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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992年在甘肃河西走廊发掘的悬泉置

遗址，出土汉简2.3万余枚，另有其他各类遗物6000余

件、各类陶器残片3万余件。就出土汉简而言，是继斯

坦因1907年、1914年两次在敦煌汉塞发现敦煌汉简，

20世纪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居延汉简之

后，又一次重大发现。

悬泉汉简与出自边塞烽隧的敦煌和居延汉简不同

的是，悬泉置是当时一座官方的邮驿接待机构，而且坐

落在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其功能性质的不同决定了

遗留下的简牍文书主要属于丝绸之路上东西交往的记

录，对我们研究两汉时期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尤其是邮驿交通，民族社会，中原与西域、中亚、西亚、

南亚和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关系以及丝绸之路上中西文

化的交流，至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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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泉置遗址坐落在今瓜州、敦煌两县市的交界处，

准确坐标为北纬40°15′54"，东经95°19′45"。南

面是三危山余脉火焰山，山涧有悬泉水汩汩流出，两千

年来依然如故，至今涌流不断。北面有疏勒河流过，并

有从东到西的汉塞和烽隧以为北部屏障。

悬泉置的全称应为“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从全

称中可以看到它的隶属关系。基本设施为一座50×50

米的用土坯砌筑的院落，院内有28间大小不等的房

屋，院外还有马厩等一些附属建筑。编制为“官卒徒

御”37人，定额员马40匹，传车10~15辆，此外还有牛

车3~5辆，养牛若干。有悬泉置啬夫负责全面工作，另

有悬泉置丞、置佐以为副贰协助工作。其他附属机构

还有悬泉厩、悬泉厨、悬泉传舍、悬泉邮、悬泉驿等。功

能和职责主要是传递朝廷公文和军情急报、接待过往

的各级官员和西域使者。

按照汉简的记载，像悬泉置这样的机构在当时的

敦煌郡东西300千米的交通线上分布有9座，依次是渊

泉置、广至置、效谷置、鱼离置、悬泉置、遮要置、龙勒置

（可能还有玉门置和冥安置），每30千米一处。

按照里程简的记载，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从长安

（洛阳）到敦煌的路线应该是经今陕西兴平市境之茂

陵，过乾县、永寿、彬县进入泾水流域，再经长武进入甘

肃东部的平凉和宁夏南部的固原，再进入甘肃靖远、景

泰，横穿武威、张掖、酒泉，到达敦煌。

从长安到敦煌的丝绸之路东段路线，里程简中记

载了46处（包括敦煌郡的9处）停靠站点。而这些停靠

站点的每一处都应具有类似悬泉置这样的功能和规模

设施。正是这些沿途的馆舍邸店，保障了两汉丝绸之

路的畅通和繁荣。

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是网状的，纵横交错，可以

随意行走。其实不然。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没有这

些保障设施，像丝绸之路这样的长距离交通是难以想

象的。

通过对悬泉置的解剖，我们可以看到这46个停靠

站点的整体形象。它是当时丝绸之路得以畅通的基本

保障，是汉帝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不光在西北边

疆，而且在内地，在东北，在南海，在西南，像悬泉置这

样的机构广泛分布，保障了汉王朝对内地和边疆的有

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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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狭义的西域主要指阳关以西到葱岭以东，

昆仑山以北到巴尔喀什湖以南，大约有200多万平方千

米的土地。按照《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西域地区最初

有36国，后来分为50多国。悬泉汉简中有其中30多个

国家的记载，主要是朝廷派官员出使或者上述国家前

来京师路过悬泉置的记录。西域来汉的人员中有国

王、王后、使者、副使、质子、贵人、部落酋长、随行人员

等，来汉的目的有受封、朝贡、纳质、通使、和亲、学习、

游历等。

50多国中，有48国属西域都护管辖，其中南道17

国，中道15国，北道16国。另有罽宾、乌弋山离、安

息、大夏、大月氏、康居、身毒等7国，在今中亚、西亚和

南亚地区，不属都护。

南道17国主要分布在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

沙漠南缘，其中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

勒、于阗、皮山、莎车、蒲犁等10国，汉简中有记载。

中道15国，从东往西分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

和天山南麓，渠黎屯田和西域都护府就在这条线上。

汉简除对西域都护的活动有大量记载外，还对山国、危

须、焉耆、尉犁、渠犁、乌垒、轮台、龟兹、姑墨、温宿、疏

勒、大宛等12国有程度不同的记载。

北道16国，乌鲁木齐以西至伊塞克湖等辽阔地域

是乌孙的游牧之地，乌鲁木齐以东从东到西是车师六

国和其他小国。北道诸国中乌孙最大，有户12万，有

口63万，胜兵18.8万。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主要的目的地就是乌孙。汉

对匈奴的节节胜利实际上伴随了汉与乌孙的出使、和

亲、结盟、分封的历史过程，三者的关系深刻影响了西

域历史的发展。

汉简中关于汉与乌孙的和亲、公主回返、长罗侯常

惠多次出使、赤谷城屯田、冯夫人锦车持节完成朝廷使

命、乌孙大小昆弥分立以致分别到京师朝拜，都有相当

具体的记载。

另外，汉简中关于车师的记载也极为重要。比如

车师前国在交河城，是进入西域的东部门户，汉与匈奴

曾有过“五争车师”的战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汉元

帝初元元年（前48年）派戊己校尉屯田车师，从此掌握

了控扼西域的主动权。车师屯田、伊循屯田和渠犁屯

田以及在乌孙的赤谷城屯田，形成了西汉在西域的驻

兵和屯田格局，有力地保障了西域的稳定和丝绸之路

的畅通。

总之，汉简中关于上述30多个西域国家的记载，

对研究历史上汉朝与西域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丝绸之路

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对今天总结历史经验、增强民族团

结、保持边疆稳定和维护祖国统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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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宛，张骞出使的第一个西域国家，地处费尔干纳

盆地，属今乌兹别克斯坦，也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

克斯坦部分地区。根据近些年的考古发现，早在公元

前8世纪，该地区就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和水利灌溉，有

完整的城市设施，属农耕定居的城郭之国。

据说，亚历山大东征时曾在盆地西面出口处的列

宁纳巴德（苦盏）修建过亚历山大城，希腊文化的影响

已经辐射到了盆地之中。张骞到来之前，这里已是东

西文化的交汇点。汉简中关于大宛的记载，是我们研

究这段历史和关系的重要资料。

康居，张骞出使的第二个国家，地处锡尔河北岸，

大部属今哈萨克斯坦，势力强盛时可能包括了今天乌

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撒马尔罕、塔什干等农耕地区，

亦为当时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大国。汉简中关于康居的

记载极为丰富，不仅是我们研究汉与康居以及两汉丝

绸之路的重要依据，亦是今天的中亚各国尤其是哈萨

克斯坦研究本国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大月氏，战国秦汉之际活动在阿尔泰山以东、蒙古

高原西部，东达黄河沿岸，势力远超匈奴的游牧部族。

后来因势力衰弱受到匈奴的压迫而逐步西迁，先迁伊

犁河流域，再迁阿姆河流域，最后臣服阿富汗北部的大

夏（巴克特利亚）而定居于此。张骞第一次出使就是要

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

大月氏虽然未能按照汉朝的意图东返故地，但它

在阿富汗北部和土库曼斯坦南部定居后得到逐步发

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贵霜帝国成为丝绸之路上与罗

马、波斯、汉王朝并列的四大帝国之一。悬泉汉简中关

于大月氏的记载，主要反映了贵霜帝国建立以前公元

前、后各半个世纪里大月氏及其所属五翖候的情况。

在中亚史上，这段时间由于资料缺乏而被称为“黑暗

时代”，悬泉汉简的材料则是这段黑暗时代闪烁的星

辰。

乌弋山离，是安息东部德兰努亚那和阿拉科细亚

两个行省的地盘，以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和锡斯坦为

中心，西到兴都库什山，东到克尔曼沙漠。实际上地跨

阿富汗和伊朗两境。悬泉汉简中关于乌弋山离来汉的

记载，说明汉朝与西亚的关系已远达伊朗高原。

罽宾，大月氏西迁中亚后迫使塞人南迁建立的一

个国家，在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塔克西拉（怛叉始

罗）。此地虽四面环山，但山间盆地的自然环境良好，

是今天巴基斯坦的工业基地，也是2000多年前的佛教

圣地。根据史籍和汉简的记载，地处南亚次大陆的罽

宾，早在2000多年前就同汉朝有了相对固定的来往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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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泉汉简中“浮屠简”的发现，说明大致在公元1

世纪的后半期，佛教已经传到了敦煌。由此说明佛教

的传播是一个经西域到敦煌再到中原的过程，而非直

接越过敦煌到了内地，这对研究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

最早传播是重要的参考坐标。

悬泉汉简中《论语》《孝经》的残片以及其他如《仓

颉篇》《急就篇》等识字课本的发现，是汉文化西传的有

力证据。结合武威出土的《仪礼》简和罗布泊出土的

《论语》简，再结合1990年在朝鲜半岛平壤贞柏洞364

号墓出土的《论语》和《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集

簿》，可以看到，西汉武帝以后，对边疆地区的开拓和管

理除了一系列军事外交和政治经济措施外，还伴随着

文化上的积极进取。

悬泉汉简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领域也极为广

泛。随着整理工作的告竣和全部资料的公布，必将引

发一个深入研究的高潮。目前的研究只是开始，上面

的介绍只限于几个侧面。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张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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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坚

秦人从哪里来、秦早期在哪里活动、其文化特质

是什么，是研究秦朝如何兴起及对大一统国家的贡

献绕不开的课题。近年来，甘肃一批新的重大考古发

现和相关研究成果，使揭开这些历史迷雾成为可能。

据史料记载，秦人族出东夷，其始祖伯益为帝

舜虞官，又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赐姓嬴氏，并列为

继承人。大禹去世后，伯益被大禹之子启所杀，启

建立夏朝后，其部族遭到打击并迁移流散。夏末，

嬴秦参加商夷联军灭夏并进入关中，由此成为商朝

的显贵，“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商末，崛起于关

中的周人在灭商活动中，追随商王的嬴秦首当其

冲，再次遭受沉重打击并迁移各处：嬴秦首领中潏

被迫归周并西迁陇右礼县一带，“在西戎，保西垂”；

中潏之子蜚廉逃往嬴姓故地今山东曲阜一带的商

奄。周初，周公平定“三监之乱”，杀蜚廉，并将参与

叛乱的嬴姓商奄之民迁往“朱圉”，即今甘肃甘谷县

一带。至此，嬴秦在经历夏商两代千年之久的起伏

动荡和迁移流散，终于在甘肃东部定居下来，开始

了其族体形成和兴起建国的早期历史。

从商末中潏西迁西垂到秦文公迁都东进关中，

在整个西周近三百年间，嬴秦共14代一直生活于

甘肃东部地区。其首领依次是中潏、蜚廉、恶来、女

防、旁皋、太几、大骆、非子、秦侯、公伯、秦仲、庄公、

襄公、文公。这是秦人发展史上的早期阶段和秦文

化的形成期，具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中潏到大骆七代是嬴秦族体的形

成阶段。嬴秦初入陇右，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考验

和挑战。一方面是自然的挑战，当时的陇右黄土高

原和陇南山地山大沟深、林茂草丰，半农半牧区的

环境和条件与黄河中下游平原农耕区迥异。另一

方面，他们来到陇右也就进入了以畜牧见长的当地

土著西戎部族领地，如何与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的

西戎相处并得到认可与接纳并非易事。但经历多

次生死考验和动荡迁徙磨难的嬴秦，以百折不挠的

顽强意志和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凭借“懂鸟兽之

言”、善御和熟悉山林草木的技能，因地制宜发展农

牧经济，入乡随俗，主动交好西戎，并通过联姻通

婚、学习骑射本领、经济交流和文化往来，不仅得到

西戎的接纳，而且实现了和睦相处，很快在陇右站

稳了脚跟。秦人族体随之形成，秦文化也在相互交

融中得以孕育。

第二阶段从非子到庄公五代是秦人“邑秦”和

秦文化形成阶段。非子为大骆的庶子，嫡长子为

成。非子善养马被周孝王征召在今宝鸡的汧河与

渭河之间为周室养马，“马大蕃息”。非子因功被周

孝王封为“附庸”，让其在“秦”即今清水县城北李崖

村建立新邑，秦人称秦由此而始。非子获姓受封是

嬴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秦人也从此在陇右

一分为二，非子之兄成继续以西犬丘为居地活动于

西汉水上游，非子一支则来到渭河支流牛头河流

域，以秦为中心开辟了一块新居地。非子之后，经

秦侯、公伯至秦仲，“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

族。”周宣王封秦仲为大夫，命其反击西戎，反被

杀。周宣王支援兵马七千，又名秦仲子庄公伐戎获

胜，并收复犬丘，被封为“西垂大夫”，庄公率秦人由

秦邑迁入犬丘。秦人反击西戎获胜和在周室地位

的上升，正是秦人实力快速上升的结果，史称“秦仲

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秦文化也在与周

人、西戎的交流中初步形成。

秦人在天水的第三阶段是襄公和文公两代的

建国与东迁。公元前771年，西戎攻破镐京，杀周

幽王于骊山下，西周亡，秦襄公力战救周，并护送周

平王东迁洛邑，因功被封为诸侯，赐予岐丰之地。

于是秦襄公建国，四年后，秦文公继位，文公三年东

猎，一年后（公元前762年）到达汧渭之会（今陕西省

宝鸡市），宣布迁都于此。两代秦人在完成建国夙

愿后，迅即东迁，开始了秦人建立霸业、一统天下的

历史进程，四百多年后，秦完成统一。

我们循着秦人西迁和兴起的时空轨迹不难发

现，秦人的历史和发展道路极为独特，它既有极为

曲折漫长的西迁历史；又有在陇右西垂族体形成、

文化生成和重新兴起建国的独特经历。多难的部

族命运和特殊的生存发展环境都赋予秦人发展和

文化创造极为深刻的影响。经受了充满生死挑战

和颠沛流离考验，迈过了千难万险浴火重生的秦

人，磨砺出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积极进取、迎难而

上的精神追求，实用功利、尚武刚毅的生存能力。

这些意志品格、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成为秦人与

生俱来的精神谱系和文化基因，为秦人一路由小到

大、由弱到强和发展壮大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文献记载的秦人早期历史和文化创造活动已

被近年来甘肃东部地区的秦文化考古发现所证

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甘肃东部地区大量

与秦早期历史和秦文化相关的遗址和墓葬，陆续被

发现和发掘。特别是2004年以来，在甘肃省和国家

文物局的支持下，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

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等五家单位启动的早期秦文

化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经过十多年田野调查和

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在渭河上游天水、定西地

区发掘秦早期与西戎文化遗址8处，仅清水县牛头

河流域就有秦文化遗存31处，发掘2处；在礼县西

汉水流域发现秦早期文化遗址38处，发掘6处。这

些重要发现，使长期模糊不清的秦人早期历史终于

露出真容，为秦早期文化研究和进一步探究秦统一

的文化原因提供了可信资料。

在甘肃发现的秦文化遗址，提供了秦人早期历

史的重要线索。已发现的遗址年代，上起西周下至

秦朝，聚落、都邑、城市、墓葬、祭祀、礼制等遗址和

车辆、乐器、各种金属器具和陶器等遗物的出土，商

式风格陶器的发现，共同印证秦人系西迁而来，兴

起、建国于甘肃地区。大量遗存从制度、经济、社会

生活、城池、建筑、礼仪、丧葬、习俗风尚、器用等多

方面，立体地展示了其文化的多姿多彩，为揭示秦

文化早期面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秦文化与

西戎文化遗址的交错分布，保存了秦与西戎交往交

融的活标本，为探究秦戎民族融合与中西文化交流

提供了实物资料。

不难看出，历经磨难的秦人西迁甘肃后，在西

戎与周人的夹缝和全新的环境中，因地制宜，兼容

博采，实现了兴起与建国，也开创了自己的文化，熔

铸并形成了其坚忍不拔、昂扬向上、果敢勇猛、实用

进取的民族性格和精神品格。这一生态和文化塑

造了秦人精神世界和民族性格，成为其文明底色和

文化基因，蕴含于上述遗址遗物的深层内涵，为揭

开秦人民族性格和完成大一统的文化密码提供了

重要凭借。

秦人挟此文化优势进入关中后迅速崛起，以秦

穆公称霸西戎为标志而进入诸侯大国的行列。此

后，献公、孝公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励精图治、发奋改

革，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实现了军政制度创新、社会

管理创新、移风易俗和文化创新。秦文化既实现了

转型，又在兼取农耕、畜牧文明和博采六国文化精

华中推陈出新，形成尚武与崇法相结合的强势文化

和先进文化，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和国家

强盛奠定了基础。于是，从秦孝公到秦王嬴政七代

秦人致力于秦国强大，一百余年间国力大增，进而

扫灭六合，完成统一，结束了春秋以来长达五百多

年列国争霸、战乱纷争的动荡局面。

概括起来，秦人族体形成于甘肃，秦文化孕育

于甘肃，秦人建国于甘肃，甘肃是秦人、秦国、秦文

化的发祥地。秦人在兴起、建国、东出、统一的奋斗

历程中，形成了务实创新的价值追求、开放包容的

进取精神、尚武坚毅的民族性格、令行禁止的法治

观念、上下一心的团队意识、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

等文化特质和品格，对后来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多

元一体中华民族意识的孕育，具有开创性、奠基性

的意义。

(原文刊载于《新华文摘》2022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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