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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喜爱。王死无子，为联络汉朝又得乌孙保护，莎车国人上书

朝廷，于公元前65年从长安接回万年任莎车国王。

谁料万年为王之后，贪婪暴虐，大失民心。前莎车王之弟

呼屠征发动政变，杀死万年，与当年护送万年的西汉特使奚充国，

自立为莎车王，发书西域各国约定共同反对汉朝。

与此同时，西汉朝廷派出卫侯冯奉世出使大宛，顺便平定

万年之事。呼屠征的叛乱打破了冯奉世原本的计划，将其一行

困在南道不得前行。西域汉军在郑吉、司马憙率领下正集中在

北道对付匈奴。

进退两难之际，冯奉世明白，若不拿下莎车，西域全局为

之动摇。于是当机立断，与副使严昌以大汉名义传檄西域各国，

征集大军一万五千，迅速击溃呼屠征叛军，改立原莎车王子弟

为王。公元前 60年，西汉以郑吉为都护，设西域都护府，莎

　　因为是宝地，注定不平静。走在莎车历史博物馆内，两尊铜像提醒

着世人，历史上围绕这一富饶热闹之地，纷争贯穿其中。

莎车是古丝路中国段南道最后一站，也有当地人认为这是

南道的“C位”。西汉时，莎车境内有铁山，出青玉，粮产丰足；

东汉时，此地更因“田地肥广、草牧饶衍”引起班超重视；等

到元代，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载：“叶尔羌是一座宏伟壮

丽的城市，城里有风光明媚的花园……该地物产富饶，生活富

裕。”

明代的叶尔羌，“商贾如鲫，百货交汇，屹然为是方著名

商场”。清代“叶尔羌城周十余里，有六门，规模宏敞”。自

古以来，莎车就是热闹的宝地。

因为是宝地，注定不平静。走在莎车历史博物馆内，两尊

铜像提醒着世人，历史上围绕这一富饶热闹之地，纷争贯穿其中。

第一尊引起我注意的铜像是冯奉世。西汉解忧公主曾与西

域乌孙王和亲，她的次子万年回长安省亲途经莎车国，深得国

莎车老街的夜，似

乎有种穿越古今的

感觉。摄影 /王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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