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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经注》是南北朝时期北魏郦道元的著作。
从书名来看，此书是为另一种称为《水经》的书作《注》。
事情确实如此，三国时期的一位已经不知姓名的作者写了一本名叫《水经》的书，内容非常简略，全
书只有八千二百多字，每一条写上此书的河流，都是公式化的：发源、简单的流程、入海，或在何处
汇入另一条大河。
举条大河的例子，就说中国历史上四大河流之一的淮河吧，从发源、流程到结束，《水经》只写了一
百九十多个字。
再举条小河的例子，黄河中游古代有一条叫清水的小支流，对于此河的发源，《水经》只说：“清水
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
”但郦道元为这十二个字写了约一千八百字的《注》文。
全书《注》文超过《经》文二十多倍。
《水经注》是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巨构，是一部独立的古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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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经注》以《河水》开卷，河水就是黄河。
上古的地名比后代简单，黄河就称“河”，长江就称“江”。
秦始皇开创郡县制以后，一个地名普遍地分成专名和通名两部分，譬如“北京市”、“丰台区”，“
北京”和“丰台”都是专名，“市”和“区”都是通名。
行政区域的地名分成专名和通名两部分以后，自然地名也相继出现专名和通名两部分，譬如“燕山”
和“八达岭”，“燕”和“八达”都是专名，“山”和“岭”都是通名。
河流的通名早期称“水”，黄河称为“河水”，长江称为“江水”，直到《水经注》时代还是这样。
到后来，“河”与“江”两个专名，也被人们当作河流的通名使用，如“永定河”、“松花江”等等
，现在的“黄河”，“黄”是专名，“河”是通名。
“河”与“江”，原是黄河和长江的专名，后来成为一切河流的通名，为时已经很久了。
三成为昆仑丘①。
《昆仑说》日②：昆仑之山三级，下日樊桐，一名板桐；二日玄圃，一名阆风；上日层城，一名天庭
，是为太帝之居④。
《水经》和《水经注》都以“昆仑”开始，卷一之中有“昆仑墟”、“昆仑虚”、“昆仑丘”、“昆
仑山”等，而昆仑山至今仍是我国一条重要的山脉。
“昆仑”是外来语，成书于战国前期的《山海经》中已有此词，所以这个外来语引入中国很早。
因为是外来语，所以“昆仑”一词在各种古代文献中有许多不同的汉译，在《水经注》中，《河水》
篇同卷又译“金陈”，卷三十六《温水》篇中译作“金漭”。
上面各处的“昆仑”、“金陈”、“金'磷”，都作为地名。
但《温水》篇也有一个“昆仑”，却是作为族名的。
由于《水经注》的《经》文和《注》文，都以“昆仑”开始，所以此词值得重视。
不过因为是外来语，因而我们不懂它是什么意思。
在《河水》篇同卷中也用梵语对“昆仑”作过解释。
这是释氏《西域记》的话：“阿耨达太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
山，即昆仑山也。
”说明“昆仑山”在梵语中称为“阿耨达太山”，但我们也查不出“阿耨达”在梵语中是什么意思。
所以“昆仑”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民族的语言。
像“昆仑”这类已经消失的民族语言地名，在我国至今还有不少。
注释：①三成为昆仑丘：三级的土丘称为昆仑丘。
出自《尔雅·释丘》：“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三成为昆仑丘。
”晋代郭璞注：“昆仑山三重，故以名云。
”意思是说：昆仑山有三级，所以叫昆仑丘。
成，级，层。
②《昆仑说》：书名，不详。
太帝，天帝。
解释。
《山海经》把“昆仑”作为一处“方八百里，高万仞”的仙境，《淮南子》居然写到这座仙境高度的
尾数“三尺六寸”。
这类现代人看来非常荒唐的神话，在古代却能够流行一时，但正统的历史学家像司马迁，他在《史记
》中却指出，他不相信《禹本纪》（此书已亡佚）、《山海经》一类的神话。
注释：①《山海经》：我国古代地理名著，作者已不可考，内容包括山川、道里、鸟兽、祭祀、医巫
、风俗等。
方：方圆。
②仞：古时八尺或七尺叫做一仞。
③郭景纯：郭璞（276——324），字景纯，东晋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熟知五行、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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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筮之术。
自上：为“自此以上”的省略，从这里向上。
④《淮南子》：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撰写的杂家书，也称《淮南鸿烈》。
步：古代长度单位，周代以八尺为一步，秦代以六尺为一步，旧制以营造尺五尺为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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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经注》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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