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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城门错位而置，轴线和干道配置独特、总体形制布局带状展布，区划块状分
割、街道交通系统条块结合，出现“环岛”、择中立衙,官方建筑集中配置、以高墙院落为基本建筑单
元、寺庙广布，集中与分散配置有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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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交河故城形制布局特点研究
2 高昌故城形制初探
3 可汗浮图城略考
4 论别失八里——兼析北庭故城的形制
5 唐轮台方位考
6 罗布淖尔土垠遗址试析
7 伊循屯田与伊循城的方位
8 楼兰故城的性质
9 新疆柏孜克里克窟寺流失域外壁画述略
10 楼兰尼雅简牍的发现与研究
11 楼兰简牍与西域长史机构职官系统的复原
12 李柏文书与前凉楼兰史的探寻
13 佉卢文简牍所论Supiya人及其与婼羌的关系略说
14 佉卢文简牍封泥无“鄯善郡尉”印文，西晋未设置鄯善郡
15 贵霜统治鄯善和于阗，是据佉卢文简牍臆想而虚构的假说
16 661号于阗佉卢文简牍与佉卢文《法句经》的年代
17 于阗汉佉二体钱的年代
18 敦煌《粟特古书简》第二号书信的年代及其与661号佉卢文简牍年代的关系
19 中国边疆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的关系初探
20 论楼兰考古学
21 吐鲁番考古学和“吐鲁番学”及其关系略说
22 斯坦因探险的性质与如何看待其著作问题
主要参考书目
佉卢文汉文译名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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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交河台地南北狭长，东西宽度较窄，故城建总体规划采用沿台地狭长走向呈带状展布延伸，
各功能区划在带状上块状分割的布局形制。
这样既可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满足城市因发展变化而增扩用地的需要，又利于布置和调整城市总体
结构，便于城内功能区划灵活与合理的配置。
交河城内各功能区划块状分割，主要集中在轴线的两侧。
轴线之西为西寺区；轴线之东以东横街为界，南面是衙署区，北面是东部居民区。
在东部居民区东南隅，以居民区内巷道、东大街和东横街为界，又区划出独立的窑洞区。
此外，轴线北端以寺前横街为界接北寺区。
北寺区塔林北约80米处有连接东、西崖边的壕沟。
壕沟较规整，沟宽2米、深1.5米，沟中间向北突出，沟北为墓葬区。
轴线南端接南部居民区（以上诸区划见图1.4）。
上述情况表明，交河城内各功能区划的分割与连接以轴线为主，东横街为辅。
东大街在区划中的作用，主要是进一步强化交河城南部居民区、衙署区、独立窑洞区、东部居民区和
北寺区的有机连接，并在衙署区和东部居民区内起分割作用。
南门内大街连接南部居民区和衙署区，又在南部居民区内起分割作用。
由此可见，轴线与三条主干道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城内区划的基本框架。
在这个框架中，除较小的独立窑洞区外，轴线与建成区的其余五个功能区划都直接相连，而独立窑洞
区由于包容在东部居民区的范围之内，亦可看作与轴线有密切关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疆考古论集>>

编辑推荐

《新疆考古论集》：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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