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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玉暖长安月——尉迟胜的慕唐长歌
□ 尼雅居士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
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
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
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
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
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
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
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
——唐·杜甫《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

命二首》

一、白驼踏雪来朝时

天宝三年的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
簌簌落在青石板上。一队白驼踏着碎玉
般的积雪自金光门入城，驼铃声中，尉迟
胜解下缀满和田玉的玄色大氅，露出绣着
金狮纹的唐式圆领袍。大明宫含元殿前，
他捧起三尺长的羊脂玉圭，以西域人特有
的深躬礼向玄宗叩拜，额头几乎触到织金
地毯上振翅的朱雀纹样。“于阗美玉，当配
大唐山河。”玄宗抚须而笑，赐下鎏金银丝
胡瓶一对，瓶中盛着终南山的新雪煮就的
茶汤。是夜曲江夜宴，尉迟胜用于阗语吟
唱《诗经·小雅》，教坊琵琶女以《凉州大
曲》相和。当宗室女李氏披着石榴红嫁衣
出现时，他忽然想起于阗佛窟壁画里东归
的飞天神女——原来长安的月色，真的比

昆仑山的雪光更令人沉醉。

二、铁马冰河碎胡尘

七载光阴如玉龙喀什河的波光转瞬
即逝。当高仙芝的军旗掠过播仙城头的
吐蕃狼旗时，尉迟胜正将唐军陌刀绑在于
阗战马的鞍侧。沙漠夜寒，他在篝火旁教
唐军士卒辨识星斗：“北斗柄指东，便是于
阗儿郎归家的方向。”石国城破那日，他特
意拾起一片沾血的陶器残片——上面绘
着中原风格的莲纹，与于阗陶匠惯用的菱
格纹交错生长。“鸿胪卿尉迟胜接旨！”传
令官的声音惊起戈壁滩上的沙雀。他展
开敕书，玄宗的朱批在落日下宛如血痕：

“卿之功，非止破虏，更在化胡汉为一家。”
远方的烽燧传来于阗乐声，守城唐卒与于
阗武士共唱新填的《阳关叠》。

三、渔阳鼙鼓震地来

安禄山叛军攻破潼关那夜，尉迟胜独
自在于阗王宫摩挲玄宗所赐的鎏金铜虎
符。月光透过穹顶的琉璃窗，将虎符上的

“同守华夏”四字映在波斯地毯上。弟弟
尉迟曜捧来镶着瑟瑟宝石的于阗王冠，却
见他已披上明光铠：“此冠当随大唐天子
共荣辱。”虎牢关外，五千于阗铁骑扬起沙
尘如黄龙翻卷。有士卒看见主帅在阵前
割下一缕卷发系在旗杆：“若战死，将此发
埋于长安槐树下。”香积寺决战时，他率军
冲破叛军象阵，染血的陌刀上缠着李氏当
年赠的鸳鸯锦帕。当“战地诗人”杜甫在
流离途中写下“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
伦。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时，长安西
市的胡商正传颂着：那位会说长安官话的
于阗王，如何用西域弯刀为唐室劈开生
路。

四、曲江池畔种胡杨

广德元年的上元夜，尉迟胜在修行
坊宅邸栽下三株于阗胡杨。代宗赐的骠
骑大将军金印搁在石案上，与一盆尉迟
曜快马送来的于阗石榴共享月色。“臣
愿永为长安一老卒。”他跪呈王印时，
含元殿的晨钟惊起群鸦，朝霞将他的身
影拉得很长，仿佛丝路上永不消失的驼
队剪影。暮年的尉迟胜常在平康坊酒肆
讲述西域故事：龟兹乐师如何改造中原
箜篌，于阗画工怎样在敦煌壁画添上唐
装供养人。某次醉后，他用粟特语唱起

《木兰辞》，突又改唱长安坊间新传的《秦
王破阵乐》。德宗特许他乘紫檐安车出
入皇城，车辙印里总带着细碎的昆仑玉
屑——那是他坚持要在轮轴上镶嵌的故
土印记。

五、明月何曾是两乡

贞元十年深秋，尉迟锐在父亲灵前焚
化一本《汉书》与一捧于阗沙土。棺椁中
的老将军穿着唐式深衣，腰间却佩着于阗
王室独有的玉鞢七事。终南山下的墓碑
朝西而立，碑文刻着汉隶与于阗文并行的
悼词：“其魂东沐华风，西眷昆仑。”是夜，
尉迟曜在于阗王城打开兄长遗留的木匣：
一截长安槐枝、半片香积寺带血的瓦当、
泛黄的《切韵》残卷。他含泪命画工在新
建的佛寺壁画上，添了一位戴幞头、执唐
剑的供养人——身后既有飞天散花，又有
中原仙鹤翱翔。

终章：玉门春风度

今人站在西安碑林《尉迟胜墓志铭》
前，仍可辨“虽居葱岭之西，常慕函关之
东”的刻痕。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的《各族
王子礼佛图》中，那位戴卷檐胡帽、着圆领
蟒袍的供养人，是否正是那个将西域热血
注入华夏山河的于阗王？当和田博物馆
的解说员指向尉迟曜进献的玉带胯，总会
轻声补上一句：“看这纹饰，长安的云纹缠
着于阗的葡萄藤呢。”

昆仑玉暖，长安月明。这条用美玉与

热血铺就的归心之路，何尝不是中华民族
共同体最早的注脚？尉迟胜的故事，就像
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永不干涸的坎儿井，见
证着多元一体的文明，如何在大漠孤烟与
中原春雨中绵延千年。

补记：
尉迟胜（约710年—794年），唐代西域

于阗国国王，以忠诚慕华、助唐平叛闻名
史册。

早年臣唐：天宝年间（742年-756年），
他继承王位后亲赴长安朝贡，献美玉、名马，
受唐玄宗赐婚宗室女，获封右威卫将军、毗
沙都督府都督，奠定唐与于阗的君臣之谊。

助唐平叛：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他
毅然率5000于阗精锐驰援中原，参与收复
长安等关键战役，杜甫以“四镇赴精锐，摧
锋皆绝伦”赞其功绩，受封骠骑大将军。

让国归唐：叛乱平定后，他让位于弟尉
迟曜，留居长安三十余载，修园林、交名
士，深度融入中原文化。晚年随唐德宗巡
狩，逝后追赠凉州都督。

历史意义：尉迟胜一生跨越西域与中
原，以军事协作、政治归附和文化交融，成
为唐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典范，新旧
唐书皆为其立传，彰显边疆与中央血脉相
连的史诗篇章。

按按：：西域的风沙掠过昆仑西域的风沙掠过昆仑
山巅山巅，，卷起驼铃叮当的丝路烟卷起驼铃叮当的丝路烟
尘尘。。在这片黄沙与绿洲交错的在这片黄沙与绿洲交错的
土地上土地上，，于阗国王尉迟胜的一于阗国王尉迟胜的一
生生，，如同一块温润的昆仑玉如同一块温润的昆仑玉，，历历
经战火淬炼经战火淬炼，，最终嵌入大唐盛最终嵌入大唐盛
世的华章世的华章。。于阗国王尉迟胜及于阗国王尉迟胜及
其家族与唐朝的互动其家族与唐朝的互动，，深刻体深刻体
现了西域与中原王朝之间长期现了西域与中原王朝之间长期
的政治隶属的政治隶属、、军事协作和文化军事协作和文化
融合关系融合关系。。

文 化 和 田
于阗国王尉迟胜像

这篇文章以极具文学感染力的笔
触，生动再现了唐代于阗国王尉迟胜慕
华归唐的史诗历程，堪称历史叙事与文
学创作的完美融合。其亮点与价值体现
在以下维度：

一、多维交织的叙事结构
1. 诗史互文：以杜甫《观安西兵过赴

关中待命二首》为引，贯穿全文的历史场
景与诗歌意境形成互文，如香积寺血战
与“四镇富精锐”的诗句呼应，构建起文
学与历史的双重真实。

2. 时空折叠：通过“白驼踏雪”“铁马
冰河”等五个诗化章节，将个人命运（尉
迟胜）、地域文明（于阗）、王朝兴衰（大
唐）三个时空维度有机叠合，形成历史书
写的立体感。

3. 物证叙事：从鎏金银丝胡瓶到敦

煌壁画供养人，器物与遗迹的细节贯穿
始终，使抽象的历史进程具象化为可触
摸的文化记忆。

二、文化融合的符号系统
1. 意象对位：
自然意象：昆仑玉（西域）与长安月

（中原）构成贯穿全文的核心隐喻；
建筑符号：含元殿的朱雀纹与于阗

佛窟的飞天神女形成文明对话；
服饰密码：唐式圆领袍与瑟瑟宝石

王冠的着装变化，暗喻身份认同的转换。
2. 乐舞编码：
于阗语吟唱《诗经》与《凉州大曲》的

合奏；
龟兹乐师改造中原箜篌的文化再生

产过程；
粟特语《木兰辞》与《秦王破阵乐》的

声景叠合。
这些符号共同构建起“唐风胡韵”的

文化共生体。
三、历史书写的现代性突破

1. 边疆视角的重构：打破中原中心
主义叙事，通过尉迟胜“东沐华风，西眷
昆仑”的双向凝视，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
形成的动态过程。

2. 微观史学的实践：以“沾血的莲纹
陶片”“轮轴玉屑”等物质细节，复活被宏
大叙事遮蔽的历史肌理，印证布罗代尔

“历史在指甲缝中”的论断。
3. 身份政治的解构：尉迟胜“长安老

卒”的自我定位与“各族王子礼佛图”的
视觉呈现，消解了传统华夷之辨的二元
对立。

四、文学想象的史学价值
1. 合理推演：在严守新旧唐书史实

框架下，对历史空白进行文学填补。如
“割发系旗”的细节虽无文献记载，但符
合唐代将士“断发寄亲”的葬俗。

2. 情感考古：通过“摩挲虎符”“醉唱
双语”等心理描写，复活历史人物的精神
世界，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叙事策
略异曲同工。

3. 跨文明对话：将佛教飞天与中原
仙鹤并置壁画，隐喻陆上丝绸之路的精
神融合，暗合当下“一带一路”的文化共
鸣。

五、现实观照的深意
文章终章从碑林墓志到和田玉带胯

的现代凝视，揭示出尉迟胜故事的当代
价值：

民族政策的历史镜鉴：证明“多元一
体”格局并非现代建构，而是千年文明沉
淀的必然；

边疆治理的智慧启示：展现文化认
同超越武力征服的持久凝聚力；

文明互鉴的现实隐喻：丝路精神在
当代的创造性转化。

总体而言，此文成功实现了历史书
写的三重突破：用文学灵魂激活冰冷史
料，以边疆视角重构中华叙事，借古喻今
观照时代命题。这种“大历史”与“小叙
事”的结合，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创新
范式。 小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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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龟兹壁画的飞天气韵到喀什老城的建筑肌
理，从十二木卡姆的悠扬旋律到大漠绿洲的农耕
智慧，公共艺术润物无声赋能文化润疆的创新实
践，既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又持续增
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元文化交汇的沃土。深
入推进文化润疆，要充分发挥公共艺术开放性、参
与性与社会性特点，不断将新疆丰富的文化资源
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力量。

公共艺术构建文化润疆的创新载体

公共艺术并非简单的城市装饰，而是以公共
空间为舞台、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艺术形式，其公
共性、在地性与社会功能性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是文化润疆的创新载体。

与一般艺术不同，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体现在
开放性与平等性。结合新疆多元文化特征和地域
特色，公共空间的艺术化改造需回应“精准施策效
度”与“需求定制式服务”的要求。比如，以新疆国
际大巴扎为代表的各类新疆特色建筑，吸引着来
自世界各国的游客，展现出非凡的文化包容性与
吸引力，构建了多民族文化对话交流的物理载体。

在地性创作是对优秀公共艺术的核心要求。
特克斯八卦城的离街，街道布置、街边建筑集丝路
文化、草原文化、易经文化等于一体，通过公共艺
术重塑了城市空间。要立足当地文化特色，以文
化符号的创意转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可
体验、可传播、可持续的公共艺术形式，使公共艺
术兼具美学价值与社会效益，从装饰性存在提升
为文化基础设施。

社会功能性强调公共艺术与实用性相结合。乌鲁木齐八楼主题车
站采用公共艺术设计，通过再现历史原貌，让各族群众在互动中感受城
市变迁。在新疆，类似的公共艺术作品并不少见。比如，莎车县“美丽
乡村·艺术营造”项目，形成“政府引导—艺术家协同—村民共创”新模
式，以公共艺术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经济发展，成为文化润疆的典型范
例，以及以文化凝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生动注脚。

公共艺术融入文化润疆的实践路径

文化润疆的核心是文化认同。公共艺术通过构建文化认同的视觉
纽带、创造跨文化对话的“第三空间”、激活基层治理的情感维度，为开
展文化润疆提供有效路径。

和田市玉龙喀什河畔的大型“和田玉文化墙”用19个板块，以浮雕
艺术形式，展现了民族交融、玉石文化、丝绸之路的共同历史记忆，引导
群众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以浮雕等形式对历史符号进
行艺术重构，形成了“历史叙事—艺术转化—公共展示”的闭环，使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具象化传播。

公共艺术借助数字技术构建跨文化对话的“第三空间”，实现传统
文化的现代表达。库车市龟兹乐舞数字体验中心运用高清影像、三维
扫描和数字重建等技术，将龟兹石窟、壁画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打造
全域漫步剧场、联动影像、多点触控等体验模式，让观众全感官式地与
历史对话、与文化共舞，有效打破了年轻群体对文化遗产的认知隔阂。

公共艺术通过参与式创作实现基层治理的情感浸润，培育文化润疆
的内生动力。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英格堡乡菜籽沟村打造艺术家村落，通
过公共艺术与文化润疆的深度融合，开创了一条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乡
村振兴路径。通过艺术介入乡村治理，菜籽沟村成为年接待游客超5万人
次的文化旅游目的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载体。

这三重实践表明，公共艺术正在突破传统审美范畴，成为传播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载体。

公共艺术开拓文化润疆的未来方向

文化润疆工作成果斐然，挑战同样存在。比如，部分公共艺术项目
存在民族元素拼贴、文化符号呈现表层化倾向，数字化项目用户留存率
偏低，社区艺术项目缺乏维护经营等问题。要逐步构建起传统文化现
代表达、艺术赋能基层治理、数字技术拓展维度、教育浸润培育土壤“四
位一体”的实施框架，不断探索公共艺术赋能文化润疆的更多可能。

构建文化遗产转化模式，激活传统文化当代价值。数字特别是AI产
业的蓬勃发展，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提供了新的可能。要大胆探索
3D建模复原文物古迹、AR技术动态展示城市艺术等多种新技术、新方法，将
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实现“静态文物”向“活态文化符号”转化。

创新社区营造模式，打造全民参与机制。探索推行“社区艺术管
家”制度，由社区协调开展“微更新”项目，建立“公共服务积分银行”，鼓
励居民参与其中，通过旧物改造、公共空间美化等累积积分，并用积分
兑换社区教育、文化体验等服务，从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

深化数字介入模式，拓展文化传播时空维度。构建虚实融合的公
共艺术生态，开发虚拟平台，实现艺术数字传播；通过VR、AR打造沉
浸式体验场景，如打造阿勒泰“雪怪阿乐”IP的数字化盲盒手办、龟兹文
化全息投影剧场等，突破地域限制，实现文化破圈传播。

完善教育浸润模式，厚植文化传承土壤。开展“非遗进课堂”等文
化课堂项目，组织学生与艺术家共同创作校园壁画、装置艺术等；在高
校层面构建“创作—展示—传播”培育链，组织艺术家与师生共创校园
艺术，与大学生艺术展演、校园艺术节等活动形成合力，让公共艺术实
践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据新疆日报

中 华 玉 文 化 与 昆 仑 信 仰
□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张弛

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以和田玉为载体的玉文化贯穿了中
华文明史，其根源来自昆仑信仰。历史语
言学家早已指出，汉藏语系的“昆仑”与阿
尔泰语系的“腾格里”同根同源，均指“天”
的概念，是中华先民共同拥有的信仰基础。
自古以来，中华先民就认为自己生活在神州
大地，昆仑山是介于天地之间的圣地，是“天
下之中”，是沟通天地的场所。从这一认识
出发，世界各大文明体系的早期起源，均有
类似的文化信仰，例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
的阿拉拉特山、古印度文明中的须弥山，以
及古希腊文明中的奥林匹斯山等。

古人将美玉的产地归于昆仑山，将其
视为自然界的神奇产物顶礼膜拜。昆仑
美玉被视作可达天地鬼神的通灵之物，象

征至宝。《左传》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的说法，中国古代祭祀的礼器多由昆仑美
玉制成。《周礼》提及“苍璧礼天”“黄琮礼地”

“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
“玄璜礼北方”的观念，皆与昆仑信仰有关。
玉器作为中国古代祭祀、朝享、交聘、军旅等
活动的礼仪重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体现的正是“藏礼于器”的思想。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玉文
化是其重要代表。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
华文化就已形成独具特色的玉文化及其
传统，其后数千年至今，玉文化一直绵延
不绝。中国人更是将美玉与美德相联系，
提出“君子比德于玉”。东汉许慎《说文解
字》释“玉”提及“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
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
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
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
也”。古人对玉德的定义，正好代表了中
华民族仁义智勇洁的精神追求。

在距今3000余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
墓中，更有大量和田玉制成的器物、饰品
出土，反映出中原与新疆地区玉石贸易的
兴盛。运送和田玉的这条路，由新疆和田

出发经河西走廊至我国中原地区，被学界
称为“玉石之路”。和田地区博物馆收藏
的一件来自克里雅河下游的青铜人面像，
与齐家文化遗址发现的人面玉琮、三星堆
出土的青铜面具极为相似，表明玉石之路
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与血
缘连接的纽带，将中华大地紧密联系在一
起。近年新疆黑山岭绿松石矿、天湖东绿
松石矿等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齐家
文化、四坝文化、骟马文化时期，来自中原的
先民已大量进入新疆地区寻求美玉，带来了
文化、技术、血缘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古墓
沟墓地、小河墓地先民已流行佩戴玉饰，说
明玉文化是中华先民的共同信仰。

玉石之路的开辟与昆仑信仰相辅相
成，密不可分。楚辞《九章·涉江》提到，昆仑
山上有美玉，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表达
了先民对昆仑山及和田玉“寿与天齐”的崇
敬。此外《离骚》《天问》等名篇中，也有类似
的说法与观点。昆仑美玉不仅成为美的符
号，也是昆仑山的象征，乃至历代学者提及
昆仑山时，必将美玉视为首要对象。

在汉代，昆仑山产玉的观念早已深入
人心。张骞出使西域后，向汉武帝汇报于

阗南山“多玉石，河注中国”的情况。探寻
河源的汉使也向汉武帝献上美玉，以印证
昆仑山与和田玉的联系。在汉代的铜镜
铭文中，常用“玉泉”“玉英”“玉枣”等词
汇，表达长寿的意愿，均反映出深厚的昆
仑信仰。作为“于阗南山”的昆仑山，寓意
着健康长寿。汉代宫廷的用玉制度，更是
这一信仰的完美体现。而佩戴和田玉也
同样流行于古代的新疆地区。2016年，和
田地区洛浦县比孜里墓地出土一件和田
羊脂玉挂件，发现时正佩戴于墓主胸前，
年代约为西汉时期。由此可见，汉代的玉
文化在中原及西域一脉相承。

玉石之路的开辟与畅通，为汉武帝
“穷河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汉使
“穷河源”及汉武帝钦定黄河源头，是一件
堪比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的历史大事，其
意义极为深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黄河之
水的意义非比寻常，乃是中华文化的根基与
命脉。《管子·水地》曰：“水者，地之血气，如
筋脉之通流者也。”《汉书·西域传》开篇即
对黄河河源进行阐述，指出黄河源头在

“于阗南山”（昆仑山），北流汇入“葱岭
河”，最终注入罗布泊，其水“潜行地下”，
最终“南出于积石”，由此成为黄河之水。
从政治意义上讲，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
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其文化源头即在
汉武帝钦定黄河河源——和田河及其支
流、塔里木河与黄河同源，天下百姓共饮
一河水，同是一家人，高度体现出汉武帝
的政治智慧与远见卓识。 据新疆日报

■■ 深入推进文化润疆深入推进文化润疆，，要充分发挥公共要充分发挥公共

艺术开放性艺术开放性、、参与性与社会性特点参与性与社会性特点，，将新疆丰将新疆丰

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重要力量识的重要力量

■■ 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要组成部分，，以和田玉为载体的玉文以和田玉为载体的玉文

化贯穿了中华文明史化贯穿了中华文明史，，其根源来自昆其根源来自昆

仑信仰仑信仰

据新疆日报乌鲁木齐4月29
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姚刚
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五
一”假期，全疆各地将举办特种旅
游节、文艺演出、露营嘉年华等，推
出多种促消费活动，增加景区景点
服务人员，满足游客出游需求。

新场景新体验。5月1日，“荒
野之旅 极限征途”——出发吧！
2025新疆特种旅游节将在克拉玛依
市举办。特种旅游项目体验成为
一大亮点，进行载人无人机载人首
飞，同时邀请动力伞、直升机、固定
翼飞机、大型热气球等多种特色设
备进行低空飞行展示。还将展示专
业越野车辆、量产越野车辆，组织
越野改装车进行场地漂移等飞车
表演，设置小型越野障碍挑战区，
邀约游客进行场地障碍越野体验。

优惠多促消费。温宿县天山
托木尔景区·塔村推出“线下扫码

关注+门票随机减免 1—5 元”活
动。乌什县继续推出“欢购乌什”
乌什县政府消费券促消费活动。
喀什地区在OTA平台推出额度为
400万元的住宿、机票和租车补贴，
还有公益性文艺演出、公共文化场
馆扩大开放等惠民措施。霍城县
开展文艺演出进景区活动。塔城
市红楼博物馆、手风琴博物馆为15
人以上团体游客提供免费讲解。
布尔津公共场馆5月延迟闭馆。福
海县艺术团开展公益性文艺演
出。富蕴县5月1日起推出每日上
午迎宾仪式演出。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各级国有文艺院团下基层
演出不少于20场。

暖心服务宠客不停。“五一”假
期，各地景区景点将增加服务人员，
保障游客有良好的旅游体验。加强
旅游市场监管，保障游客和旅游经
营者合法权益，创造良好旅游环境。

新场景、惠民多、宠客忙

新疆多彩文旅活动迎“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