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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生活中习以为常的食盐，一夜之间成为大众争相
疯抢的热门食品，茶卡盐湖等产盐地也紧急发出我国储盐充
沛的公告。据介绍，其目前的储量够全国人民食用700余年，并
且是“可再生”资源，全国各地也迅速广而告之，中国内陆盐产
量丰富，民众大可不必为盐焦虑。

我国产出的食盐，可分作“海、池、井、土、崖（石盐）、砂石”
等六种，这在明朝著名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就有记
载。比《天工开物》还早的记录，如《尚书·禹贡》载：“海、岱惟青
州……海滨广斥。……厥贡盐、希，海物为错。”说的是先秦时
期青州产的海盐。又如《华阳国志》《蜀志》载：“周灭后，秦孝文
王以李冰为蜀守，又识察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
有养生之饶焉。”记录的是先秦时期蜀地的井盐，再如《吕氏春
秋》《孝行览·本味》提到大夏之池盐，《凉州异物志》载 ：“盐山
二岳，三色为质。”记录了凉州的盐山。诸如此载，中国古籍中
的产盐记录不胜枚举，特别是汉朝以来，食盐的记录逐渐增
多，并且开始设置盐官专管，例如《汉书·地理志》载安定郡三
水县（治所在今宁夏同心县下马关镇北红城水古城）有盐官，
应为宁夏最早的食盐开采记录。

从古籍中可知，自秦汉开始，除海盐外，我国民众主要食
用池盐，位于山西运城的解池盐湖即为一处主要产地，传说虞
舜曾用自制的五弦琴，弹唱《南风诗歌》：“南风三薰兮，可以解
吾民之温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可见盐池不仅
满足了虞舜部落食用，还能带来财富。虞舜歌咏的就是山西运
城的盐池，汉代称安邑盐池，又称河东盐池，《说文解字》第十
二篇上释“鹽”字：“鹽，河东盐池，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六十
里。从盐省，古声。”《后汉书》卷三《章帝纪》载：元和三年八月，
汉章帝“幸安邑，观盐池”。可见汉代对于安邑盐池开采的重视
程度。据《中国古代食盐产地分布和变迁研究》，汉代池盐产地
分布于河东、巨鹿、渔阳、陇西、金城、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朔方、五原、雁门十二郡和左冯翊、西域都护府，书中记录汉代
池盐可统计的就有 13郡 18县，另有西域都护府蒲昌海，共有
19处池盐产地，还有一些有盐官记录但没有记载是否有盐池
的，但这些都位于北部内陆地区，可见汉代储盐充沛。

中国北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池盐丰富，这得益于远古
时期的自然地理环境。2005年 4月至 2006年 11月，考古专家
们在宁夏灵武市发掘出包括恐龙头骨、牙齿、肩胛骨化石在内
的8只恐龙个体。灵武恐龙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鉴定，属梁龙类中一个罕见的分支——叉背龙类，
为中生代中侏罗纪大型新蜥脚类食草恐龙，距今约 1.6亿年；
1973年出土于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板桥乡的黄河古象化石，
距今约200－250万年；1986年在宁夏盐池县麻黄山黄羊岭出
土的古象牙化石、鹿角化石等，距今3万多年，由此可以想象远
古时期，西北地区遍布湖泊、河流与茂密的森林，生存着大量
体积庞大、逐水草为生的远古生物。大约在6500万年前，地球
发生了一次大变化，印度板块不断地抬升亚欧板块，使得青藏
高原上升并带动宁夏等西北地区的地势上升，形成干旱或半
干旱气候。原来的湖泊因蒸发量大、降水量少，水资源开始匮
乏，加之许多山峦迭起，原本汇流的湖泊变为内流或封闭的水
系，水源变为地下水或周围山区的雨水，其营养物质含量较
高，导致湖水通常呈现咸度较高的状态。这些“死水”缺乏足够
的河流输送沉积物，逐渐由淡水湖变为咸水湖，且富集了大量
的矿物质和盐类物质，如岩盐、硝酸盐、碳酸盐等。待干旱程度
加剧，池盐便从咸水湖中晒干析出，遇到雨水，“死水”增多，沉
积物继续堆积，再遇干旱析出，周而复始，盐池由此诞生，循环
至今。可以说，只要地球不发生大变化，这些形成的池盐将不
受时间和开采限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以宁夏的盐池为例，《元和郡县图志》之《关内道四》载灵
州怀远：“县有盐池三所，隋废。红桃盐池，盐色似桃花，在县西
三百二十里。武平盐池，在县西北一十二里。河池盐池，在县东
北一百四十里。”《太平寰宇记》之《关西道十二·灵州》载废怀
远县：“本汉富平县地，周建德三年迁二万户于此置郡及县，并
名怀远。隋开皇三年罢郡，而县额不改，复隶灵州。县有盐池三
所，隋废。”可见，南北朝时期，宁夏地区食盐已近规模化开采。

《新唐书》之《地理一》载威州温池县（治所在今宁夏盐池县惠
安堡镇）：“本隶灵州，神龙元年置，大中四年来属，有盐池。”

《唐会要》之《盐铁使》载温池：“置榷税使一员，退官两员，巡官

两员、胥吏三十九人、防池官健及池户百六十五户。”至唐朝，
宁夏地区池盐开采不仅规模化，并且朝廷专采生产规模加大，
已达较高的制度化管理。随着朝代不断更迭，盐池权属不断变
化，但无论是五代十国，还是宋元两代，宁夏的盐池一直在生
产，并且被视为战略资源。1038年，李元昊建国称帝，宋夏战争
正式爆发。随后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大战役中，宋军连
败，被迫和谈。和谈中，李元昊得寸进尺，要求北宋每年从西夏
进口青、白盐十万斛，盐产量可见一斑。

1368年，明朝建立，社会秩序逐步安定，经济贸易得到恢
复和发展，盐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此历史时期，宁夏属
陕西都指挥使司宁夏卫所（有前卫、中卫、后卫、左屯卫、右屯
卫），成为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战区，同样也是“互市”贸
易区。《明一统志》卷37载宁夏卫（今宁夏银川市）山川：“盐池
有二，大盐池在卫城北四（百）十里，小盐池在围城东南二百七
十里。其盐不假人力，自然凝结。”《读史方舆纪要》卷 62《陕西
十一》载宁夏后卫：“花马池，在卫城西。旧属庆阳府，去府城五
百余里。池周回四十里，与马槽、波罗、滥泥、锅底等池相
近。……天池，在卫西。……又，红柳池在卫南，亦去庆阳府五
百里，周回二十六里。又有石沟池在其西、莲花池在其东，相近
者又有东小池与马槽等池，俱产盐、硝。”从史书看，仅宁夏后
卫就有10个盐池，盐产量剧增，除给朝廷作为“贡品”上献外，
主要由当地官商在民间以盐易物。据说花马盐池的名字，就是
由“以盐换马”的换马池音谐而来，于是花马盐池边开始有了
行政建制。自花马池哨马营始，军事重要性持续增强，进而不
断扩大建制，历代成为花马池营、花马池守御千户所直至宁夏
后卫。明政府实行“盐马交易”政策，用花马池盐经三边输运延
绥，用于在各大边镇换取战马，“盐马古道”“蒙汉互市”“骡马
大会”日益繁盛。正统三年（1438），宁夏总兵官史昭以“边军缺
马，而延庆、平凉官吏军民多养马，乃奏请纳马中盐”得到了朝
廷的批准，直接促使盐产量大幅度增加。宁夏的纳马中盐，主
要在宁夏后卫，即花马池一带。以马换盐者，缴上等马1匹，售
给盐60引，中等马1匹，售给50引，后升为上等马可换100引，
中等马可换 80引，直至明弘治九年（1496），改为盐商交银钱，

由官兵自行买马。无论何种交易政策，其前提自然是池盐生产
的足够多。

直至民国二年（1913），“花马池分州”干脆因大小盐湖
20 余处命名为“盐池县”，沿用至今。陕甘宁边区时期，盐池
县一带产盐之多，甚至被评价为定、盐是边区的经济中心，
定、盐失，边区则失去了西北门户。定指陕西省定边县，盐指
宁夏盐池县，都是三边分区产盐的大户。1937 年 8 月 23 日，

《新中华报》报道《大家到盐池驮盐去——中央国民经济部
通知》：“现在盐池已打下数万驮盐，各级国民经济部及合作
社应速发动广大群众及社员前去驮运，以发展边区经济，改
善群众生活。”1944 年 3 月《陕甘宁边区产盐工作》中记录，
1941 年部队数千人去盐池生产，纠正了过去靠天下雨产盐
的思想，提出来与自然作斗争的口号，在苟池、老池、滥泥
池、莲花池、滩池、娃池、湾湾池、敖包池筑盐田 2834 块，并
组织灌水小组变工，缩短成盐和打盐时间，增加打盐次数，
极大地增加了产量，将“打盐大生产”干出了“抢盐大生产”
的气势。据统计，1938 年至 1942 年，五年时间里，边区军民
打盐 126.3 万驮，合约 12.5 亿公斤，极大地支援了边区经济
建设，支援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时至今日，这些功勋盐池仍
然可以产盐，且盐田之美，不再是单纯的物质资源之美，大
部分已成为工业发展之美、旅游观光之美，早已超出生存满
足，转化为精神给养。

时光飞逝，物是人非，但盐湖仍然随着风的洗礼，发出凿
凿之声。有史可循的盐业发展充分证明了中国地大物博，资源
丰盈，即使不再用海盐，还有池、井、土、崖（石盐）、砂石盐资源
可供选择，民众尽可食盐之味，赏盐池之风景。

“抢盐潮”已过，留给我们的绝对不是一个“闹剧”的谈资，
而是人类对于自然资源依赖的反思。即使生活在科技进步的
现代，没有了自然的馈赠，我们依然无法生存。试想，人类无节
制的掠夺与污染自然环境，失去了海盐之味美，尚有池、井、
土、崖（石盐）、砂石盐补充，若不亡羊补牢，继续污染、破坏与
失去，又当如何？

（作者单位：盐池县博物馆）

这次相隔九年召开的吐鲁番学国际盛会，不仅推进了
文化润疆，还挖掘、弘扬了中华文化。会议召开前不久，吐
鲁番博物馆和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联合举办了“吐鲁
番考古第一人——纪念黄文弼诞辰130周年特展”。展览鲜
活灵动地展现出近一个世纪前的1927年，由中外学者共同
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首次踏上新疆这片热土，开
始了历时八年平等合作的科考历程，在历史、地理、气象、
民族、考古、古生物研究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
的成就，为中国学术界积累了协同创新、走向世界的经验。
同时在另一个展厅，“考古扬自信、火洲显华章——吐鲁番
近年来文物考古新发现特展”热烈推出，年轻的吐鲁番学
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龙先生，怀着虔诚之心讲述考古
故事，令众人感动不已。正如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李文瑛女士在特展仪式的致辞中所言：“新疆地处亚洲腹
地，数千年间，多民族聚居融合，创造了璀璨优秀的文化，
孕育了举世瞩目的丝路瑰宝，流传着无数充满传奇的历史
故事、见证着多民族文化交往交融的辉煌历史，印证了各
族人民世代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信念。”中国的吐鲁番学
是敦煌学的“姊妹学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彩一
枝、绚烂一脉，是讲好中国新疆故事的生动素材，是展示中
华文化的重要标识。

研讨会期间，来自国内外众多知名院校、研究机构的
专家学者，带来一份份用汗水和勤奋换来的吐鲁番学最新
学术研究成果，每一位学者的交流论文，无不凸显中国吐
鲁番学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力。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
新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刘文锁，英国剑桥大学博士
艾默瑞克·亨特分别发表《“吐鲁番文书总目”的编纂与展
望》《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考古发现》《叙利亚文手
稿中的西旁景教寺院》等主旨报告。来自蒙古国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以及我国40多所大
学、20多家研究或展示机构的140余名国内外专家学者与
会。

在三个分会场上，与会学者围绕吐鲁番在中华文明起
源、形成、发展中的地位与贡献，吐鲁番出土历史、宗教、语
言文字资料所体现的中华文明元素，中华文化视野下的吐
鲁番与多元融汇的丝路文明等展开热烈的讨论。历史考古
分会场，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蒋洪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石窟寺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夏立栋，兰州大
学敦煌研究所教授王冀青，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刘学堂，日
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山部能宜，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安哈巴雅尔，分别做《高昌回鹘西旁景教寺院人群的
植物资源利用》《2023年度新疆吐峪沟石窟考古发掘成果
与初步研究》《斯坦因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考古日记
整理研究报告》《洋海与苏贝希》《再论吐峪沟石窟的意义》

《蒙古国东部发现的回鹘时期古城研究》专题报告。出土文
献组分会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浙江大
学古籍研究所教授许建平、中国台湾南华大学文学系教授
郑阿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董永强，依次以

《唐代西域官寺及其功能》《阿斯塔那27号墓出土景龙、开
元两〈论语〉写本的关系》《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流传的蒙
书》《乡里秩序中的地方大族——唐西州的张氏》为题进行
讨论。在语言、宗教与艺术组分会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
所研究员张总做《高昌与龟兹的地狱轮回及十王图像等》
报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林丽娟做《亚里士多德在
吐鲁番：论西旁景教修道院遗址出土叙利亚语哲学残篇》
报告，中国香港新亚研究所佛学中心副研究员区佩仪做

《高昌弥勒信仰形态——小乘禅观到大乘净土》报告。
作为古丝路上的交通重镇，几千年来，因商贸交流、文

明交流、文化交融，吐鲁番留存有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
产，吐鲁番学由此产生。为发扬光大吐鲁番学事业，赓续传
承国家“冷门绝学”，在推动新时代文物事业蓬勃发展、拓
展文物考古研究阐释，点亮文化传承发展之路上，吐鲁番
市委市政府不遗余力。但荣新江也公正地指出：“不能不承
认，敦煌学成果要比吐鲁番学多得多，吐鲁番学研究院人
员有限，有些工作无法展开，所以我曾经在2009年时撰文，

《期盼“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比翼齐飞》，特别强调在吐鲁
番出土文献的整理，在吐鲁番地域社会史、写本时代书籍
史、丝绸之路胡语文献等方面，应当吸收敦煌学研究的经
验和教训，加大力度做吐鲁番学的研究。”

上百年来，在黄文弼、季羡林等前辈先贤呕心沥血的
努力下，经过世界各国诸多领域学者的探索研究，吐鲁番
学已经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国际显学”，成为开展学术研
究的资源富矿。荣新江希望吐鲁番市大力支持吐鲁番学，
每年召开吐鲁番学发展战略研讨会，共同推进吐鲁番学研
究事业的发展。

交河故城（位于吐鲁番市）作为一座完全废弃的古代城市
遗址，是我国及中亚地区同类遗址中保存最为完整的城市标
本之一。自从废弃以后，六百多年以来无人居住，因而这座城
市遗存的整体格局没有遭到破坏。

交河故城与中原同时代古城，在营造方法上又有很大的
不同。它是利用高出地面 30多米的台地，建造成一座供人们
生活居住的城市。它本身经历了多个时代的修建，仅一个交
河故城就使用了三种建筑方式：一是“夯筑法”，二是“压地起
凸法”，三是“版筑泥法”。这三种建筑方式相互结合，相互补
充可谓是相得益彰。简而言之，夯筑法主要是在建筑区的地
面高低起伏时，通过此方法可以将坑洼不平的地面填平，这
是进行建筑施工中常用的方法，这类建筑方式在交河故城少
数建筑中使用。“压地起凸法”是交河故城建筑的基本方法，
这种建筑方法其实就是在修整过的平整的地面上，设计规划
出居住室、门、墙和采光通风口（功能相当于现代的窗户），然
后用减地的方法按照先前的规划设计从生土中掏挖建成。这
种方法仅适用于比较小的建筑，但有时候为增加墙体或建筑
的高度，还需要使用“版筑泥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关于“版筑
泥法”的相关事实在史书《史记·殷本纪》中有记载。史书中曾
经提到“傅说”一人，傅说是古代虞国（今山西省平陆县）人，
我国殷商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及建筑科学家。
他辅佐殷商高宗武丁安邦治国，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武丁
中兴”的辉煌盛世，他落难时所创造的“版筑”（俗称打墙）营
造技术，是我国建筑科学史上的巨大成就，是人类建筑史上
的巨大进步。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交河故城的版筑
泥法实际上就是商朝傅说的“版筑”建筑风格的继承和发展。

虽然我们不能严格地说什么时代运用了什么样的建造方
式，但它们有一个大致的界限，并且各种建筑方式之间有掺
和、有主次。在交河台地上，最为主要的建筑方式当然就是

“压地起凸法”和“版筑泥法”。这也是交河故城建筑中使用较
多的方式。这些建筑特点反映在实际的建筑中便是一进交河
故城，映入我们眼帘的那些栉比鳞次的城墙和高低起伏的佛
塔。这些都是这几种建筑方式共同作用形成的结果。如今看
到的这座故城更多还是保留着“压地起凸法”和“版筑泥法”
的特点。这两种建筑方式也是交河故城所独有的。目前国内
外还没有找到能与交河这两种方式基本对应的案例。所以，
交河故城是一座独具浓郁地域特色的城市建筑，是一座向下
生长的城市。

交河故城，从汉代开通西域以来为人们所知，开始进入中
原王朝的视野，一直到14世纪末毁灭于战火。在漫长的历史过
程中，从最早的车师前国的都城，到汉代的交河壁，再到高昌
王国时候的交河郡，唐代的安西都护府及西州下属的交河县，
在高昌回鹘时期一度成为重要的佛教中心和军事重镇。这期
间，政治地位或许有所变化，但它一直是一座政治、军事、宗教
中心。所以，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对于交河台地的开发是非常完
善的，也是很有规划的，考虑了多种因素。纵然已废弃六百多
年，然而它的形制布局在今天依然能够分辨出来。交河故城大
体奠基于麴氏时期，形成于唐代（618-907），其众多的建筑遗
存基本上按功能、性质分为崖壁、城门、街道、官署、民居、防卫

设施、佛教建筑、水井、墓葬等，遗存主要以夯土遗存为主要表
现形式。

交河故城由主干道分割成大片区，以巷道、环路围成了小
片区，按照地势走向及功能进行区划。这样的综合城市布局基
本完整，城门、城墙、主要道路、街巷和重要居住建筑、寺院建
筑基址、水井等遗存至今清晰可辨。

交河故城的总体布局沿着两条大道展开，有计划地安排
居民区、手工业区、商业区、宗教建筑、官署区等。居民区大都
采用中央大道与两侧横向街道垂直相交划分成若干街区的做
法，同时具备防御功能，即整个城市包含居民区在内都具备复
杂而严密的防御设施。它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特点，城市规划
以功能分区、以政治首府为核心进行建设，同时又以通向宗教
建筑物的道路为中轴对称进行建设。

交河故城在古代建筑学上的特点和价值主要体现为：城
市布局规划合理，建造工程技术独特，以城市南北主干道、次
干道及东西向支路、巷路来区划功能分区及处理城市所处狭
长台地大尺度空间。这些在我国古代城市建造史上较为罕见。
另外，交河故城的营建布局受到了中原城市建设的影响，具体
表现在城市的中轴线处理、以主次干道为主要界标进行城市
功能区划、多中心有分有合处理狭长大尺度空间的手法、“择
中立街”、高墙院落的配置、城市内广布佛寺并占据城市诸制
高点的特点等，这些都能在北魏都城洛阳、唐代长安城等的形
制布局发展轨迹中找到相应的依据。

古代文明一般都是向上发展、层层累积叠压的。旧的文
明、旧的城市毁灭了，新的文明、新的城市就在旧文明、旧城市
的“遗骸”上发展。而交河城正好相反，它所体现的是旧的城市
在最上层，越新的、时代越晚的城市建筑越在下层。它不是用
砖瓦椽木泥浆建造起来的，它是在黄土台地上由一代一代的
居住者一寸一寸地挖出来的一座城市。可能最初的几代人挖
掘而成的是最上层的一些建筑，几百年以后，或者因为这些建
筑毁坏坍塌不能继续使用，或者人口增加等其他原因，又有人
向下进行挖掘，因而形成了时代比较晚的一层建筑。再过几百
年，又有人又向下挖掘，所以，时代越晚的建筑就越出现在底
下。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解释考古出土物品的上下
顺序，无法理解这座城市的“反常性”。

交河台地高出地面三十多米，其两边即是洪水和强烈的
风冲刷、吹蚀而形成的两条宽约两百米的沟。人们选择居住在
交河台地上是考虑到了它的天然防御性，四周陡峭的断崖是
交河城的天然屏障，如果在上面搭建房子，势必会被从北吹来
的风掀翻，也不利于保暖，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用“压地起凸
法”的建筑工艺从地面往下挖建，这样既适应了所处的地理位
置，又可以节省工料，不必要从周围往来运建筑材料，向下挖
土，直接从地面下取出土来，可以用来修建地面上的一部分建
筑，而地面下的建筑既可防风沙又可保暖。

交河故城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和建筑遗存的独特
性，使其成为我国乃至中亚地区的重要的人文和自然景观资
源。一座向下被不断挖掘出来的城市，在毁灭以后，其形制布
局依然清晰可见，成了地球上完美的废墟。

（作者单位：吐鲁番学研究院）

向下生长的交河故城
胡振卉

相隔九年的国际盛会
——第六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实

丹青

近日，葡萄城吐鲁番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各族人民怀着喜悦的心情，庆祝2023新疆丝绸之路葡

萄酒节暨第二十九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第六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同期召开。研讨会

以“新时代吐鲁番学传承与发展”为主题，旨在彰显吐鲁番考古新发现以及国内外专家在吐鲁番学领

域取得的新成就，探讨新时代吐鲁番学传承与发展的研究视角，不断提升和完善吐鲁番学学科体系，

进一步促进吐鲁番学蓬勃发展，持续扩大吐鲁番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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