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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疆，美丽而神奇，古称“西域”。
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统管西域地区，从此新疆成为祖国的一部分。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中心，自古以来四面八方的人们就背负着各自的文化，或经巴里坤草原深入戈壁
、沙漠到达新疆腹地，或翻越帕米尔沿天山进入新疆绿洲、河谷。
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相互交往、融合，开发、建设，创造新疆的历史。
结果，新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四大古老文化交汇之处。
东西方人种，数十个民族以自己的语言文字、风俗、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丰富多彩的文化，以自己
的能量、能力，在新疆这一历史舞台演出一幕幕雄壮的史剧，不断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内涵与色彩，新
疆让世界瞩目！
    新疆作为历史舞台、维护国家统一的疆场，各民族云集、汇集于此，或东进或西迁，留下了无尽的
史剧内涵和文化内容。
今天我们面对历史留给我们的无数的各种文字的文献、古堡古城、洞窟壁画、竹简文书、铜镜铁器、
百戏杂耍俑、史诗宏著、各种宗教遗迹，等等，以及各民族人民群众及其优秀人物、英雄和他们的历
史创造，就会真切地感受西域久远的历史、厚重的文化。
这是源自黄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恒河之水融人塔里木河的金涛，而形成的独具生命力的历史和
文化。
新疆的神奇可见一斑！
    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西域历史的脚步沉重起来，西域文化渐渐被沙漠掩埋。
但是丝绸之路对东西文化的沟通、融汇，对人类的文明贡献，那是什么样的黄沙也掩埋不了的。
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新疆对祖国的战略地位的形成，无论是促进祖国经济文化发展，还是维护国家
统一都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这也给我们留下无穷的遐想。
    近代以来，随着新疆在世界格局演化、维护祖国安全中的战略地位日趋重要，世人再次把目光投向
新疆，重新认识新疆、发现新疆。
人们在历史文献中研究，在荒漠、戈壁中挖掘，在洞窟中寻觅，在民俗中探源⋯⋯往日丝绸之路的辉
煌开始展现于世人面前。
历史告诉人们，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家园，就是大家共同开发建设的，就是祖国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
新疆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历史上众多民族在新疆生活繁衍。
在悠长的历史过程中，你来我往、相互交流融合，就新疆历史、社会特点而言，其多元包容融合性特
点尤为突出。
无论是从人种、民族、宗教、语言文字、风俗习惯，还是从经济类型、文化模式等方面看，新疆都具
有多样性特点；但同时，不同人种、民族，不同文化间相互渗透、融合，包容性特点也同样突出，不
管哪方面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因此，研究新疆、研究新疆历史，揭示其规律，正确认识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建设美好家园的
历史与现实，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维护新疆团结稳定和谐，就成为我们今天实现新疆两大历史任
务的一项重要工作。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组织了党校、社会科学院、文物局的有关专家、学者编写本书，从历史、人物、
文物角度真实反映新疆历史发展过程，揭示它统一于祖国的必然性，各民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开发建设新疆的史实，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爱国爱疆的光荣传统。
同时，编写尽量通俗易懂，多层次、多角度运用历史、考古、历史人物的成果，正确、丰富多彩地撰
写了这一套群众百姓喜闻乐见、爱读的好书。
    本书即将出版与群众见面，我们希望它能发挥作用：让人读历史认识新疆，总结历史、展望未来，
促进团结和谐，共同奋斗、建设美好新疆。
    王伟    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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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讲故事知新疆（第1辑新疆历史人物文物故事汇编）》由辛彤编著。

　　《讲故事知新疆（第1辑新疆历史人物文物故事汇编）》从历史、人物、文物角度真实反映新疆
历史发展过程，揭示它统一于祖国的必然性，各民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开发建设新疆的史实，
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爱国爱疆的光荣传统。
同时，编写尽量通俗易懂，多层次、多角度运用历史、考古、历史人物的成果，正确、丰富多彩地撰
写了这一本群众百姓喜闻乐见、爱读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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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凿空”西域第一人——张骞    王旭送    陕西汉中市城固县张骞纪念馆门柱上有一副楹联：“一使胜
千军，两出惠万年。
”这是对张骞一生的伟大功绩的形象写照。
    张骞（？
—公元前114年），今陕西城固人。
关于他早年的经历，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汉武帝初年，他被拜为郎官。
张骞身体健壮，个性坚韧不拔，诚信可靠，开朗豁达，富有探险精神。
一次偶然的机缘，汉武帝令张骞担负了交通西域的使命。
    西汉初年，匈奴经常侵扰汉朝北方各郡县，俘虏人丁，掠夺财物，使生产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由于经历了长期的统一战争，中原经济尚未恢复，对匈奴的侵扰西汉政府无力抗击。
匈奴曾一度逼近了太原一带，汉高祖刘邦曾率大军与匈奴决战，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反遭遇匈奴
围困。
此后，汉朝用和亲政策取得双方的安宁，每年还要向匈奴奉送大量的丝帛、粮食等物。
和亲虽然收到了一时的效果，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匈奴奴隶主向汉朝北方边郡的掠夺。
匈奴自恃兵精将强，每年秋收时节，肆意掠夺汉地边民的粮食和财富。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已经过了六七十年的发展，“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国力强盛
，汉武帝决定反击匈奴。
有一次，汉武帝从匈奴俘虏那里得知月氏人被匈奴打败的事情，于是决定派使者出使西域，联合河西
的大月氏夹击匈奴。
    但是，从汉朝到大月氏，不仅要途经匈奴所控制的广大地区，而且一路上要历经千辛万苦，克服重
重困难，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以胜任的。
汉武帝诏告天下，招募使者。
当时，汉中成固人张骞以郎应募，被汉朝廷选中，出使西域。
    汉代，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西域是指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亚甚至西亚部分地区；狭义的西域主要指今新疆广大地区。
张骞所通的西域，是就其广义而言的。
西汉时，这里已经建立起了几十个地方性政权，他们有的以游牧业为生，有的则发展了农业。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可谓矢志不移，艰苦卓绝。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自公元前138年开始，历经13年。
公元前138年，张骞带着西汉政府给他的100多个随从人员，离开长安向西域进发。
在随行人员中有胡人甘父（因他曾为堂邑县人家的奴仆，因此又名堂邑甘父，或简称堂邑父）作张骞
向导。
从长安到西域，必须通过河西走廊，当时河西一带控制在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手里。
张骞及其随从人员进入河西走廊匈奴领地时，虽然小心翼翼地隐蔽前进，但没走几天，还是被匈奴俘
虏。
    匈奴单于知道了张骞西行的目的之后，就扣留了他们。
单于为张骞娶了匈奴女人做妻子，企图笼络、软化他。
但是，这些丝毫不能动摇张骞的决心，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逃跑，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10年后，匈奴慢慢放松了看管。
张骞乘机和他的贴身随从甘父等人一起逃走，离开匈奴地盘，继续向西行进。
    由于他们仓促出逃，没有准备干粮和水，一路上常常忍饥挨饿，干渴难耐，经常倒在荒滩上。
幸好堂邑父射得一手好箭，沿途常射猎一些飞禽走兽，食肉充饥，才活了下来。
这样走了好几十天，最终跋涉数千里，越过沙漠戈壁，翻过冰冻雪封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来到
了大宛国（今费尔干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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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是一个富庶的大国，很想建立联系，但苦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所以一直未
能如愿。
因此，当听说汉朝使者来到时，喜出望外，在国都热情地接见了张骞，并请张骞参观了大宛国。
之后，大宛王派遣向导护送张骞前往康居，再由康居把他送到大月氏。
但是，这时的大月氏已占有原来属于大夏的地方，土地肥沃，户口殷盛，不愿再报仇雪恨。
张骞在大月氏住了一年多，最终没能说服大月氏王共同对付匈奴，只好回国。
    张骞去时走北道，返程时，为了避免匈奴的阻截，选择走南道。
但这个地区当时也已被匈奴控制了，结果张骞和他的唯一随从人员甘父又被匈奴扣留。
被拘留一年多后，乘军臣单于去世，匈奴内部发生争夺王位的内乱时，张骞才偕同匈奴妻子、甘父等
一道逃出，终于历尽千辛万苦，于13年后回到了长安。
    张骞回到都城长安，对沿途所经过的塔里木盆地诸国以及中亚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乃至安
息、条支、身毒等国的地理、风俗、政治经济状况，都详细地向汉武帝做了确实的报告。
虽然由于大月氏不愿联合汉兵攻打匈奴而使出使的目的未能实现，但汉武帝了解了大量西域各国的风
土人情和地理知识，这让汉武帝非常欣喜。
汉武帝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封张骞为大中大夫，封甘父为奉使君。
    张骞从大月氏回国之时，汉朝与匈奴正在进行激烈交锋。
五年之后，一场更大规模的鏖战，在河西爆发了。
霍去病大战昆邪王、休屠王，并消灭河西一带匈奴的势力。
从此，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为汉朝所控制。
而当时居住在匈奴西部的乌孙，势力正日益强盛，很想摆脱匈奴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张骞向汉武帝建议，招引乌孙东归，让他们回到原敦煌至祁连山的故地，并用和亲形
式结为兄弟，进一步孤立匈奴。
同时促使乌孙以西的大夏诸国，应召而至，臣服汉朝。
他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武帝拜他为中郎将，命令他再次出使西域。
    公元前119年，张骞率领随从三百多人再次出使西域。
他们每人备马两匹，携带了牛羊万头和大批的币、帛。
这时，经过西汉军队对匈奴致命的打击，张骞西行的人为阻隔已不复存在，汉朝与西域的交通已基本
畅通。
加上有第一次的经历，对克服自然艰险已有经验，所以张骞这次出使，十分顺利。
    张骞到达乌孙之时，乌孙国内部正发生分裂：六十高龄的乌孙老王猎骄靡想把王位传给他的长孙军
须靡，他的次子不同意，于是掀起内战。
加上不了解汉朝情况，因此乌孙无意东迁故地。
但是，乌孙愿意与汉朝通好。
公元前115年，乌孙特派数十人，护送张骞回长安，还带来几十匹马，作为礼物表示答谢。
他们见汉朝地大物博，十分富庶，就更加重视发展与汉朝的关系。
几年以后，乌孙表示愿意与汉朝结亲连好。
汉武帝派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嫁给乌孙王为妻。
    张骞在西域时，还派副使分道赴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又名安息帝国或帕提亚帝国，是伊朗
高原一个古代国家）、身毒（今印度）和天山以南的于阗、抒弥地区进行活动，受到了这些小国的热
烈欢迎，扩大了汉朝的影响。
两年后，出使诸国的张骞的副使们在对方使臣的陪同下，纷纷返回。
从此，汉朝与西域各国正式建立了友好关系，互相交往日益密切而且经常化了。
但此次出使，也未能实现结盟的目的。
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到长安，一年多之后就去世了。
    通过张骞出使，西汉与中亚、欧洲乃至更远的地区和国家，打通了两条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交通线。
从京城长安西出，经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安西到敦煌，及玉门、阳关。
由此西去，开辟有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西南沿阿尔金山北麓至伊循（今若羌县）、且末、精绝（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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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丰）、抒弥（今策勒）、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经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出明铁盖山口，
沿兴都库什山北麓喷赤河上游西至大月氏和安息；北道出玉门关，西过白龙堆，至罗布淖尔西北的楼
兰后，向北绕道车师前王国（今吐鲁番地区），西南取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危须（今焉耆东北）
、焉耆、龟兹（今库车）、温宿（今乌什）、姑墨（今阿克苏）、尉头（今阿合奇），至疏勒（今喀
什），经捐毒（今乌恰）越过帕米尔高原到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撒马尔罕及其附近）
，由康居西北可到奄蔡（今咸海东北），向南可抵大月氏，向西则可通安息。
汉朝统一西域之后，这两条联系亚欧非三大洲的大陆交通线，就变成为东、西方的丝绸之路。
    通过这条丝绸之路，东西方的经济生活得到丰富。
此后，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漆器，精湛的冶铁和凿井技术，西出阳关，源源西进；西方的皮毛、马
匹、瓜果、香药等则纷至沓来，应接不暇，所谓“远方的珍奇异物自四面而来”，正是这真实的描述
。
    张骞所开辟的丝绸之路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行进在这条大道上的，不仅有取锱铢之利的商队
，有矢志布道的宗教人员；还有寻求友谊、出使友邦的各国使节；更有长年风餐露宿，保护交通畅通
和安全的将帅、士卒⋯⋯在张骞以后，西域成为印度、波斯、希腊和中国文化的荟萃点，成为一个引
人注目的世界性文化纽结。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丝绸之路，被称为“中
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P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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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讲故事知新疆——新疆历史、文物、人物故事汇编》一书，在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统战
部部长王伟直接策划、指导下，副部长周应斌、艾则孜·木沙等部领导的关心、领导下，在民族处马
江侠处长具体负责下，组成编委会。
经过多次研究讨论，确定写作大纲，明确写作原则、要求。
经过作者们的努力完成初稿，经由束迪生、马江侠、高栓宁、王俊旗、苗普生、徐红兵、朱建新、马
锁成同志初审，作者们修改，最后由束迪生同志反复修改统稿。
    该书是集体的智慧结晶，参与写作的作者有苗普生、王旭送、阿迪力·阿布力孜、李文瑛等众多专
家学者，该书是他们平常的研究、考古成果，内容丰富，有历史、文物考古及历史人物多方面的故事
、研究。
我们力求从多层面、多视角反映新疆历史的真实面貌，揭示新疆厚重的文化积淀及其博大、雄宏、丰
富的内涵，揭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创造、共同建设新疆的历史过程。
    本书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石永强、新疆人民出版总社党组书记张
新泰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自治区文物局张青、甘伟，区党校王晓雯以及其他热心帮助和支持本书编写、出版、发行的所有同
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今后继续关心、支持本书后续几辑的编写、出版工作。
    当然，该书是集体的创作，可能在某些问题的认识和表述上会有不足；同时，也因我们水平有限，
该书可能还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谢。
    编者    2012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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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辛彤编著的《讲故事知新疆（第1辑新疆历史人物文物故事汇编）》是集体的智慧结晶，参与写作的
作者有苗普生、王旭送、阿迪力·阿布力孜、李文瑛等众多专家学者，该书是他们平常的研究、考古
成果，内容丰富，有历史、文物考古及历史人物多方面的故事、研究。
我们力求从多层面、多视角反映新疆历史的真实面貌，揭示新疆厚重的文化积淀及其博大、雄宏、丰
富的内涵，揭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创造、共同建设新疆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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