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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长江文化繁衍的区位条件1 

邓先瑞，黄建武 

（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武汉 430079） 

【摘 要】从自然生态环境角度，探讨了长江文化繁衍的区位条件.分析表明：长江流域地处世界亚热带的一方宝

地,是滋养文化的“绿洲”和“沃土”；贯穿中国地形的三大阶梯,促成了文化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背靠“世界屋

脊”、面向浩翰海洋，成为文化交流的屏障与通道;位于自然过渡区和生态交错带,呈现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关键词】长江文化；繁衍；区位条件；亚热带；生态交错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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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地处亚热带，横跨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具有贯穿东西、连接南北和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曾使多元文化

的奇葩开遍沿江大地，如今更合理利用长江的优越区位，充分尊重长江的自然秉赋，正全面展示长江的风貌和精神.本文拟从自

然生态环境的角度来分析长江文化繁衍的优越区位. 

1 地处世界亚热带的一方宝地  

滋养文化的“绿洲”与“沃土” 

纬度地带性规律是地域分异规律的基础.纬度地带性的实质是南北差异,“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周礼•

地官》）可以理解为我国南方纬度低，太阳高度角大，日射射程短，气温较高;而北方纬度高，太阳高度角小，气温较低.气候

是纬度地带性的渊源，决定其它地理因素的地带性变化.世界亚热带气候区是介于热带与温带之间的一个重要过渡区，大致分布

在南北纬 22~45 范围内.一般说来，这里的冬季具有温带的各种特征，夏季具有热带的各种特征.由于地理位置、海陆远近等的

不同，世界亚热带在各地区的范围大小、气候状况及地理景观都不相同.由于海陆分布的显著差异，使南半球的亚热带远不如北

半球亚热带明显;地球运动所造成的行星风系及洋流影响不同，又使大陆西岸亚热带和大陆东岸亚热带有相当大的差别[1~3]. 

在这个复杂多样的地球亚热带，特别是北纬 30 左右的地带，是一个神奇的地区.这里有太平洋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也有

世界之巅的珠穆朗玛峰;这里有世界石油资源蕴藏量最丰富的地区，也有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大沙漠；这里有中国多彩多

姿的名山:黄山、庐山、峨眉山、神农架等,也有世界创造古老文明的大江大河的入海口……因此，这里有所谓“神秘的北纬 30”

之说. 

当我们审视与现今长江流域处于相同亚热带纬度上的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哈巴拉文明、玛雅文明以及

中华文明时，会惊异地发现它们大多数都已衰落和毁灭了，唯有源于黄河-长江的中华文明永续不断，世代相传，延绵已达五六

千年，至今仍在发扬光大.这是为什么呢？诚然,这是一个由综合因子决定的复杂问题.但与自然环境的差异与变化也是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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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格斯曾指出：“整个自然界,……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4]孕育

古代文明的纬度带，其气候环境也是在不断变迁.在距今约 6000-4000年间，正处于地球气候适宜期的中期，气候温暖湿润，成

就了农业创造的灿烂古代文明，并且这些古代文明还不约而同地分布在北纬 20~40 左右的广阔地区，形成了所谓“北半球中低

纬文明带”
[5]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距今 3000 年前后开始，全球气候又向着冷凉干旱的方向发展.

北半球中纬度地带西南季风势力衰退，早先撤退到较高果备地区的副热带高压带又卷土重来.在副高控制之下,空气下沉增温，

水汽远离饱和点，天气晴热少雨，所以这一带成为世界上沙漠最多的地带，诸如阿拉伯沙漠、撒哈拉沙漠、阿富汗沙漠、伊朗

沙漠等,使古代尼罗河文明区、两河流域文明区、印度河流域文明区都处于沙漠包围之中而衰落和沉寂.然而同处于亚热带的长

江流域，由于面向世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背靠世界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从而使季风气候异常明显;还有青藏高原的存在，

对季风环流形势的加强起着重要作用.这样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低空近地层为季风环流所控制，其势力超过了行星风系的作

用，所以这里的气候远优于一般亚热带气候，也有别于北面暖温带气候，这里强大的夏季风，在高温季节带来充沛的雨量，适

宜农作物生长,使之成为中国的粮仓和举世闻名的鱼米之乡.因此，长江流域所处的亚热带是中外学者公认的一方宝地.正是这方

历久不衰的宝地，长江文明才避免了与多数古代文明遭受沙漠掩埋一样的厄运，成为了孕育中华文明的“绿州”与“沃土”。 

2 贯穿中国地形的三大阶梯--文化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 

地域分异规律，是反映地理环境要素分布特征的基本规律.社会现象存在的地域分异，又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然现象地域分异

的继续[6].长江流域自 300 万年以来随着喜马拉雅山强烈隆起而逐渐形成,其区间各地高低悬殊，环境迥异,并深深影响着各地区

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叠加作用，“长江流域各地区之间的史前文化，在生产发展上是不平衡的，

而近现代地区差异仍十分明显，甚至表现出与地形三大阶梯相逆的经济文化三级阶梯状[8]. 

地学研究表明,我国地形是以山地和高原为主体，由西向东逐渐下降，形成一个由三大阶梯构成的大陆斜面.长江流域犹如

一条巨龙贯穿三大阶梯.它从“世界屋脊"的雪山出发，穿越千山、接纳万水，浩浩荡荡、一泻千里，奔向东海汇入太平洋. 

长江流域西部的东昆仑山以南、中段和东段唐古拉山以北、岷山-邛峡山-横断山脉以西的高原属最高一级地形阶梯.包括流

域内的江源高原、川西高原和横断山脉，为青藏高原的组成部分.高原面海拔平均高度达 4000~5000m,此外还有高达六七千米的

山峰耸立在高原上面.自青藏高原的东海拔在 1500~2500m,个别山峰可高达 3000m左右.位于巫山、雪峰山一线以东的广大丘陵、

平原为流域内地势最低的第三级阶梯，包括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淮阳丘陵和江南丘陵，除去少数山峰海拔高达 1000m 左右外，

一般海拔在 500m以下，长江三角洲地区海拔则多在 10m以下. 

长江流域史前时期，虽从第一级地形阶梯的唐古拉山地区到第二、第三级阶梯都有石器及古人类遗址的发现，但所反映的

文化生产是不平衡的.地处第二级地形阶梯上的滇中高原及其相邻区域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从已发现的关于人类起源和早期

人类的化石材料可以看出，其基本系列为：1400万年前的开远腊玛古猿--800万年前的禄丰腊玛古猿--400万年前的元谋蝴蝶腊

玛古猿--250 万年前的“东方人”--204 万年前的巫山人--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及其以后的各个时期的古人类.就是说,从猿到人

各个主要环节都有代表.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其他地区迄今难以找到心,也未在长江流域的第一、第三级阶梯出现.因为滇中高原

既不象青藏高原那样地势高、气温低、缺氧而难于适应，也不像第三级阶梯的低凹地那样潮湿闷热,环境得天独厚.新石器时代，

长江流域有代表性的可反映人类原始文明的遗迹，自上游到下游均有发现,诸如大溪文化、彭头山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

化、马家浜文化、秘泽文化、良渚文化等.但它们时间跨越二三千年，从新石器时代初期到后期的金石并用时期，从共同劳动和

生活到出现早期的贫富差别现象，发展是不平衡的.当然这也揭示其古文化是在长期连续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是前后相继、一

脉相承的.关于历史上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特定时期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战国之世，楚文化在与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的

争雄中，最终确立了它在长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蔚为壮观，其影响所及达到淮河以南的半个中国.这既标志着一个融流域内各

地文化于一体的长江文化已成雏型，也反映了各区文化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西晋之后，随着人口的大规模南迁,先进文化的吸

纳，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逐渐成为全国繁华的代表.另外，在同一文化区域中内部也有差异.如在地处第二级阶梯的巴蜀文化中，

长期以来，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粲然可观，领先于嘉陵江下游至乌江下游一带的巴文化和分布于滇北、黔北、川西的西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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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3 背靠“世界屋脊”，面向浩翰海洋— 

文化交流的屏障与通道 

区域的地理形势与海陆关系自古以来就受人们的关注.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就曾对我国地理形势作了宏观描述:“东渐

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此即所谓“四至”观.后代的“右高原、左大海”，“负陆面海”可说是“四至”

观的延续[10].这种地理形势不仅对中国大陆景观有显著影响，而且对中华文化的发生、发展与交流都有深刻影响. 

长江流域的地理形势，特别是背靠高耸的青藏高原，面向浩翰的太平洋，对长江文化交流影响至深. 

3.1 青藏高原与交流屏障 

青藏高原曾经是一个古海.据研究，一直到距今 4000万年前，这里仍是被称为古特堤斯海的海水所淹没着.嗣后，印度洋的

海底扩张，驾驭着印度板块向北漂移，推动着印度板块破裂脱开的、较年轻的板块相继与欧亚古陆相撞，俯冲到欧亚大陆下面，

古特堤斯海面积逐渐缩小，陆地范围日益扩大.古特堤斯海全部消失是距今一两千万年前的事.这时也就揭开了高原隆升的序幕.

高原的强烈隆升是距今 300万年前开始的.如今青藏高原的抬升并未停止，但却已显露出横空出世的雄姿，成为地球上最局大、

最险峻的局原.它的平均海拔周度在 4000m以上，其上纵横分布一系列高大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是最高矗的一座，藏语“喜马拉

雅”就是“冰雪之乡”.在全世界 14 座 8000m 以上的高峰中，喜马拉雅山脉就占 10 座;此外还有 40 座海拔 7000~8000m 的高峰

昂然在青藏高原，因此号称为“世界屋脊".在这里垂直地带性影响十分突出，自然景观及其组成要素随海拔高度而递变.由于气

温通常是随高度增加而降低，这里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在 0°C以下，成为地球上中低纬地区最强大的寒冷中心和冰川中心，其

自然景观与北极和南极雷同，因此又称作地球上的“第三极".由于这里相对高差大，这就意味着对能量和物质进行再分配的能

力强，并会对能量与物质的流通产生屏障作用、分流作用和阻滞作用.就交通屏障功效而论，在整个地球上只有两极冰冠和北非

撒哈拉大沙漠才可与青藏高原相比拟.青藏高原是“蒙没冰雪，经履千折之道（《后汉书•西羌传》）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正

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泥没足；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皮开拆”.说明了这里能翻山越业间短促，道路又艰辛，真是“高原

行走难，难于上青天”[11]. 

正因为上述情况,相互毗邻的东亚文明和南亚次大陆文明之间的交流，极少通过青藏高原这条直线距离进行，而多半是绕道

丝绸之路而得以沟通. 

法显、玄奘到南亚次大陆求取佛经都是绕着青藏高原北部、西部边缘走的.至于由中原地区抵达西藏核心地带的道路，到唐

代才正式开通，这便是所谓的“唐蕃古道”，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就是沿着这条越过雪山、峡谷的道路，实现唐朝与吐蕃间的

和亲，并沟通汉藏文化的.由于青藏高原具有屏障效应,它也成为了东亚文化圈、南亚次大陆文化圈、中亚-西亚文化圈、北亚文

化圈等几种文化类型的分水岭.其实，这种屏障效应在整个西南山区古代也是存在的.李白《蜀道难》一诗,就有声有色地描绘了

一幅蜀地山川奇险图，将入川道路上的奇险壮丽以及山高坡陡行路难的情景展示在人们面前.“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

凋朱颜”、“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已成为千古传诵的佳句.山道崎岖，交通不便，在古代必然带来流通受阻、

信息闭塞.黑格尔说：“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高原山区，特别是高峰林立的区域，不仅“一山有

四季，十里不同天”，自然景观复杂多样、瞬息万变，而且“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社会文化景观繁复斑杂，民俗古朴. 

3.2 面海与通道 

长江流域面向浩翰的太平洋，是联系内陆与海洋的纽带，是内地人走向海洋的主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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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较早掌握了制造和驾驭舟楫的能力.“独木舟出现的时间可能在大约 1万年前，最迟不晚于 8000年前”[12].距今 7000

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出土几把木桨.有桨必有舟.《周易》称,黄帝、尧舜时代即“削木为舟,刻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

中国古代有着悠久发达的航海，已为许多古籍所记载，也为不少考古文物所证实，更得到中外交通史和中国航海史研究的证实.

中国古代的远洋航行的规模和成就，应列入世界古代航海强之列，那种否定我国古代有灿烂海洋文化的观点是错误的
[13]
. 

我国的航海是首先从近海、内海发展起来的.长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航海的起点和海外交流的通道.先秦时期，长江下游已

有发达的吴越文化，农业得到发展.秦汉后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的农业又有新的发展.南宋偏安江南,又进一步促进的繁

荣，使之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元代漕'运是国内航海的杰出代表，它即是将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的大量粮食和物产，从

崇明由海道运到直沽（今属天津），再转运大都（今北京），海上漕运成为元朝政府的重要经济命脉.明代郑和（1371〜1435）

七下西洋是国际航海的伟大壮举.郑和航海就是由长江下游刘家河出发,航向亚、非各国的.15 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比 15 世纪末西

班牙的哥伦布（1451-1506）航行美洲，其规模要大得多，浩浩荡荡的船队在太平洋、印度洋航行. 

在我国，通过郑和等志士仁人的实践,虽然早已将海洋从“神秘之域”变成浩荡通途，但是对海运振兴的真正重视还是在突

破明清“海禁”之后.近代一些先进人物多有强调，梁启超说:“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

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规划了交通事业的发

展计划，其中又特别注重海运.提出了“以上海为东方大港”和“改良广州为一世界港”等.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和河海

交流的发展，以致使“东南沿海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能量发射中心”.如今,长江流域已成为中国内陆与外洋交流、国内外双向

开拓和陆海经济文化相互融合的重要通道.长江不但是沟通中国内陆东西南北的纽带和桥梁，具有广阔的腹地和国内市场,而且

还可通过“黄金水道”长江直达东海，连接大陆的“黄金海岸”,与国际市场接轨.从而进一步促进文化的交流、开放与发展. 

4 位于自然过渡区与生态交错带--文化的丰富性与多元性 

在自然地理地域变化中,许多地理区域界线实际上都是模糊的、不分明的;在现代生态学研究中，对不同生态系统之间的交

错地带（也称边缘地带）业已受到了高度重视.长江流域，幅员广阔，自然历史悠久，正处于自然要素的过渡区，并具有多样化

的生态交错带，为多姿多彩的区域文化的繁衍和发展提供了优势条件. 

长江流域处于热带与温带的过渡区，自然景观的南北过渡性特征明显.在气候上，除长江上游源头地区外，这里大部分区域

为优越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冷夏热、四季分明、热量丰富、降水充沛、水热同季.冬夏季节风向更替出现:冬季近地层受

蒙古冷高压控制,气流来自北部高纬度地区，盛行北风,天气寒冷干燥；夏季随着蒙古冷高压的衰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

强,夏季风劲吹,偏南,天气炎热多雨.初夏，长江流域还是热带气团与-极地气团的交绥区域，这里常形成极锋（梅雨锋），滞留

多日，降水频繁，阴雨连绵，出现“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情景.这就是人们俗称的梅雨季节.它既不同于“华

南前汛期”，又不同于“华北雨季河流是气候的产物”，与气候相对应，长江流域水量丰富，但季节分配不均,冬季是径流最枯

季节，夏季常出现洪峰,长江的汛期从 5月一直可持续到 10月，为全国各河流之冠. 

在自然植被和土壤分布上，长江流域也表现出南北过渡性.在长江干流和大巴山以北的北亚热带地区，植被主要为常绿、落

叶阔叶混交林，是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之间的过渡类型；相应的地带性土壤为黄棕壤，呈现出棕壤和黄壤之

间的过渡性特征.在大巴山-长江以南的中亚热带，其代表性森林植被为常绿阔叶林，个别地区还有含热带树种的常绿阔叶林；

相应的地带性土壤是红壤与黄壤. 

在植物区系上，长江流域也显示出南北区系互相渗透的过渡性.如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省，共有维管束植物 207科 1165属，

其中属于热带、亚热带成分的科占全省总科数的 40.6%,属占总属数的 26.4%；温带成分的科占全省总科数的 28.5%,属占总属数

的 29%；全热带成分的科占总科数的 6.3%,属占总属数的 3.3%；广布成分的科占总科数的 24.6%,属占总属数的 41.3%. 



 

 5 

长江流域还处于中国西部高原与东部平原的转折、过渡区.它自西向东横跨三大阶梯，流经高原、高山、盆地、丘陵和平原，

因各地自然条件变化多端，形成了不同的河流形态和各具特色的自然景观,也蕴藏了丰富的资源与物产.在西部长江上游的云贵

川地区，北有秦岭-大巴山屏障，气候温暖湿润，是地质史上冰期动植物的“避难所”和“安全岛”.在这个动植物的古老王国

中，拥有世界罕见的水杉、琪桐、熊猫等动植物“活化石”.在东部长江下游土地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暖、降水充沛，自古

以来就有发达的农业文化，特别是太湖流域还是稻作生产的发祥地. 

长江流域南北、东西的过渡性在动物分区上也有体现.由于长江流域内动物生态条件复杂多样,它在中国动物分区上跨越古

南北界的青藏区、东洋界的西南区和华中区.动物种类繁多，既有亚热带特有种，又汇集有温带及青藏高原高寒区成分.在野生

动物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以西南区尤为丰富，长江还是我国水生生物资源宝库,水产品产量占全国淡水水产品总量的 50%,有鱼

类 300余种,其中 1/3为特有种类.还有不少珍稀水生动物，如白鳍豚、中华鲟、白鲟等. 

从生态角度看，处于亚热带生态系统中的长江流域，又是热带生态系统与温带生态系统之间的交错带，因而兼有热带与温

带的一些特性.同时，由干、支流所经过和构建的整个长江流域，其本身还包括多种次级生态系统交错地带，诸如平原-湖泊-河

流生态交错地带:水网区；湖泊-陆地生态交错地带:沼泽区域湿地；山地-平原生态交错地带：岗地丘陵区；山丘与平原生态交

错地带:河谷盆地;海洋与陆地生态交错地带:海岸带与浅海带
[14]
. 

长江流域,作为自然景观的过渡区与生态系统的交错带，具有边缘效应,是物流、能源、信息流的交汇带，是新物种产生的

活跃区，也是具有生物多样性的区域.因此，这里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而且造成了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这里的高原文化、

山地文化、平原文化、河湖文化、海洋文化……，即是受制于不同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文化类型；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三

湘文化、吴越文化等，亦可以说是反映不同地域特色和生态环境的文化类型.至于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更是与各民族所处的生

态环境密切相关.然而所有这些文化都是由长江水来滋养的、由水来连接的，因而长江多元文化的灵魂是水，长江文化可定位为

“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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