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和田
此《Ancient  Khotan》（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由英国考古学家斯

坦因编著。全书共分为文字和图版两册，详细介绍了斯坦因第一次到塔克拉玛干沙漠

考古探险的全过程，包含三百多幅图片及地图勘测图。此英文本出版于1907年。

斯坦因《古代和田》的出版标志着20世纪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研究和昆仑山地理勘测

的正式开始，其成果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埋藏和

完整保留中国古代文明样本，以及亚欧大陆其他古代文明样本最为丰富之地。这个区

域引起世界长达一个多世纪瞩目的起因，便是20世纪初斯坦因的和田沙漠绿洲考古发

掘。和田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腹心以及昆仑山中段主体，迄今仍然保留有亚欧大

陆数量最多、也最为经典的沙漠绿洲文明遗迹。和田这个丝绸之路关键区域出土的数

量和品质惊人的亚欧大陆古代文物，俱为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之见证。（介绍参考）

斯坦因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花在了亚洲腹地的探险考古活动。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

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探险：

第一次中亚探险（1900～1901）主要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的古代遗址，其旅行记为《沙

埋和田废址记》（Sand－buried  Ru－  ins  of  Khotan，London，1903），正式考古报告是

《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全二卷，1907）。

第二次探险（1900～1908）除了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

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并利用

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其旅

行记为《沙漠契丹废址记》（1912），其中有敦煌骗宝经过的详细记录；其正式考古

报告为《西域考古记》（1921），共五卷。

第三次探险（1913－1915）又重访和田、尼雅、楼兰遗址，并再次到敦煌，从王道士手

中获得五百七十余件敦煌写本，还发掘了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的遗址，其正式考古报

告为《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全四卷。还著有《在中亚的古道上》（1933），对

二次探险做了简要的记述。

1930年，拟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被南京政府拒绝，其所获少量文物，下落不明。

四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主要入藏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

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

馆）。藏品由各科专家编目、研究，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斯坦因本人除上述考古报

告和旅行记外，还编著了《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

https://old.shuge.org/ebook/ancient-khota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4%E4%BB%A3%E5%92%8C%E7%94%B0


（1921）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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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文本为主包含大量现场记录照片、勘测图。

第二册：图版为主包含大量考古发现文物图片。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年11月26日－1943年10月26日），著

名的英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原籍匈牙利。他是今

天英国与印度所藏敦煌与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与公布者之一。

他的许多著作至今仍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的案边必备之书。曾经分别于1900年-1901

年、1906年-1908年、1913年-1916年、1930年-1931年进行了四次著名的中亚考察，其考

http://baike.baidu.com/view/1545942.htm


察的重点地区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期间盗取大量佛教文物。

注：此文件夹内含PDF文件两册：文本、图版。图片宽度2800像素+。東洋文庫藏

本。#如果只对图片感兴趣，你可以单独下载其中卷二（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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