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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山河壮丽气候万千

· 一一东川古代的地理环境及气候

古代以产铜闻名于宇内的东川府，领一县一厅，有城两

座，一座是镶嵌于乌蒙山麓的会泽县城(又称“府城”)，一座

是座落于金沙江畔的巧家厅城。东川府由于位于云贵高原北

缘，山势起伏大，河流割切深，所以地形十分险峻J不过，人

们常常是以大自然的险峻为雄奇，以雄奇为美，而东川之山

河，天工巧夺，正赋予了这样的美感。

、。第一节．地理
／

： ～一、位 置一、但 且

古代东川位于云南省东北，与四川，贵州两省交界毗邻，其

地分为两部分，西北为巧家厅，东南为会泽县，府治在会泽县

城。东川府全境，据光绪《云南通志·地理志》记载。东起，

偏西12。3l’，西止，偏西12。3 o|’l北起，北极高2702l’南

尽，北极高25。50，。东西广1。，南北凌l。32，。节气减3刻7分

4秒，’冬至日出卯正3刻4分40秒，日入酉初初刻10分16秒，夏

至日出卯初初刻10分10秒，日入酉正3刻4分40秒。府治位

置，在省治昆明东：19595里，当京师(今北京)西南5920里，

偏西13。1，；．北极高26 02l，4l黟。巧家厅洽位置，在偏西

≮●矗七飞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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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北极高26。45’。

二、疆 域

东JiI府的疆域，据光绪<<云南通：鑫·地理志》记载； “东

至贵州威宁州界二百里，东至腻书河交威宁州界一百五十里：西

至四JlI宁远府(今四川鹾昌)界三百里；南至曲靖府寻甸州界二

百六十里，南至三道沟交寻甸州界=百五十里；北至昭通府界

一百六十里，北至江边交鲁甸厅界二百一十里(光绪《东JiI府

续志》为二百八十里)。东南至曲靖府宣威州界一百三十里，

西南至武定府禄劝州界二百五十里，东北至威宁州界一百七十

里，西北至四JlI会理州界二百二十五里，东西距五百里，南北

距四百二十里。"全境面积为11419平方公里。
。、

东Jll府所辖会泽县的疆域，同书记载； “旧管四乡五星，

东至者海牛栏江仙鹅抱蛋一百六十里，交贵州威宁州界，又至

佐窝江大渡口一百七十里，交宣威州界。西至小江杉木箐地方

一百里，与巧家分界I又至石匠房地方一百一十里，与巧家分

界。南至大龙潭二百六十里，交寻旬州界。北至法纳江小汛二

百三十五里，t交鲁甸厅界。东南至车洪地方，交沾益州界一百

三十里。西南至集义乡新村地方，与巧家分界一百(零)五

里i东北至昭通府鲁旬恩安地方，交界一百九十里。西北至象

鼻岭地方，与巧家分界一百四十里。所有连接四Jil会理，西昌

等，及武定禄劝地界，今归巧家管辖。"面积为5853平方公

里。 ：．、1·‘··
‘

r· ’， ^，’

东川府所辖巧家厅的疆域，同书记载： “分管三里，驻鲁

木得地方，在府城北隅=百四十里。，鲁木得距巧家土城三十

里，东距弩革汛竹箐地方，与会泽县连界二百八十里J西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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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江，与四川会理州连界五里；南距蒙姑汛石匠房，与会泽县

分疆之处一百六十里I北距牛栏江，与昭通府鲁甸厅，永善县

连界三百余里I东南至寻甸州及嵩明洲界四百八十里；西南至

武定州，元谋县及四川会理州连界四百五十里，东北至昭通府

鲁甸，永善界三百八十里；西北至四川会理、披沙及西昌县四百

二十里。”面积为5566平方公里。 ’

‘

三、入云南的大路经过东川 ．

：

据《华阳国志校注》说，从两汉至两晋，自越祷(今四川

西昌)到宁州(今曲靖)主要有两条大路。一条是从今四川会

理往东，经四川会东，渡金沙江到云南巧家(古名三绛县)、会

泽(古名堂琅县)，由此而南，互j曲靖(古名味县)或晋宁

(古名滇池县)。这条路，蜀汉诸葛亮南征，四川成国李雄遣

李骧攻打曲靖时，都走此路。另一条是自四川会理而西南，经

会理的黎溪镇，西南渡金沙江，到云南永仁，大姚(古名蜻蛉

县)：姚安(古名弄栋县)，由此往西，到祥云(古名云南

县)、、大理(古名叶榆县)，而往东则到晋宁：这条路，即唐

代的清溪路，又称“南路"，明，清时期，开始以从会理．黎

溪i到姜驿，再南浚金沙江，到元谋，武定、富民，昆明这一

嫱，作为进入云南的大路了。 ’
，，

二
·

p
^ 。

． ，、

+

，， 第二节 壮丽的山河
t 十

一‘ +一，名 山
。

1．绛云露山 ，，，、

绛云露山，在府城西南200里，自寻甸县车湖分脉，尽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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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口，绵延300余里，又名乌蒙山④乌龙山，云弄山．云龙

山，雪山、云屏山。山势雄伟，挺拔，险陡，高出云表，唐规

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南诏王异牟寻封禅“五岳’’②、“四

渎"③时，封为“东岳"。绎云露山有星粟，宝是，金见，日

海，此水、是乐．恒宝、振步，玉好，庆碧，笑隐，半有等十

二峰，绝顶有惠搦濒，汤丹厂在其间。清代诗人李文瀚《惠搦
湖》诗云。 “溟漾一片乌龙巅，湖水香飞五色莲。青童玉女朝

扣舷，洞箫短笛吹寒烟。风飘落叶波将粘，小鸟争衔过前川。

露出空明无限天，中有仙人倔与俭④。庞眉皓齿发连卷，欲求
大药充长年。雪老山深不敢前，使我流涕心泫然。，，由此，可

见绛云露山惠搦湖风光的优美。

2、大雪山，在府城300余里的法戛界，至向化里处便与武

定接壤，又名凉山。奇峰峭壁，终年积雪，上有怀定，象月，

吉济，露觅，玉纵等五峰。露觅峰最高，而且传说它能长，每

次长时，则有雷击之，所以又称露觅峰为克勇山，雷打山；同

时在露觅峰顶上有清池4处，水色呈蓝，并有缩泉，奇怪的是

缩泉一闻人声便不流了。大雪山还产共命鸟，白麇鹿(又名

“四不象’’)，银、铜诸矿。山下产大矿石，所以名为“矿

①乌蒙山。 。乌蒙"是。鸟蛮"之音的演绎。唐代乌蛮的

祖先仲牟由从曲靖来到东川，至十一代孙时逐渐强盛起

来，号称。乌蒙部"，宋代朝廷封其后裔阿杓为。鸟蒙

王"。。鸟蒙山骨由此而得名。

②五岳；为中岳，大理点苍山I东岳，东川绛云露山，南

岳，银生部蒙乐山，西岳，永昌腾越高黎贡山，北岳，
。 ‘

r

丽江玉龙山。

④四渎t为黑惠江，澜沧江．潞江．金沙江： ·：

④伛与任s古代传说中的两个仙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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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屯

；

}
二

一

王一，汤丹厂在其间；并有泉水往东流，名为倘俸溪，溪水向

东流入小u之山西，向西北流，又名为渭齿化溪，向西北流入

小江。’| ．

t

．、， ：．

3，福在山 ，

+ ：

一

’

‘

福在山，在府城西南约150里，从山脚至山顶约30余里．

山脉源于寻甸县凤梧山，与汤丹厂相对，又名牯牛寨山，山下

有牯牛寨龙潭。重岗绝麟，高峰矗立，常有云气笼罩，每当天

睛日朗，苍翠欲滴，四五百里外皆见之。清代诗人李文瀚《福

在山》诗云t “去天刚尺五，蜗角有蛮屯。终岁云埋顶，经时

雪压门。阴阳昏晓割，日月往来吞。不识危亡地，犹矜遗子

孙。黟从这首诗看，在距天仅口五尺一的山顶上，有少数民族

居住的村舍，终年云埋山顶，冬天大雪压门，严寒已极。同

时，那巍峨挺拔的福在山，又好象一道凌空霸世的天然屏障，

把山前山后的天晴下雨，黄昏拂晓，划分得清清楚楚，并且吞

噬着往来不断的日和月。如果是一个未曾到过山顶的陌生人，

他一定不知道，在那高耸入云的绝境上，如今仍然居住着少数

民族的子子孙孙l 。

4．翠屏山 ．
。

翠屏山，在府城东南1里(即府城藩甸门外)，为治所的

主山。层峦耸翠，环峙如屏，林木蓊郁，冬春积雪，上有桂

笑，鹏盖，翼影．美成，人恋，得此，镜有，梦局，神乐等九

蜂，并有九龙灵泉，泉边山蟑如壁，所以又名灵壁山。九龙灵

泉(即灵龙壁潭)之水，被引流入城。山下有9条箐沟，汇为

5条溪流，注入梅子箐，流入新河。6其“翠屏春晓"为东川十

八景之一。 。t

S，青龙山 。：

青龙山，在府城--IV．10里，

岳。 )、。 。+

．· f

与府治相望。层峦叠嶂，奇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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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被比拟为郡文峰。由于山上土石相半，宛如龙鳞，所以叫

青龙。山半腰有泉从青龙洞流出，并有青龙寺，寺毁予兵灾，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重新修建。清代教授赵淳郊游此山时，

写下《青龙山》诗云：。渡海穿花丛，沿山陟翠鞣。漱流破山腹，

洞天通一面。老僧解好事，梯云下长栈。猿牵次第降，笑语惊

天半。容光许日窥，幽谷须火见。仰视石五色，娲皇未经炼。

或如玉柱垂，或比云峰幻。杰阉展檐牙，曲房通列栏。入耳溪

声长，龙鼾卧石畔。应有住山人，山深路漫漫。但睹游仙床，

高县临古涧。出洞仍上山，傍岩休到阜。忽听一声箫，裂石惊

云散。举酒酬山灵，兹游亦堪羡。’’从这首游记的诗中，可略见

青龙山胜景。其“青龙残雪"为东川十八景之一。

6，石鼓山 j

， 石鼓山，在府城西lo里(即以礼河西)，与马鞍山对峙．

石蜂累叠，有巨石如午，击之有声，所以名为石鼓山。又相传

山有一石，·长5尺，宽2尺，厚1尺余，四周参差出入，状类箨①

石，左画处一孔，正圆径寸许，象一个天然的石磐放在那里，

下面还撑着一个石架子，当敲击之，声洪如钟，遇干旱扣之，

可以致雨，因此又名为玉謦山。其“石鼓樵歌，，为东川十八景

之一。 、． t ： 一+
{、

‘7，堂琅山 ． ，
、 ’‘，

：．+堂琅山，在府城北，巧家厅东的米粮坝，．从山脚至山顶约

30里，延袤百余里：《华阳国志·南中志》说。 留朱提县(今

昭通)西南二百里有堂螂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飞鸟过之不

能去。秒又说： “堂螂县因山名也，出银，，铅，自铜．杂药，，

有堂螂附子。"附子，属毛茛科植物，是乌头块根上所附生的

子根，性大热，有毒，为温肾回阳、行水止痛之良药。乾隆
’

一①箨(tuO拓)I俗称。笋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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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川府志》记载，；堂琅山“行人十里外闻药气"ti东晋太宁

元年(公元323年)姚岳与李骧的“堂狼之战’’就在此地。

8，金钟山 ；j f。：．

。金钟山，在府城西南1里(即翠屏之西麓)毒山腹空洞，

形如覆钟，那“磷磷青石，自末竞巅”、：。如果上山远眺府城，；

了若指掌。清代会泽知县李庆镛《金钟山》诗云： “金钟山势

嘲①城固，鼓铸全凭造化神。云树参差楼阁起，，文昌常此现双

身。"过去山麓有少数民族首领盂琰的祠祀(孟琰在诸葛亮南

征后，被提拔为辅汉将军，东川彝族自称是他的后裔)，后来移

建到华宜寨。其“金钟夕照，，为东川十八景之一。’’

9。纳雄山
’ 。

纳雄山，在府城西50里(即崇礼乡以濯河外)’，．又名太乙

山，太自山。尖秀如笔，清冷翠绿，登山远眺，一空千里。传

说山问夜静时，便听得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当地农人以为是神

灵，因此，凡到五谷成熟后，必先奉献于山中。‘to+，

-lO、饮虹山 ·． ； ，·

’

饮虹山，在府城西3里。山下有龙泉，名饮虹潭，潭水流

入新河(即义通河)，清代教授赵淳《饮虹潭》诗云。，“深林

护石岩，袱流出山腹。怪石自棱棱，溪流常汨汨②。洞口多潜

鳞，或云是龙族。几欲探骊珠，窗然③不可入。吐气云满山，

演沫雨盈谷。洪流润大川，报功宜耩屋。春秋用祈赛i丰篌觇9

富足s佳境恋游人，携尊时往复。喈喈④好鸟。鸟，}周团嘉树

(．}嘲(hart喊)l虎叫声。 ，'! ，’ ? 、。‘

③汨汨(gn9d鼓鼓)l水流的样子。 ；。j!，’，

⑦窗(y百p咬)然，。形銮耀远。 一．：．㈡ ·

④觇(ehaa搀)自窥祝或观测。 ’。’．

⑤喈喈(ji eji e皆皆)。和谐西鸟呜声。、，，一_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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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烟月小桥边，遥看画一幅。劳其。饮虹云阵劳为东川十八

景之一。
’

11，马鞍山
’

马鞍山，在府城西南10里。形如马鞍，以形似名。山麓有

五大村子，而龙募村则以桃树极盛闻名， “龙募桃花"为东川 j
十八景之一。以礼河从山下流过。

。

12、疙蚤山

疙蚤山，在府城北lO里，又名日翠山。山上有一种。土

蚤’’，从初秋啃草，一宜啃到秋草殆尽。山下有村寨，名为水

城， “水城渔笛”为东川十八景之一。

13．风魔山

风魔山，在府城3k200余里的则补，又名弩革山。上有

普花村，由于山道中风大不可驻足，所以得名为“风魔"。

14，碧峰山

碧峰山，在府城东90里(即者海犀牛塘下)．山顶高耸，

时起雾霭，所以又叫笔峰山。

15，尖山 一

。

l

尖山，在府城西3P,50里，从山脚至山顶约10余里，山巅直 。

上云表。山上有通往铜厂的大路。
’

16，老鸦山
。

{

老鸦山，距府城140里，在金沙江外交界的四川会理县。
，

山上有小铜厂，大银厂，杉木箐银厂。

17，大凉山 1‘ t一‘

大凉山，在巧家厅东北30余里的米粮坝，从山脚至山顶约

30里，发脉于将军柱岭，绵延106里“连冈复蚋①霜雪严寒，

w岫(xifi秀)l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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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产野兽．杂木等。”
‘。

18，阿木可租山 一 詹

阿木可租山，在巧家厅西Clip善长里的金沙江外)， 搿商

数千丈，广一百余里"，又名晚可山。山上有阿木可租村。，、

二、大 川

东川被金沙江围绕，牛栏江环抱，境内江河纵横，有大／卜

河流lO余条，均属金沙江(长江)水系。主要河流有。

1．小江 ，’

小江，发源于寻甸县车湖(即清水海)，由南向北流，经

过功山，到阿旺进入东川，经碧谷坝，至小河口流入金沙江；

境内流长120里。上游，为寻甸县境，称车湖江。下游，为东

川境，称碧谷江，清代京铜水运时，从此江可通航至金沙江。该

江有支流6条。

龙头山水t发源于寻甸县北面龙头山，由东向西流，至珊
山之后，从右汇入小江。

沧溪水t发源于寻甸县北面卑庄界岭的泉水，由南向j匕

流，至阿旺西的花沟村，东流，从左汇入小江。

花沟。发源于府城西150里的绛云露山，由西南向东北

流，经过乌龙村东，从左汇入小江，流长70余里(今称为乌龙

河)。 ，

中厂河，普车河。中厂河发源于府城西50里的雪山，由酉

南向东北流，从右汇普车河。酱车河，又名酱翅河，发源予府

城西(即向化里的乐隐山)，由西北向东南流，从左汇中厂河。

当两河会合，由西南向东北流，从左汇入小江。

尖山河。发源于府城西40里的尖山，由东向西流，‘经过小

9



扛塘北，从右汇入小江。 ．， ．I^f

倘俸溪水；发源予府城西200里的克勇山，由南向衣北流，

经过象鼻岭南，从左汇入小江。 。
．

：

2，以礼河 I ，； 。．+

以礼河，发源于府城南200里的饮马川(又名野马川)，

由南向北流，折向东北流，从右汇待补小河水之后，称为以濯

河。由南继续向北流，从右汇洛泥河。又由东向西流，经过

马鞍山东北，分为两支： ，

主支。由西向东流，称为新河(又名义通河)，汇饮虹潭

水，绕府城东，折西北流，从府城北流出，称为街子河。由东向

西流，汇梅子箐水，至以山村，汇东山北之水，折向西北流入

蔓海(又名濯缨海)。至马场分两流，l里许后又会合，由东

南向西北流，从右汇中河，右河，与马鞍山东北分流的次支会

合。

次支：绕府城西，由南向北流，经过石鼓山，．以礼村，纳

雄山东，至尖山东面，与马鞍山东北分流的主支会合。

当两支合流，由南向北流，经过鱼洞，称为鱼洞河，从左

汇则补河后，由南向西北流，至巧家南，流入金沙江，流长

240里。该河有支流4条： ，

待补小河：发源于府城南110里，由南向北流，从右汇入以礼

河源头(即饮马川水)。 ，

洛泥河。发源于府城北山中，由北向西南流，从右汇入以礼

诃。 ． 、

T

1|

中河、右河。中河，发源于府城北华宜寨山中，由东向西

流，汇右河。右河，发源于府城北10里的青龙山中，由东向西

流，汇中河。当两河会合，从右汇入以礼河。

则补河：发源于则补北山中，由西向东北流，从左汇入以礼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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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牛栏江
‘

．

牛栏江，发源于嵩明嘉利泽，上游称为车洪江(又名车漪

江)，由南向东北流，经过寻甸，马龙，沾益等县境，进入东

川境内，与南盘江源仅隔花山。入境后，由西南向东北流，以

江为界，右为宣威县境，左为东川境。由南向北流，从左汇沙

河，车乌小河，经过府城东的者海，再流，右为贵州威宁县

境，左为东川境，至与东川交界的鲁甸县恩安，由东向西北

流，从左汇头道河，经巧家厅之江底村北，、向西北流入金沙

江，流长700余里。在东川境内流长400余里，有支流3条。

沙河：发源于府城西南160里，又名苏东河，由西南向东

流，经过白革村，汇海山河，经过卡竹三家村，汇几落村水，

白土泥水，三岔河，经过杨桥冲东，木多尹五苗族村，流入落

水洞，由东流出，从左汇入牛栏江(即车洪江)。

车乌小河；发源于府城待补多著村，由西南向东流，从左

汇入牛栏江(即车洪江)。
’

头道河：发源于府城东80里的犀牛塘，又名硝厂河，汇各

山箐水，由东向西流，从左汇卡狼沟水，大麦冲水。由南向北

流，至硝厂，由东南向西北流，从左汇索桥水，至那戛，从左

汇入牛栏江。 。

4．金沙江

金沙江，自禄劝县北普渡河口进入东川境内，由西向东北

流，从东川西部边缘穿过。光绪《云南通志·地理志》说。

“东川府之水，尽归金沙江。"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南”

诏王异牟寻封禅“五岳"、“四渎”时，封为“四渎，，之一。其

“金沙夕照’’为东川十八景之一。东川古代的金沙江各渡口，

曾经是云南的门户，一些学者认为诸葛亮南征由此渡江，东晋时

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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