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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临灭绝的野马群在空旷的草地上疾驰而过，麋鹿越过茂密的林

地，野兔在灌木丛之间自由奔跑……这样的地方很容易让人以为是世

界上最原始的自然保护区，但事实上，这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禁区

的景象，该地曾遭受世界上最严重的核难。

来自英国赫特福德郡的摄影师卢克·马西获准在切尔诺贝利核电

站的禁区里度过 10天。在那里，他捕捉到了濒危动物们繁荣生长的景

象。马西说，自 30 年前人类搬离该地后，此前濒临灭绝或消失的物种

却得到蓬勃繁衍。这位来自圣奥尔本斯的 25 岁摄影师在该地发现了

普尔热瓦尔斯基氏野马，该物种已于 100多年前消失，目前却在该地自

由漫步。他在切尔诺贝利禁区还发现了欧洲野牛，此前有报道称该物

种已在 1920 年遭到猎杀而灭绝。同时，该地还有很多食肉动物，如野

狼、白鹭鸶等。

核禁区成濒危物种繁衍地

（图片来源于网络）

奇观

沉寂已久的楼兰古城有了新消息。近日有

消息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罗布泊

地区发现了新的古城。根据古城及周围墓葬遗

物、古城建筑风格、古城地理方位等推测，该古城

应为楼兰国的都城楼兰城。此次发现的古城依

据自然地名被命名为“咸水泉古城”，该古城距离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古城大约 57.5

公里。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广泛关注。新疆文物考

古研究所副所长李文瑛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此

次新发现的文物点还没有报国家文物局、也没有

落实保护责任，所以关于咸水泉古城详细资料的

公布还需等上一段时间。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

大家对楼兰古城的热情，微博上甚至出现了“王

陵大墓”等热门话题。

楼兰之所以备受关注，一方面它在历史上就

享有盛名，另一方面楼兰背负的许多谜团增加了

它的神秘色彩。因此，多年来，每次有新消息出现

都会引发新一波的楼兰热。楼兰文明曾经有过怎

样繁盛的时刻，它为何一夜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传说中风华绝代的楼兰美女到底是谁，她们从哪

里来最后去了哪里……都是悬而未解的谜题。

罗布泊发现新古城或为楼兰都城罗布泊发现新古城或为楼兰都城

走近神秘消失的千年古国走近神秘消失的千年古国
本报记者 李 艳

以前媒体曾报道，印度一男子酷爱留指甲，坚持 35年不剪指甲，双

手如魔爪，画面不忍直视。而最近一匹被动物保护中心救助的矮种马，

被救助时已经 10年未修过蹄子了，这导致它无法正常行走。

据了解，一般的马匹，每隔几周时间就要修剪一次马蹄，而这匹小

马的马蹄 10 年未剪，多余的蹄子已经严重扭曲变形，就像牛角长在马

脚上一样，导致小马行走很困难。

救助者表示，很难想象这匹马的主人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能够在

10年期间忽略如此明显的问题。

矮马蹄子十年未修长成“牛角”

巴黎地下墓穴（又称骷髅墓）位于今天巴黎十四区的丹费尔-罗什

洛广场，是法国巴黎一处著名的藏骨堂。1786年，巴黎爆发瘟疫，为了

解决墓地不足和公众卫生危机的问题，人们将埋在市区所有公墓中的

尸骨转移至此。

此后这里作为一个公墓一直使用到 1814年。现已开辟为博物馆，

有一小部分墓穴供公众参观。每日只接待参观者 200名。据说地下墓

穴中有超过 600万具尸骨，总长近 300公里。

巴黎地下墓穴白骨累累

一位考古系毕业的年轻人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他初次接触考古知识，知道的第一个词就是

楼兰，这么多年为考古努力最向往的也是楼兰。

在他看来，楼兰之谜不仅是吃瓜群众心心念念的

楼兰美女是谁，也不只是悬疑迷们好奇的《鬼吹

灯》里的精绝古城跟楼兰有什么关系，更是专业

人士梦想破解的楼兰古城为何突然消失。

西域古国楼兰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代小

国，曾经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根据《汉书·西域

传》记载，早在 2 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

著名的“城廓之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

道从楼兰分道。然而这个历史上曾经的通商重

镇，却在公元 415 年左右突然消失了，曾经繁荣

的楼兰古城变成了一片荒漠。时至今日，尽管

众多学者付出了巨大心血，但楼兰古城的兴衰

与消失还是个谜团，关于其消失目前有很多种

说法。

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毁灭于地形和自然

变化。这一说法的主要依据在于楼兰古城的消

亡大约在公元元年前后至 4 世纪，正是罗布泊旱

化加剧的时期。楼兰古城依罗布泊湖泊而建，随

着罗布泊向北迁移，干旱化逐步加剧，最后整个

湖泊干涸，楼兰不再是沙漠绿洲。更有人曾将塔

里木河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古城联接起来，发

现这条线上包括楼兰王国在内的所有古城，几乎

在同一时间段突然消失。

也有人认为楼兰的消亡，是由于人类违背自

然规律导致的，楼兰人滥砍乱伐致使水土流失，

风沙侵袭，河流改道，气候反常，水分减少，盐碱

日积，最后必然造成王国的消亡。在出土的汉文

简牍中，可以了解到楼兰士兵口粮减少的情况，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楼兰环境恶化后的困顿。

还有一些人认为楼兰消失于战争。因为楼兰

地处东西交流的要道，历来是“丝绸之路”沿线各

国争抢的重要对象。到了公元4世纪后，楼兰王国

开始衰弱，楼兰在战乱中陨落。但这一说法并不

被业内人士认可。专家们表示，从考古发掘来看，

楼兰古城里并没有战争的痕迹，而各种珍贵的文

献、金银财物，也都在废墟中被大量发掘出来。

被广泛认可的是，给楼兰最后一击的可能是

瘟疫和疾病。有证据显示，在 1000多年前楼兰发

生了大规模的瘟疫和疾病，许多楼兰人在这次疫

病中失去了生命，侥幸存活的人纷纷逃离楼兰，

远避他乡。至于这场灾难到底是由于生态破坏

还是由于经济颓败，亦或是外来病毒入侵，目前

尚无定论。

突然消失，谁给了楼兰古城最后一击？

除了楼兰消失之谜外，从楼兰出土的几具女

尸，在她们保留了几千年的面容之下的血缘之

谜，更让人迷惑。

1934年瑞典人沃尔克·贝格曼在小河墓地发

现了一具女尸，“高贵的衣着，中间分缝的黑色长

发上戴着一顶装饰有红色带子的尖顶毡帽，双目

微合，好像刚刚入睡一般，漂亮的鹰钩鼻……”由

此可见，这位被人们称为“楼兰女王”的美女具有

高鼻深目，楼兰人到底是何人种？

曾经，在丝绸之路上作为中国、波斯、印度、

叙利亚和罗马帝国之间中转贸易站的楼兰是是

世界上最开放、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却一夜

之间神秘消失。楼兰人去了哪里？现在还有后

裔吗？是很多人一直追问的。

对于楼兰人的最终去向，考古学家的论文中

没有精确的结论，但业内普遍认为，在经历了国

家消亡之后，余下的楼兰人迁徙到其他的西域邻

国，有的没入鲜卑、吐谷浑等其他民族，有的逃入

塔里木河边缘的荒僻地带，最终在中原文献中销

声匿迹。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专家郭物认为，

楼兰人后裔的迁徙，是一条由楼兰、罗布泊、辛

地、辛格尔、迪坎尔组成的渐进线路。

研究西域问题的学者们也致力于解开这一

谜团。

已故的西域文化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研究员杨镰经过实地考察后，曾发表文章指

出，废弃于20世纪20年代的阿不旦渔村便是古“楼

兰遗民”的最后聚集地。杨镰认为，在罗布泊湖畔

始终生活着一支以渔猎为生的民族，他们是随着罗

布泊的不断“飘移”而转到这里定居的，他们在此至

少生活了200年，是“楼兰古国”的最后遗民。

国破家亡，剩下的楼兰人去哪儿了？

相关链接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在今年年初，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在对罗布泊境

内的古楼兰区域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一座年

代处于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古城，这座古城西边距

离古墓沟墓地 27 公里，东南距离瑞典探险家斯

文·赫定发现的楼兰古城 57.5公里。由于古城地

处荒漠，附近没有村落，考古人员依据自然地名

将其命名为咸水泉古城。

据考古人员介绍，咸水泉古城修筑在一片黄

土台地上，由于罗布泊区域常年不停地吹东北

风，古城被风蚀得仅剩下部分断断续续的墙体。

考古人员在对古城进行复原后发现，咸水泉古城

呈圆形，直径达 300 米，墙体宽 2.2 米至 2.7 米，残

存最高处达 2.5 米。经过碳 14 测定，咸水泉古城

的年代在东汉至魏晋时期，距今 1790年左右。考

古专家还在古城及周围墓葬发现了青铜箭镞、五

铢钱、石磨盘、陶片、弓箭等遗物。

据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胡兴军

介绍，目前，学术界共识认为，西域土著诸国建立

的城池都应为圆形，而咸水泉古城无论形制、构

筑方式，还是地表遗物、周围墓葬材料等，都符合

西汉时期的楼兰城特点。

胡兴军推测，咸水泉古城应为楼兰国都城

楼兰城，而斯文·赫定在 1900 年发现的楼兰古

城应该是楼兰国更名为鄯善国后迁都所建的

扜泥城。

新疆罗布泊发现疑似楼兰国都城

明显的欧洲白种人特征。难道说生活在我国境

内的楼兰人竟然是白种人？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新疆文物考古

领域的著名学者穆舜英和她的同事们在孔雀河

下游支流的考古活动中意外发掘出一具女性干

尸，史称“楼兰美女”。

这是一具戴插着羽毛的尖顶毡帽的女性木乃

伊，距今约有 4000年历史。女尸的牙齿、毛发、指

甲都保存完好，甚至长长的眼睫毛都根根可数。

她仿佛刚刚睡去，那健壮的骨骼、古铜色的皮肤让

人相信她随时会站起来奔跑。她“脸面清秀、鼻梁

尖高，眼睛深凹”“深褐色头发蓬散披在肩上”。

最初，考古学家们从当时的体质人体学研究

初步认为“楼兰美女”欧罗巴特征比较明显。但

最近一些年，中外科学家通过复杂的 DNA 分析，

判断“楼兰美女”其实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混合

体，其基因上兼具东亚、中亚和欧洲人的特征。

英国人类学家基思发现，楼兰人具有显著的

非蒙古人种特征。德国人类学家约尔特吉等更

进一步确认，楼兰人具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北

大考古系教授林海村则认为楼兰人就是一支漂

泊在东方的印欧人古部落。

作为世界上体型最长的毒蛇，眼镜王蛇通常会避免直接面对人类，

但是在极度缺水的情况下，有时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近日，一条眼镜王蛇就闯入了印度南部的一个村庄，拼命地寻找水

源。好心的村民拿来一瓶水，倒在这条眼镜王蛇的头上，给它降温，后

者则迫不及待地舔起水来。当然，为了保险起见，这位村民的另一只手

上拿着捕蛇器，防止这条长度接近 3.7米的眼镜王蛇突然攻击。

近期印度南部的部分地区遭受了旱灾，用水十分紧张。野生动物

官员称，旱灾已经严重影响了当地野生动物的生存。

眼镜王蛇闯入印度村庄找水喝

据外媒报道，考古人员在埃及开罗西南约 40

公里处的代赫舒尔，新发现一座金字塔，距今已

有约 3700 年的历史。另外，有专家推测它可能

是埃及女王或国王母亲的墓穴，是保存相当完整

的“女王墓”。

这座金字塔遗迹位于代赫舒尔皇家墓地，在

斯尼夫鲁法老金字塔的北边。初步推断为古埃

及 13 王朝时期（约公元前 1802 年至公元前 1649

年）的墓葬。埃及文物部表示，由于其侧面弯曲，

该遗迹被认为是古埃及首次尝试建立一个外观

平滑的金字塔。目前遗迹状况良好，内部结构

“非常完整”，考古人员正在对入口通道和墓室进

行发掘，以找出更多相关信息、确定金字塔大小。

埃及考古行动总监奥卡沙表示，目前发现的

遗迹属于金字塔内部结构，包括走廊，已出土的文

物包括一件石块，上面有 10 列象形文字，专家正

进行解读，以寻找关于金字塔主人的身份信息。

考古学家、前埃及文物部负责人哈瓦斯估

计，新发现的金字塔应该属于埃及一位女王，和

附近的弯曲金字塔及红色金字塔中埋葬的国王

和儿子是一家。他希望可以找到能显示这个金

字塔所有者身分的文字，如果能找到一个以前从

未出土过的女王名字，将是历史的一大发现。

自 2015 年，这位埃及考古学家在挖掘勘探

中使用了红外技术，让代赫舒尔和吉萨的一些秘

密墓穴得以“现形”。代赫舒尔是著名的古埃及

文明遗址区，当地最负盛名的景点是距今约 4600

年的弯曲金字塔和红色金字塔。

金字塔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每隔几年，考

古学家就会在沙漠中发现一座新的金字塔。包

括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胡夫金字塔

在内，目前已发现的埃及金字塔超过 120座。

（本报综合报道）

距今 3700年金字塔遗址被发现

埃及女王会在这里“沉睡”吗
第二看台

埃及发现距今埃及发现距今37003700年历史的金字塔遗址年历史的金字塔遗址新发现的金字塔出土的石块新发现的金字塔出土的石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