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8

历
史
上
三
个
未
解
的
生
死
之
谜

历
史
上
三
个
未
解
的
生
死
之
谜

7.8万岁的“证人”说出了什么秘密

一群现代人用精密的仪器，分析一块7.8万岁
的“石头”，以此揭开一个1000多年前的谜底——中
国最辉煌的大唐盛世因干旱而灭亡。这是德国
波兹坦地学研究中心豪格和他的科研小组于去
年1月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刊登的论文。

这当然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它取自广
东省湛江市西南部的玛珥湖湖光岩。在这个14
万年前火山爆发形成的湖泊中，沉积着60米厚
的火山泥，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气候环境信息，是
宝贵的“天然年鉴”和“自然档案”。

豪格小组相信，通过岩芯样品的磁属性和
钛物质，可以揭示东亚古代冬季季风强度。而
这直接影响了一个朝代的兴衰。他们认为，公
元751年，唐朝军队与阿拉伯大军激战于中亚重
镇怛逻斯，唐军大败，此后唐朝开始衰落，这恰
好处于季风异常的少雨干旱期。长期干旱和夏
季少雨导致谷物连年歉收，激起农民起义，最终
导致唐朝在907年灭亡。

通过同样的方法，豪格小组还发现，同样的
气候变化也曾在中美洲出现，公元9世纪左右，
加勒比海地区出现了持续100多年的干旱，著名
的玛雅文明因此消亡。

德国科学家都在研究唐朝，为什么却听不
到中国科学家的声音？

一场科学结论的拉锯战

中国国家气候中心首席古气候学家、64岁
的张德二满脑子都是问号：旱灾造成唐朝灭
亡？这结论似乎与她多年的研究不符。她和丈
夫——中国知名极地气象学家陆龙骅教授共同
署名，向《自然》投稿，反驳德国科学家的观点。

“过去2000年的36750份中国历史气候记录
表明，中国在公元700～900年经历了两段湿润的
气候期。其中夹杂了一个短暂的干旱期。”张德
二在给《自然》的文章中写道，“唐朝灭亡前的最
后30年处于多雨时段，而不是干旱时段。”相比仪
器得出的数据，张德二认为，“不说谎”的是前人
留下的历史记载，其年代甚至可以精确到月、日。

而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蓝勇教授
一口气读完了豪格的文章，尽管他对鉴定“石
头”、测算钛值这样的“技术活”不太在行，可他
觉得这篇文章很“亲切”。早在2001年，他就发
表了名为《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的文
章，认为导致唐朝走向衰亡的“安史之乱”和唐
中末期突然剧变的气候因素密切相关。他的这
篇文章比豪格小组的报告提早了6年。

史料和石头，该听哪一个

豪格小组是个强大的科学对手，他们对“不会
说话，沉睡了数万年的石头”的时间分辨近乎精确
到“年”。他们可以从每年钛的含量变化推断出当
年的季风强度变化。钛值高，代表冬季风强、冬季
寒冷；钛值低，代表冬季风弱、冬季不寒冷。

将钛值时间序列曲线和年代准确的中国历
史气候纪录对比时，张德二发现二者明显错位。
降低时间分辨率，改为20年、30年、40年的时间
段，二者仍然矛盾。因此，张德二对湖光岩钛序
列定年是否准确，能否代表季风变化表示质疑。

张德二连续跑了好几天国家图书馆，细查
唐代历史上的重大战争，想找到豪格文章中
Tanros（怛逻斯）之战的纪录，均无所获，最后终
于从一本书里找到——“仅仅是一个句子”。她
发现，这场不为中国人知晓的边境战事之所以
被欧洲人知晓，仅仅是两万唐朝军民成了俘虏，
其中包括大批工匠，他们将多种制作技术尤其
是造纸术传播到了西方。

像这样为一个地名泡图书馆，对张德二来

说是常事。她用一个半月写好了给《自然》的论
文，可论文里引用的图表、数据，却花费了她20
年的心血。她主编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
集》，被认为是研究中国自然灾害史的“圣经”、

“几代人都用得上的书”。为了这部4大本、880
万字、重达19斤的“总集”，她和近20个同事走
访37座城市的75座图书馆、档案馆，查录古籍
8228种，一部《宋史》就有30多本，一部《湖北通
史》有400多卷。

“张德二一直从事着常人看来非常乏味的
工作，她在中国科学界向来以严谨求实著称，一
直都勇于指出其他科学家所犯的学术错误。”中
国国家气候中心主任董文杰说。

张德二的论文经过10个月，两轮，6个评审
的严格把关，一路通过，被《自然》杂志发表。《自
然》给她回复说：“这篇论文中的科学依据，是可
以相信的。”张德二说：“这几个字就是对一个科
学家的最高评价。”

但是“史料”和“石头”，到底该听谁的好？

唐代的气候变迁成问题焦点

也有人既不质疑石头，也不怀疑史料，而是
质疑研究的空间尺度。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
所满志敏教授表示：“大旱加速唐朝灭亡”的说
法很有趣，但是以广东雷州半岛的岩芯为研究
标本，其研究数据只能反映华南地区的气候状
况，可能仅仅代表南方地区曾经发生过旱灾，而
不足以代表整个中国。

蓝勇读完《自然》上张德二反驳德国科学
家观点的文章后，认为自己不应该站在任何一
边。他说，唐朝气候冷暖之争由来已久，竺可
桢先生是暖派。主张唐朝是一个温暖湿润的
时代，但有学者否定唐代温暖说，满志敏便是
一个代表。近来也有专家提出唐代气候属于
混沌状态，不稳定。几派学者选择的材料各不
相同，但又都合理。

暖冬唐兴寒冬让唐朝衰败？

目前学术上主流的认识是：唐朝兴衰与气候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唐朝统治的300年中，大
雪奇寒和下霜下雪的年数都比较少，冬天无雪的
年数竟达19次，居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之冠，属于
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温暖期。唐代张籍《送蜀客》
诗有：“木棉花开锦江西”，说明唐代成都有喜温
暖的木棉生存。

唐代后期，气候开始由温暖转而冷湿，寒冬
和雨灾相继到来，有时春秋两季也出现霜雪冻
坏庄稼的现象。《资治通鉴》记载，“淫雨”一下长
达60余日。冷湿的气候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
很大，为了生存，他们只有向南推进，形成对中
原农业民族的威胁。安史之乱后，盛唐不再。

豪格提出的是一道无解的命题

张德二认为，气候因素与人类文明进程有
着重要的关联。比如明朝时的气候条件不好，
灾害频繁发生，社会不安定，这是明朝灭亡的一
个重要因素。但气候因素不一定总是文明兴衰
的决定因素。清朝康熙年间的气候条件也不
好，但依然出现繁华盛世。有专家指出，古气候
分析表明，70%～80%的战争高峰期、大多数的
朝代变迁和全国范围动乱都发生在气候的冷
期。中国历史的朝代更替，以及大乱和大治的
交替，气候的波动变化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研究气候，只能看长时段、大趋势。豪格、
张德二的观点之争，其实是无解的。”蓝勇说。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刘嘉
麒是豪格小组成员之一，也是论文的共同作
者，相比史料，他更相信大自然留下的痕迹。
张德二和刘嘉麒是很熟的朋友，但这丝毫不影
响他们观点上的分歧。“不管怎么说，科学上有
争论总是好事！”刘嘉麒笑着说。

摘自《历史开卷有疑》

有人从一根石笋上，读出了有人从一根石笋上，读出了18101810年间的降水变化，并且因此找到了撬动人类历史的自然杠杆年间的降水变化，并且因此找到了撬动人类历史的自然杠杆———唐朝灭亡的原因，而—唐朝灭亡的原因，而
且，据说著名的玛雅文明消失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你相信吗？且，据说著名的玛雅文明消失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你相信吗？

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而是真实的科学研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而是真实的科学研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以兰州大学教授张平中为首的研究团队，在这是以兰州大学教授张平中为首的研究团队，在20082008年年1111月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科研成果。月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科研成果。
但是，这并不是第一次有人把季风和王朝这两件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联系到一起，而且这一结论到底是否成立，但是，这并不是第一次有人把季风和王朝这两件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联系到一起，而且这一结论到底是否成立，

在之前的争论中已经有了一个答案。在之前的争论中已经有了一个答案。
去年，一个德国人就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说，通过对一块石头的研究，他发现唐代末期正是亚洲夏季风减弱的去年，一个德国人就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说，通过对一块石头的研究，他发现唐代末期正是亚洲夏季风减弱的

时期，而夏季风减弱，降水就会减少，从而引发干旱，降低粮食产量。他从而得出结论，唐代衰落的原因是夏季风的减弱。这时期，而夏季风减弱，降水就会减少，从而引发干旱，降低粮食产量。他从而得出结论，唐代衰落的原因是夏季风的减弱。这
个观点一出，很快遭到了中国气象史学家的反对。因为保存下来的史料和用仪器测量石头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个观点一出，很快遭到了中国气象史学家的反对。因为保存下来的史料和用仪器测量石头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

石头和史料，到底是哪个错了石头和史料，到底是哪个错了？？

赵匡胤于公元 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
加身，做了17年皇帝，到公元976年便撒手归西
了，正史中没有他死亡的明确记载，《宋史·太祖
本纪》中的有关记载也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帝
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受命杜太后，传位太
宗。”因此他的死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为历史
留下了又一桩悬案。

一种意见是，宋太宗“弑兄夺位”。持此说的
人以《续湘山野录》所载为依据，认为宋太祖是在
烛影斧声中突然死去的，而宋太宗当晚又留宿于
禁中，次日便在灵柩前即位，实难脱弑兄之嫌。

另一种意见认为，宋太祖的死与宋太宗无关，持
此说的人引用司马光《涑水纪闻》的记载为宋太宗
辩解开脱。据《涑水纪闻》记载，宋太祖驾崩后，已
是四鼓时分，孝章宋后派人召太祖的四子秦王赵
德芳入宫，但使者却径趋开封府召赵光义。赵光
义大惊，犹豫不敢前行，经使者催促，才于雪下步
行进宫。据此，太祖死时，太宗并不在寝殿，因而
不可能“弑兄”。近世学术界基本上肯定宋太祖确
实死于非命，但有关具体的死因，则又有一些新的
说法。其中之一是从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太祖
死于家族遗传的躁狂忧郁。 据《现代快报》

杨贵妃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位绝代佳人，然
而，这位国色天香的美女究竟归宿如何呢？史书
记载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洛阳沦陷，
潼关失守，盛唐天子唐玄宗狼狈地与众臣逃跑，
其爱妃杨贵妃死于马嵬驿。可是，文人赋咏与史
家记述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因此杨贵妃的最后
归宿，至今还留下许多疑问。一种观点认为，杨
贵妃或许死于佛堂。

《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
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以“后患仍存”为由，强
烈要求赐杨贵妃一死，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
后只得下令。杨贵妃“遂缢死于佛室”。

也有人认为，杨贵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
中，这可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看出。杜牧的“喧
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的“血埋妃子艳”、
温庭筠的“返魂无验青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
等很多诗句，都认为杨贵妃被乱军杀死于马嵬
驿，而不是被强迫上吊而死。一些人称，杨贵妃

之死存在其他的可能，比如有人说她实际上是
吞金而死。这种说法只出现在刘禹锡所作的
《马嵬行》一诗。还有一种说法是，杨贵妃没有
死在马嵬驿，只是被贬为庶人，并被下放于民
间。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
的《长恨歌》以及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
他本人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
传》之本意，蕴涵着另一种意思。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最后逃亡到日
本。1984年出版的《文化译丛》第五期，张廉译自
日本《中国传来的故事》一文说，当时马嵬驿被缢
死的，乃是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为贵妃美色
所吸引，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
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
海附近扬帆出海，经海上漂泊，辗转来到日本久谷
町久，最终在日本安度晚年。但其生死情况究竟

如何，至今仍令人难解。

西施被沉水
西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

首，也是中国第一位女间谍。而作
为越之功臣，吴之罪人的西施最后
的结局如何，则众说纷纭。有人说
被勾践沉江，《墨子·亲士》篇就说：

“西施之沈（“沉”，古作“沈”），其
美也。”《太平御览》引东汉赵晔所
撰《吴越春秋》中有关西施的记载
说：“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随鸱
夷以终。”这里的“浮”字也是“沉”
的意思。“鸱夷”，就是皮袋。在后
人的诗歌里，也多次提及了西施沉
水的事，李商隐的《景阳井》诗云：

“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
施”；皮日休《馆娃宫怀古》诗：“不
知水葬归何处，溪月湾湾欲效颦。”
这说明在唐代，人们是认可了西施
被沉水的说法。

这与上述记载相同。而民间传
说较多的是被越国大夫范蠡暗暗接
走。《越绝书》如此记载：“吴亡后，西
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而在
《史记》这部具有权威性的史书里，
尽管有范蠡的详尽记载，却找不到
有关西施的只言片语。又有人说被
仇恨的吴国人民乱棍打死，至今史
学界也没有统一的结论。

宋太祖死于家族遗传的躁狂忧郁

杨贵妃死于乱军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