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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刘平国碑》 

 

 

刘平国碑  东汉刻石  清拓本 

 

《刘平国碑》又名《刘平国治关亭诵刻石》，摩刻于拜城县黑英山乡北部的博孜克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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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口西部一处较为平整的花岗岩壁上。刻石记述了东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带领内地工匠孟伯

山等六人与当地各族人民凿岩筑亭、稽查行旅、修建关城的史事。 

西汉武帝时，搜粟都尉桑弘羊建议汉朝廷经营西域时应广开屯田，兴建水利，并“稍筑

列亭，连城而西”。之后西汉朝廷采纳了桑弘羊的建议，开始在西域各地屯田，修筑亭、燧。

通过遗址实地考察来看，“亭”应该是一处据守十几人的小哨所。在刘平国治关亭诵刻石的

山体岩壁上，目前尚存有当年在此修筑列亭时凿的孔，深逾一米。 

后人在崖壁前修筑水渠，使水位抬高，这块刻石被掩埋于泥沙下。加之两千年的自然侵

蚀，现在岩壁上残留的刻字已经显得有些模糊。最早发现这块刻石的是清代浙江乌程人施补

华。此人初为左宗棠的幕僚，后因故遭弹劾而离去，西出嘉峪关到达阿克苏。适逢左宗棠部

将张曜为讨平入侵新疆的阿古柏匪帮而驻军阿克苏，施补华成为张曜的幕僚。刻石即发现于

这一时期。 

施补华所著《泽雅堂文集》中，有一篇《刘平国碑跋》，叙述了这块刻石被发现的简单

经过：“此碑在今阿克苏所属赛里木东北二百里山上。〔光绪〕五年（1879）夏，有军人过其

地，见石壁露残字，漫漶不可识，或以告余。疑为汉刻。秋八月，余请于节帅张公，命总兵

王德魁、知县张廷楫具毡椎裹粮往拓之，得点划完具者九十余字。” 

根据刻石残存文字可知，此处关亭遗址正是由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率领匠人孟伯山等人所

建。其时代为永寿四年（158）。“永寿”为东汉桓帝年号，仅行用了三年，永寿四年即改元

为延熹元年。但是由于西域路途遥远，较晚得到改元的信息，所以在这年八月建亭后的刻石

中仍以“永寿”纪年。 

在刻石中提到的“亭”，是汉代地方行政机构，具有维护统治的职能。在中原地区，“亭”

是掌管“捕盗贼”职能的，边境地区所设的亭主要是负责边境安全，具有警备候望之职责。 

刘平国刻石所处博孜克日克沟谷宽仅六七米，两侧崖壁陡立，形势险要，为扼守由此向

北进入中亚，向南沿木扎特河谷进入渭干绿洲的重要军事设施。结合刻石崖壁上留下的凿孔，

正好验证了汉王朝王朝在经营西域时修筑的亭垒，是汉代以来中原王朝在西域行使有效统辖

的历史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