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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访古散记》

内容概要

新疆，一直以来都是旅行者向往的地方，探险家的乐园，这不仅是因为新疆美丽的异域风光、丰富多
彩的民族文化，更因为这里所拥有的古老的文明。丝绸之路、楼兰、吐鲁番、尼雅、哈密；古城、墓
葬、干尸、壁画⋯⋯无不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令人心向往之。 
本书作者王炳华先生从事新疆考古工作40多年，几乎走遍了新疆的戈壁荒漠，高原山川，主持、直接
参与新疆重大考古20多处，像楼兰、尼雅、小河墓地等等。他是首位进入罗布泊荒原的中国学者之一
，楼兰美女的发现曾经震惊全世界。本书是他对历次重大考古发现的亲身体会及翔实记载，其中除了
对考古经历、新疆自然景观的详细描述，更包含着对历史、对现实的人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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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访古散记》

作者简介

王炳华，江苏南通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至新疆，从事考古研究，历四十
年，足迹及于天山南北、葱岭东两、塔克拉玛干沙漠内外。曾经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两次被评为新疆有特
殊贡献的专家。作为中国考古学家，是进入罗布淖尔荒原第一人。著有《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天
山生殖崇拜岩画》、《吐鲁番古代文明》、《新疆古尸》、《沧桑楼兰》、《精绝春秋》等专著多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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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访古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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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访古散记》

章节摘录

　　我国古代称“帕米尔”高原为葱岭。穿越葱岭高原，古代中国人可以进一步走向南亚、西亚大地
。觅得古代先民们克服葱岭高山的险阻，找到走向印度、阿富汗、伊朗大地的路线，不仅可以抚触到
祖先们在探察未知世界时的勇毅，他们曾经面对过的艰难，而且可以更亲切、具体地感受历史生活的
细节，呼应到历史的步伐。　　在帕米尔高原中行进，面对崇山峻岭、急流险滩，要取得水、草、给
养的补充，较之平原，是更为艰难的。具体路线，更加受到自然地理的制约。高原中可以通行的山口
、谷道，可以翻越的大坂，能够涉渡的河流，屈指可数。这些谷道、山沟、大坂，在数千年的地理变
化中，不敢说会没有一点变化；但从总体上观察，这类变化终究是比较微弱的。真发生什么“山无陵
，江水为竭”的巨大灾变，也总有踪迹可寻。因此，因应着目前的自然地理形势，参照有限的历史文
献、古人活动中保留至今的遗痕，只要努力，还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捕捉到线索。古代先民们走向南亚
、西亚时的路线，一样可以搜寻。　　《新唐书·西域传》明确讲述过自喀什绿洲抵达葱岭守捉城的
路线，说是“渴盘陀⋯⋯由疏勒西南入剑末谷、不忍岭六百里，其国也。⋯⋯开元中破平其国置葱岭
守捉，安西极边戍也”。清楚说明由今天的喀什（唐称“疏勒”）抵塔什库尔干葱岭守捉城，路线是
经由“剑末谷”、“不忍岭”，距离为“六百里”。唐代的“里”，较今天的里程略短。唐里600，与
今天自喀什至塔什库尔干公路里程290多公里，可以说约略相当。但具体线路，是不是同于今天的公路
线，却是一个须要研究的问题。　　目前的公路线，离喀什后，过乌帕尔、塔什米力克，进入盖孜峡
谷，主要沿盖孜河西岸行进，经布伦台、喀拉塔什，翻海拔4000米的苏巴什大坂，进入塔什库尔干河
谷，过克尔钦、塔合曼，抵达塔什库尔干县城。全程290多公里。行进途中，盖孜峡谷、苏巴什大坂，
似乎也可以与“剑末谷”、“不忍岭”相比附。但认真观察，这条路，沿途水流十分急湍，相当长地
段内河谷狭窄，没有草场。在人、马驮行的古代，涉越急流、取得草秣，几乎都是难有可能的。因此
，“剑末谷”路线，很难与此相当。而方向相似，另有一条小路，它虽没有被开拓为今天的公路线，
但人、马行进，一路却不虑水草匮乏。20世纪50年代以前，塔什库尔干地区人们来去喀什，也往往穿
行在这一谷道之中。将它与“剑末谷”联系，不仅可能，也更合理。　　离喀什稍南行，经英吉莎，
步入依格孜也河，斜向西南，经克孜尔塔尔，过“切里贡拜孜”。“切里贡拜孜”语意为四十座古坟
，实际是一片古代废墟。颓垣、土屋，有迹可寻，古代佛寺痕迹，也约略可以捕捉。经过这片废墟后
，要翻越奇奇力克大坂。这是一处海拔4000米以上的隘道，空气稀薄，堪称“难忍”。过大坂后，进
入兴地（意为狭窄的峡谷）峡谷，更前行，进入塔合曼、塔什库尔干，已是一片草场连绵不绝、人烟
不断的坦途。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自塔什库尔干，骑马走过这条路。他发表于
《喜马拉雅学刊》第4卷的《在通过帕米尔的古道上》一文，详述过沿途景观、路况。在20世纪30-40
年代，塔什库尔干县的塔吉克族同胞，要读中学，必须远行到喀什，来去时也往往选取这条路线。我
两次在帕米尔考古调查，都得到塔吉克友人马德力汗的支持、帮助，他可算得塔吉克族的大知识分子
了，对塔什库尔干县的地理、历史、人文都相当熟悉。他当年到喀什读中学，走的就是这条路。我在
帕米尔工作时，曾听他绘声绘色描述过行程中的体验：骑马、骑骡行进，每天走下来，都可以找到有
水、有草的地方做饭、休息，并不感到困难。跟着穿行在峡谷中的商队、旅人走，虽是未成年的中学
生，也不寂寞。全部路程，可以走6天，也可以走7天，随自己掌握。全程大概不到300公里。只不过自
喀什到塔什库尔干，现代公路斩山劈谷，修成通车后，这条古道已风光不再，逐渐没入在了荒草乱石
之中，甚至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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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访古散记》

编辑推荐

　　新疆，一直以来都是旅行者向往的地方，探险家的乐园，这不仅是因为新疆美丽的异域风光、丰
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更因为这里所拥有的古老的文明。丝绸之路、楼兰、吐鲁番、尼雅、哈密；古城
、墓葬、干尸、壁画⋯⋯无不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令人心向往之。　　本书作者王炳华先生从事新
疆考古工作40多年，几乎走遍了新疆的戈壁荒漠，高原山川，主持、直接参与新疆重大考古20多处，
像楼兰、尼雅、小河墓地等等。他是首位进入罗布泊荒原的中国学者之一，楼兰美女的发现曾经震惊
全世界。本书是他对历次重大考古发现的亲身体会及翔实记载，其中除了对考古经历、新疆自然景观
的详细描述，更包含着对历史、对现实的人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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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访古散记》

精彩短评

1、这个不是重点⋯⋯
2、很敬佩这样的考古人。不过相比起来更喜欢他的《悬念楼兰-精绝》，尽管书名和封面看起来很像
盗版书⋯⋯
3、是啊，我也是有感而发。加上本人对中亚史爱得深沉。叫台妹，好像较亲切，呵呵
4、有地图就更好了！
5、旅行归来的补课，美中不足是干嘛不彩色呢^_^
6、一本很好的散记 概括了几处作者参与发掘的墓地遗址等 如果不是行前看了这本书 我的新疆行一定
失色许多
7、算是新疆之行的预习了，但没怎么用上。
8、我的新疆行到底要拖到几时？
9、啊，难得看到你激动！不过很愿意听你说这些啊，哈哈。那文章里说杀人石的突厥语是balbal，“
在象征生前所杀敌人数量的墓前立石”，我不懂⋯⋯但做成这样的题目，肯定也有图书营销的关系在
里面，不见得就全是本人的意愿。
    ps，我怎么又变成“台妹”了⋯⋯好久以前才有人这么叫过
10、现在的研究成果表明研究小河墓地还是有意义的，生物学技术和遥感技术让考古发掘更有力的技
术支持，对小河墓地这样一个家族墓地来说，它在遗传学和古人类学上的意义是非凡的，中亚地区的
人种和文明一直都是一个谜题，能让人更好的了解这块土地的前世今生~~~您可以看看最近的研究进
展。
11、看到中间，感觉像是在看地理书，太多路线和地址，喧宾夺主。
说不上文笔，还欠条理和流畅。
12、向之所欣，已为陈迹。能不使人临文嗟悼？
13、真诚朴实，质胜于文。说得好啊！尽管两篇都没看过，但我很共鸣台妹的感觉。今天这些写书的
，大多是以不懂装懂，骗那些完全不懂又想装逼的。杀人石？生么是杀人石？胡扯。突厥石人究竟有
没有杀人石的意义，尚且无定论，此人就用所谓杀人石吸引眼球。突厥语民族的墓葬形制，主要四个
阶段：垒石堆，石人，椎基条石，ф形碑。我怀疑他连突厥一词的意思都表达不好
14、身临其境饱含感情，读起来比较有滋味的考古随笔。有地方还是脱离不了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学
者抒情。
15、内容很不错的，不过对于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太深奥了，喜欢考古得看看
16、主要为作者个人考古回忆。
17、典型的“老干部体”
18、 介绍新疆考古遗址（古墓、古城），相应的西域民族/国家极简史。作为一本考古学者写的“散
记”，可惜怪没意思的:( 看的时候很鸡肋、因为手头没别的书了。看到后半部分，加班昏天黑地，几
天才翻一下下 最终也没耐性完全翻完
19、昨天去看国图的那个新疆文献展览，有个讲解员也是站在唐代西域地图前面讲得很激动，我就在
想要是你站在那儿讲会怎么样，哈哈哈~~
20、楼兰考古记
21、　　用“尘封”来形容新疆境内的众多古迹，是比较恰当的。
　　翻开新疆地图，有太多地名，足以勾起我们遥远的遐想——鄯善、库车、若羌、且末、高昌、交
河、安西、北庭、轮台⋯⋯
　　翻开《全唐诗》，有太多的诗句让我们眼前浮现出西域大漠的图景以及曾经的烽烟。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百日登山忘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新疆旅行期间，王炳华的《新疆访古散记》是一直伴随在身边的一本书。
　　游历交河故称，土台上除了游人以外，难见一丝生命的迹象，满眼黄土夯筑建筑留下的断壁残垣
。2000馀年间，车师人留下的建筑、汉代的兵站、烽燧，唐代边将进出奔走的营房、官府。土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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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访古散记》

一处处坟茔、瞭望台，记录了几千年间的杀伐，也记录了几千年间先民谋生的艰难。
　　新疆广袤的土地上，有太多太多这样的遗迹。千百年来，阳光曝晒，风沙席卷，在沙漠深处他们
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马科账、古钱币、丝路遗存，无比记叙着曾经的繁华，曾经的硝烟，曾经的无
奈。
　　《新疆访古散记》用文学性的语言记录了作者在新疆参与的数次考古活动。罗布淖尔、小河、精
绝、哈密、帕米尔高原、阿勒泰山、克里雅河、吐鲁番、丹丹乌列克。
　　古城灭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少是因为西域原本恶劣的自然环境，更多的是因为人为因素。
　　作者笔下各处遗迹，见证了无数先民与自然斗争的艰难；同时也见证了无数兵燹，无数对自然环
境的无度破坏。
　　作者在书中写下，“我们的祖先，从历史的长河中走过来，每一个进步，都是十分艰辛，而且是
付出过相当沉重代价的。”（第19页）其实包含了上述两层意思。
　　作者在描写沙生植物时，有这样一句话：“它们，都可以说是在逆境中造成的强者，是战胜了荒
漠环境的英雄。”（16至17页）华为总裁任正非推荐《不抱怨的世界》有这样一段话，“狮子如果能
追上羚羊，它就生存，如果它跑不过羚羊，只能饿死。羚羊如果抱怨不公平，那青草——羚羊的“早
餐”该向谁抱怨？羚羊还能跑，青草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羚羊要想活下去，只有平时加强训练，提
高奔跑的速度，让自己跑得更快，即使跑不过狮子，也要比其他羚羊跑得快，只有这样才能得以生存
。”王炳华也好，任正非也好，他们的话都诠释了逆境下求生存的态度，或许是无奈的，但又是必须
的。
　　 
　　遍布新疆各处的古代烽燧、遗址，述说着一段段或辉煌，或悲怆的往事。后来人既感叹于先民之
维生何其艰难，又惋惜于曾经之杀伐何等残酷。
22、文笔一般，或者更精确地说该是考古人的朴实+1980年代文风。因为篇幅的限制内容都是点到为止
，但绝对符合“冰山原理”。因为没有去过新疆，所以读起来有些隔阂，那就有机会去了然后re-read
好了。
23、其实是有些无聊~
24、挺有意思的
25、散文的笔法，学者的深度，亲历者的档案，好书！
26、本来是很好的考古散记，非要加一些政治色彩的内容，让人觉得很别扭。
27、怪不得这本书卖不出去。
28、台妹在国图想起俺了？
29、　　很久之前看过这本书，因为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跟王炳华老先生有一面之缘，那次是老先生
来我们学校的讲座，处于期末颓废状态中的我竟然从病床上一跃而起，飞奔到学校拿了老先生的名片
，当时就差跟人家说：“我要去学考古！”这句话了。
　　
　　老先生不会英文，所以讲座都是现场翻译，便只有我们几个中国人听得津津有味。现在仅仅记得
讲座主题是在新疆考古中萨满教的一些遗迹，似懂非懂却又兴趣满满，对老先生的印象也极好，极其
谦逊、彬彬有礼（唉，就是喜欢老爷爷啊，没办法）。
　　
　　今天又再次看到罗新的《杀人石猜想》，附有一篇《新疆访古散记》的阅后感，有一句话印象很
深：在文字材料相当贫乏的内陆地区从事历史考古工作，研究者的地理知识和环境意识是决定其学术
境界和成果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环境变迁及其意义几乎是最基本的一个话题”——这也是我对《
新疆访古散记》里文章最大的感受。但我的感觉作者的最大关注点还不仅止于环境变迁上，而是更想
进一步体察当时当地生存的人群同环境的关系。跟罗新的文字比，我反倒比较喜欢本书作者的行文方
式，真诚朴实，质胜于文，但也可能会有人厌烦老学者那般略带教科书范本的语言，毕竟那是他们时
代所受教育不可抹去的影响。
　　
　　我最喜欢的还是书里写罗布泊、小河墓地的章节。三十年代斯文赫定再次来到中国，他的老向导
罗布人奥尔德克告诉他，自己发现了一个埋着“一千口棺材”的地方。斯文赫定当然很兴奋，让自己
的助手贝格曼随奥尔德克前去寻找。队伍在当时还是烟波浩渺的罗布泊地区泛舟了两个多月无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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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快要放弃的关头，贝格曼发现了库姆河的一条小支流并称之为“小河”，而这个“一千口棺材”
的墓地竟就在小河边上。之后的六七十年，除了盗掘者再没人能找到这个地方，作者成为六十多年后
再次发现小河墓地的第一人。
　　
　　我好像也是零五年还是零六年的时候，从CCTV的某个纪录片节目中看到小河墓地的；那应该就
是作者所说的，彻底发掘工作展开以及被媒体大篇幅报道的时候。按说这种时候理应人心振奋，我们
却看到这位因被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方人列出的考古发现震撼着，心中想六十年后中国人也应当做点贡
献，为了寻求赞助四处奔走呼告得不到支持，最后因资金不足只得带四五人两匹骆驼，在只知墓地模
糊方位的情况下，深入罗布泊徒步寻到小河墓地的考古老人，发出了深深的遗憾的感慨：“作为一区
埋藏着丰富原始文化信息的古代遗存，它确实已经彻底消失在考古手铲下，消失在历史的太空之中了
。”
　　
　　作者在零零年十二月份进入小河墓地考察之际，确实没有任何人关注。但之后很快，香港媒体报
道，大陆媒体也蠢蠢欲动，国家文物局跟考古所竟也要对小河墓地进行全面发掘了。作者对这次充满
着21世纪最先进田野工作的发掘，先是反对，在后来被告知“意见表达迟了”事情已成定局的情况下
，只能暗含某种意味地一带而过，不仅在感情上“没有了沙漠野地的气息”，是绝对不能跟自己几年
前首次进入墓地的野外体验相提并论，而且即便是实际操作上号称注重回填又如何，那不过只是保留
了一个完全失掉文化内涵权用作安慰旅行观光者的墓地空壳而已。
　　
　　作者字里行间也几乎明示了，之前几次试掘得到的信息与上世纪30年代贝格曼所言的并无二致，
因此这次全面发掘除了多取大量重复的资料之外，并不可能发现任何新的信息；而小河墓地作为非常
个性的历史存在，在整个新疆乃至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除了从中生发对这块土地上早期居民及现今
人贫乏物质生活和环境改变的深沉关切，更应该保存它神奇的设置和布局，给后人留下一份至今仍是
世界不见其匹，只有在无人烟且异常干燥的地方才能留存下来的历史遗产。
　　
　　显然对这次的“全部挖掉”作者是深以为痛惜和遗憾的，他甚至说，如果自己在两千年底重新觅
见小河，中央电视台的小河之行，媒体的宣传，等等，是为这片珍贵遗址的最后消失制造了契机，那
就要负起一些道义的责任了——虽然电视里发掘现场的画面，也让我们亲眼见证了木头棺盖揭开的那
一刹；几千年前一位女性的容颜蓦地出现，镜头扫过她那张典型的印欧人的脸，似乎还浮着一丝微笑
，依然美丽，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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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用“尘封”来形容新疆境内的众多古迹，是比较恰当的。翻开新疆地图，有太多地名，足以勾起
我们遥远的遐想——鄯善、库车、若羌、且末、高昌、交河、安西、北庭、轮台⋯⋯翻开《全唐诗》
，有太多的诗句让我们眼前浮现出西域大漠的图景以及曾经的烽烟。“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百日登山忘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新疆旅行期间，王炳
华的《新疆访古散记》是一直伴随在身边的一本书。游历交河故称，土台上除了游人以外，难见一丝
生命的迹象，满眼黄土夯筑建筑留下的断壁残垣。2000馀年间，车师人留下的建筑、汉代的兵站、烽
燧，唐代边将进出奔走的营房、官府。土台上的一处处坟茔、瞭望台，记录了几千年间的杀伐，也记
录了几千年间先民谋生的艰难。新疆广袤的土地上，有太多太多这样的遗迹。千百年来，阳光曝晒，
风沙席卷，在沙漠深处他们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马科账、古钱币、丝路遗存，无比记叙着曾经的繁
华，曾经的硝烟，曾经的无奈。《新疆访古散记》用文学性的语言记录了作者在新疆参与的数次考古
活动。罗布淖尔、小河、精绝、哈密、帕米尔高原、阿勒泰山、克里雅河、吐鲁番、丹丹乌列克。古
城灭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少是因为西域原本恶劣的自然环境，更多的是因为人为因素。作者笔下
各处遗迹，见证了无数先民与自然斗争的艰难；同时也见证了无数兵燹，无数对自然环境的无度破坏
。作者在书中写下，“我们的祖先，从历史的长河中走过来，每一个进步，都是十分艰辛，而且是付
出过相当沉重代价的。”（第19页）其实包含了上述两层意思。作者在描写沙生植物时，有这样一句
话：“它们，都可以说是在逆境中造成的强者，是战胜了荒漠环境的英雄。”（16至17页）华为总裁
任正非推荐《不抱怨的世界》有这样一段话，“狮子如果能追上羚羊，它就生存，如果它跑不过羚羊
，只能饿死。羚羊如果抱怨不公平，那青草——羚羊的“早餐”该向谁抱怨？羚羊还能跑，青草连逃
跑的机会都没有！羚羊要想活下去，只有平时加强训练，提高奔跑的速度，让自己跑得更快，即使跑
不过狮子，也要比其他羚羊跑得快，只有这样才能得以生存。”王炳华也好，任正非也好，他们的话
都诠释了逆境下求生存的态度，或许是无奈的，但又是必须的。遍布新疆各处的古代烽燧、遗址，述
说着一段段或辉煌，或悲怆的往事。后来人既感叹于先民之维生何其艰难，又惋惜于曾经之杀伐何等
残酷。
2、很久之前看过这本书，因为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跟王炳华老先生有一面之缘，那次是老先生来我
们学校的讲座，处于期末颓废状态中的我竟然从病床上一跃而起，飞奔到学校拿了老先生的名片，当
时就差跟人家说：“我要去学考古！”这句话了。老先生不会英文，所以讲座都是现场翻译，便只有
我们几个中国人听得津津有味。现在仅仅记得讲座主题是在新疆考古中萨满教的一些遗迹，似懂非懂
却又兴趣满满，对老先生的印象也极好，极其谦逊、彬彬有礼（唉，就是喜欢老爷爷啊，没办法）。
今天又再次看到罗新的《杀人石猜想》，附有一篇《新疆访古散记》的阅后感，有一句话印象很深：
在文字材料相当贫乏的内陆地区从事历史考古工作，研究者的地理知识和环境意识是决定其学术境界
和成果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环境变迁及其意义几乎是最基本的一个话题”——这也是我对《新疆
访古散记》里文章最大的感受。但我的感觉作者的最大关注点还不仅止于环境变迁上，而是更想进一
步体察当时当地生存的人群同环境的关系。跟罗新的文字比，我反倒比较喜欢本书作者的行文方式，
真诚朴实，质胜于文，但也可能会有人厌烦老学者那般略带教科书范本的语言，毕竟那是他们时代所
受教育不可抹去的影响。我最喜欢的还是书里写罗布泊、小河墓地的章节。三十年代斯文赫定再次来
到中国，他的老向导罗布人奥尔德克告诉他，自己发现了一个埋着“一千口棺材”的地方。斯文赫定
当然很兴奋，让自己的助手贝格曼随奥尔德克前去寻找。队伍在当时还是烟波浩渺的罗布泊地区泛舟
了两个多月无果，在最后快要放弃的关头，贝格曼发现了库姆河的一条小支流并称之为“小河”，而
这个“一千口棺材”的墓地竟就在小河边上。之后的六七十年，除了盗掘者再没人能找到这个地方，
作者成为六十多年后再次发现小河墓地的第一人。我好像也是零五年还是零六年的时候，从CCTV的
某个纪录片节目中看到小河墓地的；那应该就是作者所说的，彻底发掘工作展开以及被媒体大篇幅报
道的时候。按说这种时候理应人心振奋，我们却看到这位因被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方人列出的考古发现
震撼着，心中想六十年后中国人也应当做点贡献，为了寻求赞助四处奔走呼告得不到支持，最后因资
金不足只得带四五人两匹骆驼，在只知墓地模糊方位的情况下，深入罗布泊徒步寻到小河墓地的考古
老人，发出了深深的遗憾的感慨：“作为一区埋藏着丰富原始文化信息的古代遗存，它确实已经彻底
消失在考古手铲下，消失在历史的太空之中了。”作者在零零年十二月份进入小河墓地考察之际，确
实没有任何人关注。但之后很快，香港媒体报道，大陆媒体也蠢蠢欲动，国家文物局跟考古所竟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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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河墓地进行全面发掘了。作者对这次充满着21世纪最先进田野工作的发掘，先是反对，在后来被
告知“意见表达迟了”事情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只能暗含某种意味地一带而过，不仅在感情上“没有
了沙漠野地的气息”，是绝对不能跟自己几年前首次进入墓地的野外体验相提并论，而且即便是实际
操作上号称注重回填又如何，那不过只是保留了一个完全失掉文化内涵权用作安慰旅行观光者的墓地
空壳而已。作者字里行间也几乎明示了，之前几次试掘得到的信息与上世纪30年代贝格曼所言的并无
二致，因此这次全面发掘除了多取大量重复的资料之外，并不可能发现任何新的信息；而小河墓地作
为非常个性的历史存在，在整个新疆乃至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除了从中生发对这块土地上早期居民
及现今人贫乏物质生活和环境改变的深沉关切，更应该保存它神奇的设置和布局，给后人留下一份至
今仍是世界不见其匹，只有在无人烟且异常干燥的地方才能留存下来的历史遗产。显然对这次的“全
部挖掉”作者是深以为痛惜和遗憾的，他甚至说，如果自己在两千年底重新觅见小河，中央电视台的
小河之行，媒体的宣传，等等，是为这片珍贵遗址的最后消失制造了契机，那就要负起一些道义的责
任了——虽然电视里发掘现场的画面，也让我们亲眼见证了木头棺盖揭开的那一刹；几千年前一位女
性的容颜蓦地出现，镜头扫过她那张典型的印欧人的脸，似乎还浮着一丝微笑，依然美丽，栩栩如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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