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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玉门关的海关属性
及输入商品玉石的文化意义

冯玉雷
（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英语“Customs”一词最早指商人在贩运商品途中缴纳的一种地方捐税，具有“买路钱”或港

口、市场“通过费”、“使用费”的性质。后来，“Customs”专指政府征收的进出口税，“ the Customs”是征收

进出口税的政府机构，即海关。玉门关是西汉在西部边地正式设立、兼具军事与海关性质的重要关城，

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与其他许多历史名关不同，汉朝最初设立的玉门关因为战争废

弃，关城内迁，地址在历代都有变化，但名称始终沿用“玉门关”，形成特殊的文化现象与文化景观。究

其因，乃是与通过这个“海关”输入的重要商品和田玉石有关。玉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关联着华夏文明的起源、发展与传承。文章利用文学人类学四重证据法来探讨玉文化起源、形成

及其对玉门关文化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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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stoms Attributes of Yumen Pass and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Entering Jade Commodity

FENG Yulei
(Silk Road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term "customs" in English at the earliest referred to a kind of local taxes and levies paid
by the merchants on ways of transporting goods. It has the natures of "money paid to bandits for passage" or of
"fees paid for passing or using" the port, or market. Later, "customs" specifically referred to the import or ex⁃
port taxes or duties impos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ustoms" wa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responsible for imposing the import and export duties and taxes. The Yumen Pass with both military and cus⁃
toms attributes was a key pass formally established by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n the western border,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s of the Silk Road. Different from many other famous historical
passes, although it had been abandoned because of war, and been moved to the interior because of closing the
border, and the address had been changed in the past dynasties, its name-the Yumen Pass was maintained all
the time, forming a special cultural phenomena and cultural landscape. The reason for this lies in the important
goods-Hetian Jade which was imported through "the Customs". The culture of jade and silk,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
ture. By using the "Quadruple Evidence Law"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origin and forma⁃
tion of the jade culture and it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ulture of the Yumen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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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玉文化崇拜

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以前，对上古认识主要

来源于传世文献。学术界曾质疑中国的夏朝是

否真的存在过。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中国文

明探源经历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仰韶文化和

龙山文化东西二元对立说”、“中原中心说”和“多

元一体说”。20 世纪 90 年代，现代考古学家苏秉

琦提出“满天星斗说”，认为距今 6000 年左右，从

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

样璀璨，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分别创造出

灿烂的文化，它们之间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对玉的

崇拜。中国人与玉有不解之缘。远古时期，先民

就学会识玉、采玉、制玉、用玉，史前大多数墓葬

中都出土璧、琮、璜等玉器。夏商周时期，玉器成

为礼制中不可或缺的圣物，从大禹到周穆王，到

卞和，到玉玺，到金镂玉衣，再到贾宝玉、林黛玉

的金玉良缘和乾隆时代的巨型玉雕《大禹治水

图》，直至现代人对玉的挚爱，这种文化基因和遗

传密码就没中断过！《说文解字》作为中国重要的

早期字书，它的分部、编排和取字，事实上反映了

东汉及其前代人对世界的一般经验和认识。

二、玉帛之路与和田玉输入

玉教和玉帛之路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发生

之路，背后隐藏着揭示华夏文明起源的密码。考

古证明，华夏先民凭借雕琢玉器和玉礼器来达到

通神、通天的神话梦想，并构建出一套完整的玉

礼仪传统。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叶舒宪先生用“玉教”概括华夏

先民对玉石的崇拜。他通过出土玉器考察“前文

字”时代的文化史，并把这种实物和图像信息称

为“第四重证据”（也称“物的叙事”和“图像叙

事”），以补充历史学考古学“二重证据法”和“三

重证据法”之不足。他认为，大约从 8000 年前开

始，玉石崇拜先北方，后南方，最后进入中原，大

约用 4000 年时间覆盖了中国：“第一波为‘北玉南

传’；第二波为‘东玉西传’，4500 年前扎根中原，

以山西陶寺文化玉器和下靳墓地玉器为代表。

中原地区玉礼器的生产伴随着王权的崛起而揭

开序幕，这个过程中，西北的齐家文化起到重要

推动作用。一方面，齐家文化接受东方玉器崇拜

观念，大量生产以玉璧、玉琮、玉斧为主的玉礼

器，成为夏、商、周三代玉礼器的重要源头；另一

方面，齐家文化因占据河西走廊的特殊地理位

置，将新疆和田玉输入中原地区，开启商、周两代

统治者崇拜和田玉的先河。”此后，经过儒家“温

润如玉”理念的熏陶，和田玉独尊的现象一直延

续至今，成为华夏文明发生的巨大动力和核心价

值。

二里头文化是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

分界的关键钥匙，约在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7
世纪，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的洛阳附近和伊、

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

带，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陶礼器也几

乎遍及这个文化分布圈。在陶礼器之外，起源于

山东海岱地区的玉璋等玉礼器又以二里头都邑

为扩散起点，向长江中上游甚至岭南一带传播，

直至越南北部。

玉牙璋属玉礼器，又称刀形瑞刃器。石峁文

化遗址出土玉璋多达 28 件。国内出土牙璋情况：

四川广汉中兴乡三件；二里岗一件；二里头两件；

山西省侯马牛村一件；福建漳浦眉力一件，甘肃

省三件，香港大湾一件。

二里头遗址附近并无玉矿，制作玉器需从远

处输进玉料，但其来源悬而未决。同样问题也困

扰着山西襄汾陶寺文化玉器及临汾下靳村墓地

和芮城县坡头村墓地的玉器材料来源。尤其是

60 厘米以上玉礼器制作需要大体积优质玉料，甘

青地区出产此类玉料可能性最大。1974 年，青海

大通上孙家寨出土梯形四孔玉刀，长 54 厘米；

2002 年青海喇家遗址出土齐家文化三孔大玉刀，

虽已残缺，仍有 33 厘米。这表明，甘青地区出产

的所谓“祁连玉”材料具有供应大件玉礼器生产

的充足条件。

长期以来，因缺乏文献资料，学界对夏朝认识

很模糊。随着近年大量史前考古实物——尤其是

齐家文化玉器的出土，夏朝姿影逐渐清晰起来。

甘肃彩陶文化最兴盛时期为马家窑，发展到齐家

已经式微，代之而起的是玉石文化，它与夏朝初

期文化形态高度重合。齐家文化崇玉风气就是

对“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最好注解

与呼应。

相比较早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齐家文

化玉器朴实无华，厚重大气，材质大体包括石、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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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半玉、玉，还有绿松石、天河石等，受当时经济、

交通等条件限制，只能就地或就近取材。考古发

掘和矿石开采活动表明，齐家文化分布范围内存

在着丰富玉矿，甘肃武山、积石山、马衔山、祁连

山、马鬃山等地都有玉矿发现。马衔山处于齐家

文化中心区，玉材坚硬、致密、油脂性强，接近和

田玉，有青白玉、白玉、黄玉、碧玉、墨玉、糖玉、杂

色玉等，颜色丰富，为齐家文化玉器繁荣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 2012 年 5 月以来，叶舒宪、古

方、王仁湘、易华等著名学者先后对马衔山玉矿

进行考察，并对博物馆和民间收藏家藏品进行调

查分析，认为马衔山玉矿是齐家文化玉器原料来

源之一，在古代可能被大量开采。类似马衔山玉

料的齐家文化玉器在甘肃东部地区也有发现，说

明玉石之路上输送的不仅是和田玉，也有甘肃玉

料。2015 年 6 月，叶舒宪教授率领玉帛之路（第五

次）考察团考察马鬃山玉矿后，针对甘肃境内马

衔山、马鬃山玉文化资源状况，提出“玉出二马

岗”说，厘清了 200 多万平方公里的西部玉矿资源

区：最西端是新疆喀什（维吾尔语，意为“有玉石

的地方”），向东延伸到和田、若羌、且末，最东部

为甘肃马衔山，东西长约 2000 公里，北边是马鬃

山，南边是青海格尔木和马衔山，南北宽度不足

1000 公里。马鬃山是天山余脉，马衔山是祁连山

余脉，格尔木是昆仑山余脉，齐家文化正好分布

在西部玉矿资源区东部。

中原地区缺少玉矿资源，因此，距今 7000～
5000 年前中原地区影响力最广大的仰韶文化不

能像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样生产

出规模性的玉礼器。直到距今 4000 多年前的山

西襄汾陶寺文化、临汾下靳村和芮城坡头村庙底

沟二期文化，以玉璧、玉琮为代表的大件组合性

玉礼器体系才首次登场中原地区，随后又有成熟

多样的玉礼器体系出现在中原腹地，并在二里头

文化承上启下的作用下，建构出夏、商、周三代一

脉相承的玉礼器传统。中原地区需要从西部运

输玉料。叶舒宪、易华等学者根据从甘肃、青海

等地区齐家文化及其他史前文化遗址出土的和

田玉器等资料，推测距今约 4000 年前就有“玉石

之路”雏形。古代典籍记载显示，周穆王先向东

走，到河南，越过黄河，过三门峡，到山西，绕过五

个盆地，出雁门关，然后去河套、昆仑。《战国策》、

《史记》都有“昆山玉路”的记载。这条漫长的玉

石贸易之路从新疆出发，经过甘肃、陕西或山西

才能运抵河南；西域的玉石、宝马、瓜果传到中

原，中原的丝绸也被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域。史前

玉路主要靠水路，黄河及其支流充当了西玉东输

主渠道，在晋陕大峡谷两岸留下石峁、陶寺、清凉

寺 、安 阳 殷 墟 等 文 化 遗 址 中 都 出 土 过 大 量 玉

礼器。

比丝绸更早地跨地区的国际贸易对象是玉石

（地中海文明主要关注绿松石和青金石），包括由

玉石开发所衍生而来的金属矿石。张骞两次出

使西域所走“丝绸之路”正是在古代“玉石之路”

基础上拓展出来。这条路不但将中华文明的发

生、发展、壮大起来，同时还承担了文化输入和输

出的重要使命。

三、玉门关的关城地址

及文献资料所见有关玉石

关于汉唐时代的玉门关具体位置及其变迁情

况，学术界尚无定论。

2015 年 1 月 18 日，由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

甘肃分会敦煌工作站主任孙志成兄做向导，《丝

绸之路》杂志社几位同事考察敦煌西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经过玉门关到达玉门关保护站。2001
年，敦煌西湖北区划为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和敦煌市南泉湿地自然保护区，两者大致以玉

门关为界。那个玉门关，是汉朝玉门关（即斯坦

因认为的小方盘城）。

历史上，玉门关先后经过多次迁移，历来学者

就关址问题多有争论。《汉书地理志》载：“有阳

关、玉门关皆都尉治。”《史记·大宛列传》张守节

《正义》《括地志》云：“玉门关在（龙勒）县西北一

百十八里。”莫高窟晚唐抄本《沙州志》（S.788）、

五代写本《寿昌县地境》及《沙州归义军图经略

抄》（P.2691）也有记载，认为此关建于汉武帝时，

约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51），史称故玉

门关或古玉门关；东汉以来所置玉门关谓之“新

玉门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最早记载新玉

门关位置。百余年后，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再

次指明位置。明清以来，关于新玉门关位置有三

种说法。《大明一统志》说在“故瓜州西北一十八

里”；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说在今瓜州县东百余

里之双塔堡东北；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说唐初

玉门关在锁阳城西北，也推测在窟窿河下游双塔

堡东或小王堡（当地称小宛堡）之西，还提出初唐

以后可能移到瓜州城近处。林竞《西北丛编》、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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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儒《敦煌史地杂考》、《河西考古杂记》都对陶保

廉观点加以推介。阎文儒曾亲赴双塔堡一带考

察，肯定陶说。历史学家岑仲勉先生曾质疑此

说。法国汉学家沙畹在《斯坦因在东土尔其斯坦

沙漠所获中国文书考释·序论》中提出汉武帝太

初年代以前之玉门关在敦煌以东。王国维赞成

此说。向达著《两关杂考》反驳，沙畹之说遂被否

定。近年来，著名学者、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

在对瓜州历史地理考察研究过程中，查阅大量文

献资料，并进行实地考察，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

发表《新玉门关考》（《敦煌研究》，1997 年第 3 期）

阐述观点。他根据《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所

载瓜伊驿道加以推测，唐玉门关应在锁阳城、北

桥子及踏实乡破城子之间三角地带范围内。向

达先生曾指出：“隋常乐有关官，其治所为玉门关

无疑也……《隋书》亦云玉门关晋昌城，是自长安

西去，必先至玉门关而后抵晋昌，与《元和志》所

记合。”1996 年 8 月 15 日下午，李先生曾与宁瑞

栋、潘发成、李春元、李旭东等人驱车实地考察，

发现马圈村西二古城，小城居东北，大城居西

南。经考证，东北小城就是隋玉门关，西南大城

是隋常乐县（唐代为晋昌县），玉门关沿置未改。

由此可知，隋代玉门关已在常乐县东。但这

并不等于说东移之玉门关始建于隋代。向达先

生认为“玉门关之东徒与伊吾路之开通当有关

系”。李正宇先生沿此思路结合数宗史料所载信

息，进一步研究，认为新玉门关设置于东汉永平

十七年（74），当初既是为伊吾道而设的关卡，也

是东汉“使护西域中郎将”的衙府。

这不是最终结论，学者对历代玉门关设置时

间、地址仍有不同观点。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

究所所长李并成先生认为最早的玉门关应设在

嘉峪关市石关峡，约在西汉元鼎六年（前 111），随

着汉长城西延至敦煌，约在西汉太初三年（前

102）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之际，玉门关才迁到敦

煌西北今小方盘城一带，石关峡原址改置为玉石

障 。 89—105 年 ，东 汉 将 玉 门 关 东 迁 到 今 玉 门

镇。东汉，新北道开通后，玉门关又迁到今瓜州

县双塔堡附近。五代至宋初，石关峡重设玉门

关。 1036 年，西夏占领河西走廊，玉门关从此销

声匿迹。 2013 年 7 月，西北师范大学、敦煌研究

院、兰州大学和宁夏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 30 余

人组织了“寻找最早玉门关”调研活动，参加考察

的大部分专家赞同此说。

陶葆廉、李并成等先生认为的唐代玉门关就

在被水淹没的瓜州双塔水库库区。李正宇先生

则认为，双塔堡在瓜州城东北 100 里，若驿道经双

塔堡而抵常乐城，其行进路线是先东北、再西南，

就绕道了；若从双塔堡直指西北而往伊州，可直

插红柳园（唐乌山烽）入莫贺延碛路。但双塔堡

至红柳园间 200 里，唐代并无驿路通行。因玉门

关涉及玄奘当年偷渡出关、遭遇危险的路线，李

正宇先生写过一篇《玄奘瓜州、伊吾经行考》，细

化到每一天的行程，考证分析。玉门关城址不断

变化与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等形势密切相关。

伴随着考古发现，争论还在继续着。2014 年 7 月，

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团抵达瓜州，叶舒宪先生有感

而发，写了考察手记《游动的玉门关》。

目前，作为旅游景点的“疑似”汉玉门关遗迹

仅存一座具有象征意义的四方形小城堡，被称小

方盘城。1907 年，斯坦因在关城北面不远处废墟

中挖掘到许多有“玉门都尉”等内容的汉简，后人

据此判定小方盘城为玉门关所在地。斯坦因还

发现一只汉代药箱，里面若干种药的品名至今

未明。

玉门关的设立兼具军事关隘与通商口岸两种

功能，以玉命名，显然与和田玉输入有关。有个

传说：一支专贩玉石和丝绸的商队常常在敦煌迷

途，其中一次被孤雁带出困境，到达小方盘城。

不久，商队再次迷路。那只大雁飞在空中叫道：

“咕噜咕噜，商队迷路。咕噜咕噜，方盘镶玉。”商

主几经斟酌，挑出一块最大、最好的墨绿玉镶在

大方盘城关楼顶端。夜幕降临时墨玉发出耀眼

光芒，方圆数十里外都看得清清楚楚。从此，过

往商队不再迷路，小方盘城也改称“玉门关”。

2016 年 8 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马圈湾汉

简集释》中汉简（编号 9）载：“广满私玉石一枚重

卅斤”。“卅”为三十，这么大的一块玉石被广满私

藏，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如何？广满走私？贿赂

广满？广满敲竹杠勒索？我翻阅《敦煌马圈湾汉

简集释》全书，类似记录或提到玉石的仅此一

例。珍贵的汉简中特别记载“广满私玉石一枚重

卅斤”，可见对玉石管理之严格。马圈湾汉简中

经常提到玉门关、关城（当指玉门关关城）。有一

则短简中有“玉门千秋燧”，“玉”字中的那一点被

写到右上方！这是汉朝书写者故意为之，还是这

块“玉”作为指示符号可以随意放置？

1979 年阳关遗址出土汉朝料珠。

玄奘《大唐西域记·昭怙厘二伽蓝》（岳麓书

社 1999 年版）记载：“在荒芜城池以北四十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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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山凹相接的地方隔着一条河，有两座寺院，同

称昭怙厘，一东一西相对称。佛像装饰精美，几

乎超出人间技艺水平。僧徒清净肃穆，实在是勤

奋尽心。东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宽二尺多，

色泽呈黄白色，形状如海蛤。上面有佛陀走过的

印记，长一尺八寸，宽六寸多。在斋戒的日子，玉

石上的足印会发出光芒。”昭怙厘就是如今库车

的苏巴什佛寺。

1986 年，敦煌三号桥墓葬出土魏晋时期的玉

石枕，现存敦煌博物馆。

五代后周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载，唐代

时西域龟兹国进贡枕头一枚，色如玛瑙，温润如

玉，制作甚工，枕着它睡觉，则十洲、三岛、四海、

五湖，尽在梦中，玄宗因立名为“游仙枕”，后来赐

给杨国忠。这块玉可能是若羌黄玉；另在《暖玉

鞍》中说：“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则用之，虽

天气严寒，则在此鞍上坐，如温火之气。”《开元天

宝遗事》与玉相关的章节有《梦玉莺投怀》：张说

母梦见玉鸳入怀，怀孕，后来果然生子，为宰相。

敦煌莫高窟 61 窟东壁门北侧女供养人像中

南向第四身女供养人于阗天公主缀饰、项链均是

上好和田玉。

S.4359 敦煌曲子《谒金门·开于阗》：“开于阗，

绵绫家家总满。奉戏（献）生龙及玉碗，将来百姓

看。”唱诵的是公元 901 年归义军打通前往于阗道

路之事。在敦煌人看来，打开和于阗交往通道的

好处，是于阗的绵绫、良马及美玉将源源不断

而来。

2014、2015 年，我曾到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考察，在距离罗布泊 100 多公里的湾腰墩发

现风凌石等美石；在阳关以西的地方发现墨玉。

20 世纪 60 年代，有人曾在建于 5 世纪的敦煌

北党城内发现小块玛瑙、玉币、铁制蛇矛头和约

一指见方“石玻璃”。

至于诗文中所见玉门关的不胜枚举。玉门关

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西部文化意象，而其源头则

可以延伸到古老的玉器崇拜时代。国人挚爱玉

门关的深层次原因是潜意识中对玉文化根深蒂

固的认同。是为此，玉门关作为建立较早的、名

称沿用时间最长的海关，其内涵在历史发展中升

华为一种文化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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