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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阿克苏各族人民向往美好生活并为

之努力奋斗的故事。

这是从荒漠到林海——“两山”理论的

阿克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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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明侠，笔名千里烟，籍贯武汉市，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编剧、诗人。长篇小说《爱情

豆豆》曾获新浪第二届原创文学大赛冠军。已

出版长篇小说 10 部，小说、诗歌曾在《北京文学》

《长篇小说选刊》等杂志发表。现居北京。

钱建军，笔名胡杨树，新疆作家协会会员，

已出版、发表报告文学、小说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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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34.00 元

上架建议：纪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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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脱贫攻坚南疆故事

筑梦——脱贫攻坚新疆纪事

诗意栖居柯柯牙

幸福花开塔里木

博格达来信

封面题字� 席时珞

被习近平总书记点赞的阿克苏荒漠绿化工

程，不仅树立了中国生态系统修复的典范，还

为解决世界性的生态危机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

慧，贡献了中国力量。具有持久性、史诗性劳

动创造的阿克苏实践，筑就了感天动地的“柯

柯牙精神”，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史上浓墨重彩

的一笔，也生动诠释了“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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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

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这一重要论断准确地把

握了文艺与时代的紧密联系，深刻揭示了文艺在展现时代精神、

推动时代进步中的独特作用和重要意义。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艺是时代的记录——记

录着不同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状态，记录着人们精神世界的喜怒

哀乐，记录着人们对未来世界的思考和向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七十多年沧桑岁月，新

中国这艘巨轮，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亿

万中华儿女的勠力同心，正在扬帆起航的我们同心筑梦新时代，

脱贫攻坚奔小康，朝着“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宏伟蓝图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奋斗。

全新的时代闪亮铺陈，冲锋的号角无比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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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个好地方！数十年栉风沐雨，新时代阔步前行。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全区各族干部

群众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开辟了从落后走向进步、封闭走向开放、贫穷走向富裕的伟大征

程。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工作取得前所

未有的成就，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呈现

出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晓风催我挂帆行，绿涨春芜岸欲平。”乘着第三次中央新疆

工作座谈会的和煦春风，一个团结稳定、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

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在祖国的怀

抱中熠熠生辉。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上，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

该巍然耸立；当南疆北疆物阜民康、瓜果飘香时，天山儿女文化的

田园也应该百花齐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疆文

艺工作者使命在肩，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作为新时代的参与者、见证者，我们精心策划出版的“新时代

文丛”原创文学精品系列图书，旨在用拳拳赤子之心、深厚的家国

情怀、充沛激昂的感情、细致入微的笔触，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

传、为时代明德。

“新时代文丛”原创文学精品系列图书分主题按辑出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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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辑主要是庆祝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辉煌成就的作品，第二辑

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作品，第三辑是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作品，第四辑是隆重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作品。

不忘初心，方能致远。今后，我们将继续根据不同的主题，坚

持每年编辑出版一辑“新时代文丛”原创文学精品系列图书，回报

新疆这片沃土。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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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你好，阿克苏

有河流，就有传奇。

阿克苏河，就是阿克苏的传奇。

阿克苏之赞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被天山雪水润泽的阿克苏大地，生命滋长，熠熠闪光。

侧耳聆听，依稀能听见丝绸之路上悦耳的驼铃声；放眼远望，

边陲仿佛汉唐烽燧狼烟万里。

谁在屯田挥汗如雨？谁经过了古国楼兰？谁在塔里木河上

泛舟？谁又紧紧抱住一棵胡杨？

塔克拉玛干沙暴骤起，龟兹乐舞气定神闲。洞窟凝聚着文明

的结晶，黄沙路上是求索的身影。

自古天山多传奇，从来丝路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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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创作《诗意栖居柯柯牙》，这种浪漫美好的人生

际遇，恐怕很难遇到。随着采访的逐渐深入，阿克苏人民在生态

文明建设方面付出的种种努力使我深受震撼，而胡杨，就像斯文·

赫定笔下塔里木河面上的独木舟，载我在深蓝的河流上朝着阿克

苏各族人民火热生活的纵深处一路前行。

“你来过阿克苏吗？”有位朋友说，“阿克苏是个神奇的地方。”

我故意问：“神奇在何处？”

朋友说：“我不说塔里木河，也不说龟兹文化和多浪文化的发

源地，单是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自然遗产旅游的终极目

的地，注意，是终极目的地，非阿克苏莫属！”

“还有呢？”我想从这位朋友身上挖掘出我想要的答案。

朋友说：“当一个人的肉体和灵魂能拥有安歇的愉悦和宁静，

就想在此停留了。”

我想象着这位朋友在阿克苏的生活：他想去拥抱一棵树，或

许会去塔里木河胡杨林景区；他想去高处，或许会去托木尔峰登

山；他想扑进苍茫的辽阔，或许会去塔克拉玛干沙漠越野；他想追

溯历史，或许会去丝路古道徜徉；他想立刻回到当下，或许会去库

车国家地质公园，躺在阿克苏的怀抱里，看满天星斗……

“你来过阿克苏吗？”朋友继续问我。

我反问道：“你肯定吃过温宿的核桃、红旗坡的苹果、阿克苏

红枣，还喝过乌什的沙棘汁，对不对？”

朋友说：“你真的来过阿克苏？”

我说：“如果你真的了解阿克苏，那你一定知道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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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柯牙。”

阿克苏地区，位于新疆天山南麓、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

拉玛干沙漠西北边缘，辖七县两市、连五地州、邻两国，是 36个民

族的聚居区。阿克苏地区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气候干燥，土地

荒漠化、盐渍化，水土流失，湿地退化严重。尤其是位于阿克苏市

和温宿县城区东北洪积阶地的柯柯牙，因沟壑纵横，原始地貌复

杂，土壤贫瘠，植被稀疏，盐碱严重，20世纪 80年代，每当季风时

节，浮尘蔽天，黄沙弥漫，成为阿克苏市、温宿县城区风沙危害的

主要策源地，给城乡各族人民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和危害。

1985年 5月，时任阿克苏地委书记颉富平，提出了建设阿克

苏东城柯柯牙防风林带的设想。同年 6月，阿克苏地委、行署作

出决定：发动全社会力量，在柯柯牙建造大型人工防风治沙林带。

1986年 3月，先期基础设施工程动工；同年 9月 15日，全长近 17
千米的柯柯牙引水干渠建成输水；11月，地区成立柯柯牙绿化工

程指挥部，阿克苏地直机关、驻军 72个单位 5万余军民投入柯柯

牙绿化工程建设的洪流，开展声势浩大的秋季植树造林大会战。

自此，柯柯牙绿化工程正式拉开帷幕。

阿克苏生态文明建设从此有了一个美好而艰难的开端。35
年来，阿克苏历届领导班子凝聚力量、薪火相传，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年接着一年干，带领阿克苏各族军民战天

斗地、百折不挠，累计植树 115万余亩，在昔日亘古荒原上建成了

一道绿色长城，彻底改变了柯柯牙原始荒漠地貌，被阿克苏各族

人民誉为“德政工程”“民心工程”“致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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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至今，阿克苏地区在继续深化柯柯牙绿化工程的基础

上，围绕打造“生态治理先行区”，规划实施了将近 338.5万亩的阿

克苏河、渭干河、空台里克“四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程，大力推进

水土保持、绿化造林、生态修复、综合治理等四大工程建设。3年
中，全地区累计参加义务植树人数达 280万人次，完成义务植树

2324.3万株，阿克苏在生态、绿色、美丽的大道上迈出了新步伐。

2017年 12月 18日，是值得所有阿克苏人铭记的日子。这天，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上指出：“从塞罕坝林场、右玉沙地造林、延安退耕还林、阿

克苏荒漠绿化这些案例来看，只要朝着正确方向，一年接着一年

干，一代接着一代干，生态系统是可以修复的。”

阿克苏人埋头苦干，从不张扬，在戈壁滩低调植树造林 35
年，如今，阿克苏和塞罕坝、右玉、延安这些昔日生态环境恶劣的

地方，都成了中国乃至世界上生态修复的典范，阿克苏人怎么不

喜悦和奔走相告呢？

9年前，我有过一次塞罕坝之行。

塞罕坝，历史上确实曾经“美丽”过。辽、金时是千里松林，水

草丰美；清康熙皇帝时为木兰围场，是皇家猎苑；后为修建圆明

园、避暑山庄和东西陵，塞罕坝的林木惨遭无节制的砍伐；清末

时，木兰围场被开围放垦。从此，塞罕坝昔日这“美丽的高岭”，在

命运多舛的动荡中风雨飘摇，原始森林也荡然无存，渐渐从屏障

般的帷幕后退隐绝迹。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里已是风沙

遮天日的茫茫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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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去过 20世纪 80年代乃至以前更早的阿克苏，所见的，

是如今已焕然一新的阿克苏。

塞罕坝和阿克苏昔日的命运，在我国生态历史上具有一定的

普遍性。

我国古代，森林资源丰富。森林的消失和减少是从什么地区

开始的呢？平原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遗留下来

的森林多分布在边远山区。究其因，要么因农耕而毁森林，要么

因封建王朝大兴土木而砍伐森林，比如，秦始皇修建阿房宫就征

集了 70多万人砍伐蜀、楚等地的森林，破坏面之大之广难以想

象。要么因战火摧残，比如，夷陵之战中东吴大将陆逊利用火攻，

烧掉刘备设置在从四川巫山到夷陵深山密林的 40多座营寨，同

时烧掉的，还有沿途五六百里的森林。要么被列强掠夺，比如，19
世纪末 20世纪初，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所需木材

全部靠砍伐附近森林来供给。20世纪初的 20多年中，从满洲里

至绥芬河铁路沿线近 50千米范围内的原始森林全部被乘虚而入

的俄、日、英、美、瑞典等国的伐木商掠夺和毁掉。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国力式微的时代，民不聊生，又谈何生

态！生态被毁的过程，有渐次的残破，更有一夜之间的掠夺和消

亡。茫茫林海中的万千植物和动物，度过无数劫难之后终于拖着

伤痕累累的身体从地球上隐匿。还给我们的，是难以修复的创伤

和漫漫黄沙，是面黄肌瘦的不毛之地。这种心痛，无以言表。

森林，就像大地母亲的肌肤。昔日水草肥美，历经种种摧残

和蹂躏之后，美丽不再，生态不再。这对每一个热爱自然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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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来说，是一种切肤之痛、剜心之伤。

每一道愈合的伤口，都给人慰藉；每一处被修复的生态，都值

得颂扬。

塞罕坝林场、右玉沙地造林、延安退耕还林的背后，是一部部

汗水浇灌的厚重的劳动者之书。而阿克苏荒漠绿化 35年的历

程，又有着怎样的曲折和艰辛呢？

生态智慧典范

阿克苏之所以成为生态系统修复的典范，其背后除了艰苦卓

绝的 35年跋涉和数不清的动人故事之外，还蕴含着生态智慧。

所谓生态智慧，其核心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对自

然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

人的关系，物质资料与生产、再生产的关系”三方面阐释了其生态

观，强调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化解人与人之间存在的

矛盾，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发展理念，才能有效化

解生态环境问题，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从客观上讲，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源环境问题的认识，虽然在

人类发展史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增

值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而且，工业革命爆发以

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运用较为先进的科技对外大肆掠夺人力与

资本，造成国家与民族间的矛盾不断加深。特别是 20世纪 60、70
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飞速发展引发日益严重的全球性资源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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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危机，人与自然的矛盾进而加剧。

因此，资本主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自身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

的矛盾。而社会主义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在当今时代越来越突出，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将发挥巨大

优势。

20世纪 80年代，阿克苏地区以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建设为

发端，生态治理 35年，组织动员各族干部群众投身几十次植树大

会战，从“求生存”，到“求发展”，再到“求生态”。路漫漫其修远

兮，不断求索，终于在祖国版图的西北角，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边

缘的亘古荒原上创造了“戈壁变绿洲、荒漠变果园”的生态奇迹。

有效减缓了土地盐碱化、荒漠化和降低了水土流失、风沙侵蚀的

影响，极大改善了区域自然生态环境，为阿克苏地区人民筑起了

一道生态安全屏障。

我始终认为，阿克苏 35年的荒漠绿化堪称一部波澜壮阔的

史诗，被誉为中国“绿色长城”的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无愧于“全

国生态修复典范”的称号。

柯柯牙绿化工程建设，在国家未列项、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

下实施，依靠全民、全社会的力量办林业，遇到的困难难以想象，

需要解决的问题层出不穷。不能不说，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是

阿克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造自然的一个伟大奇

迹和铸就的绿色丰碑，由此铸就了阿克苏人“自力更生、团结奋

斗、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柯柯牙精神”。这种精神，历经 35
年，一直在阿克苏地区的土地上传承发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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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9月 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视察柯柯牙绿化工

程时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西部大开发，改善生态环境，柯柯牙

就是榜样。”

早在 1996年，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被联合国环境资源保护

委员会列为“全球 500佳境”之一。阿克苏市先后被评为“国家森

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单位”“全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柯柯牙

绿化工程纪念馆先后被评为自治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治区

级环境保护教育基地、自治区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阿克苏荒漠绿化的故事，完美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那句名

言：“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总书记对阿克苏荒漠绿化的点赞，是对阿克苏各级党委、政

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地区各族干部群众建设平安和

谐富裕美丽阿克苏坚定信念的充分肯定，极大鼓舞了阿克苏各族

干部群众，激发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35年，一年接着一年干；七任地委领导班子，一代接着一代

干。阿克苏各族干部群众用自己的双手，终于将阿克苏的生态系

统进行了一次彻底修复，阿克苏也越来越好。如今，阿克苏地区

林地总面积达 1752.9万亩，国土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8.9%，林果业

面积稳定在 450万亩，林果业收入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30%
以上。

阿克苏在生态建设方面的卓越贡献，不仅树立了中国生态修

复的典范，还为解决世界性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中国智慧，贡献了

中国力量。具有史诗性劳动创造的 35年阿克苏实践，已成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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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生态文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阿克苏荒漠绿化的成功范本，完美诠释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也是其最典型意义之所在。

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强调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

世界。无疑，这为构建全新的全球生态格局提供了中国方案，全

面彰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担当，充分呈现了推进全球生态

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

阿克苏荒漠绿化，就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典范之一。

当今世界，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生态发展之路已成为不可

逆转的时代潮流。“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

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新要求。”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近几年，我

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

设，相继出台了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对生态文明

建设进行全面系统部署。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要形成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波澜壮阔

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伟大实践，它是一个系统完整、

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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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

观，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和共谋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赢全球观。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和生态文明等全领域，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辩证统一，构成了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核。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进一步明确了生态

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有过这

样一段重要讲话：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

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

古代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均发源于森林茂密、水量丰沛、田野肥沃

的地区。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哺育了灿烂

的中华文明。而生态环境衰退特别是严重的土地荒漠化则导致

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衰落。我国古代一些地区也有过惨痛教

训。古代一度辉煌的楼兰文明已被埋藏在万顷流沙之下，那里当

年曾经是一块水草丰美之地。河西走廊、黄土高原都曾经水丰草

茂，由于毁林开荒、乱砍滥伐，致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加剧

了经济衰落。唐代中叶以来，我国经济中心逐步向东、向南转移，

很大程度上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变迁有关。

从总书记对一度辉煌的楼兰文明消失的慨叹，到对阿克苏荒

漠绿化生态系统修复的点赞，能看到阿克苏人民走过的与风沙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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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的漫长岁月，更有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阿克苏荒漠绿化被总书记点赞，由此，背后曲折而感天动地

的故事也浮出水面。

至善至美

阿克苏是龟兹文化和多浪文化的发祥地，有着悠久灿烂的厚

重历史和丰富多元的文化底蕴。从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来看，阿

克苏东部，主要以龟兹文化为主线；阿克苏西部，主要以多浪文化

为主线。

季羡林先生说：“龟兹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

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地方。”

龟兹，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位于天山南麓，丝绸之路最重

要的枢纽地段。龟兹古国最强盛时，其地域以今天的库车为中

心，东起轮台，西邻巴楚，北倚天山，南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包

括今天新疆的库车、拜城、沙雅、新和、阿克苏、温宿、巴楚和轮台

等县。从汉代的西域都护府和唐代的安西大都护府均设在龟兹

就能看出，古龟兹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的中心和军

事重镇，而且尤以“龟兹伎乐，特善诸国”名动中外。

因为佛教文化的北进，希腊艺术的东渐，中原文化的西流，处

于天山南麓的龟兹，由于东西方文明交流融汇的特殊地理位置，

多元文化艺术在这片土地上交融，形成了独具魅力的龟兹文化。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与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

013



诗意栖居柯柯牙

新
时
代
文
丛

田大作曾有过关于“人类在 21世纪的未来”的对话。汤因比在回

答池田大作“如果人有来世的话，您愿意出生在哪里”的问题时，

非常肯定地说：“我愿意出生在两千年前新疆那个多民族、多种文

化交汇的库车地区（龟兹故地）。”

多浪，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远古时期的一个部落姓氏，

后演变为一种承载边塞传奇的文化载体。

多浪文化，起源于新疆叶尔羌流域。特殊的地理环境、生产

方式、人文环境使多浪人保留和传承着独特的生活习俗、社会文

明和艺术形态。多浪文化一直以民间的形式存在着，表现在歌舞

方面，歌舞又以劳动和爱情为主要题材。音乐旋律奔放流畅，能

听到来自大漠深处对生命的呼唤。

龟兹古国曾经诞生了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音乐大师苏祗

婆、白明达等划时代的人物。鸠摩罗什、苏祗婆、白明达已成为新

疆阿克苏引以为自豪的三位文化巨匠。

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的父亲鸠摩罗炎放弃宰相之位周游列

国学道，从印度出走，东度葱岭，来到了龟兹。相传龟兹国王的妹

妹年方二十，龟兹王逼妹妹嫁给鸠摩罗炎，随后，鸠摩罗什出生。

7岁的鸠摩罗什随母亲出家，日诵千偈。9岁跟随母亲到了克什

米尔，那时的鸠摩罗什已经声名远播。12岁时，鸠摩罗什又和母

亲回到龟兹，鸠摩罗什从此开始从小乘佛教转学大乘佛教。鸠摩

罗什的母亲在他 20岁的时候要回印度，临行前叮嘱鸠摩罗什把

佛教传到东土，鸠摩罗什回答：“大士之道，利彼忘躯”，以表达自

己的决心。自此，鸠摩罗什在龟兹住了 20年，直到前秦大将吕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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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龟兹，被掳至姑臧（今甘肃武威）。

鸠摩罗什在姑臧滞留 17年的时间里，潜心学习汉文，这为后

来他在中原翻译佛经打下了基础。前秦灭亡后，后秦姚兴将鸠摩

罗什接到长安，拜为国师。从此鸠摩罗什在长安开始翻译佛经，

10年内译经 300余卷，最后往生于长安草堂寺。

龟兹人苏祗婆、白明达两位著名的音乐大师，则把龟兹乐传

入中原，龟兹文化在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中起着重

要的桥梁作用。

隋代开皇初制定的七部乐曲中就有《龟兹伎》。后龟兹乐器、

乐曲和舞蹈传到朝鲜、日本、越南、印度、缅甸等国。高丽乐器中

的弹筝、笙、筚篥等就是由中国传去的，而筚篥源于龟兹，在朝鲜

至今仍在流行，已达千余年。日本乐曲大曲和中曲中的《春莺啭》

《苏莫者》这些乐曲，都源自龟兹乐曲。特别是有名的龟兹舞蹈，

宋代沈辽写诗赞道：

龟兹舞，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

世上虽传此乐名，不知此乐犹传否。

黄扉朱邸昼无事，美人亲寻教坊谱。

衣冠尽得画图看，乐器多因西域取。

红绿结裀坐后部，长笛短箫形制古。

鸡娄揩鼓旧所识，饶贝流苏分白羽。

玉颜二女高髻花，孔雀罗衫金画缕。

红靴玉带踏筵出，初惊翔鸾下玄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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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人奏羯鼓，头如山兮手如雨。

其间曲调杂晋楚，歌词至今传晋语。

须臾曲罢立前庑，叹息平生未尝睹。

清都阆苑昔有梦，寂寞如今在何所。

我家家住江海涯，上国乐事殊未知。

玉颜邀我索题诗，它时有梦与谁期。

这首诗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龟兹文化的魅力。

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筚篥、腰鼓、羯鼓、铜钹、弹筝

等，都是龟兹音乐和多浪音乐所涉及的乐器，种类丰富，可以说，

龟兹乐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沧海桑田，目前阿克苏地区仍存有 500余座佛教石窟，壁画

尚存 2万多平方米。这些壁画，或粗犷奔放，或古老质朴，能窥见

栩栩如生的音乐舞蹈形象。这些“天宫飞来的歌舞”，将龟兹乐舞

的多元和纯粹推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

龟兹文化是我国古代汉唐文化、古代印度文化、古代希腊文

化、古代伊斯兰文化融会贯通并结合龟兹人文特点而孕育的有着

鲜明民族特征、地域特色的文化综合体，其文化特征主要是兼容

并蓄了古佛教文化、石窟壁画、石窟题记、乐舞、戏曲、诗词、文物

等，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汉书·西域传》曾如此记载：“龟兹国，王治延城。”《旧唐书·

西戎传》也曾记载：“饶葡萄酒，富室至数百石。”一个富豪之家的

藏酒能达到 1万升，由此可推测这个城市的繁华。而《梁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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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等，宫室壮丽，饰以琅玕金玉。”这

样的“西域长安城”，谁不向往？

如此繁华的绿洲之城，如今仅仅剩下皮朗墩、哈拉墩、哈喀依

墩 3个大土堆，曾经存在繁荣 1000多年的绿洲上的龟兹古国是如

何消失的呢？并没有具体史料记载，至今仍是个谜。

多少年来，沙漠与绿洲之间存在着某种变幻莫测的自然关

系，放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鸟瞰，有和谐共存，有此消彼长。也许，

这就是新疆这片土地的神秘和传奇之所在；也许，它通过另一种

方式已经得以回归。

有河流，就有传奇

地图上，我们端详一块土地，最先看到的，往往是河流。

我们描述一块土地，最先听到的，往往也是河流奔腾不息的

脚步。有河流，就有传奇。

有阿克苏河，就有阿克苏传奇。

塔里木河上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独木舟。

独木舟是用胡杨树的树干做成的，一整根胡杨树干，以斧砍

劈而成。中型独木舟非常狭窄，可容坐一个人，腿要向前伸开。

19世纪中叶，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就坐在像一条鳝鱼的独

木舟上，沿着暗蓝色的河流蜿蜒而下，一直漂流到傍晚。

这条河，就是塔里木河。

天山和昆仑山之间，静静躺着塔里木盆地；而塔里木盆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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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淌着塔里木河；塔里木盆地的中心，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

5亿年来，塔里木盆地曾经四度为海。从海洋到陆地，这块

浩渺辽阔的地理单元经历的一切用“沧海桑田”这四个字形容再

贴切不过了。这种跨越数千万年乃至数亿年的巨变，我们人类在

其面前显得是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

大海可以枯竭，而河流不会。

有河流就有生命，有生命就有传奇。

斯文·赫定在《游移的湖》里写道：“我熟悉了河的生命，我感

到了它脉搏的跳动。”

河流，就是流淌着的历史和文化。作为历史和文化的载体，

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之河的塔里木河，孕育着塔里木盆地的希望

和生命。它生生不息，哺育了新疆各族人民，孕育了希望和生机。

塔里木河流域河流水系发源于塔里木盆地周边的天山山脉

阿克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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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坡、昆仑山山脉、喀喇昆仑山山脉、帕米尔高原和阿尔金山脉，

以高山冰川融雪补给为主，形成大大小小 144条河流，分别属于

阿克苏河、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和田河、开都河—孔雀河、迪那

河、渭干河—库车河、克里雅河、车尔臣河九大水系。塔里木河补

给地表径流的重要来源为阿克苏河、和田河、叶尔羌河和孔雀河，

其中，阿克苏河为塔里木河最大的源流。

作为温带干旱大陆性气候背景下干旱内陆河的典型代表，塔

里木河不仅仅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而且其流域丰富的自然资源

所孕育的生态系统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没有塔里

木河流域，丝绸之路就失去了重要载体；没有塔里木河流域，丝绸

之路所传承的文化和文明将大打折扣。塔里木河流域绿洲的兴

衰及丝绸之路的沧海桑田，从未绕开过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

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就像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经困惑的：既然塔里木有这样

一条河流，怎么还能容忍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存在呢？

在阿克苏行走的日子里，我见过绿色的树、清澈的河流、茂密

的果园、沉甸甸的果实，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心中始终横着塔克

拉玛干沙漠。

生态文明进程中，塔克拉玛干沙漠就是人们心中的一根刺，

一个你死我活的硝烟弥漫的战场。

然而，在我眼里，在某个历史时空，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一条

河流。沙，就是它流淌的水。只是，这水不再匍匐于地表，而是升

华于空中，超越了河道，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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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不可以去战胜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没有必要战

胜它。这种观点一定会被认为软弱。“战胜”一词，意味着我们站

在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对立面，与它变成了敌对关系。

我想，我们必须面对塔克拉玛干沙漠存在这个事实，而且，在

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找到与它相处的最合适也是

最智慧的模式。

我们可以把塔克拉玛干沙漠当作一个巨大的风车，它的本能

就是要与风合谋搞事情。这件事情没有是非善恶，是它的本能。

不去战胜它，并非意味着投降或妥协，我们人类要与它和平

共处。

这中间，没有妥协，只有最大利益最大限度地和解。和解就

是胜利，这是一场历时多年的谈判。更多时候，我们要把塔克拉

玛干沙漠看作一个朋友、一个喜欢流浪的没有家庭观念的邻居。

就像斯文·赫定曾经关心的：这条河流将流向何方，哪儿是它

的归宿？不管是塔里木河，还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它们将流向何

方，哪儿是它们的归宿，这也是我们所关心的。

作为地理上的未知领域探索者，同时也是精神世界的漫游

者，斯文·赫定的严谨及其科学精神为塔里木河流域留下了宝贵

的水文、地质、气候等资料，也留下了真实详尽的记录和深刻的思

考。而我们，面对今天的塔里木河流域、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它

们的未来，又该有怎样的思考呢？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此长彼消，此消彼长，这是一个漫长的

认识、沟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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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吞噬了绿洲，吞噬了城郭，具有千年文明史的绿洲甚至

沦为生命禁区，这让人不禁扼腕叹息。而今天，阿克苏人，又将荒

漠一点点变回绿洲，他们不断地寻找着生存空间，在各种缝隙中

生存、发展，乃至繁荣。

阿克苏地区是新疆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冰川 1298
条，冰川面积 4098平方千米，冰川储水量 2154亿立方米，境内有

大小河流 16条，塔里木河流量的 70%以上为阿克苏河的下泄水。

在阿克苏，我们无法回避河流。

而河流，就是一种沟通路径和方式，是一种意义丰富的语言。

上善若水，在人与荒漠之间，它是智慧的使者。古希腊的哲人认

为水是万物的本原，因此，没有什么是它润泽、疏通、培育不了的。

当阿克苏人认识了河流，也就掌握了与沙漠和平共处的

方法。

塔里木河的河道是不稳定的。河道的不稳定性，昭示着河流

里蕴藏着一匹野马，它顽强的生命力无法遏制。这种巨大的无常

的力量，让塔里木河流域的河流处于蓬勃生长或者某些文明消

失，也给与河流相关的人民生活带来风云变幻。

“在塔里木盆地唯有这条大河，积攒了足够的动态能量，充满

爆发力、破坏力和创造力，有改变区域面貌的潜力。”瑞典探险家

斯文·赫定在其著作《游移的湖》中这样写道。

阿克苏人民的心，是稳定的。以不变应万变。阿克苏人用漫

长又短暂的 35年，淬炼出的“柯柯牙精神”感天动地，那就是——

“自力更生、团结奋斗、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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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河上那个掏空了胡杨树树干而成的独木舟，其实是胡

杨之魂。有这样的精神作为承载，这片广袤富饶的大地必定有传

奇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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