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布局示意图。

新疆喀什，古称疏勒，地处丝绸之路
南、北两道交汇处，各色文化艺术在此地
融合荟萃。

肖小勇介绍，莫尔佛塔（圆塔）是高
覆钵式土坯塔，采用犍陀罗传统的窣堵
波样式，作为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
已经屹立了1800余年。相隔约60米，由
5 层塔身和大型台基构成的方形实心土
坯塔（方塔），台基边长 39.36 米，仅比位
于河北的、东魏北齐时期邺城赵彭城佛
寺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 5 米，规模接
近皇家寺院等级。

一圆一方，风格迥异，两座佛塔在漫
长岁月中并肩依存千余年。

“公元1-3世纪，以圆塔为中心，附近
和旁侧非对称分布僧房，公元4世纪以后，
遗址的礼拜中心变为塔、殿并重，最后向
以具有中原建筑布局特征的长方形大佛
殿为中心转变，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讲
堂、厨房和方塔等。10世纪上半叶，寺院建
筑被毁后废弃至今。”肖小勇介绍，从这一
寺院由汉到唐近千年的布局演变，可看出
中华文化显著的包容性与佛教中国化进
程，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与互动
提供重要考古学证据。

作为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地区年代
最早、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保存
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新疆
喀什莫尔寺遗址填补了古疏勒佛教历史
与考古研究的空白，实证新疆各宗教信仰
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为追溯我国地面佛
寺源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文图均据新华社

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中国化，对
丰富和繁荣中华文化影响深

远。近期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进
一步实证并展示了自汉至唐，佛教传入
中国并逐渐汲取中华文化营养、实现佛
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

这座古代佛寺历经千年岁月何以
重焕光彩？重见天日的出土文物又讲
述了古丝路上的哪些故事？

2025年6月16日 星期一 编辑 张海 版式 吕燕 校对 汪智博

人文版 51

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系
列
报
道

文
明
探
源

佛
寺
映
千
年

莫
尔
寺
遗
址
见
证
丝
路
文
化
交
融
（
上
）

，

2

填
补
古
疏
勒
史
研
究
空
白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小台地
北部建筑、排水沟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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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寺遗址，位于新疆喀
什市东北30多公里处莫尔村附
近一处洪积台地上。最显眼的
是两座土坯佛塔，一圆一方，遥
遥望去，如两枚巨大印章盖在
苍茫荒原上。

“莫尔”，在当地少数民族
语言里是“烟囱”的意思，当地
老乡把耸立的佛塔当作烟囱，
莫尔寺遗址由此得名。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
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莫
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
介绍，千年来虽饱受风雨侵蚀，
但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后
被冲下的泥土持续包覆，得以
保存至今。

自2019年开启考古项目以
来，考古人员持续不断收获惊
喜。“第一次去现场勘察，从地
面上看感觉几乎没有多少工作
的余地。”肖小勇回忆说，当时
除了一圆一方两座佛塔，地表
仅能见到几处残墙痕迹和零星
散布的陶片。但发掘不到半个
月，第一座僧房出现，让考古团
队看到希望，“地下埋藏的东西
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

6 年间，在考古人员手铲
下，僧舍、回廊式佛殿、长方形
大佛殿、讲经堂、厨房、储物间、
餐厅等建筑纷纷浮出地面。共
发掘 4600 平方米面积，发现遗
迹包括 18 座单体建筑共计 62
个房间、2 条阶梯式踏道，出土
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

“莫尔寺既有自身特色，也
能在其中看出印度、犍陀罗、中
亚、当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
元素。”肖小勇介绍。

考古工作队员在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现场进行考古绘图。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
木质佛足残片。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
莲花纹木质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