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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佘佘報
1 9 9 0 年 3 月 1 日

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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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集· 新疆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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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望まれるべきものであろう。また本誌には、極めてディテールな文献情報を提供する「

新彊文物考古歴史論文目録Jが掲載されている他、我が国の研究者の論考の全訳が掲載さ

れて (7)我が国の学界の到達度にも強い関心が寄せられている。したがって、ことに近刊

の1989年2期に至るまでの総目を掲載し、 「吐魯番文文物研究会会報Jを通して学界に紹

介するとととした。なお 1988年3期に掲載された「吐魯番地区普査資料嚢編Jは、石器時代

から清代までの吐魯番地区の遺跡を精査した研究者特望の実地調査の報告であり、総目の

後に、その報告に付された「吐魯番地区文物分布目録Jと「吐魯番地区文物分布情況示意図J

に限って転載をさせていただくとととした川。

(1)烏魯木斉市勝利路179号。

(2)烏魯木斉市西北路132号。

(3)ただしその後(1987年?)、文化庁に《新彊文物》編輯部が設置された。現在の編

輯の中心は、陳世良氏である。

(4)維吾爾文版も刊行されている。

(5)文化庁・博物館・革命記念館・考古研究所・石窟研究所・文物保管所等二四機関、なお

その研究者の総数は三00人に近い。

(6)文化庁の韓期先生、博物館の呉震先生にはご高配を賜った。また会員の関尾史郎

氏、友人の藤田一成氏(広島市在住)にも大変お世話になった。ここに記して改

めて謝意を表する。

(7)井ノ口泰淳・関尾史郎・宮治昭・伊藤敏雄四氏の論考と拙稿の翻訳。

(8)総自の紹介、「吐魯番地区文物分布目録」と「吐魯番地区文物分布情況示意図」転載

に当たっては、呉震先生を介して《新車文物》編輯部関係者の了解を得た。厚く

謝意を表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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鶏晋時期楼蘭屯成基礎的整理……………………………〔日〕伊藤敏雄

高昌間爽政権与縁禾、建平紀年文書……………………〔日〕白須浮真

関子“暗咽"一調在突厩語為権力的象徴之研究

〔徳〕普里察克 恰力達・穆鉄義訳

1970年以来吐魯番和敦鍾出土的回鵠文文書的整理及研究情況

〔徳〕茨美・柏林 米榔娃訳

阿挫伯帝国入侵中亜及其在中亜的統治………………〔俄〕巴爾托里徳

古代金属物的現場処理…………………………………〔蔀〕 田 琳訳

潮湿木質文物的処理……………………………………〔蘇〕 田 琳訳

博物館紡織品的修復……………………………………〔蘇〕 田 琳訳

土出紡織品的保護………………………………………〔藤〕 田 琳訳

王雲蔭枝 l 

孟祥謹訳 15 

陳娩儀校 17 

王 博訳 18 

胡錦洲校 24 

胡錦洲校 31 

胡錦洲校 33 

胡錦洲訳 37 

胡錦洲校 44 

鐘銘訳 59 

柳洪亮訳 82 

潜 旺校 98 

胡錦洲校 108 

郭平梁訳 114 

馬興遠校 141 

馬興遠枝 144 

馬興遠枝 146 

馬興遠校 150 

01988年 1期(総期第8期)

天山東段考古調査紀行(二)……………………………………………………王柄華 1 

恰密泌城白山遺祉調査…………………………………………………暗密地区文管所 12 

目吉市文物普査資料………………………………………………………昌吉市文化局 17 

和田地区岩画………………………………………………………………………李吟扉 22 

西域遺珍一高昌主客長史陰尚口造寺碑与李伯文書解説………………………侯 燦 26 

木塁県古墓及出土願骨的研究…………………………………………部興周 王 博 34 

“良妻解夢"解……………………………………………………………………何直剛 51 

唐朝在西域的政制………………………………………………………一…・……穆舜英 52 

試論西域冶鋳文明的起源…………………………………………………………陳良偉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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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車石窟壁画中的楽器考排(上)…………………………………………………周警藻 68 

{文物工作研究]

試論准確使用陳列語言…………………………………………………………何徳修 76 

談談文物撮影的創新……………………………………………………………胡湘利 82 

《新彊文物志〉条目選登……………………………………《新彊文物志》編集室 83 

[簡訊]

《新彊文物志》編纂領導小組成立…………………………《新彊文物志〉編集室 84 

全轟文物普査工作会議勝利召開………………………………………………王 埼 50 

和静県察吾呼溝口古墓群的考古発掘工作取得新的収穫……………………周金鈴 85 

大型中国博物館叢書《新彊維吾伝自治区博物館》一書(日文版)…………輩均勇 86 

[問題討論】

瓦石映元代文書有関問題的補証………………………………………………張 平 88 

瓦石峡出土元代文書考…………………………………………………………胡邦鋳 93 

[訳文与資料}

北諒政権和“真興"年号的使用……………………………〔日〕関尾史郎、劉学堂訳 98 

1986年新彊文物考古有関学科論文資料目録索引………新彊文物考古所究所資料室 105 

01988年2期(総期第9期)

呼図壁県康家石門子生殖崇拝岩離~J画…………………………………………王畑幸 1 

尼勤克県時挫図奔烏孫基発掘………………………………新彊維吾爾自治区博物館 17 

察布査爾県東敦布挫克古墓葬……………………………………新彊文物考古研究所 19 

博爾塔桂文物古述調査………………………………………………………博州博物館 27 

新出《十俸諦〉党文残頁及其相関問題…………………………………………黄盛環 37 

楼蘭新出土木簡紙文書考釈………………………………………………………侯 燦 53 

唐三十姓可汗貴女賢力耽伽公主雲中郡夫人阿那氏之墓誌考述………………陳世良 69 

務室谷、金蒲、疏勅考……………………………………………………………醇宗正 75 

清朝前期略什喝爾、英吉沙爾、叶爾尭常設宇倫考……………………………潜志平 85 

唐代的西域文化……………………………………………………………………穆舜英 97 

談談書画鑑定中的幾個問題………………………………………………………岳喜朝 103 

舟羊肉扇与扇子鑑嘗………………………………………………………………呉雲 109 

超之謙《千万寿図〉………………………………………………………………長輝 36 

朱噌《鐘旭国〉…………………………………………………………………安尼瓦爾 132 

[簡訊}

《尼雅考古資料輯録〉即将出版発行……………………………………………………26

新彊民族民俗展覧在襖門………………………………………………………杜根成 111 

[訳文与資料]

子聞語資料所記之尉遅王家的系譜和年代……………〔日〕井之口泰淳 栄新江訳 113 

鋼和泰蔵巻年分考 …………………………………………〔英〕浦立本 栄新江訳 125 

公元851-1001年子聞年号考…・・・…・・・……………………〔法〕恰密屯 栄新江訳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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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新彊文物考古有関学科論文資料目録索引補遺……新彊文物考古所究所資料室 105 

01988年 3期(総期第 10期)

新彊維吾爾自治区人民政府関子全面開展自治区文物普査工作的通知………………… i

自治区文化庁関子成立自治区文物普査弁公室的通知……………………………………込

集中力量認真倣好我区的文物文物普査工作……………………自治区文化庁文物処 溢

吐魯番地区文物普査資料葉編…………………………………自治区文物普査弁公室

吐魯番地区文物普査隊 iv 

前言 …………………………………………………………………・・・………………… iv

一、中石器至新石器時代遺祉…

二、春秋戦国至漢時期遺祉、墓葬和岩画……………………………………………11

三、晋唐至宋元時期的古城、成盤和燐鑓……………………………………………44

四、普唐至宋元時期千仏調、寺塔和刻石……………………………………………59

五、晋唐至宋元時期墓葬和牲畜坑……………………………………………………68

六、清代駅枯及民族建築………………………………………………………………78

附、吐魯番地区文物分布図録

結語 …………・・・…………………………………………………………………………83

羅布泊地区文物普査簡報………………………………………………楼蘭文物普査隊 85 

奇台県北常山岩画踏勘記…………………………………………………………醇宗正 95 

鶏晋南北朝時期車師一高昌一帯的民族及相互関係……………………………郭平梁 95 

[訳文]

東突厭斯坦塞人的早期歴史…………………………………李特文斯基李 瑛訳 115 

江布爾地区出土的石離人像…………………A.A.恰里科夫 陳良偉訳 李雲蔭枝 125 

01988年4期(総期第 11期)

和静察吾呼溝四号墓1987年度発掘簡報………新彊文物考古研究所 和静県文化館 1 

天山東段考古調査紀行(三)……………………………………………………王畑華 28 

吐魯番晋ー唐古墓出土髄葬衣物疏綜考………………………………………侯 燦 35 

蹴敦盤遺書伯2992号巻背幾件文書…一…-・……………………………………孫修身 45 

《塵山遠公話〉校補校…………………………………郭在胎 黄柾(徴?) 強涌泉 55 

元代田鶴文献一農叡免賦請願書研究……………………………………………楊宮学 69 

対恰特量調査経典目録的釈註与証補……………………………………………陳国光 77 

亀蕊石窟与印度諸文化…………………………………………………韓期 朱英栄 86 

新亜石窟壁画中的楽器考弁(下)…………………………………………………周普藻 92 

試論西域文明的起顕………………………………………………………………陳良偉 106 

漢唐姑墨温宿地域考……………………………………………………一………鐘興劇 115 

東彊古碑巡礼………………………………………………………………………載良佐 120 

消季姥金者異物述考………………………………………………………………現大林 123 

{文物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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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文物工作概況………………………………………………………………国家信 130 

関子恰密五僅古戸的技術処理…………………………………………………呉助雲 131 

[簡報}

尼勅克県己完成文物普査工作………………………………・・・…………………………133

綿路中道是西域的主要干道……・

距今2500年以前的和静古墓中発現有鉄器………………………………………・・・……129

【訳文与資料]

貴霜考古中的遊牧民族文化成分………………〔蘇〕馬松呉研春訳 陳椀儀校 134 

控掘和田丹丹烏里克的仏教遺祉……………………斯坦因 史再訳 主嘉琳校 139 

1987年新彊文物考古論文京引……………………………新彊文物考古所究所資料室 143 

01989年1期(総期第 12期)

関子甘州回鵠的四編子聞語文書疏証……………………………………………黄盛嘩 1 

以儒学為主体的高昌漢文化………………………………………………………醇宗iE 34 

陳誠〈西域山川風物記録〉校勘…………………………………………………田衛彊 43 

新彊尼勤克県新発現托特豪古文、蔵文石刻仏経………新彊蒙古族歴史文物考察隊 68 

新彊阿爾泰山岩画試探……………………………………………………王博 王ー竜 78 

新彊欲土鰻農具的産生及其発展…………………………………………………張 平 90 

唐代庭州守捉城略考………………………………………………………………戴良佐 96 

関子昌八里的位置…………………………………………………………………王広栄 101 

【訳文]

沙埋和田廃虚記(第一、ニ章)……………………斯坦因著殿暁絹訳胡錦洲校 109 

土庫量的薩珊一貴霜銀幣及瓦蘇燕瓦倣鋳幣

……〔蘇〕古特雷耶夫徐慶元訳婁風清枝 120

01989年2期(総期第 13期)

格浦県山晋桂古基発掘報告…………………………………………………新彊博物館 1 

民畳県尼雅遺祉考察記実…………………………………………………………盛春寿 49 

孤本《北涼祖渠安周造仏寺碑〉研究……………………………………………蒋文光 55 

亀悲仏寺之研究……………………………………………………………韓期 陳世良 75 

新彊石窟的主要病害及其治理方針……………………………………菱懐英 漏麗絹 89 

浅議署名郡一桂的《舗毛花井図〉………………………………………………寵旗光 95 

館蔵陸恢臨黄公望《浮轡暖翠図〉………………………………………………長 輝 88 

館蔵子右任草書条幅……………………………………………………………安尼瓦伝 88 

[簡訊]

自治区人民政府召開捨修庫木吐控千仏洞現場会……………………………盛春寿 98 

1988年和静県察吾呼溝古基発掘新収穫………………………………………周金玲 99 

[訳文]

景教之東伝…………………………………………………〔美〕挫托裕徳朱嫡輝訳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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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爾石窟浬襲図像的構成…………………………〔日〕宮治昭 買応逸訳 部本潤110

(1) 総目は原則として各号の巻頭目録に従うが、本文のタイトルと異同のある場合は

適宜改めた場合があるので、断っておく。

イ寸

rt:t士=童手芸昏生也l2S::$Cキ均壬ケギ旨白金義」と rt:t士=童手筈昏

金也l2S:コ乞牢句云うF不甘十青主兄方ミ烹ま匡司_jt-こでコし、てご

この「吐魯番地区文物分布目録」と「吐魯番地区文物分布情況示意図」は、先に触れたよう

に「吐魯番地区普査資料集編J( jj'新轟文物~ 1988-3)に収録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ととに言

うf吐魯番地区普査資料嚢編Jとは、 19 8 8年、新垣維吾爾自治区人民政府が、国務院の

「文物工作をさらに強化することに関する通知J (87年101号文書)と文化部の「文物普査工

作をさらに進展させるととに関する通知J (84年867号文書)に基づいて「自治区文物普査工

作組J (組員:毛齢、 職員:時限僻庁長、 制員:自腕文化庁主蜘・措考古鵬南・博械の担当者) とその下に 「自治

区文物普査弁公室J(故府、主在日明、駐在:階賊・回甲信)を設置し、自治区各地で展開したジ

ェネラルサーヴィー(文物普査工作)の、その報告の一つである。

吐魯番地区におけるジェネラルサーヴィーは、 f自治区文物普査弁公室Jの組識した

「吐魯番文物普査隊j が担当したが、その普査隊は三つのグループと一つの翻量隊から構

成された。その三つのグループは、柳洪亮氏をリーダーとする吐魯番市隊組 14名、王博

氏をリーダーとする郵善隊組 12名、成振国氏をリーダーとする托克遜隊組 11名である。

との調査活動は40日に及び、 175ヵ所の文物古越の調査と 1023件の文物標本を採

集したが、対象となった 175ヵ所の文物古越のうち、実に 105ヵ所までが、今回、新

たに明らかとなったものであると言う。その成果の大きさが察せられよう。

したがってとの成果の概要を、「文物分布目録Jと「文物分布情況示意図」の転載によって

示しておく。

事務局(連絡先) 干182東京都調布市国領町 5-19-14

荒 川 正晴方 TEL 0424(81)4633 

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会(TheResearch Society for Turfan Relics) 

ー10-



『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辍』第 3 2 号(1990年3月 1 日)付国 (pp.11-18)

自治区文物普查井公室@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陈「吐鲁番地区普查资料羹孀 J ( 11 新疆文物，j] 1988← 3)所职

工吐鲁番地区文物分布 阳
口

录
(J顺序号为 μ分布图η 中的序号〉

顺序号分类号 i 遗、址名:苏: 地 理 位 置 i 海拔 (m~_J 时 代 面 积

I G lC 1) 艾茹盖维驿站 位于伊拉湖乡七大队五小队罗东经88 0 26' 北纬 42 0 51 1 也 126 、 清 、 "Jt ‘约 EOOm 2

2 D IO〉 i 克尔问岩画‘川、 飞 位于克尔问镇西北约 7 飞 8 公里 、 , 也 '70m2D 2 (3) : 

3|A.( 吾斯提寺烽火台 位于博斯坦乡吾斯提沟口，东经川叫纬42 0 41 1 I 1416 争清 代 约9. 4m 2 

4 I B j 0 吾wr提沟口古墓群 位于博斯坦乡吾斯捷沟西岸台地上东经87 0 51 1 北笃42 0 41' I 810 春秋战国、

一
5IGl(2); 库米什荫堡 位于库米什镇北300米处东经88 0 10' 北纬42 0 15' I 946 民国时期 15.2 2 

6iB jjj 亘克曼坎尔古具群 位于河东乡且克曼坎尔井村?东经比 37' 北纬目。51'30' I 135 唐 代 约 1000m 2

7 I 日 g 鱼缸沟古篷群 t 位于伊拉湖乡鱼尔沟公路西面东经87 0 4

8 I Bs 阿拉沟古墓群 位手鱼尔沟火车站西约 9 公里处9 东经8r 46' 北纬42 0 52' I 945 春秩战国一汉代

一飞'电,+ 1 
- "一→

9 B7 英亚在拉克古墓 、位于托台乡哈克恰克村西14-18公里9 东经88 0 57' 北纬42 0 42' I 92-97 春秋一战国

10D 1 (2) 吾斯提沟古藏文刻石 位于博斯坦乡吾斯提沟南约 4 公里乡东经87" 58' 北纬 42 0 40' I 810 清 代

11 阿拉沟烽火台 位于鱼儿沟火车站南约500米处?东经87 0 52' 北纬42 0 51' 772 洁 代 954m 2 
-"-一一…一-→一

J 2 阿拉沟口古墓群 位于鱼儿沟火车站东约1. 5公里9 东经87 0 54' 北纬 42 0 50' I 742 战国…汉代 东西长 2 公里范围内

13 乔拉克坎尔古墓群 位于河东乡乔拉克坎尔村西北乡东经88 0 36'30"北纬 42 0 51'30f， I 130 战国 -L 汉代 约33000m 2 

刊_ I B. 哈克恰克古墓 4 位于托台乡哈克恰克村、东经88 0 49气北纬42 0 42' I -50 , 3 春秋一战国

一-一 -一-←二一一 -二一一一一一二

15 I B5 克其克亚格沟古墓 位子河东乡克其克亚格沟口东岸吗东经88 0 31' 北纬42 0 59' I 200 
F甲---帚_-，-----‘! 

16 I }'q 布干驿站 位于河东乡大墩坎村西北约 2 公里?东经88 0 51' 北纬 42 0 54' \ -28.6 声- 代 约 5600m 句

一一一

J 7 A. 大墩烽火台 位于河东乡与吐鲁番交界处东经88 。 51' 北纬 42 0 52' "1 - 65 清 代 约1225m 2

一一

18 A7 河东乡驿站 在L于河东乡乔拉克坎尔村西::lL 东经88 0 36' 北纬 42 0 51'30" I 130 洁 '代 约900m 2

19 A{ 拍来克烽火台 位于托台乡西南约4.5公里9 东经88 0 38' 北纬42 0 44' I 31 清 代 约173m 2

20 I A , 布干烽火台(又名布干吐尔〉 位于河东乡韦虽不拉克村东北9 东经88 0 41' 北纬 12 0 52' 一 5 唐 代 约272m 2

-矗-国-唱户，--_-------------------------也"'吨 . "'.01宁-唱，--唱唱-晶_---匈----唱----ë-"'------

21 I ^j Î}\革期新石器遗址一- 位于河东乡小车湖材 吨 新石器时期 约22500m 2 
→一·一一 一一一一 .•---

22 I A , 考克烽火台 位于托台乡 Zí1f_llY.-眩拉克村西，东经88 0 55' 北纬，12 0 43' 一 87 1有 代 约300m2

一二一

23 人 4 萨ff己!大尔烽火台 位于河东乡萨位坎尔兰卡村9 东经88 0 33'30"北纬42 0 ;::0 1 140 洁 代 约 700m 2

一一气 • 

2 ,) A~ 哈萨墩士在火台 位于托台乡农场三队偏东9 东经88 0 55" 北纬句。 46'30" I -100 清 代 3150rrlZ 

25 -1 A4 乔拉克烽火台 位于托台乡东南约 3 公里东经88 0 44' 北纠;42 0 47' I -38 清 代 约76.5m 2

-_..- 唱 .~. ~-----------._..~---.__..品品-且~也」且丰E‘且腼迫击·在品回国-~主阻四凰 ι..._.....__.. ，占-品__.，____. .-_，. o写--..，_~ι"--"._~' __-".-..,,-_..,;:.. '_' _-".......7飞 L品""飞T'C，"，句- .::""，-~ τ • _' ~ ，，-【冒 "t...:- -γ-、 '~_.=...=宝;-_":，，t" ，.==-，~垣~--喃自E事-~与皿=辜百...-~革_ ........... """"=.. 且~可.~相"....-冒事-

11L 
吁
'
a
A



?
J
J
b
z
?咳
、
专
五d
e
v飞'
'

;;-1 川阿格布拉克驿站 ! 位于博斯坦乡苏贝希沟，东经…情42 0 28'
'27 , A7 , 苏贝希沟 3 号驿站 | 
←一一|一一一一-1 ! 

28 I A7 I m:贝希沟 2 号驿站及确堡 ! 
卡一一|一一一一-1 一 | 

29 I A7 I 芫苏;贝希沟军营遗力却址1:: i 位于博斯坦乡苏贝希入口处东经8臼8 0 3
←一一|卜-一一一一l

30 I A7 I 苏贝希沟 5 号驿站 l 位于博斯坦乡苏贝希沟南约24公里东经88 0 31'30"北纬42 029'30"

31 I Bt I 克尔问古墓群 i 1位于克尔间镇南一公里河谷戈壁上
←一一|一一一一 l

32 1 Dl r 驴达板古墓 |丁立于大河沿园艺场东经8叫叫纬们9' 2俨

33 I B! I 肖尔不拉克精 i 
:;4 I Bl I 马厂拘古墓 i 位于亚尔乡亚尔湖村东经89 0 1'22"北纬 42 0 59' 18" 

35 I A~ I 亚尔湖;烽火台 ! 位于亚尔乡亚尔湖村，东经89 0 2' 北纬 42 0 59'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一一一一一一一---~ I 

36 I I 二二一阳烽火台

37 i Az 1 阔坦国尔古城(1)

38 1 1 大墩古城

39 ! Bz l 黑孜尔和卓木麻扎尔 ! il刊丁湖乡也木什忖东，东经89 0 3' 11" 北纬，12 0 5.1' 36" 

10 1 D~ 1 帕克拉克安坚和卓木麻扎尔 l 位于艾丁湖乡东，东经89 0 5']8"北纬 42 0 51' 4俨

.41 I A-;. 1 帕克拉克古城 | 

42 I B2 谢依捉布孜诺克瓦尔和卓木麻扎尔!

43 I A~ 1 文丁期的什烽火台

JL巳-~I 盐阳台 ! 位于文丁湖乡盐山东端东经89 0 5'22"北纬…0"
45 1 BJ 1 文丁湖古墓 | 位于艾丁潮也木什村，东经89 0 5'26"北纬 42 0 55'

--nu--
-
E
η

‘
υ

白
白

。

-
o
-
n
i
-
-
-
-
o

nu-nu---nL-nu 
。

"
-
o
u
-
-
-
R
u
-
9

，
"

嘈
i

一

-
n
u
-
-
1
4

-
『

G
U
-
-

--Rhu--

二
位于博斯坦乡苏贝希沟南约10公里东经88 0 32' 北纬42 0 34人-

位于博斯坦乡苏贝希沟口商约 7 公里东经88 0 33' 北纬 42~35'

位于红柳河桃树园子村东经88 0 55'36"北纬 43 0 13'58"

位于文丁湖乡盐山雨，东经88 0 54'38"北纬 42 0 53'22"

位于艾丁湖乡东约3.5公里，东经89051'31~，北纬42 0 51' 47" 

位于艾丁湖乡庄子坎儿村四、东经89 0 6'47"北纬42 0 51'20"

位于艾丁湖乡艾丁湖南，东经89 0 12' 北纬 42 0 55'50"

46 赛义德汗麻扎尔Bz 位于亚尔乡赛义德汗村西，东经89 0 7'20"北纬42 0 55'23"

47 1 A. 

48.1 Bl 1 交河故城古墓群
一一一一一-卜一一一一一一~斗|

49 1 Al 1 故城村居住遗址 | 位于亚尔乡交河城南约10公里，东经89 0 2 '53飞北纬47 0 57' 18" 

;;0 1 Dl .1 、故城村千佛洞 | 位于尔亚乡故棋村，东经89 0 3'20勺北纬42 0 57'52" . 

51 1 D z 1 jIJll tl{和!卓木麻扎 1 位于亚尔乡加依村， rÏJ农贸市场雨约300米

i;一1'- 一 …Illii大寺 l 

雅尔湖细石器遗址 位于亚尔湖村交河故城西南三道沟与四道沟之间的台地上

位于亚尔乡，东经89 0 2'53飞北纬42 0 57'18"

] 5COm 

1120m 

100m 

130m 

-57 

- 87 

一 87m

~94 

一 141m

169m 

1--30 
一 20

75m 

í5m 

9Om 

- 12 -

东约800m z 
西约1000m 2

78.4m 2 
2500m2 (驿〉

4500m 2 

时E
H

135m 2 

约30000m 2 

11 1/ 约24000m 2 

、汉 代 约12000m 2 

汉

约10aOm z

14.4x18.G 
高约 6m

代

326400m 2 

一
元

代 约 420m 2

明一清代

m-
mJ-

1
-
U高
一
句r

h
一
约
m
-
K

M
M一
长8
-
6

约
一
基
约
一
幻

墙
宽
一

南北朝一店

叨 -ì奇

、反 1~ 63m z高约5m

10 x 10m 

唐 代

明 代 约100m 2

细石器时代

战国一汉

市北朝一店代

唐代晚期

~清代中期

100m 2 

l 约 4 平方公里

| 约阳n2



洁 代 期

切] 代 2 ,1000 m 1 

宋-元

习之一元·

7!之一元 七 3 x 4 , 3 m 
残高4.9 m 

i 一二生于葡的努尔鲁克村?东经川f ，北纬42 时 2 111 
!一生一;二_1I 药;公塔
;二!工ι| 安乐故城

55 l D1 1 小桃儿沟千佛洞

-~I D j I 大桃儿沟千佛洞
57 1 Cz ! 葡萄沟佛塔( 1) ! 
58 i C" I 葡萄沟饰塔〈 2) ! 
可-I--D-j i'- 白石马-一一一一---

1 20 口l

I 200 m 

I 190 m 

位于葡萄乡禾乃木加阪村9 东经89 0 12 1 21 1/ ~t纬 42 0 55 / 55"

位于亚尔乡、东主~Sgo12/27'1 ， 北纬 42 0 59 / 37"

ÜL于亚尔乡，东经89 0 12' 7 飞北纬43 0 0 / 2"

I 180 m I 末一元
300 m I 唐代

3.3x3.3m 
A 高约 4 ， 3 m 

位于葡萄沟南段罗东经89 0 14' ，北纬 42 0 59 / 16"

位于葡奇乡酒厂西北，东经89 0 13'50"，北纬42 0 59吃0 11

位于葡萄沟苏贝希村9 东经89 0 14 / 35飞北结43 0 0 / 35 '1

60 I A. I 拉木帕公相居住遗址 ( 位于惊特喀勒乡乡东经刊。12' 岳飞北纬42 0旷 31"

61 i A z 拉木帕公相古地 | 

62 I 八. I 庄子坎烽火台 l 位于恰特哈勒乡庄子坎儿村乡东经89 0 1川3飞北纬42 0 44'35 '1

63 ! I 恰特喀勒烽火台 ; 

一Z石JJ厂一斗l飞;7二|丁-丁7正L丑iι一一一一二一←→一| 位于三堡乡步东经8ω旷川9扩门。飞27γ ，北纬如4川

Cω5 i 八， i 干沟烽火台 i 位于葡苟乡火焰山干i沟与南口东山顶上，东经8凹9 。吃23扩， 44"勺9 北纬47 0 58'2俨

飞~Iζτ二-1门丁丁汁一寸|丑升帚虱刮 i广一ιι于亚尔乡 9 阳叩9 0 1口3' 7γ扩~? 北川纬扪阳jβ2。川/

店一清代 80000 m 2 - 90 m 

位于恰特喀勒乡拉木柏公相村，东经89 0 12' 49"北纬42 0 50'31"

几 5x 飞 7m

残高约 6m

约0 ， 5平方公里

72300 m 2 

12xl1. 3m 
y:Q高~':J 5 m 

m
L
M
m

一

叫
什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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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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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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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h
-
I
J

约
一
×
配
一

边
高
-
K高
-
J墙
一

基
残
-
L残
川
北
一

店 1~ 

南北朝-店

i-i 「37〔一:LE面Udi':Jij; ! í立于七泉 i胡东主J'i南约 7.5公里，东经89 0 2 ，，[' 42" 北纬 43 0 4'7" 主1~125m z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_._一→

东经39 0 23'16" ， 北纬 4 2> 0 7 ' 
68 A , ;，底在沟烽火台 位于七泉湖镇南，

D j 煤窑沟古墓 | 位于七泉湖镇南，东于三兰兰"， ~t生兰6rr l mm Lf 
7刊O :了j\.(二4丁 J七仁;品j5二￡d;二￡品;豆函i马辰孙j函函画压函k;马拯{卢豆……烽以A一台 二二二一「王石于函二二岳iι王L， 东注川川ω气:主艺巳主巳三主旦生三?6' 5"f |七二1旦!艺Om二LU→- 南北朝←咀唐代

l川7门1 工工τ二寸|丁万石函函i雨叩 | 叩金U乡七泉
i飞飞7二i iii 一--11胜阳且怡金口刊烽火始台〈ω4υ) I 位于j胜庄金乡红光大队一小队? 东脱经吃主112 北纬43 0 0 'y 一_1 270 m I " H 

iτ节|丁?汀l 胜肚金
! 18队.5 x 18轧白 ::>ffi

i i71丁丁!水尔土克萨民烽火台 i 位于胜金乡木尔土克萨民戈壁注上，但…川结43 0 1'55扩 i mm ; ν ρ 二号盟主生m

7;1:11豆而云雨厂一-1一丁子胜金乡，东到9 0川仁北部42。川υ i 川 l一二一一二~-----l-一旦:芒jJ0ι
丁「;171 乌江不拉克古城遗址 -1 位于j庄金乡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西北9 东经些1'22飞北纬川， 7" 1_200:m L旦jltTL-L-ifir-一
7[丁71 乌江不拉克佛塔 一一|一位于山卢千佛洞西~t，产主巴工~t~;42 0 58'57 11 1 __ 24~ !I /1 I 川2.3m
丁817:i飞雨雨雨一一 一-l 位于怕孜克里克伪币四;止，东芒9 0 31'2兰二t~\i4. 2058'3γ I 240m I 宋 1 

1:1:JJj二3522火ι二二二马兰主tEE兰21112:巳二一一-一一」一旦」一一旦ELF-LZi:旦旦-

店
:~ 9 

300 m z 

728 m Z 

15.3x5.4m 
高队 5旷

。
υ

嘈

l
i

-



理醺鹦跚跚飘

80 I D 1 i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七泉湖千佛洞81 I D 1 

82 A , 胜金口烽，火台

17日-1I 七泉湖水库在墓群
丁7口丁|七泉湖烽火台 | 

85 I C 1 ! 胜金口宗教遗迹 | 

86 i A', i 胜金口烽火台( 3 ) 

87 r A 4 -1 胜金口烽火台( 2 ) 

88 l cz l 胜金口含利塔群
89 I C J 胜金口佛寺 (1-4)'

胜金口千佛洞90 I C 1 

-=-1 1) 3 ! 胜金口岩画'

92|Cz 

丁7厅丁一|阿树那细石器遗迹
94 i -| 阿斯塔那佛塔 (B)

95 r B ‘ | 阿斯塔那古墓群

阿斯塔那由塔 (A)

96 ! DI ! 哈拉和卓古墓群
7i飞-2I十二白÷一一一一一一一

王E二l 吐鲁番郡王陵墓 →一

_9_9_1二二-高昌故城
100 | Az i 安坚买亥来古城
101 I A 1 ! 沙依布隆古城遗址

iELl-些雪芹区
1叫 3 i A \ i 七底湖遗址(安集延遗址〉
104 i Aze l 克其克阿萨佛教遗址
105 1 A 22 I 阿其克墩烽火台〈俗称泡合墩〉

106 I A ! 0 I 迫坎尔烽火台.

位于胜金乡木头由西岸，东经89 0 32' ，北纬42 0 57' 368 m 

190m 

120 m 

136m 

280 m 

135m 

238 m 

唐一元

位于七泉湖西约600余米，东经89 0 35'24勺北纬42 0 57'18';

位于胜金口千佛洞西约800米处，东经89 0 33' 49"北纬42 0 55'28"

位于胜金乡，东经89 0 35'53飞北纬42 0 5 1'， 4"

位于胜金乡七泉湖西，东经89 0 36'16飞北纬42 0 57f

位于胜金口佛洞西北约700m，东经89 0 33' 44!'; 北纬42 0 55'23"

位于胜金乡农场附近，东经89 0 36'38飞北纬42 0 59'6"

位于胜金乡红光大队，东经89 0 30'27飞北纬43 0 0' 8 " 

位于胜金乡千佛洞西北，东经89 0 33'07飞北纬42 ，055' 20" 

位于胜金乡大桥西南，东经89 0 33'50飞北纬42 0 55'

位于胜金乡木头沟旁，东经89 0 33'50勺北纬42~55'

位于胜金口大桥东北，东经89 0 34'13"，北纬42 0 55'20"

位于三堡乡，东经89 0 31'07飞北纬4.2 0 53'31"

位于三堡乡喀尔桑买亥来村

位于三堡乡

位于三堡乡，东经89 0 31'44"，北纬42 0 51'57"

位于三堡乡高昌城西北，东经89 0 31'36"北纬42 0 52' 03" 

位于三堡乡，东经89 0 30'47飞北纬 ，12 0 51' -10" 

位于三堡乡哈拉和卓村

位于二堡乡东经89 0 34'1"，北纬42 0 52'21"

晋-唐代

南北朝一元

汉一唐

南北朝一元

清代

南北朝一元

I! 11 

j苦 1f;

一
兀

晋

南北朝一元

年代不详

唐代

细石器时代

唐'代

晋一元

" 
5 一10世纪

清末.

唐一元1f;

清代

底边 5X5m
残高约107m

约13000 m 2 

6.8X5.8m 
残高L8m

约890 m 2 

15 X 14 m 
高13 m 
13X18m 
残高 10.2m

7450 m 2 

5.1X3.7m 
残高约 7m

约10平方公里

底边37 X 37 m 
残高约20 余m

约 150 m 2 

1. 58平方公里

12000m 2 
位于二堡乡东经89 0 35'20"，北纬42 0 50'30"

位于亚尔乡赛依德汗村东经89 0 7'20"，北纬42 0 55'23"

位于胜金乡西南，东经89 0 34'0"，北纬42σ57'34"

位于达1良坎乡拜什塔木村，东经89 0 38'44勺北纬42 0 36'21"

位于达浪坎乡阿其克坎尔村东经89 0 32'33北纬40 0 38'21"

位于迫坎尔乡迫j戈尔村东北，东经 89 0 53'5í厅， :It纬 42 0 34'21"

Om 

-12C 

-140.1 m 

- 20 

- 14 -

" JI 

战国一汉代

店末一宋代

唐代

且J -(飞

100 m 2 

670 m 2 

约 10000111 2

约 878111 2



1107 \ A J \ 迫坎尔新石器遗址一_--- -_:____! 

I~厅丁|一阿布尤木君基j i 
郡王夏府(俗称:

王三Ji7土阳烽火气 ! 
111 :ι .' 1 塔西肯艾热克石器遗址 ! 

王二1: ':B;' --1 三坎克日基丐(又走?旦) .二

113 lpl3 1 三个桥古墓群 i 

114 1, BIJ' , 1 阿玛夏古墓群

115 I A 2 ! 克孜勒库木石器遗址 ! 

116 AI~ i 阿萨县玄尔烽火台 一一

]门川1口7 i啤1了二i 附特提日町基捞葬 l 

|产1旦l二L「[ 曰凹叩4沁L王朝 哩P丰巧'* iî) 一
119 i B6 I 土古曼布衣基群 ! 

120 : A8 ! 伙什江子遗址

121 Bl7 布尔土居结木古墓群

E7:丁-30 I ni;Lι豆豆一一
123 A 7" 艾斯克巳扎遗址

山 i B4 i 洋海基葬群
125 i - ;\ 3 '[ 洋海阿斯喀勒买来新石器遗址 l 

m i BJ !J可?芒主二一→…-
2;281D i i 一平与旦旦?
129 i D 5 I 苏贝希石窟和居住遗址
m i B5 ! 苏贝希古墓 1if:~%丰地 | 

王「i厅丁丁1一丁1 药苏;贝希古基群二习号丰叩中 • l 

:王王王ElE三王王二二1忖忖川苏肌川:巩耐贝附…希
l33 | A 二ρ5 I 土尔习3杂1飞〈列于孜立土力尔:培(连木沁大墩〉

134 I A I C 色尔克苦的fff

(羊子迫坎尔乡迫坎尔村东南东经39 0 31'18" 北纬 42 0 31''1 2 11 ， 二 3

位于达 1良坎乡却'fjJ 巴尔村9 东经 89 0 42让勺'北纬42 0 41'55"

位于达;良坎乡府所在地，东经89 0 42/37':北结42 042'4"

位于鲁克沁镇吐尔买来村9 东经89 0 46'23飞北纬42 0 43'45"

位于鲁克沌镇三个桥衬雨，东经89 0 38'47飞北纬 42 0 4:3' 49 f/ 

位于鲁克总镇三个桥村乡东经89 0 48'13扩北纬42 b 44'13ρ

{立于鲁克沁祟三个桥付东经89 0 48气。飞北纬42 0 44~ 

位于鲁克;心镇阿玛豆村，东经1:9 0气町，址:纬42043勺 r " 

位于连木沁乡丘旺克尔村，东经89~54' Ö3'气北纬 42 0 50' 4. 5!'; 

位于达浪吹乡拜什塔木村，东经89 0 37'17"，北纬42 0 35'39"

位于部善县达 j良坎乡拜什tð'木村乡东经89 0 36/57飞北纬42 0 36' .1 3"

位于鲁克沁白，东经 89 0 ';:5'2:::" ， 北纬42 0 44'39 厅

位于鲁克沁自土古旦布亦第一自然村，东经89 0 44'28" 北纬 42 0 45 / 35"

位于鲁克沁摆托万布依村乡东经89 0 45'4::"，北纬 42 0 45'46"

位于舍，克沁鼠，东经89 0 45"22' 乡北纬42 0 43丁0"

位于吐峪乡洋海阿斯唔勒衬，东经89 0 40'53" 北纬 42 0 47!34扩

位于吐峪沟乡洋海托万村，东经89 0 40气北纬42 0 46!

位于吐峪沟乡洋海阿斯喀勒村9 东经89 0 39' 17"北纬 42 0 48' 14" 

位于吐峪沟乡洋海阿斯喀买来村东经89 0 :':9'21" 北纬 42 0 48! 14" 

位于吐峪;与乡霍加玛扎村， ，东经89 0 41'22飞北纬 42 0 51! 29'1 

位于 n_t tir{} ;'!J 乡在加玛扎村，东经890口气Sf/，北纬 42 0 51/5 (，"

位于吐峪沟乡苏贝希托万村东经89 0 43' 2 1)"，北纬 42 0 53'32"

位于吐峪沟乡苏贝希村r1;J，东经 89 0 433'44飞北纬42 0 53' 42" 

位于 I吐峪?与乡苏贝希托万村商，东经89 。 43'28"，北纬42 0 ;':4 '24"

位于吐tIr吕沟乡苏贝希村9 东经89 0 43' 35飞北纬42 0 54'35"

位于还木it、乡木 )J， Jl(列孜土 ;J，村 9 东经 89 0 51'49飞北纬，12 0 50! 40 扩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__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位于告克 i.l_"i:Í飞色尔克汗和I北东经89 0 50'37勺北纠142 0 49'OS"

一 10 新石器时期 约 3 平方公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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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俨千…………_.~-…」……

135 i D , I 
136 : D 3 

1::;7 i D ~ 

138 I 13 12 

139 I 13 7 

140 

141 

A 12 

13 i 0 

H2 I 13 s 
一，

113 I 
一一，

144 I A 27 

'一

145 I 13 2 
l

一---, 
143 I 1i.. 结.J I ..t .1. 2. 3 

一l

147 I E7 
---, 
143 I E3 

149 I l\. 17 

150 A 24 

色尔克普Ji!格孜石刻
-一一一一

塔木古塔什佛像刻石
- - -• .. -…- - -
忙得古尔千佛洞

一一一

哈日土甫墓群
- 一→…一一一一·

奇格曼墓群

西格力克塘木寺院遗址
.‘…一~…

耶特克孜玛扎墓葬群
舍- ..- ----

墩买来基群
一一 - - ---二十←--_-一
墩兴未遗址

….. _. -一一- -一 +←一一一

果加木阿勒迪玛扎牲畜坑
…一一一一一一_.一一一一…

果加木阿勒迪墓群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二唐沟塔

相同亚荫堡
-- ._- ·…一-_.

相何亚古城
一一-一---_..-一一

汉墩阿克墩烽火台

汉墩夏大墩塔

东巴扎遗址

东巴扎古城选
_._.. .舍 白. _. _._.._-

东大寺
一一 一-"一

安全墩烽火台
…一，一

阿克提热克墓群
…一二一一 -吁

阿克提热克新石器时代遗址
-一一

徐干山洞〈俗称千佛洞〉
一一一 _. -

二村石器遗址
一..一一 ‘-一-…一一一

小苏巴，什基弈
…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东 1~J.烽火台(俗称消墩〉
一----一-一一

三十 ftl 大股烽火台

位于连木沁乡，东经89 0 :::2'35飞北纬42 0 59'-50'

位于鲁克沁镇色尔克普沟电厂商，东经89 0 52'20勺北纬42 0 50扩

位于连木沁乡丘旺克村，东经89 0 54'201/， 北纬42 0 50'53"

位于连木沁乡丘旺克村，东经89 0 54'35"，北纬42 0 50'5己"

位于连木沁乡丘旺克村，东经89 0 54' 44，北纬42 0 51'19"

位于连木沁乡丘旺克村，东经89 0 54'49飞北纬42 0 5'

位于连木沁丘旺克村，军经89 0 56'11飞北纬42 0 51'0俨

位于连木沁乡东买来村南，东经码。 ::;7' 03"，北纬42 0 51'52030"

位于连木泌乡汉都村，东经89 0 58'48厅，北纬42 0 50'36"

位于连木泌乡汉墩村，东经89 0 58'22"，北纬42 0 55'53"

位于连斗心分汉土数村、东径89 0 57'0俨北纬43 0 08'50"

位于辟质分柯何亚村，北径90 0 07'48"，北纬4201~'

位于辟质分栩栩亚村西径89 0 10'04"北纬43 0 06'32"

位于连木沁墩村，东径90 0 02'53扩北纬 42 0 54'13"

位于连木沁分汉墩阿克都村，东径9)002'53"北纬42 0 53'30"

位于东巳扎乡小学背后，东径Z'1S0 0 5:)"北纬42051'3~"

位于东巴扎乡东河坝，东径90 0 13'46"，北纬42 0 51' 23 1' 

位于辟属乡开契克村、东在90 0 10' 2" ，北纬42 0 50 ，40"

位于辟属乡去士干村，东径S0010 ， 2"，北纬42 0 50'4')"

.位于辟属乡吐鲁番力戈阿尔斯村，东径90 0 11'15"，北纬42 0 50' 4" 

位于辟屈徐干村商东径S0009' 北纬42 0 48'45"

位于东巴扎乡二村，东径SOo14' 1 - 2 

位于辟周乡西河坝东西两岸东径90 0 12' 北纬42 0 52' 49" 

一一

位于东巳扎乡东湖村，东在 90022'12"~l:纬 42 0 51' 43" 

位于县囚艺场东北 5 公里、东径90020'37"~tt~420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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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代 | 体积为4.2 x3.6 
x 2.2 口1

晋-一唐

1唐 1-t 3248 m 2 

春秋一唐代 约0.6平方公里

i魏晋一唐代 " 
约2550 m 2 

l唐 1-t 约150000:m 2

战国一唐代 约10000 m 2 

元~一明代 主专 10000m 2

战国一汉代 主句 1800 m 2 

唐 代 约765 m 2 

民 国 主告 20 m 2 

请 末 约1250m 2，

唐 1-t 25.76m 2 

唐 1-t 主告 380 m 2 

清

J店 代

1907年建1911年完工 约660 m 2 

请 末 约27.1 m 2 

唐 代 约180000 m 2 

新石器时期 约40万 m 2

，约20 m 2 

一一一.一-一一…一'

{新石器时期 直线距离400一500 m 
-一-一

店 代 约40000 m 2 

l 唐 1-t 约156.8m 2

}好 代 约25.m 2 

- 16 -



唐 f-t 约67m 2 

民 国 约3300m 2 

唐 1-t ·约4400 m 2 

民 国 约10 m 2 

主句 903m2f-t 清1225 

赛克散土墩烽火台 位于七克台乡竞克散土墩自然村，东经90 0 36'54北结43 0 15' 26" 

营盘遗址 位于七克台乡南村、东经90 0 39'37"北纬42 0 59勺5"

七克台古城〈俗称达子城) 位于七克台乡南湖村9 东经90 0 39'28飞北纬42 0 50'0俨

四十里大墩确堡 位于七克台乡东北、东经90 0 46'30" ，北纬43 0 04'52ρ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

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十二二一 一一一‘二一- • 一一~

一二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甲 一 尹晶晶一

叮
t

噜
t
l
A

位于七克台乡天山东段前山地带东经90 0 36'4"北纬43 0 15 / 35"赛克散克土墩城堡E~ 



日之鲁番地区文物?升布情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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