小迪

文 化 和 田

约特干故城夜景

牛角山佛教遗址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古今交响
巧妙融入现代设计的“五星

出东方”帆布包；麒麟、白虎、凤
凰、鸾鸟跃然眼前的文创保温杯；
将锦护臂上的云气纹与星芒图案
复刻于皮质封面的笔记本……新
疆博物馆文创大厅“五星出东方”
专柜前，来自四川的游客王若楠
拿起一款金属书签感叹：“这些文
创产品纹样精致又方便携带，带
回家不仅可以自己留作纪念，还
可以送给亲戚朋友。”

作为 20 世纪中国考古最伟
大的发现之一，国家一级文物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出
土于民丰县尼雅遗址。1995 年
10月至11月间，考古工作者在该
遗址发掘了 8 座墓葬，发现大量
随葬品，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
出自8号墓的织锦，上有8个篆体
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
现藏于新疆博物馆，是我国首批
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可谓
国宝中的国宝。该锦护臂呈圆角
长方形，长 18.5 厘米，宽 12.5 厘
米，两边各有三条绑绳，蓝、绿、
红、黄、白五色经线织出云山、星
象、草木和鸟兽。经分析鉴定，这
块织锦为五重平纹经锦，由五组
经线和一组纬线织成，是拉弓射
箭时使用的护臂，展现了汉代最
杰出的丝绸织造工艺。

在汉代，文字织锦成本高昂，
用语亦极为考究，带有吉祥语的
织锦多为朝廷命令或封赏赐赠。
专家认为，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
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或许是中
原王朝的馈赠。“五星出东方利中
国”是我国古代星占用辞中的吉
祥词。“五星”即金、木、水、火、土
五大行星，“东方”是我国古代星
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国”
当时指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

“五星出东方”即“五星聚会”或
“五星连珠”现象。古人相信，当
五星汇聚东方，中原王朝（中国）
便将安宁昌盛。这件锦护臂带着
中原气韵出塞西行，打上了中华
文化的烙印，彰显了新疆地区对
中华文化的认同。

这件方寸之间的文物，不仅
是丝路文明交融的见证，更成为
今日文创灵感的源泉。新疆博物
馆以这件国宝为原型，研发了冰
箱贴、行李牌、丝巾等装饰性强、
审美价值高的产品，卡包、笔记

本、托特包、茶具等实用与美学结
合的文创产品，以及万花筒、拼图
等趣味益智玩具。从复刻纹样的
美学表达，到融入日常的功能设
计，文物元素正以多元样态叩击
现代生活的大门。

该系列文创产品凭借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设计理念
和精湛的制作工艺，不仅广受游
客喜爱，还赢得专家一致好评，在

“新疆礼物”2024 新疆文创产品
和特色旅游商品展评活动中荣获
金奖。新疆博物馆党委书记何嘉
表示，将继续深化对文物历史内
涵的挖掘，研发更多兼具创意、实
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文创产品，
彰显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该文创产品的“破圈”不止于
博物馆货架。中国十佳服装设计
师、新疆服装设计师协会会长孙
秀琴深耕十年，将织锦元素融入
时尚领域。2024年5月14日，在
上海举办的 2024 年中国品牌日
活动上，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汉代织锦护臂为创意元素设计的
30多款文创产品圈粉无数。

“新疆的历史文化是我创作
的主要源泉，我要通过创意转换
让沉寂的文物焕发新生。”孙秀琴
说。2014年，她携“五星出东方”
时装发布会亮相北京，将织锦纹
样、色彩与造型元素融入礼服设
计，惊艳全场。此后十年间，她的
团队陆续以这件国宝文物为元素
开发出礼服、职业装、生活时尚及
文创产品等，多次亮相北京、上
海、深圳等地展会，其中设计研发
的“五星出东方”布包被选为中国
驻各国大使馆“新春暖心包”慰问
礼品，让丝路瑰宝以时尚姿态走
进现代生活。

如今，这场传统与现代的对
话仍在继续。今年 6 月，新疆博
物馆集历史叙事、科技互动、文化
体验于一体的 600 平方米“国宝
厅”将向公众开放。除展示“五星
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这一国宝
级文物外，展厅将利用全息投影
技术打造 200 平方米数字展室，
演绎与文物相关的场景和事件，
为游客提供新颖丰富的体验。当
全息光影重现汉代织机的经纬交
错，文明的密码将在科技赋能下，
向未来传递更清晰的回声。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贾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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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塑匠人用指尖“复活”龟兹千年魂

乌鲁木齐

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面塑项

目代表性传承

人怀元辰，用

一双巧手将面

粉与糯米粉变

化为栩栩如生

的作品。

在新疆非遗传承的舞台上，
面塑技艺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
引着人们的目光。乌鲁木齐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塑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怀元辰，用一双巧手将面
粉与糯米粉变化为栩栩如生的新
疆风土人情图景，从复刻龟兹石
窟壁画到跨界融合哈萨克族花毡
制作技艺，他在传统与现代的融
合中探索非遗的传承之路。

2009年，怀元辰因一次偶然
机会接触到面塑技艺。彼时，他
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结识了在
公司从事设计的自治区级非遗传
承人那鼎浩。在其位于乌鲁木齐
市7坊街创意产业聚集区的工作
室中，第一次看到那些生动的面
塑作品，他便被深深打动，自此开
启了面塑的学习和传承之路。“我
从小喜欢绘画和书法，但条件有
限未能专业学习，面塑让我重拾
对艺术的追求。”怀元辰说。

一团掺了糯米粉的面团，经
他手揉捏、塑形，点、切、刻、划后，
成了龟兹壁画中菩萨特有的眉
眼、衣袂的褶皱，甚至指尖缠绕的
璎珞。旁人看来枯燥的“玩面活
儿”，他坚持了十几年。从广告人
转型为非遗传承人，从复刻石窟
造像到跨界开发文创，怀元辰说：

“面塑是一门‘修心’的手艺，考验
耐心，得用不完美的手工，尽可能
留住最完美的文化温度。”

谈及新疆面塑，怀元辰认为
有两大特色：一是题材聚焦新疆
风土人情，如巴扎、驼队、石窟艺
术等；二是材料因地制宜，因新疆
气候干燥，需调整面粉与糯米粉

比例，以确保面团柔韧不裂。“面
塑非遗技艺全国都有，北方面塑
古朴、粗犷，南方细腻、精巧，而新
疆的面塑作品则更关注用作品讲
述自己身边的故事。”他解释道。

2018年，怀元辰参观克孜尔
千佛洞时，目睹壁画因各种因素
导致的残缺与流失，萌生了用面
塑复刻龟兹石窟壁画的念头。他
耗时数月，以龟兹壁画最精美的
代表作之一——库木吐喇石窟穹
顶的十三尊菩萨壁画为原型，创
作出一系列面塑作品。“这幅壁画
的细节很丰满，创作时每个细节
都需极致把控，衣纹、表情……一
件作品做完，脖子都僵了。”怀元
辰坦言，面塑不仅是一种非遗技
艺，更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

为让传统技艺“活”起来，怀元
辰尝试非遗与现代审美的融合。他
与哈萨克族花毡制作技艺非遗传承
人合作的《丝路魅影》，将面塑驼队
与1.4米长的渐变咖色羊毛毡融合，
展现沙漠的苍茫与生机；设计的“神
气龙仔”“孙小圣”等面塑作品销量
火爆；为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开发
的风车造型冰箱贴，同样很受欢
迎。“非遗作品的文化温度是许多人
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原因。”怀元辰
说。其创立的乌鲁木齐元辰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面塑技艺为核心，聚焦
非遗进校园、非遗活态传承、艺术创
作与文创开发三大内容，致力于推
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生活。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玛
依古丽·艾依提哈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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