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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图上的藏南地名补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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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参考１９３５版、１９５１版和２００９版《西藏地图》及２００５版《西藏分县地图》，采用综合编绘方法，对《中国地
图》藏南地区东段内的地名点进行了重新编制，将原来的９个点增加至３６个，基本实现了均匀分布、饱满充实的图
示效果。

关键词　中国地图；藏南地区；地名补白；综合编绘方法；制图学
中图分类号：Ｐ２７２　　　　文献标识码：Ａ

ＯＮＦＩＬＬＥＲＯＦＰＬＡＣＥＮＡＭ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ＴＩＢＥＴＯＮＭＡＰＯＦＣＨＩＮＡ
Ｈａｏ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１），ＸｕＨａｎｑｉｎｇ２），Ｈｕ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１），ＬｉａｏＸｉａｏｙｕｎ２），ＷｕＰｅｎｇｆｅｉ１），ＸｕＺｈｉｊｕｎ２）ａｎｄＬｉｕＧｅｎｙｏｕ１）

１）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Ｇｅｏｄｅｓ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ＡＳ，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７
２）Ｍａｐｐ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ｕｈａｎ( )　４３００７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ｂｌａｎｋｐｌａｃｅｎａ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Ｔｉｂｅｔｉ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ｂｙｕｓｉｎｇ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２００２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ｏｐｅｎ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Ｃｈｉｎａ，ｒｅｆｅｒｉｎｇｔｏ１９３５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５１ｅｄｉ
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ｂｅｔＭａｐａｎｄｔｈｅ２００５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ｂｅｔＳｕｂｃｏｕｎｔｙＭａｐ，ｗｅｆｉｌｌｍｏｒｅｐｌａｃｅｎａｍｅｓｏｆ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ｔｈＴｉｂｅｔｉｎｍａｐ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９ｔｏ３６，ｔｏｆｉｌｌ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ｏｆｔｈｅｍａｐ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ｈｕ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ｄｅｃｌａ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ｉｓａｒｅ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ａｍａｐ；Ｓｏｕｔｈ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ｃｅｎａｍｅｓｆｉｌｌｅｒ；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最近，有关我国藏南地区被印度所占的领土问
题又成关注热点。为了加强我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宣

示，相关的地图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地图对该地区表

示内容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之前，单之蔷［１］发

表题为“中国地图上的空白”一文，针对藏南地区东

段内的地名点在中国地图上的表示，提出了一个不

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历史上中印边界因各种因素形成了一条传统的

习惯线：即西起喀喇昆仑山口，东至喜马拉雅山南麓

的瓦弄，从亚洲腹地的帕米尔高原东南而下，经过与

尼泊尔、不丹的接壤，直至中缅边境。这条传统习惯

线的北侧地区长期以来归中国行政管辖，藏南地区

东段就在这条边界线以北。

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各国地图上，中印之间的边
界大体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北

岸平原交接线而行的。印度测量局１９０５年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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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图》、１９１７年的《西藏和邻国图》和１９２９年
的大英百科全书附图中对藏南地区东段边界的画

法，都同中国出版的地图一致。可是到了１９５０年，
在印度出版的地图中，这段边界却变成了以“未定

界”表示的“麦克马洪线”，４年后的印度官方地图
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竟然变成了“已定界”。

所谓麦克马洪线，是印度殖民政府外务大臣英

国人麦克马洪在１９１４年的西姆拉会议上，背着中国
中央政府代表炮制的，把原本在西藏境内资源最丰

富的藏南地区的大片中国领土划进了英国的印度殖

民地。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侵略政策的产

物，从未被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所承认。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民政部和国家测绘局权

威发布、中国地图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出版的１：４００
万双全开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２］（简称中

国地图）上，藏南地区东段内仅标注了达旺、德让

宗、邦迪拉、哥里西娘、尼乌木、格当、里戛、阿帕龙、

瓦弄９个地名点，相对这一广大地区来说显得很稀
少，形成了较明显的中国地图上的空白（图１）。

图１　标注９个地名点的中国藏南地区东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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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加强我国对该地区的主权
宣示，我们参考１９３５年版、１９５１年版和 ２００９年版
西藏地图［３－５］、以及２００５年版西藏分县地图［６］，采

用综合编绘的方法，按照均匀分布的基本原则，在

２００２年版双全开中国地图上的藏南地区东段内增
加“鲁巴（也称鲁帕，英译名 Ｒｕｐａ）、曲那门、塔库
姆、尼克特、巴里金、胡巴、瓦宗、伦卡、埃打让、培洛

根、加士岗、旁金、巴昔卡、野如、营五、拉曼、都登、埃

洛莫、尼杂木哈特、恩多林、钦邦、基明、娃买、卡多、

惹英、布瑞尼、因通埃坡”共２７个地名点，加上原有
的９个，这样就使得该地区在双全开版中国地图上
的地名点达到３６个，基本上实现了均匀分布、饱满
充实的图示效果（图２）。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是非常初步的。地

名的产生和发展与人文、地理、政治、军事、经济、宗

教等诸多方面密切相关。藏南地区的地名，经过了

千百年的演变和延续，无不沉淀着厚重的历史渊源。

以位于错那县的鲁巴为例，１９６２年的自卫反击战，
我军就是在这个地方击溃了印军第四师，１９３５年版
和１９５１年版的《西藏地图》上都标注了这个地名
点［３，４］。

藏语鲁巴意为“冶炼人”，在西藏不止一个地方

叫做鲁巴。阿里地区的札达县还有鲁巴乡，传说古

格王国时期，这个地方以精于冶炼和制造金银器而

闻名，当年阿里周围以托林寺为主寺的下属２４座寺
院的金属佛像都由鲁巴铸造；据说鲁巴铸造的佛像

用金、银、铜等不同的原料合炼而成，工艺清湛，通体

全无接缝如自然形成，价值甚至超过了纯金佛像，其

中最为神奇的是一种名叫“古格银眼”的铜像，为佛

像中的精品、极少流传于世，尤为珍奇。

我们相信，关于藏南地区的地图学研究是一项

复杂的工作。所以，本文增补的２７个地名点是否能
恰当地表达当地的社会形态，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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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标注３６个地名点的中国藏南地区东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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