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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兰古城神秘消亡新解

尹家衡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江苏南京，!#""#;）

摘要：在人类历史上，由于缺乏必要知识，将城市建在不适当位置并被地质灾害毁灭的事

时有发生，楼兰古城就是因地质灾害而消亡的。

楼兰古城建在古孔雀河下游河道上，孔雀河水是该城的唯一水源。公元 9 < = 世纪间，古城

上游河段曾先后两次发生河岸滑坡堵塞河水，形成堰塞湖，导致孔雀河改道，从而彻底断绝了维

系楼兰古城生命的唯一水源，古城不得不被废弃而且无法复兴。

我国是地质灾害频繁的国家之一，加之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影响，必须重视和加强城市环

境地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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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庞贝古城消失谈起

公元 # 世纪时，正是古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在亚平宁半岛西岸的那不勒斯湾附近，在

风景如画的维苏威山麓，有一座美丽的庞贝城。它有宽阔平坦的石砌街道，气势恢宏的园形

大剧场，庄严肃穆的雄伟神庙，栉比鳞次的繁华街市，遍布全市的石砌供水系统，装饰华丽的

喷泉、浴室，精妙绝伦的大理石雕像，还有怡然自得享受生活的数千居民⋯⋯。但是，由于缺

乏地质知识，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庞贝城建在一个多么危险的地方：那座近在咫尺、满山覆

盖着森林和葡萄园、曾被传奇英雄斯巴达克作为起义军大本营的维苏威山，竟是一座休眠的

活火山！

公元 =8 年 ? 月 !9 日下午 # 时，灭顶之灾突降庞贝城———维苏威火山爆发了！一刹那

间，滚滚浓烟夹着成亿吨计的大小石块和火山灰冲向天际，白昼顿成黑夜，紧接着，火山喷发

物又似急雨冰雹般下落，由于火山同时还喷出了大量水蒸气，上升至高空后又凝成倾盆大雨

倾泄而下⋯⋯。当这一切完全停止时，大地已面目全非，繁华美丽的庞贝城，连同它的数千

居民，已被厚厚的火山喷发物整个埋葬在大地之下。直到 #="" 年后，庞贝古城遗址才被后

人偶然发现，又经过上百年的不断考古发掘，它才得以重见天日，成了巨大的历史博物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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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游览胜地。

在历史上，由于人类对地质灾害知之甚少，当时更没有“城市环境地质”这门学问，所以，

类似悲剧远非只降临在庞贝古城一处，著名的亚历山大城便是另一例证。

公元前 !!" 年，希腊半岛北部的马其顿征服了整个希腊之后，雄才大略的马其顿王亚历

山大大帝，亲自统率他的精锐部队，通过连接亚、非两大洲的苏伊士地峡，占领了波斯帝国统

治下的埃及。他看中了地中海南岸、尼罗河出海口的一处优越地理位置，建造了一个崭新的

海港城市，并以自己的名字为新城命名，它就是今日地中海边名城亚历山大的前身亚历山大

里亚城（#$%&’()*+’）。由于地中海水域自古就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繁忙水道，加之亚历

山大带来的古希腊先进文明，亚历山大里亚城很快便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国际

大城市之一，成为一个迅速崛起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中心。它不仅拥有享誉世界、被后

人赞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高达 ,!-. 的亚历山大灯塔和遍布全城美丽的希腊式石砌建

筑，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学院缪塞昂（这个词后来演化成英语的 ./0%/.，即博物馆），

这是一个拥有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埃拉托色尼等在历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的伟大科学家在

内的综合性学术和教育机构。但遗憾和悲哀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包括当时众多的科学家）

并不知道他所选择的建城地址，竟然恰恰位于非洲板块与亚洲板块相交接处的红海北西向

构造活动带上！因此，从亚历山大里亚建城那天开始，便注定了之后的悲惨命运：公元 ,!12
年的一场大地震彻底摧毁了这座繁华的城市，包括名垂千古的亚历山大灯塔在内，亚历山大

里亚古城已永沉于地中海海底。

" 楼兰古城———“东方的庞贝城”

楼兰古城地处古孔雀河下游，古罗布泊的西北侧。,313 年，经新疆军区军事测绘大队

精确测定，古城地理座标为：东径 435226,"7，北纬 -85!86217，古城占地 ," 9 ,82."，略成正方

形，边长 !!8.，古孔雀河大致呈 :;< => 走向贯穿全城，古城的主要建筑物均分布于古河道

两侧。

楼兰曾是历史上的一座名城。太史公司马迁编撰的“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中就有：

“楼兰、姑师，邑有城廊，临盐泽（即罗布泊）”。由著名史学家汉兰台令史班固编撰的“汉书·

西域传第六十六上”中，对楼兰更有详细记载：“⋯⋯楼兰，王治扌于泥城，去阳关（即玉门关）

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这已

清楚告诉我们，早在公元 " 世纪以前，楼兰就已是“邑有城廓”、拥有一万四千余人口和近三

千士兵的国家，也算是一个不容小看的政治实体了。古楼兰又是古丝绸之路上西出阳关的

第一站，当年，在这条连接欧亚两大洲最重要的陆地交通线上，“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

十余辈”（汉书语），交通繁忙，经济繁荣。历代在楼兰及罗布泊地区发掘出的文物，其价值之

大震惊世界，其数量之丰令人瞠目［,］。除新石器时代的多种劳动及生活工具外，还有汉简、

汉文书、亻去卢文书（已经失传的新疆地区古代少数民族文字之一）、丝质品、木器、陶器、铜

器、玻璃制品、古钱币等等。在极多的文物珍品中，尤以晋代纸质手抄本“战国策”和汉锦最

为珍贵。这份纸质手抄本，仅比蔡伦于公元 ,82 年发明纸晚一百余年，比欧洲人最古老的字

纸要早六、七百年。发掘出的汉锦，色彩绚丽，精致异常，它们虽制作于公元 , ? " 世纪，但保

存完好，其上所锈的“延年益寿”、“昌乐光明”等字仍非常清晰。另一重大发掘收获是发现了

当年任西晋西域长史的李伯年给西域焉耆王的信件，即“李伯文书”，根据李伯文书，又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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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位于楼兰西南的“海头”古城，为研究后期楼兰地区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 年 % 月，新疆考古研究所在楼兰古墓中，发掘出了距今已有 &’$$
年、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早的一具古女尸。她出土时仍穿着当年的皮袍，头戴尖顶插翎毡帽，

身裹毛织线毯，足蹬生兽皮“皮靴”。女尸棕黄色长发披肩，面容安祥，宛若酣睡，其睫毛、眉

毛均清晰可见，大大的眼睛，尖尖的下巴。这位已酣睡了 &’$$ 多年的楼兰“睡美人”，更为楼

兰古城蒙上了神秘而美丽的色彩。

如今，楼兰研究也早已走向世界，中外一系列的研究专著，交口赞誉楼兰是一个埋藏在

“大漠中的宝地”，是历史遗落下来的“博物馆”，是“东方的庞贝城”。

& 楼兰古城突然地神秘消亡，其原因后人众说纷芸

历史上曾经声名赫赫的楼兰王国，在繁荣兴旺了数百年之后，却突然于公元 & 世纪以后

神秘地消声匿迹。公元 ( 世纪，唐玄奘从天竺国（即印度）取经归来，途经楼兰（他去时走的

是丝绸之路的北路，经北天山而未经楼兰），所看到的已是“城廓岿然（说明还相当完好）、人

烟断绝”满目荒凉的一座空城。从那以后，古城楼兰似乎完全被人遗忘，史不记载，传无列

名。直到 !"$$ 年 & 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重新发现楼兰古城遗址，这座被历史尘封了

!&$$ 多年的古城，才又重新引起世人的注意。但是，斯文赫定 ’$ 世纪初第一次赴楼兰探险，

就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在沙尘暴和断水的双重袭击下，探险队全军覆没，仅他一人死里逃生。

从此，他宣称“这里不是生命所能涉足之地”，是可怕的“死亡之海”。!"#$ 年 ) 月，我国著名

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罹难，更给这座古城蒙上了神秘可怖的面纱。楼兰古城

遗址何在？是如何消亡的？多少年来，一直是中外科学家们憧憬的神秘之地，人们不断探索

楼兰消亡之谜，并提出见解：

（!）异族入侵毁灭说。在楼兰神秘消亡的公元 & 世纪前后，西域地区有能力对楼兰进行

毁灭性打击的，只有当时最强大的汉朝和匈奴这两个异族国家。但众所周知，战争是政治生

活中的大事，时至今日，还未在史书及任何出土文献中见到楼兰遭异族入侵而毁灭的记载。

所以，此论无据可查，难以置信。

（’）生态环境恶化说。楼兰所处的罗布泊地区，西有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有库姆塔格

沙漠，生态环境确实恶劣。但沙漠中凡有水处就有绿洲，就有生存条件。楼兰就是依赖其生

命之源———孔雀河的哺育而存在和发展起来的。生态环境恶化，表现最为敏感的征兆就是

水源枯竭、植被破坏、荒漠化加剧。但公元 & 世纪至今，无论从史书记载还是通过卫星遥感

图像观察对比，孔雀河虽有多次改道，但水量并无太大变化，罗布泊地区也一直有人类繁衍

生息。最后一批罗布泊人，并不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而无法生存，被迫迁徙他乡，而是在

!"*% 年，我国在罗布泊地区首次核爆炸前，被人民解放军的有关部队“请”出去的。所以，因

生态环境恶化而使楼兰古城突然消亡的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河流改道说。楼兰古城所在的地区，其地貌单元为罗布泊古湖床区，其特征就是地

势相对平坦，古河道较多。本说已较接近正确答案，但并不确切，至少对三个关键问题均未

作交代。其一，未说明河流改道地点；其二，未交代河流改道原因；其三，未说明河流改道时

间及改道与楼兰古城消亡的关系，因此也不能令人满意。

（%）古丝绸之路改道说。丝绸之路开始于张骞通西域之后，而楼兰古城存在的历史要比

丝绸之路开通早得多。楼兰古城是一古国之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驿站，过往商人可从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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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如补充食品给养、牲畜，也促进其繁荣。可以推断，若无特殊情况发生，人们决不会轻

易改走它道。从另一角度讲，作为一国之都的楼兰，接纳丝路上的商旅只是其次要职能。因

此，即使丝路改道也不会使楼兰古城消亡。

既然上述种种解释都有问题，那么，楼兰古城消亡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 千古之谜有新解

"###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航空物探遥感研究中心李廷祺、何宇华、孙永军等，在对楼兰

地区进行环境地质研究分析及 $% 卫星遥感图像判译后，对楼兰古城消亡的原因提出了一

个全新的解释：地质灾害说［&］。

经过对卫星遥感图像数字处理后［’］，$% 卫星图象（图 "）显示，楼兰地区除图左上方通

过的孔雀河现代河道外，还有 ( 条古河道，而楼兰古城则位于古河道 )" 的下游。这些古河

道现在虽共存于楼兰地区，但在历史上，其形成时间、形成原因和作用却大不相同。

图 " 楼兰地区卫星遥感影像解译示意图

*+,-" $./ +01/232/141+50 643 57 $% 841/99+1/ +64,/ 752 :5;940 42/4

经遥感图像判译，在古孔雀河 )" 流至楼兰古城之前，有两处因古河岸发生大面积滑坡

堵塞而形成的堰塞湖影像（:4</ 9 及 :4</ &）。

:4</ " 位于楼兰古城上游 = - ><6 处，规模小，长 ><6，宽仅为 ? - =<6，水域面积约为

!<6&。滑坡体发生于南岸，长约 " -!<6，面积约为 ? -=!<6&。:4</ " 的北侧，有一古河道 )& 与

其相接，经分析可知，它的形成是堰塞湖 :4</ " 湖水溢出堤岸所致。其基本流向是由西向

东，与流经楼兰古城的 )" 相距不远。通常，堰塞湖的蓄水量应是时间的函数，湖的形成时间

越长，水域面积越大。:4</ " 规模很小，故推断出 :4</ " 存在时间并不长。:4</ " 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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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给楼兰古城供水带来困境，它堵住了流向古城的河水，使下游河流河水日渐涸竭。但由

于 !"#$ % 距楼兰古城不远，&% 仍可有下渗的堰塞湖水补给，尚未出现完全断流。由此推断，

楼兰古城此时已开始出现水荒。出土文献中有关缺水的记载，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楼兰

古城此时已呈现出虽衰未亡的景象。但更大的灾难正在等待着它们，这就是其后又出现的

!"#$ ’。

!"#$ ’ 在楼兰古城上游 ’(#) 处，位于雅丹地貌区内。其长度大于 %((#)，宽为 * + ,#)，

水域总面积超过 ,((#)’。!"#$ ’ 的滑坡体则发生于北岸，长约 *#)，面积为 - .*#)’。其后壁

离河岸 % . ,#)，呈弧形，滑坡体所堵住的古孔雀河 &% 河段长度近 *#)。从 /0 卫星图像上，

还可判译出 !"#$ ’ 湖边有湖水泛滥影像，且湖区内有五条古河道与其相连，分别是 &1、&*、
&,、&-、&2，这些都是在不同时期改道的古孔雀河河道。其中 &’、&* 由 &% 北侧流入罗布泊，另

外 1 条（&,、&-、&2）经 &% 南侧流入罗布泊。这些古河道均由 !"#$ ’ 不同时期之漫流所形成。

从 !"#$ ’ 的规模及与其相连的古河道分析可推测 !"#$ ’ 曾长期堵住河水，使其下游的古孔

雀河 &% 成为一条彻底断水的干河道。

古孔雀河上两个堰塞湖的形成时间，现无确切数据，但从常识推断，它们必然产生于楼

兰古城建成并历经繁荣之后，确切一点说，就是在公元 1 世纪以后至公元 2 世纪唐玄奘归国

途经楼兰古城之前这段时间内形成的。众所周知，孔雀河水是楼兰古城的生存命脉，否则，

楼兰人是决不会将诺大的古城建于一条断绝了水源的干河道上。

综上所述，结论已很清楚：堰塞湖 !"#$ ’ 的形成，是引起楼兰古城被遗弃的直接原因。

它的出现就是古城衰亡的开始。!"#$ ’ 的形成截住了古孔雀河 &% 上游河段河水，并使古孔

雀河因堰塞湖漫堤改流新河道，致使下游的 !"#$ % 连同古河道 &’ 涸竭，并最终造成流经楼

兰古城的古孔雀河 &% 完全断流。此时，楼兰人因水源断绝而只能弃城逃生，楼兰古城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被迫遗弃且无法复兴。

如今，由于罗布泊地区新构造运动及地貌变化等诸多原因，孔雀河的现代河道已经再次

北迁，距楼兰古城更远了。

, 城市环境地质研究刻不容缓

在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漫长征途中，步履虽然是坚定的，但所付出的代价

是沉重的。从庞贝古城消失至今，人类在科学上虽已有巨大进步，但人类今日的生存环境

（特别是人口集中的城市环境）不容乐观，它正面临着地质环境与人类自身发展等多方面挑

战。我国是一个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也是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为所产生的负面效

应（水质污染、围湖造田、人口膨胀、过度垦殖、森林、植被破坏、不适当截江建坝⋯⋯）不容忽

视的国家。以我国地质灾害最严重的重庆市为例，根据 %333 年的最新调查结果，全市范围

内共有各类地质灾害点 212 处，其中滑坡 ,(( 处，崩塌 3* 处，泥石流 *% 处，地面塌陷 %% 处，

地裂缝 , 处；而其中已查明危害大，具有一定规模的地质灾害竟有近 1(( 处之多！’((% 年 %
月 %2 日，一场灾难突降于重庆市云阳县，位于该县西部的五峰山发生山体崩塌，* 4 %(*)1 的

岩石顺坡而下，给当地居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这仅仅是地质灾害“悲剧”的一幕，而更

大规模的地表沉陷、江河及地下水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及严重后果，则更是让人触目惊

心！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在人口调密的江苏镇江市区内，也曾经发生过类似云阳五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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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体崩塌滑坡。但由于镇江市有一支城市环境地质研究队伍，在关键时刻，他们及时正确

地向镇江市委、市政府预报了险情并得到紧急处置，所以，在灾情发生后，镇江市不仅无一人

伤亡，连财产损失也降到了最低限度。这些例子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加强城市环境地质研

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江苏是城市环境地质研究较为先进的地区，并已形成了一支较有水平的研究队伍。

!""" 年 #! 月 !$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城市环境地质研究中心已在南京隆重成立，这也充分体

现了党和政府对城市环境地质研究工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作者谨以此文对“城市环境地

质研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祝愿我国城市环境地质研究水平日益提高，为祖国争光，

为人民造福。

本文撰写过程中，承蒙新疆大学徐金发教授、国土资源部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李廷祺研究

员、青海省国土资源厅郑延中高级工程师等人提供宝贵第一手资料并给予大力帮助，在此一

并致以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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