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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時節最危時節「「榨馬糞汁榨馬糞汁」」食皮革食皮革

兩千年前兩千年前「「生化武器生化武器」」迄今成謎迄今成謎

或建遺址公園促文旅融合或建遺址公園促文旅融合

■■圖為航拍鏡頭下的石城子遺址圖為航拍鏡頭下的石城子遺址

■■圖為石城子遺圖為石城子遺
址出土的銅鏃址出土的銅鏃

■■圖為實景演繹劇圖為實景演繹劇《《疏勒城保衛戰疏勒城保衛戰》》排練現場排練現場

■■圖為考古人員圖為考古人員
在清理石城子遺在清理石城子遺
址中的瓦片址中的瓦片

■■圖為子城內西北部居址圖為子城內西北部居址（（自南向北自南向北））

■■圖為石城子遺址出土的漢代瓦當圖為石城子遺址出土的漢代瓦當

■■圖為石城子遺址出土的漢代石器圖為石城子遺址出土的漢代石器

■■圖為石城子遺址出土圖為石城子遺址出土
的陶豆的陶豆 ■■圖為石城子遺址出土圖為石城子遺址出土

的陶罐的陶罐

■■圖為石城子遺址出土的炭精虎飾圖為石城子遺址出土的炭精虎飾

■■圖為石城子遺址內豎穴二層台墓圖為石城子遺址內豎穴二層台墓MM22

■■圖為石城子遺址出土的漢代瓦當圖為石城子遺址出土的漢代瓦當

■■圖為石城子遺址出圖為石城子遺址出
土的漢代土火鍋土的漢代土火鍋 ■■圖為石城子遺址出土的五銖錢圖為石城子遺址出土的五銖錢

漢代疏勒城重現真身
絲路「三百勇士」見證歷史
在中國史書上在中國史書上，，廣袤的西域大地有兩個古城最為著名廣袤的西域大地有兩個古城最為著名：：一個是樓蘭一個是樓蘭，，另外一個是另外一個是

疏勒疏勒，，分別是天山南北文明走向的路標分別是天山南北文明走向的路標。。與名揚天下的樓蘭相比與名揚天下的樓蘭相比，，疏勒曾一直迷失疏勒曾一直迷失

在史冊的書頁間在史冊的書頁間，，甚至連具體地點也無定論甚至連具體地點也無定論。。然而然而，，沒有疏勒城沒有疏勒城，，絲綢絲綢

之路的歷史就缺失了生動的章節之路的歷史就缺失了生動的章節。。

今年今年55月月，，20192019年度全國考古十大發現揭曉年度全國考古十大發現揭曉，，新疆奇台石城子遺址榜新疆奇台石城子遺址榜

上有名上有名。。專家確定專家確定，，它就是曾經威震一方的漢代疏勒城舊址它就是曾經威震一方的漢代疏勒城舊址，，是漢朝有是漢朝有

效治理和管轄西域的歷史見證效治理和管轄西域的歷史見證。。經過長達六年的持續發掘與研究經過長達六年的持續發掘與研究，，

新疆考古工作者向世人揭開了這座絲路重鎮的身世之謎新疆考古工作者向世人揭開了這座絲路重鎮的身世之謎。。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應江洪（（由受訪者供圖由受訪者供圖））

負責石城子遺址考古發掘工作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
員田小紅說，石城子遺址是迄今為止新疆地區發現的唯一一

處年代準確可靠、形制基本完整、保存狀況完好、文化特徵鮮明的
漢代古遺址，是漢代有效治理和管轄西域的歷史見證。同時，對於
正在實施的兩漢西域都護府遺址考古也具有啟示意義。

置身景區的軍事重鎮
仲夏時節的奇台縣江布拉克景區天高雲淡，草密花妍。置身於這
片遼闊的綠毯般的大草原，放眼周邊天山山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今天的人們很難想像，在古絲路歷史上殘酷和壯烈程度遠甚「斯巴
達三百勇士」的「疏勒城保衛戰」就發生在這裏的半截溝鎮麻溝梁
村。
從航拍地圖上可以看到，長方形的遺址依山形水勢建在崖體上，
北高南低，最大落差200米。西面、北面是城牆，北城牆上兩座凸
起的馬面突出了遺址的防禦色彩，城內發掘出土的大量兵器、鎧甲
上的鐵片也強化了這種特質。東面、南面臨深澗，澗底有麻溝河自
南向北繞城東而過，城外有護城壕；遺址西北角和東北角各有一座
角樓，唯一的城門位於西城牆中部。整個遺址總面積11萬平方
米。城內依託西北城牆，還建有一座2萬平方米的內城。
考古專家介紹說，石城子遺址地處天山山脈北麓山前丘陵地帶，
地勢險峻，易守難攻，是控扼天山南北往來的重要關隘。公元75
年，漢代名將耿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從金滿城（現吉木
薩爾）退守至疏勒城。這些文獻記載與石城子遺址的地理環境完全
吻合，出土遺物也有鮮明的漢代特徵，與耿恭在西域活動時間相契
合。由此推斷石城子遺址即為漢代疏勒城舊址。

首次出土「漢代火鍋」
在石城子遺址出土的大量漢代典型器物中，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盆
狀陶器，中間有個圓形的筒，像是「土火鍋」的樣子。據考古專家
介紹，這明顯不是當時西域的器物，新疆地區其他地方也沒有出土
過類似的炊具。專家們推測，可能是駐守在這裏的官兵從中原帶來
的。
同時，遺址出土了不少漢磚漢瓦，瓦當上的雲紋圖案有明顯時代
特徵。考古專家介紹說，這種雲紋瓦當在兩漢時期最流行。從製作
工藝來看，也有明顯的東漢初年特徵。此外，考古人員在墓葬區採
集到許多漢代五銖錢，還出土了不少帶有典型漢代特徵的陶罐、
燈盞、甕等器物。這一推斷也得到了碳14測年數據的印證。
田小紅告訴記者，石城子遺址出土的大量漢代典型器物，在
新疆地區考古學文化斷代上具有標尺意義。全疆發掘過多處遺
址，能確定為兩漢時期城址的僅此一處，填補了新疆地區兩漢城
址考古的空白。
據介紹，石城子遺址的考古發掘活動先後有疆內外十幾家相關單
位參與，採用了多項高科技手段，同步開展了土壤、動植物、遙
感、航測等多學科聯合研究。一系列研究成果勾勒出漢代疏勒城多
業並存的生產場景：當時的奇台比現在溫暖濕潤。當時以農業生產
為主，主要種青稞和小麥，兼有以牛羊為主的畜牧業，還有少量商
業活動。

漢朝管轄的歷史見證
自漢代開始，新疆地區正式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公元前60
年，西漢設立西域都護府作為管理西域的軍政機構。公元前48
年，西漢在今吐魯番盆地始設戊己校尉管理屯田事務，分戊校、己
校分駐天山南北。公元74年冬，東漢明帝再置西域都護、戊己校
尉。遣己校尉關寵駐天山南側的柳中城（今吐魯番魯克沁），戊校
尉耿恭駐天山北側的金滿城（今吉木薩爾）。當時的校、己兵團各
為一個營（500人左右）的編制。
公元75年3月，匈奴集結兩萬騎兵攻破天山北側的車師後國，陣
斬後王安得，以及耿恭派去的三百援軍後，直撲金滿城。因金滿城
的硬件條件不利堅守，當年5月，耿恭率殘部全都調往疏勒城。7
月起，匈奴軍隊將疏勒城團團包圍。當時除了百倍於己的敵人，以
及西域大地上不利於漢朝軍隊的「一邊倒」的情勢（西域都護陳睦
遭到焉耆、龜茲攻擊，「悉沒其眾」；駐守柳中城的關寵也被圍困
數月）之外，又恰逢8月份漢明帝駕崩……救援西域漢軍之事被迫
拖延。
在「萬死無一生之望」的絕境中，耿恭率殘部三百勇士堅守疏勒
城長達9個月，使得這座小城成為西域出現天翻地覆巨變時期的擎
天柱石。最後只有26人迎來朝廷的援軍。然而，在擺脫匈奴追殺
堵截途中，又有13人犧牲。最終生還玉門關的只有13位勇士。這
13人，史書留名的有：耿恭、范羌、石修、張封。

優越的軍事地理位置固然是疏勒
城能夠面對百倍於己的敵人堅守9
個月的先天條件，但堅守城中的漢
軍將士也遭遇了煉火地獄般的考
驗。七月被圍時正值夏季，城中用
水全靠城邊的麻溝河。然而，久攻
不克的匈奴人在河流上游處把河道
堵塞，使水流改向。
為了取水，身為「衛戍司令」的
耿恭甚至親自下坑挖井，一直挖到
十五丈深，依然沒有水源。據《後
漢書》記載，最困難的時候，「吏
士渴乏，榨馬糞汁而飲之。」最
終，以近乎神話色彩的「耿恭拜
井」的方式找到了地下水。也有歷史學家
表示，現在新疆吐魯番哈密等地聞名於世
的「地下長城」坎兒井，技術源頭就來自
疏勒保衛戰時期。
斷水之外，還有斷糧的危機。糧絕之

後，老鼠、昆蟲吃完了，就把軍裝上的犀
牛皮皮甲和弓弩上的皮革剝下來，放在水
中煮爛了，吃到肚子裏充飢。秋去冬來，
又遭受沒有衣物禦寒的飢寒之苦……

即便是在這種堪稱人間煉獄的惡劣境況
下，面對勸降，耿恭當匈奴大軍的面手
刃使節，「炙諸城上」。時人以為耿恭守
疏勒，「節過蘇武」。中郎將鄭眾在玉門
關迎候耿恭，親自為耿恭及其部眾「洗沐
易衣冠」，並倡言，處在「萬死無一生之
望」的絕境，「恭之節義，古今未有」。
《後漢書》作者范曄，獲悉耿恭事跡「喟
然不覺涕之無從」，在史書上以「義重於
生」為其定性。

耿氏家族在東漢初期可謂是群星閃
耀，為東漢帝國的建立與崛起立下
汗馬功勞。耿恭的祖父耿況與其膝
下六個兒子，全部成為東漢開國將
領。耿恭的父親耿廣英年早逝，他
繼承父業，勤奮好學。史書稱之
「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
起初，在金滿城被圍時，耿恭

不知用什麼方法，研製出一種抹
在箭簇上的毒藥，雖不致命，但
只要中箭受傷者，很快便巨痛難
忍，創口處灼燒得似乎肌肉要爆炸開
來。這款號稱「漢家箭神」的「化學
武器」給匈奴軍隊帶來了極大的心理

震懾。它的成分卻迄今仍然成謎。
除了被動的堅守，將星世家出身的
耿恭也有以少攻多的「亮劍」行動。
據《後漢書》記載，匈奴在領教了
耿恭的「漢家箭神」之後大驚失
色，「會天暴風雨」，耿恭竟率
領區區幾百人的守城部隊殺出城
外，對兩萬人的匈奴大軍發起反
突擊。「隨雨擊之，殺傷甚眾。
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

真可畏也！』遂解去。」
正是耿恭率眾鬥智鬥勇，
為漢軍轉戰並堅守疏勒城
贏得了寶貴時間。

7月2日，由奇台縣、福建
援疆福州分指揮部聯合創作的
實景演繹劇《疏勒城保衛戰》
在江布拉克景區疏勒城影視基
地成功演出。
該劇根據公元75年發生在

奇台的東漢名將耿恭率部抗擊
匈奴、誓死保衛疏勒城的事跡
改編而成。全劇時長 20 分
鐘，演職人員由奇台縣文化藝
術團文藝工作者、疏勒城所在
地奇台縣半截溝鎮和江布拉克
景區牧民群眾共160餘人擔
任，演出場景氣勢恢宏，故事
感人至深。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李文瑛表示，

石城子遺址位於江布拉克景區，以文促
旅、以旅彰文有天然優勢。希望有關部門

在做好遺址保護的基礎上，能建一座遺址
公園，不僅可以把疏勒城深厚的歷史文化
底蘊保存下來，傳承下去，更能讓各族群
眾通過這座漢代城址，了解新疆的歷史。

■■疏勒城遺址疏勒城遺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