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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

内容概要

　　《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是一部关于河西地区汉代长城遗址较为全面的调查报告，是吴祁骧先生
二十年实地调查研究的成果。它对河西汉塞做了全面梳理和研究。书中对于河西汉塞的烽燧遗址逐一
翔实记录，并在全面分析渚烽燧遗址的基础上做出了合理的推论。《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对于进一
部研究河西地区汉代长城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主要介绍了河西的自然地理
与历史地理、武帝开发河西的缘由和河西汉塞兴筑的时间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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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今玉门市以北、黑山以南，属疏勒河水系，发源于祁连山地之青头山等山地的沟水，汇流而成
双井子河，下游注入黑山湖。黑山湖由诸沟水和山前洪积冲积扇缘的泉水补给发育而成。湖水向北汇
入断山口河上源，断山口河出黑山峡口，西北注入干海子。在黑山湖周围和双井子河、断山口河两岸
，分布有小片绿洲，汉天县即位于这片绿洲上。天县遗址，似位于黑山湖西、双井子河北岸、今嘉峪
关市嘉峪关乡木兰城附近。　　在今玉门市西北、宽滩山以南，属疏勒河水系、发源于祁连山地之照
壁山的白杨河，由南向北，形成多条支流，与山前洪积冲积扇缘的泉水汇流，发育而成下沟、芦草沟
、火烧沟等。在白杨河西，有石油河，由南向北，与扇缘泉水、诸沟水汇流，形成宽滩山河，下游称
大畅场河。下沟、芦草沟、大畅场河均北流注入花海子。在今玉门市清泉乡境内，以马城为中心，诸
泉和白杨河水，发育成一条长22公里的清泉点状绿洲带；在石油河中游两岸，发育成赤金绿洲，绿洲
内河网纵横，开阔连片，农业条件优越。东部清泉绿洲与西部赤金绿洲之间，有相距约加公里宽的戈
壁。汉玉门县治置于较大的赤金绿洲，并凭借这两片绿洲，实行民垦与军屯相结合，以保证邮驿供应
，维护中西交通的畅通。　　疏勒河，《汉书·地理志》：“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人其泽
，溉民田。”“籍端水”即今疏勒河，发源于祁连山地之疏勒南山，于今玉门市昌马乡境内，与发源
于鹰嘴山的昌马河相汇，称昌马河。昌马河向北，在上龙王庙（今名大坝）出峡口，分为众多支流呈
扇形北流。其东支干流，在今玉门镇周围，与山前洪积冲积扇北缘的泉水出露带汇流，发育成玉门绿
洲，汉代置池头县于绿洲东部边缘的巩昌河西岸。巩昌河东北流，注入疏勒河支流--北干河。北干河
下游为石河，石河又分为北石河、南石河。北石河注入今干海子，南石河注入今青山湖。在今玉门镇
以北、北干河一北石河以南，因疏勒河、扇缘泉水出露带等水源，发育而成一条带状湖沼群，由东向
西有干海子、花海子、青山湖、饮马湖。花海子，即《十三州志》所称之“延兴海”，史前曾与干海
子相连，但延至汉代，两湖间已干涸为沼泽地，汉代塞垣已从沼泽中穿过，现已成为沙包洼地。上述
各湖沼间和湖沼周围，分布有大片绿洲，是汉代干齐县辖地。今花海子与青山湖之间的比家滩，原为
绿洲，早在夏商时期，即分布有属于青铜时代的火烧沟类型文化遗存。汉干齐县故址，据考证，当在
今玉门市黄闸湾乡境内，或即今疏勒河支流--西黄花营河口的八家庄一带。西黄花营河，东北流人北
干河。

Page 4



《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

精彩短评

1、很不错的资料，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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