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
长征人未还。”“关”在古代往
往是一个王朝的重要门户和
屏障，一处处雄关要隘，从南
到北遍布在广阔的中华大地
上 ，展 现 着 震 撼 人 心 的 历 史
沧桑，雄奇悲壮的风骨品格，
特 别 是 它 们 积 淀 的 历 史 文
化 、人 文 信 息 和 蕴 含 的 民 族
精 神 ，构 成 了 历 史 长 河 中 一
颗颗璀璨的明珠。

山海关——万里长城第一关

“大风吹日云奔合，巨浪
排空雪怒浮。两京锁钥无双
地，万里长城第一关。”渤海
之滨，绵延起伏的燕山山麓，
有 一 座 雄 伟 的 城 楼 ，依 山 临
海，景色十分壮丽，这就是历
史 名 关 ，万 里 长 城 东 部 的 重
要 关 隘 ，被 誉 为“ 天 下 第 一
关”的山海关。山海关，又称
榆关、渝关、临闾关，位于河
北 省 秦 皇 岛 市 东 北 15 千 米
处，是明长城东端起点，素有

“边郡之咽喉，京师之保障”
的 美 称 ，与 万 里 之 外 的 嘉 峪
关 遥 相 呼 应 ，闻 名 天 下 。 地
处 东 门 的 镇 东 楼 气 势 雄 伟 ，
地 处 要 隘 ，是 山 海 关 古 城 的
标志性建筑。其左右两侧分
别建有靖边楼、牧营楼、镇东
楼、临闾楼和威远堂，五座敌
楼，一字排开，均匀分布在一
千 多 米 长 的 长 城 线 上 ，称 为

“五虎镇东”。
长城自关城蜿蜒南下，在

南 海 口 急 骤 转 折 与 海 岸 平
行，在距山海关 4 公里的渤海
入 海 。 长 城 入 海 的 端 头 部
分，俗称“老龙头”。如果把
万 里 长 城 比 作 一 条 巨 龙 ，那
么 长 城 入 海 的 部 分 ，就 宛 如
这 条 巨 龙 在 引 颈 戏 水 ，老 龙
头正是这条巨龙之首。老龙
头 地 势 高 峻 ，为 明 代 蓟 镇 总
兵 戚 继 光 所 建 ，是 万 里 长 城
唯一集山、海、关、城于一体
的军事防御体系。

一脉青山，山光积翠；一
汪 碧 水 ，水 色 含 青 。 老 龙 头
伸 于 渤 海 之 中 掀 浪 戏 水 ，面
对 波 涛 汹 涌 、云 水 苍 茫 的 大
海 ，独 具 海 上 长 城 雄 姿 。 古
老 的 城 墙 下 ，朵 朵 浪 花 轮 番
冲 击 ，曾 经 硝 烟 弥 漫 的 坚 固
建 筑 透 出 历 史 的 沧 桑 ，举 目
望 去 ，巍 峨 的 长 城 与 苍 茫 的
大海紧密相连，海天一色，云
水茫茫，令人胸襟开阔，豪气
激 荡 。 老 龙 头 脚 下 的 海 滩 ，
显 出 的 是 另 一 种 柔 美 的 风
情，依青山，抱绿水，恬静悠
扬，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在
湛蓝的海水和金黄的沙滩间
勾勒出一个弯弯的月牙。长
城，碧海，蓝天，别样的诗情
画意，更难得的是自然天成。

嘉峪关——长城饮马寒宵月

“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
盘雕大漠风。除是卢龙山海
险，东南谁比此关雄！”林则

徐在《出嘉峪关感赋》中这样
感 叹 。 河 西 走 廊 多 雄 关 ，雄
关 之 最 嘉 峪 关 。 嘉 峪 关 ，位
于 河 西 走 廊 的 西 端 ，南 有 终
年积雪的祁连 山 ，北 靠 起 伏
连 绵 的 马 鬃 山 ，东 接 酒 泉 ，
西 通 敦 煌 ，地 势 险 峻 ，建 筑
雄 伟 ，素 有“ 中 外 钜 防 ”“ 河
西 第 一 隘 口 ”之 称 。 嘉 峪关
是 明 代 万 里 长 城 的 西 部 起
点 ，是 明 代 建 造 规 模 最 为 壮
观 、保 存 程 度 最 完 好 的 一 座
古代军事城堡，是丝路咽喉、
西域重镇，因而又有“天下雄
关”之称。

嘉峪关由外城、内城、瓮
城三部分组成，环环相套，蔚
为 壮 观 。 外 城 西 门 上 的 关
楼、城墙都由青砖包砌，上设
瞭望孔、灯槽、射击孔等防御
设施。正中凸出，辟门向西，
门额上刻着“嘉峪关”三个大
字，此乃嘉峪关之正门，也即
大明王朝最西边之国门。关
楼巍巍高耸，雕梁画栋，飞檐
如翼，威严如昨。登楼远眺，
但见天高云淡、雪山隐隐、戈

壁 茫 茫 ，塞 上 风 光 尽 收 眼
底 。 一 条 长 城（实 际 是 一 道
厚 土 墙）从 关 城 角 楼 蜿 蜒 往
南 延 伸 ，极 目 不 见 尽 头 。 在
广 阔 无 垠 的 戈 壁 滩 中 ，现 在
看 起 来 实 在 显 得 既 细 且 矮 ，
且已经风霜满脸，岁月留痕，
只剩下一串断壁残垣。站在
嘉 峪 关 城 楼 上 ，面 对 空 旷 的
戈 壁 和 肃 穆 的 祁 连 山 ，心 中
百 感 交 集 ，当 年 厮 杀 征 战 的
铁骑、南来北往的商旅，都随
着 岁 月 流 逝 远 去 了 ，只 留 下
这 么 一 座 孤 零 零 的 城 楼 ，像
个 苍 老 的 战 士 ，聆 听 着 远 去
的鼓角和战马的嘶鸣。

剑门关——蜀道难于上青天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
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诗仙
李白的名诗《蜀道难》道破了
入 川 路 途 的 凶 险 ，让 蜀 道 因
难 行 而 闻 名 天 下 。 而 一 句

“ 剑 阁 峥 嵘 而 崔 嵬 ，一 夫 当
关，万夫莫开”更让蜀道咽喉
广元剑门关段披上了一层神
秘 的 面 纱 。 从 成 都 出 发 ，穿
过 绵 阳 、阆 中 就 进 入 剑 阁 县
境 内 ，沿 着 山 谷 中 弯 弯 曲 曲
的公路直奔剑门关而去。剑
阁 县 北 的 剑 门 山 ，东 西 横 亘
百 余 公 里 ，绵 延 起 伏 断 崖 峭

壁，山若刀削直插霄汉，峰峦
似 剑 独 路 如 门 ，自 古 为 蜀 道
要 隘 。 进 入 幽 深 的 峡 谷 之
中，一路可见前人留下的“第
一关”“剑阁七十二峰”等碑
刻。行至大、小剑山中断处，
只 见 两 壁 对 峙 ，咽 喉 处 气 势
恢 宏 的 剑 门 古 关 雄 踞 关 口 ，
关 楼 门 洞 上 的 石 匾 刻 着“ 剑
阁 ”二 字 ，阁 檐 下 高 悬 匾 额

“天下雄关”，飞悬的檐角挑
向 两 侧 耸 立 的 峭 壁 ，正 像 杜
甫《剑 门》所 写 ：“ 唯 天 有 设
险 ，剑 门 天 下 壮 。 连 山 抱 西
南 ，石 角 皆 北 向 。 两 崖 崇 墉
倚 ，刻 画 城 郭 状 。 一 夫 怒 临
关，百万未可傍。”猎猎飞舞
的 大 汉 旗 帜 在 城 楼 上 飘 扬 ，
一 群 飞 鸟 如 飞 箭 一 般 ，从 庄
严 威 武 的 城 墙 箭 楼 射 出 ，引
人遐思无限。城楼门口两个
全身盔甲的武士持长矛守卫
着大门，栩栩如生。

《蜀 道 难》中 这 样 描 写 ：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
通 人 烟 。 西 当 太 白 有 鸟 道 ，
可以横绝峨眉巅……黄鹤之

飞 尚 不 得 过 ，猿 猱 欲 度 愁 攀
援。”由此可见蜀道是多么惊
险 。 两 千 多 年 间 ，剑 门 关 一
直 占 据 蜀 道 的 核 心 ，曾 是 川
陕 交 通 的 唯 一 通 道 ，是 连 通
中 原 与 西 南 经 济 、文 化 的 主
动脉。先秦时期蜀王遣五丁
劈 山 开 道 ，三 国 时 期 诸 葛 亮
建 关 设 尉 挺 进 中 原 ，盛 唐 时
期 唐 明 皇 保 身 南 下 栖 身 避
难 ，元 朝 时 期 蒙 哥 跃 马 扬 鞭
创立社稷。从这里走过无数
帝王将相、文人骚客，留迹剑
门，千古绝叹。

娘子关——城外青山城下河

“雄关百二谁为最？要塞
三千此关名。”娘子关位于山
西 、河 北 两 省 交 界 的 山 西 省
平定县内，它扼晋冀之咽喉，
古称“苇泽关”，相传唐王李
世民的妹妹平阳昭公主曾率
兵 在 此 镇 守 ，故 称“ 娘 子
关”。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
九关”，“九”并非实数，而是
代表了皇家至尊。作为历代
兵家必争的要隘，名垂青史，
令人向往。娘子关还有着独
特的北疆风貌和清秀的南国
景 致 。 平 阳 湖 里 荡 轻 舟 ，峡
谷绵河任漂流。百尺悬崖观
飞 瀑 ，险 关 名 隘 论 春 秋 。 而

有 着 流 水 家 家 过 ，涌 泉 处 处
来 的 娘 子 关 村 ，更 是 欣 赏 太
行山水上人家的好去处。

历经风雨的娘子关城，如
今静静地守在群山之中。现
存 关 城 ，是 明 嘉 靖 二 十 一 年
（公元 1542 年）所筑，有南、东
两 座 关 门 和 长 达 650 米 的 城
墙，中间为居民区。城南门，
上为门楼，下为砖券，雄伟高
大，蔚为壮观。城门上书“京
畿藩屏”四个大字，门洞前是
近 百 米 的 石 铺 车 马 道 ，形 状
不一的石头已被磨得精光发
亮 ，马 踏 深 坑 至 今 清 晰 可
见。关城内，有关帝庙、真武
阁 、水 包 钟 等 建 筑 。 宿 将 楼
建 于 门 洞 之 上 ，平 阳 昭 公 主
的塑像安坐其中，衣衫飘飘，
剑锋似雪，想当年，不知倾倒
了多少英雄好汉！

关城东南侧一段保存完
好 的 古 长 城 依 山 蜿 蜒 ，巍 峨
挺 拔 。 台 阶 非 常 陡 峭 ，每 个
台 阶 大 约 有 一 尺 多 高 ，却 又
非常窄，脚只能半侧着踩在上
面，登城远眺，天地辽阔，令人
振奋。或仰看苍山巍巍，或俯
视大河滔滔，山光水色，与古
老的娘子关城相映成趣，有明
有暗，若浓若淡，险山、河谷、
长城宛如进入一幅水粉描绘
的山水风景画中。

玉门关——羌笛何须怨杨柳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咽
喉锁钥”，亦是商贸重镇。自
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公
元 前 121—111）始 已 有 2100
多 年 历 史 。 四 郡 为 武 威 、张
掖、酒泉、敦煌，而两关就是
阳关和玉门关。敦煌为四郡
最 西 ，古 代 丝 绸 之 路 从 这 里
分 为 南 北 两 路 ，向 北 经 玉 门
关进入哈密、吐鲁番，向南经
阳 关 进 入 楼 兰 、若 羌 。 当 时
中原与西域交通莫不取道两
关，阳关、玉门关均是汉代重
要的军事关隘，也是古代“丝
绸之路”必经的要道。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
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
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门
关 ，相 传 其 时 西 域 和 田 美 玉
经 此 关 口 进 入 中 原 ，因 而 得
名。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
蚀 ，今 天 的 玉 门 关 已 是 满 目
沧 桑 ，关 址 仅 存 一 座 由 黄 土
夯筑而成的方形城堡，堡西、
北 各 有 一 门 ，城 门 外 墙 斑 驳
脱 落 ，城 门 内 亦 是 荒 草 萋
萋。站在城门下，放眼望去，
残 垣 断 壁 高 低 起 伏 ，莽 莽 荒
野，早已不见那旌旗蔽日、铁
戈 铮 铮 的 战 争 场 景 ，亦 不 见
缓缓行进的驼队和络绎不绝
的 商 旅 ，映 入 眼 帘 的 只 是 辽
阔 的 戈 壁 及 满 目 的 黄 沙 ，从
高高隆起的干裂坚硬的黄土
层 ，从 渐 渐 断 裂 的 厚 实 粗 糙
的 表 面 ，审 度 茫 茫 的 戈 壁 荒
原 和 眼 前 的 四 方 土 墩 ，有 一
种近乎凄凉之美。

在很多人眼里，核能与农业看
上去“八竿子打不着”：一个在实验
室，一个在田间地头；一个“高大
上”，一个接地气。然而，鲜为人知
的是，我国的核农学早早起步，走
在世界前列。

谈到我国的核农学，绕不开一
个人。他就是我国著名核农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子元。

1991 年，陈子元参加中国科协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在笔记中
写道：“我们正处在新旧世纪交替
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面对的是一
个充满矛盾和激烈斗争的任务，国
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
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

对陈子元来说，时刻以国家和
时代的需求为己任，发展“核”心技
术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作
为我国核农学事业的先驱，陈子元
常年耕耘在核农学领域，利用同位
素示踪法研究农药残留及分解机
理、在核农学领域引入示踪动力学
理论、带领团队钻研核诱变育种技
术，为农业生产贡献“核”心力量。

奠定我国核农学发展基础

1924 年，陈子元在上海出生。
他的父亲陈贤本是一位爱国实业
家。在父亲“做人要诚，做事要勤，
做学问要精”的教导下，陈子元家

中10个兄弟姐妹都走上了念大学、
做学问的道路。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陈子元用
7 年时间读完了初中、高中、大学。
1944 年从上海大夏大学化学系毕
业后，他进入上海四维化学农场，
跟随匈牙利籍植物生理学家蔡古
从事无土栽培试验，成为“中国无
土栽培第一人”。

新中国成立后，陈子元在由大
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合并而成的华
东师范大学任教。此后，在院系调
整 中 ，陈 子 元 被 调 入 浙 江 农 学
院。其间，他曾在苏南蚕丝专科
学校、上海水产专科学校（今更名
为上海海洋大学）等学校任教。“我
对农业的感情就从这里开始了。”
他回忆道。

陈子元喜欢挑战，越是新的东
西他越有兴趣。所以他成了中国
核农学的先驱之一。

核能俗称原子能，是原子核结
构发生变化时释放出的能量。多
年来，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在能
源、机械、医疗、农业等领域都有核
能的身影。

核农业有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
史。早在100年前，科学家就发现，
核能诱发作物种子突变有助于植
物性状改良。

但从科学发现到实际应用，还

要等上许多年。
1956 年，我国制定了《1956—

1967 年 科 学 技 术 发 展 远 景 规
划》，原 子 能 的 和 平 利 用 是 重 点
任务之一。

1958 年，在浙江金华“下乡办
学”的陈子元被召回，前往上海参
加原子能和平利用讲习班。在讲
习班的10个专题组中，他担任同位
素农业应用组组长，在专家的带领
下听课、做实验。

讲习班的培训结束了，我国的
核农学开始了。在一穷二白的情

况下，陈子元带领团队实现了核农
学许多零的突破：开培训班、编教
材、选教师和学生、建实验室、遴选
课题……

1959 年，我国农业高校第一个
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浙江农
学院同位素实验室建成。但简陋
的实验室面临一个躲不开的难题，
缺少放射源。

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
夫的支持下，实验室获得了来之不
易的放射源。两位教师乘坐火车
负 责 将 放 射 源 从 北 京 运 回 实 验

室。尽管途中做好了防护工作，但
他们还是出现了白血球急剧下降
的情况。

核辐射的威力不容小觑。大家
都怕，然而为了实验，又必须有人
勇敢上前。把握好距离、时间、剂
量后，陈子元亲临实验前线，给大
家做榜样。最终，小小的实验室发
展成为引领中国核农学发展的“重
镇”——浙江大学原子核农业科学
研究所（以下简称核农所）。

“我们不是在搞一个职业，我
们是在搞一个事业。”回忆起在实
验室的时光，陈子元感慨万千。

在科学领域，陈子元不仅开天
辟地，还“上天入地”。他在浙江农
业大学任校长时，主张学校既能够

“上天”——科学技术基础理论研
究 达 到 国 际 水 平 ，又 要 能“ 入
地”——为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农
业生产服务。

编制我国第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20世纪60年代，“寂静的春天”
成了全人类的共同议题，人们开始
意识到使用农药化肥并非有利无
弊。滥用农药化肥会造成环境污
染，最终危及人类生命健康。

在国内核农学界素有“北徐南
陈”的说法。“北徐”指核农学的另
一位泰斗徐冠仁院士，他专攻核技

术辐射诱变育种。而“南陈”则是
指陈子元，他在利用核素示踪技术
研究农药残留方面颇有建树。

他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合
成有机磷、有机砷等农药，并用同
位素示踪法对农药在土壤及植物
中的分解、代谢、残留规律进行了
研究。

因此，农业部门的“农药安全
使用标准”重点攻关项目研究就由
陈子元承担。之后，他牵头联合
43 所 高 等 院 校 和 科 研 院 所的近
200名科技人员，开展了长达6年的
项目攻关。

硕果结成，陈子元团队最终编
制出 29 种农药与 19 种作物组合的
69项《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试行后
被批准为国家标准。这是我国第
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核农所的办所宗旨是“以核为
本、多科结合、为农服务、开拓创
新、有所作为、持续发展”，而这正
是陈子元整个学术生涯的写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陈子元又
围绕国家环保重大需求，率先引入
示踪动力学理论，深化农药施用对
生态环境影响的相关研究，为农药
的 安 全 生 产 和 使 用 提 供 理 论 依
据。同时，他将核农学技术与生物
技术结合起来，致力于解决环境污
染问题。

回顾陈子元的学术史，几个
“第一”十分醒目：他创建了我国农
业院校第一个同位素实验室、制定
了我国第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科学顾问委员
会第一个中国科学家……

然而，比这些“第一”更让人
印 象 深 刻 的 是 ：他 爱 好 集 邮 、看
书、画画、摄影，摄影作品集成了
几十本册子；他年轻时爱好健身，
工 作 后 习 惯 慢 跑 ，喜 欢“ 秀 肌
肉”；进入耄耋之年，他仍然坚持
每天步行上下班；他关心年轻人，
常常跟学生讲：“你要超过我，一
代代超过，这个所（核农所）才有
希望……”

（据《科技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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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疆博物馆精心打造的“中华史
册——新疆出土文献展”自 2023 年 8 月
亮相以来，不断吸引观众的目光。在一
件件跨越千年的珍贵文书中，品读历史
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保存下来的文化瑰宝

“中华史册——新疆出土文献展”共
分简帛文书、纸质文书、碑刻墓志、研究
保护 4 个部分，展出文物 150 件（组）。

新疆文博院副院长、新疆博物馆馆
长于志勇介绍，出土文书是新疆博物馆
的馆藏特色之一，因为文书属于有机质
文物，保存下来需要特殊环境和条件。
新疆文书多出土于古楼兰、和田、吐鲁
番等地，这些地区气候干燥，加上出土
地多被沙漠覆盖，才使得珍贵文书能越
千年而不朽。

按朝代来看，新疆出土的两汉时期
简帛文书主要来自若羌县土垠遗址、民
丰县尼雅遗址等，涉及诏令、屯戍、邮
驿、使者往来等多方面内容，其表明汉
朝统一西域后，汉语言文字成为西域通
用语言文字。

出土的魏晋时期简帛文书则集中
在若羌县楼兰古城遗址、民丰县尼雅遗
址、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汉文类简
牍 内 容 丰 富 ，涉 及 设 官 建 制 、屯 田 戍
守、封赏赠赐等多方面；非汉文类简牍
主要以佉卢文为主，内容包括绿洲古国
律令、经济契约、书信、佛经抄件等。

出土的隋唐时期文书数量多、类型
广、研究价值重大，尤其是吐鲁番市阿
斯塔那墓葬出土的牒、帖、状等格式的
官文书，真实反映了当时施行与中原相
同的州县、乡里、城坊等行政制度和均
田、租庸调、徭役、差科等经济制度，还
有镇、戍、烽堠、守捉等军事制度，以及
馆驿、车坊、马坊、长行坊等交通制度，
是研究唐朝治理西北边疆的珍贵材料。

展出的碑刻墓志则从东汉延续到晚
清时期，主要包括《任尚碑》《裴岑纪功
碑》《姜行本纪功碑》《平定准噶尔勒铭格
登山碑》《左宗棠碑》等，记录了历代中央
王朝维护国家统一的丰功伟绩。

还原一段段历史

“展出的每件出土文献都讲述着一
段完整的故事，还原着一段真实的历
史。”策展人之一、新疆博物馆研究室
文博馆员巴音其其格说。

最早的启蒙识字教材什么样？展出
的汉代木简《仓颉篇》可以回答。木简
上所书文字四字一句、以韵行文，与居
延、敦煌烽燧及阜阳汉简中所见《仓颉
篇》体例及部分简文一致，可以互校。
而《仓颉篇》是秦汉时期用于学习汉字
所使用的启蒙识字教材，出土该木简的
尼雅遗址 N14 居址又可能是汉代精绝
王治所，这证实了绿洲古国对汉字的学
习以及当时社会的汉语文教育情况。

唐代的任命书是什么模样？吐鲁
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永淳元年氾
德达飞骑尉告身》可以给出答案。“氾
德达”作为西州高昌县的白丁，参加了
唐军对西突厥的战争，因战功“破句汨
城阵加一转，镇城阵加两转”授勋官三
转“飞骑尉”。该告身是当时的皇太子
李显（后来的中宗）监国时授予的，由
东宫左右春坊官员签署，并由皇太子画

“令诺”。而在唐代，告身是朝廷授官
授勋的凭证，相当于现在的任命书。

唐 代 的 诉 状 上 都 记 录 了 哪 些 内
容？《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
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
事》显示得清清楚楚。这件文书出土于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是从纸鞋上拆
出的，残存八段，墨书 73 行。上面记述
了原告曹禄山向西州长史控告被告李
绍谨：在弓月城（今伊宁市附近）向其
兄曹炎廷借了 275 匹绢（丝织品），两人
一同前往龟兹（今库车县）贸易。但后
来只有李绍谨一人到达龟兹，其兄去向
不明。李绍谨不承认借绢之事，曹禄山
与之打架，并且告到官府。高昌县经过
多次审讯查实，李绍谨最终供出实情并
答应清还本利。

《石 染 典 买 驴 契》和《左 憧 憙 买 奴
契》同柜展出，颇受关注。“石染典”和

“左憧憙”均为吐鲁番的商人，都曾多次
在新疆出土文书中出现。前者曾多次
离开本县本州去外地做生意，后者曾多
次将田宅抵押发放高利贷，关于两人的
记载，成为后人了解唐代丝绸之路繁荣
盛况的重要文物。

弥补历史记载的不足

“这次展出内容全、数量大、学术和
艺术价值高，非常值得细细品读。”于
志勇说，展出文物包括一百多年来出土
的大量简牍、纸文书、帛书写本及碑铭
等文献资料，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民族、宗教等诸多领域，且包
含不同历史时期的多民族语言文字，在
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不足，让
人们对古代西域有了更丰富的认识。

在于志勇看来，新疆出土文献具有
较高的时代价值和研究价值，它们不仅
证实了新疆自古以来多文化、多民族、
多宗教并存的事实，反映了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也体现了中华文
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
和平性。下一步，新疆博物馆将继续在
保护修缮、整理研究、科学阐释等方面
下足功夫。

（据《光明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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