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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南北疆的古道

夏特古道 （也称夏塔古道） 长约
120公里， 最宽处达2公里， 北起夏特
谷口， 沿大峡谷盘旋而上， 抵达南疆
阿克苏地区温宿县， 贯通新疆天山南
北， 从古至今， 这条古道是伊犁通往
南疆的唯一捷径， 也是古代丝绸之路
上最险峻的一条著名古隘道。 据 《汉
书》 记载： 西汉时期解忧公主的侍女
冯嫽持汉节出使南疆诸国和解忧公主
的女儿弟史嫁龟兹王时， 走的就是此
道。 古道又名唐僧道， 传说当年唐玄
奘西天取经从此经过， 至今夏特河上
还有一巨大的石龟， 常年与滔滔的河
水为伴， 向世人见证着唐玄奘当年西
天取经的路途艰辛。

昭苏自汉朝就属于中国的版图 ，
古属乌孙国， 历史上汉家刘细君公主
和解忧公主远嫁乌孙国王动人的故事
流传至今。 关于 “夏特” 地名的由来，
是由于在清代时期这里称之为沙图阿
满台，翻越西天山主脊海拔6500米的木
素尔岭达坂。 清朝当时在木扎尔特冰
川上设有70户专门凿冰梯的人家，因此
得名“沙图”，夏特为突厥语，蒙古语为
沙图，哈萨克语为萨特，维吾尔语为雪
特，汉语意为“阶梯”“台阶”“梯道”，沙
图的转意为夏特，也有称之为“夏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 中央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政
策， 加大了对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
入力度， 随着国道219线新疆南北疆公
路的贯通， 今天这条古道已成为国内
外学者与游人考古探险的最佳选择 ，
2024年夏特古道被 《国家地理》 杂志
列为中国十大精品探险线路之一。 有
史料记载， 夏特古道属于褶皱构造体
系， 地质地貌条件的原始形成十分复
杂 ， 穿越古道必经众多的高山垭口 、
雪峰、 激流、 冰川、 湿地、 原始森林、
达坂、 无人区， 所以一般人很少问津，
但这也恰恰能激发驴友的探险兴趣。

动植物王国的乐园

我们溯夏特河而行， 这条古道沿
河与草地雪山平行， 就进入了夏特谷
地。 这是西天山最秀美的绿谷。 汽车
在简易盘山公路上颠簸两三公里后 ，
只见两侧山顶茂密葱绿的森林后面 ，
一条条瀑布在深山的青苍中从天而降。

瀑水撞击着山石， 发出了阵阵轰鸣。目
睹的是戟戈耀日，烟尘滚滚，雾纱缭绕，
盈耳则是风萧马鸣， 吼声如雷； 细观，
山涧水流纵横交错， 穿梭往来， 溅珠
喷玉 ， 顿觉拂面的山风潮湿而清凉 ，
使人心旷神怡， 如临仙境。

古道上的谷地是典型的天山北坡
第四季冰川谷地之一， 当时冰川分布
最远可至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口附近，
在谷地中随处可见古冰川的痕迹。 举
目南望， 近在咫尺冰山雪峰， 时而云
雾弥漫 ， 若隐若现 ， 时而天高云淡 ，
冰山兀现， 使人无不为大自然鬼斧神
工的奇妙变化而赞叹。 由于地处僻壤，
夏特谷地仍保留了千年以来的自然原
始状态， 静谧而安详。

这里蕴藏着极为丰富和珍贵的物
种资源， 有完整的原始森林类型及植
被，也是整个天山森林生态系统最为典
型的代表。 云杉类型齐全，野生动物种
类丰富，堪称是欧亚大陆腹地野生生物
物种“天然基因库”，有1000余种高等植
物，146种陆栖脊物和196种昆虫。 其中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达30余种，这里不仅
有松鼠、旱獭、雪兔、雪鸡等动物频繁出
现，还是雪豹、北山羊、盘羊等国家珍稀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不过，真要走进原
始森林，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幽静如仙境的温泉

人间世外天堂， 身临其境体验，雄
奇峻逸的夏特古道是天山深处的一块
瑰宝， 也是世界著名风景区和旅游胜
地，这里堪称人们梦寐以求的天堂。 恣
意舒展的碧绿无边无际地流淌着生动
的颜色。 极阔的视野里，覆盖着一层薄
薄的迷雾，天空的颜色因之暗蓝，绿海
的波浪在阳光里透出凝重的色调，流动

着生命的颜色。只有在此才真正找到了
生命的原色。 远处墨绿的山峦层层叠
叠，犹如潮涌般的海洋。天山雪冠，仿佛
是飘浮在绿色海洋里的巨帆，令人神怡
而浮想联翩。时而头顶有大雁箭一般飞
过，有鹰隼在半空中盘旋，守候着这块
神圣的净土。 极和煦的熏风轻轻吹过，
轻抚着游人欢乐的笑靥，又缓缓无声地
拂扫而去，令人心底十分宁静而飘逸。

沿古道方向顺势而进， 一路到达
夏特温泉。 夏特温泉坐落在阿冬不拉
克山下， 泉水从山底汩汩流出， 分别
注入了山底的五个大水池里， 每个水
池约20平方米， 专供游人沐浴。 每到6
月－9月间， 泉水水温在30－60摄氏度
之间， 水中含有多种矿物质， 可以疗
治皮肤病、 类风湿、 关节炎、 胃炎等
多种疾病， 一到夏秋之季， 来夏特温
泉疗养的人络绎不绝。 温泉疗养院建
有20多间木房专门为游人提供住宿，还
设有酒店、商场、诊所等设施。我们望着
林木葱绿的高山，这里真是“松杉葱郁
千山翠，绿海苍茫万顷涛”，顷刻之间，
我们颠簸之苦顿时烟消云散，展现在视
野内的是一望无际的碧绿的锦毯，其间
有五颜六色的叫不出名字的野花灿灼
的笑靥，更增添了山野的几分灵气。 古
道美景让人身心陶醉，而温泉又让人彻
底放松。

汉朝公主长眠之地

西汉公主刘细君墓地坐落在古道
谷口， 墓高近10米， 底径40米， 是乌
孙草原中规模最大的古墓之一。 我们
站在约5米高的细君公主墓碑前， 只见
石碑上刻着 “细君公主之墓” 的6个大
字熠熠生辉， 墓地坐西朝东， 显得十
分的幽静， 四周草原襟抱， 青草葳蕤，

鲜花争妍；依山傍水，气势雄伟， 使人
情不自禁的遥想到当年细君公主远嫁
乌孙的情景， 历史的天空在这里定格
了一代公主辉煌的一生。

据 《前汉书·乌孙传 》 记载 ， 在
2000多年前的西汉， 伊犁河流域是当
时西域强大的乌孙国的游牧地。 当时
乌孙属哈萨克族祖先的一支。西汉武帝
时期， 为了彻底击败西北边塞的匈奴，
张骞建议用厚赂招引乌孙，同时下嫁公
主，与乌孙结为兄弟，这样就可“断匈奴
右臂”， 共同夹击匈奴， 于是汉朝就有
了第一位远嫁西域的细君公主。

元鼎二年 （公元前115年）， 乌孙
王配备了翻译和向导， 护送张骞回国，
同行的还有数十名乌孙使者， 这是乌
孙人第一次到中原。 乌孙王送给汉武
帝数十匹天马 ， 深得汉武帝的欢心 。
乌孙国见汉朝军威远播 ， 财力雄厚 ，
遂重视与汉朝的关系。 汉元封初 （公
元前110－109年）， 乌孙再遣使 “以马
千匹” 为礼， 媒聘汉家公主， 汉武帝
选定江都 （今扬州） 王刘建之女刘细
君为公主出嫁乌孙国王猎骄靡。

猎骄靡国王死后， 细君公主续嫁
猎骄靡的孙子军须靡为妻， 并上书恳
求汉武帝， 将她召回故土， 她要把自
己的生命结束在养育自己的土地上。汉
武帝接书后，内心也很怜悯，可匈奴仍
在北方虎视眈眈，为保中原安宁，与乌
孙的结盟必须坚持下去。 于是汉武帝
回书曰 “从其国俗 、 欲与乌孙共灭
胡”。 细君只得含悲忍耐， 终日以泪洗
面。猎骄靡病故后， 由于猎骄靡的儿子
早亡， 孙子军须靡继承王位后， 细君
为军须靡生下一女， 名少夫。 因产后
失调， 加之心情抑郁、 思乡成疾， 不
久细君因忧伤而死， 年仅25岁， 年轻
的公主遂永远长眠在塞外的大草原上，
但细君公主为西汉边疆稳定作出的巨
大贡献将永远被世人铭记。

探秘夏特古道

初夏， 我和朋友来到中哈交界的新疆夏特 （也称 “夏塔”） 古道。 古道距离昭苏县城63公里， 地处海拔6995米的号
称新疆“天山之父”的汗腾格里峰下。 放眼望处， 汗腾格里峰常年被积雪覆盖， 射出熠熠光芒； 山下却是一片墨绿， 幽静
而深远。 眼前呈现出两岸翠绿襟抱着的云雾升腾的宽阔谷带， 蜿蜒南北， 跌宕有致， 望不到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