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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带主殿的多间式大佛殿，呈平面长方形，由中心主殿、门房和

两端各两个厢房构成，体现出汉传佛教建筑布局特点。结合出

土的石膏佛像特征、开元通宝钱币、碳十四测年和相关文献记

载综合分析，研究人员推断有可能是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

的“大云寺”。

在唐代，当时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对西域佛教文化传播进行

管理。唐朝在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设有统辖龟兹、疏勒、于阗、

焉耆四镇佛教事务的都僧统，由汉僧充任。北京大学荣新江教

授在《慧超所记唐代西域的汉化佛寺》一文中提出，从武周至

开元的唐朝盛期，西域地区曾建立了奉唐朝敕令而建立的官寺

为主体的汉化佛寺系统。具体到莫尔寺，《慧超传》记载安西

四镇有汉寺汉僧。其中，龟兹有大云寺、龙兴寺，碎叶有大云寺，

于阗有龙兴寺、开元寺，疏勒也有大云寺，均为官寺，以汉僧

为住持。疏勒大云寺，住持为岷州人士。

再看出土具体文物。经数年发掘，莫尔寺遗址出土近 200

枚钱币，均为圆形方孔铜钱。铜钱有疑似剪轮五铢、开元通宝，

其他还有一些可能是当地仿照五铢钱铸行的小铜钱，因锈蚀严

重，难以准确辨识。不过，小小钱币却彰显巨大价值。这种钱

币形制是中华文化特有的符号，反映了中原文化在莫尔寺经济

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考古文博系教授、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看来，莫尔

寺遗址不仅体现出其与犍陀罗佛寺的渊源关系，也展现了本地

化发展的轨迹，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肖小勇介绍，莫尔寺遗址是目前我国最西部始建年代最早、

延续至唐末且保存至今的一座大型土建筑地面佛寺遗址，揭示

了从佛教初传中国到唐末这一时期大型地面佛寺形制布局和中

国化发展演变过程。在他眼中，莫尔寺遗址既有印度和中亚佛

教传统，也有喀什当地特色，还反映了中原文化影响，是三者

在我国最西部地区深度融合的首次发现。

徕宁城、耿恭祠、盘橐城

如果你是搭乘飞机在当下来喀什，一定会注意到喀什机

场的全称——喀什徕宁国际机场。2023 年 8 月，民政部发布

公告，此前的喀什机场正式更名。“徕宁”，和喀什有怎样

的联系？

明清时期，喀什噶尔只有土城。清朝讨平大小和卓叛乱后，

于公元 1762 年（清乾隆二十七年）在旧城西北原波罗尼都的私

人庄园址上建城。1771 年，定城名为徕宁城。根据喀什地区文

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介绍，“徕宁城”由乾隆皇帝御笔亲书，

取安抚边疆各民族，使之安居乐业的意思。

如今，坐落在喀什市西北的徕宁城遗址，历经晚清战火，

几面城墙与南门瓮城屹立不倒，仍可遥想当年城中万寿宫、衙署、

将台、关帝庙的踪影。

走进喀什市中心的喀什古城，行至古城东北角高台上，耿

恭祠赫然矗立。史书记载，东汉明帝时，遣戊校尉耿恭驻金满

城，即今天新疆吉木萨尔县。公元75年，数万匈奴军大举来袭。

汉将耿恭移师当时易守难攻的疏勒城，以区区数百人，在断水、

缺粮条件下，竟坚守数月之久。从此，耿恭当年誓死坚守“疏

勒城”，成为喀什抹不去的历史记忆。

耿恭祠前，喀什市的“母亲河”吐曼河湍急流淌，一路向

南蜿蜒，流经盘橐城，今又称“班超纪念公园”。当年率 36 人

建功鄯善为始、声名远播西域的东汉名将班超，今日在此化为

一座目光坚定深邃的塑像。

专家考证，盘橐城为喀什雏形，已有两千多年建城史。公

元 1 世纪后期，东汉名将班超进驻，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盘橐城成为中央政府有效管理西域的大本营。班超以平民出身

而万里封侯，流芳百世，与西域大漠互相成就。

无论是班超，耿恭或玄奘，千年丝路上络绎不绝的求索之

人，以不同的形式在喀什这边陲之地留下特有的印记。行走在

当下的喀什，会发现厚重的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正在有机对接，

不断提醒人们重新关注这些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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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手掌
在莫尔寺遗址的中心大殿，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一只长度

近30厘米的佛像手掌，据此推算，该佛像身高可在3米左右，

为大型佛像。据统计，遗址出土陶、铜、石、木、钱币和石

膏佛像等遗物标本和残件约3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