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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各省与各县边界勘界的报告书。
该书以边界为线索，对人类文明进行审视，从多角度展视了社会生活，是一部从政者和关心社会发展
的人应读之书。
中华文明史号称五千年，古称地分九州，据《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
土地之图”，自周以来，中国有文字和图籍的地方行政区划大概有三千年之久，自秦建置郡县已有二
千年之久，但准备认真地在全国勘定省县边界却是20世纪的事情。
民国年间，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在30年代第一次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认真地省县边界勘定，但由
于抗日战争爆发，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1949年后，在国家的地方行政中，因相邻省县边界争议，发生的纠纷不可胜数，深考历史，慎思未来
，统观全局， 1986年崔乃夫出任民政部长后第二次提出在全国勘界，几近十年，到1995年中国政府终
采纳了该建议，从1996开始，到2000初步完成了全国省县陆上边界的勘定。
可以说，这是完成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个基础的工作。
因为面对一个日益复杂和越来越密切联系的社会，社会生活的管理和协调都不可能在没有明确行政管
理区划的基础上进行。
可以说，这次勘界是经邦治国的大事业之一，谋国之人，读这本书当大有裨益。
下面是我在读这本书得出的一孔之见。
一、划清边界是结束和预防两界相邻地区因资源引起冲突的首要办法儿时听长辈们说过牧区的部落打
冤家的故事，但不知其因，以为仅仅是在伦理上的善恶之因，导致的仇恨而已，但一读此书，才知事
情并不如此。
特别是神秘的青藏高原上，以为在宗教的沐浴下，那里的居民一定能凡事忍让，读书此后才知，不同
居民群体在草场之争时也要大打出手，不能免俗。
该书例举了1949年以来，从内地的农业区，海上的渔区，草原上的牧区，近年来随着工矿业发展，地
下有矿藏地区，无不因为边界不清引发相邻居民冲突，从村民们大规模的械斗，到背后有村党组织，
甚至更高一层政府支持的动枪动炮的战斗。
甚至广西南丹县和贵州的独山县的毗邻两村因一口水井划界不清的归属权之争，引发了两次动枪之战
。
各级的政府都各自袒护自己辖区一方已成通例，省一级政府也难例外。
以前从史书上读过部曲在大庄主领导下进行战斗，死伤者本庄优抚，而如今在村支部领导下的械斗中
，也有明确条文，参战人员的待遇，死伤及因此受国家法律追究受刑人员的优抚条件等等，真是令人
眼开。
特别是书中提到的青海门源县与甘肃天祝县交界的金矿区，甘肃与内蒙的草场，从北到南的大规模人
为的森林滥砍乱伐等诸多实例，说明边界不清，相邻边民对资源归属不确定感而采取的疯狂的掠夺性
的开发，对不可再生的资源的利用是极不经济的，同时对周边环境是破坏性的，而对草场、山林、渔
类等可再生的资源，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几乎都是灾难性的。
50年来近三分之一的国土资源生态环境的退化，不能说不与此有关。
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明确财产所有权，使社会的每一部分财产都有人负责，保护产权使非法侵犯
他人财产权者能受到即时的制裁，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是何等的重要。
而明确土地山林水域的行政管辖归属权，是确定土地、山林、草场、水域、水、矿藏等诸资源财产所
有权和开发经营权的基本前提，因此划清边界，是保护和合理使用现有资源的重要条件。
二、划清边界是边界相邻方社会公共权力行政时明确责权依据据该书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仅省际边界争议就1000多起，涉及除海南省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
争议面积达1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中等省的面积，在这些争议面积中，草场争议95800平方公里，
矿藏争议面积4200平方公里，土地争议面积3500公平公里，，森林争议面积2900平方公里，草、矿、
林资源混合争议区33800平方公里。
多年来因为一些地方边界划分不清，在行政管理上处于有很大伸缩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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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资源利益的地方，出现了相邻两区在同一地区设置各自的行政机构。
如新疆甘肃在兰新铁路的红柳河站，因有金矿两方争议加剧，新疆设有新疆哈密红柳河气象站，甘肃
设了敦煌市红柳河行政管理委员会。
在青新边界上，为争夺芒涯的石棉矿，在同一地区青海设了芒涯镇，新疆设了依吞不拉克镇。
而一些没有眼下有利可图的地方，则相邻双方对这些地方的社会秩序均不想多管，造成了国家行政的
盲区。
久而久之，这些地方容易滋生出对社会发展不健康的事物。
另外，由于边界不清，两方边民都开资源时，行政部门管理成本必然增大，甚至会出日常管理力量不
足应付出现的局面而放任自流。
因此，划清边界后，对行政部门不来说，也有一个辖区清楚，职责分明的硬约束。
三、划清边界不可能一劳永逸就高忱无忧目前虽然全国各省县的边界已基本划定，但这并不是说划定
的边界就不会再有新的问题了。
首先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一些界碑会受到自然的地质或气侯气象的作用而受损。
在沙漠的界碑会在沙丘移动后被埋没而导致新的界线不清，年久后河流中心线的移动，在河口区泥沙
淤积形成的新造陆，都有可能使以河为界相邻方引起新的争议，泥石流、山体滑坡而造成界碑移动或
丢失。
雷击也会造成受损，其次，不可能排除人为移动界碑的可能。
由于在两地界线附近发现新的可获利资源后，也不是没有人为移动界碑争夺资源的可能。
因此，除了对这次全国勘界成果以图形、文字、电子数据资料进行保存外，政府职能部门和边界线附
近的基层行政机构经常巡查养护，依然是需要的。
面对常新的社会生活，也必须有充满生机的边界管理人员。
四、用什么样的观念对待边界勘定既事关的划界的成败，也事关子孙祸福边界的划分虽古已有之，但
在传统的中国在观念上中国的中央王朝为天下之中心，其它地区皆应臣属之。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根深蒂固。
所以在王朝和藩邦之间并没有认真的边界划分，皇帝认为反正天下皆是属于自己的王土，蕃邦的王位
都得要皇帝册封才合法。
蕃王管的也是皇上的地，区另不过是封疆裂土的封国与天子直辖的王幾之分，这种从西周沿袭而来的
观念，在任何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均占统治地位，到清朝也如此。
这种观念下中央直辖区与蕃王治理的邦国之间，在对边界的划分上并不向后来出现了近代国家主权观
以后，必须界线分明寸土必争。
如该书中叙述的清朝雍正皇帝在与安南国勘界时的故事，就是上述观念的典型反映。
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安雍正的指示，勘定与安南国（即今越南）的疆界。
当时高其倬详查历史后认为，自明清以来，安南向云南方向分步共推进了240里，主张按明朝时的界线
，全部收回。
但雍正皇帝认为安南“自我朝以来，累世恭顺，深属可嘉”所以“方当奖励是务”岂可与之“争尺寸
之土”，加之“视中外皆赤子（即皇帝的子民）”，所以下令不与计较。
因怕高其倬坚持己见，换了他认为能秉公办事的鄂尔泰为云贵总督，鄂尔泰接任后才取了一个折中的
办法，但安南王不满意，上书皇帝言词激切，雍正认为言词不恭，不准其请。
后安南王又上书表示“悔过感恩”，雍正即下令加恩赏地，满足了安南王的要求，划定了线界。
皇帝认为你恭顺则多给你划推进几百里边界线不与你计较，算是对你世代恭忠的恩典，如果认为你不
恭，则立即要收回成命，是对你的警示。
在这种溥天之下“地皆朕土，人皆朕臣”的观念下的疆界观，实在不能完全等同于近现代来主权国家
的疆界观。
这是考察现代中国与过去的蕃国的疆界关系时，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见上册18—21页）     其次在划界上，是唯上还是唯实，这是事关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大事。
书中介绍1958——1959年甘肃青海边界划分因未能实事求是，尊重原住民的基本权利，仅依据一张上
面颁布的不准确的行政图划分边界造成的移民，给肃南裕固族及蒙、藏、回、汉等民族造成了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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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和不应有的生命损失，迁居后使他们的生活、生产极为困难，精神上也受到伤害，在政治形成了
消极影响。
后因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才制止了这种错误的做法，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但此事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并不是短期内能消除的。
这是划界的一个严重教训。
    地方官能从当地人民长远利益考虑，与对方互谅互让，即早划定边界，是双方边民之福。
否则争议一旦激化，自然资源遭到破坏不说，小则械斗，不死也带伤，大则长期处在交战对峙状态，
因人身安全不能保障，长期影响生产生活，非边民之福。
如果仅因害怕承担丧权失地的骂名而该谅不敢谅，该让不能让，给当地发展带来的伤害决不是彼此可
让的一些土地能补回来的。
桂林地委书记蒋毅能领会古贤“让他三尺又何妨”的深意，见识确实高人一筹。
在他主动化解桂林与湖南零陵地区边界纠纷，双方互谅划定了多年争议的边界，对于长期争斗严重影
响生产生活的边界两方的人民来说，实有不世之功。
后来者宜鉴之。
五、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解决海岛争议的模式对中国的勘界事业的启示这本书第五章《不平静的海
湾》中介绍了中国沿海省际因岛屿和沿海滩涂的诸多争议事件。
看得出争议方为了这些可利用的资源，争相不让，甚至大打出手，有些省份为了争夺这些岛屿还动用
公安、武警占据。
对这些争议，有时中央干预都不能平息。
除了最终在中央的严令坐下来谈或由中央派专人裁决之外，缺乏其他的中介组织加以调停，裁定。
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不发达，还未发展这些非政府的中介组织，在社会生活上，还处没有走出在高高
在上的政府和未能自组织的小民前现代社会形态。
公民的非政府自治组织和各种中介组织极不发达。
另外，非理性的处理问题思维定势，也是诸多争端不能在相互谅解中达成共识的原因。
而本章中介绍了冰岛和挪威围绕扬马延岛的主权和经济200海哩专属经济区的争议，组成了一个非政府
的调节委员会。
该会再聘请一些专家作出权威鉴定。
后据专家鉴定该岛不属冰岛，但建议共同开发，双方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
书中在此介绍“这种调解委员会，在西方很盛行，如在城市地方政府组织外，常常有这种调解委员会
的组织，专替政府组织调解城市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西方公民社会发展的
很成熟，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国家的人民在对人与人和人与社会资源之间关系的理解上，比我们能
更好地与他人和自然共处。
因此，理念上在遇到权益争议时既考虑自己也尊重他人，还是完全根据自己的理由排他性的思维，这
也是关系到争议问题能否解决和解决的方式。
本章中介绍了当今世界“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地解决有争议海域之争的四种模式，超国家管理
模式、双方共同管理模式、代理制模式、合资机构共同经营模式。
该书具有独到慧眼地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地理教科书和政治地理学只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夺海上
霸权，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极少讲在二战后，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根据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的
新的有关规定，争端国和平解决有争议的领土、共同开发有争议海域的新趋势。
对于邓小平1984年提出的“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解决海洋主权争议的思想，在国际上的
已形成各种范例不予介绍，误导国民形成了海洋划界和岛屿争端“永无解决的可能”的认识。
这在客观上鼓励了不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助长了依重武力、迷信武力是唯一解决争端的思潮。
“譬如，针对全世界有240个海上界线需要划定的新局面（新海洋法后——本文作者注），更是只说其
任重道远的一面，而不述其顺利划定了154个，其中已生效132个的另一个基本事实；对其最有代表性
的日韩独（竹）岛之争、希土爱琴海之岛的争纷，对泰马越三国在泰国海域的争议等等，也是关注万
分，而对目前已有的几十个在争议海域‘搁置主权争议，实施共同开发，合理分享资源，共同分摊成
本’的新的流行大趋势，却讳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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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封锁和剥夺了中国民众在这方面的知情权，而且使沿海地带省际间有争议的滩涂、海岛和毗邻
海域的问题解决，失去了多种可以学习和借鉴处理这类争端的参考物，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海
洋边界情报方面的‘闭关锁国’”。
该书作者特别感慨地说“令我们颇感遗憾和失望的是，时至今日，中国沿海省际间因海岛、滩涂、毗
邻海域而产生的多起权属纠纷和争议，还没有一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案例出现。
这不但显示出中国在海洋基础性法规方面的不完善和管理方面的薄弱及凌乱，而且也说明中国处理海
洋争议方面的举措，也已落后于被同一问题困扰着的海洋国家”（下册348）。
靳苏二先生在这方面鸟瞰世界发展大趋势的眼光，的确给了我许多新的启示。
上述诸点是读此书的所得，但我认为中国在国际上提倡的和平共处，和平处理争端的思想，不仅应是
对外交往时的原则，也应是国民在处理国内各行政区边界争议和社会上各种争端的基本态度，只有各
级政府和国民在文化上向文明和理性的提升，才能避免一遇争端就出现情绪性的过度反映和不理性的
行为，轻则造成生产、生活正常秩序破坏，资源受损，重则造成人员伤亡的惨剧。
此外，该书还透露一些鲜为人知的趣事，如中国国土面积，到现在还未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总之该书信息量很大，从不同的角度读才都会有所得，希望关注国事者细读之。
该书不足之处有些材料安排上略显凌乱，希望作者有机会重写时，能从读者使用材料的角度更好地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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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作家协会《作家与企业家纪实》杂志主编，1995年始任《中国方域——行政区划与地名》杂志主编
、行政区划与地名杂主主编、社长至今，著有文学艺术评论集《舞蹈在黄河文化的摇篮》，文章散见
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志、《读书》杂志等，结集有书评书话《爱痛都是书》等和
文史杂感集《过去文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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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章 追寻地平线上的界碑 　　1.在点与线的圆周内讲述社会变迁的一本书 　　2.把界碑推向天边尽头 
　　3.中国勘界史上的分光镜 　　4.国民党政府“厘正疆界”传论 　　5.国家的叠影——行政区划 　
　6.我们国家的国土面积该有个确数 　　7.不能公布国土总面积的两个原因 　　8.没经勘定的边界就
像断线的风筝 　　9.市场是一条可以移动的界线，但行政区域界线必须固定 　　10.太阳、土地和人，
都是跨越历史的证人 上 篇 不绝如缕的边界争议  第一章 辽阔的草原是谁的家 　　1.熟悉而又陌生的“
草原帝国” 　　2.新疆不是“新的疆土” 　　3.西藏与青海，藏而不疆 　　4.三关和贺兰山，也挡不
住甘肃、宁夏的草原争议风 　　5.“小西藏”和“香格里拉” 　　6.从历史史料看草原的纠纷和械斗 
　　7.北洋政府搞不清“隆庆二十五族”即是“玉树二十五族” 　　8.“环海八族”为了草原而冒死
迁移 　　9.哈萨克族缘何“落户”阿克塞 　　10.想起了民族干部华宝藏 　　11.草原纠纷的一些基本
数字和两个名人的不同心情 　　12.感念草原，同时也感受争议的凄凉  第二章 矿产不完全等于财富 　
　1.矿产资源的分布及其争议分析 　　2.先说丁文江的几个故事 　　3.再说翁文灏其人其事 　　4.可
可西里采金失控案 　　5.阿尔金山采金热引发的大惨痛 　　6.石棉大混战 　　7.河南陕西争夺金矿案 
　　8.现在的金子还会发光吗  第三章 土地无姓氏 　　1.土地无姓氏的困惑 　　2.张之洞心急如焚奏议
《请严定械斗专条折》 　　3.从清延续到民国的乡里械斗 　　4.民国年间徽苏两省三县关于西丹阳湖
滩地的划界纠纷 　　5.韩复榘均断冀鲁土地争执案 　　6.天津四乡地方不愿划归天津特别市 　　7.乡
里械斗的再认识 　　8.出现在70年代的几份械斗生死状、条约、合同 　　9.乡土中国与宗族宗法的色
彩 　　10.城里人的国土观念与乡下人的“心理地图” 　　11.土地问题仍是现今农村最易引发边界械
斗的导火索 　　12.纠缠不清的土地纷繁乱绪 　　13.为保自己的一方利益，与省政府打上了官司 　
　14.一口水井“闹革命” 　　15.黄河上，为解决滩地纠纷而出现的一道人文景观  第四章 树欲静而风
不止 　　1.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2.没有森林的感觉 　　3.五方杂处争山林 　　4.处在危险之中的
山林之争 　　5.森林大省的森林大争议 　　6.六盘山，“何时缚住苍龙” 　　7.云贵川的“不明飞行
物” 　　8.道法自然  第五章 不平静的海湾 　　1.海岛及由海岛引发的故事 　　2.滩涂资源的地盘 　
　3.海岛、滩涂和海域争议的蓝色背景 　　4.河北新兴的海兴县与山东老牌的无棣县“叫板” 　　5.
“前三岛”都在自己家里 　　6.沙洲三岛也起事端 　　7.红树林能否为内伶仃岛作证 　　8.从滩涂的
边缘到争议的中心 　　9.远离海岛、海域争议的几种途径 下 篇 共和国勘界壮举  第六章 中国政府和高
层领导人直面边界争议 　　1.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切关注边界争议 　　2.江泽民派专机
制止采金械斗 　　3.“勘界总理”李鹏 　　4.朱镕基严肃勘界责任 　　5.万里、田纪云亲自主持调处
苏鲁两省微山湖争议案 　　6.李先念、胡耀邦力促解决裕固族群众的草场问题  第七章 民政部把处理
边界问题专门化 　　1.开门便遇问题成堆的边界纠纷 　　2.首次调解，便以失败而告终 　　3.全国边
境线平静，民政部不指望调解可以息事宁人 　　4.崔乃夫首提全面勘定行政区域界线 　　5.既有协商
调解的“艺术”，又有“调停人”难当的感慨 　　6.全面划界的报告未获批准，“边界办”却获准设
立 　　7.“一试”激起千层浪 　　8.调查研究可以说明许多问题 　　　　　“四至八到”的正确所指 
　　　　　“沿革”是什么意思 　　　　　行政区划的由来 　　　　　中国古代的边界 　　　　　
中国古代也有解决边界争议的办法 　　　　　长城是中国的边界吗? 　　　　　柳条边与“清朝的行
政区域边界” 　　　　　谭其骧谈浙江省界、地区界的来历 　　　　　与勘界有关的两个文化名人 
　　　　　“一亩三分地”的出处 　　　　　分水岭，分水界 　　　　　四种线的一句话说法 　　
　　　边界线上的趣闻  第八章 不露声色的勘界试点线贯穿东西南北 　　1.勘界试点的前提 　　2.拉
开勘界试点的帷幕 　　3.进展顺利的一年 　　4.攻坚“四七三一一” 　　5.“线内开花线外香” 　
　6.用时间的尺度去测量  第九章 幅员最大的内陆全面勘界 　　1.高规格的官方勘界领导组织与国家应
承担的责任 　　2.“三驾马车”驾驭全面勘界的开局 　　3.1997，仍是势头看好的一年 　　4.思想不
乱、勘界不断、队伍不散 　　　　　内蒙古、黑龙江开始表彰勘界功臣 　　　　　“换位思考”的
皖豫线 　　　　　早勘定，于国于民都有利的桂黔线 　　　　　黔滇线:“睡着的娃娃莫摇醒”行不
通 　　　　　重庆的“退步方案”换来“进步界线” 　　　　　不能让湘渝线在两州、区地段搁浅 
　　　　　攀枝花盛开勘界花 　　　　　又领先一步的吉林 　　　　　浙江，也是一个走在勘界前
列的省份 　　　　　低头不见抬头见——甘肃也有新突破 　　　　　全面勘界第一线——藏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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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又出新经验 　　　　　两个埋设界桩的故事 　　　　　华夏第一点——天安门广场上
的四交点 　　　　　张牢生也谈边界线法制化 　　5.以联席会议制度统领全面勘界的如期完成 　　6.
既有压力，也有机遇的决战之年  第十章 三年跨越百年 　　　　——行政区域边界管理数字化 　　l.
微机启示录 　　2.超越障碍 　　3.填补了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的一项空白  第十一章 不是尾声的尾
声 　　1.从勘界的舞台走下来 　　2.不是尾声又是尾声的两点说明 　　3.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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