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5 年 3 月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Ｍａｒ ． 2 0 1 5

第
2 5 卷 第 1期Ｃｈｉｎａ

＇

ｓ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Ｈ ｉ
ｓｔ ｏｒｙ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ｔｕ ｄｉｅｓＶｏ ｌ．  2 5 Ｎｏ ． 1

《南海群岛兵要地志初稿 》 的 内容及其价值

郭双林

文章对收藏于美 国哥伦 比亚 大 学 图 书馆 的 《南 海群 岛 兵要地 志 初稿 》 （ 油 印稿 ）

一

书 的 内 容

及其价值做 了 详 细解读 。 认为 该书 稿 是
一

部极其 罕见 的 以
“

兵要地 志
”

命 名 的南 海军事地 理著

作 。 书 中 不仅对 南 海诸 岛 的地理位置 、 地势 、
地质 、 气 象及部分地 区 的 海流

、
交通

、
物产

、
军 事

价值做 了 初步介 绍
，
而且记 载 了 国人发现 、 管理 南 海诸 岛 的经过

，
揭露 了 近现代 日 本 、 法 国 侵 占

南 海诸 岛 、 掠夺南 海资源 的罪 行 。

关键词 《 南海群 岛兵要地志初 稿》 广 州 行辕 李 汉 冲

作 者郭 双林
，

Ｉ 9 6 0 年 生
， 中 国 人 民大 学 历 史 学 院 教授 。 地 址 ： 北 京 市 海淀 区 中 关 村大 街 5 9

号 ， 邮 编 1 0 0 8 7 2
。

2 0 0 9 年笔者在美 国 哥伦 比亚大学访学期 间 ， 在该校珍本和手稿 图 书馆 （
ＲａｒｅＢｏｏｋ＆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 ｔＬｉｂ ｒａｒｙ ） 意外发现
一

部 《南海群岛兵要地志初稿》 （ 以 下简称 《初稿 》 ） 油印稿 。

这是
一部极其罕见的 以

“

兵要地志
”

命名 的南海军事地理著作 。 除 1 9 4 7 年郑资约在编写

《南海诸岛地理志略》
一

书时曾参考过该书稿外 ， 很少有人提及该书 。 而郑氏在撰写东沙 、

中沙 、 西沙和南沙 四大群岛的地志时主要参考了国 民政府 内政部方域司编制 的南海诸岛图 ，

因此
， 《初稿》

一书有许多 《南海诸岛地理志略》

一

书中所没有的内容 。

查该 《初稿》 系 由 国民政府广州行辕第二处于 1 9 4 7 年 3 月 编印 。 全书共 3 1 页
， 腊刻油

印 ，

8 开
，
正背面叠装 。 每页正面 2 0 行 ， 背面 1 9 行 ，

每行 2 6 字左右 。 封面除书名 、 编印

时间及单位外
，
印有

“

机密
”

二字 ， 同 时有 毛笔题写 的
“

李高参汉冲
”

五字 。 李汉冲

（
1 9 0 8
—

1 9 7 2
） ， 字鹏 ， 福建上杭人 。 历任第 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随从高级参谋 、 第二

方面军司令部参谋处长 。
1 9 4 6 年 4 月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改为 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

营 ， 李汉冲任行营参谋处少将处长兼情报队队长 。 1 9 4 8 年 7 月 李汉冲转任福建省第七 区

（龙岩 ） 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第三清剿指挥部指挥 ，
1 9 4 9 年率部起义 。 由此看来 ， 这本

《初稿 》 应是李汉冲任广州行营参谋处少将处长兼情报队队长时所有 。 书中首页为
“

南海群

岛兵要地志初稿正误对照表
”

， 后面依次为
“

前言
”

、

“

目 录
”

、

“

正文
”

、

“

附录
”

。 其中
“

正

文
”

包括
“

南海群岛概况
”

、

“

东沙群岛
”

、

“

西沙群岛
”

、

“

南沙群岛
”

。 另有 6 幅地 图 ， 即
“

南海群岛形势及航线要 图
”

、

“

东沙 岛兵要地理调查要图
”

、

“

民 国 十七年林岛建筑物概见

图
”

、

“

民 国三十五年冬接收时林岛建筑物调查图
”

、

“

西沙群 岛各岛关系位置略图
”

、

“

南沙

群岛太平岛形势图
”

。 书后
“

附录
”

为
“

南海群岛 中英地名对照表
”

。

据该 《初稿》

“

前言
”

所载 ， 南海诸岛历来属于我国版图 ，
后为列强所窃 占 ， 抗战爆发

后又为 日 寇所盘跟 。 抗战胜利后 ， 国 民政府先于 1 9 4 6 年 8 月派
“

万宁
”

号军舰载兵进驻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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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 继又于同年 1 1 月 由青岛 、 上海调派
“

太平
”

号 、

“

中业
”

号 、

“

永兴
”

号 、

“

中建
”

号

等新型军舰发送员兵前往接收西沙 、 南沙等地 ， 同时行政院也正式公布将南海诸岛划归广东

省辖治 。 南海诸岛于 1 9 4 6 年底前接收完竣 。

“

今后工作 ， 着重于国 防之建设 ， 及富源之开

发。 盖建设 旨在洞悉历史沿革 ， 与地理环境 。 惟彼僻处南海诸群岛 ， 向乏详志记载 ， 不但建

设及开发计划无从依据 ， 即 国人亦因此而漠视。

”

所以编印这部 《初搞 》 的 目的 ， 在于
“

提

起国人一致之注意 ， 并供国 防建设之参考焉
”

。① 该书于 1 9 4 7 年元旦后开始编纂 ，
历时

一

月
， 编成初稿 。 当时法国对中 国接收西沙群岛主权提 出异议 ， 中法双方曾为此展开过交涉 。

为应各方急需 ， 成稿颇为仓促 ， 有些资料尚未集齐 ， 尤其是海军方面资料全未收人 ，

？

各项

有关精密数字统计遗漏颇多 ， 故名
“

初稿
”

。 作者本拟 日 后重编 ， 俾臻完善 ， 后 因形势变

化 ， 未能如愿 。

该书所用资料 ， 据
“

前言
”

说 ， 多为实地勘查之记载 。 其中东沙 岛的地志资料 ， 系摘

录陆军整编六十 四师派赴东沙岛视察的参谋廖坤的报告书 ，
以及驻守该岛排长陈棠的 《兵

要地志图表》
； 南沙及西沙群岛方面 ， 系根据国 民政府广州行辕上校参谋李恩孙 、 中校参谋

张嵘生的实地视察报告书汇编而成 。 此外 ， 广州行辕第二处少校参谋喻剑云等亦曾搜集各报

章有关重要资料 ， 以供编纂斯志 。

现谨将 《初稿 》 次序略做调整 ， 保持其原有计量单位名称 ， 分类对其内 容做
一

介绍 ，

希望对社会各界了解南海诸岛 的地理状况及其在 国防上的价值有所助益 。

一

、 对南海诸岛的地理位置 、 地势及地质的介绍

作为
一

部兵要地志 ，
当然首先要对南海诸岛的地理位置有所交待 。 对此 ，

《初稿 》 指

出 ， 南海诸岛位于我 国南海西南部 ， 在广东琼岛 （ 即海南岛 ） 东南 ， 东经 1 1 0 度至 1 2 1 度 、

北纬 3 度至 2 1 度之间 。 具体到各群岛 ， 《 初稿 》 指 出 ， 东沙 岛在广东海丰县东南约 1 2 0 浬

（海里旧称 ） ， 汕头南 1 1 0 浬
，
距 吕宋 4 0 0 浬

， 东经 1 1 6 度 4 3 分 ， 北纬 2 0 度 4 2 分 。 西沙群

岛在琼岛榆林港之南 1 5 0 浬 ， 东经 1 1 0 度 1 4 分至 1 1 2 度 4 5 分之间 。 中沙群岛在东沙 、 西沙

两群岛 中间
，
仅一群礁滩

，
尚未露出海面 。 南沙群岛位于西沙之东南及其以南 ，

在菲律宾巴

拉望岛及婆罗洲之北 ， 越南之东
，
东经 1 1 0 度至 1 1 7 度之间 。 《初稿》 还特别指 出 ：

“

往昔

南沙群岛常被误认为仅西沙群岛东南土莱塘岛 （
Ｔｒｉｔ ｏｎ

， 在北纬十五度 四？分 ） 东南附近之
一

群礁岛而已 ， 实则南沙群岛包括团沙岛 （ 又有称为团沙群 岛 ， 在西沙群岛南三百余浬 ） ，

实绵延于其南方 ，
而止于其极南之曾姆沙 。

”

② 由于 《初稿 》 将中沙群岛 的几个主要岛礁归

人南沙群岛 ， 所以全书仅对东沙 、 西沙 、 南沙群 岛分立专章介绍 。 就书后所附
“

南海群岛

中英地名对照表
”

看 ， 除未列 中沙群岛各岛礁外 ， 东沙 、 西沙 、 南沙各岛数 目与 1 9 3 5 年水

陆地图审查委员会所公布的岛礁数 目相差不大 。

《初稿》 还进
一步介绍了南海诸岛的地势与地质 ：

“

南海群岛大约为南洋火 山余脉所隆

起之断壁岩
，
各岛屿多属珊瑚与积沙而成 。 每

一

群岛均 由无数小岛暗礁组成 ，
星罗棋布 ， 或

① 广州行辕第二处编印 ： 《南海群岛兵要地志初稿》 ，
1 9 4 7 年 3 月

，

“

前言
”

。

② 广州行辕第二处编印 ： 《南海群岛兵要地志初稿》
，
第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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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或现。 故轮船航行其间 ， 每因触礁沉没 ， 危险异常 。

”

① 全区岛屿地质大致可 以分为如下

三种类型 ： （
1

） 珊瑚 岛类 ：
西沙 、 南沙群岛属之 。 此类珊瑚岛乃 由珊琐礁及贝壳结合而成 ，

面积小而成带状 ， 土壤较瘠 。 岛缘成不规则之峻岩 ，
中间低洼

，
四边隆起

， 形如盆地 。 又有

成为
一

片礁岛者 。 此类岛屿海拔约 4 公尺 （米的旧称 ） 许 ， 岛 四周海水深浅不
一

， 暗礁 四

伏 ， 为航海之最大障碍 。 所以南沙群岛附近区域 ， 为航行之危险 区 。 （ 2 ） 积沙岛类 ： 东沙

岛全部 、 西沙群岛北部属之 。 此类积沙岛为海沙堆积而成 。 岛之边缘成规则之弯曲状 ， 岛面

平坦 ， 地质松软 ， 海水冲涌 ， 容易崩泻 。 四周仍属浅滩 ， 船舰无法近泊 。 惟土壤肥沃 ，
宜于

农作 。 海拔亦仅数公尺 。 （ 3 ） 火岩岛类 ： 南沙西部之太平岛及其附近 岛屿属之。 此类火岩

岛大部为岩石所构成 ， 面积较小 ， 边缘多参差突兀 ，
石壁峻峭 。 岛之四周海水较深 ， 礁滩亦

少 ， 可供船舰较接近停泊 。 地势亦较前二类岛屿为高 ， 通常海拔达 8 公尺以上。 为海底 山

峰 ，
是南海四群岛 中最富有战略价值之岛屿 。

具体到东沙群岛 ， 《初稿》 指出 ， 东沙群岛包括东沙岛 、 南立克滩 （今南卫滩 ） 、 北立

克滩 （今北卫滩 ） ， 其中 以东沙岛为主 。 该岛 为一平坦沙洲 ， 东北高西南低 ， 东西横广约 5

公里 ， 南北约 1 公里半 ， 高约 1 2 公尺 ， 位于广东海丰县东南 1 2 0 浬 （香港之东南 1 7 0 英

里 ） 。 该岛周围 4 海浬均为珊瑚浅滩 ， 水深仅数尺 ， 大型船舰只能停于 岛外 5 浬左右 ， 用舟

艇驳运往返
一次 ， 约需 1 0 小时 （在风平浪静时或可节省时间 ） 。 岛上除遍生稀疏矮树林木

外 ， 尚无耕种 。 土质属沙砾地 ， 较其他各岛肥沃 ，
宜于农作 。 抗战前曾有广东人冯德安在岛

上经营海产公司 ， 自 日 本南侵 ， 冯 氏始逃避香港 。 抗战胜利后 ， 中 国政府于 1 9 4 6 年 8 月 9

日 正式派遣军队前往进驻 ，
并在 岛上设立气象情报台 ， 经常供给气象情报 ， 以利南海船只

行驶 。

具体到西沙群岛 ， 《初稿》 指出 ， 西沙群岛包括 1 4 个小岛 ，

1 4 处礁滩 ， 大小远近不
一

，

罗列海面约 2 0 0 余平方英里 。 西沙各岛按其分布情形可分为下列 四区或四群 ： （
1

） 东北区 ：

有小岛 6 个 ， 礁滩 3 处 ， 称莺飞列岛 ， 以林岛 （今永兴岛 ） 为主 。 （
2

） 西北区 ： 有小岛 6

个 ， 礁滩 3 处
， 称克鲁特群岛 ，

以灯擎岛 （ 今琛航岛 ） 为主 。 （ 3 ） 西南区 ： 有岛礁 4 处 ，

以南极岛 （今中建岛 ） 为主 。 （
4

） 东南区 ： 有 岛礁 6 处
，
以林肯岛 （今东岛 ） 为主 。 以上

诸岛 除石岛为本群岛唯
一之石头岛外 ， 其他均为珊瑚 岛 。 各岛 中 以林岛 （ 今永兴岛 ） 最大 ，

面积 1 5 0 0 1 0 0 平方公尺 （合 4 平方华里 ） ， 形状呈不整齐椭圆形 ， 东西长约 1 浬
， 南北约 2 ／ 3

浬
， 海拔 1 5 公尺 。 石岛面积 6 8 7 5 0 平方公尺 ， 形状呈东西凹凸状 ，

长 1 2 0 0 公尺 ， 宽 9 0 0 公

尺 ， 海拔 1 0 公尺 ， 为海底山峰。 二岛 同在
一

个珊瑚礁圈 内 ， 潮退时可 由礁上徒涉往来 。 灯

擎岛 （今琛航岛 ） 面积 4 3 2 5 0 0 平方公尺 （约合 1 ． 4 3 平方华里 ） ， 呈半 圆形 ， 东北边为外

弧 ，
西南边为内弧 ， 中 间有

一

小湖 。 掌岛 （ 今广金岛 ） 面积 1 6 2 5 0 平方公尺 ， 形状与灯擎

岛 （ 今深航岛 ） 相似 。 两岛亦在同
一珊湖礁圈内 ， 海拔各数公尺 。

具体到南沙群岛 ， 《初稿 》 指 出 ，
南沙群岛 为南海四群岛 中最南之一群 。 各岛罗列纷

杂 ， 其中最大之
一

群称团沙岛 （ 又有称团沙群岛及北海群岛 。 我国 旧称堤沙浅洲 ，
因其由

九个主岛联成 ， 故亦有称南海九小岛 ） 。 全群岛 由无数珊瑚小 岛构成 。 由 于中沙群岛原来叫

南沙群岛 ， 而南沙群岛则叫 团沙群岛
，
所以 《初稿》 在此将中沙群岛的五大岛礁归入南沙

群岛 ， 说 ：

“

接近西沙群岛林岛 （今永兴岛 ） 东南之一群多属礁滩 ， 包括散步滩 （ 今漫步暗

① 广州行懷第二处编印 ： 《南海群岛兵要地志初稿》 ， 第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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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 、 伊机立要滩 （今隐矶滩 ） 、 特鲁路滩 （今宪法暗沙 ） 、 斯卡巴洛滩 （今黄岩岛 ） 、 管事

礁等五大岛礁 。

”

对团沙群岛 ，
《初稿 》 写道 ：

“

其西南之一群为团沙岛 。 该带 岛屿由二百多

个珊瑚礁组成 ， 其中有著名之九 岛 十礁 。

”

① 九岛 即太平岛 、 安波那岛 （今安波沙洲 ） 、 斯

巴特莱岛 （今南威岛 ） 、 北危岛东北礁 （ 北子 岛 ） 、 北危 岛西北礁 （ 南子岛 ） 、 赖他岛 （今

南钥岛 ） 、 帝都岛 （ 今中业岛 ） 、 约伊脱岛 （今鸿庥岛 ） 、 西约克岛 （ 今西月 岛 ） 。 十礁即路

易萨礁 （今南通礁 ） 、 燕子礁 （ 今弹丸礁 ） 、 来福 门礁 （ 今南薇滩 ） 、 马立夫礁 （ 今南海

礁 ） 、 调查礁 （今海 口礁 ） 、 克德郎礁 （今华阳礁 ） 、 辛科威岛 （今景宏岛 ） 、 罗湾礁 （今道

明群礁 ） 、 棕色礁 （今棕滩 ） 、 报告礁 （今雄南礁 ） 。 《初稿 》 指出 ：

“

团沙岛东南礁滩最多 ，

密布海中 ， 故该地为行航之危险地带 。

”

②

《初稿 》 还对南沙九小岛做了专门介绍 。 例如对太平岛 ， 《初稿 》 指出 ， 太平岛原名长

岛
， 是本群 岛中唯

一之主岛
， 由珊瑚岩礁结成 ，

位于东经 1 1 4 度 2 2 分 、 北纬 1 0 度 2 2 分 5 5

秒 ，
长 1 3 0 0 公尺 ， 阔 3 0 0 公尺 ，

面积约 3 6 万平方公尺 。 该岛为我古代琼崖渔 民往西南贸易

时发现 ，
回航时并发现岛上有淡水井 。 据 国民政府广州行营派往太平岛视察的上校参谋李恩

孙报告称 ， 接收太平岛 以后 ， 岛上全无居 民 ， 抗战前后曾 为 日 法两国一度窃 占 ， 并 留有遗

迹 。 另在岛上发现美国人遗 留字迹 。 岛上现有淡水井 7 个 ， 水深盈尺 ， 井高 7 尺
，
可供饮

用
， 为南海四群岛中所特有 。 往昔远海渔船 ， 多有来此取给淡水者 。

对安波那岛 （ 今安波沙洲 ） ，
《初稿》 指 出 ：

该岛位于太平岛之南 ， 东经 1 1 2 度 5 5 分 ，

北纬 7 度 5 1 分 ， 约在来福门滩 （ 即今南微滩 ） 东 7 0 浬 ， 小珊糊滩西南 ， 边缘广袤 1 5 0 码 ，

面积 1 5 8 4 0 平方公尺 ， 高 8 呎
， 由珊瑚礁环绕 ， 潮退时显露约达 4 0 码 。 四周边缘陡峭 ， 在

任何风波之中 ， 均有破浪 。 4 0 余年前 ， 岛上发现小屋遗迹 ， 由石块珊瑚木板竹条旧船木料

堆砌而成 ， 外塗白色鸟粪 ， 为过去居留 岛上中国渔民之遗迹 。

对斯巴特莱岛 （今南威岛 ） ， 《初稿》 指 出 ：
该岛位于拉德礁 （ 即今 日 各县礁 ） 东 1 5

浬 ， 岛面平坦 ， 长 5 0 0 码
， 广 3 0 0 码 ， 面积 1 4 7 8 0 0 平方公尺 ， 拔海高 8 呎 （英尺 的旧称 ） ，

岛之边缘为光耀洁 白之沙砾及破碎之珊瑚 。 当海鸟繁殖期 间 ， 于三 四浬外 ， 远见海岛群立 ，

岸壁陡峭 。 除风平浪静外 ，
激岸波浪 ， 颇为猛烈 。 每年六七月之交 ， 龟鳖群来 ， 咸集岸滩产

卵 ， 渔人多于此时前来采捕 。 岛之西南 隅 ， 多为龟鳖产卵之处 ， 有蛋多至千余 ， 渔人采之 ，

以供食用 ， 味甘可 口 。 此外海鸟卵亦多 。

对北危岛 ， 《初稿 》 指出 ， 该岛又名双子岛 ， 由北危 岛之东北礁及西南礁两大珊瑚岛组

成 ， 位于太平岛附近。 各岛长约半浬 。 东北礁 曰北子岛 ， 在东经 1 1 4 度 2 1 分 ，
北纬 1 1 度 2 8

分 ， 面积 1 3 3 3 2 0 平方公尺 ，
高 1 0 呎

；
西南礁曰南子岛 ，

面积 1 2 5 4 0 0 平方公尺 ， 高 1 5 呎 。

二岛之间有水道宽 1 浬
， 水深约 5 時 （英寻的旧称 ） ， 引人礁湖 。 湖中水深 2 0 至 2 5 時之间 ，

纵横约有 Ｈ） 浬 。 闻 日军 占驻太平岛时 ， 拟辟为水上飞机场 。 两岛均绿草如茵 ，
北子岛且生

灌木 。 琼崖渔民恒来此捕捉海参龟甲 等物 。 又岩上有甘泉 ， 亦南来渔民淡水之补给地。

对赖他岛 （今南钥岛 ） ， 《初稿 》 指出 ， 该岛在东经 1 1 4 度 2 5 分 ，
北纬 1 0 度 4 1 分 ， 距

太平岛 1 8 浬 ， 系
一

沙岛 。 直径 3 0 码
，
面积 6 2 7 0 0 平方公尺 。 岛上灌木丛生 ， 围以礁石 ， 有

远达半埋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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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初稿》 对帝都岛 （今中业岛 ） 、 约伊脱岛 （今鸿庥岛 ） 、 西约克岛 （今西月 岛 ）

的面积和植被亦有简略介绍 。
．

二 、 对南海诸岛的气象与部分地区海流 、 交通情况的介绍

对南海诸岛 的气象 ， 《初稿 》 指出 ， 南海全境大部分位于热带 ，
全年炎热多雨 ， 温度平

均为华氏 8 0
°

左右 ， 最高则达 1 0 0
°

以上
，
最低约 6 0

°

， 与南洋群岛各地气候相 同 。 全年雨量

颇丰 ， 平均约 1 2 0 0 公厘 ，
最高为 1 5 0 0 公厘 （毫米的旧称 ） ， 最少在 1 0 0 0 公厘左右。 全年可

分干湿二季 ，
1 0 月至次年 3 月 为干季 ， 其余为湿季 。 每当湿季来临 ， 降雨特多 ， 夏季且时

有飓风 ， 是为飓风期 。 每年 4 月 尾
， 飓风 自 菲律宾群岛方面吹来 ， 势至猛烈 ， 飞沙拔树 ， ｍ

波逐浪 ， 利害异常 。 幸风至有期 ， 故渔民多能及早防备 ， 未易酿成灾害 。

在此 ， 《初稿 》 保留 了一份 1 9 2 9 年的西沙群 岛气候调查统计表 ， 内容包括每月 气温

（含最高 、 最低及平均温度 ） 、 气压 （ 含最高 、 最低及平均数 ） 、 风速 （含最大 、 最小及平均

速度 ） 、 风向 ， 以及降雨 、 强风 、 烈风天数 。

1 9 2 9 年西沙群 岛气候调查统计表①

月气温 （ Ｆ ）气压 （公厘 ）风速 （公里／ 2 4 小时 ） 风向降雨 强风 烈风

次 最高 ；低 平均 最高 最底 平均 最大 最小 平均方位日 数 日 数 日 数

18 1 ． 0 0 7 0 ． 0 07 5 ． 0 5 7 6 5 ． 2 5 7 5 9 ． 5 7 6 2 ． 3 6 1 0 2 7 ． 5 2 0 6 ． 3 5 8 5 ．
7 7ＮＮＥ

、
Ｅ 1 3 4 3

2 8 2 ． 8 6 9 ． 8 0 7 9 ． 9 6 7 6 6 ． 7 5 7 5 8 ． 7 5 7 6 3 ． 2 7 1 3 6 5 ． 0 2 5 5 ． 3 6 7 7 ． 3 1Ｎ 、 Ｎ 、 Ｅ 8 1 5

3 8 9 ． 9 0 7 6 ． 7 5 8 2 ． 0 5 7 6 6 ． 0 0 7 5 8 ． 0 0  7 6 1 ． 5 7 1 4 4 8 ． 5 2 1 5 ． 0 6 4 5 ． 2 7ＮＥＳ 、 ＳＥ 6 5 1

48 8 ． 7 5 7 8 ． 0 0 8 3 ． 9 3 7 9 5 ． 0 0 7 5 7 ． 0 0  7 6 0 ． 8 0 1 5 1 9 ． 0 1 5 5 ． 0 6 0 4 ． 5ＮＥＳ 、 ＳＥ 5 1 1

5 9 3 ． 7 5 8 1 ． 7 5 8 9 ． 9 9 7 6 0 ． 7 57 5 1 ． 0 0  7 5 6 ． 5 7 7 3 8 ． 8 2 1 4 ． 8 4 5 6 ． 0 3Ｓ 、 ＳＥ 、 4 ． 5 0 0

69 1 ． 0 0 8 4 ． 1 3 8 7 ． 9 9 7 5 9 ． 0 0 7 5 1
． 2 5 7 5 4 ． 7 6 8 1 7 ． 5 2 0 7 ． 5 4 9 9 ． 3 3Ｓ

、
ＳＷ 4 ． 5 0 0

7 9 0 ． 7 5 8 4 ． 4 0 8 8 ． 3 4 7 5 8 ． 7 57 5 1
． 2 5 7 5 4 ． 4 8 1 0 0 7 ． 5 1 6 3 ． 8 3 7 8 ． 5 3Ｓ 、 ＳＷ 4 1 0

8 9 0 ． 0 0 8 5 ． 5 0 8 7 ． 3 9 7 5 6 ． 5 0 7 5 1 ． 0 0  7 5 9 ． 9 5 6 2 0 ． 0 1 1 1 ． 0 3 0 2 ． 9 8ＷＳ
、
ＥＳ 9 2 0

9 9 1 ． 0 0 8 3 ． 0 0 8 8 ． 0 6 7 5 7 ． 0 0 7 5 0 ． 0 0  7 5 4 ． 7 8 5 7 5 ． 0 1 1 2 ． 5 3 0 2 ． 7 3ＷＳ
、
ＷＮ 9 0 0

1 0 8 8 ． 0 0 7 7 ． 0 0 8 3 ． 8 5 7 6 2 ． 0 0 7 5 2 ． 0 0  7 5 7 ． 2 3 7 0 0 ． 0 1 3 5 ． 0 2 9 2 ． 4 5ＳＷ 、
Ｎ 1 1 0 0

1 1 8 2 ． 5 0 7 7 ． 0 0 8 0 ． 5 7 7 6 2 ． 2 5 7 5 8 ． 0 0  7 6 0 ． 2 9 8 7 5 ． 0 1 5 0 ． 0 3 0 2 ． 0 0Ｎ
、
ＮＮ 7 0 0

1 2 7 9 ． 6 3 7 0 ． 3 07 8 ． 1 5 7 6 6 ．  1 37 5 9 ．

 1 5 7 6 2 ． 6 7 1 2 6 0 ． 0 3 6 8 ． 5 7 4 5 ． 9 8ＮＥ 、 Ｎ 1 3 ． 5 0 0

在介绍东沙群岛情形时 ， 《初稿 》 指 出 ， 该地气候与香港 、 广州无异 ， 惟时有飓风。 对

西沙群岛 ， 《初稿 》 指出 ， 该地正 当热带之中 ，
虽在冬季 ，

温度亦在华氏 7 0 度以上 。

一

年

之中无严寒酷暑 ， 早晚可穿夹衣 ， 午 间因 日 光直射 ， 热度较高 。 终年风多南来 ， 时有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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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暑气熏蒸 ，
或易感受疾病 ， 此外 天候别无他异 。 在介绍西沙群岛的淡水资源时 ， 《初

稿 》 译保留 了
一份永兴岛一年各月 降雨 日数表 。①

月一 二三 四 五六 七 八九 十 十一 十二

各月 降雨上旬 6 42 30 ． 5 4 ． 5 2 ． 5 4 2 4 1 3 ． 5

平均 曰数表 中旬 4 2 22 2 ． 5 3 1 4 3 6 4 3 ．

5

下旬 3 2 2 0 1 ． 5 30 ． 5 1 4 1 2 7 ． 5

对于南海诸岛附近 的海流状况 ， 《初稿 》 指 出 ， 南洋各处海流每因海洋之深浅 、 气压之

高低 、 风向之变化而有所不 同 。 其中西沙群岛附近之海流尤无定则 ， 常 因风向而变迁 。 每年

1 0 月 至翌年 4 月 间 ，
因东北风而生之西南水流较大 。 5 月至 1 0 月 ， 因西南风而生之东北水

流较缓 。
1 0 月至翌年 4 月之水流 ，

于 1 2 月及 1 月为最急
，

其速度
一浬至一浬半 ， 通常 由 中

南半岛南来 ， 向西沙群岛 、 婆罗洲 、 彼得岛吹去 。 至西沙群岛 间 ， 亦有
“

西北
”

或
“

北西

北
”

之水流 。 又群岛 中间之水流与其东南西侧又迥然不 同 。 东侧永兴岛 、 石岛附近常有西

北之水流 ， 速度 0 ． 2 浬
， 亦有 由东来之缓慢水流 ；

西侧甘泉岛及金银岛附近则有
“

西
”

或
“

西北
”

之水流 ， 其速度 0 ． 2 浬
； 东北水流亦间有之 ， 速度为 0 ． 8 浬 。

交通方面 ， 《初稿 》 主要介绍 了西沙群 岛 的情况 。 《初稿》 指 出 ， 西沙群岛孤悬远海 ，

交通至为不便 。 由海 口 至树岛 （ 今赵述岛 ） 约 2 4 0 浬 ， 再至永兴岛 9 浬 ， 再至东岛 2 5 浬 ，

永兴岛至深航岛 4 5 浬 ， 再至金银岛 1 3 浬 ， 金银岛返榆林 1 4 5 浬 。 《初稿 》 认为 ，
将来开发

西沙群 岛 ， 应以榆林或三亚为基地 ， 与之联络 ， 较为便捷 。 《初稿 》 还指 出
，
西沙群岛因为

岛屿散小
，
既无港湾码头以碇泊 ， 亦无高 山以屏风 ， 近岸则礁滩伸张 ， 离远则水位过深 ， 无

适当锚位 ； 更因 岛屿低小 、 礁滩暗伏 ， 航行方向极难选择 ， 所以舰船航行须用雷达指示安全

路径。 加之西沙群岛地近赤道 ， 气象变化无常 ， 水流亦无定则 ， 常以风向 而异 ， 且时有飓

风
， 故航行该地之船只 ，

“

坚 固
”

、

“

快速
”

、

“

设备健全
”

为不可缺少之条件 。 群岛 之西 ，

乃越南与香港交通之孔道 ， 其东乃香港与南洋群岛交通之通衢 ， 亦即欧亚交通之咽喉 。 因礁

石纵横 ， 且无明显航行标志 ， 故往来船舶时有触礁沉没事情发生 。

三 、 对南海诸岛的物产及军事价值的介绍

《初稿 》 在论及南海诸岛的物产时 ，
主要介绍了磷矿 （ 即鸟粪 ） 和海产资源 。 如论及西

沙群岛的物产时 《初稿 》 指出 ，
西沙群岛 以海产为主 ， 磷矿次之。 岛之周围 ， 浅滩有海藻 、

海草 、 海菜 、 海绵 、 海星 、 海胆 、 海参 、 珊瑚 、 蝾螺 、 蛤蚧 （ 蚌 ） 、 乌贼 （ 墨鱼 ） 、 虾 、 蟹 、

石斑 、 海龟 、 玳瑁 （ 鳖 ） 及贝类等 ， 为南海诸岛 中 的优良渔场 。 矿产以磷矿为主。 据中山

大学调査报告书载 ， 永兴岛 、 石 岛所存之磷矿 ， 平均厚约 2 5 公分 （厘米的 旧称 ） 。 其中永

兴岛面积大约 4 平方华里强 ， 体积达 3 3 2 9 0 立方公尺 ； 石岛磷矿面积 0 ． 0 3 平方华里 ， 体积

达 2 8 0 0 立方公尺 。 其他各岛虽无详细统计
，
但均有磷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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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及南沙群岛的物产时 《初稿 》 指 出 ，
本群岛和东沙 、 西沙群岛物产相同 ，

一是海

产 ， 二是磷矿 。 管事礁及太平岛附近均为琼岛南来渔船泊集之地 ， 附近海面水产特富 ， 鲛

鱼 、 旗鱼产量最多 。 琼崖渔 民经常南来团沙岛海域捕鱼 ， 间亦有终年留居岛上以捕鱼为生

者 。 每年冬间 （
1 2 月 或 1 月 ） ， 琼崖渔船纷纷携粮食及 日用物品南来 ， 与居留 岛上渔民交易

海产 。 在 日 人占驻期间 ，
冲绳 、 台湾渔民亦联队南来捕鱼 ， 盛极

一

时 。 据 日人调査 ，
附近海

中 ， 为鲛鱼 、 旗鱼之世界渔场 ， 所产大鱼重二三百斤 。 此外龟 、 鳖 、 蚌 、 蚧 、 珍珠宝贝等名

贵海产无不具备 。 磷矿方面 ， 据台湾拓殖会社报告 ， 太平岛
一

地 即积存约 7 万吨 ， 全部蕴藏

量估计约在 2 5 万吨 以上。 岛上海鸟万千成群 ， 鸟粪经年层积 ， 遍岛皆是 。 从 1 9 2 1 年至 1 9 2 9

年 ，
日人共采去磷矿 2 6 0 0 0 吨 ， 约占总蕴藏量的十分之一 。

作为兵要地志 ， 南海诸岛在 中国 国防上之价值 自 然是 《初稿 》 论述的重点 。 对此 ， 书

中写道 ： 南海诸岛
“

握欧亚航道之咽喉 ， 据南洋诸岛之门户 ， 左制菲岛 ， 右控越南 ，
进则

足以威胁婆罗洲及南洋各地 ， 守则足为华南大陆之屏障 ， 龙蟠虎踞 ， 中 居而远视 ， 密布而当

冲 ， 诚南疆国防战略重地 。 无怪乎列强诸国 ， 虎视而垂涎
”

。①

对西沙群岛在军事上 的价值 ， 《初稿》 指出 ； 西沙群岛位于榆林军港之南 ， 地当欧亚航

道之要冲 ， 是南海第二重门户 。 在战略形势上 ， 实为琼岛及台南两海军基地之前卫 ， 亦足称

我 国南海之触角 ， 在军事上价值异常重要 。 因群岛岛屿散处 ， 面积澉小 ， 海拔太低 ， 近岸礁

石围绕 ， 远岸水位太深 ， 无适当锚位 。 且近赤道 ， 风浪至大 ， 船舰行驶及停泊均感困难 。 交

通不便 ， 补给维艰 ， 且又不能屯驻大兵 ， 防守实不容易 。 故其在军略上 ， 攻势之价值 ， 较优

于防势 。 如将来加以建设永兴岛及石岛等 ，
可作为潜艇活动根据地及海军中 给站 。 空军方

面
， 永兴岛亦可修建小型机场 ， 可供作南海空军前进据点 。

对南沙群岛在军事上的价值 ， 《初稿》 指出 ， 南沙群岛主权之接受及部队之进驻 ， 系明

定我国疆界 ， 在历史及国防上意义 自属重大 。 据报 日 人占驻期间 ， 曾在太平岛上设有秘密潜

艇根据地及飞机降落站 、 电台 、 灯塔 、 测候所等 ， 在太平洋战事初期 ， 作为南侵前进根据

地
，
于进攻越南 、 新加坡 、 婆罗洲以及南洋等地过程中被充分利用 ；

而于占领南洋期间 ， 亦

曾利用为海军
“

中给站
”

， 发挥其军略上重大价值。 将来我国完成海军建设 ，
该群岛实为榆

林 、 三亚两军港之理想前进据点 ；
加强岛上设施 ， 即可成为远洋海军补给站 。 故其在军略上

之价值 ， 实居南海诸岛之首 。
1 9 3 9 年 日 本 出版的 《南支那年鉴 》 称 ：

“

若利用新南群岛

（ 即南沙群岛 ） 为军事据点 时 ， 越南东京湾法 国远东舰队 ，
必陷于孤立 。 由 于 日 军攻陷广

州 ， 而 占据琼岛后 ， 英远东军事势力 ，
不能不 由香港撤至新加坡 。 若 日 军占据新南群岛后 ，

发挥无敌舰队之威力 ， 则法国远东舰队 ， 即成瓮中之鳖 。 且对退至新加坡之英 国远东舰队 ，

亦将予以绝大威胁 。 在美国方面 ，
向亚洲前进之中途岛舰队 ， 必后退到珍珠港 ， 如此 日本乃

可完全确立太平洋制霸权 。

”

《初稿 》 据此指 出 ：

“

倭寇认为本群岛是南洋之心脏 ， 控制着

它 ， 无异握住
‘

活塞之关键
’

。 今本群岛 主权已归还祖国 ，
吾人对此富有 国防价值之要地 ，

岂可忽视耶 ！

”

② 《初稿》 还指 出 ， 南沙群岛东南属航行危险区 ，
凡 由上海 、 香港至新加坡

及南洋各地船只必经群岛之右侧 （ 西沙之南 ） ，
故该群岛不但为我国对南洋交通之门户 ， 且

当欧亚两洲航道之冲衢 。

① 广州行辕第二处编印 ： 《南海群岛兵要地志初稿》 ， 第 5 页 。

② 广州行辕第二处编印 ： 《南海群岛兵要地志初稿》 ， 第 1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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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对国人发现并管理南海诸岛的记述和对近现代 日 、

法侵占并掠夺南海诸岛及资源的揭露

南海诸岛 自古就是中国 的领土 。 对此 ， 《初稿 》 指出 ，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时曾到过

西沙群岛 ，
可知该群岛早在汉朝已 属我国 之领土。 中 国至晚在明初 已经将南海诸岛纳入版

图 。 《初稿》 引用明朝郑和 《南抚记》 所载 ：

“

穿行群礁间 ，
远天近海 ， 茫茫汪洋 ，

人影曷

绝 。 越旬隐见二巨帆 ， 鸣炮命近 ， 诘之为琼崖民 ， 每春咸联族往此捕鱼 ， 秋末乃返 ， 亦有登

岸居者 。 地 曰堤沙 ， 浅洲约其九 。

”

① 《初稿》 指 出 ， 此即郑和游至今之南沙群岛西部九小

岛 （ 即团沙岛 ） 的记载 。 由此可知南海诸岛 ， 早于明 朝已 为我国渔 民泊 留地带 ， 即五百年

前已属我 国疆土
，
殆无疑义 。 《初稿 》 介绍 了 1 9 0 7 年 中 国政府派员到西沙群 岛勘测设治的

经过 ：

“

翌 日 转舟登岸 ， 岩礁丛鼉 ，
遥视青碣

一

片 。 岸 间龟鳖遍滩 ， 岛上岩石峻巉。 历数句

钟 ， 始树立旗杆 ， 遂鸣炮升旗 。

”

② 1 9 0 9 年清政府又派副将吴敬荣前往西沙查勘 。 1 9 0 9 年设

局筹办经营开发 。 同年 4 月 初又派员分乘
“

伏波
”

、

“

黄金
”

、

“

深航
”

三舰前往复勘 。 因限

于人力 、 财力
，
开发未获成果 ， 但 因此引起 国人注意 。 1 9 2 8 年中山大学亦曾组织调査团前

往西沙群岛实地勘查 ， 并有开发之倡议。

《初稿》 还揭露了近现代 日 本 、 法国等侵略南海诸岛的经过。 书中写道 ： 自 日 寇割据我

国琉球 、 台湾之后 ， 势力 日 渐南伸 ， 南海诸岛遂久为 日 寇垂涎觊觎 。 1 9 0 7 年 日 人西泽吉次

由 台湾率浪人首先占据东沙 岛 ， 拟开采磷矿 ， 并将东沙岛改名 为西泽岛 ， 东沙岛附近之礁滩

也被改名为西泽礁 ， 冀 图蒙混我 国人士耳 目 。 我方闻悉报告外交部转电粤督张人骏向 日领事

交涉 ，
后经英国人居中调解 ， 始以 1 0 万两白银赎 回 。 在西泽吉次 占据东沙岛 的同 时 ， 另

一

日本和歌山县人宫崎乘船南来 ， 发现南沙群岛后 ， 回去大肆宣传 ， 认为该群岛为极有希望之

渔场 ， 从此以后 日本渔船陆续南来 ， 以太平 岛一带为渔业根据地 ， 在南海 四处活 动 。
1 9 1 7

年 日本人平 田末治等组织磷矿公司 ， 次年派人前来调查开矿 。
1 9 2 1 年着手在太平 岛修建永

久性设施 。 其后 因受世界经济萧条影响 ，
开发乃告停顿 ， 人员矿工大部撤 回

， 仅 留
“

开

洋
”

、

“

兴业
”

株式会社
一

部分员工在 岛上作小规模开矿及捕鱼 。 但我 国琼崖渔民从未间断

在该岛捕鱼 。
1 9 2 1 年

，
又一 日 本人池 田 利用广东人何瑞田 ，

向政府呈准开办西沙群岛实业

公司 。 旋即将开矿权私让 日 人
，
由 日本南奥公司经营 。 迨 1 9 2 7 年冬经人告发 ， 国人群起反

对 ， 政府始将何之采矿权撤销 ， 日人亦即离去 。

《初稿 》 指出 ， 当时 日 本人虽以采矿为名 ， 实则暗伏 占据野心 。 法国 因南沙及西沙地近

越南 ， 担心 日本南侵 ， 遂于 1 9 3 0 年 4 月 派军舰运兵前来 ， 在南威岛强行登陆 。 随后又先后

占据南沙群 岛西部其他各岛及西沙群岛之永兴岛等地 ， 并于 1 9 3 4 年乘中 国 内争外患无睱南

顾之时 ，
宣布完全占领各该岛屿 。 为达到永久 占住的 目 的 ， 法 国甚至 向太平岛移殖越南人 。

不过 ， 在法国 占领南沙期间 ， 我国渔民十余人依然居 留在太平岛上 。 1 9 3 9 年欧战爆发 ， 法

国败亡 ， 日本在 占领广州及海南岛后 ，

一面准备进攻越南 ，

一面派兵登陆西沙及南沙 ， 将 占

据各该岛 的法国军队驱逐 ， 并将南沙群岛非法更名为
“

新南群岛
”

。

① 广州行辕第二处编印 ： 《南海群岛兵要地志初稿》 ， 第 2 页 。

② 广州行辕第二处编印 ： 《南海群岛兵要地志初稿》 ， 第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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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群岛兵要地志初稿》 的 内容及其价值

《初稿》 还透露 ，
民 国时期 ， 英国亦曾数度派遣军舰前来西沙 ， 并于永兴岛 、 金银岛 、

伏波岛等登陆 ， 测勘视察 ，
似亦有不能忘情于斯岛者。

五 、 结语

《南海群岛兵要地志初稿》 是
一

部罕见的 以
“

兵要地志
”

命名的南海军事地理著作 。 由
‘

于该书编成于郑资约的 《南海诸岛地理志略 》 出版之前 ，
因此在论述的顺序和论及的岛礁

数 目与名称上 ， 受 1 9 3 5 年 1 月 国 民政府水陆地图审查委员 会公布的 《关于我 国南海诸岛各

岛屿 中英文名对照表》 影响较大
；
加之 《初稿 》 编写时 间仓促 ， 海军方面资料全未收人 ，

以及当时测量技术有限等原 因 ， 如果将该书与 《南海诸岛地理志略》 对读 ， 会发现其 中存

在许多不足乃至钟误 。 例如对南海诸岛所辖岛 、 礁 、 沙 、 滩的介绍就不够全面 ， 将中沙群岛

各主要岛礁归人南沙群岛 ， 对
一

些岛屿经纬度的记载亦存在
一

定误差 ， 海流仅及西沙 、 南沙

等等 ， 是一本名副其实的
“

初稿
”

。 不过
，
由于该书是一部军事地理著作 ，

使用的资料主要

来 自 当时进驻南海诸岛驻军的实地调查 ， 编写人员亦是军人 ， 所以就具有了特别的价值 。 特

别是其中对南海诸岛在军事和 国 防上 的论述 ， 为
一

般地理学著作所不载 。 通 过这部 《初

稿 》 ， 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南海诸岛在我 国军事和 国防上的重要价值 ，
而且能够部分了解南海

诸岛的地势地质 、 气象海流 、 淡水资源及物产 ；
不仅能够初步了解中 国人民发现并管理南海

诸岛 的过程 ， 更可 以了解近现代 日本 、 法属越南侵略南海诸岛 、 掠夺南海资源的过程 。 南海

诸岛是中国 的神圣领土 ， 《南海群岛兵要地志初稿 》 的发现 ，
无疑为说明这一点又增添了一

份有力的证据 。

〔本文责 任编辑 刘 清 涛 〕

？ 书 讯 ．

杨林坤所著 《西 风万里交河道 ： 明 代西域丝绸 之路上 的使者和 商 旅研究 》 ， 由 兰州 大 学

出版社于 2 0 1 4 年 出版 。

该 书共 2 7
． 9 万字 ， 第

一章 明 代西域舆地交通 ， 第 二章 明 朝 西域朝 贡 贸 易体系 ， 第 三 章

明代西域贡使和 商旅群体 ，
第 四章 明 朝奉使西域使者群体 ， 第五章 明代西域丝绸之路上的特

殊使者 ， 第 六章 多 元 历史 书 写 视角 下 的 大 明 与 西域 ， 附录一是 明代西域贡使年表 ， 附录二是

明 朝奉使西域年表 。 该 书将 明代 丝绸之路分为 东 、 中 、 西 三段 ， 认 为 西域朝 贡 的外藩更看重

中 央政府 赏赐 的 经济价值 ， 政治 意蕴反 而退居次要地位 。 该 书 对 明 代西域研究和丝绸 之路研

究均有 一定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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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 ｌｕｄｅ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ｏｓ ｉｔｉｏｎ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ｏｃｅａ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

ｐ 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ｖａｌｕｅｓｏ
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ｒｃｈｉ

ｐｅｌａｇｏｓ ，
ａｓｗｅ ｌｌａｓ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ｉｓ 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ｎｄＦｒｅｎｃｈｉｎｖ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ｏｃｃｕｐｙｉｎｇ ｓｏｍｅｏｆ

ｔｈｅｉ ｓ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 ｌｕｎｄｅ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ｈｅｒｅ ．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ｓ
：

Ｎａｎｈａ ｉ

Ｑｕｎｄａｏ
ＢｉｎｇｙａｏＤｉｚｈ ｉＣｈｕｇａｏＧｕ ａ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ＬｉＨａｎｃｈｏｎｇ

（ 李汉冲 ）

ＡＣｏｎｃｉｓｅＤ 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Ｚｈａｎｇｓｈｉ
（ 长史 ）

ｏｆ Ｗｅｓｔ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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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ａｖｅｄ 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ｙｍａ
ｔｕｒｅｏｆｆｉｃｉａ ｌｓｙｓ

ｔｅｍ
， ａｎｄｉｎ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ｔｒｅｎ
ｇ
ｔｈｅｎｉｔｓｃｏｎｔｒｏ ｌｏｆＷｅｓｔＲｅｇ

ｉｏｎ
，Ｈａｎｅｓｔａｂ ｌ ｉ ｓｈｅｄＤｕｈｕ

（ 都护 ）
ａｎ （

ｌ Ｚｈａｎｇｓｈ
ｉｏｆＷｅ ｓｔＲｅｇｉｏ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ｖｅｌ
ｙ
ａ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ｏｆｆｉｃ ｉａｌｓ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ｉ ｓ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ｏ ｆ ｔｈｅｈｉ ｓｔｏｒ ｉｃｌ ｉ ｔｅ ｒａ ｔｕｒｅａｎｄ

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 ｔｅｒ ｉａｌｓ
，

ｔｈｅａｕ ｔｈｏ ｒｃｏｎｃ ｌｕｄｅ ｓ ｔｈａｔＺｈａｎｇｓｈ ｉｏｆＷｅｓｔＲｅｇ ｉｏｎｗａｓｆｉｒｓｔｅｓ ｔａｂ ｌｉ ｓｈｅｄｉｎ

ｔｈｅＨａｎＤｙｎａｓ ｔｙ ，ｏ
ｒｉ
ｇ

ｉｎａｌｌｙａ ｓａｓｕｂｏ ｒｄｉｎａ ｔｅｏｆｆｉｃ ｉａ ｌｏｆｔｈｅＤｕｈｕｏｆＷｅｓｔＲｅｇ
ｉｏｎ

，ｌａ ｔｅ ｌｙ ｉｔｂｅｃａｍｅ

ａｎｉｎｄｅｐｅ
ｎｄｅｎｔｏｆｆｉｃ ｉａｌｉｎｓ 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ｓａｓｕｂｓｔ ｉ ｔｕｔｅｆｏｒＤｕｈｕｏｆＷｅ ｓ ｔＲｅｇ

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ｉｏｆＷｅｓ ｔＲｅｇ
ｉｏｎ

ｅｘｅｃｕｔｅｄ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ｔｆｕｎ 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ｍｉｌ ｉ ｔａｒｙｐｏｗｅ ｒ ，ｇａｒｒｉ ｓｏｎａｎ ｄｆａｒｍｉｎｇ ，ｃ ａｌｌｉｎｇａｎｄ

ｐａｃ ｉ ｆｙ ｉｎｇＷｅｓ ｔＲｅｇｉ ｏｎ
，
ａｎｄｗ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ｌｙｓ 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 ｔ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 ｅ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ｉｔｓｒａｎｋａｎｄｆ ｉｎａ ｌｌ

ｙ
ｒｅｐ

ｌａｃ ｉｎ
ｇ

ｔｈ 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

ｅｒｏｆＤｕｈｕｏｆＷｅｓ ｔＲｅｇｉｏｎ ．
Ｚｈａｎｇｓ

ｈｉｏｆＷｅ 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ｐｌａｙｅｄ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ｉｎｓ ｔａｂｉ ｌ ｉｚｉ ｎｇｔｈｅｒｕ ｌ ｉｎ
ｇ

ｏｆＷｅ ｓ ｔＲｅｇ
ｉｏｎｂｙＨａｎｃｅｎｔ ｒａ ｌ

ｇｏｖｅ ｒｎｍｅｎｔ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Ｈ ａｎＤｙ
ｎａｓｔ

ｙＺｈａｎｇｓｈ ｉｏｆＷｅｓ ｔＲｅｇ
ｉｏｎＦｕｎｃ ｔ

ｉ
ｏｎａ ｌＰｏｗｅｒ

Ｃａｉｚａｏｗｕ（ 采造务 ） ，
Ｂａｏｚｈａｉ

（ 堡寨 ） ，
Ｇｏｎｇｊ

ｉａｎｓｈｏｕ
 （ 弓 箭手 ） ：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ｏｆ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ｕｂｏ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ｂｙ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ＮｉｅＣｈｕａｎｐ
ｉｎｇＨ ｏｕＹｏｎｇ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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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ｒｅｅｓｔａ
ｇ
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ｌｏ ｉｔ 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ｕｂｏ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 ｉａｌｌａｎｄｂｙ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Ｓｏｎｇ
Ｄ
ｙｎａｓｔｙ ：

ｆｉｒｓ ｔｓｔａｇｅ（
9 6 0－ 1 0 3 7

） ，

ｅｘｐｌ ｏｉ 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ｅｓ ｔ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 ｅＳｏｎ
ｇ

ｃｏｕｒｔ

ｏｂ
ｊ
ｅｃｔｅｄｔｏｅｘｐａｎｄ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 ｔｈ ｅｅｓｔａｂｌ ｉ 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Ｃａ ｉ ｚａｏｗｕａｎｄＢ ａｏｚｈａｉｅｎａｂ ｌｅｄｔｈｅ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ｏ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ａ ｌｏｎｇｔｈｅ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Ｗｅｉｒｉｖｅｒ
（渭河 ）

． 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ａｇｅ （
1 0 3 8— 1 0 7 1

） ，
Ｓｏ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ａ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ｏ ｌ ｉｃ
ｙ

ｔｏｓｅｎｄＢｏｗｍｅｎｔｏｂｕｉ ｌｄｇａｒｒｉ ｓｏｎａｎｄｆａｒｍｉｎｇｓ ｔａｔｉｏｎ
，

ｐｕ
ｔｔｉｎｇ

ｉ ｔ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ｔｏ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Ｔｕｂｏｔｒｉｂａ ｌｌａｎｄ．Ｔｈｉ ｒｄｓｔａｇｅ（ 1 0 7 2 
－ 1 1 2 7

） ，
Ｓｏ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 ｅｎｔｔｏｏｋａｐｏ ｌ ｉｃ
ｙｏｆｍｉｌｉ ｔａｒｉ ｌｙｅｘｐａｎｄ ｉｎ ｇｔｈｅｆｒｏｎｔ ｉｅ ｒ

，
ｅｓｔａｂｌｉ ｓｈ ｅｄＸｉｈ ｅｌｕ

（ 熙 河路 ） ，

ｎｏｒｔｈｗｅ ｓ ｔＴｕｂｏｒｅｓｉｄｅｎ ｔ ｉａ ｌｌａｎｄｂｅｃａｍ ｅ ｉｔｓ ｔｅ ｒｒ ｉｔｏ ｒｙ ．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Ｓｏｎｇ

＇

ｓｄｅｖｅ ｌ
ｏ
ｐ

ｉｎｇｏ
ｆ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ｄ

ｉｎｇ

ｉｎ ｔｏｉ ｔｓｎｏ ｒｔｈｗｅｓ ｔＴｕｂｏｒｅ ｓｉｄｅｎｔ ｉａｌｌａｎｄａｒｅｏｆ 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ｅｘｐ

ｌｏ 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ｕｉ ｌｄｓａ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ｆｒｏｎ ｔｉｅｒ

，
ｆｒｏｎｔ ｉｅｒ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ｐｒ

ｏｖｉｄｅ ｓａｎｅｗ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ｉｎｇ

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
Ｃａ ｉｚａｏｗｕ

（ 采造务 ）
Ｂａｏｚｈａｉ

（堡寨 ）
Ｇｏｎｇ

ｊ

ｉ ａｎｓｈｏｕ
 （ 弓箭手 ）

ＴｕｂｏＴｒｉｂｅ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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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