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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回鹘与环塔里木多元文化的融合

高汝东

（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所，新疆 阿拉尔# A$BB&&）

摘要# > ? !B 世纪，回鹘自身的文明特质与塔里木河流域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得到了巧妙的结合，致使在四个世纪里环塔里

木地区出现了佛教、摩尼教、景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并存共荣、相互激荡的繁荣景象。同时，这一时期，以高昌回鹘为

媒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中亚西亚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中原汉文化、契丹文化、藏文化、蒙古文化等在以高昌为中心的

环塔里木地区汇聚。高昌回鹘在环塔里木多元文化的融合和东西方文明碰撞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津梁作用，在保存人

类文化方面又扮演了战斗堡垒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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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鹘西迁前的文化背景

回鹘是游牧于漠北蒙古高原上一支操突厥语的

民族，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隋朝时成立回纥同

盟，唐天宝三年（"$$ 年）由骨力裴罗建立了鄂尔浑

回鹘汗国。回鹘汗国与唐结为政治联盟，为平定安

史之乱立下了汗马功劳，自骨力裴罗始，历代回鹘可

汗都接受唐朝的册封。因此回鹘与唐朝关系密切，

其政治体制仿效唐朝。汉语在回鹘人中既已广泛使

用，古代维吾尔族民歌《敕勒歌》就是用汉文记录下

来的，在蒙古高原发现的六块属于漠北回鹘汗国的

碑铭中，有三块（即《九姓回鹘可汗碑》、《磨延啜碑》

和《铁尔浑碑》）使用了汉文（同时使用的还有突厥

卢尼文和粟特文）。

在牟羽可汗（"’> ? ""> 年在位）时期，摩尼教传

入了回鹘。回鹘人本来信奉萨满教，萨满教在回鹘

人中的影响十分深固。但由于牟羽可汗等统治者的

努力，摩尼教上升到国教的地位，摩尼教师可参与回

鹘国政治，与可汗共商国家大事，这对回鹘汗国的政

治外交产生重大影响。唐朝政府曾经下令禁止摩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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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内地的传播，由于安史之乱发生后回鹘助唐有

功，唐朝与之实行和亲政策，再加上摩尼僧人经常以

使者身份出使唐朝，受到唐朝政府的重视，所以回鹘

人的摩尼教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及唐朝，使摩尼教

在唐朝成为仅次于儒释道三教的第四大宗教。

随着摩尼教的传播，回鹘进一步加强了与唐朝

和波斯的文化交流，粟特语也在回鹘中流行。回鹘

保义可汗（$%$—$&" 年在位）之纪功碑可作为唐与

粟特两种文化曾给予回鹘以影响的见证。此碑用三

种文字书写，一面用突厥文，反面用汉语及粟特语各

写半面，这表明东西文化合成的现象早在漠北荒野

时代就已表现出来了。

&! 高昌地区的文化底蕴
早在前 ’$ 年，西汉就在吐鲁番盆地设置屯田的

戊己校尉，后来高昌作为河西政权的一个郡，历经前

凉、前秦、后凉、南朝宋的统治，汉魏文化也不断地传

播到这里，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毛诗关雎序》说明

儒家文化在此影响之大。高昌同时还是佛教西传东

返的中转站，汉译佛经与日俱增。高昌王国时期，大

力提倡儒学，利用汉文化淳化风俗，借助“ 尊王攘

夷”的思想，巩固自己在这个多民族地区的统治。

汉文化的发展，使中原固有的道教也在高昌地区发

展起来。但不论是道教还是儒教，都没能阻止四世

纪初以来佛教势力的迅速发展，吐峪沟千佛洞已达

到了鼎盛时期，柏孜克里千佛洞也开始兴建。祆教

也在盆地内传播，其信徒多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

唐朝在吐鲁番推行郡县制，其文化教育也和内地一

样，建立了州、县、区三种学校，以儒家经典为主的汉

文化教育在这里正式推行。摩尼教在回鹘人西迁前

已经在这里传播。景教传入我国内地的时间，因有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因而被确定为 ()* 年。羽

田亨认为，“ 景教在传入唐朝以前，就已流行于高

昌，并在那时已翻译成粟特语或已用这种语言撰述

之经典”。［"］

)! 高昌回鹘王国多元文化交融的大气

景象
$’% 年，回鹘汗国被黠戛斯人击败，回鹘部众四

处逃散，分三支西迁，其中一支迁到吐鲁番、吉木萨

尔一带，称西州回鹘，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高昌回

鹘曾沦为西辽和蒙古政权的附属并拥有相对的独立

权，至 ") 世纪 #% 年代因遭蒙古西北叛王的进攻而

灭亡。其控制区域西至库车、东达哈密、北越天山、

南接于阗。但他们入侵的意义并不在于拥有广袤的

塔里木河流域这片土地，而是在于由于回鹘的到来

给塔里木河流域带来了全新的变化，处处洋溢着一

种新的气象。这主要是因为回鹘历史悠久，先游牧

于蒙古草原，后定居于西域，又长期受汉文化的影

响，故其文化兼有草原型与农业型的双重属性，使其

在中原农业文明向北方草原文明的传播过程中常常

起到媒介与津梁作用。回鹘族在进入塔里木河流域

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先进的行政管理模

式，管理政府和社会的能力比较强，有利于多民族的

优化组合。再说，在几个世纪的进化中，回鹘不但保

持了与汉人的友好关系，也积极打通与塔里木河流

域诸国的社会联系，这种多边的外交政策是回鹘族

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的重要法

宝。回鹘族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双重性格决定

了它能在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中原文明与西方文

明的交流中保持宽广的胸怀，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

在宗教方面高昌回鹘政权就奉行着一种比较宽容的

政策，对任何宗教都加以优容。

由于回鹘在西迁前就将摩尼教定为国教，所以

西迁后环塔里木地区摩尼教的传播进入了鼎盛时

代。摩尼教的传播，也是与信仰摩尼教的粟特商人

的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在中亚和波斯，

摩尼教徒受到被官方支持的祆教势力的排挤，也迫

使他们向东方发展。“粟特的摩尼教徒由于西土耳

其斯坦（中亚）和伊朗新兴的拜火教徒排斥异己，而

使得他们在自己国内无法生活下去，因而也来到这

个地区（指高昌国）。他们到东方找到了新的故乡，

向他们的新同胞传播他们的思想。”［&］摩尼教的传

播丰富了高昌回鹘的自身文化并促进了环塔里木地

区文化的繁荣。由于回鹘原为游牧民族，文化水平

并不高。包含着很多中原文化因素的摩尼教为其带

来了丰富的波斯文明，“ 它使回鹘这个粗犷而尚武

的民族接触到了一种本身就包含有丰富文化遗产的

教理。其最早的成果之一就是使回鹘人拥有了一种

文字。⋯⋯然而，在回鹘人统治时代，吐鲁番地区似

乎享受到了一种一派繁荣与和平的大治景象，因为

这个时代在宗教方面是特别宽容的。⋯⋯回鹘人还

继承了这一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的确，回鹘人并没有将自己早已信仰的摩尼教

凌驾于其它诸文化之上，而是继承当地的文化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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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以佛教为主体的环塔里木多元文化并存的大气

景象。高昌回鹘王国控制区域及周边地区自汉代以

来，一直都盛行佛教，当时的高昌、焉耆、龟兹、于阗、

疏勒各绿洲都为佛教中心，这为高昌王国佛教的繁

荣奠定了基础。

汉文史籍对高昌回鹘佛教兴盛之状的明确记

载，可见于 "# 世纪晚期北宋使者王延德的出使报

告：“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 大藏

经》、《唐韵》、《 玉篇》、《 经音》等，居民春月多群居

遨乐于其间。”［!］

高昌回鹘王国境内另一主要地区龟兹的佛教也

是极为发达的。自 $ 世纪中叶始，龟兹即已成为西

域佛教的一大中心。回鹘徙入此后，不仅接受了当

地的佛教，而且使之更加繁荣，这从现有的克孜尔、

库木吐拉、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等石窟中大量的属

于高昌回鹘佛教壁画、回鹘人题记以及龟兹地区出

土的回鹘文木简中都可得到证明。此外，汉文史乘

更是清楚地记载着龟兹佛教徒的活动以及龟兹佛教

与中原王朝的密切联系。

北庭作为高昌王国的夏都，文化昌盛，于 "# 世

纪左右造就了胜光法师这一伟大的回鹘文佛经翻译

家，翻译了《金光明最胜王经》、《 玄奘传》、《 观身心

经》等一大批佛经，高台寺、应运太宁寺当时在回鹘

王国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在蒙元时代，这里更是人

才辈出，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回鹘佛教僧徒，如安藏、

阿鲁浑萨理、全普安萨里、洁实弥尔、阔尔古斯等。

哈密佛教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的

发展。位于今哈密市柳树泉农场白柳沟村的佛教寺

院，虽始建于唐代，但蓬勃发展则是在高昌回鹘时

代，直到 "! % "& 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哈密后才逐渐废

弃。

即使到了蒙元时代，高昌回鹘的佛教势力依然

盛行不衰。如马可波罗对高昌、哈密佛教流行的情

况记载道：“畏兀儿（指高昌）为一大州，⋯⋯居民为

偶像教徒⋯⋯基督徒常与偶像教徒通婚。⋯⋯（ 哈

密）居民皆是偶像教徒，自有其语言。”［&］这说明高

昌、哈密佛教是非常兴盛的。高昌虽有基督教徒的

分布，但势力不大，且与佛教徒相互通婚，体现了回

鹘地区宗教信仰的宽容。"$ 世纪 ’# 年代，长春真

人邱处机及弟子李志常应邀西行朝见成吉思汗，途

经高昌回鹘时，对北庭及昌八剌城（今昌吉市）佛教

蓬勃发展的情况也作了较详尽的记载：“ 西即鳖思

马大城（即北庭），王官、士庶、僧、道数百，具威仪远

迎。僧赭衣，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时回纥王部

族供葡萄酒⋯⋯侍座者有僧、道、儒⋯⋯有龙兴细寺

⋯⋯寺有佛书一藏⋯⋯又历二城，重九日至回纥昌

八剌城，其王率众部族及回纥僧皆远迎⋯⋯有僧来

侍座，使译者问看何经典？师云‘剃度受戒，礼佛为

师。’”［(］

高昌回鹘时期，佛教和摩尼教这两大宗教发生

了融合趋势，尤其是回鹘摩尼教的佛教化及回鹘佛

教对摩尼教成分的吸收，使高昌回鹘王国中二者的

关系显得格外密切。如回鹘佛教在其译经上常带有

摩尼教影响的痕迹，伦敦所藏敦煌本回鹘文佛经

《天地八阳神咒经》就吸收了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

思想，在很多方面同摩尼教的理念基本一致。同时，

回鹘的摩尼教也无不浸透着佛教的影响。敦煌出土

的回鹘摩尼教文献中就有“ 南无佛、南无法、南无

僧”之语，吐鲁番回鹘文摩尼教经文也有一些佛教

用语。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文回鹘语文献有一则摩尼

教故事，但其思想核心完全是佛教的：贪欲导致人的

恶行，嗔怒造成人生痛苦，生灵们如果不能克制自己

的嗔怒，就会在无尽的轮回中如草一般被吞食，像粉

一样被碾碎和转动。［)］

自 * 世纪中叶“会昌灭法”以后，内地的景教势

力大为削弱，由式微而陷于停顿，然在边地的高昌却

依然流行如故，甚至比以前更为炽盛，俨然为一景教

中心。这种情况的形成，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两

端：首先，来自东西方的宗教迫害，使景教徒传教、生

存的空间大为减少。在欧洲，景教徒被视为异端，而

在当时的中亚、西亚一带，景教徒又遭到伊斯兰教政

权的迫害，无以自立，他们只好向东方流亡。但东方

的唐王朝，自“ 会昌灭法”以降，对外来宗教包括景

教多有排斥，亦无景教发展的余地。安史之乱后，唐

朝由盛转衰，其政令在高昌地区无法推行，故西迁后

的回鹘在建立政权后得以奉行一种较为宽容的宗教

政策，于是这里便成了东西方受迫害的景教徒的避

难场所。其次，“景教在传入唐朝以前，就已流行于

高昌”。［"］由于蒙古贵族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景教

也同其他宗教如道教、佛教、伊斯兰教一样，在蒙元

一代大为盛行。宋代景教势力主要局限于高昌地

区，到了元代，其传播地区就迅速扩大到喀什、叶尔

羌、哈密、乌鲁木齐、和田等地。我们常可以在西方

人的游记中看到回鹘人内部各种宗教徒杂混的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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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如《马可波罗行记》中就谈到，在叶尔羌景教徒

与伊斯兰教徒杂居，而在吐鲁番则是景教徒与佛教

徒杂混，二者可以通婚。由于各种宗教相互影响和

渗透，元代回鹘中的景教在教义和形式上已有递嬗，

它杂糅了当地的地方特色，形式上发生了许多变迁，

以致很难辨别出回鹘人中的基督教徒。这表明回鹘

景教已与正统的基督教产生了很大的歧异，明显具

有自身的特点。

祆教在原先以有的基础上传播，道教的地位也

有了提高，从前面提到的邱处机应成吉思汗之邀西

行所见中可知鳖思马大城有道士，而且人数还不少，

并受到回鹘可汗的优遇。中原道教的占星、祁雨之

术深为回鹘人所敬信。晚唐、五代、辽宋金时期，汉

文一直在王国境内使用、流传。由于受汉文化的长

期影响，儒家的忠孝观念和“天人感应”思想也逐渐

成为其道德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正如羽田亨所指出：“ 在新转入定居生活

的所谓回鹘文化的处女地上播下的所有种子都得到

了发育成长。⋯⋯现回鹘人则不问文化系统的种

类，广泛予以摄取，这些东西在其社会渐次融合，于

是形成浑然一体的合成文化，这一点不是不可思议

的。⋯⋯但是到了这种没有偏见、处于较低级文化

状态的回鹘人据有该地后，这就成了不可避免之势

了。换言之，西域这种混合式文化的产生是伴同回

鹘人占有该地而产生的必然现象。”［"］

$! 高昌回鹘的对外文化交流
高昌回鹘积极发展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于辽太

祖七年（%"&）入贡于辽，后为辽之属邦（同时也称臣

于宋）。""&’ 年，耶律大石借道高昌，受到回鹘亦都

护毕勒哥的款待。临行时毕勒哥又赠送了许多马、

驼、羊，并表示( 愿质子孙为附庸”。高昌回鹘虽然

对辽、西辽、蒙古是臣属关系，但实际在文化上还保

持独立的地位，境内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继续发展，

同时又与这些政权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特别是

沟通与蒙古文化的往来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人盛称回鹘人为蒙元“ 所培养之人才，对于蒙古

建国发挥无比作用”［)］，诚不为虚言。这一文化现

象得以形成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以元朝历代

皇帝为首的各部族首领和贵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文化修养低下，不懂汉字和汉文学。而回鹘与之地

域毗邻，语言接近，风俗习惯也有不少相通之处，历

史上就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比起汉文化来说，回

鹘文化更容易为蒙古人所接受，成为蒙古与其它民

族文化交流的中介。

当然，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也未中断。如汉地

流行的大乘佛教八宗特别是禅宗、天台宗向高昌回

鹘中传播，汉僧所撰佛经在回鹘中广为流传，高昌回

鹘的佛教壁画沿袭五代、北宋的艺术风格。

回鹘与吐蕃之间有两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第

一次发生在晚唐五代宋初，吐蕃于 *#’ 年开始将势

力向天山以南地区扩张，于 #%+ 年完成了对环塔里

木周缘地区的占领。回鹘迁居这里之后，与藏传佛

教开始接触，故其经典、教规与礼俗都开始受到藏传

佛教的影响。第二次发生在元代，高昌回鹘在成吉

思汗征服中亚之初便率先归顺，得到蒙古统治者的

优遇，许多回鹘知识分子受到重用。"+$# 年，西藏

萨迦派领袖智达班归顺蒙古，得到蒙古统治者的支

持，萨迦派因此取得西藏地区的统治地位。元朝统

治者和蒙古贵族虽敬信藏传佛教，但由于语言的隔

阂，难以与西藏高僧进行交流。回鹘人由于文化水

平较高，久信佛教，并早已熟悉蒙古语言，遂担负起

沟通蒙古统治者与西藏高僧的任务，并有不少回鹘

贵族和学者皈依藏传佛教，成为喇嘛。

景教的传播则促进了回鹘与西方文明的接触，

西方先进的天算之学和各种文字传入回鹘并深入内

地，波斯绘画艺术也随着景教的传入被直接输入回

鹘之中。

伊斯兰教占领喀什和于阗后，喀喇汗王朝与高

昌回鹘王国双雄并立。喀喇汗王朝希望把伊斯兰教

扩展到东方邻国，但高昌回鹘人不仅保持了自己的

宗教信仰，也保住了自己的疆域。直到喀喇汗王朝

后期，以至于西辽、蒙古统治时代，伊斯兰教统治的

地区一直维持在阿克苏至且末、若羌一线，往东未能

越过库车。高昌回鹘长期以来形成的强大政权和文

化昌盛局面，使得伊斯兰教未能轻易地在环塔里木

取得独占地位，从而保障了在较长时间之内环塔里

木地区的多元文化并存融合的繁荣景象。

总之，由于高昌回鹘具有定居与游牧交融的双

重性格，加之自己原有的文化基础和高昌地区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使其在四个世纪的统治中，即能吸

收先进的中原文化，又能从容应对游牧文化和西方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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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赵中卫等：钢筋混凝土柱的加固补强方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次代入 !" * $$& (，# * !()，) * %""++，

并假设 ’ * #%%$& ),’ * $$"’& *,’，，则上式即为：

*& $$#(#! - $")!# % $& #’)&&!) - $"(! ( !& ""$& - $")

* "
解一元二次方程，求得 ! * "& !"’。

第三步：按下式求得允许轴力。

’ *（#& %! % $）./!0 ( !"#$"!；
代入加固后柱的全部钢筋截面积 ./（$*"#"）

* %"#&++# 后，算得允许轴力 ’ * $$"&"’#’ %
$$"&,’，与第二步假设的 ’ * $$"’& *,’ 几乎相等，

计算结果正确。

图 ’ + 圆形截面柱配筋图

图 ! + 方形截面柱配筋图

!+ 结论
由上述计算可知，原钢筋混凝土柱设计承载力

为 %%$& ),’，经过柱外套柱进行加固补强，其承载力

变为 $$"’& *,’ ，是加固前的 # 倍，承载力得到了很

大的提高；并且，加固方法简单易行，便于操作。加

固柱的截面形状改为方形，可按图 ! 施工，但计算允

许轴力时为安全起见，圆外的四角因箍筋缺乏可靠

连接，不能利用其强度，仍应按上述的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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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从而出现了境内各种文化并存共荣、互相吸

收，中原、吐蕃、辽、蒙古和中亚等文化在此汇聚的繁

荣景象。这不仅使环塔里木地区佛教、摩尼教、景

教、道教等各种文化空前活跃地发展起来，同时也促

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往，赋予各种文化以新的活力。

高昌回鹘在为各种文化的传播做出贡献的同时，也

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提高了自身素养。面对喀喇

汗王朝伊斯兰教的强大攻势，高昌回鹘发挥了极为

关键的作用，为环塔里木地区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

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参考文献

［$］+ 羽田亨, 西域文化史［3］, 耿世民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

民出版社，$()$,
［#］+ 冯佳班, 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 1 $#%"）［3］, 邹如

山译, 吐鲁番：吐鲁番地方志编辑室，$()(,
［’］+ ［ 法］摩 尼 克 · 马 雅 尔, 古 代 高 昌 王 国 物 质 文 明 史

［3］, 北京：中华书局，$((%,
［!］+ 宋史：高昌传［4］, 北京：中华书局，$(&&,
［%］+ 马可波罗行记［4］, 冯承钧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 ［元］李志常,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4］, 杨建新主编,

古西行记选注［3］,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 杨富学, 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3］, 北京：民族出版社，

#""’,
［)］+ 李符桐, 回鹘史［3］, 台北：文风出版社，$(%’,

’)

 万方数据



高昌回鹘与环塔里木多元文化的融合
作者： 高汝东， Gao Rudong

作者单位： 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所,新疆,阿拉尔,843300

刊名： 塔里木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TARIM UNIVERSITY

年，卷(期)： 2005，17(4)

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8条)

1.羽田亨.耿世民 西域文化史 1981

2.冯佳班.邹如山 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850-1250) 1989

3.摩尼克·马雅尔 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 1995

4.宋史:高昌传 1977

5.冯承钧 马可波罗行记 2001

6.李志常 长春真人西游记 1987

7.杨富学 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 2003

8.李符桐 回鹘史 1953

 
相似文献(0条)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lmnkdxxb200504017.aspx

下载时间：2010年2月6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lmnkdxxb200504017.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b%98%e6%b1%9d%e4%b8%9c%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Gao+Rudo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a1%94%e9%87%8c%e6%9c%a8%e5%a4%a7%e5%ad%a6%e8%a5%bf%e5%9f%9f%e6%96%87%e5%8c%96%e7%a0%94%e7%a9%b6%e6%89%80%2c%e6%96%b0%e7%96%86%2c%e9%98%bf%e6%8b%89%e5%b0%94%2c843300%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tlmnkdxxb.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tlmnkdx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be%bd%e7%94%b0%e4%ba%a8%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0%bf%e4%b8%96%e6%b0%91%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lmnkdxxb200504017%5e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6%af%e4%bd%b3%e7%8f%ad%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2%b9%e5%a6%82%e5%b1%b1%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lmnkdxxb200504017%5e2.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1%a9%e5%b0%bc%e5%85%8b%c2%b7%e9%a9%ac%e9%9b%85%e5%b0%94%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lmnkdxxb200504017%5e3.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lmnkdxxb200504017%5e4.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6%af%e6%89%bf%e9%92%a7%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lmnkdxxb200504017%5e5.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5%bf%97%e5%b8%b8%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lmnkdxxb200504017%5e6.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a8%e5%af%8c%e5%ad%a6%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lmnkdxxb200504017%5e7.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7%ac%a6%e6%a1%90%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tlmnkdxxb200504017%5e8.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lmnkdxxb200504017.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