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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安福，山东临沭人，历史学博士后，石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家社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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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4项、国际合作项目1项。出版著作《唐代农民家庭经济研究》、《唐代西
域屯垦开发与社会生活》等4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光明日报》、《中国农史》、《齐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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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汉唐吐鲁番绿洲社会屯田概况 一、吐鲁番屯田的历史进程 （一）屯田的相关概念及作用 
（二）吐鲁番屯田的历史进程 二、吐鲁番屯田的作用 （一）屯田推动移民的进程 （二）推动社会发
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三）促进多元文化融合与民族融合 三、吐鲁番屯田的预期与绩效变化及原
因 （一）国家的战略和实力是实现吐鲁番屯田预期嬗变的决定性因素 （二）屯垦形式多样是吐鲁番
民族融合发展的主要形式 （三）提高经济收益逐步成为吐鲁番屯田布局嬗变的主要动因 第二章汉唐
吐鲁番绿洲民族变迁 一、姑师（车师）人 （一）姑师（车师）人的来源 （二）姑师（车师）分裂 二
、两汉时期吐鲁番绿洲民族构成及变化情况 （一）姑师（车师人） （二）匈奴人 （三）汉人 三、高
昌郡时期吐鲁番民族构成及变化情况 （一）姑师（车师）人 （二）汉人 （三）匈奴人 （四）氐人 四
、高昌国时期吐鲁番民族构成及变化情况 （一）姑师（车师）人 （二）汉人 （三）柔然人 （四）高
车人 （五）突厥人 （六）其他民族 五、唐朝西州时期吐鲁番民族构成 及变化情况 （一）高昌国民众
人籍西州 （二）西州时期进入吐鲁番的汉人 （三）西突厥人 （四）吐谷浑人 （五）粟特人 结语 第三
章汉唐吐鲁番绿洲经济变迁 一、基础条件 （一）农牧业发展的条件 （二）商业通道的变迁 二、畜牧
业 （一）两汉时期的畜牧业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 （三）唐朝西州时期的畜牧业 三、种植
业 （一）丰富的作物种类 （二）土地制度的变化 （三）赋税制度的演变 （四）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四
、商业 （一）多元货币的流通 （二）丝绸之路改道后的商业中转 （三）国际性商业重镇的形成 结语 
第四章汉唐吐鲁番绿洲社会行政管理制度变迁 一、姑师与车师王国时期的部落酋长制 （——）姑师
时期的社会管理 （二）匈奴对姑师的管理 （三）姑师分裂后车师八国的社会管理 二、高昌壁垒的设
置与屯田管理 （一）高昌壁的设置 （二）戊己校尉与西域都护府的设立 （三）两汉高昌壁垒时期基
层管理组织的变化 三、高昌郡的设置与郡县管理体制的确立 （一）曹魏、西晋对高昌的治理 （二）
十六国时期诸割据政权对高昌的治理 （三）前凉和北凉时期行政体制的变化 （四）小结 四、高昌国
行政管理体系的建立 （一）阚氏、张氏、马氏王国对郡县制管理的深化 （二）麴氏高昌国管理体制
的完善 五、唐朝西州的设立与中原行政管理的 一体化进程 （一）西州的设立 （二）安西都护府与西
州都督府的设置 （三）基层社会组织逐步健全 结语 第五章汉唐吐鲁番绿洲社会文化变迁 一、公元前1
世纪前的吐鲁番文化 （一）姑师（车师）原始文化概观 （二）汉文化影响下的姑师（车师）文化变
迁 二、中原政权治理下的高昌文化 （一）儒家经典及相关选官制度 （二）语言文字 （三）服饰文化 
（四）宗教信仰 三、高昌国时期的文化 （一）儒家思想 （二）语言文字 （三）服饰文化 （四）婚姻
观念 （五）丧葬习俗 （六）宗教信仰 四、唐代西州文化 （一）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西州教育 （二）
服饰文化 （三）婚姻观念 （四）丧葬习俗 （五）宗教信仰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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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沮渠氏北凉时期 北凉天玺元年（399），段业建立北凉后不久，沮渠蒙逊夺得北
凉统治权。沮渠氏北凉统治河西期间，占领高昌至多只有十六年。期间唐和、唐契兄弟与外甥李宝避
难于伊吾，“招集民众二千余家，臣于蠕蠕”。二十年后，“为蠕蠕所逼，遂拥部落至于高昌”。沮
渠氏北凉占领高昌后，任命高昌人隗仁为高昌太守。隗仁是北凉时期唯一一位高昌太守，其在高昌地
区实行“威惠”的统治政策，加强对高昌社会的控制，高昌最终建立了独立的地方政权。 7.阚爽政权
时期 阚爽政权是第一个以高昌为中心建立的独立地方政权。435年，在柔然的支持下，阚爽自立为高
昌太守，脱离北凉控制。阚氏本为高昌大族，在高昌有着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高昌有着独立的政
治和经济地位，对于高昌土著人控制高昌，脱离中原政权提供了便利条件。阚爽大约于435年自立
，442年被逐，统治高昌八年。 8.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时期 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创业者为沮渠无讳，
北凉前主蒙逊之子，后主牧键之弟。439年九月，北凉姑臧陷落，后主牧键投降北魏，北凉灭亡。沮渠
氏余部无讳与弟张掖太守宜得，弃城率遗民西进，迁至敦煌。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沮渠无讳和
安周率领北凉的残余势力万余家，弃敦煌，西度流沙，进入西域，占据高昌，开始了在高昌经营管理
的历史进程。443年，无讳改元承平，444年6月，无讳死，其弟沮渠安周代立，延用承平年号，仍称臣
于刘宋政权。承平十七年（450），北凉终于统一高昌地区，沮渠安周也改称“大凉王”，成为河西及
西域东部地区影响较大的一股地方势力。北魏和平元年（460），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首领沮渠安周为
柔然所杀，北凉流亡政权灭亡。高昌郡也随之消亡，自此高昌郡大约存在了130余年。 （三）前凉和
北凉时期行政体制的变化 纵观十六国时期，前凉时期是吐鲁番地区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转折点，而北
凉时期则是郡县制逐渐完善的重要阶段。前凉一改军事化官职设置的管理，在高昌置郡，派遣太守管
理，开启了吐鲁番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的新阶段。北凉对郡县体制的完善则为后世高昌郡国体系的建立
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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