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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对湖南南部岩溶地貌考察研究的述评

卞鸿翔

(湖南师范大学地理 系 )

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于公元 163 7年春季在湖南南部 ( 简称湘南地区 ) 进行了长达

n s日的考察
。

湘南地区气候温暖
,

降雨充沛
。

这里除南岭
、

南岳等中山区为花岗岩及变质岩

外
,

广大丘陵低山区古生代碳酸盐岩分布相当广泛
,

亚热带季风型岩溶地貌在这里发育较为典

型
。

徐霞客在湘南寻访名山幽壑
、

奇峰异洞
,

对岩溶地貌的研究成为他这次旅行考察的重要内

容
。

l 对岩溶负地形的描述

溶蚀漏斗
、

落水洞
、

溶蚀洼地及盲谷 (伏流 )等负向形态较为发育
,

这是亚热带季风型岩溶

地表形态的典型特征
。

在 《徐霞客游记》中有不少关于湘南地区这类地表负向形态的观察记录

和研究心得
。

在茶陵云阳山西麓的东岭
,

徐霞客见到众多的漏 斗和落水洞
: “

岭头多漩窝成潭
,

如釜之

仰
,

釜底俱有穴直 下为井
,

或深或浅
,

或不见其底
,

是为
`

九十九井
’ 。 ” “

井虽枯而无水
,

然一山

而随处皆是
,

亦一奇也
。 ”

川 他推断这些漏斗和落水洞的形成均与吸收地表水通往地下的垂

直管道一一
“

窍
”
有关

, “

井
”

(落水洞 )正是由
“

窍
”

受流水冲捣扩大形成的
: “

始知是山下皆石骨

玲珑
,

上透一窍
,

辄水捣成井
。

窍之直者
,

故 下坠无底
;

窍之曲者
,

故深浅随之
。 ”

121 这种推理

分析
,

完全符合漏斗
、

落水洞的形成发育规律
。

溶蚀洼地通常为 一四周由陡崖包围的封闭小盆地
,

河流流过盆底后即转为伏流而从地表

突然消失
,

形成盲谷地形
。 “

三伏二现
”
的云阳山秦人洞伏流即是

。

徐霞客描述这一盆地形态
:

“
四山环绕

,

漩成一大窝
,

亦如仰釜
。

釜之底有洞
,

洞之东西皆秦人洞也
。 ”

131 他又对河流的流

向
、

长度
、

及与伏流相互转变的情况
, - -

一作 r 明确记录
: “

其涧由西洞出
,

由东洞入
。

润横界窝

之中
,

东西长半里
,

中流先捣入
一

穴
,

旋透穴中东出
,

即 自石峡中行
。 ”

4I] 徐霞客先观察了下游

的盲谷及进水洞
: ’ `

其峡南北皆石崖壁 立
,

夹成横槽
;

水由槽中抵东洞
,

南向捣人洞 口
。

洞有两

门北向
。

水先分人小门
,

透峡 F倾
,

人不能从
。

稍东而南人大门者
,

从众石中漫流
,

其势较平
;

第洞内水汇成潭
,

深浸洞之两崖
.

旁无余隙可人
。 ”

5l[ 他又从地表追索观察这支伏流最终出露

的情况
: “

过东洞
,

共一里
。

逾岭东望
,

见东洞水所出处
”

,
“

其水东向涌出山麓
。 ” l“ } 至于上游

的出水洞
,

即西洞
,

徐霞客还是经响导家老人提醒
,

再次上山考察才找到的
: “

西洞洞门东弯
,

较

东洞之高峻少杀
;
水由洞后东向出

,

水亦较浅可揭
。

人洞五六丈
,

上嵌围顶
” , “

再人
,

水亦成潭
,

深与东洞并
,

不能人矣
。 ”

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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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九疑山桑坞
、

茅窝等处也都属于溶蚀洼地形态
。

关于桑坞
.

徐霞客重点研究了它的

盆地形态和地表水均渗漏到地 l( 的水文地质特点
: “

两岭之间
, `

扣有釜底
,

凹向名山
。

潭有石

穴
,

在桑坞中
,

僚人耕者
,

以大石塞其穴
,

水终不蓄
。 ”

圈 至于茅窝
,

徐霞客主要观察 厂其中的
“

九龟进岩
” ,

这是一处标准的 育谷地形
: 一

从岭上东南行坳中
,

地名茅窝
,

三里
,

皆奇石也
。

下深

窝
,

有石崖嵌削
,

青玉千丈
,

四面交流
,

捣人岩洞
,

坠巨石而下
,

深不可测
,

是名
`

九龟进岩
’ ,

以窝
r

扫九山如龟
,

其水皆向岩而趋也
。

,!I 9 }

2 对峰林地貌等正地形的描述

湘南地区凡有可溶性岩石分布的地方
,

地表正向形态以各式各样的石牙最为常见
。

徐霞

客在旅行考察中以其生花妙笔
、

随手点染
,

把这些石牙描绘得楚楚动人
、

栩栩如生
。

他在永州

芝山见到的石牙
: “

乱石攒绕
,

或上或下
,

或起或伏
,

如莲尊芝房
,

中空外簇
,

随地而是
。 ” ! ’ ` , {在

零陵淡岩先见到石牙
: “

山石忽怒涌
,

作攫人状
” ,

后来登山时又见到石牙
: “

其上更见石崖攒

舞
” 。

l川 在双牌和尚岭见到的石牙
: “

望西山层坠 fl{J 卜
,

时现石骨
,

逗奇标异
,

已而一区凑灵
,

万

窍逆幻
” ,

他进而将这些石牙比拟为龙爪
、

瓜络
,

随形摹写
,

尽极其志
: “
鱼西披之

,

则石片层层
,

尽若鸡距龙爪下蹲于地
,

又如丝瓜之囊
,

筋缕外络而中悉透空
” 。

I’ 2 1 在出水崖附近
, “
石势骄

从
” , “

其上石皆怪异
,

不可名状
” , “ 皆如卧龙浦凤

,

出水青莲
.

粤丛瓣裂
” ,

[’ 3 1出水崖后的石牙
“

包裹

从沓
,

而窈窕无意
” ; 【’ 4 1出水崖之西的石牙则

“

怪石层明
,

采艳夺眺
” 。

I’ 5 1 在九疑山杨子岭他

又见到石牙
“

人立而起
,

兽蹲而龙僵
,

其上皆盘突
” 。

〔’ ` ;

湘南的道县
、

宁远
、

兰山等地
,

还有一些属于热带岩溶地表正向形态类型的孤峰
、

峰林和峰

丛分布
。

它们是第三纪时期热带湿润气候条件下的产物
。

现在在亚热带季风气候条件下
,

这

些遗留的古峰林已经遭受破坏
,

逐渐向亚热带岩溶丘陵方向发展
。

残留的峰林和孤峰
,

高度已

大大减小
。

徐霞客在湘南考察中见到这类残留峰林
、

峰丛和孤峰景观有多处
,

在其 《游记》中均

有记录可考

道县县城以西
,

至都庞岭东侧的月岩之间
,

分布着大片残留的古岩溶峰林
,

这里不仅有突

兀的孤峰和林立的峰林
,

还有由高位溶洞破坏构成的穿洞
,

《徐霞客游记》中有关这一带峰林的

记载内容相当详备
。

由华岩向北 (今久佳一带 )
, “

此处 山小而峭
,

或孤峙
,

或两或三
,

连珠骄笋
,

皆石骨嶙峋
.

草木摇扬
,

升降宛转
,

如在乱云叠浪中
” ; I’ , 】由镰溪西南人山 (今清塘以南 )

, “

路傍

先有一峰
,

圆锐若标
;
从此而乱峰渐多

,

若
一

卓锥
,

若骄指
,

若列屏
,

俱环映于大山之东
,

分行逐队
,

牵引如蔓
” ,

l’ s ; 这里反映了由河谷向分水岭
,

岩溶形态由孤峰逐渐为峰林
、

峰丛所代替的分布

规律性
;

到达月岩
, “

望见正西一山
,

若有白烟一脉抹横其腰者
,

即月岩上层所透之空明也
” , “

中

空上恐
,

下辟重门
,

翠微中剑光映前山
,

故遥娣若白云不动
” , “

其岩东向
,

中空上连
,

高拱若桥
,

从 下望之
,

若虎之张吻
” ,

I’ 9 1形象生动地记载了这一穿洞的方位和形态特征
。

宁远县大界
、

掩口一带地处冷水与九疑河分水岭地带
,

这里也保存了不少残留的峰林及峰

从形态
。

徐霞客往九疑山考察前路经这里
,

他从唐村坳过
“

潇水
”

(实为今九疑河 )前已见到这

些高耸的峰林
: “

其东又有卓锥列戟之峰
,

攒列成队
,

亦 自南而北
,

与西面之山
,

若排阔者
。

然第

西界则祟山屏列
,

而东界则乱阜森罗
,

截然不紊耳 !
”

20[ } 确切反映了这里由纯灰岩构成的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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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

与由非可溶性岩石构成的构造侵蚀低山之间的景观差异
。

这里还有零星分布的孤峰
: “

直

南遥望两界尽处
,

中竖 一峰
,

如当门之标
” ;

这 一孤峰在掩口 山之南
: “

掩口之南
,

东之排帕
,

西之

横嶂
,

至此凑合成门
,

向所望当门之标
,

已列为东灿之首
,

lhj 西嶂东垂
,

亦竖一峰
,

北望如插流
逼近如攒指

,

南转如亘垣
,

若与东帕分建旗鼓血出奇斗胜者
” 12 ” 至路亭之南 ( 《游记 》 误作

“

西
”

)的太平营
·

带
,

峰林已为峰丛石山所代替
: ` 。

由此西北 (实际上应作
“

西南
” ,

《游记》力
一

向有

偏误 )入山
,

多乱峰环帕 盖掩口之东峰
,

如排衙列戟
,

而此处之诸灿
,

如攒队合围
,

俱石峰森

罗
,

窈窕回合
,

真所谓别有天地也
。 ”

畔 }

宁远 下观以东至兰山县西北境仍属九疑山 区
,

这里残留的 占峰林景观也很典型
。

徐霞客

记载他在下观东南尤村见到一片峰林
; “

南望 卜观之后
,

千峰耸翠
,

〔婷婷若竹竿玉立 ]
,

其中有

最高而锐者
,

名吴尖山
” , “

盖峰尽干羽之遗
,

石俱率舞之兽
,

游 九疑而不经此
,

几失其真形矣 !
”

12 〕 ,他在通济桥以南的兰山县地宝坪一带仍见到这片峰林
: “

过桥
,

遂南人乱峰中
,

即昊尖山东

来余派也
。

二里上地宝坪坳
,

于是四旁皆奇峰宛转
,

穿瑶房而披锦棘
,

转一隙而复攒一酮
,

透
一

窍更露一奇
,

至狮象龙蛇
,

夹路而起
,

与人争道
.

恍忽梦中曾从三岛经行
,

非复人世所通 也
。 ” { 24 }

在山 口及大吉墅一带又见到许多孤峰
: “

由山 口南逾
一

岭
.

共二里
,

有两峰夹道
,

争奇竞怪
” ,

“
又五里

,

逾一岭
,

为大吉墅
,

石峰复夹道起
、

路东
一

峰
,

嵌空玲珑
,

〔逆悬歌裂
,

屋云不足喻其

巧 ]
。 ” 12 5 1

在兰山县天柱山见到的残留孤峰较为典型
: “

北瞻石住
.

其峰倩削如碧玉替
,

而旁有石崖亦

兀突露奇
,

然较之尤村
、

山 口之峰
,

直得其
·

休
,

不帝微矣
”

12 “ !这大概就是由于长期遭受剥蚀

和岩体崩摧的结果
,

高大的峰林退化为具体血微的孤峰残丘 了
〔 ,

在道县
、

江华县境上的营上等

地
,

徐霞客沿途观察到的大概都是这类孤峰残斤
: “

(营上 )其后有小尖峰倚之
” , “

东数里
,

外有

高峰突兀
,

为杨柳塘
” , “

西南数里外
,

有高峰圆耸
,

为斜溜
,

其南又起一峰
,

为大佛岭
,

则石浪以

后云山也
。

自营上而南
,

两旁多小峰峡玩
” , ` ·

斜溜
、

大佛岭之间
,

有小峰东起
,

若纱帽然
。 ”

12 7 1

后者即江华纱帽山
,

显然是由圆筒状峰林退化肉来的孤峰残丘
。

3 对岩溶洞穴的探查研究

绚丽多姿的地下洞穴景观
,

是亚热带岩溶形态
`

}
,

最引人人胜之处
。

徐霞客对湘南岩溶洞

穴作过系统广泛的搜 寻和深人细致的探查研究
` .

茶陵麻叶洞探险是徐霞客考察旅行生涯
:

{
,

最富传奇色彩的内容
。

当地人认为洞内有
“

神

龙
” 、 “

精怪
” ,

无人敢为徐霞客带路
,

他以重金聘到
一

个已准备进洞
, 一

问他原来是读 书人而不

是
“

法师
” ,

连忙退出不干
,

所以徐霞客只好只 身人洞探险
、

人洞后他见到 了丰富多采的地下岩

溶形态
:

这里有
“

光莹欲滴
,

垂柱倒莲
,

纹若镂 刻
.

形欲飞舞
”

的石钟乳
,

有
“

莲花下垂
,

连络成怖
,

结成宝盖
,

四围垂慢
”

的石慢
,

有
“

玉柱圆竖
,

或大或小
,

不
一

其形
”

的石笋
、

石柱
,

有
“

皮出如榻
,

楞边匀整
”
的石床

,

溶洞内还有
“

石窦一缕
,

直透洞顶
,

光由隙中 卜射
,

若明星钩月
,

可望而不可

摘
”
的天窗

。

这一溶洞是一个十洞
: “

其底砂石 平铺
,

如洞底洁溜
,

第干燥无水
。 ”

l“ 8 `

根据对洞

内地貌的观察
,

他判断这一干洞亦是由前期地下河作用塑造成的
。

但后来是什么原因使地下

河断流而形成干桐
: “

此必前通洞外
、

涧所从人者
,

第不知昔何以涌流
,

今何以枯洞也? ”

29[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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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不得而知了
。

九疑山斜岩 (即紫霞洞 )为 一著名的钓岩溶洞穴
,

其中各种洞穴形态争奇斗异
、

琳琅满目
。

据徐霞客的记载
,

洞内有石田 (边石堤 )和石池
: “

东向而人
,

洞忽平广
,

既而石田鳞次
,

水满其

中
” , “

石田之右
,

上有石池
” , `

她两崖石峡如门
,

池水满浸其中
,

涉者水亦逾膝
,

然其下皆石底平

整
” ; 。 01 有石笋

: “

循桐右行
” , “

有大柱端立中央
,

直近洞顶
,

若人端拱者
,

名日
`

石先生
, ;
其东复

有一小石竖立其侧
,

名日
`

石学生
’ ” , “

南眺中央
,

有
·

方柱
,

自洞底屏立而上
,

若巨筑然
;
其东有

一柱
,

亦自洞底上弯
,

与之并起
,

更高而巨
” ; t3 ’ l洞内的石钟乳称为

“
吊空石

”

和
“

石莲花
” ; 洞内

的石柱除
“

擎天柱
”

外
,

自观音座渡水而西
,

又有
“
石柱参差高下

,

白如羊脂
。 ” 13 21 此外

,

洞中还

有石盖
、

石台
、

石床
、

石究等形态
,

还有由地下河形成的爆布
:

人洞即有
“

水从岩左飞出注
,

与人

争级
” , “

此岩之瀑
,

非若他处悬崖泻峡而下
,

俱从覆石之底
,

悬穿窦下注若漏危然
。

其悬于北岩

上洞之前者
,

二瀑皆然而最大
;
其悬于右岩洼洞之上者

,

一瀑而有数窍
,

较之左瀑虽小
,

内有出

自悬石之端者一
,

出于石底之窦而斜喷者二
,

此又最奇也
。 ” 口 3 1

位于香花岭南侧的临武龙洞虽然规模不大
,

但洞内的地下岩溶形态却颇具特色
。

该洞有

内外洞之分
,

内洞又分两层
。

内洞的上洞中以大量的石笋
、

石柱集中分布为特色
: “

一人即见百

柱千门
,

悬列其中
” “
从其左而上

,

穿列柱而人
,

众柱分列
,

复回环成洞
” 。

134
,
内洞的下洞有石

池
, “

其水澄沏不流
” ,

两崖俱弯壁列柱
,

而
“

石脚汇水
,

不漏池中
,

水深三四尺
,

中有石梗中卧水

底
, ” f3 5】右梗外又有一更大的石池

,

池中有 一由石笋连结而成的
“

石龙
” : “

限外池益大
,

水益深
;

水底白石龙一条
,

首顶横脊而尾拖池之中
,

鳞甲宛然
; ” [ 3“】旁边又有 由石笋构成的

“
宝珠

”
和

“

珠

盘
” : “
又前两三步

,

有圆石大如斗
,

警插水中
,

不 出水者亦尺许
,

是为宝珠
” , “

珠之旁
,

又有一圆

石
,

大倍于珠
,

而中凹如臼
,

面与水平
,

色与珠共
,

是为珠盘
。 ”

1371 外洞则有石田
、

石钟乳
、

石柱
、

石笋等各种洞穴堆积形态
,

徐霞客记录道
: “

其洞果不深避
,

而芝田莲惺
,

琼窝宝柱
,

上下层列
,

岭炯杳渺
,

即无内二洞之奇
,

亦自成一天也
。 ”

38[
、

4 对前人若千认识的辩证

徐霞客在对湘南岩溶地貌进行考察时
,

不仅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各种地表和地下的岩溶形

态
,

而且对这些岩溶形态的成因
、

区域差异
、

旅游观赏价值等提出不少精湛的思想见解
,

同时还

发现并订正了前人记述中若干错误认识
。

他取得的科学成就在当时确实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的
。

零陵香炉山 (香零山 )是因潇水深切曲流经自然裁弯后形成的灰岩离堆山
。

徐霞客描述此

山形态
: “

山小若髻
,

独峙于西岸
,

山
,

江中乃石骨攒簇而成者
。 ” 〔391 但他更感兴趣的却是该山

为废弃河曲所包围的情况
: “
最为异者

,

(此山 )不在江之心
,

三面皆沙磺环之
,

均至山足则决而

成潭
,

北
、

西
、

南俱若界沟然
,

沙逊于外而水绕其内
,

其东则大江 (潇水 )之奔流矣
。 ” 〔州显然

,

环

绕香零山
“

北
、

西
、

南俱若界沟
”

的这一段弯潭
,

乃是河流裁弯后废弃的老河曲
;
其中

“
沙逊于外

而水绕其内
” ,

则表明废弃河曲因河床泥沙的充填
,

在其与新河道相接的两端已形成砂质栓

( S a n d y p lu g s )
,

从而转变为静水的
“

牛扼湖
”
了

。

徐霞客对这种砂体充填的现象提出了一个

尖锐而深刻的问题
; “

盖 下流之沙
,

不能从水而上
,

而上流之沙
,

何以不逐流而下
,

岂日夜有排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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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者耶 ? ”
f4l l这个问题在现代水力学与泥沙运动理论尚未诞生的明末就被提出

,

不能不使人

感到惊讶
。

上流之沙之所以不逐流而下
,

正由于有一种类似
“ 日夜排剔者

”

的环流水力机制在

发生作用
,

这就是裁弯后水流在废弃曲流口门外形成表流和底流的不一致
,

使底流不断引导河

床泥沙向曲流口灌注充填
,

也就是河道水流
“
正向过水

、

侧向排沙
”
的作用

,

导致曲流口逐渐被

泥沙封堵
。

九疑山斜岩 (紫霞洞 )内有一条
“

河床泥泞
、

深陷及膝
”

的地下河
,

名叫
“

烂泥河
” ,

徐霞客用

了几天时间专门对它的原委进行探聋
,

。

关于此河的地下水源
,

徐霞客查明它来自位置较高的

杨梅洞地下河
,

而后者又来良洞外地表水的补给
: 〔此洞 (杨梅洞 )所人水

,

即岩外四山洼注地中

者
。

此坞 (九疑山桑坞 )东为萧韶峰
,

西即斜岩
,

南为圣殿西岭
,

北为马蹄石
,

皆廓高里降
,

有同

釜底
; 四面水俱潜注

,

第不见所人隙耳
。

〕142 1其后他经过马蹄石时
,

又对杨梅洞
、

烂泥河水的补

给问题
,

从地表水流方向及地貌地势方面进一步加以证实
:

马蹄石
“

岭北水北流
,

忆昨过圣殿西

岭
,

见岭南水南流
,

疑其水俱会而东去
,

因东趋箫韶峰北麓
,

见其水又西注者
,

始知此坞 (桑坞 )

四面之水
,

俱无从出
,

而杨梅下洞之流
,

为烂泥河者
,

即此众水之沁地而人者也
。 ”

143 }这种见解

已与现代水文地质学中地表水补给岩溶地下水的原理达到完全一致
。

关于烂泥河水的委间
,

旧说是
“

潜出广东连州气徐霞客认为这完全是
“

臆论
” ,

而断定此水
“

大抵人潇之流
;
然所进周通

,

正无底也
。

力 44 ,他所做的关于烂泥河地下水最终转为地表水汇

人
“

潇水
”

(九疑河 )的论断完全符合实际
,

可见他在当时不仅已具有地表水与地下水相互补给

与转化的清晰概念
,

而且善于运用这 一原理解决实 l确句题
。

三天后他经过永福故址时
, “

见其

南溪流甚急
,

虽西下潇江 (九疑河 )
,

而东
、

北
、

南三面皆予所经
,

未睹来处
,

乃溯流寻之
。 ” `4 , l在

故址之左
,

终于找到了此水源头
,

果为
“

石崖倒悬
,

水由下出
,

崖不及水者三尺
”

的地下河出口
,

从而证实了他对于烂泥河水出路问题所作论断的正确性
。

对于湘南岩溶地貌的地面发育差异
,

徐霞客曾根据 自己的观察
,

划分出一个区域对比范

围
。

他说
“

自冷水湾来
,

山开地旷
,

目界大豁
,

而江两岸
,

瞰水之石
,

时出时没
,

但有所遇
,

无不

赏心悦目
。

盖人祁阳界
,

石质即奇
,

石色即润
。

过祁阳
,

突兀之势
,

以次渐露
,

至此而随地涌出

矣
; 〔及人湘口 (零陵西江口 )

,

则耸突盘亘者
,

变为峭竖回翔矣
。

l
” 。

[4 6 1 这一对比从总体上概

括反映了湘南可溶性岩石分布和岩溶地貌发育的地域差异
。

对于湘南各溶洞的旅游观赏价值
,

徐霞客常常加以评估和比较
,

提出过不少独到的见解
。

道州月岩其实只是一个天生桥式的穿洞
,

临武龙洞因行人少至
,

以往的知名度并不高
,

但徐霞

客对这两个洞却极为推崇
。

在游龙洞之前
,

他在九疑山斜岩内就曾将自永州以来所游历的各

溶洞排了队
,

以道州月岩列为第一
,

以斜岩列为第二
,

江华的莲花洞
、

狮岩分列第三和第四
,

永

州的朝阳岩
、

淡岩为第五
、

第 六
,

江华大佛岭侧岩第七
,

九疑山玉馆岩第八
,

道州华岩第九
,

月岩

南岭水洞第十
,

九疑山飞龙岩第十 一
,

江华麻拐岩第十
_ _

二为最次
。 `4 7 J 但当他游过临武龙洞之

后
,

马上被此洞玲珑紧凑
、

曲径通幽
、

有如江南园林格局的奇异景致所吸引
,

他评价
“

此洞品第
,

固当在月岩之上
” ,

并说
: “

从来所历诸洞
,

有此曲折者
,

无此明爽
,

有此宏丽者
,

无此玲珑
。

即

此
,

已足压倒众奇矣
。 ”

[4 8 1

徐霞客在考察湘南岩溶地貌时
,

随时注意订正前人错讹
,

这方面有不少事例
。

如临武县秀

岩 (又名凤头岩 )
,

宋代王淮锡《游秀岩记》称此洞
“
下渡溪水

,

其人无穷
” ,

仿佛是一处极长的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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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

徐霞客实地观察与调查访问
,

证明此洞很短
, “

是山如夭生桥
,

水达其下仅三五丈
” , “

人洞

二丸 即见天光
,

五丈即透壁出山之东
” 。

眨491 他并从山顶俯窥此水出口
,

只见
“

深壑下环
,

峡流

东注
” ,

已完全转变为明流
,

从而确证 1沐己所说
“

其入无穷
”

只不过是臆说而已
。

1501 这方面最典

型例子要算他对九疑山三分石考察和形成正确认识的过程
。

二分石为九疑山最高峰
,

古人说

九疑山
“

山有九峰
,

峰有一水
,

四水流灌于南海
,

互水北注于洞庭
。 ”

这本来是一种错误认识
,

后

人更以讹传讹
,

说三分石
“

东南之水 下广东
,

西南之水 下广西
,

西北之水下湖广
。 ”

徐霞客对此

甚感兴趣
,

用了几天时间专程进行考察
。

实地考察结果却表明
:

所谓三分石
“

分水而出三省
”
的

说法十分荒谬
,

三分石只是
“

石分三歧
” ,

也就是说它仅仅只是三峰连座的一座峰丛而已
。

三分

石下流的水均汇人湘江水系所属的各支流
:

一支向东北为
“

潇水
”

(九疑河 )上源
,

一支向东南为

沱水上源
,

这两支又都合为潇水上源
; 另一支向东为岿水 (舜水 )上源

,

岿水又为春陵水上源
。

徐霞客对这些水流的来龙去脉 一作了追索
,

并指出这些水流所以到不了两广
,

是由于有锦田

河 (沱江上游冯河的别名 )横隔于其南
。 「川 对

“
三分石分水人楚粤

”
之说的科学订正

,

是徐霞客

考察湘南岩溶地貌中的重大成就
,

也是他全部旅行考察生涯中几项最光辉的科学成就之一
。

注
:

Ll ] 一 [ 7] 褚绍唐
、

吴应寿整理
,

上海古藉出版社 198 2年出版的《徐霞客游记》卷二下《楚游日

记》
:

祟祯十年 (】娜7) 正月十六 日
。

以下因书名
、

卷名及年份皆同
,

故略
,

仅注月
、

日

18 1三月二十七 日 [9 }三月二 + 八日
,

[ 10 1三月十四日 [ 1 1 ]一 [ 15 ]三月 十五 日

[ 16 ]同注 19 ] [ 1 7 ] ~ 119 ]三月十八 日

[ 20 1
、

[ 2 1 ]三月二十三日 [ 22 ]三月二十四 日

[ 2 3 ] 一 [ 2 5 ]四月初一日 [ 26 ]四月初二日

[ 2 7 ]三月二十日 [ 2 8 ]
、

[ 2 9 ]正月十七日

〔3 0 ] 一 [ 3 5 ]同住[ 2幻 [ 3一]一 [ 5 8 ]四月初四 日

[ 3 9 1~ [4 1 ]同往 [ 10 ] 14 2 ]同注 [ 22 1

[ 4 3 ]同注 [ 8 1 [ 4 4 ]同注 [ 2 2 ]

[4 5 ]同注 [ 8 ] [ 4 6 ]闰四月初二 日

〔4 7 1同注 [ 8 ] [ 4 8 ]同注 [ 3 4 ]

14 9 ] ~ [ 5 0 ]四月初五 日 [ 5 1 ]三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