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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t long ago, it was found that meteorite rain struck the Hebei Plain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which may have caused the decline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isas-
ter began sometime between 4800 and 4700 years ago, and the impact may have ended around 
4200 years ago. The impact disaster contributed to the great migration, social turbulence and cul-
tural integr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ancestors. Such a huge impact disaster can annihilate the cul-
ture of an era, which may block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human history 
and become a huge barrier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study the ancient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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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久前发现河北平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曾发生过陨石雨撞击灾害，规模巨大的灾害可能造成了远中华

古文明的衰落。研究发现灾害可能开始于距今四千七、八百年间的某一时刻，影响结束于四千两百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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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撞击灾害促成了远古时代华夏先民的大迁徙和社会大动荡、文化大融合。这种规模巨大的陨石雨撞

击灾害可以湮灭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在人类历史的初期有可能阻断了文明发展的进程，成为后人研究远

古历史的巨大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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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性环境灾害及其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是当前重要的热门话题，因此科学家十分关心历史上

地球自然环境的演变。近年来考古学、环境地质学、历史地理学和灾害史学等学科，对距今四千多年

前的几个世纪中曾经发生过重大的环境灾害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这一时期人类文明进程与环境变化

的关系已经可以辨识，所以重大的环境的灾害可能导致了远古文化进程衰落的看法已经为越来越多的

学者所接受。 

2. 中华远古文明的“汇聚与发散” 

“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国古代文明是古代世界上少数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又是

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绵延传承的文明。”这是我国史学界的一条金科玉律。但是近年来的研

究工作却一再地发现新的证据，证明中华文明历史有可能开始于五千年前，但是同世界上其它古代文明

一样，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出现过明显的衰落，在重大自然灾害的打击之下出现了低潮。中国通史曾列出

的新石器晚期中原附近的五大考古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

文化，再加上红山文化，它们都在发展的高峰阶段出现了突然的衰落甚至消失。 
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了两个明显的事实。一、中华文明并非仅仅发端于中原地区，大约在距今五千

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同步出现了大量新石器晚期的聚落确实有如“满天星斗”遍地开花，这标志文明社

会已经开始了它的进程。二、这些远古文明发展到了四千多年前，在达到一个相当高度时，却无一例外

地出现了中断和衰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就是近年来考古学界一再注意到的古代文化发展

的“断层”问题。 
于是近来考古学界放弃了黄河中下游，也就是以豫西、晋南和关中为中心的广大中原地区是中华文

明唯一发源地的传统认识，提出文明起源的“多源一体”模式。认为在公元前 2500 年前后中国几大河流

域的古文化大多改变了原有的发展方向，向中原文明靠拢过来，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又从中原走向

各地，称之为中华远古文明发展进程的“汇聚与发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的增长，自然资源开始

匮乏，进一步将会出现争夺生存的空间和资源，拓展疆土，因而发生战争、移民等等。因此仅从人类社

会内部矛盾的发展来解释古文明发展的进程，“发散”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中华远古文明发展为什么要

“汇聚”呢？原本中华大地满天星斗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聚落为什么一定要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某

一时刻，离开了原来发展的途径，“汇聚”到中原来呢？其实早就有学者提出疑问，为什么中国古代文

明发祥于黄河流域，而不是在较富裕的长江流域或珠江流域里产生？黄河流域是较穷困的地域，黄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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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又往往泛滥成灾，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先祖非但在这里生根萌芽，又能在这里创立霸业呢[1]？答案只

能有一个，这就是灾害造成的环境变化，而且很可能是突发的、规模和影响范围巨大的自然灾害。 

3. 史前重大环境灾害的研究 

实际上距今四千多年前曾发生过世界范围的环境变化，这种变化无一例外地造成了远古文明的衰落。

上一世纪 90 年代发现了大量的证据说明了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走向衰落的原因是距今四千两百

年前，环境发生了变化、气候干旱的影响。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也大约在同一时期遭受长期严重的

干旱，使得王朝的国力衰退，金字塔的建造水准大为降低。印度河流域古代的哈拉帕文明的衰落也并非

是雅利安人的入侵造成的，而是当时雨季缩短，长期的干旱是主要原因。著名的瑞士籍环境地质学家许

靖华先生在《太阳、饥荒与民族大迁移》一文中描述了欧洲地区同一时期古环境变化的影响。“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的全球变冷给北欧带来了寒冷潮湿的夏天，在此之前，养牛业曾给北方的巨石王国带来繁荣。

但寒冷的气候到来，过分的潮湿寒冷，养牛所需的干草供应不足。所以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

印欧人不得不迁徙，他们带着陶器和战斧，到达俄罗斯南部，从那里有的去了东南欧、有的去了安娜托

里亚半岛，有到了的波斯、印度，甚至中国的西北部。”[2] 
在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环境变化中，东亚地区不会、也不可能是个“例外”。不仅如此，种种迹象表

明这一时期重大的环境灾害对古代华夏大地的影响可能更为严重。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许多学科

同样注意到了这一时期重大的环境变化。对在全新世中－晚期发生过重大的环境灾害和远古环境变迁问

题涌现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第四纪环境地质研究证实，距今四千多年前期间曾经发生强烈降温的气候事件，强度大、影响广，

与近代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关系密切。著名的环境地质学家刘东生和他的学生靳桂云发现距今 4800 年到

4200 年期间气候突变的降温事件在北半球有普遍性，提出气候的突变事件恰好对应了“红山文化繁荣发

展后突然衰落”对古文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3]。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提出

“从新石器时代历经商周直至春秋时代，河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一片极为广阔的空白地区。在这一大

片土地上，没有发现过这些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见于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城邑或聚落”。要注意

到在一个非常适合远古人类生存、繁衍的平原地区。按照历史和考古学传统的认识，出现一个时、空间

如此巨大的古代文明的空区显然是不正常的。大量的研究发现黄河发生大规模的迁徙改道时间发生在距

今 4700 年左右，许多研究者将远古时代的大洪水和黄河下游的水患联系在一起，灾害发生的时间也是这

一时段，地理位置也在这一地区。黄河的迁徙改道、远古大洪水与这一时期的重大环境灾害之间究竟有

什么联系呢？ 
这些重大的灾害发生在史前，因而没有文字的记载。但在中华文化史之中却有浓墨重彩的一笔，这

就是家喻户晓的神话“共工触山、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等。“共工触山、女娲补天”均出自于西汉

景帝年间的《淮南子》一书，“大禹治水”最早则出自于战国时代的地理名著《尚书·禹贡》，这些文

献都是两千多年前根据民间口头流传或当时的某些材料写成的。研究表明，神话的中心内容没有后人“刀

砍斧凿”的痕迹。因此可以推断，它们可能在文字出现前的若干年就流传在中华大地上，是中华远古口

头流传文化的重要文献。深入分析这些神话的内容，人们会自然地联想到史前发生的重大灾害以及灾害

引起环境的变化等等。  
环境学家认为某些重大的气候环境的变化应当是全球性的，相应的灾害又是具有群发的特征，形成

相互关联而又独立发展的灾链，最终可能影响古代文明的进程。上述一系列的重大的“灾害事件”属于

不同的学科领域，但从灾害发生的性质、规模和时间来看，有着很多共同之处。因此这些不同领域的灾

异现象可能有着内在的联系，那么是否可能找到一种“原因”可以将上述的灾害联系在一起解释呢？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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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造成这种世界范围环境变化，从而严重影响了远古文明进程的元凶又是什么呢? 
学者们为此提出了许多假说和理论，试图对这种全球性的群发性灾害做出解释，有关假说大概有数

十种之多。比较著名的有米兰科维奇天文轨道理论，冰流–浮冰和海洋环流理论，大规模火山活动，“九

星会聚”等等。甚至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萨达姆点燃科威特油井，遮天蔽日的烟尘影响了中东地区气候，

这一特殊的事件也引起了学者的联想。一个澳大利亚石油工作者提出大约在公元前 2300 年前的某一时刻，

一次规模巨大的地震使得中东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大量喷发，同时引发了大火，造成了北半球史前重大

的环境灾难。这些灾害、假说的触发原因、驱动机制虽然各具特色，但没有一个能够给出全面的、跨学

科的解释。 
近年来冀中平原、白洋淀流域区历史地貌的研究发现这一地区广泛而有规律分布的、形态十分特殊

的“碟形洼地”，可能是残存于平原松散沉积物上远古时期天外来客撞击坑的遗迹，从而为揭示距今四

千多年前的重大环境灾害提供了重要的线索[4]。研究认为大约在距今四千七、八百年前后，这里曾经发

生过一次规模巨大的陨石雨撞击灾害，而后续各种灾害的影响一直到距今四千两百年左右才逐渐结束。

撞击的范围从晋西北山区到冀中平原，一直延伸到渤海湾南部。陨石雨的撞击和爆炸对平原中部直接产

生了巨大的破坏，造成了远古文化的空缺区；撞击对大气层的破坏和向空中抛射出的大量的烟尘长时间

的遮蔽了阳光，对气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面积的撞击破坏了地表的径流，黄河下游的河道也受到严

重的破坏，发生了远古时期的大洪水和迁徙改道；灾害经过远古时期的口头流传，逐步演变为各种版本

的民间故事，最后被收录到历史的典籍之中，形成了“女娲补天”等一系列美丽的神话[5]。  
这一文明史上从无记载的巨大的灾害，对华北地区的古代环境和古代文明发展的影响深远。在巨大

灾害的打击下中华大地上满天星斗的新石器晚期文明衰落了，灾害的影响甚至蔓延的世界其它地区。2013
年 02 月 15 日上午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州遭“天外来客”侵袭，造成大量的建筑物的破坏和大约有 1200
人受伤。研究表明这仅仅是一颗规模不大的小型陨星，撞击也仅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如果撞击规模达到

冀中平原及附近，可以推测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社会造成的破坏将是毁灭性的，影响规模应

是世界性的。 

4. 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困惑 

关于对史前神话“女娲补天”的最新解释，华北平原史前陨石雨撞击的研究对传统观念产生了重大

的冲击。如果将这些新发现与距今四千多年前发生在中华大地上重大环境变化联系在一起，将给我们以

明确的启示。这就是刚刚开启了中华文明时代的新石器晚期社会，在规模巨大的陨石雨撞击灾害打击后，

不仅走向衰落，而且存在一个时间长达数百年(从距今四千七、八百年前后到四千两百年前后)先民的大迁

徙和社会大动荡、文化大融合的时代。这可能是中华远古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这是一个颠覆传统的认

识。黄河中下游地区并非是中华文明唯一的发源地，也没有先民向中原地区“会聚”的现象发生。真实

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当时社会的大动荡，先民的大迁徙，促进了当时各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黄河中、下

游地区，准确地说是豫西、晋南和陕西关中一带，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使得这一地区能够较少

受到洪水的侵袭，这里相对尚可接受的气候条件，接收了其它地区迁徙的先民和带来的文化，古代文明

也可能较早地得到恢复。这应该就是中华文明在重大的环境灾害平息之后，首先在中原地区点燃了中华

文明之火的原因[6]。 
如果史前发生过这种规模巨大的陨石雨撞击灾害，那么这种可能湮灭了一个时代的巨大灾害，在人

类历史的初期有可能阻断了文明发展的进程，成为后人研究远古历史的巨大屏障。虽然依据历史的典故

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史前的传说、神话，也有一些不太确实的记载。但是在这一次巨大灾害的“屏障”面

前，这些“记载”就显得是那么的依稀、模糊，这就是当前中华文明探源工作存在困惑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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