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
山路”……在唐代诗人岑参笔下，千年前，天山的雪仿佛总是下个不停，以
至于常被诗人提及的“轮台”具体方位，似乎也被“雪藏”。

唐轮台，今何在？这一问题历来备受后世关注，跨越千年，如今，随着
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唐代轮台县遗址的乌拉泊古城向公众开放，再度引发
各界对唐轮台的瞩目，也使蕴含其中延续千年的中华文脉重新焕发光彩。

天山脚下的乌拉泊古城，是乌鲁木齐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
代城址。这座地处“一带一路”核心区的重要文化遗存，经受岁月洗礼千
年，正逐渐向世人开启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展现守边将士纵马沙场的家
国情怀，揭示历史上中央政权管辖西域的治理脉络，诉说丝绸之路东西文
明交流互鉴的盛景。

乌拉泊古城全貌，远处水域为乌拉泊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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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台东门送君去”唐轮台，今何在？

公告
四川省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现开展“攀枝花大河流域”
“九寨沟灾后重建”“天立凤凰”
“西城时代”“阆中工业园”“电
子科大实验楼”“广元凤栖台”
“钞纸改扩建”项目债权债务清
理工作，请“攀枝花大河流域”
项目债权人：四川远诚卓泰贸
易有限公司、四川鼎轩达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四川青森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攀枝花兴磊工
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路隧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九寨沟灾
后重建”项目债权人：四川安信
捷实业有限公司、四川辉腾智
汇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成都市
佳旭明商贸有限公司、成都凯
宸商贸有限公司、成都华通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四川鑫电电
缆有限公司，“天立凤凰”项目
债权人：成都莱兴贸易有限公
司、锦江区佳益五金商贸部，
“西城时代”项目债权人：四川
宏宁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四川成安消防工程有限公
司、内江市筑友建材有限公司、
四川义梅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内江市中区瑞发木材经营部，
“阆中工业园”项目债权人：四
川蜀瑞防水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山东美达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成都启泓
建材销售有限公司、乐山三益
智享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南部
县凤昌建材有限公司、四川子
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电子科
大实验楼”项目债权人：成都四
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都铭
泰劳务有限公司、山东美达建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

司、成都川滨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成都市金顶电线电缆有限
责任公司、成都市金牛区珠江
空调配件厂，“广元凤栖台”项
目债权人：四川爱明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金牛区伟东建材经
营部、金牛区鑫蕊建材经营
部，“钞纸改扩建”项目债权
人：成都元力建材有限责任公
司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联系本单位办理相关事宜。
如上述债权人逾期不办理，公
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特
此 公 告 。 联 系 人 ：李 小 姐
028-83332497。
■成都市新都区河屯学校不慎
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5101254508337716，法定代
表人：彭宗华，现特此声明作废。
■广元市元吉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 5108025018611 遗
失作废
■达州市云盛物联网科技有限
公 司 周 朝 云 人 名 章（编 码
5117000012219）遗失作废。
■四川斌朋物流有限公司公章
（印章编号：5101250058883 ）
遗失，声明作废
■武侯区海华汽配经营部公章
5101009116309遗失作废。

■成都美华汇金投资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086685337L） 正 副
本、公章（编号：510107507349
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佳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雷亮法人章（编号：510124515
5011）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琳琳儿餐饮店，史利
民法人章（编号：51010556457
09）遗失作废。
■成都立风沐和仓储服务有限
公司公章 (5101135146086) 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新益州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工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开户行：成都农商银行郫都
支行，账号：022300000120010
012510，核准号：J6510041600
201，声明作废。
■李金桧（父:李如凯，母:王红），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
号:E510066124，申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成都市温江区天府家园康

乐中心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5 年
3 月 13 日起 90 日内向本清算
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生活服务广告028-86969860
收费标准:70元/行/天，每行13个字

律师提醒：本刊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所
有信息均为所刊登者自行提供，客户交易前请查验
相关证明文件和手续。

四川巨能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公司股票暂停过户登记期间的公告

四川巨能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确保股东确权工作的全面
完成，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托管于成都托管中心的“巨能燃气”股票（代码500015）暂
停过户登记期间从原截止日2025年3月31日延长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将密
切跟进对接股东确权申报工作的进度情况，在具备解除股票暂停过户条件后，公司
将及时办理解除股票暂停过户手续并予以公告。本公司在暂停过户登记期间，将按
照有关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公司全体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指定
咨询电话：028-86267243。特此公告

四川巨能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九日

扑朔迷离的“烂城子”

新疆“三山夹两盆”地形中，天山居中，

分隔开北疆的准噶尔盆地和南疆的塔里木

盆地。历史上，天山以南以农耕为主的绿洲

文明，与天山以北的草原游牧文明，借助纵

贯天山的蜿蜒峡谷，沟通互动，交流互鉴，形

成东联西出、南北通达的发达交通网络。

乌鲁木齐，自古是连接东疆、北疆、南疆

的交通枢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古城遗址

均为唐代始建，包括今乌鲁木齐东北部米东

区的米泉下沙河古城遗址，以及乌鲁木齐南

郊的乌拉泊古城遗址。

其中，乌拉泊古城地理方位的重要性

格外凸显，这里扼守从乌鲁木齐前往南疆、

东疆的必经之地，向东南可由白水涧道到

达唐代西州（今吐鲁番），向西南可至塔里

木盆地，向东则可达唐代庭州（今吉木萨

尔）。同时，在乌拉泊古城以东、以南、以西

等周边地带，还发现多座烽火台，对古城形

成拱卫之势。

正因如此，对乌拉泊古城的研究，很早

就进入学界视野。

从乌鲁木齐出发，沿314国道一路向南，

不到一小时车程，就来到当地一个名叫乌拉

泊村的地方。在一块东南紧临天山山麓的大

片平地上，乌拉泊古城静静屹立在这里。

这座古城略呈方形，南北长约550米，

东西宽约450米，周长约2000米。城垣基本

完好。向上仰望，虽然经过千余年自然侵

蚀，破损严重的城墙残高仍有两层楼高，角

楼、马面等残垣遗迹犹存。

据当地流传下来的说法，晚清时此城已

破败，无人居住，当地人称之为“烂城子”。

民国时，有外国人进到古城内挖掘多日，并

将带不走的陶器就地砸烂。后来，还有人在

古城里引渠种地，私挖滥采，圈养牲畜。
20世纪80年代前后，新疆大学地理系

教授林必成结合史料及古城所在地理位置
最先提出，这座古城是唐代轮台县遗址。

1982年1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
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曾在此进行短暂
试掘，出土过陶罐、石磨盘等物。

此后，因诸多原因，对乌拉泊古城的
考古发掘工作没再继续。而历史学等研
究领域对其研究探讨却逐渐掀起热潮。

国内专家学者纷纷结合各自研究领
域，提供支持乌拉泊古城是唐代轮台县遗
址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新疆考古领域权威专家陈戈专门
撰文，详细比较与唐代轮台相关的米泉古
城、昌吉古城、乌拉泊古城等古城的规模、
构筑方法、形制结构及出土遗物，通过更
具说服力的论证，确认乌拉泊古城就是唐
轮台，成为学界广为认同的主流观点。

同时，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唐轮台县
所在并非乌拉泊古城，有的说在乌鲁木齐
米泉破城子遗址，有的说在昌吉古城等。

尽管说法不一，不过综合各方研究，
相关学者基本都判定唐轮台在今乌鲁木
齐或其周边地区，只是具体地点有所不
同，有待新的资料出现，推进相关研究进
一步展开。

虽然学术疑云犹存，因其重要的历
史文化价值，2001年乌拉泊古城被评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曾一度

遭人为破坏的古城得到有效保护。

走出尘封，重放光彩

当地居民口中的一座“烂城子”，为
何会引发各方关注？这可以从史料典籍

中寻找蛛丝马迹。

据史书记载，公元640年唐朝设

立庭州（今吉木萨尔）以后，先后设金

满、蒲类、轮台三县，实行州、县两级
行政管理制度，贯彻执行中央政令；
公元702年升为北庭都护府。

根据《新唐书·西域传》描述，公元
719年，唐玄宗下令向丝绸之路商户征
税。其中特令，“诏焉耆、龟兹、疏勒、
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
台征之”。

结合相关史料分析，专家认为，
唐朝允许在北庭附近的轮台，向往来
丝绸之路上的商户征税，既通过征税
为北庭都护府提供财力支持，同时又
确保了丝绸之路北道贸易顺畅和区
域安宁。由此可见，唐轮台作为当时
中央王朝有效治理西域一处建制单
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024年9月，乌拉泊古城面向公众
开放。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
加大对乌拉泊古城规划编制、考古发
掘、整体保护、阐释宣传、文化利用等指
导协调工作力度，并加快推进古城整体

性保护利用。

乌拉泊古城迎来一拨拨参观者，

公众满怀兴致，通过实地观瞻，探寻

这座唐代古城的历史文化底蕴。

“乌拉泊古城是一座唐至元时期

的重要遗址，现存规模宏大、规制完

整，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乌鲁

木齐市博物馆（市革命历史纪念地管

理中心）馆长吐尔逊·克孜拜克说，这

座古城是历代中央政权有效治理新

疆的历史见证，对研究乌鲁木齐军事

防御史、城建发展史、屯田史和赋税

制度等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开放后的乌拉泊古城，再度引发

学界瞩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郭物，2018年起作为北庭故城遗址考

古项目负责人，率领团队负责北庭故城

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多年来，他的团队

通过大量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不断理

清天山北麓以北庭故城为核心的唐代北

庭军镇体系有效管辖西域的历史脉络。

郭物告诉记者，如今坐落在天山

北麓沿线的一系列遗址，包括北庭故

城遗址、乌拉泊古城遗址、唐朝墩遗址

等，历史上是维护中央王朝多元一体

格局的重要堡垒。2018年起，国内考

古界也对唐朝墩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

掘，专家确认该古城遗址是唐代庭州

所辖的蒲类县县治。由此，目前除乌

拉泊古城遗址未开展系统性考古发掘

外，其余两座遗址与唐代北庭军镇体

系的对应关系均已得到确认。

根据近年来考古领域获得的新

发现，他赞同乌拉泊古城遗址就是唐

代修建的轮台县县城。

“我们发现乌拉泊古城的城墙夯

土和北庭故城内城一致，非常纯净，没

有夯窝。同时，这个城外城的南北门，

以及西南小城的门，和北庭城外城曲

尺瓮城一致。此外，乌拉泊古城大小

和奇台县唐朝墩古城遗址非常接近，这一

点符合唐代西域县城特点。”郭物说，种种

迹象显示，乌拉泊古城是唐代北庭军镇体

系重要一环。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安福多次赴

乌拉泊古城实地勘查。“唐朝非常重视西

北边疆和天山廊道，在汉晋以来西域屯

垦戍边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原王朝经营

西域的全新局面。”他认为，乌拉泊古城

地理位置重要，再结合天山军防体系、适

宜的收税地点等方面分析，唐代轮台城

应为乌拉泊古城。

当然，唐代轮台城是不是乌拉泊古

城所在，仍有待更多新的证据支撑。

千古传诵的家国情怀

千百年来，随同乌拉泊古城坚固城
墙一同留存的，还有脍炙人口的边塞诗。

作为唐代边塞诗人杰出代表，岑参
围绕西域风物，留下《白雪歌送武判官归
京》等传诵千年的优美诗篇，笔下更是多
次提及西域地名“轮台”。如“西向轮台
万里余，也知乡信日应疏”“闻说轮台路，
连年见雪飞”“交河城边鸟飞绝，轮台路
上马蹄滑”等。

其中，最能体现“轮台”地理风貌的
作品，莫过于《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
征》——“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
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
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岑参曾两次到西域，第一次是在安
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职，第二次
则入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军幕，为判官，在
北庭待了三年。

后人研究发现，岑参笔下的“轮台”，
多指代北庭，有时却又并不具指特定地
点，成了不断变动的地理概念。

“轮台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中延续时
间最长、内涵最为丰富的西域意象之
一。”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
授吴华峰指出，从汉代开始，随着丝绸之

路的凿空，大量西域元素涌入文学创作

中，“轮台”是其中一个典型。

单从地名看，历史上轮台曾有两处，

一处为汉轮台，位于今新疆轮台县；唐代

设轮台县时，“取汉轮台为名”，只不过地

点从南疆移到了天山以北。

吴华峰认为，在文学语境当中，尽管

汉轮台自汉武帝时已不复存在，但“轮台”

因具有独特地理特征与深厚历史底蕴，仍

被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记忆，在古典诗歌中

重获生命，贯穿于历朝历代的诗作。

“南宋陆游晚年僵卧孤村之际，仍然

情不自禁地‘尚思为国戍轮台’，点缀在浓

厚家国情怀中的轮台意象，将中国古代诗

歌以轮台代指西北边塞的艺术表达推向了

高潮，千载之下，令无数读者为之动容。”吴

华峰说，到了清代，清人喜用轮台代指乌鲁

木齐，一批“轮台八景诗”应运而生。
他认为，不论汉轮台或唐轮台，历史

实体的轮台可能消失，但中国古代诗歌
中对轮台的重新建构，使隐于时间深处
的轮台在文学与历史的交汇点重新焕发
光彩，并在历代诗人的反复书写中，凝固
成一座内蕴丰富的文化与心理坐标。

文图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