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考古专家而言，以海量文物为
线索，完成历史拼图，挖掘文化遗产背
后的故事仍在继续。

在已出土的上万件各类文物和
文物残片中，有大量石膏佛像残块，专
家根据部分残块分析，莫尔寺最高佛
像可达4米；结合古籍记载，以及出土
佛像特点、开元通宝钱币、泥瓦、贴金
佛像手指等综合分析，莫尔寺遗址长
方形大佛殿很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
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关联。

文献记载，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
各建大云寺，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
都兴建，“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
僧住持，即是?州人士”。李文瑛介绍，
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唐朝时中
央政权通过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
有效管辖天山南北，为保障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当然也包括宗教稳定发展
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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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发掘领队肖小勇认为，佛教公元前
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后，在喀什地区
形成一个佛教传播中心，并影响到库
车及更远的地方，继而向中原地区传
播，与当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动格局。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专家有了更多
发现。

肖小勇认为，莫尔寺遗址附近在
汉唐时期应为重要农耕区。此外，莫
尔寺遗址南面有直线距离约5.2公里
的汗诺依古城遗址，东面直线距离10
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遗址，西面约30
公里还有三仙洞石窟等，进一步说明
莫尔寺遗址一带曾是当地重要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2024年10月,《莫尔寺遗址文物
保护规划（2024-2035年）》获国家文
物局批复，莫尔寺遗址面向公众开放
已提上日程。

成功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后，莫尔寺知名度日渐响
亮，搭乘南疆火车的旅客，得知途经莫
尔村附近时，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莫
尔寺的身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党组
书记、局长李军说，下一步将对莫尔
寺遗址历史信息进行完整展示，全
面、准确阐释其历史文化价值，并整
合周边文化资源，让遗址拥有集文
物保护、研究、展示等为一体的功
能，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重要载
体，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文图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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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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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诞生于印度，传入新疆
的时间说法不一，主流观点

是公元前1世纪左右，从于阗或疏
勒传入。文献记载，西去求法的高
僧，无论是法显、还是玄奘，都曾对
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
叹，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
因素影响，疏勒保存下来的汉唐遗
迹并不多，残存于游记、史书中的只
言片语留给今人无尽遐想和遗憾。

因此，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这
座地处西域四大佛教中心之一，由
佛塔、佛殿和僧房等遗迹构成的大
型、高等级佛教寺院遗址尤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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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该遗址因
被掠夺等原因，仅留下有限
的文字和图片记录。此后，
在我国第二、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中，遗址有了初步测
绘等信息，但遗址范围、布
局、建筑结构等关键问题仍
不明确。

自2018年新疆考古纳
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
大项目以来，莫尔寺遗址考
古项目被列入“新疆多元宗
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
究”课题，由中央民族大学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
研究所联合开展发掘。

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铲
下，湮没史海千余年的疏
勒佛教文化遗存，再次回
归人们的视野。

动物骨骼鉴定显示主
要为羊、黄牛和马骨，印证疏
勒僧侣吃肉的记载；孢粉分
析发现遗址有40余种植物
种属；运用地球物理勘探技
术探测地下遗迹……多学科
技术深度介入，让考古发掘
提取的信息更丰富，文献里
干瘪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

“以往佛教何时传入西
域，大家都是从文献记载得
出的认识，而莫尔寺考古系
列碳14数据结合遗迹遗物，
提供了考古证据：在公元1
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
研究所所长李文瑛介绍。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佛
面、手部残片。

2022年7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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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带领考古工作队员讨论出土文物情况。

2019年7月，考古工作队员在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现场布置探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