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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断 山脉
”

一 词 的 由来
’

陈 富 斌
中 国 科 学 院 成 都 地 理 研 究 所

“

横断山脉
”

一词
,

在文献中究竟从何缘起
,

如何解释
,

一向模糊不清
。

笔者为此

查阅了有关文献
,

试图整理出一个头绪
,

作为地名研究的一例
。

不当之处
,

谨请指正
,

“

横断山脉
”

一词
,

最早出现于邹代钧撰写的《京师大学堂 中国地理讲义 》

一
,

〔幻 中 在该讲义第一卷
“

亚细亚总论
”

中
,

言及昆仑 山脉
“

一入中国本部
,

分南北两干连亘于大江南北
,

其脉延长而连于本部之地体
,

其接南岭之西部而当西藏之

处
,

则山脉分 向南北
,

名日横断山脉
”

又
“

阿尔泰山系与希马刺亚山系间之高原 ⋯ ⋯

有大沙积石山
,

迩南为眠山
,

为雪岭
,

为云岭
,

皆成 自北而南之 山脉
,

是谓横断山脉

蜿蜒中国本部之西
,

自此以东
,

则属东部之亚细亚
。 ’

此后
,

孔廷璋等 〔幻沿 用了这一说法
,

并谓
“

此山 脉盘结之高原
,

日 西番

界
,

西人谓之 四川阿尔卑斯
,

西连西藏
,

东亘于氓江之西
。 ”

白月恒 〔 〕进一步划分横断山脉的范围
。

他说
“

是脉纵列为五
。

最 西者 伯

舒拉岭脉
,

亘喀木境
,

南抵野人山
。

次他念他翁脉
,

起喀木境
,

南贯滇西
,

直趋逞越
,

怒山
、

高黎贡山峙其 中
,

怒江
、

澜沧江之分水岭也
。

次云岭脉
,

一名萨拉岭
,

起青海南

境
,

跨故川藏界
,

至滇西始东折为南岭首
。

金沙江流其东
。

又次沙鲁里山脉
,

亦有称素

龙山脉者
,

或拈纳岭名之
,

起青海南境
,

走金沙鸦碧二江间
,

迄滇界止 最东者噶察克

拉岭
,

起青川界之九里古拉达 巴罕岭
,

南走大渡鸦碧间
,

迄滇界 止
。 ”

随 后
,

白 眉 初

〔 〕又将其西界扩大至色隆拉岭
,

称为
“

横断六脉
” ,

即色隆拉岭脉
、

伯舒拉岭脉
、

他念他翁山脉
、

云岭脉
、

沙鲁里山脉和大雪山脉
。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

出现
“

三江横断区域
”

一说 严德一 川认为
“ ‘

横

断山脉
’ ,

名称的起源巳不易考 横断山脉的所指
,

也没有一定的范围
。

现在我们所说的
‘

横断山脉
眨 ,

乃东起德格
、

中甸一线以西
,

恩达 昌都之西 腾冲一线以东
,

北起经

过昌都的康藏公路
,

南迄经过保山的滇缅公路 在这个范围内
,

最窄处不过 公里之

间
,

四条大山夹着三大峡谷
,

真可谓山川骄列
,

南北纵贯
,

东西交通上的
‘

横断
’

区

域
”

严氏所说的是
,

通常对横断山脉的狭义概念
。

查阅史料过程中
,

眼任乃强先生指导
,

林 向
、

何镜成及四川省图书馆
、

北京大学图书馆
、

四川大学图书馆

等协助
,

特此致谢
。

邹代钧 一 ,

字沉帆
,

光绪年间随刘瑞芳出使英
、

俄
,

著有《中外舆地全图》和《西征纪程》等
,

后

任教于京师大学堂〔 〕
。 《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讲义 》系该校讲义第四册

,

竖排铅印本
,

无刊印年代
。

但据该

校副总教习张鹤令拟写的讲义第一册 《京师大学堂伦理学讲义 》 〕扉页注记 该子辛丑间
, ,

可知这套
讲义是在 工 一 年编纂的

。

指高黎贡山
、

怒山
、

宁静山
、

沙鲁里山和它们间的怒江
、

澜沧江
、

金沙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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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山脉的别称众多
。

刘鸿泳 〔 〕称为
“

纵贯山脉
” ,

葛绥成 〔卯称为
“

纵

贯山系
” 。

有些学者还 曾赋予 自然区划名称
,

如李长傅 〔 〕
、

许逸超 〔 〕称

为
“

康滇纵谷 山 地
” ,

周廷儒等 〔 〕称为
“

康滇平行纵谷
”

等
,

这些名称与
“

横

断山脉
”

的涵义并非雷同
,

但所指 区域大体相当
。

欧阳缨 〔”〕认为横断山脉的命名
,

来源于西方
。

这是一 种误解
。

笔 者查考

了国外学者对本区 山脉的各种称谓
,

未见有横断山脉的说法
。

如李希霍芬 〔工 〕将

介于红河 伐国境内的元江
、

泥公河 我国境内的澜沧江
、

怒江间的山脉称为
“

泥公

帚形山脉
” ,

云南北部 南凸摺曲称为
“

云南弧形 山脉
” ,

而将沿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南下

的大雪山
、

云岭 怒山诸脉总称为
“

印马山系
” 。

傅德责 〔 〕称川滇一带山脉为
“

印边 打系
” 。

欠津昌永 〔 〕
、

维理士 〔 〕把川滇藏之间的山脉概称为
“

云岭
” 。

戴普勒 〔 〕称金沙 江以西为
“

泥公帚形 山脉
” ,

以东为云南
“

弧形山脉
” 。

此外
,

还有
“

四川亚尔卑士
”〔 〕

、 “

亚洲海西宁山系
”〔 〕

、 “

印度支那山系
”〔 等等称谓

十九世纪晚期以来
,

西方许多学者在川滇藏一带进行过实地考察
。

如匈牙利人施采

尼 了一 〔 〕测定过贡嘎山诸峰高度
,

德国人劳策 一 〔 〕测制了西康地

形图
,

英国人科尔斯 一 一 〔 〕测绘了康北地形图
,

美国人洛克 一 〔 〕

曾三次入康境探险
,

美国人 恩蒙
、

布特塞尔等 以 二组成的西康考察队攀登过贡

嘎山并实测了顶峰高度
,

德国人汉姆
、

奥地利人古里齐 〔 〕
、

米士 〔 〕对

康滇的地质调查等
。

在他们的著作中
,

对康滇山脉皆有记述
,

但未提到
“

横断山脉
”

一

词
。

年
,

英国人格莱 哥雷父子〔 曾以 中国西南部山脉与喜马拉雅
、

亚洲南部各大

山脉的关系为主旨
,

进行过实地考察
,

并发表 了文章〔
一

,

虽张其的于译文 中用 了
“

横断

山脉
”

一词
,

然 而 原文 中 却是 用的
“

印马山脉
”

即使曾任教
、

旅行 中国 年的美国

人葛勒石 抽 , 还是认为
,

这一
“

南北纵走的峡谷带 ⋯ ⋯除了大雪 山脉一个名称
,

没 有共同的称呼
。 ”

严德一 〔幻 曾经提出横断交通的见解
。

他说
“

川滇境内南北纵贯骄列的山川

⋯ ⋯对我国东西交通的往来
,

阻隔很大
,

尤以其间的金沙
、

澜沧
、

怒江三大峡谷
,

江岭

相间
,

山高谷深
,

成为交通上的
‘

横断
’ ,

近代地理书上遂 以
‘

横断山脉
’

称呼这一区
一

或的高山
。 ”

这种
“

交通上的横断
”

的见解
,

曾为一些著作所引伸
。

如《辞海 》 年

和 年〔 〕版本 中
,

对
“

横断山脉
”

一条只说
“

我 国西部南北纵列之大山脉 亦称纵

贯山脉
”

而在 年修订本〔 〕和 了
,

年再版本 〔
,

〕中
,

改为
“

滇两省西

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南北走向山脉的总称
。

因横隔东西间交通
,

故名
”

此后 一 些地理

著作
,

也经常引用
。

南北纵列的山脉为何称为
“

横断
” ,

的确是个有趣的问题
。

在严德一提出
“

横断交

通
”

一说 以前
,

各家的解释都是 以这些山脉的走向有别于我国其它主要山脉为理 由 其

中以 白月恒 〔 〕说得最为详尽
。

他说
“

中国山脉多东西走
,

推之 全亚 亦 漠 不

然
,

沿本国地理者几据为定例矣
。

然其 中有数脉焉
,

走向正南北
,

严正排列
,

与四周丛

山巨岭
,

截然立异
,

有独成区域之势
,

则川滇青藏之横断山脉是 是脉纵列为五 ⋯ ⋯

与其西之喜马拉雅脉
、

喀拉昆仑脉
、

西倾脉
,

并其东之眠山
,

巴山
、

铜梁山脉
,

皆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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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矣
”

魏大鸣等 〔 〕说
“

亚洲的山脉俱 自西而东
,

惟川康 滇一 带 则 自北 而

南
,

构成横断山脉
,

其地质构成的原因
,

定其复杂
,

极有研究之价值
”

刘鸿泳 〔“

也说
“

何谓横断山脉 大雪山
、

沙鲁里山
、

云岭
、

他念他翁山
、

伯舒拉岭及色隆拉岭

诸山脉
,

纵贯于西康及云南
,

与其它山脉东西走者相反故称
”

中国有些字义往往可从不同的角度作相反的解释
。 “

横
”

字在一般情况下都作 东 西

向 纬向 解释
,

但在特殊情况下
,

如
“

合纵连横
”

一词 中的
“

横
”

字就作南北向解释

了
。 “

横断山脉
”

一词的倡议者是否 由此用意
,

我们虽无从得知
,

不过就本世纪早期各家

解释的原意而言
,

并没有
“

横断交通
”

的涵义
。

况且阻隔交通并不是横断 山 脉独具的特

征 众所周知
,

我国许多东西向山脉
,

如秦岭
、

南岭
、

天山
,

唐古拉山等等
,

自古以来

也都起着阻隔交通的作用
。

笔者认为
,

我们习惯上称呼的
“

横断山脉
” ,

实际上是一系列山脉的总称
,

如果改称
“

横断山系
”

, 〔 〕
,

可能更为确切
。

因为山脉与山系涵义不同
,

前者指地质构造和形

成时期相同的山岳
,

后者则指构造虽同而形成时期不同的山岳体系
。

从现有地质资料看
,

川滇藏接坡地区
,

金沙江 以东属印支摺皱带
,

以西属燕山摺皱带或喜马拉雅褶皱带
,

形

成时期有别
,

以横断山系来概括这一区域的山脉
,

更能反映它所代表的内容
。

至于横断山系的范围
,

五十多年前 白眉初〔 〕以
“

六脉论
”

定西界于色隆拉岭
,

定东

界于大雪山脉 在此以前
,

孔廷璋等川曾定东界于
“

眠山之南支
”

此后
,

徐近之〔 〕

等也把峨江以西的邓蛛山脉包括在内
。

这样
,

把邓蛛山脉
、

大凉山脉及其南延余脉归入

横断山系
,

以川滇经向构造带作为东界
,

横断山系所指的区域就与李四光的
“

青藏滇歹

字型构造体系
”

所在区域 不包括青海境内的东西走向首部 相吻合
。

归纳起来
,

横断山系是川西
、

滇西和藏东一 带
,

峨江和 雅鲁藏布 江南北向 河谷之

间
,

南北走向山脉的总称
。

自东而西包括邓睐山一大凉山脉
、

大雪山脉
、

沙鲁里山脉
、

宁静山 一 云岭脉
、

他念他翁山一 怒山脉
、

伯舒拉岭 一 高黎贡山脉和 色隆拉岭七大山脉

区内有大渡河
、

雅碧江
、

金沙江
、

澜沧江和怒江五大河流
。

这些山川骄列组成东西最宽

。公里
,

南北 我国境内 长约 公里的区域
,

大致位于北纬
’

以 南
,

东经
。

’

一
’ 尹

之间
,

面积约 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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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川省小流域治理汇报会

年 月 一 日
, 四 川省水土保持办公室在乐至县召开了四川省小流域治理汇报会

。

参加会议的有开展小
流域治理的各市地县农林水的同志

,

五个大中型水库
、

省级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的同志
,

共 人 。

会议学习了胡垠邦同志在北方旱地农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和 《 四 川省水土保持工作细则 》

等文件
。

参观了乐至县龙门公社的水土保持治坡工程
、

牌楼公社水土保持林和遂宁县麻子滩水库库区改田 改 土
、

扩

大稻田面积现场
。

与会者还听取了有关县
、

水库的小流域治理的经验介绍
,

并对 年的工作安排和具体作法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
。

四川省有 个县开展小流域治理
,

初步治理面积 平方公里
,

占计划面积的
。

与会者深刻认识到
,

在当前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大
、

经费少的情况下
,

水土保持必须集中财力
、

物力
,

开展小流域

的治理
。

每一个小流域就是一个独立的治理单元
,

有利于综合治理
,

短期见效 。

进行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

必须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划
,

以一条河流
、

一座水库集雨区为治理范 围
,

实
行生物措施

、

工程措施
、

农耕措施相结合
,

分步实施
,

逐步联片
,

扩大效益 做到
‘
综合治理

、

集中治理
、

连 续 治

理
,

和
‘四个结合

” ,

即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
,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
、

国家利益相结合
,

局部利益和 整 体 利

益相结合
,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
。

代表们还认识到
, 四川省 特别是东部地区

,

雨 充沛
,

气温适宜
,

植物自繁条件好 只要封山育林
,

不仅栽
下去的幼树不被践踏

、

破坏
,

能正常生长
,

而且野生灌草也能自然萦殖 。

关键在于领导
,

要抓得紧
,

且方法要对头
,

并坚持下去
。

, 年乐至县牌樱公社开始育苗
,

一年栽树
,

两年抚育
,

前后仅四年就郁闭成林
,

绿化了公社大部分红

岩丘陵
。

这一事实给代表们以深刻的启示
。

会议对 年开展的琼江流域水土流失综合调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

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的科研工作
,

加快琼江和西河流域两个水土保持试验观测站的建设
,

加强已确定的几个有代表性的水库和小流域的水土保持科研网

点工作
。

柴宗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