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特别支持上海市文化润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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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林梅村认为，唐王城在汉代时，就是

班超驻守的盘橐城。盘橐城，又叫作“艾斯克萨”城，

曾经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疏勒国宫城。在历史上，盘

橐城是丝绸之路上翻越帕米尔高原之后东进的第一大站，

处于西域南部几个小国之间，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公元

73年，这里成为了班超经营西域的大本营，班超立足疏勒，

荡平匈奴势力，完成了统一西域的宏伟大业，所以有的

史料干脆呼其为“班超城”。

班超，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民族英雄，他是大

史学家、《汉书》作者班固的弟弟，曾以一人之力平定

西域五十五国，创下了古今未有的奇迹。《资治通鉴》记载：

“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

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

我多少，必大震怖，可尽也。灭此虏，则善破胆，功成事立

矣。’”这正是“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这个成语的出处。

班超在盘橐城遭遇外敌围困，凭借坚强的意志，坚

守一年，等到汉朝援军赶到，击溃围困之敌，巩固了汉

朝在西域的统治。

班超威震西域，也得到了疏勒国王族贵女的青睐，

两人互生情愫，最终结为伴侣。但班超的政敌李邑却上

告朝廷，说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

无奈之下，班超只好休了自己的疏勒妻子，才勉强得到

了汉明帝的信任。

班超与疏勒妻子生下了儿子班勇，班勇在汉安帝时

撰述西域事甚详，填补纠正了《汉书·西域传》记载之

疏漏与舛误，成为南朝宋人范晔撰写《后汉书·西域传》

的宝贵资料。《后汉书·西域传》中汉延光四年（125 年）

之前事略都为班勇所记。班勇撰写的《西域记》也是中

国最早专门记述西域各族和中亚各国情况的重要文献。

跨越时空的传奇

1906 年 6 月，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率领的考察队来到

了亚洲腹地。10 月，他抵达了新疆托库孜萨来遗址，面

对这片废墟，他兴致勃勃，期望发现些什么。一开始，

他认为这片废墟之中埋着一座神秘的皇陵。因为“托库

孜萨来”的意思就是“九座宫殿”，当时居民中流传着

这样的传言：废墟中埋葬着唐朝的皇帝。

这显然不切实际。而且向导对他说：几年前，瑞典

探险家斯文·赫定来过这里，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收获。

但是伯希和并没有放弃，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他用马

鞭鞭梢随意扒拉着土块。突然，一个意外的发现让他眼

前一亮。

在当天的笔记中，他写道：“我担心遗漏，走到废

墟最后一个角落，也是最远的地方，一个做工精细、近

乎完整的人手造像驱走了我所有的疑团。”10 月 29 日至

12 月 15 日，伯希和在托库孜萨来古城进行了为期一个多

月的发掘和调查，在废墟中发掘出了一片规模巨大的佛

寺群。这是在新疆乃至中亚，都极为罕见的古佛寺遗址。

在现在叫托库孜萨来古寺的地方，伯希和盗掘出各

类文物 400 多件，其中有佛头 128 件，一批婆罗谜文和

汉文残片，另有大批彩色塑像、浮雕壁画装饰和精美壁画。

这批文物现藏于巴黎的吉美博物馆。从托库孜萨来古寺

中挖掘出 5 幅完整的佛本生故事灰泥塑像，就是灰泥塑

像的起源地阿富汗，都已经难觅此类灰泥塑像的踪迹，

可以说是弥足珍贵。

黄文弼先生考古挖掘点。摄影 /王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