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 10 周年，中外合作考古是“一带一

路”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乌兹别克斯坦是“一带一路”共建国

家，也是东西文明交汇融通的重要节

点。费尔干纳盆地地处锡尔河上游，

水草丰美，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

冲。自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文献就已

记录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坐落于此的

明铁佩古城遗址，更是被称为“丝绸

之路活化石”。

自 2012 年起，中国和乌兹别克斯

坦考古学家组成联合考古队，先后对

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明铁佩古城

遗址进行了 8 次考古发掘，取得一系

列重要考古发现，重新定位了明铁佩

古城在费尔干纳盆地及古代中亚历史

上的地位。2016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

在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人 民 言 论 报》 和

“扎洪”通讯社网站发表题为 《谱写中

乌友好新华章》 的署名文章中提到：

“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西北大学等单位积极同乌方开展

联合考古和古迹修复工作，为恢复丝

绸之路历史风貌作出了重要努力。”今

年，中乌联合考古工作进入新阶段，

中方计划于 5 月访乌，就下一阶段工

作计划与乌方进行深入探讨与合作。

“天马行空”，是人们耳熟能详的

成语。在历史上，天马被称为“汗血

宝马”。在 《史记·大宛列传》 中，记

载 了 天 马 的 故 乡 ， 那 里 被 称 为 “ 大

宛”：“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

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

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

先天马子也。”一般认为，大宛就在今

天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

公元前 128 年左右，张骞奉汉武

帝 之 命 抵 达 中 亚 腹 地 ， 见 到 大 宛 国

王。大宛久闻汉朝富饶，欲通不得，

见汉使来到，深表欢迎，这是中国史

籍中第一次出现有关大宛的记载。公

元前 119 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乌

孙，同时派遣副使到大宛、康居、大

月氏、安息等国进行外交活动。张骞

凿空西域后，除商贸外来，大宛与西

域诸国纷纷遣使来汉，相互接触愈发

频繁。

张骞出使西域时，见到大宛已拥

有相当规模的城市文明，居民定居在

城墙环绕的都市中，以农耕为业。《史

记·大宛列传》 详细记载了该国“有城

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馀城，众可

数十万”的生活情景。实际上，公元

前约 2000 年，费尔干纳盆地内就已经

产生以灌溉农业为代表的经济社会文

化，并留下众多古城遗址。

据不完全统计，盆地内的古城遗

址有 20 余处，规模不等、形制不一，

时代跨度大、文化面貌多样，具有重

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其中，位于盆地

南缘的明铁佩古城，地面上可见长方

形城圈，东西长约 500 米，南北约 800
米，城墙上附设有巨大马面，城内还

有 多 处 高 大 夯 土 台 基 。 很 多 学 者 认

为，这座城即大宛王都，但也有学者

因城址规模不大而持否定意见。

在对盆地内的城址进行系统调查

后，中乌联合考古队决定将工作重点

放在对明铁佩古城遗址的发掘上。

2012 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对明铁

佩遗址开始系统考古工作。我们秉承

中国考古学者在国内大遗址考古、城

址考古的系统理念，首先进行城址现

状、地形地貌的全面测绘，完成大比

例矢量化数字地图，形成可覆盖全城

的数字化平台，为此后调查、勘探、

发掘工作精确测绘与成图奠定基础。

其次从调查、勘探、试掘地面尚存古

城墙、主要建筑基址等方面入手，逐

步深入了解该城址文化层堆积情况，

特别是明晰了古城在使用时期的古地

面情况，进而从地层上分清早于古城

的地层、与古城同时期的地层，以及

晚于古城的地层。第三是从已知地面

遗迹向城址未知区域推进，以全方位

研究城址为目的，勘探、发掘今地表

已没有迹象的城墙、城门、道路、水

系以及各类与古城活动相关的遗存等。

通过中乌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

联合考古工作重新揭示了明铁佩古城

遗址的真实面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

是外城的发现。明铁佩古城内城圈面

积仅约 0.5 平方公里，而新发现的外城

由四面城墙合围而成，东西最大宽度

达 1300 米，南北最大有 2100 米，总面

积达 2.8 平方公里。内城和外城形成两

重城圈，共存使用。这一发现，不仅

重新确定了明铁佩古城的具体规模，

也确认其为同时期盆地内面积最大的

古城。除此以外，明铁佩古城具有功

能完善的城墙、城门、马面等城防设

施，城内外有规模宏大的大型建筑和

道路系统，也拥有建筑格局清晰、功

能完备的手工业作坊，城外发现的墓

葬 区 则 进 一 步 扩 大 了 古 城 的 文 化 内

涵 。 这 些 都 表 明 明 铁 佩 古 城 等 级 较

高，城市功能完备，是这一时期、这

一区域内的中心城址，极有可能就是

当时的大宛国都。

中乌学者在明铁佩古城取得的重

要考古发现，使国际中亚考古学界重

新认识了这一遗址，并重新定位了明

铁佩古城的历史地位。作为古丝绸之

路上最重要的人文景观之一，城址是

时代文明及物质文化的直观体现。从

明铁佩古城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

大量土著化的文化因素，但墓葬出土

的有柄铜镜、长方形城圈等，也体现

出北方和东方文化对当地影响颇深，

反映出当时大宛王国及费尔干纳盆地

内城市与中国等展开经贸往来、文化

共融发展的丝路繁荣图景。

明铁佩遗址考古合作是我国目前

发掘规模最大的涉外考古发掘项目。

当前，在乌境内有 10 多个国家的 30 余

支国际考古队正在开展工作，其中中

乌学者在明铁佩遗址的合作发掘，是

仅 有 的 在 盆 地 内 开 展 的 国 际 合 作 项

目，也是该遗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发

掘工作。

发掘工作采用联合组队、分片负

责的方式。中方与乌方首先按照各自

工作思路、理念和方法，选择不同

发 掘 点 ， 分 别 展 开 工 作 。 同

时 ， 双 方 考 古 队 又 在 互 相 尊

重、互相学习的友好气氛中充

分阐述各自见解，合力推进工

作进展。

在国内开展的发掘工作中，洛

阳铲钻探是一种常用且有效的技术方

法。此前中亚地区的考古发掘方法，

一般只针对地面可见的遗迹，通过洛

阳铲钻探，能够发现很多地面以下看

不见的遗迹。开展钻探工作伊始，乌

方学者对此还存有疑虑。但在对一号

台 基 西 南 角 的 发 掘 中 ， 我 们 通 过 勘

探 ， 准 确 了 解 到 地 面 上 看 不 见 的 位

置，仅用一个 2 米见方的探沟，就把

相关遗迹准确地发掘出来。由此，乌

方学者不仅打消了对洛阳铲的疑虑，

“钻探”也成为乌兹别克斯坦考古学中

的一个新词汇。

通过明铁佩古城的合作考古，我

们培养出一支由乌兹别克斯坦人组成

的钻探队。经过培训，他们逐渐掌握

了洛阳铲的操作技术，收获了新的职

业技能。洛阳铲，这种最具中国特色

的考古技术和工具，开始更多地走出

国门、走向世界。

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大宛的汗

血宝马、苜蓿、葡萄等西域名产传入

中国，汉武帝因之赋 《西极天马歌》

以示庆贺。我国的丝绸、纸张，以及

先进的凿井、冶铁、养蚕技术等也经

由大宛等中亚各国逐渐传至欧洲，对

东 西 方 文 明 交 流 融 合 产 生 了 深 远 的

影响。

中乌明铁佩遗址考古合作项目是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秉承丝路精神深

化友好交往的实践。在探寻大宛国都

的漫漫历程中，中乌联合考古队队员

结下深厚友谊，谱写出共建“一带一

路”文化交流、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的新篇章。

（作者为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

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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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8 日，习近平主席致电第三

十六届非洲联盟峰会，向非洲国家和

人民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强

调，中非合作不断向全方位、多层次、

高 质 量 发 展 ，走 在 国 际 对 非 合 作

前列。

在非洲驻外工作 3 年间，我曾走

访 20 多个国家，用相机、无人机、手机

等设备，记录多彩多样的非洲大陆。

一幅幅影像的背后，是鲜活饱满的时

代气象，是令人尤其难忘的中非友好

合作动人图景。

雄 奇 自 然 与
多彩文化共生

开普角海洋冷暖流交汇的清晰界

线、“大西洋最美公路”一半峭壁一半

大海的别致景色、毛里求斯火山灰遗

留形成“七色土”的绵延斑斓……非洲

大 地 的 自 然 风 光 ，广 阔 悠 远 ，极 富

美感。

如果你在 9 月到 11 月间来南非行

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一定不能错过蓝

花楹盛开的林荫大道（见下图，吕强

摄）：城内 7 万多株蓝花楹绽放，远远

望去，连绵的花海如同蓝紫色云雾，萦

绕整座城市。蓝花楹寓意智慧和知

识，盛开的季节正值南非考试季，如果

花瓣落到学生身上，将被视作考试顺

利的好兆头。它的花期又恰逢当地早

春时节，因而也象征着重生、活力和创

造力。

在毛里塔尼亚，我曾拍下呈现静

谧蓝色的撒哈拉沙漠。这是在太阳落

山之后半个小时内拍摄的，在摄影术

语中被称为“蓝调时段”。天空中的蓝

光映射到大地之上，让起伏的沙丘线

条变得更加深沉绵长。

非洲大地不仅有雄奇壮美的自然

景观，也有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在

“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丰富的

历史遗迹令人叹为观止：被阳光照得

金黄的吉萨金字塔、荷鲁斯神庙塔门

上的整面神话浮雕……这些光影定格

在我的镜头中，成为珍贵回忆。

在埃塞俄比亚，被称为“非洲奇

迹”的拉利贝拉岩石教堂始建于 12 世

纪末至 13 世纪初，是由 11 座教堂构成

的建筑群，位于海拔 2600 米的岩石高

原，于 1978 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拉利贝拉岩石教堂的建造用时超过

20 年，工程异常艰难繁琐，需要在一

整块岩石内预留墙体、屋顶、廊柱、门

窗，再细致凿去其余部分。内部的石

柱形走廊、镂空透雕的门窗以及塑像、

浮雕等工艺都非常精美。如此杰出的

石 刻 艺 术 吸 引 着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游客。

“非洲的孩子都爱笑”

在非洲采访，普通人总会成为照

片主角。我在各地拍摄了许多孩子的

照片，如果要出本影集，会定名为“非

洲的孩子都爱笑”：在非洲最西端塞内

加尔农村，孩子们对着镜头好奇张望；

在红海沿岸的厄立特里亚街头，孩子

们穿着校服放学归来；在东非乌干达，

孩子们正排队等待午餐……他们天性

乐观开朗，只要有人架起相机，不等你

招呼，就会朝着镜头手舞足蹈、开怀

大笑。

2018 年，我在肯尼亚内罗毕采访

时，参加了一场由中国志愿者为孩子

们组织的嘉年华活动。达人秀、画展、

足 球 赛 ，他 们 的 笑 声 在 空 中 肆 意 飞

扬。在一场足球赛开始前，我拍下 5
个小女孩在沙地上欢快热身、预备上

场的情景，远处是一群孩子坐在围墙

上三三两两地聊天，仿佛在预测一会

儿的赛事输赢。

非洲孩子热爱足球，足球赛是校

园里最常见的赛事活动之一。校方积

极响应，置办球服、寻找教练、定期训

练备赛。赛场设施或许简陋，但孩子

们认真备赛、上场拼搏时，眼里都闪烁

着光彩。

我还采访过一位“达人秀”的冠军

——15 岁的男孩彼得，他凭借一首说

唱歌曲惊艳全场。走进他的家，那是

一个由几块塑钢板拼凑而成、只用一

块布当门的狭小空间。但在他的眼

里，“家始终是温暖的，即使它由塑料

做成”。彼得的父亲是一名司机，常年

往返于内罗毕至蒙巴萨的高速公路。

彼得说，父亲在陆地飞驰，他的梦想则

是成为飞行员，在天空尽情翱翔。

定格新时代中
非友好故事

崭 新 的 快 速 列 车 在 一 望 无 际 的

莽原上奔驰，绵延的柏油公路连结城

镇与乡村，明亮的生产车间拥抱工业

化梦想，壮观的工业园由蓝图走进现

实……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为非

洲注入新的活力和梦想，中国与非洲

朋友一道书写共谋发展的生动篇章。

蒙内铁路内罗毕站，银灰色的火

车站设计前卫、动感十足，4 名乘务员

对着镜头“比心”；内马铁路上，中国和

肯尼亚两国乘务员并肩站立，向乘客

绽开微笑；亚吉铁路的站台上，乘务员

们整齐划一地比着大拇指……

翻阅这些照片时，我脑海里时常

回响肯尼亚歌手谱写的动听歌曲：“朋

友你定要去，去乘那火车翱翔。滚滚

向前的车轮，便是我们的翅膀。我的

家乡，有了腾飞的力量……”歌曲中唱

到 的 正 是 2017 年 开 通 的 蒙 内 铁 路 。

这是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建设时期有 4 万多名肯尼

亚人在项目工作，当地员工占比超过

90%；自开通运营以来，为肯尼亚民众

提 供 的 新 就 业 岗 位 涵 盖 了 123 个 工

种，累计雇用当地员工 3000 余人。正

因包括蒙内铁路在内的一系列中非合

作项目，当地年轻人不仅找到了好工

作，还过上了幸福生活。

2020 年春节前，我前往刚果（金）

布卡武采访中国维和官兵的故事。在

前往维和营地的车上，我透过车窗捕

捉到一张街头照片：熙熙攘攘的路上，

行人摩肩接踵，小摊主们热火朝天地

做着生意。在国际儿童村，维和官兵

和孩子们一起欢度春节，与他们共写

毛笔字、举着“福”字合影，鲜艳的“中

国红”把儿童村装点得年味十足……

一批批中国维和官兵的大爱、大义与

坚守，为当地和平稳定发挥了不可或

缺的重要作用。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位于印度洋

西部，它是世界知名的丁香产地，中国

医疗队与桑给巴尔人民间的深情厚谊

正如同弥漫山野的丁香花。这里地处

热带，紫外线照射强，白内障发病率

高 ，一 名 眼 科 医 生 一 年 手 术 量 超 过

1000 例。中国医生告诉我，虽然工作

量与国内相比增加了很多，但他们并

不觉得辛苦，因为“没有什么比看到患

者重见光明更开心的事情了”。在当

地人眼里，中国医生技术精湛，是救死

扶伤的白衣天使，也是传递情谊的友

好使者。

无数次光影定格的背后，是那时

那刻的美丽非洲。这是一片充满希望

的大陆，人们在古老的土地上开垦梦、

迎接光。那些绚烂的风光、爱笑的面

孔、动人的情谊，都将久久停留在旅人

的记忆里。

光
影
下
的
美
丽
非
洲

吕

强

图片由上至下依次为：

明铁佩古城遗址内城作坊区

一角；

遗址出土的红陶罐；

遗址出土的红陶钵；

遗址出土的穿孔玛瑙饰件。

图片均由刘涛提供

阿果拉广场坐落于希腊雅典卫城

山脚下，是古希腊重要的思想交流场

所，苏格拉底著名的广场辩论就发生

在 这 里 。 由 我 创 作 的 青 铜 组 雕 作 品

《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矗

立于此。在爱琴海的阳光下，两尊雕

像分立东西：苏格拉底挺拔健硕，孔子

温文尔雅，二人“侃侃而谈”。

该 作 品 以“ 对 话 ”为 主 题 ，用“ 写

意雕塑”的手法展现孔子和苏格拉底

的 睿 智 与 风 采 ，具 有 宏 阔 的 时 空 观 。

展 现 两 位 代 表 不 同 文 化 的 圣 哲 跨 越

千 年 进 行 思 想 的 交 流 、灵 魂 的 对 话 ，

不仅反映了中希两国文明互鉴、共同

发展的理念，还体现出人类命运的休

戚与共。

对我而言，雕塑创作如同一颗颗文

化交流的种子，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

枝繁叶茂。过去 40 年间，我创作了 600
余件雕塑作品，其中 50 余件以杰出中

华历史人物为主题的雕塑作品，落成于

世界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将

继续通过雕塑艺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互鉴，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舞台

中央，用体现中国精神、展现中国气派、

兼具时代风格、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雕

塑作品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悠久

灿烂的中华文明，展示真实、立体、全面

的中国。

（作者为著名雕塑家、中国美术馆

馆长）

图为吴为山《神遇——孔子与苏

格拉底的对话》青铜组雕。

吴为山供图

以雕塑创作促进中希文明交流互鉴
吴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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