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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代中国通往西方的的商路，被人们习惯称为“丝绸之路”，一般认为开通于公元前二世纪末西
汉武帝时期，但这一名词的出现则是源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在1877年为了强调古代中国向古
罗马输送的贵重商品丝绸，而形象地把这条商路称为“丝绸之路”。
这条商路的起点是当时中国西汉王朝的都城长安，即今日中国陕西省的西安市，向西延伸直到罗马国
的都城罗马，途经中国西北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离开中国的国境以
后，历经中亚、西亚诸国，跨越地中海，最后抵达罗马。
而且这条商路也并非仅有一条单一的路线，它也有南、中、北几条不同走法的路线可供选择。
在不同时期，由于政权更迭等因素，人们又会侧重于使用不同的路线。
而且其东方的起点也随着古代中国中央政权的更迭而有所变化，例如东汉时期都城迁往雒阳（今河南
洛阳），丝绸之路自然延伸到雒阳，途经之地又加入了今河南省。
北魏初年都城在平城（今山西大同），自然北沿沙漠草原的线路又显重要，所经之地又包括了今山西
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地段。
所以如果概括中国境内丝绸之路沿线的地区，似应包括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
、青海、宁夏、山西、陕西、河南等省。
上述这些省区，也是保存中国古代文化遗迹最丰富的地区，有着数量众多的与美术有关的古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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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7篇论文，分别从纺织品、金银器、木雕、彩陶、陶俑、墓室壁画等方面，对丝绸之路的
考古发现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作者既有赵丰、齐东方、李文瑛等著名专家学者，也有几位青年学者。
该书不但具有较强的资料性，还有着较高的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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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墓葬　　新疆的史前建筑主要是史前墓葬，史前居址发现很少。
1976年发掘的木垒县四道沟遗址中，发现有圆形灰坑、灶坑及柱洞，年代在春秋战国时期［14］。
1983年，在新源县渔塘遗址发现圆形、椭圆形的灰坑以及房址中的残墙，年代在战国到汉代［15］。
1979年，在和硕新塔拉遗址中，发现灶坑和灰坑，年代在公元前二千纪末［16］。
1993年发掘了鄯善县苏贝希遗址，遗址的年代在战国前后。
这是一处史前村落遗址，遗址中一户家庭住宅由长方形相连的多开间房组成，房为半地穴式结构，地
表以上用泥块垒砌。
每问房屋的功用不同，有居室，有圈牲畜的圈房，还有手工业作坊。
房前有小的院落，院落中有窑穴、灰坑等［17］。
1996年，中法考古学家在于阗克里雅河下游发现一座不晚于汉代的古城。
城址平面为不规则形状，城垣为木骨泥墙，墙外用泥土块垒砌，或用胡杨枝、芦苇夹淤泥等积成护坡
。
古城墙上遗存南北城门残迹，城门两侧有两排立柱，还有用胡杨木制成的门板、门框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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