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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诸岛是 中国人民最早发现
,

最早给予命名的
。

中国古代南海诸岛地名
,

或记载于

古代典籍中
、

或散落民间
,

流传于群众中
,

都是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

古代图籍记载的南海诸岛古地名

早在汉代
,

中国的航海事业就很发达
。

舟师远航至今斯里兰卡
,

南海是必经之地
。

因

此
,

在航海和生产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
。

三国康泰在《扶南传》中述
“

涨海中
,

到珊瑚洲
,

洲底有盘石
,

珊瑚生其上也
。 ’

, 晋裴渊在《广州记 》中述
“

珊瑚洲
,

在 东莞 县南五百里
,

昔有人于海中捕鱼
,

得珊瑚
。 ’

,
“

涨海
”

即今之南海
, “

珊瑚洲
”

既在东莞县南五百里的南海

中
,

又是珊瑚成因的岛屿
,

当指今南海诸岛
。

中国人民在晋以前很久的
“

昔时
” ,

就 已用珊瑚

洲来泛称南海诸岛
,

这是世界上对南海诸岛最早的科学命名
。

宋代开始
,

中国舟师就已把中国古代发明的指南针运用到航海上
,

首创了仪器导航的

方法
,

这是航海技术的一次伟大革命
,

对南海航行提供了便利条件
,

使中国人民加深了对

南海诸岛的认识
,

出现了能反映南海诸岛地形特征
,

为其后各朝代广泛采用的
“

长沙
” 、 “

石

塘
”

等南海诸岛古地名
,

并出现专指南海诸 岛中某一岛群的专称地名
。

《宋会要辑稿 》载
“

国人诣广州
,

或风漂至石堂
,

则累岁不达矣
。 ’

, 同书
“

真里富国
”

条

载
“

⋯⋯欲至中国者
·

”⋯数 日至占城
,

十日过洋
,

傍东南有石塘
,

名曰万里
,

其洋或深或

浅
,

水急礁多
,

舟复溺者十七八
,

绝无山岸
,

方抵交趾界
,

五 日至钦
、

廉州
。 ”

可见
, “

石堂
”

即
“

石塘
” 。

据方位
, “

石塘
”

在占城东南指今南沙群岛
。

这是有关
“

石塘 ”的最早记载
。

在其后

朝代图籍中
, “

石塘
”

有时亦被用以表示南海中的其余群岛
。

南海诸岛在地形结构上多属
“

环礁
”

一类
, “

环礁
”

是由四周连接如环的珊瑚礁圈包围一个浅湖 泻湖 构成的
, “

石塘
”
即

环礁的俗称
,

是礁石环绕着池塘的意思
。

所以
,

用
“

石塘
”

泛指南海诸岛或其中一
、

二个岛

群
,

正是中国人民根据南海诸岛地形形态的共同特征所给予的形象命名
。

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 》中述
“

海南四郡之西南
,

其大海曰交趾洋
,

中有三合流
,

波

头喷涌
,

而分流为三 ⋯⋯其一东流
,

入于无际
,

所谓东大洋海地
。

⋯⋯传闻东大洋海
,

有长

沙
,

石塘数万里
,

尾间所泄
,

沦入九幽
,

昔尝有舶舟为大西风所引
,

至于东大海
,

尾间之声震

宋李肪等撰《太平御 览》卷
“

地部三十四
·

洲
”

引三国吴康泰《扶南传 》

《太平斑宇记 》卷
, “

岭南道
·

广州
·

东莞县
” ,

光绪 年金陵书局刊本

宋会要辑稿》第 册
“

占城国
”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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汹无地
,

俄得大东风以免
。

川 ’

交趾洋即今海南岛西南的南海海面
。 ,

据东大 洋海在其东判

断
, “

长沙
、

石塘
”

应指南海诸岛
。

这是第一次把南海诸岛看成由沙岛为主的
“

长沙
”

和以环

礁为主的
“

石塘
”

两部分组成
。

《琼管志》载
“

东则千里长沙
、

万里石塘
,

上下渺茫
,

千里一色
。 ”

王象之在《舆地纪胜》

中述
“

吉阳地多高山
,

峰峦秀拔⋯ ⋯其外则乌里
、

苏密
、

吉浪之洲
,

而与占城相对
,

西则真

腊
、

交趾
、

东则千里长沙
,

万里石塘
,

上下渺茫
,

千里一色
。 ’

, 吉阳即吉 阳军
,

即今海南崖

县
, “

千里长沙
,

万里石塘
”

在其东
,

指南海诸岛
。

这是称南海诸岛为
“

千里长沙
、

万里石塘
”

最早的地名
。

元汪大渊在《岛夷志略 》中述
“

石塘之骨
,

由潮洲而生
,

迩通如长蛇
,

横亘海中
,
越海诸

国
,

俗云 万里石塘
。

以余推之
,

岂止万里而已哉⋯⋯原其地脉
,

历历可考
。

一脉至爪哇
,

一

脉 至渤泥及古里地闷
,

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
。 ” ,

汪大渊用
“

石塘之骨
”

和
“

地脉
”

把
“

万里

石塘
“

连成一个整体
,

并指出
“

石塘之骨
”

自潮洲至爪哇
、

至渤泥 今加里曼丹
、

古里地闷

今帝汉岛 和至昆仑
。

可见
, “

万里石塘
”

即指包括东沙群岛
、

西沙群岛
、

中沙群岛
、

南沙群

岛在 内的南海诸岛
。

这是最早明确指整个南海诸岛的地名
。

北宋《武经总要》述
“

广州南海郡
· , ·

⋯命 今 王师 出戍
,

置巡海水师营垒在海⋯⋯ 至

屯门山二百里
·

一从屯门山用东风
,

西南行七 日至九乳螺州
,

又三 日至占不劳山
‘〕。

据航

程判断
, “

九乳螺州
”

应指西沙群岛
。

这是首次出现的专指南海诸岛中某一岛群的专用地

名
。

明代航海事业盛况空前
,

有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
,

多次遍历南海诸岛
,

对南海诸

岛更加熟悉
。

在古籍中
,

除继续记载
“

长沙
” 、 “

石塘
”

等地名外
,

还出现标绘有南海诸岛的古

地图
。

《混一疆里万代国都之图》 年 中
,

在南海从东北向西南依次标绘有
“

石塘
’, 一“

长

沙吮
“

石塘
” 。

从地理位置判断
,

前一
“

石塘
”

指东沙群岛
, “

长沙
”

指西沙群岛
,

后一
“

石塘
”

则

指南沙群岛
。

《郑和航海图 原载茅元仪《武备志
·

卷二百四十 中
,

在南海中绘
“

石星石塘
” 、 “

石

塘
” 、 “

万生石塘屿
” 。

据图上方位及符号判断
, “

石星石塘
”绘在东面

,

用点和圈交错表示
,

表

示水下礁沙的意思
,

指中沙群岛
“

石塘
”

绘在西面
,

应指西沙群岛
“

万生石塘屿
”

一名
,

仅

见于该图
,

疑是
“

万里石塘屿
”

之误
,

它绘在
“

石塘
”

之东偏南
,

且范围画得比
“

石塘
”

大
,

应指

南沙群岛
。

《混一疆里万代国都之图》和《郑和航海图》都是中国现存最早绘有南海诸岛的古地

图
。

虽然两国中的地名注记不尽相同
,

表示的内容也有差异
。

但两图都分别标绘了南海诸

岛中的三大群岛
,

若把它们联系起来
,

则 已包括四大群岛
,

可见
,

在明代已有四大群岛的划

分了
。

顾价在《海搓余录》中载
“ ‘

千里石塘
’ ,

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
,

相传此石比海水特下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
, “

三合流
”

条
,

万有文库本
。

王象之《舆地纪胜 》卷
“

广南西路
·

吉阳军
·

风俗形胜
” 。

汪大渊《岛夷志略》
“

万里石塘
”

条
,

知服斋丛书

曾公亮 武经 总要》前集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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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九尺
,

海舶必远避而行之
,

一坠即不能出矣
。

万里长堤出其南
,

波流甚急
,

舟入回溜中
,

未有能脱者
。 ”

据距离
、

水深和 自然情况看
, “

千里石塘
”

指中沙群岛
, “

万里长堤
”

则指南沙

群岛
。

这是
“

千里石塘
”

和
“

万里长堤
”

的首次出现
,

其中
“

万里长堤
”

一名
,

仅见于此
,

不见于

其它文献
,

疑是
“

万里长沙
”

之误
。

黄哀在《海语》中述
“

万里长沙在万里石塘东南
,

即西南夷之流沙河也
,

风沙猎猎
,

晴

日望之如盛雪
,

船误冲其际
,

即胶不可脱
,

必幸东南风劲
,

乃免陷溺
。 ’, ’

这是
“

万里长沙
”

一

名的首次出现
,

据描述
,

指南沙群岛
。

清代
,

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的活动更加频繁
,

对南海诸岛的了解更为深入
。

因而出现

明确把南海诸岛划分为四个岛群的地图
,

以及
洲

出现
“

东沙
”

这个近代仍在使用
、

且对近代南

海诸岛其它岛群命名有影响的地名
。

在清代图籍 中记载许多
“

长沙
、

石塘
” , “

千里长沙
、

万里石塘
” , “

千里石塘
、

万里长沙
” 、

“

万里长沙
、

万里石塘
”

等地名
,

但同一地名在不同图籍中所指具体内容也有不同
,

比较复

杂
,

必须根据具体记载分析
,

才能判断
。

下面仅谈与以前不同的地名
。

《琼州府志》载
“

长沙海
、

石塘海俱在城东外洋
。

古志云 万州有千里长沙
,

万里石塘
,

然俱在外海
,

海舟触沙立碎
,

入港多无出者
,

人不敢近
,

莫稽其实
。 “

《古志》即宋《琼管志》
。

《琼管志》中的
“

千里长沙
,

万里石塘
”

如前所述指南海诸岛
,

则
“

长沙海
、

石塘海
”

当指南海

诸岛所在海域
。

陈伦炯在《海国闻见录 》 年成书 中述
“

南澳气
,

居南澳之东南
,

屿小而平
,

四面

挂脚
,

皆褛古石
,

底生水草
,

长丈余
,

湾有沙洲⋯ ⋯隔南澳水程七更⋯⋯气悬海中
,

南续沙

垠
,

至粤海
,

为万里长沙头
,

南隔断一洋
,

又从南首复生沙垠
,

至琼海万洲
,

日万里长沙
,

沙

之南
,

又生磷古石
,

至七洲洋
,

名曰千里石塘⋯ ⋯
,

从航程和 自然情况判断
, “

南澳气
”

即今

东沙群岛
,

这是首次出现的专指东沙群岛的专用地名
。

在《指南正法》中
,

也有关于南澳气的记载
。

该书
“

南澳气
”

条中载
“

南澳有一条水屿
,

俱各有树木
。

东边有一屿仔
,

有沙滩拖尾
,

看似万里长沙样
,

近看南势有一湾
,

再抛肛
,

是泥

地
。

若过此 山
,

可防西南边流界甚急
,

其中门后急可过肛
。

西北边有沉礁
,

东北边有沙坡

⋯⋯拖尾在东势
,

流水尽皆拖东
,

可记可记
。 ”

从记载看也指东沙群岛
。

在章龚先生著《古航海图考释》一书中
,

载有民间航海家手抄航海图 幅
,

据章先生

考证
,

其形成年代与《指南正法》成书年代相当
。

《古航海 图考释》中最后一幅航海 图 图
,

在注记中有
“

中可过船
,

流界甚急
, ’

,’’正北有沉礁
” ,

这与《指南正法犷南澳气
’,

条中记载

相合
,

显然这幅民间航海图所绘的
,

当为南澳气
,

即为东沙群岛
。

这幅古航海图内容颇为详

细
,

是一幅珍贵的古代专绘南海诸岛中某一群岛的最详细地图
。

谢清高在《海录》中  ! 年成书 中述
“

出万山后南行少西
,

约四
、

五 日过红毛浅
,

有

沙坦在水 中
,

其极浅处
,

止深 四丈五尺
。 ” ,

从航程
、

水深
、

宽度看
, “

沙坦
”

指中沙暗沙群
,

“

红毛浅 , 中沙群岛
。

《海录》还载
“

船由吕宋⋯⋯若西北行五
、

六 日
,

经东沙
,

又 日余
,

见

担杆山
,

又数十里入万山
,

到广州矣
。

东沙者
,

海中浮沙也
,

在万山东
,

故呼为东沙
。 ”

这是

黄哀《海语》卷下
“

万里长沙
”

条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 》卷上
“

南澳气
”

条

谢清高 口述
·

杨炳南笔录《海语 ’’噶喇叭
”

条
,

京都 漓轩藏本
,

道 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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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声止林几

图 东沙群岛古地图

图
“四海总图

”
一角
 

一 一 ,

“

东沙
”

地名的首次出现
,

指东沙群岛
。

它是用方位名称来区分南海诸岛中四个群岛和以
“

沙
”

字来贯穿四个群岛的开始
。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所附
“

四海总图
”

图
,

绘有
“

气
” 、 “

沙头
” 、 “

长沙
” 、 “

七洲洋
”

和
“

石塘
” 。

据方位及记载看
, “

气
”

即南澳气
,

指东沙群岛
“

沙头
”

即沙岛之头
,

南海诸岛中
,

沙岛自东沙群岛开始出现
,

故
“

沙头
”

亦指东沙群岛 据该书记载及图上把
“

七洲洋
”
绘在最

西
,

指西沙群岛
“

长沙
”

绘在
“

沙头
”

和
“

七洲洋
”

间
,

指中沙群岛
“

石塘
”

绘在南
,

指南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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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

这是明确把南海诸岛划分为四大群岛的开始
。

《更路簿》记载的南海诸岛土地名

《更路薄 》和《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
,

一样
,

是一种 民间航海针经书
,

它是帆

船航行时期渔民自编 自用的
“

秘本
” 。

海南岛渔 民收藏的《更路薄》记载着许多南海诸岛地

名
,

这些南海诸岛地名
,

全是海南方言称谓
,

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

可称为南海诸岛
“

土
”

地

名
,

或南海诸岛琼人俗名
。

《更路薄》记载的南海诸岛土地名
,

起源很早
。

据不同版本的《更路薄 》都把西沙群岛的

永乐群岛称为
“

石塘
” ,

和北宋以后古籍载西沙群岛为
“

石塘
”
相一致 再据明黄淳《崖山志》

述
“

七里洋
,

在文 昌东海中
,

与吴川相对
,

一名七洲 洋
” ,

文 昌
“
东海

”
是琼人俗名

,

指今西

沙群岛
”
及其附近海域

,

《更路簿 》亦载西沙群岛及其 附近海域为
“

东海
”

又据 世纪葡

萄牙人称永兴岛为
。 ,

这是从南海诸岛土地名
“

巴注
”

音译过去的
。 ,

可见
,

《更路簿 》记

载的南海诸岛土地名
,

至迟在明代就 已形成
。

这就是说
,

《更路薄》记载的南海诸岛土地名
,

是古代海南岛渔民给南海诸岛定的名称
,

可以看成是中国古代给南海诸岛命名的组成部

分
。

《更路簿》记载的南海诸岛地名
,

是以
“

更
”

和
“

路
”

形式出现的
。 “

更
’,

是指渔船从一地航

行到另一地需要的时间或距离
“

路是指航行时针路
,

即航向
。

针路用罗盘方位表示
,

即把

圆周分成 等分
,

用四维
、

八干
、

十二支表示 个方位
。

每条更路均包括起迄地点
、

针路

和更数
。

如
“

自三脚去老粗用辰戍一更收
” “

自猫注去二圈用丁未
,

二更半收
” “

自无包沙驶去目

镜用翼辰三更收
,

回用癸丁
” “

大光星驶去石公厘用已翼二更收
,

回用子午
”
等等

。

海南岛渔民收藏的《更路薄》载有南海诸岛土地名
,

是 年公开报导后
,

才引起重

视的
。

在有关单位收集的
“

苏德柳抄本《更路簿 》
” 、“
许洪福抄本《更路薄 》

” 、 “

郁玉清抄藏本

《定罗经针位》
” 、 “

陈永芹抄本《西南沙更簿》
” 、 “

林鸿锦抄本《更路薄》
” 、 “

王国昌抄本《顺风

得利》
” 、

,麦兴铣存《注明东
、

北海更路簿》
” 、 “

李根深收藏《东海
、

北海更路簿 》
”

以及符宏光

填绘的
“

西南沙群岛地里位置图
”

等几种民间航海针经书中
,

都载有南海诸岛土地名
,

虽各

航海针经书所载土地名多寡不同
,

但名称却基本汤致
。

上述《更路簿》所载南海诸岛土地名

共 约 处
。

其 中
,

属于西沙群岛的有东海 西沙群岛
, ‘ ,

干豆或刚豆 北礁
,

三峙 南

岛
、

石塘
、

石棠或下峙 永乐群岛
,

二圈
、

二塘或二筐 玉琢礁
,

三圈或三筐 浪花礁
,

猫

注
·

或把岛 永兴岛
,

曲手
、

三足峙或三脚大峙 深航岛
,

大圈或大筐 华光礁
,

银峙 银

屿
,

银屿门 银屿门
,

猫兴或猫兴峙 东岛
,

半路或半路峙 中建岛
,

尾峙 金银岛
,

白峙

仔 盘石屿
,

红草门 红草门
,

双帆 高尖石
,

船岩 赵述岛
,

船岩尾或船坎尾 西沙洲
,

七连或七连峙 七连屿
,

大郎 滨泥滩
,

圈仔 羚羊礁
,

红草 南沙洲
,

全富或全副 全富

岛
,

八辛郎 湛涵滩
,

老粗或老粗峙 珊瑚岛
,

老粗大门 老粗门 , 四江门 晋卿门 等

韩振华
“

宗端宗和七洲洋
” ,

载‘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 》
,

中华书局
,

年

林金枝
“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 ,

载
“

人民日报
” ,

年 月 日
。

谢清高 口述
·

杨炳南笔录《海语》
“

噶喇叭
”

条
,

京都 才高轩藏本
,

清 道光 年
。

括号 内地名
,

为中国政府公布的标准地名
。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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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属于南沙群岛的有北海 南沙群岛
,

双峙或奈罗 双子群礁
,

红草线排或红草沙排 乐

斯暗沙
,

犬殿沙 梅九礁
,

铁峙 中业岛
,

红草或红草峙 西月岛
,

线排或沙排 曾母暗

沙
,

第三或第三峙 南钥岛
,

罗孔或罗孔峙 马欢岛
,

罗孔仔 费信岛
,

火哀或火哀沙 火

艾礁
,

裤归
、

库归
、

裤归线仔或裤归沙仔 库归礁
,

三角
、

三角线或三角沙 三角礁
,

双门

或双门沙 美济礁
,

五风或五风沙 五方礁
,

断节或断节沙 仁爱礁
,

鸟串或鸟串沙 仙娥

礁
,

牛车英 牛车轮礁
,

脚坡 海 口礁
、

石龙 舰长礁
,

双担 信义礁 , 鱼鳞或鱼鳞沙 仙

宾礁
,

东头乙辛或东首乙辛 蓬勃暗沙
,

号藤
、

欧藤或堂藤 擞藤礁
,

海公或海公沙 半月

礁
,

铜金或铜金峙 杨信沙洲 , 丑未
、

丑未线或丑未沙 诸碧礁
,

铁峙线仔
、

铁峙沙仔
、

铁

峙线排或铁峙沙排 铁峙礁
,

双王
、

双王线仔或双王沙仔 双黄沙洲
,

黄 山马或黄山马峙

太平岛
,

牛扼
、

牛厄
、

牛扼线或牛扼沙 牛扼礁
,

劳牛劳
、

刘牛劳或劳牛劳沙 大现礁
,

南

密
、

南秘
、

南笔或南乙峙 鸿麻岛
,

称钩
、

称钩峙 景宏岛
,

双钩
、

称钩线或称钩沙 华礁
,

目镜
、

目镜线或 目镜沙 司令礁
,

深塘
、

深圈或深筐 榆亚暗沙
,

簸箕
、

坡箕
、

北箕
、

半箕或

簸箕沙 簸箕礁
,

铜钟
、

铜章
、

铜杯或铜镜 南海礁
,

海 口线或海 口沙 柏礁
,

大光星
、

大公

星或大光星沙 光星礁
,

光星仔 光星仔礁
,

石公离
、

石公厘或石公礼 弹丸礁
,

五百二
、

五百二线或五百二沙 皇路礁
,

丹积
、

单节
、

丹节线
、

丹节沙或钉积线 南通礁
,

墨瓜线或

墨瓜沙 南屏礁
,

荷落门
、

恶落门或恶浪门 南华礁
,

六门或六门沙 六门礁)
,

无包线
、

无

包 沙或不包沙 (无包礁 )
,

染青峙
、

女青石
、

女青峙或女青石峙仔 (染青沙洲 )
,

石盘 (毕生

礁)
,

上城
、

上武或上舞(永署礁 )
,

大铜铣 (东礁 )
,

铜锐仔 (华 阳礁 )
,

弄鼻
、

龙鼻或大弄鼻(西

礁 )
,

弄鼻仔 (中礁 )
,

鸟仔峙 (南威岛)
,

西头乙辛或西头乙辛沙旧积礁 )
,

南乙线仔
、

南密线

或南乙沙仔 (南熏礁 )
,

一线
、

若沙或禄沙 (禄沙礁)
,

线排首 (线头礁 )
,

银锅
、

银饼或银饼沙

(安达礁)
,

九章(九章群礁 )
,

贡士线或贡士沙 (贡士礁 )
,

高佛
、

高不
、

高杯线
、

高杯线仔或高

杯沙仔(舶兰礁)
,

奈 罗角(永登暗沙)
,

铁线或铁沙(铁线礁)
,

奈罗沙仔 (奈罗礁)
,

奈罗峙

(北子岛)
,

半路
、

半路线或半路沙(半路礁 )
,

锅盖峙 (安波沙洲)
,

黄山马东
、

马东或黄山马

东峙 (敦谦沙洲 )
,

奈罗下峙 (南子岛)
,

西北角(福禄寺礁 )
,

浪口 (浪口 礁)
,

鸟鱼锭 (鸟鱼靛

石 )
,

五风头 (五方头 )
,

五风尾 (五方尾 )等 78 处
。

从上所列可以看出
,

《更路簿》记载的土地

名
,

是海南岛渔 民给南海诸岛中具体岛
、

洲
、

礁
、

沙
、

滩的命名
,

所以数量也最多
。

3 有关调查报告记载的南海诸岛土地名

1973年海南行政 区有关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
,

在对琼海县潭门公社老渔民进行调查

和到西沙群岛进行实地考察基础上
,

编写了调查报告
。

该调查报告在叙述有关渔业生产过

程中
,

记载了许多南海诸岛土地名
,

是流传于民间用口 头形式保存下来的南海诸岛土地

名
,

它和用书面形式记载在《更路簿》的一样
,

都是古代海南岛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

该调查报告在介绍西沙群岛渔业生产时
,

记载有猫驻
‘’ ,

猫兴
,

船 暗 (赵述岛)
,

长峙

(北岛)
,

石峙 (中岛)
,

三峙
,

红草一 (南沙洲 )
、

红草二 (中沙洲 )
,

红草三 (北沙洲 )
,

仙桌(湛

涵滩 )
,

三筐
,

二筐
,

三筐大郎 (滨泪滩 )
,

大筐
,

白峙仔
,

半路
,

尾峰 (金银岛)
,

筐仔峙 (筐仔沙

洲)
,

圆峙(甘泉岛)
,

老粗
,

四江 (晋卿岛)
,

大三脚
,

石峙(石屿)
,

全富
,

银峙
,

鸭公 (鸭公岛)
,

l) 前面出现过的南海诸 岛土地名
,

不再括注标准地名
,

下同
。



期 刘南威
:
中国古代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七连岛等 27 个土地名
。

调查报告在介绍海南岛渔民分三条作业线从事渔业生产活动时
,

记载了 49 个南海诸

岛土地名
。

东头线
:
红草峙~ 罗孔~ 誉藤~ 鱼鳞、石良~ 东头 乙辛 , 五孔~ 断节或断截~ 双担

、鸟串, 双门、火埃~ 三角、海公~ 银锅或银饼~ 裤档~ 铜锅 (杨信沙洲)~ 石龙
。

西头线
:
劳牛劳~ 尚戊~ 石盘~ 铜镜仔或铜送仔~ 大铜铣或大铜送一弄鼻仔 ~ 大弄

鼻~ 鸟仔峙~ 西头乙辛
。

南头线
:
称钩~ 钩线、鬼喊线 (鬼喊礁)、九章头 (牛辘礁 )或牛辘~ 女星峙或女星线

~ 赤瓜线‘赤瓜礁 )~ 长线(长线礁 )~ 南门(南门礁 )
、

东门(东 门礁 )~ 荷落门~ 六门~ 无

包线~ 眼镜铲~ 深筐~ 簸箕~ 铜钟~ 光星仔~ 大光星~ 石公厘~ 五百二~ 丹积 ~ 墨瓜线

或棍猪线(南屏礁)
。

调查报告记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土地名合共 76 个
。

其数量之多
,

仅次于《更路

簿》
。

其中有 22 个是《更路簿》未见记载的
。

4 古代对南海诸岛命名的意义

中国古代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

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
,

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

本文仅就

地名学方面进行论述
。

古代图籍记载的南海诸岛古地名
,

有的只泛称南海诸岛
,

有的或泛指南海诸岛或指其

中一
、

二个群岛
,

有的合起来使用泛指南海诸岛
,

有的专指南海诸岛中某个群岛
;有的有时

泛指南海诸岛
,

有时指某一
、

二个群岛
;有的有时指这一群岛

,

有时指另一群岛
。

但都属于

表示南海珊瑚礁群体的总称地名
。

《更路簿》与调查报告记载的南海诸岛土地名
,

除少数表

示群体的总称地名外
,

都是具体表示南海珊瑚岛
、

洲
、

礁
、

沙
、

滩个体的单称地名
。

我们把南

海诸岛古地名和南海诸岛土地名联系起来
,

就可得出既有表示群体的总称地名
,

又有表示

个体的单称地名
,

既有传统地名又有民间地名的一套南海诸岛地名系统
。

表 1 被西方音译的土地名

Table 1 F olk plaee nam es translated by the W e
stern people

西西方通用英文名称称 南海诸岛岛 海南音
‘‘

西方通用英文名称称 南海诸岛岛 海南音
’’

土土土地名名名名 土地名名名

IIItu A baaa 黄 山马
。

UU i u a 健健健 L ank ian C ayyy 铜金金 D 《la n g g i
nnn

NNN
a
m y it I

s
l
a n

ddd 南 乙
、

南密密 N am yit ,

N
a

m i
ttt

L
o n

d
o n

R
e e ttt 铜镜镜 D dangsonggg

SSSim eow e 151违In ddd 秤钩钩 S ivnguooo P assukeakkk 白峙仔仔 Be i
singiaaa

TTT hitu Islanddd 铁峙峙 H 1 D uuu D u nean Islanddd 三脚脚 D ahaaa

SSS ubiR eefff 丑未未 S uiviiiiiiiii

, 南海音拼写由海南师范学院黄循英提供
。

1 9 6 8 年
,

英国海军海图部编制的《中国海指南》报导
:“
各 岛俱有海南岛渔 民之足迹

,

以捕 海参
、

介贝为 活
、

颇多常年居 留于此
。 ”

书中的 J
、

W

、

R
e e

d 和 J
、

W

、

K i
n

g 的
“

M
i
a n

R
o u t e t o

C h i
n a ”

一文中写道
:“

A
n

l
s
l
a n

d

,
n a

m
e

S i
n

C
o

w
e

,

1
5

S
a

i d b y t
h

e
f i

s
h

e r
m

a n t o t
h

e

a
b

o u t 3 0 m i 一es to s o u th w ard o f N a m y it
”
(渔民称为

“

秤钩的一个岛
,

大约位于
“

南乙
”

南方

3。英里 )
。

记载中的渔民为海南岛渔民
, “

秤钩
” 、 “

南乙
”

是海南岛渔 民对景宏岛和鸿麻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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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俗称
,

这是外国记载最早的南海诸岛土地名
。

日人小仓之助在其所著《暴风之岛》(1 9 4。

年)一书中
,

记述他在 1918 年在北子岛见到的三个海南岛渔民与其笔谈的情形
,

并附有作

者据海南岛渔 民提供的资料描绘的地图
,

在文字记述和地图中
,

共载有双峙
、

铁峙
、

红草

峙
、

罗孔
、

鸟仔峙
、

同章峙
、

第三峙
、

黄山马峙
、

南乙峙
、

第峙等 10 个南海诸岛土地名
,

这是

外国人记载南海诸岛土地名最多的一次
。

以上国外的记载
,

表明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南海诸

岛之前
,

给南海诸岛命名的
,

只有中国人民
。

所以
,

在西方殖民者擅自给南海诸岛命名时
,

就曾采用南海诸岛土地名
.
据分析

,

被西方音译过去的至少有 9个 (见表 1)
。

综上所述
,

中国古代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

是南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的有力的地名学证

据
。

参 考 文 献

文焕然
,

钮仲勋
.
长沙石塘考

.
南海诸岛 史地考证论集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 9

81

.

林金枝
.
石塘长沙资料辑录考释

.
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 81

·

章翼
.
古航海 图考释

.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

19 8 0.

陈史坚
.
我国渔民对南海诸岛各岛礁的命名

.
海洋科技参考资料

,
1 9 8

0( 1)

·

刘 南威
.
南海诸岛琼人俗名考

.
华南师大学报

,

19 8 5
(2 )

.

T H E N O M
E N C L A T U R E O F T H E

N A N H A I I S L A N D S I N A N C I E N T C H I N A

L i
u

N

a n

w

e
i

( D eP

a
rt ,

。t
of

G o
g r a P hy

,

S
o u t h C h i

n a
N

o r l n a
l U

o
i

v e

rs ￡t夕
,

G
u a o

g
z

h
o u

5 1 0 6 3 1 )

K
e

y w
o r

d
s :

C h i
n a ;

T h
e

N
a n

h
a

i Is l
a n

d
s ;

A
n e

i
a n t p l

a e e n a
m

e ;
F

o
l k p l

a e e n a
m

e

A B S T R A C T

T h
r o u

g h
s t u

d y i县9 th e fo lk p la ee n a m e s a n d an eie n t p la ee n a m e s in th e N a n h a i 15
-

la n d s
,

t
h

e t
h

e s
i

s
P

o
i

n t s o u t t
h

a t t
h

e
f

o r
m

e r r e
P

r e s e n t
i

n
g t

h
e

m
o n o

m
e r o

f
e o r a

l
r e e

f
a r e

p
a r t s o

f
t

h
e

l
a t t e r r 已p r e s e n t in g th

e e o
l
o n y o

f
e o r a

l
r e e

f
.
B
o t h

o
f t h

e
m

s e t u p th
e p l

a e e

n a
m
e s y s te m

o
f t h

e
N
a n h a i I

s
l
a n
d
s in a n e ie n t C h i

n a ,

w h i
e

h 1
5 a

f
u

l l P
r o o

f t
h

a t t
h

e
N

a n
-

h
a

i I
s

l
a n

d
s a r e

P
a r t s o

f C h i
n a

.

卿93 年
9 月收到修改稿〕



第 14 卷 第 2期
1 9 9 4 年 5 月

地 理 科 学
SCIENT IA G EOG RA PH ICA SIN ICA

V ol.14 N o.2

M ay ,

1 9 9 4

中国古代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青海湖水位下降与湖区人为

耗水关系的研究
刘 南 威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
,

广州 510631)

地理科学 24 (2) ,

P l o l
,

图 2
,

表 l ,

参 5
,

1 9 9 4

本文在对南 海诸岛古地名 和土地名进行考证
、

分析

的荃础上
,

指 出南海诸岛土地名是其古地名的组成 部

分
。

把古地 名与土地名联系起来
,

可得到一套中国古代

南海诸岛地名系统
.
进一步得 出中国南海诸岛的命名

,

是南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的有力的地名学证据
。

彭 敏 陈桂深 周立华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
,

西宁 810001)

地理科学 14(2)
,

P 1 2 7

,

图 2
,

表 5
,

参 16 ,

1 9 9 4

近几十年来
,

青海湖水位不断下降
。

人为活动耗水

虽对青 海湖水位下降有一定影响
,

但不是主导因素
。

其

主导因素为湖区气候决定的湖水水量收支平衡状况
。

青

海湖面的蒸发耗水占湖区的总耗水量 92 % 以上
,

年湖面

蒸发量约 为年降水量的 2一 3 倍
。

苦 苦 关 关 关 关 关 关 关

关 关 关 关 关 关 关 务 关

海平面上升对长江三角洲及

邻近地区的影响

朱季文 季子修 蒋自龚 杨桂山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

南京 210008)

地理科学 14(2) ,

P l o g

,

图 2 ,

表 4
,

参 5
,

2 9 9 4

长江三角洲及邻近 地区是下一世纪海平 面加速上

升的敏感地 区
。

运用海平面上升影响指数综合评价显

示
,

影响最严重的地 区是 长江三 角洲
,

次为杭 州湾北岸

和废黄河三角洲
,

最轻是苏北 中部滨海平原
。

广州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预测

及调控研究

杨 士 弘

(华南师大地理系
,

广州 51063一)

地理科学 一4 (2 )
,

P 1 3 6
,

表 6 ,

参 4
,

1 9 9 4

通过建立的协调发 展计算模式
,

对 广州城市环境与

经 济协调发展的现状作了评价
。

采用灰色 系统模型对

20 1。年之前的广州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行 了预

测
。

在此基础上提 出若干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 展的调

控对策和措施
。

关 关 关 关 关 关 关 苦 关 关 关 关 关 苦 关 关 关 关

近+ 余年来广东的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化 哀牢山降水垂直分布特征

李立勋 邱建华 许学强

(中LIJ 大学地理系
,

广州 510275 )

地理科学 14(2)
,

P l i 名
,

图 2
,

表 6 ,

参 4
,

1 9 9 4

自 1978 年我 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

广东经 济

发展令人晚 目
。

本文主要从经济增长与结构转 化两个方

面研 究广 东的发展与基 本趋向
,

总结其成果
,

分 析存在

问题
,

并对今后进 一步发展提出若 干政策建议
。

张克映 张一平 刘 玉洪 李佑荣

(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

昆明 650223)

地理科学 14(2) ,
P 1 4 峨

,

图 6
,

表 9
,

参 9
,

1 9 9 4

根 据哀牢 山脉北段迎 风坡和背 风坡地八个气象 站

的 资料
,

讨论 山地 总降水和冷
、

暖平 流降水的垂直分布

及与东西坡地的对 比特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