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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丝绸之路”是对远古以来连接亚洲、非洲、欧洲的东西交通路道哦雅称。
它不仅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通商之路，而且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动脉。
世界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就发生在这条道路上或其周围地区。
几千年来，它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将继续对东西方文
化的交流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和积极推动作用。

目录:
“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新收获
“丝绸之路”南道我国境内帕米尔路段调查
新疆库车玉其土耳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
“刘平国刻石”及有关新疆历史的几个问题
唐西州白水镇初考
新疆细石器遗存初步研究
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
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历史关系考索
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
古墓沟人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几个问题
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
西迁伊犁后乌孙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
乌孙王难兜靡死于大月氏考
从考古资料看新疆古代的农业生产
新疆犁耕的起源和发展
盐湖古墓
新疆东部发现的几批铜器
天山东部的石雕人像
吐鲁番出土唐代庸调布研究
唐代以前的吐鲁番水利
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岩画初探
研究原始舞蹈的珍贵刻石
贵霜王朝与古代新疆
对新疆古代文明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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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炳华，1935年3月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至新疆，从事
新疆考古40年。
研究员，曾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中国唐史研究会、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会、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理事。
两次被评为新疆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1992年起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40年的考古工作中，足迹及于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阿勒泰山麓、伊犁河谷及天山内外
。
共主持、直接参予的重要考古工地达20多处，如吐鲁番阿斯塔那、交河沟西、伊犁河流域乌孙墓、阿
勒泰克尔木齐石人石棺墓、盐湖元代墓葬、天山阿拉沟、哈密五堡、罗布淖尔楼兰古城、古墓沟墓地
、尼雅精绝故址调查发掘，康家石门子调查。
开拓了新的考古研究空间，提出了新的概念。
在40年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新疆青铜时代、楼兰早期文明、生殖崇拜、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塔克拉
玛干沙漠城镇废弃的内在制因等，为西域研究学界关注。
主持了与日本早稻田大学、佛教大学，法国科研中心等有关丝绸之路调查、交河沟西发掘，尼雅考古
调查发掘，克里雅调查合作项目。

对塞人、乌孙、车师、精绝、楼兰考古文化有较深入研究。
对汉—唐丝路古道进行过全面深入的勘查。
主要著作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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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合著
《新疆历史文物》、《乌孙研究》、《通俗新疆史》，及《塞人历史钩沉》、《唐柘橛关故址研究》
、《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等论文近百篇。
先后多次应邀访问美、法、日、韩及印度、奥地利、瑞典、阿富汗、哈萨克斯坦等国及香港、台湾等
地，进行学术交流。

主要著作及论文
（一）、著作
1、《新疆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2、《新疆历史文物》（合著），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3、《乌孙研究》（合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通俗新疆史》（合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吐鲁番的古代文明》，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天山生殖崇拜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7、《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新疆历史文物》，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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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布泊—一个正在解开的迷》（合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0、《新疆古尸》，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访古吐鲁番》，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沧桑楼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3、《精绝春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二）、主编资料
1、《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北京中华书局。

3、《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疆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4、《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新疆考古发现与研究》第一辑，新疆文物特刊，1996年版。

6、《交河沟西，1994-1996年度考古发掘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三）、主要论文
1、《特克斯县出土的古代铜器》，《文物》1962.7-8合刊。

2、《覆面、眼罩及其他》，《文物》1962.7-8合刊。

3、《盐湖古墓》，《文物》1973.10。

4、《吐鲁番新出土的唐代绢花》，《文物》1975.7。

5、《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的政治经济状况》，《新疆历史论文集》，1977年。

6、《新疆阿拉沟发现春秋至汉代少数民族墓葬群》，《文物》特刊40期，1977.12.15。

7、《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8、《寻找沙漠深处淹没的文明》，《广角镜》96-99期，1979.9-1979.12。

9、《吐鲁番出土唐代庸调布研究》，《唐史研究会论文集》1980.1、《文物》1981.1。

10、《刘平国刻石及有关新疆历史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980.3。

11、《乌孙名王翁归靡》，《新疆历史人物》，1982年版。

12、“《丝绸之路”新疆路段考古述略》，《新疆社会科学》1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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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新疆社会科学》1982.3。

14、《新疆犁耕的起源和发展》，《新疆社会科学》1982.5。

15、《公元前七--二世纪的新疆地区》，《中亚文明史》（英文版）第二卷第四章1983.巴黎。

16、《吐鲁番考古收获》，《敦煌研究》（法文）第二卷，1983.巴黎。

17、《新疆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3.1。

18、《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1。

19、《古墓沟人社会文化生活中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983.2。

20、《对新疆古代文明的新认识》，《百科知识》1984.1。

21、《丝绸之路南道我国境内帕米尔路段调查》，《西北史地》1984.2。

22、《新疆哈密拉甫乔克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考古与文物》1984.4 。

23、《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历史关系考察》，《新疆大学学报》1984.4。

24、《哈密古墓地发掘简报》，《考察与研究》第四辑，1984.12。

25、《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新疆社会科学》1985.1。

26、《天山东部的突厥史迹》，《新疆文物》1985.1。

27、《从考古资料看“丝路”的维护及局部变迁》，《公路交通史研究》1985.3。

28、《从考古资料谈“丝调之路”的几个问题》，《新疆交通史志资料选辑》1985.3
29、《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新疆社会科学》1985.4。

30、《新疆细石器遗存初步研究》，《干旱区新疆第四纪研究论文集》1985年版。

31、《高昌名将张雄》，《新疆历史人物》第二集，1985年版。

32、《唐朝著名廉吏裴玢》，《新疆历史人物》第二集，1985年版。

33、《巴里坤县兰州湾子三千年前石构建筑遗址》，《中国考古年鉴》1985年。

34、“《丝路”艺术断想》，《新疆艺术》1986.6。

35、《新疆出土彩陶》，《新疆社会科学》1986.4。

36、《新疆东部发现的几批铜器》，《考古》19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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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乌孙王难兜靡死于大月氏考》，《西域史论丛》第二集 1985年。

38、《唐安西柘厥关考》，《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7.2。

39、《新疆库车玉其土尔与唐安西柘橛关》，《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7.2。

40、《唐安西柘橛关故址及有关问题研究》，《西北史地》1987.3。

41、《中亚铁器时代》（译稿），《新疆文物》1987.1。

42、《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雕刻画》，《新疆文物》1988.2。

43、《唐西州白水镇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8.3。

44、《天山东段考古纪行㈠㈡㈢》，《新疆文物》1988.2.3.4。

45、《哈密五堡出土小麦研究》，《农业考古》1989.1。

46、《贵霜王朝与古代新疆》，《西域研究》1991.1创刊号。

47、《从考古资料看丝绸之路开拓及路线变迁》，《西域研究》1991.3。

48、《唐代以前的吐鲁番水利》，《吐鲁番学研究专辑》1992年版。

49、《新疆古尸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文物》1992.4。

50、《交河古城的兴衰及保护》，《新疆文物》1993.3。

51、《“礼失而求诸野”--浅谈大湾玉璋》，《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文集》香港1994。

52、《从古遗址的分布特点看绿洲生态环境的变迁》《新疆文物》1994.1
53、《近年新疆考古中所见唐代古迹》  《唐研究》第一卷，1995
54、《从考古资料看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变迁》《新疆考古研究所研究文集》第一集1995
55、《寻找消失在沙漠深处的精绝文明》，《中华文化画报》 1996.1-2。

56、《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历史》（台湾）1996.6。

57、《新疆考古中所见古代水利工程》，《干旱地区坎儿井灌溉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1993。

58、《塔克拉玛干历史时期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干旱区研究》。

59、《尼雅考古回顾及新收获》，《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一卷， 1996。

60、《略说近年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 韩国《中亚研究》第一卷 1996。

61、《新疆新出土于阗文木牍文书研究》（合著），《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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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失落在沙海中的精绝古国》，《地理知识》1998．3。

63、《尼雅95一号墓地3号墓发掘报告》，《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报告书》第二卷，1998年。

64、《新疆所见玉器暨研究》，《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中心出版1998 香港。

65、《西域考古写春秋》，《甘肃历史资料选辑》第51辑 2000年兰州。

66、《丝路北道与小河》，《丝路游》2001年1期。

67、《新疆岩画概观》，《中亚研究》第六辑 2001年韩国汉城。

68、《新疆波马出土金银器》（英文），《古代中国所见丝路艺术》，美国代顿博物馆，2002年。

69、《阿拉沟古堡及其出土唐文书残纸》，《唐研究》第八卷，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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