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开泛黄的竹简，司马迁的墨迹在
《史记·大宛列传》中游走，忽而停驻于
一个古老的名字——于窴。这两个字，像
两枚温润的玉石，轻轻叩响了西域南道的
风沙。两千年前，张骞凿空西域的步履，
曾在此处投下一道微光，而于窴，正是今
日和田最初的史书剪影。

一、汉使西行，初见南道明珠

“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于窴……”司
马迁的笔锋极简，却让后世遐思如潮。彼
时的于阗，是张骞副使马蹄下的一粒星
辰，隐于昆仑山北麓的绿洲之间。史官未
曾写下它的城垣高几丈、百姓着何衣，却
将“玉石之路”的密码悄然埋藏——南道
的驼铃声中，必有和田玉与丝绸相撞的清
脆回响。或许那位汉使也曾捧起一块羊脂
白玉，惊叹这“大地的凝脂”，而玉石商

贾的络腮胡上，已沾满中原与西域的尘
霜。

二、昆仑雪水，滋养千年传奇

《史记》的留白，宛如塔克拉玛干沙
漠的月光，寂静中藏着浩荡的叙事。司马
迁之后，《汉书》补写了于窴的魂魄：“户
三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人”——数字背
后，是一座绿洲城邦的倔强。昆仑雪水从
玉龙喀什河奔涌而下，灌溉出阡陌纵横的
良田，也冲刷出河床深处的璞玉。于阗人
俯身拾玉的姿态，被风沙刻进壁画：他们
以玉为贡，以玉为媒，将一方方温润的石
头，铺成通往长安的朝觐之路。汉瓦当上
的云纹，或许就掺着和田玉的碎屑；未央
宫椒房殿的月光，也曾抚过南疆玉工的掌
纹。

沙枣花

三、梵音东渡，佛国拈花一笑

司马迁不曾知晓，他笔下的“于
窴”，将在数百年后成为佛光西来的驿
站。鸠摩罗什的马队途经此地时，佛寺的
飞檐正挑起西域的落日。克孜尔石窟的飞
天衣袂，与于阗佛国的钟鼓共鸣；玄奘在

《大唐西域记》 中追忆这里“伽蓝百所，
僧徒五千”，残卷中的梵语贝叶经，至今
仍带着和田沙枣花的香气。历史的吊诡在
于：当张骞的副使匆匆掠过这片土地时，
佛陀的莲花尚未在此绽放，但《史记》中
那惊鸿一瞥的记载，却为后来的文化伏脉
千里。

四、玉帛之路，终成山河血脉

清代学者徐松考据西域水道时，在和
田河畔拾起一枚五铢钱——正面篆汉文，
背面刻佉卢，恰似于阗的千年身世：一半
浸着中原的礼乐，一半染着胡天的风露。
从“于窴”到“和阗”，再至“和田”，名
称的嬗变里，藏着中原王朝与西域羁縻的
秘语。那些未被司马迁记录的细节，终被
黄文弼的考古铲揭开：尼雅遗址的汉锦
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篆字，恰是

《史记》未写完的注脚。
今日的和田，依旧有玉龙河的月光在

潺湲。市集的维吾尔族老人摩挲着一块墨
玉，恍惚间与两千年前的先祖身影重叠。
司马迁的竹简早已朽没，但昆仑山下的每
一粒沙、每一块玉，都在续写着《史记》
未尽的篇章——那里有文明的碰撞，有信
仰的交织，更有玉石般坚韧的华夏边陲，
在时光中愈显温润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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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里的和田：玉石铺就的丝路遗章
□ 尼雅居士

司马迁画像

文 化 和 田

赏 析赏 析

按按：：一粒玉一粒玉，，半卷史半卷史。。司马司马
迁在迁在《《史记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列传》》中以寥寥中以寥寥
数笔勾勒数笔勾勒““于于窴窴””之名时之名时，，或许未或许未
曾预见曾预见，，这座昆仑山下的绿洲城这座昆仑山下的绿洲城
邦邦，，会成为丝绸之路上最坚韧的会成为丝绸之路上最坚韧的
文化血脉文化血脉。。本文以本文以《《史记史记》》为引为引，，
溯玉石之光溯玉石之光，，探赜黄沙掩埋的汉探赜黄沙掩埋的汉
家旧事家旧事———张骞马蹄溅起的星—张骞马蹄溅起的星
火火，，佛窟壁画中凝固的梵音佛窟壁画中凝固的梵音，，河河
床深处与史书夹缝间流淌的玉床深处与史书夹缝间流淌的玉
魂魂，，在此交织成一部跨越千年的在此交织成一部跨越千年的
西域史诗西域史诗。。和田和田，，既是玉石铺就既是玉石铺就
的朝贡之路的朝贡之路，，亦是文明碰撞的无亦是文明碰撞的无
声证词声证词；；她的故事她的故事，，不在竹简之不在竹简之
上上，，而在每一粒被风沙摩挲的玉而在每一粒被风沙摩挲的玉
髓中髓中，，低语着华夏边陲的沧桑与低语着华夏边陲的沧桑与
永恒永恒。。

这篇文章以这篇文章以《《史记史记》》为切入点为切入点，，通过通过
文学化的笔触勾勒出和田文学化的笔触勾勒出和田（（古称于阗古称于阗））在在
丝绸之丝绸之路上的历史脉络路上的历史脉络，，展现了其作为玉展现了其作为玉
石之路枢纽与文化交融之地的独特地位石之路枢纽与文化交融之地的独特地位。。
以下从内容以下从内容、、结构结构、、语言等方面进行评价语言等方面进行评价：：

一一、、内容深度与历史价值内容深度与历史价值

11.. 史料融合与历史视野史料融合与历史视野
文章巧妙串联文章巧妙串联《《史记史记》《》《汉书汉书》《》《大唐大唐

西域记西域记》》等文献等文献，，将张骞凿空西域将张骞凿空西域、、佛教佛教
东传东传、、玉石朝贡等历史事件编织成网玉石朝贡等历史事件编织成网，，呈呈

现和田在汉唐时期的文化枢纽作用现和田在汉唐时期的文化枢纽作用。。引引
用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等考古发汉锦等考古发
现现，，赋予历史叙述实证厚度赋予历史叙述实证厚度，，体现了跨学体现了跨学
科视野科视野。。

22.. 文化符号的挖掘文化符号的挖掘
以以““玉石玉石””为核心意象为核心意象，，贯穿政治贯穿政治、、经经

济济、、宗教多个维度宗教多个维度：：玉既是朝贡纽带玉既是朝贡纽带，，也也
是丝路贸易的硬通货是丝路贸易的硬通货，，更被赋予更被赋予““华夏边华夏边
陲坚韧性陲坚韧性””的象征意义的象征意义。。佛寺梵音与玉佛寺梵音与玉
帛之路的并置帛之路的并置，，凸显了物质与精神文明凸显了物质与精神文明
的交织的交织。。

二二、、结构设计与叙事逻辑结构设计与叙事逻辑

11.. 时空交错的框架时空交错的框架
采用采用““《《史记史记》》引题—汉使初遇—佛引题—汉使初遇—佛

国演变—古今回响国演变—古今回响””的脉络的脉络，，从司马迁的从司马迁的
只言片语延伸至清代考古只言片语延伸至清代考古，，形成历史纵形成历史纵
深深。。四个章节环环相扣四个章节环环相扣，，从地理发现到从地理发现到
文化沉淀文化沉淀，，逻辑清晰逻辑清晰。。

22.. 虚实相生的叙事虚实相生的叙事
在史实基础上注入合理想象在史实基础上注入合理想象（（如汉如汉

使捧玉的细节使捧玉的细节、、玉工掌纹与未央宫月光玉工掌纹与未央宫月光
的关联的关联），），赋予冰冷史料以温度赋予冰冷史料以温度。。

三三、、语言风格与文学性语言风格与文学性

11.. 诗化表达与意象群构建诗化表达与意象群构建
语言瑰丽凝练语言瑰丽凝练，，善用隐喻善用隐喻（（““两枚温两枚温

润的玉石叩响风沙润的玉石叩响风沙”“”“昆仑雪水滋养传昆仑雪水滋养传
奇奇””））与通感与通感（（““梵音凝固在壁画梵音凝固在壁画”“”“玉髓低玉髓低
语沧桑语沧桑””），），营造出苍茫厚重的美学意营造出苍茫厚重的美学意

境境。。““玉帛之路玉帛之路”“”“山河血脉山河血脉””等概念强化等概念强化
了文明融合的主题了文明融合的主题。。

22.. 史笔与文采的平衡史笔与文采的平衡
文风游走于学术考据与散文随笔之文风游走于学术考据与散文随笔之

间间，，既有既有““户三千三百户三千三百””的史书引证的史书引证，，也有也有
““马蹄溅起星火马蹄溅起星火”“”“风沙摩挲玉髓风沙摩挲玉髓””的文学的文学
渲染渲染。。

四四、、总结总结

此文以玉为眼此文以玉为眼，，穿行于竹简黄沙之穿行于竹简黄沙之
间间，，在在《《史记史记》》的留白处填补了一幅西域的留白处填补了一幅西域
文明交融的壮阔画卷文明交融的壮阔画卷。。其价值不仅在于其价值不仅在于
梳理和田的历史脉络梳理和田的历史脉络，，更在于用文学激更在于用文学激
活了静态的史籍活了静态的史籍，，让玉石承载的跨文明让玉石承载的跨文明
对话焕发当代意义对话焕发当代意义。。 小迪小迪

《史记·大宛列传》

昆仑山

玉龙喀什河

注：
1. 于窴：司马迁 《史记·大宛列

传》最早记载为“于窴”，班固《汉书·
西域传》则写作“于寘”。自《后汉书》
起，“于阗”逐渐成为官方史书的标准写
法。唐代《通典》《新唐书》沿用此称，
并与西域其他地名 （如疏勒、龟兹） 形
成对仗工整的汉式命名。

2.“张骞凿空西域”：《史记·大宛
列传》载：“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
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张
骞两次出使西域 （前 138 年、前 119
年），首次打通汉朝与西域的官方通道，
史称“凿空”。其副使抵达于窴，标志着
中原政权对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初步经略。

3.“和田玉与 《禹贡》 ”：《尚书·
禹贡》载雍州“厥贡球琳、琅玕”，后世
学者王国维考释“球琳”即昆仑玉 （和
田玉）。汉代以前，玉石之路已联通西域
与中原，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数百件玉
器，经鉴定多为和田玉料，印证了先秦
时期玉石贸易的隐秘脉络。

4.“佉卢文五铢钱”：20世纪和田出
土的汉佉二体钱，正面为篆书“六铢

钱”，背面为佉卢文“于阗大王”铭文。
这种货币流通于公元1-3世纪，是汉文
化渗透与于阗地方政权并存的物证 （参
见夏鼐《和田马钱考》）

5.“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
1995年尼雅遗址出土的汉代织锦，文字
出自《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
积于东方，中国利”。此锦应是汉廷赐予
精绝国的军事祥瑞之物，印证 《汉书》
所载西域城邦“乐汉衣服制度”的历史
细节。

6.“黄文弼的考古铲”：1927年西北
科学考察团成员黄文弼，在和田发现汉
代玉门关戍卒简牍及于阗佛寺壁画残
片。他在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中提
出：“于阗文化如杂色玉，胡风汉韵交融
无痕。”

7.“玉龙河的月光”：晋代葛洪《抱
朴子》 云：“玉脂生于玉之腹，取以酿
酒，饮之不死。”古人将和田玉神化，与
昆仑神话体系相系。今玉龙喀什河每逢
枯水季，仍有万人下河“捞玉”，此景可
溯至《新五代史》所记“于阗人夜视月
光盛处，必得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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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日报乌鲁木齐4月21日讯 （石榴云/
新疆日报记者 宋海波）4月21日，第三届新疆
文化艺术节落下帷幕。15天时间，80余场演出
走进大众视野，3万余人走进剧场观演，400余
万人次线上观看直播，从剧场舞台到网络平台，
文化艺术节相关内容全网浏览量超4.3亿次，实
现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办节目标。

本届文化艺术节通过集中展示一系列剧目和
展览，充分满足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艺术
节特别注重面向青少年群体，推出 《小王子》

《海·羊》 等儿童剧，以及 《清澈的爱只为中
国》《昆仑之子》等舞台剧，举办面向青少年的
展演展览20余场次，惠及1.5万余名青少年。同
时，“天山欢歌和美乡村”等144项群众性文化
活动让基层群众成为舞台的主角。

此外，本届文化艺术节还推出“塑说历史记
忆，讲好新疆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
题雕塑展，吸引 1 万余名群众参观。京剧 《红
娘》、秦剧《程婴救孤》等传统戏曲与《木卡姆
精品荟萃——且比亚特》、吟诵剧《岑参·千树
万树梨花开》等剧目，用艺术的形式浸润各族群
众心田。

此外，本届文化艺术节还积极探索“文旅融
合”新模式，创新开展文创集市进景区、动漫
展、美术作品进景区等特色活动，将艺术创作与
旅游体验结合，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文艺体验。其
中，部分展览和精品演出将持续至5月上旬。

本届文化艺术节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庆祝自
治区成立70周年营造浓厚的氛围，更通过艺术
形式展现新疆各族儿女团结奋进、共建美好家园
的精神风貌，为新疆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

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今年，我
区还将实施一系列直达基层的文艺活动，包括
2025 年彩票公益金文艺精品剧目全疆巡演项
目、“戏曲进乡村”活动、第七届中国新疆国际
民族舞蹈节等大型文艺活动，持续为各族群众带
来精彩纷呈的文艺盛宴。

新疆举行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4月 21

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赵西娅）4月20日，自治区中小学
生艺术展演暨全国第八届中小学
生艺术展演活动在乌鲁木齐举
行。

展演活动以“绽放艺术风采
激发强国力量”为主题，涵盖了声
乐、舞蹈、戏剧（含戏曲）等多种艺
术形式，12个精心遴选的优秀节
目依次登场。舞台上，孩子们用
悠扬的歌声、灵动的舞姿和引人
入胜的表演，展现了新疆中小学
生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扎实的
艺术功底。

现场，自治区相关部门共同
为自治区中小学生艺术展演获奖
作品个人和集体颁奖。乌鲁木齐
市教育局、新疆艺术学院附属中
等艺术学校等14个地（州、市）及
自治区直属学校选送的优秀作品
分获一、二、三等奖，部分作品将
代表新疆参加全国第八届中小学

生艺术展演。
“展演活动为中小学生搭建

了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的平
台。参演过程中，学生们的艺术
修养、团队合作精神、创新意识和
实践能力都得到了提高。”新疆艺
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相关负
责人介绍。

自治区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自去年 4 月开展以来，全区 14
个地（州、市）、96 个县（市、区）、
3178 所学校组织开展了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现场展演活动，评
选出优秀作品 268 个，其中艺术
表演类129个、艺术作品84个、中
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 55
篇。各地各学校报送的作品内容
丰富、主题鲜明，展现出新时代青
少年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的昂扬精神风貌，以及
全区中小学校积极弘扬中华美育
精神，“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
培元”的生动实践。

《伊吾河穿过群山》

用 文 学 铭 刻 英 雄 史 诗
日前，新疆作家赵光鸣在接

受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采访时，
分享了其长篇小说《伊吾河穿过
群山》创作背后的艰辛历程，阐述
了红色主题在当代文学中的精神
价值。

这部小说2021年6月由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会同新疆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新疆人民出版总社策
划推出，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读者
的广泛关注。它以独特的文学视
角，生动再现了1950年春天中国
人民解放军入疆战例——伊吾保
卫战。书中既有对碉堡争夺战的
工笔细描，也有对雪域山川的诗
意刻画，厚重的历史感与文学感
染力交织成篇。

在创作中，赵光鸣巧妙地从
“二连”先遣队刘景德、吴小牛四
人小组征购大畜、置办农具的情
节切入，将故事自然融入“九二
五”通电、新疆和平解放的宏大时
代背景之中。

随着故事推进，正反面人物
次第登场，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描
绘层层展开，矛盾冲突逐步升级，
为后续的激烈战斗埋下伏笔。作
品通过以小见大与全局性关照相
结合的叙事手法，展现出开阔的
格局。

谈及创作初衷，赵光鸣表示，
此前虽有关于伊吾保卫战的纪
实，但以长篇小说形式呈现尚属
首次。然而，这部作品的诞生并
非易事，创作初期面临的最大挑
战是史料的匮乏，“当事人大多已
离世，留下的只有姓名和籍贯，连
一张照片都难寻。”

为了让这部作品更具真实性
与感染力，赵光鸣在创作前进行
了大量深入的准备工作。他花费

近两个月时间，广泛研读伊吾保
卫战的历史资料，深入了解哈密
丰富的地理风貌与历史背景，探
寻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众多人物的
生动事迹。

尽管已年届七旬，赵光鸣仍
亲赴伊吾县展开田野调查。在
伊吾烈士陵园，他长久凝视墓碑
上模糊的名字；在碉堡旧址斑驳
的弹痕前，他试图触摸时光深处
的枪炮声。为还原战地环境，他
多次往返淖毛湖、下马崖等关键
地点，甚至冒着风雪登上胜利
峰。“对这本书起到点睛作用的，
就是我登上伊吾保卫战主要制
高点——胜利峰时的顿悟。后
来在写作中，很多内容都是自己
流着泪写出来的。”赵光鸣回忆
道。

小说从开始创作到完成，赵
光鸣耗时一年多。在书中，他选
择为百余名战士“重建”人生履
历。“每个名字背后都该有温度。”
他如此解释创作理念。

面对“当下为何更需要向年
轻人推荐红色书籍”的提问，赵光
鸣的回答掷地有声：“知道我们从
哪里来，才能明白该往何处去。
书里那些20岁上下的战士，和今
天的年轻人本是同龄人。他们用
生命换来山河无恙，这份精神遗
产永远不该被遗忘。”

正如小说尾声部分那句感动
无数人的话——“伊吾河水日夜
奔流，冲刷着岩石，却冲不走刻在
山崖上的名字。”当越来越多的作
家以匠心雕琢红色题材、当年轻
一代在文学中触摸信仰的力量，
英雄史诗便获得了永生。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玛
依古丽·艾依提哈孜

和田玉 五铢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