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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拉甫却克佛寺，2019年新发现于哈密市白杨河流域拉甫却克古城西侧，分为两

区，Ⅰ区以大佛殿为中心，Ⅱ区以佛塔为中心，另有讲经堂、洞窟、僧房等遗迹，是一处布局

系统、功能完备的佛教遗存。拉甫却克佛寺的营建风格与哈密市白杨沟佛寺、庙尔沟佛寺

有相似之处，结合建筑风格、出土的壁画及测年数据，推测该佛寺建造、使用于9~1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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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杨河流域是哈密佛教遗存最为集中的地区，相关调查与研究始于上世纪初格伦威德尔对白

杨沟佛寺进行的发掘①，其后还有 1988年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对白杨沟佛寺、甲朗聚龙佛寺、托玛佛

寺等进行的调查和记录②，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新确认卡孜玛洞窟、托呼其佛寺及央打克佛寺 3
处遗存，以及 2009~2010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对白杨沟佛寺遗址等进行的详细调查和测绘③。

2019年，在对白杨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时，新发现一处规模较大且具有系统布局的佛教寺院遗址，

因其东距拉甫却克古城仅100米，遂命名为拉甫却克佛寺（图1）。

一、佛寺概况

拉甫却克佛寺位于哈密市五堡乡博斯坦村，东距哈密市约 65公里，北距甲朗聚龙佛寺 700米。

地处天山南麓白杨河中游西岸，地势整体西高东低。佛寺建于一处雅丹台地上，北、南两部较为集

中，划分为Ⅰ、Ⅱ两区，中部较低矮，现代墓葬杂处其中。西为枣地，东侧是便道和水渠。Ⅰ区雅丹

①［德］A.格伦威德尔著，赵崇民、巫新华译：《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② 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哈密地区文物普査队：《哈密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1年第 4期。记录佛教遗址 9处，其中小

泉子南佛教遗址在第三次文物普查新定名为小泉子烽燧。

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新疆哈密地区文物局：《白杨河上游佛寺遗址调查报告》，哈密东天山古伊州文化研究院

编：《2009年东天山文化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哈密地区文物局：《新疆哈密白杨河下游佛寺遗址群调查报告》，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

第5辑，三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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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地呈长条形，长约 67米，宽 24米，高约 7米。Ⅱ区台地形状不规则，长约 60米，宽约 50米。佛寺

建筑均依原生黄土台地而建，现存 7座佛殿、1座佛塔、1座讲经堂、8座洞窟、8座房址及 4个灰坑。

雅丹崖壁还密集分布 217座婴儿墓葬。因遭受风力侵蚀、人为取土等原因，佛寺破坏严重，保存较

差（图2）。

图1 拉甫却克佛寺位置图

图2 拉甫却克佛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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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Ⅰ区遗迹

Ⅰ区遗迹依台地走势南北向排列，现存建筑根据其形制、位置分布可分为佛殿及洞窟。佛殿均

开凿或营建于崖体的东面，开口朝向东南，共 6座，包含 3座大佛殿及 3座小佛殿。洞窟 2座，分别位

于崖体西北、南近地面处（图版叁，1）。

（一）佛殿

FD1 位于Ⅰ区东北端，距地表 4.5米。朝向 107°，整体坍塌严重，保存西壁、北壁大部分以及

南壁小部分，壁面平直齐整，西壁长 3.25米，北壁残长 3.1米，南壁残长 1.9米，洞窟西北角和西南角

保存完整，残高1.9米。南壁残存草拌泥壁面（图3）。

FD2 位于Ⅰ区北端东面，采用减地留墙法直接在崖体掏挖筑成，朝向 117°。整体坍塌严重，

东、北、南三壁均毁，根据西南角、西北角处的拐角残痕及其分布位置判断该处可能为一佛殿，南北

长约7.4米，东西宽约7米。正壁残高6米，明显可见3个柱孔（图4）。

图3 FD1平剖图 图4 FD2平剖图

FD3 位于Ⅰ区中部偏北，依崖壁修建，朝向 117°。整体坍塌严重，东、北侧墙壁不存，南侧墙

残存部分，西侧墙面坍塌暴露崖体生土，根据西南角、西北角的弧度及建筑大小判断其可能为一个佛

殿。西壁长6.6米，南壁残长7.9米，残高5.6米。室内残存较多塌落的大土块，堆积西高东低（图5）。

FD4 位于Ⅰ区东面中部、FD3南侧，朝向 118°。根据洞窟南壁中部残存的一小段呈西南-东
北走势的墙体判断该处为前后室建筑。窟顶、后室北墙及前室坍塌，后室的西南角和西北角明显可

辨。西墙长 3.7米，南墙长 1.24米，西北角残高 2.8米。前后室隔墙厚 0.95米；前室仅剩南墙部分，残

长0.8米。洞窟为直接在崖体掏挖筑成，不见草拌泥墙面（图6）。

FD5 位于雅丹台地东面中部偏南，依崖壁修建，佛殿朝向 123°。佛殿整体坍塌严重，正壁相

对而言保存较好，西北角明显可辨，其余墙体毁损。正壁长 7.3米，残高 6米，北壁残长 4.4米。正壁

中部有土坯砌筑的残迹。北半部分保存较完整，南半部分有少量塌落，暴露两个柱孔，似为佛像残

留，顶距现地面 4米，厚 0.5米。下部残留方形台座，高 0.78米，厚约 1米。推测佛像原为土坯砌筑而

成。佛殿的西北角处有一个墩台，高约3米，下部为生土，上部为土坯砌筑，用途不明（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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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6 位于Ⅰ区南端，朝向 128°。该洞窟为前后室建筑。后室保存相对完好，明显可辨该洞窟

为减地留墙建筑，并在四壁堆砌土坯，土坯堆砌方式为一丁一顺。后室平面呈方形，宽 4.2米，进深

5.3米，残高 2.5米，西南角顶部内收。土坯墙厚 0.55~0.6米，残高 1.8米。后室西南角的墙面明显可

见草拌泥，草泥层厚 0.04米。前后室间的墙体毁损，北段残长 1.1米，南段残长 1.48米，墙厚 0.55米。

前室坍塌严重，残留部分南、北壁，南壁残长3.45米，南北宽3.05米。室内堆积西高东低（图8）。

图5 FD3平剖图 图6 FD4平剖图

图7 FD5平剖图 图8 FD6平剖图

调查时在FD6后室南壁处开宽 1米探沟一条。堆积共有两层：①层为后期的风积层；②层为房

屋倒塌堆积，包含壁画残块、草枝、石头和土坯。壁画图案施白、铁锈红和黑彩，推测为佛殿顶部小

千佛像。

（二）洞窟

K1 位于Ⅰ区北端西面，崖面下部掏挖筑成，朝向 293°。洞窟平面呈不规则的梯形，北壁与东

壁基本垂直，南壁与东壁形成钝角，斜平顶，顶部与四壁接壤处呈弧形。洞窟前半部分坍塌，现洞口

大敞，东南角有一豁口。洞窟宽 2.53（东）~2.73（西）米，高 1.8（东）~2.02（西）米，北壁残长 2.6米，南

壁残长 3.1米。洞窟正壁与窟顶接壤居中处开一小龛，底宽 0.15米，高 0.12米，进深 0.09米。洞窟顶

部工具凿痕明显，四壁残留草拌泥墙面，厚约 0.01米。顶部和北壁接壤处有后期修补的草拌泥，壁

面均见火烧痕迹，呈灰黑色，推测为后期有人重复利用，在此生活居住（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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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位于Ⅰ区南端，朝向 212°。洞窟平面呈梯形，内窄外宽，平顶微弧，洞室前半部分坍塌。

洞窟正壁宽 2.5米，高 1.3（北壁）~1.6（残窟口）米，残进深 1.95米。洞室顶部及残留三壁土质坚硬，

呈红色，火烧痕迹和凿痕明显（图10）。

图9 K1平剖图 图10 K2平剖图

三、Ⅱ区遗迹

Ⅱ区位于Ⅰ区南侧，相距 70米。整体以佛塔为中心，朝向东南。佛塔西侧有基本贯通南北、沟

通佛寺各个单元的便道，以及沿崖体开凿的 4座房址；北有讲经堂、佛殿、洞窟各 1座，开凿于崖体东

面，南北向排列；南侧为烧毁坍塌的4座房址，4座灰坑及1座洞窟（图版叁，2）。

（一）1号讲经堂

JT1 位于Ⅱ区北部东面，朝向 120°。使用减地留墙法建造，顶部完全坍塌，推测为穹窿顶。顶

部西南角处有一道后期修的小路，东壁仅存南小部，四壁平直齐整，草拌泥全部剥离，明显可见凿

痕，根据凿痕可判断工具宽约 8厘米。正壁不见柱孔，南北两壁各有一个柱孔。经堂东西进深 7.9
米，南北宽 8.23米，东壁残长 2米，残高 4.4米，起券高度为 2.8米。室内堆积较平整，窟门附近有分

布较多大土块。根据室内地面较平整，且正壁无柱孔等现状，初步判断该处为讲经堂。该建筑上部

为青灰色堆积，推测该殿毁于火灾（图11）。

（二）1号佛塔

FT1 位于Ⅱ区中部偏北，朝向 124°。该建筑现存一个较大的长方形台基及向东延伸的长斜

坡踏步，土坯砌筑，踏步东端因修便道及水渠被毁。台基东西长 15.1米，南北宽 11.4米，残高 4.1米，

表面坑洼不平。台基四周有回廊，东回廊略残，其余部分保存较好，宽 3米。斜坡踏步残长 6.8米，

高3米（图12）。

图11 JT1平剖图 图12 FT1平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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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殿

FD7 位于Ⅱ区北部东面、JT1南侧，朝向 128°。前后室建筑，整体坍塌严重，壁面墙皮已全部

剥落。后室南北宽 4（西）~5.3（东）米，进深约 6.2米。前室南北宽 5米，残进深 2.6米。前后室隔墙

残，南段残长0.6米，残高0.7米，北段残长1.06米，残高1.75米，厚1.56米（图13）。

（四）洞窟

K3 位于Ⅱ区南端，依崖壁掏挖而成，开口朝向 267°。平面呈方圆形，平顶略弧，前半部分坍。

四壁有火烧痕迹，呈青灰色。洞窟东西宽及进深均为 2.8米，高 1.75米，门道宽 1.3米。洞窟西侧有

一长方形坑，南北长1.4米，东西宽0.8米，暴露深度为0.5米（图14）。

K4 位于Ⅱ区东北部、JT1北侧，开口朝向 121°。平面呈梯形，平弧顶，前半室坍塌，北壁塌损，

西北拐角依稀可辨，室内堆积较多塌落的土块。南、北、西及顶部火烧痕迹明显。正壁宽 1.96米，高

1米，进深1.45（南）~2.8（北）米（图15）。

图13 FD7平剖图 图14 K3平剖图 图15 K4平剖图

（五）房址

F1 位于Ⅱ区西北侧，开口朝向 168°。房址西北角为后期修的小道破坏，墙表剥蚀严重，仅存

大致房屋形状。东墙基本全毁，东南拐角处略有弧度，室内堆积西高东低。宽 3.6米，进深 4.4米，南

壁残高1.9米（图16）。

F2 位于Ⅱ区西侧、F1南侧，开口朝向 99°。坍塌严重，仅存西墙和南、北墙的西半部分，墙表

剥蚀严重，室内堆积西高东低。宽2.9米，残进深2.1米，残高0.9米（图17）。

图16 F1（东南-西北） 图17 F2（东南-西北）

F3 位于Ⅱ区西侧、F2西南侧，开口朝向 166°。房顶坍塌，仅存墙体，房址平面呈不规则的方

形，西墙与北墙形成规整的直角结构，西南角被破坏，留有小道，南墙略呈弧度。西墙残长 3.85米，

北墙长3.1米，南墙残长2.7米，现南墙东端与北墙东端相距2.6米，残高1.3米（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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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位于Ⅱ区西侧、F3南侧，开口朝向为 102°。整体坍塌严重，仅存西墙及北墙西半部分，西

北拐角明显，西南拐角在墙根处隐约可见，墙表剥蚀严重，室内堆积西高东低。西墙长 3.35米，北墙

残长1.8米，残高1.7米（图19）。

图18 F3（南-北） 图19 F4（东南-西北）

F5 位于Ⅱ区中部偏南，遭严重破坏。该房屋可能为若干房屋组成，表面为较厚的青黑色堆

积，为大火焚烧痕迹，推测该片房屋经大火焚烧后塌毁。由于墙体不明显，不确定该处房址具体布

局及方向。F5西侧和南侧有 4个灰坑，其中两个灰坑存在打破关系。F5东西长 13.5米，南北宽 10.7
米，其北墙距地面约1米（图版叁，3）。

F6 位于Ⅱ区南部，开口朝南，可见四壁墙体痕迹，西壁

南端开口与F7相连。东西宽5.4米，南北进深4.45米，墙体残

高35厘米。西北角处有一圆形带状小坑，口径0.97米，深0.75
米，壁面呈弧形（图20）。

F7 位于Ⅱ区南部，开口朝南，可见四壁墙体痕迹，西壁

南端开口与F6相连。根据残存现况，判断该建筑为前后室，

后室东西宽 3.8米，南北进深 4.6米，北墙残高 1.2米。F6、F7
两房隔墙厚1.1米。前室残存部分东壁，长2.6米，其余部分塌毁（图版叁，4）。

F8 位于Ⅱ区南部，判断开口朝南，根据残留的部分北墙和东墙判断该处为房屋。北墙残长

1.6米，东墙残长3.9米，残高2米（图版叁，5）。

（六）灰坑

H1 位于F5西墙处，口径1.1米，暴露深度0.5米（图21）。

H2：位于F5南墙偏西，口径1.4米，暴露深度0.45米（图22）。

图21 H1（西北-东南） 图22 H2（北-南）

图20 F6（西南-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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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位于F5南侧中部，被H4打破，口径1.25米，暴露深度0.6米（图23）。

H4：位于F5南侧中部，打破H3，口径1.6米，暴露深度0.75米（图24）。

图23 H3（西南-东北） 图24 H4（西北-东南）

四、僧房窟

Ⅰ区和Ⅱ区之间的台地东侧崖面分布有僧房窟，现存 4个，均依崖壁开凿而成。因流水冲蚀，

破坏严重。

K5 残留西壁及南壁小部分，仅西南拐角明显可见。西壁竖直平整，西南拐角的壁面走势由

下往上略带弧形。壁面不见草泥层。西壁正中有一处婴儿墓。西壁残长 3.2米，残高 2.6米，K5、K6
间的墙厚 0.45米。婴儿墓长 0.5米，宽 0.2米，进深 0.15米。婴儿墓南 0.25米处有一柱孔，凿痕明显，

口径0.14米，进深0.07米（图25）。

K6 仅残留西壁，西南、西北拐角隐约可见。西壁较为平整，现有若干小孔，推测为流水冲蚀。

西壁残高2.5米，长2.23米。壁面不见草泥层（图26）。

图25 K5（东南-西北） 图26 K6（东南-西北）

K7 依稀可见西壁，残高 2.7米。壁面上多为流水或其它原因侵蚀的小洞，其北偏上有一尖拱

形小龛，壁面不见草泥层。小龛距地面 1.95米，长 0.4米，高 0.4米，进深 0.26米。该小龛左下方为一

片后期涂抹的草泥。南墙与西墙接壤处有一小龛，应为后期陶挖，长 0.3米，高 0.3米，进深 0.18米
（图27）。

K8 根据其西南、西北处存在的弧度初步判断为洞窟。西壁长约3.15米，残高2.7米（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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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K7（东南-西北） 图28 K8（东南-西北）

五、婴儿墓

佛寺崖壁及其西侧台地崖面共发现 217座婴儿墓葬，Ⅰ
区 41座，Ⅱ区 56座，佛寺西侧台地 110座，大多距现地表 1.8
米以上。其建筑方式为在崖面开凿一个长方形龛，铺垫草

枝等，安置婴儿尸体后用土坯及草拌泥封闭。有 71座保存

完整，3座暴露少量骨骼，15座暴露草枝或包裹的衣物，129
座完全暴露，不见人骨等遗物（图29）。

六、结语

（一）佛寺布局和建筑特征

佛寺Ⅰ区和Ⅱ区依地势建筑，形成两个相对独立而又联通的建筑格局。

Ⅰ区以两个大型佛殿（FD2、FD3）为崇拜的核心，并与两侧的 FD1、FD4构成组合，体现了统一

的规划设计。FD2和 FD3似为“双佛殿”，其背后是否有特殊的题材及信仰尚无法确定。FD5规模

相对偏小，位于崖体中部偏南处，为后期增建的佛殿。K1、K2的朝向与佛殿及其它洞窟不一致，均

有明显的火烧痕迹,为生活区或佛寺废弃后，被后人延用。

Ⅱ区以佛塔（FT1）为礼敬中心，周边讲经堂、小佛殿及僧房，礼拜区、讲经区和生活区俱全，功能

完备。佛塔地势最高，符合佛律关于“塔应在高显处作”的规定①。佛塔残留部分斜坡踏步和方形塔

基及周边的回廊，作为佛寺Ⅱ区的布局中心及礼拜中心彰显庄严。

Ⅰ区和Ⅱ区之间的台地崖壁上残存僧房窟。两区间相距 70米，推测原为生活区，地势低于主

要用以礼拜、布道的Ⅰ区和Ⅱ区。佛教戒律将僧地、佛地做了区分。如《摩诃僧祇律》载：“不得僧地

侵佛地，佛地不得侵僧地。……不得使僧地水流入佛地、佛地水得流入僧地。”②

白杨沟佛寺和庙尔沟佛寺是东天山地区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功能布局较完善的佛寺遗址，拉

①《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三，《大正藏》第22册，第498页上。

②《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三，《大正藏》第22册，第498页上。

图29 婴儿墓（西南-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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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却克佛寺的营建、布局与这两座佛寺有相似之处。拉甫却克佛寺Ⅰ区的三个佛殿开凿于崖壁中，

原设三尊大型佛像。其建造方式类似哈密的庙尔沟石窟Ⅰ区各窟（图版叁，6）和白杨沟佛寺Ⅱ区大

佛殿（图版叁，8）。拉甫却克佛寺FD5顶部坍塌，但仍残留上收的弧面，结合庙尔沟及白杨沟佛寺的

大像窟，推测 FD2、FD3及 FD5原也为穹窿顶。根据三座佛寺大佛殿正壁土坯遗存，可知大佛像均

为土坯砌筑。拉甫却克佛寺Ⅱ区的佛塔由高大的方形塔基、四周回廊及长斜坡踏步组成，类似建筑

布局在另两座佛寺亦可见，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中心建筑为佛塔，而后两者的中心建筑为佛殿。位

于白杨沟佛寺Ⅲ区台地顶部、《白杨河上游佛寺遗址调查报告》所命名的 F14①，应为佛殿，与其四周

的回廊及西南的斜坡踏步为整体（图版叁，7）。庙尔沟佛寺此类建筑分布在Ⅱ区高地中心，长斜坡

踏步朝向西南，保存完整，下以圆石为基底，上砌筑土坯。佛殿位于踏步东北端，佛殿外有回廊。佛

殿东侧为两座小佛塔，Ⅱ区整体布局上而言，呈塔、殿结合（图版叁，9）。

带长斜坡踏步及回廊的大型佛塔、佛殿建筑无独有偶，频见于东天山地区大型佛寺遗址内，通

过斜坡由低至高的延展性更加凸显其庄严神圣的气派。其建筑之大、位置之高、布局之重，无疑使

之成为事佛礼拜的焦点所在。此外，营建土坯大佛所体现的大像崇拜，也是拉甫却克佛寺、白杨沟

佛寺及庙尔沟佛寺的共同特点。上述，可能是该时期佛寺营造之风尚，或许可以作为一类具有年代

性及地域性的判断依据。

拉甫却克佛寺东距拉甫却克古城约 100米，后者当为唐代伊州下辖的纳职城故址，考古资料显

示，古城在南北朝至宋元都在使用②。佛寺距城较近，为信徒参拜、供养僧团提供了便利。在城外建

寺可溯于释迦牟尼的时代，伽蓝应建在离城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若建在城中，则不免沾染世俗的喧

哗，但若离城太远，又不利于僧人化缘乞食。如在“布施祇园精舍”的故事中，舍利弗言“今此园中，

宜起精舍，若远作之，乞食则难，近处愦闹，妨废行道。”③

（二）佛寺年代

拉甫却克佛寺与白杨沟佛寺遗址群距离较近（图 30）。斯坦因认为白杨沟佛寺属回鹘时期④。

格伦威德尔在佛寺内还发现了回鹘文、婆罗谜文题记以及回鹘文、藏文文书⑤。2009年，西北大学

和哈密地区文物局对白杨沟佛寺遗址群进行了调查，推测白杨沟佛寺主区的年代为 8~10世纪⑥。

林立在《西域古佛寺》中认为佛寺遗址的年代是高昌回鹘时期⑦。白杨河下游的托玛佛寺 2号遗址、

恰普禅室顶部残存千佛图案，接近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回鹘风千佛，证明此区域确实有回鹘佛教徒的

活动，斯坦因由残存壁画风格推测后者几座洞窟属于回鹘时期⑧。

拉甫却克佛寺 FD6出土壁画从风格上判断应为汉风壁画。但回鹘佛教美术受汉人的濡染颇

深，难以从壁画残片中发现更多信息。FD6西壁采集的植物样品，测年显示其绝对年代在距今

①《白杨河上游佛寺遗址调查报告》，第56页。

② 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5页。

③《贤愚经》卷十，《大正藏》第4册，第419页中。

④［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西域考古图记》卷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59页。

⑤《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第397、400页。

⑥《白杨河上游佛寺遗址调查报告》，第66页。

⑦ 林立：《西域古佛寺——新疆古代地面佛寺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55页。

⑧《西域考古图记》卷三，第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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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0年，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

887-1013年（95.4%）。FT1底部采集的植

物样品，所测年代数据为距今 1070±30年，

校正年代为 940-1021年（74.6％）。从测年

数据结果分析，拉甫却克佛寺建筑年代在 9
至11世纪。

综合上述线索，拉甫却克佛寺 I区遗址

大约建于高昌回鹘时期。与白杨沟佛寺的

大佛殿、庙尔沟石窟一样，I区的三个佛殿

反映出回鹘人塑造大佛的热情。乾符三年

（876），仆固俊取伊州，伊州归高昌回鹘管

辖①。但此时伊州政权破败，似无力承担庞

大的佛寺营造工程。而且佛教在回鹘中的

传播浸染及传承沿用也需一个过程，佛寺

的建筑年代应晚于高昌回鹘的建立年代。

在 14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哈密，佛教趋于

衰败②。在宗教变迁的大背景下，拉甫却克

佛寺渐被废弃。明永乐十二年（1414），陈

诚出使西域途径拉甫却克古城时言，“有古

城名腊竺，多人烟树木，败寺颓垣”③，“腊

竺”即纳职之误，“败寺颓垣”即已明确此地

佛教衰落，佛寺已废的景象。因此，初步将佛寺的沿用年代推定为9-13世纪。

至于分布在崖面上的婴幼儿墓不是佛寺相关遗存，是在佛寺废弃后修筑，测年显示其在清代。

致谢：拉甫却克佛寺调查是哈密市白杨河流域综合调查的子项目，得到了哈密市文物局（文博

院）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附记：参与调查人员有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尚玉平、王永强、张奋强、蔡浩强、陈意；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杨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所魏文斌；哈密市文物局（文博院）艾合买提·牙合甫、玉

素甫·哈力克、祖力卡尔·祖农等。插图由蒋经国、陈意绘制。照片由张奋强、王永强拍摄。资料整

理由陈意、杨波、艾合买提·牙合甫完成。

执笔：陈意、杨波、艾合买提·牙合甫

① 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 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第26页。

② 李进新：《新疆宗教演变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9页。

③（明）陈诚：《西域行程记》。

图30 白杨河流域佛寺遗址群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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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拉甫却克佛寺Ⅰ区（东南-西北） 2.拉甫却克佛寺Ⅱ区（东南-西北）

3.F5（东北-西南） 4.F7（西-东）

5.F8（西-东） 6.庙尔沟佛寺Ⅰ区

7.白杨沟佛寺Ⅲ区佛塔（西北-东南） 9.庙尔沟佛寺Ⅱ区（东-西）8.白杨沟佛寺大佛殿（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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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Yangjiagou Cemetery in Shanshan County, Xinjiang
Xinjia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Academia Turfanica

Abstract: In March in 2018, they discovered a slope cavern tomb on a platform 100 meters in the south of
Dongbazar Township local Government when officers there organized villagers to remove modern tombs,
the tomb is wide and well-maintained. with gateposts, ear chambers, side niches, and corpse stands,
where there are figurines carved from raw soil, in the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corners. In April 2020, be⁃
cau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orting facilities in the shantytown in Dongbazar Township, Shanshan
County, 2 tombs were discovered during the relocation of modern tombs. In July 2020, the Xinjiang Insti⁃
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Academia Turfanica jointly conducted rescue excavation work
on these tombs, and 9 ones were excavated at that time.
Key words: Shanshan County, Yangjiagou Cemetery, Slope Cavern Tomb

A Brief Report on the Tombs of Windbreak and Sand Forest of Badam Village
Academia Turfanica

AbstractAbstract:: In May 2005, the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cademia Turfanica carried out rescue excavation
of 6 tombs destroyed by land reclamation in the windbreak and sand forest of Badam village. The shape of
the tombs can be divided into slope roads of earthen cave tombs with patio and slope path ones. The wood⁃
en cup with ears unearthed in M5, the wooden figurines unearthed in M6, and the pottery ones unearthed
in M3 and M5 are all sand-grey pottery and plain surface. The shape and style of the vessels 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the same kind unearthed in the Tomb of Astana during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The age of
these three tombs is the period of the Sixteen Kingdoms. There is only one tomb in the courtyard in the
slope belt. Judg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 of the tomb shape, the copper coins of the Tang Dy⁃
nasty "Kaiyuan Tongbao 开元通宝" and the burial objects unearthed, the tomb is dated back to the Tang
Xizhou period.
Key wordsKey words: Turfan Badam Village, Windbreak Belt, Slope Road, Sixteen Kingdoms, Tang Xizhou
An Investigation Briefing on Lapččuq Temple in Hami City, Xinjiang

Xinjia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ology of Hami City
AbstractAbstract:: The Lapčuq Buddhist Temple, newly discovered in 2019 on the west side of Lapčuq Ancient
City in Baiyang River Valley, Hami City, is divided into two areas. AreaⅠis centered on the Great Buddha
Hall, while Area Ⅱ is centered on the stupa. Furthermore, there are other relics such as sutras, caves and
monk houses, which is a Buddhist relics with a layout system and complete functions. The construction
style of Laqčuq Buddhist Temple is similar to that of Baiyanggou Buddhist Temple and Miaoergou Bud⁃
dhist Temple in Hami City. Combined with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unearthed murals and dating data, 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 temple was built and used in the 9th to 13th century.
Key wordsKey words:: Lapčuq Buddhist Temple, Great Buddha Hall, Stupa, Kočo Uyghur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Cave 27 of Kizil Grottoes in Baicheng County, Xinjiang

Sha Na
AbstractAbstract:: The Kizil Caves located on the cliff of Mingöytagh Mountain which is on the north bank of Mu⁃
zhati River. The river is about 7 kilometers southeast of Kizil village, Baicheng prefecture, Xinji⁃
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The caves are about sixty kilometers away from west Baicheng prefecture
and around seventy kilometers away from east Kucha City. It is the earliest excavated and the most west⁃
ern located of a large Buddhist grottoes group in China. It shows the creation development and high
achievement of Buddhist art in Qiuci (Today’s Kucha) region from the 3rd century to the 9th century and
it is not only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Kizil Caves but also an outcome of ancient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The 27th cave is relatively special among Kizil Caves because of the shape and struc⁃
ture as well as the theme of murals. Both of them provide full and reliable data for research. This work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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