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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求知文库》是一套介绍科普知识的丛书，涵盖了环境、能

源、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现代社会拥有高度文明，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都很丰

富。但立足长远，能源贫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自然灾害这

些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人类，阻碍着社会发展，甚至给人类带

来了巨大的灾难。而青年一代正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力

量，怎样传承世界文明，使人类能够更和谐、快速地发展呢？

答案是青少年应该具备足够的知识，了解前人创造的文明，了

解社会发展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科技，保证社会长足

发展。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电视电脑为媒介的科学

教育专题节目也越来越多。但考虑到电视传播转瞬即逝，电

脑传播还不是很普及，为更方便读者阅读，我们特推出《求知

文库》这套丛书。本丛书覆盖面广，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兼顾

了科学性和趣味性。希望能给青少年朋友提供一个了解人类



文明、发展的窗口，为青少年朋友增长知识、促进成长尽一份

薄力。

本套丛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用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故事

把那些原本枯燥乏味的知识讲得浅显透彻、趣味盎然；把那些

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或忽略了的日常现象讲得令人恍然大悟、

豁然开朗；她真正地把学生课本所学的知识和社会实践融汇

贯通了。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及学者

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组稿过程中，我们对

一些业已发表的稿件进行了采编，有部分未能联系到原作者。

望作者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方便寄付稿酬。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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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道元

郦道元生活的历史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国家分裂、政治动荡的年代，
同时也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时期。这一时期上承秦汉、下启隋唐，
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有着深远影响。与政治动荡相对
比，这一时期在思想、文化、学术等方面都有很大成就。郦道元是当时
著名的地理学家，他的著作《水经注》则是当时最著名的地理著作。郦
道元在《水经注》中表达了他对统一祖国的愿望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
热爱。通过对《水经注》的了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地理学家的
高尚思想和品质。他严谨、科学的治学方法和高超的写作技巧使《水
经注》成为一部文字生动、内容丰富的不朽历史名著。经过后代学者
对此书的不断研究，还形成了一门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学问———“郦
学”，这是郦道元为后世留下的一项宝贵的文化财富。

众所周知，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结束
了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封建国家。由于秦统治者
滥用民力，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在秦末农民起义的浪潮冲击下，秦朝的
残暴统治只维持了１５年。公元前２０２年刘邦统一了中国，开始了汉
朝的长期统治。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在政治、经济、文
化等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两汉的版图总体上都超过了秦
朝。长期的和平发展，统治阶级逐渐腐朽。农民起义的烽火遍及全
国。尤其是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更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经过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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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封建军阀混战，中国出现了三国鼎立的格局。中国历史进入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晋的统一为时很短，中国再一次陷入分裂。部分
王室和南北门阀地主集团相结合在南方延续着统治，这就是东晋。在
我国北方则出现了所谓“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北方的混战直到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才基本结束。在南方，东晋之后又存在宋、齐、梁、

陈等四个王朝，被称为南朝。与之相对，北魏和由它分出的东魏北齐、

西魏北周被称为北朝。南北朝的历史持续达１５０—１６０年，公元５８９
年，隋文帝杨坚灭陈，最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４００年国家分裂的
局面。可见，魏晋南北朝是政局动荡的历史时期，同时我们也应看到，

这也是一个民族融合、思想解放、文化交流的时代。

秦汉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匈奴族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与中原王
朝的关系日益密切。匈奴族为其他各少数民族做出了榜样，他们也积
极地与中原王朝进行交往。从东汉末年起，由于双方政治、经济交流
的不断深入，许多少数民族内迁到中原王朝的统治区，其中最著名的
就是“五胡”：匈奴、羯、氐、羌、鲜卑。西晋末年各种社会矛盾严重激
化，王朝统治瓦解，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北方先后建立了若干割
据政权，古代的史学家称为“十六国”，实际并不止“十六国”，建立政权
的也不止是“五胡”。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与汉族人民长期共同
生活，共同劳作，最后都逐渐与汉族相融合了。汉族也不再是原来意
义上的汉族了：南方的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相融合，开发了我国的南
方，北方汉族则吸收接纳了游牧民族的许多优秀文化内涵，显得更加
勇于开拓进取。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壮大
的重要历史时期，我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由于融合了南北许多民族
的成分，显得朝气蓬勃，奋发向上，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人们的民族
意识不再是过去的狭窄的观念，而是更加注意兼容并包，取彼之长，补
己之短。这种进步观念在隋唐时期对社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这也是
民族融合的重要进步意义之一。隋唐时期的许多将相大臣都有少数
民族的血统，连皇族也有少数民族出身的嫌疑，但他们讲汉语，着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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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能作诗作画，与汉人已经融为一体了。从某种意义上讲，隋唐以后
已经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的汉族人了。说不定，我们的先世就是当初挥
鞭牧马人中的一员呢？

游牧民族虽落后于汉族的经济发展，但是相比之下思路开阔，敢
于接纳新鲜事物，富于创新意识，隋唐盛世的出现与这种思想的广泛
存在是有紧密关系的。许多汉人也从中受到启发，胸襟开阔，吸收了
少数民族的优秀品质。以上我们回顾了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概况。
在一些封建史家笔下，这是个刀光剑影的黑暗时代，这当然是不对的，
而在某些当代人的文章中，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仍有待于提高。如果我
们从社会的各个方面去看待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有着不
同于秦汉、隋唐的特殊历史魄力，它的内容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在我国
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只有真正了解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背景，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入考察
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社会层面。考察这一时期某
个人物的思想、功绩就更应充分了解这一时代的背景。

在这个地理大交流的时代，在所有的地理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
就是郦道元。他的著作《水经注》则是这个时代中一切地理著作中的
上乘之作。地理大交流的时代使郦道元能有这样的造诣。《水经注》
一书中记载了他在野外考察中取得的大量成果，这就表明郦道元同其
他地理学者一样，有大量的实践经验。由于当时南北分裂，郦道元不
能亲到南方，于是，他就广泛搜求南方的地理著作，进行对比研究，作
出自己的结论。他在《水经注》中注明引用他人的著述，据统计已超过

４３０种，实际上当然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这些著作大部分都是同时
期人们的作品。可见地理大交流的伟大历史时代，对于郦道元地学思
想和《水经注》的写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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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道元的家世和生平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有许多独特的时代
特征。尤其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民族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郦道元就
是生活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

郦道元所在的郦氏家族，据说是汉大将军郦商的后代，世居华北。
在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内迁的时候，郦氏家族没有迁往他乡，继续留居
华北，并且参与了少数民族政权机构。郦道元的曾祖父郦绍在鲜卑慕
容氏的后燕政权中任郡太守。拓跋珪南征时，他便举郡迎降了，北魏
继续给予任用，这与北魏政权重视汉族知识分子，官僚士大夫的政策
是相一致的。郦道元的祖父郦嵩也官至天水太守。

从郦道元的父亲郦范起，郦家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郦范在明元
帝时被任命为给事东宫。东宫是太子所居之处，这是一个侍候和教育
太子的重要职位。这位太子就是拓跋焘。把这个官职交给一个汉族
知识分子来担任，表明了北魏统治者“变夷为夏”的既定政策，也说明
郦氏家族受到北魏王室的高度信任。拓跋焘即位后立刻晋封郦范为
男爵。拓跋焘死后，又被晋封为子爵。在平定山东地区的战事中，郦
范立有战功，又封侯爵。到了孝文帝在位期间，郦范已经获得了外姓
功臣的最高爵位———公。他在北魏政权中为官达５０年，经历了５位
君主，从一个没有爵位的给事东宫，成为北魏王朝的宠臣之一。他平
步青云的历官道路反映了汉族知识分子在北魏朝廷中的重要地位。
实际上这也是民族融合的真实体现。

在郦范一生中曾两次出任青州刺史。在第二次出任青州刺吏时，
他已有了北魏王朝的最高封爵，有重要政治意义。孝文帝志在统一天
下，而青州是进兵江南的重要后方基地，具有战略意义。

郦道元在这时已经步入仕途。他在《水经注》上讲自己在太和十
八年时（公元４９４年）曾随孝文帝巡视北方，当时他任尚书郎。当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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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孝文帝迁都之际，这个英明的决策得到了汉族知识分子的普遍欢
迎，郦道元自然也是其中之一。尚书郎虽然职位不高，但能随皇帝北
巡却可见对他的重视。这给郦道元的仕途开了一个好头。

郦道元，字善长，是范阳涿州人（今河北省涿县）。他家乡称为郦
亭。在《水经注》的《巨马水注》中，他较详细地介绍了家乡的情况。郦
亭旁边的郦沟水是巨马水（今拒马河）的一条支流，郦道元的祖上就生
活在这里。关于郦道元出生的具体年代，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说明。许
多学者根据《水经注》的一句话作出多种推测，尚无一致结论，大约郦
道元出生于孝文帝即位初年。太和十八年时他曾随拓跋宏出巡，当时
还是个小官。由于父亲是朝廷重臣，他的升迁还是较顺利的。郦范死
后，继承了父亲的爵位，被封为永宁伯。

道元的仕途虽不如其父那样坦荡，但凭着自己的能力也有多次升
迁。从太尉掾开始，他历任治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颍川，鲁阳
等郡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黄门侍郎、侍中兼摄行台尚书、御史中
尉等职。后几项官职如河南尹（相当于首都市长、卫戍司令）、御史中
尉（管监察）等都是三品官，已经属于高级官吏了。在孝昌３年（公元

５２７年）任关右大使时遇害，朝廷追赠他吏部尚书、冀州刺史。

郦道元为政，史书上称是“威猛为治”，“威猛为政”，有的史书还把
他的传记列入“酷吏传”，这就有失公允了。郦道元所生活的时期正当
北魏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道元可能认为这时应当“乱世用重典”。

在任地方官时，他一方面威猛为政，同时还在地方上兴办学校，恢复发
展文化事业。完全不是人们意象中的“酷吏”。道元还是一个刚正不
阿的好官，尤其表现在他同皇宫中恶势力的斗争上。王室中的败类元
微曾诬陷自己的叔父元渊，由于官员宋游道能站出来说明事实真相，

元渊才得以昭雪，而郦道元是支持宋游道的作法的，并且认为是气节
可嘉，委以官职。道元的行为触动了元微的利益，于是元微迁怒于他，

史书称为“素忌道元”。另一个王室纨袴子弟元悦则有心理变态的症
状，他纵容小人丘念无恶不作。干扰正常的行政官员的选用制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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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郦道元正任御史中尉，他果断地将丘念逮捕。元悦又请太后为丘念
说情，郦道元坚决依法办事处死了丘念，并以此弹劾元悦。以上这两
件事都表明道元为官刚正，疾恶如仇，而且不惧权贵，甚至皇亲，敢于
与恶势力进行斗争。元悦从此怀恨在心。当时雍州刺史萧宝寅正准
备叛乱，元悦就怂恿太后任道元为关右大使去监视萧宝寅，结果道元
被叛军在驿站截杀。这种行为是多么可耻啊！可见，所谓“酷吏”的恶
名是不能强加在道元名下的，至于有的史书将道元列入“酷吏传”，不
少学者的研究表明这是受到了权贵们的排挤，于是二十四史之一《魏
书》的作者就依附了恶势力的权势，故意把道元列入“酷吏传”。二十
四史中的另一部《魏史》的作者在给道元作传时，已经有了改变，经过
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郦道元不仅不是所谓
“酷吏”，而且称得上是位可与包公、海瑞相比的“好官”。值得我们后
人敬仰。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权贵和恶势力可以用阴谋手段在当时
打倒一个人，确是易如反掌。但是最公正的还是历史。人们常说“历
史是无情的”，即一切是非功过，后世自有公论，谁也不能一手遮天，欺
骗历史，否则他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正义的人民所唾弃。

在当时的朝廷中，道元还是较受重用的，因为他的勇敢和果断，还
曾多次临危受命。见于正史的就有三次。第一次安抚北疆，第二次镇
压与南梁接壤地区的叛乱，第三次就是到关中监视有叛乱嫌疑的萧宝
寅。最终道元在最后一次出行中蒙难，这就可以说明他具有赴汤蹈火
的果断和勇敢的品质。

郦道元的清正虽已为我们了解，但是他不仅是一位“好官”，更重
要的是他是一位出色的古代地理学家。当然，他的地理学识主要是通
过《水经注》为人所知的，他在为《水经》作注时明确指名引用的文献达

４８０种，其中属于地理类的有１０９种。这１０９种中，属于魏晋南北朝这
个“地理大交流”时代的就有８９种。一方面反映了郦道元学识渊博、

治学严谨，也可看出这一“地理大交流”时期地理著作对他的深刻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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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道元在《水经注》的序言中对前代的著
名地理著作进行了批评、点评。秦朝以前，我国已经有了许多地理类
书籍，但当时由于国家不统一，生产力水平尚不够发达，人们对地理的
概念还比较模糊，这些作品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虚构。如《山海
经》、《穆天子传》、《禹贡》等。我们认为这种虚构是受当时社会条件限
制的，不必过分苛求。在这种虚构中，我们仍能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这种情况直到秦汉时期仍有一定市场，与人们相求真正了解地理知识
的需要发生矛盾。郦道元是坚决反对这种“虚构地理学”的。他提倡
严谨的学风，改变这种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情况，他在《水经注》序中
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和工作方法。其主要原则就是重视野外考察的重
要性。前代地理学者中已有人开始考察研究工作，但还没有意识到它
的重要性。我们常说科学的基础是真实，地理学当然更需要真实，郦
道元可以说开创了我国古代“写实地理学”的历史。

在郦道元生活的时代，当时的欧洲历史正是所谓“黑暗时代”，全
欧洲在地理学界都找不出一个杰出的学者。郦道元在世界地理学发
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郦道元的思想

郦道元出身于世代官宦家族，这种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开始接受
儒家的正统教育。《水经注》中经常引用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注文中
也表现了他对尧舜等古代圣王和孔孟等儒家大师的崇拜。儒家思想
是希望国家统一长治久安的，所以郦道元的思想也是以此为基准。长
期的国家分裂，使他希望国家重新统一的愿望更加强烈。他的青年时
代正是北魏政权励精图治，国势蒸蒸日上之时，而南朝则显得朝政腐
败，毫无生气。他的家族又受到重用，拓跋氏的“取夏变夷”的改革，都
促使他产生了由北魏统一中国的思想。道元入仕不久就成为元宏北
巡的随员之一，这说明他的才干已得到朝廷的赏识。元宏的改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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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信长期分裂局面将会在元宏的统治下结束，秦汉的大一统国家又
将出现。孝文帝的英年早逝对道元的打击很大。北魏国势从此江河
日下。他看到统一无望，于是开始潜心于《水经注》的撰写，通过写作
以寄托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统一祖国的渴望。

《水经》是三国时魏国人的作品，对道元来说，它算不得什么稀见
的古籍。道元选择为它作注，主要是考虑到《水经》的涉及范围很广
（当然还有地理学原因），正可以借为它作注的机会歌颂祖国的大好河
山，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水
经注》的撰写在郦道元生活的后期，这时的北魏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
之中，道元看到已不可挽回，于是把全部爱国主义情感都倾注在《水经
注》这部巨著之中。

《水经注》虽以为《水经》作注为形式，但并不受《水经》原有体系的
限制。《水经注》的著述范围是以西汉王朝的版图为基础的。这是他
祖国统一思想的反映。而且有时《水经》范围并不包罗西汉版图。如
现今海南岛，西汉曾一度设了两个郡，但不久就废弃了，但郦道元并未
放过，把它们附在《温水注》之后，进行了详细的描写。

由于北魏后期的衰败，道元已对北魏统一没有希望了，在《水经
注》中，就没有这样的政治倾向。尽管他终生服官于北魏，但在《水经
注》中却看不到对南朝政权的敌视，不以南北为鸿沟，甚至多次出现南
朝政权的年号。全书在卷五注中第一次出现了南朝年号，“宋元嘉二
十七年，以王玄漠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平碻隞（地名）守之。”元嘉是
南朝中宋政权第三个皇帝宋文帝的年号，元嘉二十七年（公元４５０年）

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是同一年。也就是这一年，拓跋焘曾大举南
下，而郦道元意在这一年中另一场南北战争中使用南朝“敌国”的年
号，如果我们联系到道元一家在北魏政权中所受的重用，就会为道元
的这一笔法所折服。由于长期分裂南北朝互为“敌国”，互相诬蔑的例
子举不胜举，前面提到的魏收的《魏书》就是其中之一，而早于《魏书》

的《水经注》能用平和的笔调来叙述南北战争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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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经注》４０卷的篇幅中，卷五的例子并非少见，卷二十八以后
更是多次使用南朝年号。有学者认为一句是道元在完成全稿后加上
的，正表明了道元后期对南北朝观点的变化。如前所述，道元晚年对
北魏已不抱希望，南朝同样不能成大器。故道元承认了南北对立的客
观现实，而回避南朝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与他向往祖国统一的愿望不
相符。为此，他更应南北兼顾，不忘南方的半壁河山，于是他采取了这
种方法。道元在晚年已经改变了原来尊北卑南的写作基础，这也是他
政治思想转变的一个标志。

人生活在大自然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大自然的恩惠。热爱祖
国、热爱生活的郦道元也是一个热爱自然的学者。明代的旅行家、地
理学家徐霞客的事迹不少人都有所了解，其实他在许多方面是继承了
郦道元，对于祖国山河的热爱是郦道元爱国主义思想的另一个组成
部分。

凡郦道元足迹所到之处，无不细心考察，对古代名胜古迹，自然风
景大多收入注文之中。对家乡郦亭的描写，抒发了他对故土的热爱。

对青州的描写，也是对各地风光赞颂的成功一例。如果是那些他不能
亲自到远的山水胜地，他必搜集大量材料，细心选取，然后进行加工整
理。由于他有实践基础和严谨的态度，再加上高超的写作手法，《水经
注》中描写山川的锦绣文章可以说是俯首皆是，其中有两篇历来为人
们传诵，成为千古杰作。近代以来还常常被选为中学甚至大学的
课文。

一篇是记述黄河孟门（即现在的壶口）瀑布，一篇是描写三峡的。

孟门离北魏的首都平城、洛阳都不很远，道元很可能去过多次，注文虽
只有一百多字，却把那里壮观的景色形象生动地摆在读者眼前。道元
写道：“（孟门）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

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怒，鼓若山腾，浚波颓迭，

迄于下口。”读到这，仿佛黄河水的飞沫已经溅到我们的身上，虽未到
其地，孟门瀑布的宏伟气势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瀑布两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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