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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隅书香静，众人学风浓。”阜康市滋
泥泉子镇不断深入推进农家书屋建设，依
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组织领导、志愿服
务队伍、运行保障机制等方面的优势，围绕
红色经典阅读、健康讲座、法律普及、志愿
服务等，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农家
书屋+”活动，积极拓展农家书屋的功能，
打造暖心惠民的“精神驿站”。

今年3月13日，滋泥泉子镇12名图书管
理员参加了阜康市农家书屋管理员培训，进
一步提升农家书屋管理员业务素质和管理
水平，扎实推动农家书屋服务效能，为社会
基层提供文化服务功能打下坚实基础。

滋泥泉子镇9个中心村均配备种类丰

富的书籍，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法
律、卫生、文艺、文化教育等内容，满
足群众的多样阅读需求。

当下，正值春耕春播的关键时期，
为掌握好农业生产技术要领，村民走进
农家书屋查阅种植养殖、科普知识、农
业政策等书籍，为农业生产寻找良方。
农家书屋成为群众学习充电的“知识粮
仓”，广大农民群众在这里沟通交流致
富经验，激活了乡村“造血”功能，铺
开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截至目前，滋泥泉子镇结合“我的书
屋我的梦”开展读书活动30余场次，9个
中心村书籍存量约为2万余册。在乡村振

兴示范区建设过程中，滋泥泉子镇以二道河
子中心村、何家湾中心村州级农家书屋为样
本，通过示范点引领带动，持续完善和提升
各行政村农家书屋的服务功能。

滋泥泉子镇还重视发挥农家书屋的作
用，注重乡风文明建设，在“农村书屋+”的
模式下，定期组织村民代表开展村规民约、
道德评议、红白事等事项商讨，深入推进农
村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

下一步，滋泥泉子镇将继续推进农家书
屋建设，将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结合起来，涵养乡风文明、融合志愿服务、建
强文化阵地，为乡村振兴增添文化动能，让
农家书屋成为暖心惠民的“精神驿站”。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奇台县城
东北，现存面积约16万平方米。古
城遗址地处天山东段博格达山和古
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宽约 60 公里
的绿洲廊道中部，是丝绸之路新北
道东端一处重要的军政建置和交通
枢纽。唐朝墩古城遗址项目执行领
队、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冠博士为大
家介绍几件好玩有趣的“宝贝”。

“洗护六件套”

在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诸多考古
发现中，一座 400 平方米的大型公
共浴场格外引人注目。

考古队研究发现，浴场由东侧
的门厅、北侧的工作区和中心洗浴
区三部分构成，不光有更衣室和热
水室，还有温水室、冷水室，甚至有
桑拿蒸汽浴室。如此功能齐全的浴
场，让一千多年前唐朝墩城中的高
品质休闲生活生动再现。

浴场出土的一组陶器被人们称
为“洗护六件套”。它由大小不一的
6 件陶盆、陶壶、陶罐等组成，其中
的陶壶多是单把带流，考古工作者
推测，它们很可能是洗浴时的盛水
器具，分别盛冷水、温水、热水。

一只精巧的“迷你”陶罐引发了
人们的遐想。“有可能里面装着香膏
类的物品，沐浴完毕，再涂抹一番。
这座浴场建于公元 10 世纪的高昌
回鹘时期，可见在一千多年前，唐朝
墩城中的市民已经追求精致生活
了。”任冠说。

萌萌的陶制“奶瓶”

唐朝墩古城遗址出土了一件迷
你又呆萌的陶器，只有8厘米高，胖
嘟嘟的“肚子”中央有个凸起的带孔
小纽。“以前没见过这种陶器，它的
容量很小，装满的水会从腹部中间
的小孔流出来，因此不可能是一般
容器。对于它的功用，大家都非常
好奇。”任冠介绍。

后来，考古队看到中亚地区的
考古发掘中出土过多件相似的陶
器，内部均检测出奶制品残留物，被
认定为当时婴幼儿的奶瓶。“现在，
我们基本确定，这件陶器就是一千
多年前高昌回鹘时期，唐朝墩城中
婴幼儿使用的奶瓶。”任冠说。

在他看来，唐朝墩地处丝绸之
路北道要冲，东西商贸往来频繁，这
个小小陶制奶瓶也是东西方交流互
鉴的生动见证。

“美容套装”

考古工作者还在唐朝墩古城遗
址中的景教寺院，发掘了高昌回鹘
时期的“美容套装”：骨质梳子、牙
签、牙刷。其精致程度，让考古工作
者感叹，在一千多年前，人们对颜值
的追求丝毫不逊于今天的人们。

“这些生活用品可能是用牛骨
制作的，在唐朝墩古城遗址中发现
了不少骨制器具和动物骨骼，可以
看出当时的畜牧业非常发达。”任冠
说，“这些精致的生活用品，也反映
出当时手工业的发展水平。”

唐朝墩古城遗址“活化”了一千
多年前的丝路繁华。东来西往的商
贸活动与文化交流，推动了唐朝墩
城中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城市
的繁荣。

“唐朝墩”藏着稀奇

宝贝，快来看看

农家小书屋 发挥大作用
本报通讯员 党欣悦

2018年到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与新
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奇台县唐朝墩
古城遗址进行了持续5年的考古发掘。这
座遗址也以丰富而绚烂的历史文化遗存，
不断带给人们惊喜。

唐朝墩古城“生”于盛唐
奇台县城东北部的一片黄土台地，被

当地人称为“唐朝墩”。因为人们曾在城址
内捡拾到“开元通宝”等唐代遗物，又因为
城北墙正中央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大土墩，

“唐朝墩”这个名字便不胫而走。2018年7
月，考古队初次来到这里，沉寂千年的唐朝
墩古城遗址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

“7月炽烈的阳光，加上松软干燥的土
质，我们刚刮开的平面，转眼间就被晒得难
以辨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
系讲师、唐朝墩古城遗址项目执行领队任
冠说。为了辨认地层，考古队员在探方内
用喷壶打湿地面和剖面，并在发掘区架设
遮阳棚，减少阳光直射。

可新的难题又挡在面前。“在最早布设
的9个探方中，发现了近100个灰坑，灰坑
里遗迹丰富，但晚期遗迹往往会压着甚至
破坏早期遗迹。”任冠说，他们只有通过刮
面和平剖结合，才能辨别土质土色的细微
差别，一遍不行就再刮一遍，直到把遗迹关
系弄清楚。

随着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的不断开
展，考古人员基本厘清了古城遗址的形制
布局、使用年代和不同时期遗存的文化面
貌，确认唐朝墩古城遗址是唐代北庭都护
府下辖的蒲类县县城，始建于唐贞观十四
年（公元640年），延续于高昌回鹘时期和
西辽，废弃于元末。

唐朝墩身世谜底终于被揭晓，更多收
获与惊喜也随着考古发掘接踵而至。

5年来，这座见证了丝路繁华的唐代古
城在天山北麓渐露真容，考古研究不仅确认
它是唐代蒲类县遗址，还发掘出带有围墙的
唐代院落、同时期共存的佛寺和景教寺院、
罗马风格的公共浴场等类型丰富的遗迹，出
土了风格独特、内涵多元的文物，唐朝墩古
城的“骨架”与“肌理”一点点明晰起来。

“唐朝墩古城遗址太重要了。它是唐
朝中央政府在天山北麓构建的军政体系中
重要的一环，见证了唐朝政府对西域的经
营开发，生动诠释了当地多民族大一统格
局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该考古项目负责
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坚说。

东西方文化在“浴场”交汇
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取得了一系列丰

硕成果，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座配备“地
暖”系统的大型公共浴场遗址。

2018年的一天，考古队员们揭开地表
的土层后，看到了密集且整齐排列的砖垛、

烟道和被烟熏的盖板方砖。这个场景让
魏坚眼前一亮，他脱口而出：“这不跟我
在瑞士看到的浴场遗址一样吗？”

原来一年前，魏坚曾带着学生到瑞
士日内瓦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其间参观
了当地发掘的几处罗马式浴场遗址。“唐
朝墩浴场遗址内的砖砌支撑柱等建筑结
构，和我们在瑞士见到的浴场遗址几乎
一模一样，只是规模上没有这么大。”之
后，魏坚又查阅了相关资料，确认这是一
处罗马式公共浴场。

浴场遗址位于古城东北部，整体规
模约400平方米，为半地穴式结构，由上
下两层构成。历经千余年，地上建筑几
乎荡然无存。地表之下，以砖墙分隔，中
间是一个八边形，其余8个区域两两对
称，类似九宫格。

“这种下层以砖砌支撑柱为支架的
建筑方式，被称为‘挑空式地板’，这是罗
马式浴场最显著的特点，它能有效保障
浴场内温度。”魏坚说，这是目前国内少
见的一处用“地暖”加热的浴场遗址。

值得注意的是，这处浴场遗址结构
完整，由火道、烟道、支撑柱、灶址、水井、
排水沟等组成。按功能可分为门厅区、
工作区和洗浴区。北边有炉灶，灶间可
以烧火，提供沐浴所需的热水；西北角有
取水井可以出水，为浴场提供水源；东北
角有渗水井可以排水，东侧有更衣室。
洗浴区根据离炉灶的远近不同，分为热
水室、温水室、冷水室，甚至还有桑拿蒸
汽浴室，其配置在今天看来也堪称豪华。

这座浴场营建于10世纪前后，于13
世纪末废弃，主要使用于高昌回鹘时
期。1000 多年前，天山脚下的这座小
城，为何会出现大规模的公共浴场？

专家认为，浴场的建立与陆上丝绸
之路的繁盛有关。大型公共浴场一方面
可以满足当地居民日常清洁需要，另一
方面可供丝绸之路往来客商沐浴休憩。
此外，浴场遗址也与宗教活动存在一定
关联。“洗浴与宗教活动息息相关，古城
里发现了佛寺和景教寺院，出现浴场遗
址也合乎情理。”魏坚说。

有意思的是，这座大型浴场遗址虽
然在形制布局、建筑技艺等方面具有浓
郁的罗马风格，但遗址出土的各类遗物、
墙面的装饰彩绘等又明显具有中原和本
地特征，反映了东西方建筑传统和技艺
在丝绸之路上的交融与创新。

皑皑白雪覆盖的天山脚下，这处神
奇的浴场，鲜活再现了丝绸之路东西文
化交流的历史场景。

佛寺景教寺院“相伴”600年
2020 年 9 月下旬，考古队开始了对

古城中心“大土墩”的发掘。按照一般唐代
县城建制规律，县城中央可能是衙署所在
地或其他重要建筑。可让考古队没想到的
是，这里竟发现了一处营建在夯土台基之
上的佛寺遗址。

“把佛寺放在城的正中央，这说明佛教
在当时何等受推崇！”魏坚忍不住感慨。长
方形的佛寺遗址整体坐西朝东，由外墙、回
廊、塔基地宫、佛殿、前庭和前院六部分构
成，和唐朝墩古城同时建造、同一时期
废弃。

因为城址中心发现了佛寺，考古队推
测城中可能有一条轴线。2021年，考古人
员勘探出城址北部中心有一处较为完整的
建筑基址，挖掘之后却发现，该建筑的规模
远超预期，南北两道墙体往东西方向延
伸。“我们对这处建筑进行了扩方发掘，越
挖越大，没想到最后挖掘出一个面积超过
2000 平方米的景教寺院遗址，还出土了
400 余块壁画。”任冠说，这是国内外第一
处经过系统考古发掘的景教寺院遗址，经
研究确认，该遗址建于唐代，高昌回鹘时期
历经多次修缮，废弃于元代。

景教寺院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壁画遗
存。“这些壁画上的人物，形象丰腴饱满，笔
触圆润柔和，跟北庭西大寺遗址里的佛教
人物非常相似，画法也差不多，而西大寺是
一座佛教寺院，这说明高昌回鹘时期，人们
既信佛教也信景教。”魏坚说。

两处宗教场所同处于古城遗址的南北
向中轴线上，相隔100多米并排而立。虽
然始建年代略有先后，但它们在古城共存
了600多年。这一现象让任冠由最初的惊
奇变得释然：新疆历来就是多种文化融合、
多种宗教并存地区。

“唐朝墩古城的考古发现印证了自唐
代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
化兼容的历史事实，更为研究和阐释丝绸
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多民族融合的大
一统格局形成和发展历程等问题，提供了
生动而坚实的实物材料。”魏坚认为，唐朝
墩古城对于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形成和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作用。

将考古发掘新成果转化为鲜活的历史
文化“教科书”，是考古工作的追求之一。
2022 年底，考古队与奇台县博物馆合作，
推出了“汇远集萃——唐朝墩古城遗址考
古成果展”。今年3月，魏坚、任冠作为主
讲嘉宾，在央视录制了《考古公开课》，共同
讲述这座丝路古城的千年传奇。“希望能在
唐朝墩古城建设一座国家遗址公园，让更
多人通过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成果，了
解真实的新疆历史发展过程，促进当地文
旅融合发展。”魏坚说。

唐朝墩古城讲述丝路繁华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贾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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