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 田

陈 葆

新疆的和田玉以其质地优良
、

奇特珍贵

而闻名中外
。

历史上有关和田玉的记载是很

多的
。

西晋的 《穆夭子传》称
,

周穆王 (公元

前 9 47 ~ 9 28 年 ) 曾西巡狩
,

登昆仑山
,

称此

山
“
唯天下之良山

,

瑶玉之所在
” 。 《隋书》 中

记载着
“
于闻国… … 出美玉

” 。

明代名医李时

珍记述道
: “

产玉之处亦多矣 “
一独以于闻玉

为贵
” 。

和田地区 自古为我国少数 民 族 的 聚居

仄
,

地理名称十余个
,

文字记载中以
“
于闻

”

和
“
和闻

”
居多

。 “
于闻

”
之名在唐

、

宋及其

以前很流行
,

故有
“
于闻国

、 ” 、 “
于闻乐

”

之称
,

广见于历史文献中
。

此外
,

还有许多

不同的称呼
,

这主要是由于不同民族
、

不同

地区和不同的注字引起的
。

元代 (公元 1 2 8 9

年 ) 设和闻宣慰使元帅府
,

故改称
“
和闻

” 。

情代于 1 8 8 3年设和闻直隶州
, “
和闻

”
之称基

本确定
。

1 95 9年将
“
和闻

”
改名为

“
和田

” 。

由此可见
,

历史上的
“
于闻

”
与

“
和闻

”

实

为一地
,

亦即现在的和 田 县一 带
。

因 此
,

“
和田玉

”

也就是历史上的
“
于闻玉

”

或
“
昆

山玉
” 。

值得注意的是
,

全国解放 后 还 存 在着
召于闻

”

县名
, 1 9 5 9年被改称为

“
于田

” 。

但

现今于田并非我们前面所谈 到 的 历 史上的
“
于闻

” ,

它与和田 ( 即古于闻 ) 二城相距三

百六十里
,

中间隔有洛浦
、

策勒二县
。

这种

把古地名搬家的现象在国内外都是常见的
。

不少同志不了解这一情况
,

把现在的于田当

成过去的于闻
,

或以为古于闻国就在现在的

于田一带
,

有些关于宝玉石的著作和文章也

有类似概念
,

其实都是误解
。

和田玉自古产于昆仑山中
。

新疆境内自
,

帕米尔之东至罗布泊之南
,

其成矿带断续长

达 1 1 0 0多公里
,

已知有线索的玉石矿点多达

20 余处
。

估计在青海和甘肃境内亦有可能发

现此类矿床
。

然而
,

昆仑山中历来产玉最多

的是在和田地区
。

除我国的史书记载外
,

英

国李约瑟在其名著 《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也正

确地评价道
: “

新疆的和田 (于田 ) 和叶尔羌

地方山中和河 中
,

是两千年来主要的
,

也许

是唯一的产玉中心
” 。

以采玉而言
,

现在采玉

的主要矿山是于田境内的阿拉玛斯
。

在和田

附近的河流中
,

由雪融洪水所携带的小块玉

石往往可以发现
。

也正是由于和田的山川常

产玉
,

所以地名也多以玉命 名
。

如和田城东

的玉龙喀什河是突厥语
“
白玉河

”
之意 ; 和

田城西的喀拉喀什河
,

是突厥语
“

墨 (黑 )

玉河
”
之意

; 和田县及于田县各有一个公社

被称为
“

喀什塔什
” ,

即维吾 尔 语
“

玉 石 公

社
” 。

近年来
,

大块玉砾在和田 地 区 屡 有发

现
。

和田县的卡 浪 古 塔 克 (黑山 ) 一带
,

1 9 7 7年曾拣到一块重 1 59 公斤的 特 级白玉
,

1 9 8 0年又发现一块重 4 72 公斤的 特 级白玉
。

可以预料
,

在黑山之南的冰债物中
,

今后仍

将会有大块的优质 白玉陆续被发现
。

事实证

明
,

和田确实是和田玉的主要故乡
。

以
“
和

田
”

为玉命名
,

是非常恰当的
。

近年来已有成果说明
,

在昆仑山古隆起

边缘的次级断裂上盘
,

华力西晚期中酸性侵

入体和白云石大理岩的接触带上
,

在剪应力

的条件下
,

往往由交代而生成和田玉
。

河流

中所见玉砾
,

多数是先经冰川
,

后由河水搬

运而来的
。

和田玉的成矿带往往处于昆仑腹

地
,

山高严寒
,

冰雪覆盖
,

交通极其困难
,

条件异常恶劣
。

要发现新的和田玉矿床
,

地

质工作者没有坚定的事业心和坚忍不拔的毅

力是难以实现的
。

(新疆地质矿产局第十地质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