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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茫茫的宇宙中，人类居住的地球仅仅是一粒微不足道的

尘埃。如今，宇宙飞船承载着人类的几千年文明已经飞向了宇

宙，但是这并不代表人类对赖以生存的地球已经全面了解。恰

恰相反，在地球上，在很多领域里还有很多的未解之谜等待着人

类去发现。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诸多的现象和事物，它们

躲在某一角落向我们露出狡黠的笑容。而以人类现有的智慧对

它们只能报以尴尬的无奈。因为它们的存在与我们对世界的习

惯理解实在是大相径庭。

当然，承认这些未知的存在，接纳这些不可理解的事实，并

不是对人类有限心智的嘲讽。毕竟，人类几千年的智慧，在数十

亿年的宇宙长河中实在是太不值一提了。若是一个新生智慧生

物刚一出现，便很快扫清了所有的认知死角，那才是与大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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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规律相背离的怪事。

人类的文明史不止一次告诉我们，对未知现象的孜孜探索，

对神秘事物的苦苦追寻，这是人类作为一种智慧生物的天性所

致。而这种天性也正是人类繁衍生息、文明进化的不竭原动力。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最美妙的事物就是

奥秘。”面对所有出现过的未知事物和现象，人们都曾做出过努

力探索，甚至很多人“执著”地认为自己的发现就是对谜团最标

准的解答。而这种所谓的“执著”实际上是一种固执，是一种混

淆视听的偏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鉴于此，本套《发现之旅》丛书，本着对广大读者负责的态

度，宁缺毋滥。在强调保持内容趣味活泼的前提下，用科学严谨

的态度进行编写。

另外，本套丛书在内容上只是对所写事物和现象进行客观

的描述，没有任何主观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信读者大众

会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判断。

本套丛书共１４本，内容丰富，知识面广，适合图书馆馆藏以

及个人收藏。因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

斧正。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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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兰

楼兰，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一个尽人

皆知的名字。它究竟是怎样消失的？它的遗

址究竟在哪里？它的自然环境究竟有多恶

劣？这里有些什么文化遗存？这里是中外探

险爱好者憧憬向往的神秘之地。

楼兰古城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若羌县北境，西

南距若羌县城２２０公里，东距罗布泊西岸２８公里。这座古城坐

落在东经８９°５５＇２２"，北纬４０°２９＇５５"处。

楼兰古城遗址位于若羌县境内罗布泊以西、孔雀河道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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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公里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形之中。人迹

罕至，环境异常的荒凉、凶险。据史料记载，公元２世纪楼兰的

繁华达到顶峰，从公元４世纪起开始衰落，公元５世纪之后，中

原地区再无关于楼兰的记载。楼兰的突然消亡，至今仍是个悬

而未决的谜。对很多人而言，“楼兰”这两个字代表着古老与

神秘。

楼兰遗址

古楼兰国曾有人口１４０００余，士兵近３０００，当时也可谓是

一泱泱大国了。古楼兰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扼东西交通的门户，

是汉王朝进入西域的桥头堡。当年在这条交通线上是“使者相

望于道”，交通繁忙，城市经济繁荣，楼兰古城有着极盛一时的历

史和灿烂的绿洲文化。奇怪的是，声名显赫的楼兰王国在繁荣

兴旺了五六百年以后，却史不记载，传不列名，突然销声匿迹了。

公元７世纪时，唐玄奘取经归来，看到楼兰国“城郭岿然，人烟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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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其萧条之景，使人顿生沧海桑田之感慨！１９００年３月斯文

·赫定率队考察罗布泊，差些全军覆没，因而宣称这里是可怕的

“死亡之海”！１９８０年５月我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蒙

难失踪，更给这座古城蒙上一层神秘可怖的面纱。近年上海的

“独行侠”余纯顺历时８年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后，倒毙罗布泊

荒漠，又给楼兰古城平添了几分凄凉和悲壮。楼兰古城究竟是

怎样消失的？楼兰遗址究竟在哪里？楼兰的自然环境究竟有多

恶劣？楼兰有些什么文化遗存？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外考古学家

楼兰古城

和科学家关注的问题。楼兰也是中外探险爱好者憧憬向往的神

秘之地。

１９００年３月初，楼兰古城最早的发现者瑞典探险家斯文·

赫定带领的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在

穿越某一处沙漠时忽然发现他们的铁铲不慎遗失在昨晚的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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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赫定不得不让他的助手回去寻找。回去的助手很快找回

了铁铲并且捡回几件木雕残片。赫定见到助手捡回的那些残片

异常的激动，于是，决定动手发掘这废墟。１９０１年３月，斯文·

赫定开始进行挖掘工作，他们总共发现了一座佛塔和三个殿堂

以及带有希腊艺术文化的木雕建筑构件、五铢钱、一封卢文书信

等大批文物。随后他们还在这片废墟东南部发现了许多烽火台

一起延续到罗布泊西岸的一座被风沙掩埋的古城，这就是楼兰

古城。

曾经的楼兰古国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与敦煌邻接，公元前

后与中原的汉朝关系很密切。古代楼兰的记载以《汉书·西域

传》、法显还有玄奘的记录为基础。《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

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

里。户千五百七十，口四万四千一百。”法显谓：“其地崎岖薄瘠。

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毯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

余僧，悉小乘学。”玄奘三藏在其西行的旅行末尾作了极其简单

的记述：“从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沙

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

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

一千六百年前，东晋高僧法显以这种近乎骇人听闻的词句，把他

过往楼兰途中的观感写在了《佛国记》中。这一写，使楼兰所地

处的罗布大地和那条穿越此地连接东西方的丝绸古道，在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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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赫定

的心目中不知平添了多少神秘、恐惧与诱惑。

楼兰曾经是一个伴水而居、半耕半牧的小部落。通过发现

的楼兰古墓及罗布泊地区发现的大量细石器表明楼兰人本为游

牧人。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才使域外文明尤其是汉文明传

入楼兰，加速了楼兰城市文明的发展。

楼兰古城是由于自然和人为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导致河流

改道，风沙侵袭，被掩埋于大漠中的。斯文·赫定无意中发现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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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兰古城，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从那以后世界各国的考古学

家、探险者蜂拥而至，他们在楼兰古城地区发掘出的文物价值之

大震惊世界，其数量之丰难以数计。除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玉

斧、石刀、石箭簇外，还有汉简、汉文书、丝织品、木器、陶器、铜

器、玻璃制品、古钱币等等。其中以晋代手抄《战国策》和汉锦最

为珍贵。还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并据该文书又发现了附

近的“海头”古城，并发表了一些专著。１９２７年中国考古学家黄

文弼也到楼兰发掘考察，发掘了大量文物，发表了专著《罗布淖

尔考古记》。中外学者盛赞楼兰是一个埋藏在“沙漠中的宝地”，

是历史遗落下来的“博物馆”、“东方的庞贝城”。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也组建了多批现代化的考察队到楼兰

地区考察，现已清楚知道古城占地１２万平方米，略成正方形，边

长约３３０米，古楼兰人用泥土、芦苇、树枝相间修筑的城墙仍依

稀可辨。一条大致西北———东南走向的古河道斜贯城中，将古

城分成东北、西南两个区域。城中的东北区仅存佛塔及其附近

的建筑，佛塔残高１０．４米，是用土坯、糯米浆、柳条等砌筑起来

的，这座古佛塔也是全城最高大的建筑物。西南区有当时的官

署所在地———三间房遗址与一些小院落。古城内，盖房用的胡

杨木梁、檩、椽等木构件，到处都是，其中不少还凿了眼，刻上花

纹，显示了当时的人们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古城及其周围还有

古烽燧、粮仓、古墓等遗址。在楼兰古墓沟还出土了三千八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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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干尸———“楼兰美女”。楼兰古城内目前尚遗存陶片、毡片、

古铜钱、古兵器、丝绸碎片等众多文物。

楼兰干尸

即使是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现代，到楼兰探险也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楼兰地区地表崛起的盐壳和错综复杂的风蚀雅

丹地貌，极其难行，越野车每小时平均只能前进两三千米，平均

每两分钟汽车就得转三个急弯。罗布泊地区的地貌广达３５００

平方千米，是古城的一大天然屏障。这里天气冷热变化非常的

快，夏季午后气温可以上升至３４℃，令人酷热难耐，而到了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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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又突然下降到０℃以下，可谓奇寒无比。罗布泊地区年平

均降水量仅１０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却达３０００多毫米，蒸发量超

过降水两三百倍，怎能不让这里奇旱无比啊！这里还经常风沙

肆虐，沙暴滚滚，堪称禁区。然而有险才有奇，神奇的罗布泊、险

峻的雅丹地貌以及各种沙漠奇景为楼兰探险倍增了新奇与刺

激，足令许多好奇的探险者跃跃欲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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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线　　　　　
说了半天现在到底弄明白楼兰到底是怎么消失的没？

自楼兰古城被发现以来，关于它是如何消失

的问题便一直争论不休，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说法一：楼兰消失于战争，公元５世纪后，楼兰

王国开始衰弱，北方强国入侵，楼兰城破，后被遗弃。

说法二：楼兰败于干旱缺水，生态恶化，上游河

水被截后改道，人们不得不离开楼兰。楼兰曾颁布

过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法律。

说法三：楼兰的消失与罗布泊的南北游移有

关，斯文·赫定认为，罗布泊南北游移的周期是

１５００年左右。３０００多年前有一支欧洲人种部落

生活在楼兰地区，１５００多年前楼兰再次进入繁荣

时代，这都和罗布泊游移有直接关系。

说法四：楼兰消失与丝绸之路北道的开辟有

关。经过哈密（伊吾）、吐鲁番的丝绸之路北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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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后，经过楼兰的丝绸之路沙漠道被废弃，楼兰也

随之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说法五：楼兰被瘟疫疾病毁灭。一场从外地

传来的瘟疫，夺去了楼兰城内十之八九居民的生

命，侥幸存活的人纷纷逃离楼兰，远避他乡。

说法六：楼兰被生物入侵打败。一种从两河流

域传入的蝼蛄昆虫，在楼兰没有天敌，生活在土中，

能以楼兰地区的白膏泥土为生，成群结队地进入居

民屋中，人们无法消灭它们，只得弃城而去。

但是，最近根据卫星遥感提供的信息，人们提

出了楼兰古城消失的最新见解———堰塞湖形成，

阻塞了水源，造成下游干涸。从卫星遥感图像上

显示的楼兰地区的地理环境看到古孔雀河是楼兰

古城唯一淡水源。其楼兰古城东部虽有浩瀚的罗

布泊，但却无法饮用，就像身处大海，四周是水而

无水喝一样。同样，这里的地下水也可能因为含

盐度太高而不适合饮用，何况就算能用，也无法满

足一个城市的供水以及农田灌溉的需要。即使在

技术发达的今天，也很难想象一个城市仅靠地下

水维持生存。水是生命之本，无水便意味着死亡，

因此古孔雀河是楼兰的生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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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当第一个堰塞湖形成时，由于地点较

近、规模较小，溢出的支流还可以维持古城的供水，

对环境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已经导致了古城

的水源危机。而当上游第二个堰塞湖形成后，大部

分河水被拦截，溢出的支流向四周发散，一部分蒸

发，一部分渗入地下，一部分改道从南北汇入罗布

泊，使堰塞湖下游大片地区断水，从而导致植被枯

死、环境恶化，当地的人们不得不弃城而去，寻找新

的家园。曾经生机盎然的古城在风吹四起的黄沙

中黯然消失。这或许就是历史真实的一幕，或许只

是一种假设。但是无论如何，曾经碧波荡漾的罗布

泊干涸了是事实，曾经河网密布的绿洲被雅丹地貌

取代了是事实。总之，应是环境的恶化给楼兰带来

了灾难性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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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是谁在楼兰这方神秘的土地上生息繁

衍？又是谁的聪颖才智创造了灿烂夺目的绿洲文

明？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一直都是引人入胜，扑

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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