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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东山， 东山是云霄之

上的帕米尔。

开始只是一抹黄晕， 模糊

如深夜远处的街灯。 我对后座

的李肖说： 月亮出来了。 大家

都朝暗影沉沉的左侧张望， 那

是帕米尔的方向 。 是月亮吗 ？

不是山上的灯光吗？ 大家都在

疑惑 。 公路在狮河 （Shir-ab）

谷地快速下行， 东边的黄晕时

隐时现， 越来越高。 车外已是

黑夜， 近在咫尺的河谷风景完

全看不到， 只有那遥远的、 梦

一般的、 还藏身在崇山峻岭之

后的月亮牵挂我的眼睛。 正是

中元节的第二天， 前一晚我们

在撒马尔罕顶着一轮圆月看

了帖木儿陵 、雷吉斯坦广场和

比比哈努姆清真寺 ，今夜希萨

尔 （Hisar）山间的月亮应该更

圆吧。

那时刚刚过了铁门关。

据说如今时兴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那我就说———铁门关，

铁门关，铁门关。

还在塔什干时， 我就对全

程陪同我们的乌兹别克考古学

家 法 浩 特·马 克 苏 多 夫

（Farhod Maksudov） 建议 ， 一

定要看看铁门关。 他笑道， 有

好多个铁门呀 ， 你要看哪一

个？ 我说， 就是去铁尔梅兹路

上， 最著名的那一个。 他显然

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 呵呵一

笑， 算是答应了。 从塔什干到

撒马尔罕 ， 傍晚过了吉扎克

（Jizzakh） 之后 ， 汽车进入一

道峡谷。 自东而西的泽拉夫尚

山脉在这里出现一条细细的裂

缝， 成为南北通行的捷径。 公

路在左， 铁路在右， 中间夹着

一条自西南向东北流的小河 ，

两边则是壁立高耸的悬崖。 法

浩特从大巴的后排来到我身

边， 指着前方说： 这里也有一

个铁门。 他接着解释， 这里是

泽拉夫尚河与锡尔河的分水

岭， 也是粟特时代康国与曹国

的分界线。 的确， 河道渐渐升

高， 峡谷越来越窄， 古时一定

是绝佳的天然关隘。 到了最狭

窄的地方， 他指给我们看左侧

崖壁上密密麻麻的题字， 让我

想起蒙古塔米尔河谷那个突兀

惊人的泰哈尔巨石。

现 在 这 个 地 方 被 称 为

Timur Darvaza（帖木儿门 ）。 两

侧崖壁上有铭刻，有墨书，多种

文字， 多种语言， 多个历史时

期，真是重重叠叠，和泰哈尔巨

石一样有古老的传统。 现存最

著名的古代铭文有两种， 一是

1425 年帖木儿帝国时代的兀

鲁伯（Ulug Beg）北征归来所刻，

一是 1571 年昔班尼汗阿卜杜

拉汗二世征服塔什干后所刻 。

据说以前还有一方沙俄时代的

铭刻 ， 写着 ： “尼古拉二世于

1895 年下令建造铁路，1898 年

竣工。 ”

我知道世界上很多地方都

有所谓铁门， 比如欧洲最有名

的铁门是多瑙河谷那个把塞尔

维亚和罗马尼亚一南一北分开

的铁门。 即使只在中亚， 也有

好多个铁门。 除了最早由玄奘

提及、 后来各种史料都记载的

那个让我们心心念念的铁门关

之外 ， 还有几处 “铁门 ”。 中

国境内有新疆库尔勒北郊控制

南北疆交通要道的那个铁门

关， 很多年前我跟着王炳华老

师去过， 但印象不太深。 里海

西岸俄罗斯境内有个因古城堡

而闻名的城市 Derbent， 这个

名字在中亚几乎就是 “铁门 ”

的同义词。 据同行的王一丹教

授 解 释 ， Derbent 或 Darband

是一个波斯语复合词， 早已借

入突厥语， 意思是峡谷、 山口

或关隘， 由表示 “门” 的 Der/

Dar 与意为 “关闭” 的动词词

根 bent/band 组合而成 。 帖木

儿时代重修撒马尔罕大城 ，北

城门就叫“铁门”。 《巴布尔回忆

录 》 （Baburnama） 记 其 名 为

Ahanin Darvazasi，ahan 是“铁”，

darvaza 是“门”，都是突厥语借

自波斯语的名词。

然而我不知道， 在撒马尔

罕绿洲东北角的这个 “帖木儿

门”，在古代也曾被称为铁门。

法浩特认为， 鄂尔浑古突

厥文碑铭提到的铁门， 就是撒

马尔罕以北、 而不是撒马尔罕

以南的铁门。 8 世纪前期，东突

厥第二汗国曾远征中亚， 阙特

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盛称汗国武

功：“向西渡过珍珠河 （即锡尔

河），征战至铁门。 ”暾欲谷碑也

记突厥军队 “渡过珍珠河……

直至铁门，并于此旋师”。 暾欲

谷碑还提到大食人和吐火罗

人，分别指屈底波 （Qutayba）所

率围攻康国 （撒马尔罕 ）的阿

拉伯大军 ，以及在希萨尔山以

南吐火罗斯坦抵抗阿拉伯人的

萨珊波斯游击队。 “铁门”在鄂

尔 浑 古 突 厥 文 碑 铭 中 写 作

temir qapi奕（temir 是 “铁 ”，qap奕

是“门”）。

法浩特说， 东突厥兵威所

届，只是锡尔河流域，并未进入

康国，更不曾饮马阿姆河。没有

史料显示屈底波围攻康国时 ，

遭受过来自北方突厥军队的骚

扰。 看来确如暾欲谷碑所暗示

的， 突厥人眼见阿拉伯大军来

者不善， 未敢南下进入泽拉夫

善河谷， 在分水岭一带就带着

所掠金银宝货班师了。那么，碑

文所说的铁门， 只能是这一带

的某个关隘， 也就只能是这个

峡谷尽头的险要逼仄之处了 。

我估计， 法浩特说古人所称铁

门之一在此， 最重要的依据就

是古突厥文碑铭。

可是， 称这个关隘为 “铁

门 ” 并不见于其他地方 ， 16

世纪的史书中倒是提到这一带

有一个要塞 。 察合台文史书

Zubdat al-athar 记载 16 世纪初

乌兹别克的阿布勒-哈伊尔汗

（Abul-Khayr Khan） 率军自北

而南攻打撒马尔罕时， 非常重

要的一个阶段是在南距撒马尔

罕 约 50 公 里 的 设 拉 子

（ Shiraz） 一 战 击 溃 敌 军 ：

“（阿布勒-哈伊尔汗 ） 统军前

往河中 （Mawarannahr） 诸国 ，

当他抵达距离撒马尔罕 4 个

yighach 远 的 设 拉 子 时 ，

Abdallah Mirza 前来抵御 ， 恶

战 一 场 ， 最 终 胜 利 之 风 吹

动 阿 布 勒 - 哈 伊 尔 汗 的 旗

帜 ， Abdallah Mirza 战死 ， 河

中全境入于阿布勒-哈伊尔汗

之手。”

《巴布尔回忆录 》 记巴布

尔多次围攻撒马尔罕， 每次都

是 先 占 领 “ 设 拉 子 城 堡 ”

（Shiraz qorgan） ， 再南下进入

绿洲。 这个关塞与波斯南部名

城设拉子同名， 显然是撒马尔

罕北边一个关键的要塞， 所谓

兵家必争之地。 其地应即所谓

“帖木儿门 ” 一带 。 唯一的疑

问是， 如果鄂尔浑古突厥文碑

铭所说的铁门是指设拉子要

塞， 为什么铁门之称不见于其

他史料呢？ 很显然， 这个疑问

目前还难以澄清。

最令人向往的铁门在南

方， 在我们此行要翻越的希萨

尔山间。 文献中频频出现的铁

门， 多数是指这个具有地标意

义的关塞， 因为它标志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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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记

2018 年 8 月下旬

至 9 月初，中国人民大

学国学院李肖教授与

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负责人法

浩特·马克苏多夫教授

合作，组织了一小队专

家到乌兹别克斯坦南

部的苏尔汗河州，特别

是在铁尔梅兹市周围，

集中考察近代以来发

现并发掘过的古遗址。

我有幸参加了这个活

动，收获良多。 这篇小

文不是考察报告，而是

专业考察之余的见闻

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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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浩特与王一丹在古城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