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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绝大部分坟墓都是圆形的，但如果你据

此认为历史上的坟墓一直都是这样，那就错了。

通过对邙山帝陵群东汉帝陵历时 15 年的发掘考

古，河南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完成的一

项考古研究证明，土丘状的圆形坟墓是从东汉帝

陵才开始的，而此前一直以覆斗状的方形为贵。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汉魏室主任严辉向

科技日报记者介绍，作为中国古代墓葬礼制最高

等级表现，历代帝陵的葬俗变化都深刻凝聚着时

代文化基因。东汉帝陵一改之前帝陵普遍采用

的覆斗形封土，变为修造圆丘形，成为中国帝陵

建造史上尤为重要的变革，影响至今。

陵墓改方为圆始于东汉

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个帝陵，

不仅陵园平面呈长方形，位于陵园南部的坟丘，

平面也呈方形。西汉的帝陵，除文帝的霸陵系

“因山为藏”以外，都筑有覆斗式的方形坟丘，位

置在陵园的中央。

文献记载，东汉除炀帝康陵和安帝恭陵为“山

周”外，其余帝陵均为“山方”，加之根据西汉帝陵

长期沿袭覆斗形封土的惯例，历史上一直认为东

汉帝陵封土应是继承前制，同为覆斗形。比如，按

照《古今注》记载，“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

高六丈六尺”“明帝限节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

而在现实的考古发现面前，这些帝陵封土却

不是方形。在邙山和洛南伊滨区数量庞大的东

汉陵区中，绝少有覆斗形墓冢，大多是圆丘形封

土，有点像馒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度小而直

径大，外观呈低矮的山丘状。”严辉说，新的考古

发掘与文献记载并不相符，甚至可以说是推翻了

部分文献记载。

考古人员指出：“东汉时期对之前覆斗形封

土葬制的变化，迅速又彻底。”

刘秀为啥要颠覆传统

对于东汉帝陵封土由方变圆巨大转变的原

因，参与东汉帝陵发掘考古的郑州大学副校长、

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韩国

河 认 为 ，这 首 先 在 于 刘 秀 对 祖 根 地 葬 俗 的 推

崇。刘秀看重老家，让帝陵建造遵从自己的祖

先，封土改方为圆。同时，两汉时期提倡“天人

合一”，风水术中推崇“天圆地方”原则，封土为

圆可能是东汉时期对宇宙观的一种特殊理解。

刘秀原陵“颠覆传统”之举，终结了从东周到

西汉的传统覆斗形陵冢形制，也奠定了东汉帝陵

的形制基础，影响至今。

不少考古人员认为，如今中国普通老百姓的

土葬习俗，应该是受到了东汉帝陵的深刻影响，

与东汉帝陵的葬制传承密切相关。

由方改圆由方改圆，，东汉帝陵为啥和前人不一样东汉帝陵为啥和前人不一样

本报记者 乔 地

在生物演化的“长河”中，曾经出现过一次“大灭绝”事件，
几乎造成了地球生物界回到原始状态，这就是著名的“二叠纪
末生命大灭绝”。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次大灭绝呢？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肖益林教授团队和沈延安教授团
队研究发现，迅速增强的大陆风化作用导致海水组成的变化是
二叠纪末生命大灭绝事件的重要环境因素。

长久以来，二叠纪末生命大灭绝事件的原因一直是个谜，
科学家曾提出小行星撞击、海底可燃冰的快速分解以及大规模
火山喷发等多种解释，但具体的驱动机制和环境因素目前学界
尚未形成统一认识。

近日，德国一只看起

来郁郁寡欢的斗牛犬“眉

毛夫人”在社交网站上引

发轰动，如今它已经拥有

3.2 万名粉丝。因为愁眉

不展的样子，它被人们称为“全世界最悲伤的小狗”。这种悲伤的表情

来自它那无精打采的眉毛和下垂的嘴巴。但是别被它的这种表情迷

惑，实际上它是一只幸福快乐的小狗。它的主人詹尼娜说：“你只需要

看它几分钟，就能看到它很开心的样子。”

愁眉不展
小狗长了张悲伤脸

近日，英国谢菲尔德

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位于

英国北安普顿郡罗斯维

尔市的圣三一教堂下的

藏 骨 所 进 行 扫 描 和 重

建。这间阴冷潮湿的藏骨所始建于中世纪时期，被认为是英国中世纪

时期遗骸保存最为完整的藏骨所之一。存放于此的 2500 具尸骨被层

层叠放在木架上，室内光线良好，方便入内。

研究人员称，这一地下骨室看似好莱坞电影中的恐怖场景，但对于

朝圣者和祭拜先祖亡灵的当地居民来说则更像是中世纪的纪念碑。当

地居民一直认为圣三一教堂中散落的残骸是纳斯比战役中的受害者或

牺牲士兵的遗体。

神秘“骨室”
2500具遗骸层层叠放

警 察 除 了 要 惩 治 人

间罪恶外，有时候还得和

动物界的“罪犯”斗智斗

勇。无论是从围场出逃

的毛驴还是私闯民宅的

鳄鱼，警察叔叔都要将它们“逮捕归案”，可真是忙坏了。

图为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头毛驴从围场逃出后，被警方及时捕捉，

警察还让这头驴坐在警车后座上，并拍下了它低头皱眉，仿佛十分羞愧

的样子，看上去很是搞笑。带走这头驴的警官说：“我只想快点带这家

伙离开现场，就把它塞进了警车，以免它伤到其他无辜的群众。”

特殊罪犯
出逃毛驴被“活捉”

最近，考古学家在秘

鲁发现了 50多个新的“纳

斯卡线条”，其中一些比之

前发现的最著名的纳斯卡

线条历史还早数百年。

这些历史性图案设计者可追溯至公元前 500 年至公元 200 年生活

在秘鲁的居民。这些巨型奇特图案符号是他们在沙漠重新排列鹅卵石

创造出的，其中一些图案非常复杂，一些图案绵延数公里。至于为什么

秘鲁的居民会创造出这些数字和线条还是一个谜。

图案奇特
新“纳斯卡线条”被发现

二叠纪末生命大灭绝给世界带来的破坏是
灾难性的。但即便环境再险恶，仍有少数陆地
和海洋物种成功活了下来。

“这些物种都是抗压能力强、忍耐度很高
的。”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沈树忠说，

“比如海豆芽，就是成功活下来的海洋生物。”从
外形上看，它更像是“肥胖版”的豆芽，是世界上
已发现生物中历史最长的腕足类海洋生物，生
活在温带和热带海域。

而存活下来的陆地生物要比海洋生物多一
些，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古植物学家

王军指出，包括蕨类、石松类、有节类、银杏类、
松柏类都延续了下来。“这些延续下来的是以大
类划分的，但每个大类只有几个种成功活下
来。”比如古银杏，那个时候的银杏和现在的完
全不同，“树叶分叉很多，而且叶子和毛发的样
子差不多。”

“虽然二叠纪末生命大灭绝破坏性巨大，但
是也留下了巨大的生态空间。”沈树忠说，这也
为接下来的三叠纪的陆地、海洋生物，甚至为很
快出现的地球霸主——恐龙提供了生态发展的
机遇。

在浩劫中逃出生天的生物

除了上述两种说法外，还有人认为二叠纪末

生命大灭绝的“凶手”是海底可燃冰的快速分解。

海底可燃冰主要指埋藏于海底沉积物中的

甲烷，由于海水的巨大压力，它们在 300—500米

的深处能够稳定存在。但是，如果压力突然减

小，埋藏在沉积物中的甲烷就会迅速释放到海洋

和大气中，在大约 10—20 年的时间内迅速转化

为二氧化碳，由此引起全球变暖，导致生物灭绝。

但是沈延安指出：“在二叠纪末期，引起‘可

燃冰快速分解’的地质因素主要是海平面的突

然降低。大家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海底可燃冰

的快速分解是局部的，它可能是二叠纪末生命

大灭绝的因素之一，但绝不是主导因素。”

此外，还有人认为，“天外来客”在二叠纪末

生命大灭绝中扮演着“毁灭者”的角色，小行星或

彗星猛烈撞击了地球，其造成的强烈震波瞬间杀

死了上千平方公里内的所有生物。但对于这理

论，至今也没能发现非常确凿的地质证据。

深藏不露的奸细
——海底可燃冰

它们为啥死得比恐龙它们为啥死得比恐龙还惨还惨

破解破解22..55亿年前的亿年前的““谋杀案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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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一

有些研究人员认为，火山爆发是二叠纪末

生命灭绝事件真正的“罪魁祸首”。

比如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格拉斯比教授的

研究小组就认为造成此次大灭绝的原因是巨型

火山的爆发，他们在加拿大北极圈内的火山灰

地层中发现了 2.5 亿年前生命灭绝层位汞的异

常富集。这个发现绝对是解释二叠纪末生命大

灭绝原因的有力证据。因为通常认为汞的异常

富集是火山活动造成的。

他们的研究显示，世界上最大的火山爆发，

使得大气中的氧气含量降低，令众多海洋和陆

地生物窒息而死，火山爆发后产生的大量沉淀

物和温室气体，引发了酸雨和全球升温，又给当

时地球上大部分物种沉重的一击。

与此同时，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谢树成团队

的研究也证明了此次生命大灭绝与火山爆发有

关。通过采集、分析距今约2.52亿年的生物化石

及保存它们的地层，研究人员还原了这次生命大

灭绝的过程：西伯利亚等地火山爆发，释放大量二

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温室气体与有害气体，又与超

大陆聚合导致的其他因素耦合，致使地球环境恶

化——全球变暖、海洋缺氧，大量生物灭绝。

坏脾气的大反派
——火山爆发

沈延安课题组也赞成是西伯利亚火成岩省

的喷发诱发了此次生命灭绝，但他们指出，大规模

火山喷发只是扣动了生命灭绝的扳机，而大陆风

化作用，则加速了射向二叠纪生命的子弹速度。

由于二叠纪末灭绝事件同时造成了陆地和

海洋生命的灭绝，因此如何联系陆地和海洋生

态系统的改变与生命灭绝的关系一直是重要的

科学问题。而大陆风化作用则是连接陆地与海

洋的纽带之一。

所谓风化作用是指地表或接近地表的坚硬

岩石、矿物与大气、水及生物接触过程中产生物

理、化学变化而在原地形成松散堆积物的全过程。

沈延安表示，在灭绝事件发生前夕，海水的

锂同位素组成发生了显著降低，这一特征一直

持续到早三叠世初，指示了当时快速增强的全

球性大陆风化作用。

“大陆风化作用的增强将生命营养元素，比

如磷、氮、硅等带入海洋促使海洋的初级生产率

增高和海洋的富营养化等，这类似于人类活动

造成的现代近海海域和湖泊的富营养化过程，

而这些生物和化学过程又消耗了海洋中大量的

氧气。因此，这是造成海洋缺氧的重要因素之

一，而海洋的缺氧可以直接导致海洋中各种生

物的大量灭亡。”沈延安说。

一箭双雕的杀手
——大陆风化作用

案件重现

化石记录表明，5.4 亿年以来地球上共发

生了 5 次显著的生命灭绝事件。其中，发生在

二叠纪末的灭绝事件是最严重、规模最大的生

命灭绝事件之一。“其灭绝过程的特征是规模

大、时间短、灭绝后生命系统的复苏极其缓

慢。”沈延安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他表示，二叠纪末生命灭绝事件造成了

80%以上的海洋生物的消失，比如珊瑚、三叶

虫、放射虫；也造成了 75%以上陆地生物的消

失，比如陆栖的单弓类群动物和许多爬行类群

动物。就灭绝物种的规模而言，比发生在大约

6500 万年前的白垩纪恐龙灭绝事件更严重。

根据最新的年龄资料显示，二叠纪末生命灭绝

虽然规模巨大，但发生的时间却很短——仅

10 万年左右的时间众多的生命就仿佛“蒸发”

了一般，陆地与海洋都陷入了死寂。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生命系统在二叠纪末

遭到了重创，因此同其他灭绝事件不同，二叠

纪末生命灭绝事件之后，生命系统的完全恢复

大约持续了 500 万年。

在沈延安看来，探究这次生命大灭绝事

件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生命起源

和 演 化 的 研 究 一 直 是 自 然 科 学 的 重 大 科 学

问 题 。 研 究 二 叠 纪 末 生 命 大 灭 绝 事 件 的 原

因 使 我 们 对 过 去 的 生 命 演 化 过 程 有 充 分 的

理解，讲古论今，它也为我们预测未来地球

环 境 和 生 命 系 统 的 变 化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启

示。”沈延安说。

二叠纪末大灭绝
——众多生物“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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