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 史地理学的 继承与 创新 暨 中 国 西部边疆安全与 历代治理研究



——

2 0 1 4 年 中国 地理学会 历史地理专业委 员 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及其历史地理研究

四川 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 成佳

摘 要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立于 1 9 2 2 年 , 最初是一个以传教士为 主体 、 以 宣传基督

教为 目 的 的学术 团体 。 它通过对华西￥地 区 的 自 然地理 、 宗教信仰与社会 习俗

的研究来实现宣传基督教的 目 的
, 同 时还通过 出借设备 、 举行讲座 、 召 开会

议 、 发表文章 、 出版刊物等方法来促进研究 。 华西边種研究学会以 《华西边疆

研究 学会杂志 》 为其 出版刊物 , 该刊是华西边疆研究 学会在华西进行考察活动

所取得的 最重大的成果之一 。 杂 志总共 出版十六卷 , 刊 栽文章三百 多篇 , 研究

的 内容 涉及宗教学 、 人类 学 、 考古学 、
历 史学 、 地理学 、 动植物学等十几 门 学

科 , 其 中不 乏历 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 《华西边疆研究 学会杂志 》 是我们

研究华西历 史地理十分重要且 弥足珍贵的文献 ,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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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

一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出版情况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立了 自 己的出版委员会 , 并将学会会刊定名为 《华西边疆研究

学会杂志 》 ( / o w r w a Z 〇 / 认《W i ? 5 f C A i w a ■ B o r d e r S o c i e f y ) 。 该杂志的出版委员

会主要由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著名专家与学者组成 , 其杂志所刊文章都是作者经过实地

考察或慎重求证而取得的成果 , 因此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可信性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杂志 》
一共出版十六卷 , 每卷刊载的文章从十篇至几十篇不等 , 从 1 9 2 3 年 出版第一卷

到 1 9 4 6 年停办 ,

一共刊载了三百多篇文章 。 杂志创办之初为两年
一

卷 , 后来由 于
“

非

基督教运动
”

的影响 , 1 9 2 6
—

1 9 2 9 年 , 学会在华西的考察活动一度被迫 中断 , 因此这

四年中杂志仅出版
一卷 , 从 1 9 3 2 年的第五卷开始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由两年一卷

改为每年一卷的年度杂志 。

?
由于种种原因 ,

1 9 3 3 年没能按时出版 , 与 1 9 3 4 年合并为一

卷 出版 , 即卷六 。 也是从这一卷开始 , 该杂志增加了书评这一部分 , 评论的书籍不仅包

括涉及华西地区的 中国古籍以及一些近代书籍 , 还包括一些西方书籍或文章 。 从 1 9 4 0

年期即第十二卷开始 , 杂志分 A
、 B 两编出版 ,

A 编主要刊载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主题文

①
“

华西
”
一词

, 是外 国人对近代 中 国西部 ( W e s t  C h i n a ) 的总称 , 包栝四川 、 云南 、 贵州 、 西康 、 甘肃 、

新疆 、 青海 、 西藏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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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
B 编则刊载与 自 然科学相关的研究性文章 。 无论是从 1 9 2 2 年杂志出版不超过 7 0 页

到 1 9 3 4 年杂志超过 3 0 0 页来看 , 还是从两年或几年出版一卷到每年出版
一卷 ( 卷五除

外 ) 来看 , 这都表明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取得了重大的进步 。 由于 《华西边疆研

究学会杂志 》 为英文版的学术性刊物 , 除了该会会员可 以免费获得每期二十本单行本

( 额外的则需要付费 ) 之外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主要销往海外 , 如美国 、 英国 、

加拿大等国家 。

( 二 ) 《华西边嫌研究学会杂志 》 的主要内容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的 内容主要分为 以下几个部分 。 第一 , 杂志序言 。 主要

是对该杂志的出版情况做简单介绍 , 同时对在杂志出版方面给予帮助的人表示感谢 。 第

二
, 历年执行委员会成员名单 。 对从 1 9 2 2 年到 当年的执行委员会的任职人员名单做了

梳理 。 第三 , 会议进程 ( 计划 ) 。 按时间先后顺序列 出了过去
一

年里所开展过的主题会

议。 第四 , 该会成员或其他学者发表的有关华西地区研究的学术文章 。 这是杂志的主要

内容 。 第五 , 主席的演说及秘书 、 司库所做的报告 。 该部分是对上一年学会工作开展及

运行情况的介绍与经验的总结。 第五 , 会员名单及索引 。

由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 , 所出版的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

志 》 起初也主要是用英文印刷出版 , 形式上不光有文字 ,
也有许多图片和表格 。 抗 曰 战

争爆发后 , 物资渐趋紧缺 , 通货膨胀严重 , 刊物所需的纸张及印刷 、 出版费用较之前相

比提高了很多 , 因而不得不减少杂志的刊载内 容 , 去掉
一些篇幅过长的文章和

一

些图

片 。 自有中国学者进人该会后 , 英文独当
一面的情况逐步有所改变 。 1 9 3 6 年 , 杨少荃

任主席 , 在演讲中倡议杂志应尽量用中 国语言文字出版 , 以便吸纳更多的中国学者进入

该会。 此后 , 学会杂志中逐渐有中文文章出现。

从创刊到 1 9 4 6 年停办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一共刊载了三百多篇文章 , 研究

对象包括华西地区各地的风俗习惯 、 宗教仪式 、 语言文字 、 民族演变、 气候 、 生物物

种 、 地理地貌 、 生产技术 、 物产等许多方面 , 内容涉及历史学、 宗教学 、 考古学 、 人类

学 、 民族学 、 地理学 、 地质学 、 生物学等多 门学科 , 因此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是人们对华西边疆地区进行人文科学和 自然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 更是我们研

究华西边疆历史地理的珍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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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科 |论文例举
_

1 .O b s e r v a t i o n s  o n  t h e M e 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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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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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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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a U n

i
o n U n i v e r s

i
t y C a m p u s 7

.
T h e

H a u n t s o f  G i
a n t  P a n d a 8 .

A  C o l l e c t i n g 
T r i p  t o W a s h a n  a n d M o u n t O m e i 9 .

 C h e n g t u

M o s q u i
t o e s 1 0

.P r e l
i m i

n a r y 
S u r v e

y  o f  t h e  C o m m o n H u m a n P a r a s i t e s i n W e s t  C h i n a

1 1
.T h e T i b e t a n V u l t u r e  o r  L a m m e r g e y e r 1 2

. S o m e I n t e r e s t i n g A n i m a l s  o f  S z e c h u a n

1 3
.
A  C o l l e c t i n g 

T r i p  t o  R o o f  o f  t h e W o r
l d 1 4 .

 A  P r e
l i

m
i

n a r
y 

S u r v e
y 

o f  t h e
 L i z a r d s

o f  S o u t h -

w e s t e nr
 S z e c h u a n 1 5 .

A S u m m e r  C o l l e c t i n g T r i p  a m o n g


t h e  C h
5

i a n g 
P e o p l e

动植物学 1 6
.
 T h eT

'

i e nM a .W h a t i s i t ? 1 7 .T a x o n o m
y ,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a n d E c o n o m

i
c

I m p
o r t a n c e  o f C h r y s o m e

l i d a e i
n  S z e c h u a n 1 8 .A  P r e l i m i

n a r y  L i
s t  o f  B u t t e r f l i

e s  o f

S z e c h u a n 1 9 .
N e w  a n d  U n r e c o r d e d  A p h i d s o f C h i

n a 2 0 . S o m e N o t e s o n M o s q u
i t o e s

o f  S z e c h w a n 2 1 . S z e c h w a n  F i
s h 2 2 .N o t e s  o n  F r e s h W a t e r M e d u s e a F o n d  i n K i

a t i n g

2 3 .T a d p o l
e s  o f W e s t C h i

n a  S a l i
e n t

i
a 2 4 .N o t e s o n t h e  L i f e H i s t o r y 

a n d  B r e e d
i
n g

H a b i
t s o f G e k k o

 J
a

p
a n

i
c u sG e k k o S u b p

a l m
i

t u s2 5 . o n t h e  C h
i n e s e M e m b e r s o f  t h e

G e n u s  C l
o v i

a 2 6
,
 C h i

n a
-

R o o t

-

F u
-

l i
n g T

＊

u
 F u

-

l i
n g 2 6 .A  P r e

l i
m

i
n a r

y  L i
s t  o f  F r e s h

W a t e r  P r o t o z o a  o f K i
a t

i
n

g ,S z e c h w a n 2 7 .C j
r t o l o g i

c a l S t u d i
e s o f  a H a p l o

i dW h e a t

P l a n t 2 8 . C h
i

n e s eL u n g i
c o m  B e e t l e s  o f t h eT r

i
b e  T e t r a o

p
i

n
i 2 9 .

AB u t t e r f l
y

-

M i g
r a t

i
o n i

nW e s t e r n S z e c h w a n 3 0
. F l

i g h t o fS e a
-

g u l l s 3 1 .B u t t e r f l
y

M i g
r a t

i o n
,



上表中的文章 目录是笔者从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目录中辑录出来的 , 有些文

章的研究不仅仅涉及一个学科的 内容 , 因此 , 文章名称有重复出现的现象 , 且某些学科

之间没有明晰的界限 , 往往有交叉 , 因此在分类上恐有不合理之处 。 然而从上表所列论

文可以看出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所刊载文章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 , 涉及历史学 、

宗教学 、 考古学 、 民族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地理学 、 动物学 、 植物学等 自然科学的许

多学科 ,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据笔者大致统计 , 杂志中有关考古学研究的文章有三十余篇 , 对出土文物的研究是

该杂志的一大成果 。 D .  C . G r a h a m 的 《汉州发掘初步报告 》 ( A  P r e l i m i n a r y R e p o r t o f

t h e H a n c h o w  E x c a v a t i o n ) 与 《在叙府的一次发掘 》 ( A n  E x c a v a t
i

o n  a t  S u
i

f u ) 是其中

的代表之作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中有关医药学方面的研究虽然不多 , 但在这方

面取得的成果却是重大 的 ,
級 C .

A g n e w 的 《 四川膳食研究 》 ( D i e t a r y  S t u d i e s  i n

S z e c h w a n )
①以及R G . A g n e w 的 《四川口腔病理学 》 ( O r a l P a t h o l o g y  i

n  S z e c h w a n )
②将

西方的现代营养学知识与 口腔医学知识传人华西 , 在华西近代医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

意义 。

①M a r y  C . A g n e w :D i e t a r y  S t u d i e s  i n  S z e c h w a n
, J o u r n a l  o f W e s t

C h i n a B o r d e r R e s e a r c h S o c i e t y 

?

, V o l .  3 ,

1 9 2 9 .

② R .
 G o r d o n  A g n e w : O r a l P a t h o l o g y  i n  S z e c h w a n ,〇 / J B o r t i e r

,
V o l

.
 3

,

1 9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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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及其历 史地理研究

二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历史地理研究

(
一

) 历史人文地理方面

1 . 民俗信仰研究

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是该杂志研究的重点 , 其中不乏对藏 、 羌 、 苗 、 彝等民族习俗

的研究文章 。

藏族地区分为藏南山原湖盆谷地区卫藏 、 藏北高原湖盆地区羌塘 、 藏东高 山河谷地

区朵康三大 自然区域 ?
, 独特 、 复杂的 自然环境孕育了这里的藏民独具个性的 民族风俗

与宗教信仰 。 华西学者 D
.

C . G r a h a m ( 葛维汉 ) 对藏族习俗颇有研究 , 仅 1 9 3 2 年他就

于该杂志发表了 《藏族神节纪要 》 ( N o t e s  o n  t h e  T i b e t a n  F e s ti v a l  o f t h e G o d s ) 和 《藏

族宗教仪式与节 日纪要 》 ( N o t e s  o n T i b e t a n  R e l i g i o u s  C e r e m o n i e s  a n d  F e s t i v a l s ) 。 《藏

族神节纪要 》
一文对藏民庆祝神节的整个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 。 而 《藏族宗教仪式与节

日 纪要 》
一文对藏族地区的节庆和宗教仪式的共同点进行了总结 。 他认为无论是宗教仪

式或是节庆仪式 , 它们都主要由 喇嘛主持 , 举行的地点多为家 中 、 帐篷内 或者喇嘛庙

里 , 仪式过程中都包含有祷告者礼拜和舞蹈 , 还有必不可少 的诵读圣书这几个环节 。
?

1 9 3 2 年 , J . H . E d g a r 发表了 《用人肉喂食秀鹰 》 ( F e e d i n g V u l t u r e s w i t h H u m a n  F l e s h )

一文 , 该文对打箭炉一带地区藏民的天葬过程做了详细的描述 , 同时他对藏民习惯天葬

的做法进行 了解释 , 认为藏民生活在高原山地 , 是一个以游牧业为生的民族 , 随水草而

居 , 农耕民族的土葬不太适合他们 ,
而秃鹰常常翱翔于广阔的大地 , 就像藏民随水草迁

移一样 , 因此天葬在藏族地区十分流行 。
?

D
.

C
.
 G r a h a m 除了对藏民习俗颇有研究外 , 他在

“

川苗
”④ 习俗研究方面也取得 了

很大的成就 , 他的 《四川南部的川苗民族》 ( T h e C h
’

w a n M i a o  o f S o u t h e r n  S z e c h w a n ,

1 9 2 2
—

1 9 2 3
) 首先对川苗民族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 。 1 9 3 7 年 , 在经过长期实地

考察之后 , G r a h a m 在杂志 的第九卷发表 了 《川 苗的 习 俗 》 ( T h eC u s t o m s  o f t h e

C h
’

w a n M i a o ) 与 《川苗的仪式 》 ( T h e C e r e m o n i e s  o f  t h e  C h
’

w a n M i a o ) 两篇文章 。

《川苗的习俗 》
一文对川苗的历史背景 、 经济生活 、 社会关系 、 社会习俗 、 语言 、 传说

以及信仰与世界观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说明 。

?
《川苗的仪式 》 则专门对川苗的节庆 、

献祭 、 驱魔等仪式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

? 该文对川苗的
“

端公
”

仪式介绍得尤为详细 。

① 格勒著 : 《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 》 , 商务印书馆 , 2 0 0 6 年 , 第 1 6
? 2 2 页 。

( 2 )D . C . G r a h a m
: N o t e s  o n T i

b e t a nR e l i g i o u sC e r e m o n
i e s a n d F e s t i v a l s

,  J o u r n a l  o f We s t
 C h i n a B o r d e r

R e s e a r c h  S o c i
e

t y  t V o l
.
 5

,  p .
 5 1

,  1 9 3 2
.

③ J . H .  E d g a r : F e e d i n g  V u l
t u r e s  w i t h H u m a n 

F
l

e s h , J o u r n a l  o f 
We s t

 C h i n a  B o r d e r  R e s e a r c h ,  S o c i e t y , V o l .  5
,

p p .  5 4

—

5 5 , 1 9 3 2 .

④ 川苗指世居在四川境内 的苗族 ,
2 0 世纪上半叶最早研究 四川苗族的国内 外学者将其称为

M 川苗 ' 本文沿

用此简称 。

( DD .  C .  G r a h a m :T h e  C u s t o m s  o f  t h e  C h V a n M i a o
,  J o u r n a

l
o f 

W e s t  C h i
n a  B o r d e r  R e s e a r c h  S o c

i
e

t y  ＊V o l .  9 ,

1 9 3 7 .

⑥D .


C . G r a h a m :T h e C e r e m o n i e s  o f  t h e C h
’

w a n M i a o
,  J o u r n a l o f W e s t C h i n a  B o r d e r R e s e a r c h  S o c i e t y ̂

V o
l

.  9
,  1 9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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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杂志除了对藏 、 苗的习俗与信仰有较多的研究之外 , 对羌族的研究也较多 。
1 9 3 4

年 ,
T . T o r r a n c e 于该杂志卷六发表的 《羌民信仰的基本精神概念 》 ( T h e  B a s i c  S p i

r i t u a l

C o n c e p t i o n s  o f t h e  R e l i g i o n  o f  t h e C h
’

i a n g ) —文 , 对弟族有较为全面和深人的研究 。

在文 中 , 他提出了羌族语言与藏语 、 彝语虽有某种相似之处 , 但是羌族人也有其 自身的

种族特征以及羌族信仰的本质就是古代的高地崇拜等看法 。 D . C
.
G r a h a m 主要运用宗教

学、 社会学以及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对羌民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习俗进行解释 , 成为用此

理论研究川西羌族社会的重要奠基者 。 1 9 4 2 年 , 他的 《羌民 习俗 》 ( T h e C u s t o m s  o f

t h e C h
’

i a n g )—文对羌族人做了更为全面的考察 。 该文无论是对羌族人的发展历史还是

X才他们的经济生活以及社会习俗都有非常翔实的记录 。 这些内容为其后来著成 《羌民的

习俗与宗教 》
一书打下了基础 , 也为我们研究羌民族提供了翔实的参考资料。

自 然崇拜早已有之 , 《华阳国志 》 中 《蜀志 》 载 :

“

有蜀侯蚕丛 , 其 目纵 , 始称王 ,

始作石棺石樽为纵 目 , 人冢也 。

”

即将墓石作为崇拜的对象 。

? 对大 自然中 白石的崇拜也

是
一种古老的 自然崇拜 , 它广泛流行于康藏地区的藏羌居民中 。 白石崇拜是藏羌先民在

感受到 自然力量的伟大以及自身与 自然的密切关系的条件下而产生的 。 《华西边疆研究

学会杂志 》 关于白石的研究 , 除了T . T o r r a n c e 在他的 《羌族信仰的基本精神概念 》
一

文中对其有所介绍外 , 澳籍地理学家 、 人类学家 J . H . E d g a r 对白石也有所研究 。 早在

T o r r a n c e 之前 ,
E d g a r 就在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的卷一发表了 《 白石 >〉 ( T h e

W h i t e S t o n e )  ( 1 9 2 2
—

1 9 2 3 ) 与 《 白石装饰图案 》 ( W h i t e  S t o n e O r n a m e n t a l D e s i g n s )

( 1 9 2 2
—

1 9 2 3 ) 两篇文章 。 这两篇文章对白石的用途以及 白石崇拜产生的历史原因进行

阐释。

2 .
“

契人
, ,

研究

在
“

焚人
,

,

研究方面 , D . C . G r a h a m 取得了 开创性的成果 , 他先后在该杂志上发表

了 《四川古代的 白人墓 》 ( 1 9 3 2 ) 、 《川南的
“

白人墓
”

》 ( 1 9 3 5 ) 和 《奭人历史纪要 》

( 1 9 3 6 ) 三篇文章 , 对
“

白人
, ,

及 白人悬棺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 。 《 四川古代的 白人

墓 》 ( A n c i e n t W h i
t e M e n

’

s G r a v e s  i n  S z e c h w a n )—文对 白人墓的族属问题进行了探

讨 ? )

, 中国传统观点认为 , 白人墓起源于诸葛亮时期居住在这里 的 白人族群 ,
这种埋葬

方式正是诸葛亮所教 , 认为这样便可以让后代前途光明 , 而 G r a h a m 提出 了 自 己的不同

猜想 。 《川南的
“

白人墓
”

》 ( T h e 
“
W h i t e M e n

’

s G r a v e s

”
 o f S o u t h e r n  S z e c h w a n )

—

文

对川南及川滇交接处的
“

夔人墓
”

进行了详细考证 。

? 在文中 G r a h a m 将
“

萸人
”

与
“

白

人
, ,

进行了区分 , 认为奭人并不是指白人 ,
而是指周朝 、 两汉三国时期甚至更晚时期生

活在 四川 、 之后向南迁移至川滇交界之处的土著民族 。
《叙府县志 》 表明在两汉三国 时

期甚至更晚时期这一地区被称为焚道 ,
而直到 2 〇 世纪三十年代川滇交接地区仍有以焚

字为名的地方 ,
而 G r a h a m 认为这不能断定焚人就是这些悬棺的建造者 。 《萸人历史纪

① 常璩 : 《华 阳国志 》 卷 三 《蜀志 》 , 清嘉庆十九年题襟馆刻本 。

②D . G ,
 G r a h a m : A n c i e n t W h i t e M e i ^ s  G r a v e s  i n  S z e c h w a n

, J o u m a
/ 〇 / 

W e s f  C / i i n a似 cr
/

i

V o l
.  5 , 1 9 3 2 .

③D.  C . G r a h a m
: T h e 

“

W h i t eM e n

’

sG r a v e s

”

 o f  S o u t h e r n S z e c h w w a n - J o u m a /  〇 / W e s f C ef i n a B o r d e r

R e s e a r c h  S o c i e t y 

■

,V o l
.
 7

?  1 9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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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 H i s t o r y 
N o t e s  o n  t h e  P

’

o
 J e n [ B e h  R e n ] ) —文 , 对篼人墓的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

的研究 。

? 根据出土的石碑及相关志书记载 , 焚人为这些悬棺的建造者毋庸置疑 。 同时 ,

G r a h a m 推断 , 在云南省被称为
“

摆夷
”

或
“

焚夷
”

的族群也是泰族的后代 。 长期 以

来 , 由于人们的
“

焚
”

字发音产生了变化 , 因此导致了
“

摆夷
”

与
“

奭夷
”

的不同 。

G r a h a m 的 《轆人历史纪要 》
一文解开了

“

契人墓
”

之谜 , 得出 了悬棺为生活在川南的

泰族
一

支——焚人所建 , 并且云南的摆夷或焚夷也为焚人的后代的结论。 G r a h a m 在
“

奭人
”

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以后人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做好了铺垫 。

川南
“

焚人墓
”

崖葬方式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

“

崖葬习俗的传播必须有一定的物质

条件 :
1 . 历史上习用此种葬俗的迁徙族群 。 2 . 适合此葬俗传布的地理环境 。

” ? 焚人是
一

个有着崖葬传统习俗的民族 。 在 G r a h a m 的三篇文章中 ,
不管是传统观点认为的该崖

葬方式为三国时期诸葛亮教当地民族所建 ,
还是该族为防止 自 己逝去的亲人被他族骚扰

而选择了这种埋葬方式 , 都表明这个民族有着悠久的崖葬历史传统 。 此外 , 这种崖葬形

式产生在有着特定 自然地理条件的樊人聚居地 。 据 G r a h a m 记载 , 其考察所发现的
“

蘭

人墓
” 主要集中在川南及川滇交界地带 , 该区位于四川盆地东南及南部边缘山地 , 长

江、 金沙江及其支流贯流其间 , 峡谷幽深曲折 , 两岸石壁峭立 、 陡崖重叠 , 是进行崖葬

的极佳之地 。 正是这种历史传统与 自然环境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 造就了奇特的崖葬

形式 。

3
. 西部交通研究

考古资料表明 , 西部交通在先秦时期已有一定规模 。 渭河两岸分布着的数百个新石

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 它们之间必定有来往两地的固定道路 。 华西学者在近代西部尤其是

偏远地区的交通的考察与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1 9 2 3 年 ,
H e l d e 于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第一卷上发表了

一

张手绘的 《川西

局部草图 》 ( P a r t  o fW e s t e r n S z e c h w a n ) , 这幅草图 以 比例尺 1
:

 1 0 英里为标准绘制了

包括东经 1 0 2

°
?

1 0 4

°

、 北纬 2 9

°
?

3 2

°

, 东至大堡关 、 西到成都 、 南到清溪县 、 北至岗 岗

寨之间的范围 。 全图主要 内容大致呈中空的环形分布 , 在这个
“

环形
”

上分布着大大小

小的地名 , 大如成都 、 灌县 、 雅州 , 小如泸定桥 、 观音铺等地名以及相应地方的气压值

都有标明 , 每个地名之间都用表示路线的虚线连接 , 而单实线则表示该区的河流 。 图的

右下角是对该图作的解释 , 包括图的 内容 、 比例尺 、 图例 以及对绘图依据所做的解释。

H e l d e 绘制的 《川西局部草图 》 不仅将西方科学的制图方法介绍到华西 , 同时其绘制内容带

给我们的川西麵信息職们了解四川西北各地区的交通线路財很大的参考价值 。

①D _


C .  G r a h a m
:H i s t o r y N o t e s  o n  t h e  P

,

o
 J e n  ( B e h  R e n ) , 〇 / We s i CW n a B o r d e r

办舰 r c A S o c i句 ,

V o
l

.
 8 ,  1 9 3 6 .

② 曾令一 : 《试析川 、 黔两省崖葬的特点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 , 《 民族文物 》 1 9 8 5 年第 4 期 , 第 3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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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5 川西局部草 图①

除 H e l d e 之外 , E d g a r 对西部交通也有所研究 。
1 9 3 0 年 , J _

H
.
 E d g a r 于 《华西边

疆研究学会杂志 》 卷四上发表了 《 打箭炉贸易 线路集散 中 心纪要 》
一文 。 在文 中 ,

E d g a r 描述了以打箭炉为贸易 中心进行物资 中转的六条路线?
, 同时还附上一幅简要路

线 图 , 作为对文章内容的补充说明 。 该图绘有十条经打箭炉通往东西南北的路线 , 并将

这十条路线上的主要城镇标了 出来 。 这十条线路以 打箭炉为 中 心 , 南至云南 、 北到甘

肃 、 西通西藏 , 成为沟通四川 、 西藏、 云南与甘肃几省的重要贸易交通线路 , 体现 了打

箭炉在当时华西贸易交通上的重要地位 。
E d g a r 的 《打箭炉贸易线路集散中心纪要 》

一

文为我们 了解 当时川西地 区的贸易交通情况提供了参考 。

① 图片来 自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第一卷 。

② J .  H . E d g a r :  N o t e s o n T r a d e R o u t e s C o n v e r
g

i n g 
a t  T a c h i e n l u

,  J o u r n a l o f W e s t C h i n a  B o r d e r R e s e a r c h

S o c i e t y ^ V o l .  4 ,  1 9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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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6 以打箭炉为 中 心的贸易路线图 ①

我国西部交通发展较为落后 。 首先 , 川西地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 , 地形以高原 山地

为主 , 金沙江 、 雅砻江等河流流经此地 , 河流对高原山地 的切割作用造成了这里山高谷

深的地貌 , 使得这里的交通不像中国其他地势平缓地区那样交通便捷 、 路网发达 , 而是

道路狭窄崎岖 、 交通不便 。 对外交通的困难致使这里的少数民族群众减少了与外界交流

的机会 , 降低了与他族融合的可能 , 从而保存了 自 身的 民族个性与特色 。 自 然地理条件

是影响川西交通发展首要也是最主要的因素 , 然而来 自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十分重要 。 川

西高山深谷的地形以及多变的气候使得这里的可耕面积大不如地势平坦的平原地区 , 可

种植的农作物也十分稀少 ,
生活在这里的 民族主要以放牧为生 ,

这就导致这
一地区 内部

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相对较少 , 需要与外界建立贸易关系 , 商品经济难 以独立 自 主发

展 , 经济发展对当地交通建设的带动作用难以显现出来 。

( 二 ) 历史 自然地理方面

1
. 地形地貌研究

四川 的地形特征是盆地四周被山岭和高原环绕 , 盆地内部低山丘陵起伏 。 而川西高

原地形尤为复杂 。
1 9 2 3 年 , 华西学者 G . G . H e l d e ( 赫立德 ) 在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

志 》 卷
一

上发表 了 《
一万 四 千英尺上 的 四个关 口 》 ( F o u r  P a s s e s  o v e r F o u r t e e n

T h o u s a n d F e e t ) , 该文记录了作者穿越川西北山区进行考察的经历 , 并对沿途的高 山峡

谷地形以及地貌状况都有详细的记载 。 文中描述道 :

“

翻阅过所有华西的地图 , 其 中
一

个最突出 的特征就是这里有许多河流 由南向北而流 , 但是每条河流都被高大的山脉分割

开来……
”② “

放眼望去 , 前面似乎 已没有关 口 了 。 各个方 向都是高大的 山脉 , 但它们

① 图片来 自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 志 》 第 四卷第 8 页 。

? G .  G . H e l d e : F o u r  P a s s e s  o v e r  F o u r t e e n T h o u s a n d  F e e t
,
 J o u r n a l  o f W e s t  C h i n a  B o r d e r  R e s e a r c h  S o c i e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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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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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似乎与通道所处方向不一致。 直接向前只有一条类似之前走过的缓坡 , 坡顶稍微向右

倾斜 , 在绕过一条小路之后 , 视线变得开阔 , 但我们仍然还在这个缓坡同一 面 。

”?

H e l d e 在考察过程中利用现代科学仪器对四川西北的地形地貌状况做了测量与记录 , 为

我们 了解川藏边界地区的地理以及 自然环境状态提供了一定参考 。 描述华西边疆地区地

形地貌特征的文章还有 J .
H

.
 E d g a r  ( 叶长青 ) 的 《打箭炉地区山脉概述 》 ( C o m m e n t s

o n  t h eM o u n t a i n s a b o u t T a t s i e n l u
,
 1 9 3 2 ) 、 人 J .

 B r a c e 的 《 汉藏 边界 山 麓地 区 》

( A m o n g  t h e F o o t h i l l s  o f  t h e C h
i n e s e

- T i
b e t a n  B o r d e r

,
 1 9 3 3

一

1 9 3 4
) 等 。 1 9 4 3

年 , 中国

学者刘恩兰 ( L i u E n
-

l a n ) 发表了 《理番地理 》 ( T h e  G e o g r a p h y  o f  L i f a n
,

1 9 4 3 ) —文 ,

刘恩兰在文中主要对理番的海拔 、 地形 、 地质构造以及气候等因素进行了分析 , 并且他

还认为正是这些因素造成了理番在社区结构系统以及文化形式上的不同 。

? 之后 , 刘恩

兰又发表了 《受气候与地理环境影响的部落习 俗 》 ( T h e  S o c i a l  C u s t o m s  o f  t h e T ri b e s

P e o p l e  a s A f f e c t e d  b y 
T h e i r G e o g r a p h i c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t

,
1 9 4 4 ) 一文 。 这篇文章更为详

细地分析了理番一带恶劣的 自然环境条件对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 、 社会习俗以及宗教信

仰等方面产生的不良影响 。

?
1 9 4 5 年 ,

W . B . H a r l a n d 发表了一篇名为 《川西 自然地理的

演变 》 ( T h e  P h y s i o g r a p h i c a lH i s t o r y  o f W e s t e nr  S z e c h w a n ) —文 , 通过实地的考察 ,

作者记录并深人分析了流水作用 、 逆流作用 、 地球运动 、 冰川运动 、 风化作用 、 人为因

素以及气候变化等方面因素对当地地貌形态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 是我们研究川西地理

演变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

2 . 水文气象研究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 全长六千多千米 , 流经我国十
一

个省 、 市 , 从西 向东跨越了

三级阶梯 , 流域面积广阔 , 地形较复杂 , 气温 、 降水空间 、 时间分布的变化较大 。 截止

2 0 世纪 2 0 年代 , 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冰川融雪是长江补给的主要来源 , 这一观点后来被

华西学者 、 地理学家 J . H .  E d g a r 的研究所推翻 。 1 9 3 1 年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员 J . H .

E d g a r 发表了 《西藏融雪
扬子江的溢流剂 ? 》 ( T h e M e l t i n g  o fT i b e t a n  S n o w s  a s  a

Y a n
g t s e  F l o o d i n g A g e n t ) —文 , E d g a r 通过建立假设推翻了人们

一贯坚持的西藏融雪

是扬子江的溢流剂的观点 , 提出 了季风雨形成的降水才是扬子江泛滥的主要诱因的观

点 。

? 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已被证实 , 并在戴明龙与张明波的 《长江流域径流时空分布及

变化规律研究 》
一文中能找到答案 , 文 中这样说道 :

“

长江流域多年平均径流深为

5 5 3 m m
, 主要由降雨补给 , 虽然河源地区有高山融雪 、 冰川径流补给 , 但所 占比重很

小 。

”
 E d g a r 的这种利用通过实地考察得出 的结论来反驳不正确的传统观念的方法值得

? G .

G . H e

l
d e : F o u r  P a s s e s  o v e r  F o u r t e e n  T h o u s a n d  F e e t

,  J o u r n a l o f 
W e s t  C h i n a  B o r d e r  R e s e a r c h  S o c i e t y ,

V o l . l
, p . 9

,
1 9 2 3 .

②L i u E n
~

l a n : T h e  G e o g r a
p

h y 
o f  L i f a n

 J o u r n a l  o f 
W e s t C h i n a  B o r d e r  R e s e a r c h S o c i e t y , V o l .  1 4 > S e r i e s  B ?

1 9 4 3 .

③L i u E n

—

l a n : T h e S o c i a l C u s t o m s  o f  t h e T ri b e s P e o p l e a sA f f e c t e d  b y T h e i r G e o g r a p
h

i c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t ,

J o u r n a l  o f 
W e s t


C h i rm  B o r d e r

 R e s e a r c h  S o c i e t y 
^ V o

l
.  1 5 ,  S e ri e s A

,  1 9 4 4 .

④ J . H . E d
g

a r :  T h e M e l t i n
g 

o f T i b e t a n  S n o w s  a s  a  Y a n g t s e F l o o d i n g

A g e n t ＊ J o u r n a l  o f 

We s t C h i n a  B o r d e r

R e s e a r c h  S o c i e t y  ^ V o l
.
 4 ,  1 9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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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习 。 之后他 又对云南省 的河流进行 了考察研究 , 并于 1 9 3 5 年在该杂志发表 了

《云南河流 》
一文 。

1 9 3 6 年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刊载了
一

幅 E d g a r 的 《 四川 西

北草图 》 , 该图呈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方位 , 主要描绘了 四川西北大约东经 1 〇〇

°
?

1 〇 3

°

、

北纬 3 0

°
?

3 2

°

之间范围的河流 , 此外还标注了该范围内主要的居 民 中心 、 喇嘛庙以及城

市 , 《 四川西北草图 》 为我们呈现 了该地河流纵横 、 水 网密布的景象 , 为我们研究 当地

河流的演变提供了参考 , 同时也对四川西北 山高谷深的地形进行了佐证 。

麵
图 3

—

9 四 川西北草图 ①

在很早 以前 , 四川人民就懂得 了通过兴修水利工程来满足农业灌溉的需要 , 其中最

杰出的代表当属战国时期蜀郡太守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

“

都江堰是天府源头 ,

它彻底解决了危害四川盆地的水患 , 并建立起成都平原的灌溉系统 , 使川 西平原成为沃

野千里 、 旱涝保收的
‘

天府之国 华西学者 D
.

S
. D y e 对四川部分地区农业灌溉用水

状况有着多年的观察研究经验 , 总结出 了 四川 不同地区用水方式的特点及改善四川地区

农业灌溉用水的办法 。 在 《四川农业水利应用 》 ( T h e  S z e c h w a n e s e U s e  o f T h e i r W a t e r

R e s o u r c e s  f o r A g r i c u l t u r e , 1 9 2 6
—

1 9 2 9 )一文 中 , 作者首次从地形学的角度对四川不

同地形区 的供水能力与植物生长的关系进行 了详细分析 。 作者认为 :

“

对于一个给定的

经度和炜度降雨的多少和分布决定 了植被的稀疏和人 口的多少 , 但这并不是所有的影响

因素 。 陆地的斜度 、 内陆的海拔 、 土壤的排水能力 、 相关的湿度以及 日照率等等都是至

关重要的因素 。

”③ 农作物要获得正常生长有两种情况 : 第一 , 改善植物生长所需的水

源条件 , 即水控制 。 第二 , 引进和种植适应 当地 自 然条件的农作物或椬物 , 即椬被控

制 。 由此 , D . S . D y
e 结合 四川地形特点提 出 了三种因地制宜地解决农业用水难题的方

法 : 第一种便是水控制方法 , 即通过利用降水 、 修筑蓄水设施或引水设施等来进行植被

灌溉 ;
第二种 , 植被控制 , 在水控制难 以实现的地方种植适合当地土壤及降水等条件的

① 图片来 自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第八卷第 1 8 1 页 。

② 陈瑶 : 《李冰 : 成就天府之国 》 ,
《资源与人居环境 》 2 0 0 5 年第 3 期 , 第 1 0 页 。

③ D .  S . D y e : T h e  S z e c h w a n e s e  U s e  o f  T h e i r W a t e r  R e s o u r c e s  of r A g r i c u l t u r e
, J o w m a / 〇 / CA z Vm

R e s e a r c h S o c
i e t y , V o l

.  3 , p
.
 4 1 , 1 9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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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 第三种就是将两种结合起来使用的方法 。 不同条件的地区使用不同的方法。

0作

者这种通过分析影响四川不同地区水资源利用方式的因素来因地制宜制订解决方案以达

到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方法 , 即使是对我们现在的农业建设也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3 . 动植物研究

华西边疆地域面积广阔 , 地貌多样 , 气候适宜 。 这种优于中国其他地区的 自然地理

条件使得这里动植物种类繁多 , 是动植物学家研究的天堂 。 因此 , 在 《华西边疆研究学

会杂志 》 中 , 生物物种研究也是一个重要内容 。 在这之前 , 国 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属凤

毛麟角 , 杂志中 的相关研究则是一个大的突破 。 为了收集各种生物标本 , 他们 曾先后到

四川 、 西藏 、 云南等地进行考察 , 并且成果颇丰 。 D . C . G r a h a m 在 《松潘采集行记 》

( A C o l l e c t
i
n g T ri p 

t o  S o n g p a n
,

1 9 2 4
—

1 9 2 5 ) 中提到 , 他们在松潘不仅收集了上百只

鸟的标本 , 而且还获得了很多昆虫标本 , 而后在经过草坡时又收集了许多其他生物的标

本 。 仅这一次旅行 , 他们就收集了大大小小的五十箱标本 , 包括鱼 、 蛇 、 昆虫 、 鸟 、 哺

乳动物等 。

? 可见当时四川物种之丰富 , 对我们现在研究 四川 的物种有着极大的借鉴意

义 。 与此同时 , G .
M F r a n c k 发表了 《 四川 的蝴 蝶收集 》 ( A C o l l e c t

i
o n o f  S o m e

B u t t e r f l i e s  o f  S z e c h w a n
, 1 9 2 4

一

1 9 2 5 ) —文 , 作者通过十余年的收集 ,

一共在四川收

集到了九种蝴蝶 , 包括凤蝶科 、 粉蝶科 、 斑蝶科 、 眼蝶科等 , 对每种蝶类的特征做了分

析 , 并在文中简要分析了蝴蝶在四川分布种类如此之多的原因 。

?

不得不提到的还有对两栖动物类的研究 , 我 国著名的两栖动物学家刘承钊教授于

1 9 4 3 年发表了 《西康昭觉的两种新蛙种 》 ( T w o N e w  S c u t i g e r s  f r o m C h a o
-

c h i a o
-

h s i e n
,

S i k a n g ) ,
开我国两栖动物类研究之先河 。 随后他又于 1 9 4 5 年发表了 《华西新蛙种 》

( N e w  F r o g s  f r o m W e s t C h
i

n a ) 以及各蛙种的生活史等文章 , 推动了我国两栖类动物研

究事业的新发展 , 得到了国 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 除此之外 , 对我国西部动植物进行

研究的还有 C
.

D . R e e v e s 的 《四川的鱼类 》 ( S z e c h w a n  F i s h ,  1 9 3 9 ) 、 C
. J .

L u h 的 《云

南南部蝴蝶清单 》 ( A  L i s t  o f  B u t t e r f l i e s  f r o mY u n n a n , 1 9 4 5 ) 、 杨衔晋 ( Y . C .  Y a n g )

的 《 月桂科属植物的种类 、 变种及联系 》 ( N e w S p e c i e s
,V a r i e t i e s  a n d C o m b i n a t i o n s  o f

L a u r a s e o u s  P l a n t s
, 1 9 4 5 ) 和 《川东地区的新木本植物 》 ( N e w  L i g n e o u s P l a n t s  f r o m

E a s t e r n  S z e c h w a n
, 1 ! M 5 ) 以及方文培 ( W

.
 P

.  F a n g ) 的 《 四川柳属新种 》 ( A N e w

S p e c i e s  o f  S a l i x  f r o m  S z e c h w a n
,

1 9 4 5 ) 、 《中 国旌节花 》 ( C h i n e s e  S t a c h y u r u s
,

1 9 4 5 )

和 《峨眉山的杜鹃花属 》 ( T h e R h o d o d e n d r o n s  o f M t O m e i , 1 9 4 6
) 等文章 , 这些研究

成果对研究华西边疆地区的生物物种及其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

( DD.  S .  D y e
: T h e  S z e c h w a n e s e U s e  o f  T h e i r W a t e r  R e s o u r c e s  f o r  A g r i c u l t u r e

,  J o u r n a l o f 
W e s t  C h i n a  B o r d e r

R e s e a r c h  S o c
i

e t y , V o l .
 3 , 1 9 2 9 .

?  D .  C .

G r a h a m

: A C o l l e c t i n g  T ri
p 

t o  S o n g p
a n

?  J o u r n a l  o f W e s t C h i n a B o r d e r R e s e a r c h S o c i e t y  9V o l . 2
,

1 9 2 5 .

? G . M F r a n c k :A C o
l l

e c t i o n o f  S o m e B u t t e r f l
i e s o f S z e c h w a n

,  J o u r n a l o f W e s t  C h
i

n a B o r d e r R e s e a r c h

S o c i e t y , V o l . 2
, 1 9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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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语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作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官方出版刊物 , 是该会多年考

察活动的重要结晶 , 囊括了该会成员的大部分研究成果 , 涉及华西的 自然 、 地理 、 民

族 、 宗教信仰 、 社会习俗等许多方面 , 为人类学 、 考古学 、 历史学 、 地理学等学科的发

展做出 了重大贡献 , 其中不乏一些具有开创性的成果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考察活动由

于 1 9 2 7 年严重的
“

非基督教运动
”

导致的
“

大撤离
”

而被迫缩小活动范围甚至被迫暂

停 , 因此在这几年里学会杂志所刊文章骤然减少 , 否则其成果将会更为丰硕 。 虽然 《华

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只开办 了短短的二十多年 , 但其成果仍是令人惊喜的 。 从 1 9 2 3

年出版第一卷到 1 9 4 6 年停办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 总共出版了十六卷 , 刊载了大

大小小三百多篇文章 , 其成就在我国乃至世界学术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这些成就当

中 , 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 , 是我们研究华西边疆历史地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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