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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 SH Hh LAAT BE 湿度、 降水 风云 和 日 照 等 。 第 4 章 惟 山区 

植物 的 分 带 和 农作物 的 高 度 界限 。 第 5 章 蒋 山地 的 森林 分 布 攻 其 意义 。 第 

6 RRR ILPCBA RIL. 第 7 章 居 山 区 的 农业 和 山地 利用 的 前 途 。 第 
SHRILKANHaA. 69 章 训 山 国 地 理 与 政治 的 关系 。 第 10 Heeb 

区 居民 的 生活 用 其 特性 。 

本 书 各 章 之 末 附 有 相当 丰富 的 参考 妇 献 目录 , 可 供 苛 者 进一步 弹 研 之 
助 。 

必须 强调 指出 : 由 于 本 书 作 者 的 政治 立场 之 不 正确 , 故 书 内 凡 涉 及 政 

治 部 分 , 苛 者 必须 提高 移 惕 ， 以 台 受 地 理 环境 决定 静 、 马 尔 茧 斯 人 口 论 等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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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 序 

”我 国 山区 的 面积 狗 估 全 国 总 面积 的 三 分 之 二 强 。 几 年 来 ,在 共 
产 党 和 人 民政 府 的 颌 导 下 , 山区 的 生产 和 各 项 经 济 建设 事业 有 了 很 
天 的 发 展 。 但 是 ,山区 的 富源 还 没有 充分 开发 出 来 ;因此 一 般 人 民 的 
生活 同 平原 地 区 比较 还 是 人 并 不 充裕 的 。 如 果 把 山区 的 生产 公 面 地 发 

| 展 起 来 ,不 仅 可 以 使 山区 人 民生 活水 平 进一步 提高 ,而 且 可 以 满足 国 
民 和 经济 对 农业 、 林 业 \、 牧 业 和 士 特产 品 的 需要 。 因 此 有 计划 地 充分 开 

RMA AUER AD REWER AS, BRB RET RAH 

个 具有 战略 性 的 重要 方向 。 
从 农业 生产 的 至 面 和 长 期 发 展 着 眼 , 也 必须 重 向 山区 。 邓 子 恢 

同志 在 山区 生产 座谈 会 的 总 和 结 报 告 中 指出 , 山区 的 建设 和 平原 的 关 
系 很 大 。 山 区 搞 不 好 ;水 土 流失 严重 ,就 要 影响 各 河 下 游 平 原 地 区 的 
安 业 第 产 ;这 样 , 全 国 农业 发 展 网 要 (修正 草 柴 ) 所 规定 的 目标 就 不 可 
能 实现 。 农业 是 发 展 工业 的 极为 重要 的 一 个 条 件 , 农 业 发 展 如 果 落 
后 ; 神 会 主义 工业 化 也 要 受到 影响 。 山 区 生产 如 果 不 公 面 发 展 , 农 业 
将 受 重大 影响 。 还 要 影响 出 口 .手工 业 等 等 。 总 之 ,六 亿 人 民 的 衣食 
佳 行 都 和 山区 有 着 密切 的 关系 。 

而 区 具有 很 大 的 生产 洲 力 ， 而 现在 一 般 生产 水 平 不 高 ， 如 果 把 
。 男 区 的 逢 食 产 量 略 微 提高 一 点 ,由 于 它们 面积 很 大 ,就 会 给 国家 增加 
天 量 的 财富 。 此 外 ,山区 倚 未 开发 的 可 资 利用 的 宜 林 、 宜 牧 的 土地 面 

积 很 大 ,其 他 资源 也 很 丰富 ,有 些 特 种 经 济 林 如 油 桐 、 杆 委 、 油 茶 等 都 
还 可 以 大 大 上 发展。 

我 国 很 多 山区 是 革命 老 根 据 地 , 老区 人 民 对 我 国 的 划 命 有 过 极 
天 的 贡献 ,因此 公 面 发 展 山 区 的 生产 不 仅 有 巨大 的 经 济 意 义 , 还 有 重 
大 的 政治 意义 。 
RAR, 因此 建屋 山区 必须 根据 山区 的 特点 。 对 于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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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 AY TY AR, 不 仅 要 知道 山区 生产 的 各 种 有 利 条 件 而 且 还 
必须 了 解 各 种 困难 的 因素 。 山区 的 自然 条 件 非 常 复杂 , 在 二 不 天 的 
区 域内 即 有 很 大 的 变化 , 对 于 农 、 林 、 牧 等 生产 起 着 各 种 程度 不 同 的 
影响 , 我 们 要 发 展 山区 生产 ,必须 首先 掌握 山区 自然 条 件 的 特点 , 因 
地 制 宜 ,才能 顺利 地 开发 山区 ,为 国民 经 济 建设 服务 。 

这 本 书 是 研究 山区 自然 地 理 的 名 著 , 作者 以 欧美 各 国 的 出 区 为 
研究 对 象 ,全 面 地 伊 述 了 山区 的 各 种 自然 地 理 因素 ,并 分 析 了 各 种 因 
素 之 间 的 相互 关系 。 

本 书 不 仅 是 作者 个 人 的 野外 研究 成 果 , 而 且 是 现代 英美 各 国 关 
FURR RIC, 在 欧美 各 国有 很 多 区 域 性 的 山地 研 论 报告 , 但 
几乎 没有 一 本 综合 地 介绍 山区 自然 地 理 的 著作 , 而 这 本 书 确 是 研 罕 
山区 一 般 自然 地 理 特 征 的 重要 套 考 书 。 他 山 之 石 可 以 攻 错 ， 翻译 未 
书 的 目的 便 在 于 此 。 本 书 各 章 之 未 附 有 相当 完备 的 文献 目录 , 可 以 
作为 蔚 者 进一步 研究 的 参考 ,很 有 价值 。 

ARE DARD RS, 最 大 的 缺点 是 作者 政治 观点 的 错 讽 。 作者 
对 于 山区 发 展 前 途 的 看 法 也 是 不 正确 的 , 他 认为 山区 总 是 落后 于 平 
原 : 而 山区 的 贫穷 和 落后 是 由 于 地 理 环 境 所 造成 。 比如 他 认为 由 区 
人 口 分 做 的 高 度 是 由 地 势 、 山 体 大 小 临界 温度 雨量 分 做 、 积 雪 时 间 
等 决定 ; 山区 文化 的 落伍 、 个 人 主义 以 及 几乎 完全 孤立 的 天 民 , 是 由 
Fie AS Hh HE AMA SOR, 这 些 错误 观点 在 “由 地 
的 政治 ”一 章 内 充分 暴露 出 来 ,可 见 作者 完全 没有 想到 山区 的 移 穷 和 、 
落后 主要 是 由 于 资本 主义 制度 向 山区 的 经 济 掠夺 的 结果 。 作 者 关于 
西藏 的 一 段 议 花 也 完全 是 错误 的 ,车 实 已 经 起 明 ,在 青藏 和 康 藏 公路 
通车 以 后 ,西藏 和 内 地 各 省 的 关系 已 日 吏 密 切 , 山 岭 的 阻隔 工 不 能 妨 
碍 我 国 的 葬 一 。 

本 书 作者 是 一 个 地 理 环境 决定 论 者 , th RR “AEE 
伟大 的 劳动 改变 山地 的 本 来 面目 ”但 同时 衣 为 ;山岭 将 永远 限制 人 
类 的 活动 ”因此 车 者 在 阅读 本 书 时 ,尤其 是 第 九 章 , 必 须 特别 警惕 地 
理 环境 决定 论 , 以 驶 受到 为 资产 阶级 服务 的 错 谈 理 葵 的 影响 。 

我 国 山区 的 建设 具有 非常 美好 的 远景 ,山区 轻 济 建 设 发 展 以 后 ， 

本 和 



-出 区 和 财富 一 定 会 源源 不 契 地 开发 出 来 : 现在 经 济 上 文化 上 落后 的 出 

区 将 成 为 社会 主义 的 经 济 上 及 文化 上 进步 、 繁 某 、 康 乐 幸福 的 山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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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序 

一 个 人 可 以 一 辈子 住 在 一 笃 山 岭 里 而 不 能 完成 对 这 一 井 山 岭 的 
研究 。 在 山地 , 地 壬 .地貌 气候 \ 植 物 生 态 、 以 及 人 类 的 适应 与 和 经济 

等 方面 应 了 解 的 是 如 此 之 多 , 以 致 要 用 一 本 书 来 讨论 全 世界 的 山 理 

地 理 , 似乎 有 点 唐 突 , 而 且 很 遗憾 ,作者 的 经 验 较 本 人 所 希望 的 有 限 

得 多 。 在 美洲 ,作者 对 于 加 拿 大 的 罗 凌 士 山 有 版 及 圣母 山 甩 ;美国 的 青 

山 \ 他 科 尼 克 山 版 、 蓝 岭 、. 奥 札 克 山 有 版 、 洛 磁 山 有 版 及 内 华 达 耳 有 版 有 一 些 
Rak ,或 售 做 过 一 定 的 野外 工作 。 作者 大 部 分 严格 的 野外 研究 是 在 
欧洲 。 全 经 游览 或 研究 内 华 达 山 脾 、 瓜 达 拉 马 山 有 版 、 比 利 尼 斯 由 有 版 ， 
布 温 斯 、 多 飞 内 、 萨 伏 衣 等 省 的 法 国 易 白 山 及 侏 罗 山 有 版 ,瑞士 的 发 莱 、 
百 尼 亚 、 奥 柏 兰 、 圣 哥 德 山 地 \ 格 利 孙 、 恩 加 丁 , 奥 国 的 提 罗 尔 (特别 是 “ 
斯 杜 巴 昂 白 山 ) 莉 尔 斯 堡 凯 末 、 套 偷 昂 白 山 、 卡 偷 地 亚 的 卡拉 得 肯 山 

有 版 ， 南 斯 拉夫 的 达尔 马 提 亚 昂 白山 ,意大利 的 ete CED SES 

aK), WET WRASSE RRR Bee. 很 多 较 相 的 
山岭 ,例如 苏格兰 高 原 、. 朱 理 雅 昂 白 山 及 阿尔 巴 ena Pea Ha ‘ 
WHET FEE PAY ER 

林 书 是 作者 个 人 的 野外 研究 ， 也 是 现代 山地 知识 的 评述 。 欧洲 ral 
人 在 这 方面 的 研究 是 很 多 的 。 山 地 不 仅 因 在 一 小 区 域内 表现 各 种 因 
子 而 引起 地 理学 家 的 兴趣 , 且 因 人 们 对 山岭 的 爱好 吸引 着 许多 科学 
家 到 山地 消 度 假期 。 但 欧洲 人 的 研究 除 极 少数 以 外 ,都 是 区 域 性 的 ,， 
缺少 一 般 的 评论 2?。 本 书 是 这 一 方面 的 一 种 尝试 。 AAEM 
人 的 意义 较 之 对 于 美国 人 意义 要 小 些 , 因为 美国 人 很 少 和 大口 稠 害 
的 山地 相 接触 芽 且 无 从 阅读 大 多 数 山 地 的 文献 。 

18 19 AE SR RAD, TBR OR A REE SEH BY A a a AL 

1) Jules Blache 的 近 著 :“ 人 类 利 山 ”是 一 个 显著 的 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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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勤 讲 布尔 大 学 中 由 伯 偷 查 氏 主持 的 昂 白 山地 理 研 究 所 欠 予 作者 极 
大 的 帮助 。 最 近 香 斯 布 路 克 大 学 成 立 了 同一 类 型 的 第 二 个 研究 所 。 
作者 全 在 上 述 二 研究 所 中 阅 苇 代 与 研究 所 中 人 士 讨 论 。 此 外 , 作 
者 亦 人 访 问 巴 钊 得 什 哥 城关 于 山岳 地 理 的 专门 图 书馆 一 一 雷 蒙 氏 图 
书馆 。 琵 德里 地 理学 会 图 书馆 ,使 作者 得 以 阅读 关于 西班牙 的 资料 。 
(EBS Ss BAM, DAE RAP ESHER 
的 机 会 。 上 壕 各 地 和 给 予 我 这 样 一 个 陌生 人 以 充分 协助 ， 使 本 书 得 以 
完成 ,是 证 对 于 科学 有 兴趣 的 人 们 的 普 逼 友谊 。 

如 果 作 者 在 过 去 没有 探索 过 很 多 被 研究 过 的 典型 的 问题 , 那 就 
不 能 衡量 别人 关于 山地 的 研究 。 1911 年 作者 作为 阿 特 伍德 的 学 生 ， 
在 圣 从 安 山地 开始 研究 山地 的 地 貌 。 1916 年 作者 于 哈佛 大 学 在 已 
故 无 德 先 生 指 导 下 第 一 次 研究 山地 的 气候 。 1927 一 28 年 及 1931 一 

32 年 作者 本 人 于 西西 里 西班牙、 法国、 瑞士 、 及 奥 国 合作 过 多 次 野 

处 工作。 本 书 假 定 读者 对 于 环境 理论 业已 有 所 了 解 , 对 于 某 些 环境 
”所 产生 的 特殊 现象 的 性 质 已 有 所 认 埠 。 这 些 特殊 现象 是 由 地 所 特有 
的 ,例如 逆 温 和 林 风 等 ,本 书 均 有 伐 述 。 惟 未 将 所 有 的 山地 特殊 现 
象 包罗 无 遗 。 这 里 所 讨论 的 地 貌 学 及 气候 学 是 地 理 的 地 貌 学 和 地 理 
的 气候 学 。 换 吉之 , 序 仅 逃 择 自然 地 理 中 与 人 生 有 关 的 事实 。 

.本 书 也 是 一 本 目录 学 。 目录 附 于 各 章 之 未 , 目的 在 使 本 书 各 章 
与 参考 书 中 精 凡 的 误 痊 取得 密切 的 联系 。 虽 然 有 些 参 考 书 包括 的 范 
围 很 广 , 本 应 分 列 于 各 章 的 参考 目录 内 ,但 同一 书 名 仅 偶 尔 重 烈 。 通 
常 各 书目 列 于 最 适当 的 地 方 。 一 些 关 系 较 少 的 文献 通常 是 因 其 为 革 
些 项 目的 权威 著作 而 烈 入 。 参考 书目 录 是 经 过 逃 择 的 研究 目录 ，, 系 
根据 各 种 不 同 的 观点 或 各 区 域 而 选择 的 。 所 有 和 鲁 经 参考 过 的 书籍 并 
BASRA; 所 有 列 大 的 书籍 也 没有 彻底 研究 过 。 REY LEE 
者 个 人 所 得 到 的 资料 大 部 都 已 广 明 ; 其 余 都 是 从 各 方面 搜集 辑录 
得 来 。 如 果 对 每 一 资料 的 来 源 都 致 感谢 , 旭 因 数目 繁多 , 必 使 读者 感 
到 厌烦。 目录 中 的 赴 释 仅 表明 比较 重要 的 资料 来 源 。 

最 后 作者 锌 向 惠 予 指导 的 同事 何 和 欠 作 者 经 济 上 的 帮助 并 准 离 
职 研 究 的 俄亥俄 大 学 致谢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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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 山 ”严格 的 说 , 山 是 具有 小 面积 的 窜 顶 的 一 个 显著 的 高 
处 。 高 原 是 同样 的 一 个 高 处 ,可 是 罕 顶 的 面积 较 寅 ,并 至 少 有 一 侧 
陡 创 。 在 山 的 定义 中 ,显著 "二 字 实 为 一 重要 而 难于 确定 的 要 素 , 因 
为 显著 和 高 度 一 样 都 是 相对 的 , 随 着 各 人 的 估价 和 各 大 所 用 以 测量 
的 标准 而 不 同 。 很 多 高 度 只 有 数 百 鹃 的 小 丘 , 平 原 居民 也 称 之 为 而 。 
有 一 作者 便 武 断 地 说 山 必须 高 达 1/4 哩 。 这 种 地 势 如 果 是 从 附近 地 
面 算 起 ,而 不 是 从 海平 面 算 起 , 那 末 可 以 肯定 悦 是 一 座 册 。 才 湾 海 岸 
的 悬崖 高 达 4;270 米 D ,其 地 势 起 伏 之 大 是 少 有 的 。 美 国 西部 天 平原 
高 达 1 哩 。 这 个 平原 上 的 低 丘 很 难 称 它 是 山 。 ISS 
山 ; 宅 不 独 技 海 在 4,270 米 以 上 , 且 较 其 附近 平原 高 出 2;440 米 ,而 且 

有 陡 峻 的 山坡 。 它 具 有 极 大 的 显著 性 。 远 在 用 牛 车 旅行 的 时 代 , 它 
的 雪白 的 罕 顶 鲁 为 初期 居民 的 响 导 。 他 们 在 掩盖 的 车 上 刻 了 标语 : 
“mez”, 这 是 一 种 记号 或 目标 ,对 于 组 步 而 行 满怀 希望 的 旅行 者 
SARA, 凡生 活 在 山 的 阴影 下 的 居民 , 在 他 们 的 幻想 中 
对 于 山 的 印象 十 分 深 允 。 可 惜 在 山 的 定义 中 实 难 包 括 如 此 不 易 子 解 
的 字句 。 出 有 成 片 的 ;也 有 和 孤立 的 。 

“个 性 ”这 一 要 素 帮 不 是 一 个 牵强 附会 的 名 说。 富士 山 及 受 特 那 
山 虽 同属 一 型 ,但 仍 各 有 其 个 性 。 此 二 山 都 是 孤立 的 火山 锥 ,接近 举 
项 处 山坡 坟 陡 峻 , 山 世上 比 较 平缓 。 AAR ee, 此 三 出 都 是 
人 类 活动 的 伟大 条 察 者 ,人 们 在 山 蓝 来 回 忙碌 , 似 蚁 丘 的 忙乱 。 册 的 地 
ER AN HERI TR WS DE AS At BB AE AR A, BEE 
Ny RAY, EAS MRE Ze Be A EE, 
AEA PIER ADB) Hs, EAE LI LE TC lila Hh EE, AR; 

1) 4 795 UE HAY HG EAS 9) 4, 270 米 ite t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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叱 是 危 嘎 的 力量 ; 屁 的 沸腾 的 火山 溢 岩 象 魔鬼 的 手臂 般 伸 向 村 落 。 
人 类 对 山 的 态度 ”广义 来 脱 , 山 就 是 山 ,因为 山 在 人 们 印象 中 

是 一 个 普通 的 东西 。 山 可 以 不 比 小 丘 大 ,可 是 假使 它 的 个 性 显明 ,或 
者 它 对 于 人 们 具有 象征 的 意义 , 那 末 佳 在 山 蓄 的 人 们 便 称 之 为 山 。 
希腊 时 代 , 帕 那 索 斯 山 (2;458 米 ) 和 奥 林 帕 斯 山 (2,972 米 ) 都 Bei Hy 
神 芯 的 神仙 窒 宅 , 它 的 附近 的 山谷 则 为 森林 之 和 神 及 女 山 神 们 邀 游 的 
地 方 。 上 二 时代, 由 是 神圣 不 可 侵犯 的 , 这 或 许 是 因为 隔膜 的 称 故 ， 
而 这 种 传 襄 至 仿 仍 流传 着 。 阿美 尼 亚 的 阿拉 拉 特 山 、 伐 利 亚 的 黎 巴 

嫩 出 都 是 圣 由 。 中 国 的 圣 山 至 少 有 五 个 ,其 中 之 一 是 四 川 的 峨 岂 出 ， 
高 达 3,089 米 , 山 上 有 宝塔 56 个 ;寺院 35 所 。 佛 是 痉 由 山 而 升天 的 。 
靡 西 是 在 西奈 山上 接受 诚 律 的 。 大 卫 决 定 以 锡 安 山 作 为 他 处 死刑 的 
场所 ; 阿 伯 拉 罕 在 莫 利 亚 地方 的 一 座 山 上 将 他 的 儿子 伊 撒 献 输 耶 和 
华 。 所 有 以 色 列 人 的 歌 话 中 都 表现 着 对 山岭 的 崇拜 。 
AEB, 人们 对 山 的 愁 惧 是 很 明显 的 。 JT RAS 

和 守卫 者 。 斯 起 的 那 蕉 亚 人 把 矮人 移 殖 山上 作为 冰 和 皇后 的 奴仆 。 相 伟 

在 窟 尔 普尔 济世 节 晚 上 ,天 上 和 地 下 的 女巫 在 德国 的 哈 欧 山 上 跳舞 。 
由 地 丢 赵 为 是 神秘 人 物 如 亚 奇 里 斯 部 下 的 勇士 、 侏 人 震 、 小 精灵 、 神 仙 、 
鬼怪 等 的 居所 。 出 擒 和 峡谷 是 如 此 使 人 恐惧 ;以致 在 1401 RBI 

人 亚当 去 罗马 朝拜 时 , 为 了 不 使 他 看 到 忍 怖 的 景象 而 把 他 蒙 了 眼睛 
PUSH, 许多 王公 大 臣 经 过 山岭 时 也 以 庞大 的 卫队 护 迁 。 
旅行 者 对 于 崎 虐 山 岭 的 灵 惧 也 可 由 其 通过 后 的 报告 中 必然 提 到 身心 
RRS, 

A—AH 1511 HP 4REHF BRAN , RBRRGt lek 

4G FE ARE AER ROAR, WL 1537 EEF ERR 
感到 昂 自 山 是 一 个 危险 地 区 , ERI, SA, FWA 
ST. ABIES SRI, HARARE A 
Wey SF 1732 年 写 过 一 首长 诗 赞美 昂 白 出 的 美丽 。 相传 瑞士 的 户 
外 文学 鼓励 了 卢梭 热情 地 提倡 重 返 自然 。 梭 竺 耳 氏 是 第 一 个 瑞士 昂 
自 山 的 大 慌 由 家 ,同时 也 是 卢梭 的 崇拜 者 , 他 在 1760 一 1787 ERIS 

四 次 企图 攀登 勃 偷 塞 ,这 在 当时 确 是 惊人 之 举 。 他 在 第 一 次 登山 时 ， 

¢ Bee 



对 山地 情形 很 不 熟悉 Ah TPA FORD PR ROR, 
一 个 登 上 勃 偷 罕 顶 的 是 巴尔 马 特 ,他 因此 而 获得 蓝 丁 国王 赐予 的 “ 勃 
偷 宣 ” 的 称号 。 楼 绪 耳 是 在 巴尔 马 特 以 后 攀登 勃 偷 守 的 第 二 久 。 

就 在 那个 时 候 , 英国 人 发 现 了 昂 白 山 。 他 们 是 第 一 批 攀 痘 偏 俱 
的 山谷 和 山内 的 旅行 者 。 喜 然 在 1791 PERFUME, 1811 HH, 
1812 年 芬 斯 特 拉 进 守 和 1842 ERS At APE. i 

哈 得 逊 、 哈 得 洛 和 陶 格 拉 斯 于 1865 SEPT EAR IEE (BURSARIES), 
凡 此 都 足以 和 英国 人 抗衡 。 自 此 以 后 ; 英国 人 和 象 潮水 二 样 少 双 瑞士 
的 偏僻 山谷 。 瑞 士 的 科学 兴趣 攻 位 于 英国 式 的 运动 。 易 自古 成 为 散 
文 和 恋 的 主题 。 人 们 一 定 会 刀 得 在 两 首 伟大 赫 歌 中 所 反 映 出 的 对 山 
岭 的 普 欢 的 想象 。 这 两 首 凋 歌 序 妈 这 瑞 士 中 部 的 席 勤 的 威廉 胶 尔 和 
记述 法 属 瑞 士 的 拜 峙 的 采 尔 得 哈 洛 得 。 

现在 , 人 们 对 于 山岭 的 态度 不 外 两 种 : 一 种 是 旅行 者 所 持 的 态 
度 ; 另 一 种 为 科学 家 所 持 的 态度 。 这 里 所 指 的 科学 家 包括 地 于 学 家 、 
地 理学 家 及 气候 学 家 。 可 是 这 两 种 态度 也 并 非 完 公 分 开 的 。 4 

山岭 崇拜 。 ”在 旅行 者 和 运动 员 中 间 产 生 了 一 种 现代 的 芽 且 较 
古代 更 有 意义 的 山岭 尝 拜 。 特别 在 英 、 法 、 德 . 奥 ,. 意 、 瑞 士 等 国 更 为 
明显 。 上 述 各 国 均 有 易 白 山 俱乐部 和 昂 白 山 期 刊 。 期 刊 上 登载 着 疏 
山 的 技术 和 登山 的 道路 ,也 有 和 纯粹 赞美 山岭 的 著作 。 亚 讲 德 、 龙 氏 便 
搜 筑 英 人 关于 山岭 著作 的 俊 作成 为 一 . 策 。 下 面 所 引 的 郎 采 自 访 集 。 

雪 莱 在 他 的 六 星期 漫游 记 中 描述 他 在 昂 白 出 的 情景 : 

“ 勃 偷 罕 克 峙 在 我 们 面前 -- 一 易 白 山 , 山 项 有 无 数 冰川 环 料 , LE 

曲折 于 山谷 中 一 一 森林 之 美 非 笔 寻 所 能 形容 , 但 美丽 中 带 有 庄严 一 一 

峻 树 \ 极 树 及 橡树 , 枝 时 交错, 波 蓝 夹道 。 PRIZE LC, 这样 

AER WIE BSI, MAE AE A Hh SR Ph ae 

REET aT, AT Ae ES al LT, HATELY A 2 PAD TL 

LL PASETRIE HS ASE, RL AY — iho A Sh fi A, 时 时 从 云 中 透 

露出 来 。 我 以 前 从 不 知道 也 从 没有 想象 过 山 是 什么 样 的 。 

惠 理 废 也 是 著名 的 昂 白 出 让 山 家 之 一 ,在 他 所 著 1860 一 1869 年 

昂 白 山 攀 登记 中 ,描述 露 簿 于 马 特 洪 冤 的 景象 如 下 : 
re 



“当时 太阳 已 西 帝 ， 玫 魂 色 的 日 光 和 蓝 色 的 雪景 相映 有 照 ， 极 目 而 

秽 , 惟 见 远 处 放射 出 车 和 白 而 纯洁 的 紫罗兰 色 。 LARUE 

中 ;而 山顶 则 分 外 明朗 。 当 我 坐 在 帐篷 门口 , 看 着 暮 蔓 变 成 晓 黑 时 , 地 

球 似乎 已 痉 变 成 不 是 那么 俗气 的 而 是 庄严 的 。 整 个 世界 已 死寂 , 而 我 

是 唯一 的 居民 。 

绅 莱 十 菲 尔 得 是 另 一 位 著名 的 易 白 出 爬山 家 ， 在 他 所 著 意 大 利 

昂 白 出 一 书 中 ， 他 已 无 法 找到 恰当 的 形容 词 来 表明 他 周围 的 美丽 景 

象 。 
4 AEE, 灼 BUDE PRK SRS 
FEM, 轻盈 的 微风 或 其 至 是 空气 的 涟 波 , 轻 轻 地 拥抱 戎 山顶 , 对 
于 透 过 薄 层 大 气 而 来 的 灼热 阳光 , 狂 豪 也 不 起 调剂 的 作用 。 所 有 三 面 
FARM MUARER EWA. WARS Ze 
映照 ,罗列 在 地 平 线 上 。? 

巴 地 龙 鲁 在 昂 和 白山 期 刊 (24 千 ) 中 描述 山岭 的 美丽 : 
我 以 为 对 山岭 的 理想 的 爱好 一 一 这 种 爱好 我 们 几乎 可 以 称 为 

精神 恋爱 , 因为 它 代 不 追 求 自私 的 目的 一 一 是 多 数 人 或 至 人 类 都 有 
” 的 。 而 在 怜 山 者 甚至 旅行 者 , 则 已 受 山 成 性 。 我 们 都 鲁 到 过 山上 ,或 

在 远 处 望 见 过 由。 当时 生命 和 欢乐 有 一 种 新 的 意义 。 世 界 的 地 平 线 
RRMA, 远 态 和 更 远方 便 成 为 我 们 的 幻境 。 有 时 候 我 们 站 在 山 
菩 ; 地 球 好 似 在 我 们 脚下 , 营 天 也 好 象 成 为 可 以 认 清 的 东西 ; 有 时 候 
我 们 在 静 穆 的 雪 地 和 冰川 陡 壁 之 中 ,上 面 是 冰 守 ,下 面 是 月 光 映 照 着 
的 流露 ;有 时 候 从 低 处 可 以 看 到 银白 色 山 朗 的 全 景 亲 时 呈现 在 我 们 
眼前 ,或 者 我 们 看 到 禾 远 的 雪 守 反映 于 日 光 所 照 的 湖水 中 。 

除了 旅行 者 以 外 ,山地 居民 对 于 他 们 周围 的 山岭 , 象 朋友 一 样 亲 
近 。 他 们 上 发现 庄严 的 昂 白 山 诗 或 和 项 可 亲 的 较 低 的 山岭 , 在 明明 十 
昌之 中 , 它 个 的 景色 永远 变幻 莫 测 。 

人 个 对 于 山地 及 山地 生活 各 方面 的 科学 兴趣 也 很 浓厚 。 山 地 科 
学 的 文献 很 多 , 研究 所 得 的 成 果 也 很 多 。 本 书 只 想 对 各 方面 的 研究 
提示 移 要 。 可是 篇 幅 有 限 RRA. TAU CE A Pe 
中 提供 充分 资料 ,使 读者 对 于 山地 人 文 地 理 的 一 般 现 象 ; 有 所 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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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山地 的 温度 

气 压 ， 任何 山地 的 气候 , 都 和 平原 一 样 ， 主要 是 决定 于 各 

2 盛行 风 和 大 陆 度 。 可 是 山地 的 高 度 和 方位 也 是 决定 气候 的 因子 。 

高 度 可 使 下 烈 各 种 因素 改变 性 质 :气压 空气 成 分 、 日 照 、 气温 、 温 度 

Be 土壤 温度 风 、 燕 发 量 , 湿度 、 云 量 . 雨量 及 雪 量 。 

方位 有 正 反 面 之 分 ， 可 使 气候 因子 因 高 度 不 同 所 发 生 的 数量 上 

的 差别 增加 或 减少 。 所 谓 正 反面 , 是 指 阳 坡 和 阴 坡 、 温 坡 和 干 坡 、 问 

ADEA EP ABE. 

上 述 变 动 对 于 人 类 的 生活 和 轻 济 具有 多 大 的 影响 ， 这 是 本 书 想 

关 释 的 。 因 此 ,必须 分 别 讨论 各 种 因子 和 环境 。 当 然 , 气 候 因子 的 相 

” 互 关系 构成 气候 的 整体 。 在 这 里 必须 提 到 的 是 :不 要 忘记 最 重要 的 是 

整个 的 气候 特性 。 这 里 我 们 帮 不 讨论 全 部 气候 学 , 仅 讨论 对 于 人 生 有 

重要 影响 的 几 企 方面 ,因此 这 种 讨论 纯粹 是 属于 地 理学 范围 之 内 的 。 

我 们 必须 彻底 明 上 一 个 基本 的 事实 ， 即 气压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减 

少 。 假 使 在 20”C 时 海平 面 的 气压 是 762 OK, AAMAS, Bl 

因 高 度 之 增加 而 减少 的 气压 如 下 表 : 

气压 和 高 度 

平均 气压 | 每 一 训 米 气压 相当 || 平均 气压 | 每 一 训 米 气压 相当 

高 度 ( 米 ) | Ger) | 高 度 所 差 的 米 数 | BECO | Ge) | 高 诬 所 差 的 米 数 
0 762 10.5 | 3,000 532 15.1 

500 719 11,1 3, 500 501 16.1 
1,000 678 11.8 4,000 470 17.2 
1,500 639 12.5 5,000 415 19.6 
2,000 601 13.4 6,000 364 22.5 
2,500 566 14.2 | 

HE: FET DEK BAA, (CREP ILA; 以 毫 巴 为 单位 者 代表 “能 量 ”, 由 重量 变 

能 量 须 乘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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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上 述 可 知 气 压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减少 的 " 率 "， 井 不 一 律 。 下 面 
是 计算 气压 减低 率 的 公式 :假使 一 立方 厘米 的 空气 ;在 海平 面 的 压力 
是 1;003 克 或 762 毫米 ,最 初 每 上 升 10 米 , 气压 减少 一 毫米 ;以 后 每 

上 升 10 米 , 压力 减少 1.9 毫米 。 假使 要 进一步 研究 这 一 沽 压 公式 ， 
可 以 参考 克 庄 赫 版 本 的 汉 氏 著作 。 上 述 是 一 常用 表 , 除 需要 特别 准 
确 者 以 外 , 均 可 应 用 。 最 重要 的 规则 是 每 上 升 10.5 米 , 气 压 减 少 0.1 

毫米 , 郎 每 一 小 时 的 压力 等 于 90 米 。 但 在 -900 米 (3,000°R) 以 上 部 
不 再 适用 。 代 且 压 力 的 增 减 因 天 气 、 秋 度 和 气温 的 垂直 梯度 而 妓 。 但 
气压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减少 的 现象 ;各 山岭 大 和 致 都 很 规则 。 

下 面 是 几 个 高 地 的 平均 气压 : 

高 山 气 象 站 和 观 调 所 所 调 定 的 气压 

地 点 | FHA) 

基 多 547.5 

波哥大 (在 哥伦比亚 ) 558.4 

时 西 tHe 586.3 

爱 特 那 山 (在 西西 里 ) 534.4 

密 地 罕 ( 法 国 ) 539.5 

Hh fe & (tHE BM) 

松 不 利克 (瑞士 ) 

VER MTEL AR (Pa HE) 

447.0 

519.7 

435.4 

RA RD IF UREA 8 AM ABR, Ae ERE RE TR 

的 固有 热 及 动力 热 , 估 能 影响 露点 ,同时 气压 对 人 体 生 理 上 也 有 重大 

影响 。 我 们 明了 空气 密度 随 高 度 增 加 而 减少 后 , 便 可 进而 诗 论 日 照 。 

日 照 女 日 光照 射 于 一 暴露 的 物体 上 所 上 发 生 的 作用 或 结果 ， 及 其 所 产 

生 的 温度 。 

日 照 由 于 局 部 地 鹏 的 不 同 而 影响 到 山岭 吸收 量 照 的 条 件 有 

三 : 即 高 度 、. 暴 露 山坡 的 坡度 和 局 部 地 势 的 位 置 (图 1 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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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光 
本 图 以 网 心 需 观 察 点 。 AMtKe 

至; 底 绝代 表 冬 至 ; 中 弧 是 春分 与 秋分 时 

太阳 的 路 径 。 HEMT SB WET AME 
WKAR AEE, 本 图 的 观察 点 需 法 属 昂 白 

图 1. 

地 面 吸收 日 照 的 百分比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增加 。 原 因 有 二 : 
一 为 空气 密度 的 不 同 。 低 地 上 ， 

空气 吸收 辐射 能 很 多 ， 因 此 地 

面 所 受 日 照 较 少 。 PF 2,450 

KU, KAMER 

3/4;5;800 米 处 仅 则 1/2。 

大 气 下 层 对 于 日 光 有 较 大 

的 吸收 能 力 ， 这 不 仅 因 为 它 的 

密度 大 ， 而 且 也 因为 大 气 的 性 

BART). KARA AOR, Ee 

埃 所 能 吸收 的 热量 比 空 气 中 其 

他 任何 元 素 为 多 ， 而 所 有 水 燕 
止 之 维尼 侈 古谷 (根据 阿里 克 斯 氏 )。 | 气 和 二 氧化 碳 等 都 接近 地 面 。 

在 拔 海 2,450 米 的 高 地 上 ,水 气 仅 及 地 面 的 1/2 ,尘埃 还 不 到 1/2. — 
氧化 碳 很 重 ， 在 晴 遍 无 风 的 
AFH RBH, 900 米 

以 上 的 天 空中 ， 液 体 和 固体 
的 杂质 对 于 日 照 的 吸收 很 

少 ; 可 是 道 温 层 中 的 湿 气 

旭 例外 。 高 空 大 气 中 没有 杂 
A, MP O)ABAZA CHW 
FIAT LFS 5 ye 

FEE, Pw we 
W ， 奥 柏 兰 的 少妇 Sy ye 
3,454 米 , 在 太阳 上 升 后 仍 可 

AR Be, 
EP LS A 

eicny AHA, SETA) ae A FA 

50% 1,800 米 的 高 空 则 达 

ty! 7 

Wy 
中 重 下 午 
12 ' 2 7 

% 

oy 2 
UYU). AAA 

NV. Bi 
@ A, N SS 

NN 
NN 
SN WO 

SSa 
NS 

AANA 

NMG 
NA 

WH | | 所 
WM@MUWUUWOWOD 

Al2. 谷 认 各 地 的 日 照 时 数 
法 属 昂 白 册 华 尔 高 竺 马尔 谷 内 的 阳 坡 十 站 “ 

阴 坡 五 站 。 黑 区 之 间 代 表白 屋 最 长 日 的 日 照 时 
数 , 白色 部 分 代表 白明 最 短 日 的 日 照 时 数 (条 自 
地 理 评 葵 ,美国 考 绝 美国 地 理学 会 出 版 )。 

SN 
y 
Y 
Y ESN 

N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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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高 度 和 有 吸收 日 照 百分比 

地 点 高 BE Ok) 日 Mm (%) 

4) fi x 4,807 94 

me 2 - eR 3,050 80 

ue FF HK OSil 1,200 79 

格 tH MR A MR 215 71 

在 喜马拉雅 山 的 列 城 , BK TERA AR, BEB AEE, 

RSE BE, AAPA. RSPR Rin Saw edi ea 

= Fie EYES he SHB IM BK. | 

my 21% A AB ot 1m BA RAE RA, ROME Sa ZY , 因 

此 日 光 的 化 学 作用 随 高 度 的 境 加 而 您 强 。 正 常 大 气温 度 和 化 学 作用 

的 温度 的 区 别 可 由 高 度 的 感光 温度 观察 到 。 感 光 温 度 等 于 12 X 工 ， 

其 中 工 为 日 光 在 每 分 甸 照 射 在 每 一 立方 厘米 空气 的 克 卡 。 “aS 

作 反 射 面 ; 那 末 所 乘 的 系数 可 以 增加 到 20, 

例如 在 达 伏 斯 , 工 一 1.46 HE 12 X (1.46) =17.5° C 
20 X (1.46) = 29.2°C 

达 伏 斯 雪 地 表面 的 气温 虽然 在 —10° fA aT. BIUAHA 

为 有 强烈 日 照 , 因此 高 空 低 气温 的 影响 便 沽 少 。 所 刘强 烈日 照 序 烃 ， 
日 光 直 射 时 ,当地 的 土壤 和 植物 的 温度 均 增 高 。 因 此 ;地 面 高 度 增加 

和 轻 济 价值 减低 卉 不 完 公 符合。 山坡 植物 的 位 置 也 往往 较 气 温 所 容 

许 者 为 高 。 高 山 的 热量 和 日 照相 符合 ,可 是 和 气温 无 关 。 

气温 和 日 照 值 的 关系 ,作者 提供 观测 的 结果 如 下 :这 是 作者 在 七 

月 某 日 上 午 十 时 在 比 利 尼斯 山中 部 攀 那 斯 克 附 近 一 冰 斗 中 的 观测 

( 永 斗 拔 海 2,250 米 )。 当时 日 光 中 的 气温 是 46.5°, 萌 影 中 的 气温 只 

有 13"。 作 者 亦 鲁 在 格 利 孙 的 偷 威 斯 (1;383 米 ) 观 测 太 阳 的 热 方 。 那 

是 在 十 月 一 日 下 午 , 山 影 以 极 快速 度 掠 过 市 鳞 三 灵 : 第 一 灾 在 三 时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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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一 分 ;第 二 砍 在 三 时 五 十 六 分 ;第 三 灵 在 四 时 一 分 。 即 每 次 间隔 五 

分 甸 。 所 得 气温 的 记录 如 下 : 

日 落 前 的 气温 : 27.5°C 

日 落后 五 分 血 的 气温 : 21.25°C 

日 落后 十 分 链 的 气温 : 17.5°C 

上述 事 实 瑶 明 稀薄 空气 的 温度 ,大 部 由 日 照 所 决定 。 
WG (GER AS) BE. BERK, PEPER POR 

MR TBR. 

Ht FRE PYAE 

ise 3 Be FAR AE 地 点 高 BE Ok) da 

at 35 尔 it 2,570 21.0 

BE aR 2,890 28.0 

Me er 格 hy 特 3,140 32.8 

‘ | 

气温 和 高 度 一 般 说 来 ;气温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降低 ,但 是 这 一 

点 也 有 例外 ,以 后 再 谈 。 气 温 降 低 率 是 由 于 空气 的 成 分 、 山 坡 的 倾斜 
并、 而 坡 的 性 质 \ 方 位 山体 、 植 彼 和 当时 的 气流 等 而 定 。 气 温 下 降 的 
基本 原因 如 下 : 

高 度 仿 大 ,空气 侣 稀薄。 因此 吸收 和 保持 热量 的 气体 分 子 减 少 。 
气压 表 的 升降 可 以 作为 空气 稀薄 程度 的 指标 。 

三 氧化 碳 和 水 燕 气 是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减少 的 两 种 主要 明 热 气 
体 。 这 两 种 气体 是 低层 空气 中 极 普通 的 杂质 。 

ECR DTD ABD STARE ARR A, 
BRS HIBS 100 米 相差 1" C ( 即 每 300 米 相差 1.6"F )S 

”上 消 二 定量 空气 的 压力 , 即 等 于 减少 尽 气 体内 的 分 子 数 目 : 亦 序 鼓 定量 
气体 内 各 分 子 相 播 的 次 数 减 少 。 因 此 ， 由 于 分 子 相 撞 而 产生 的 热量 
也 沽 少 。 这 种 气体 分 子 热 称 为 固有 热 。 

下 层 空 气 所 吸收 的 热量 , 比 体积 相等 的 上 层 空 气 所 吸收 的 为 多 。 
各 野人 空气 吸收 热量 的 多 少 由 空气 的 成 分 和 密度 所 决定 ， 其 中 最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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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元 素 ( 或 称 杂 质 更 为 恰当 ) 是 竺 寺 、 二 氧化 碳 和 水 燕 气 。 UREA 

的 分 子 对 于 日 光 的 短波 轻 射 不 易 吸收 ， 所 以 气温 的 增高 大 部 分 由 于 

HBR AK Ue we NFO TE SE. 
气温 的 垂直 梯度 , 因 

高 度 的 增加 而 降低 的 实 

Rees, EEE 地 点 均 

可 发 现 。 这 种 实际 气温 

的 梯度 , 双 另 有 很 多 其 他 

因子 加 大 在 内 ,因此 和 禄 

热 递减 率 不 同 s 1788 年 

梭 糙 耳 在 昂 白 出所 测 的 

Se ee eee 记录 为 最 早 的 记录 , 据 测 

图 3. RRB LEAP RTL PSH A 得 每 上 升 88.76 K, 气温 

此 孤立 的 山 罕 上 有 一 欧洲 最 高 的 永 AJ 相当 1.6°, 以 热带 区 以 外 

_ ”常年 气象 观测 站 。 URE 区 系 一 曲 型 的 

sence $8665 Gy dE ETT DAK 的 十 七 处 山岭 平均 计算 ， 

每 100 米 为 0.57 。 人 eich oh 

100 KH 0.63°, BRI ， a 

在 亚 里 桑 那 州 的 圣 加 他 于 
HBS 测 得 的 梯 度 蝎 高 辟 

至 每 102 米 为 0.75"。 傅 已 
留 在 他 最 近 发 表 的 论文 
FAB ARPES Hak 169 处 所 

得 气温 梯度 的 平均 数 为 

每 100 2K 0.52°, WH 

图 采用 每 200 Rv — i | 了 
Mee, ELS YOKE ws. Sep Te 

的 杰作 气象 图 集中 ,采用 此 村 落 和 它 所 属 的 田园 全 部 位 于 由 人 答 的 阳 

ie 河流 为 阴 坡 森林 的 边界 。 AS Sa ef 

每 150 米 为 一 度 的 标准 。 二 的 一 个 最 谷中 。 (根据 新 大 学 地 理学 ， 深 明 

以 上 所 了 述 , 均 将 气温 订正 公司 出 版 

至 海平 面 。 它 的 优点 是 已 将 繁复 的 地 方 删 去 ， 控制 气候 的 一 般 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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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子 可 以 一 目 了 然 。 研 究 山 地 的 地 理学 考 ， 如 果 要 特 道 由 地 的 实际 气 
温 ; 可 以 将 该 山地 的 高 度 用 150 或 200 除 之 ,并且 减 去 地 面 所 测 得 的 

气温 ;部 得 山地 的 实际 气温 。 
宁 文 鲁 提 出 研究 气 温 垂直 梯度 的 方法 ; WRU, RBG 

位 、 邓 节 等 因子 ,对 于 气温 的 垂直 梯度 均 有 影响 。 享 利 佛 发 表 五 篇 重 
要 葵 文 ,不 仅 提 供 气 漫 垂直 梯度 的 实际 资料 ,并且 说明 它 在 天 气 预 告 
申 的 重要 性 。 他 的 论文 中 还 特别 说 明 方 位 的 重要 。 

瑞士 出 地 气温 的 平均 值 已 相当 准确 ; 因此 , 瑞士 各 地 的 平均 气 
iB, 可 由 高 度 计 算得 近似 值 。 例 如 肖 利 克 技 海 493 Kk, 平均 气温 为 
8.5° 3 FETE REA FUSE BH 389 米 , 依 公式 [8.5 一 3.8(0.51)] 计 算得 平 

HAS 。 孟 勤 鲁 用 这 一 数学 方法 求 得 昂 白 山 各 地 的 气温 。 
WBE RE ABH EE, PRR IRS, BRB 

FA Fi 9 RK Sb FH OLR A AE ER 

pA LUBA iin BE 

| | 

由 此 可 知 ; 奏 季 山岭 上 部 还 有 积 雪 的 时 候 ; 气 温 梯 度 变 化 最 快 。 北 
， 什 球 向 南山 坡 的 山 蔓 所 受 的 热量 较 北 坡 为 多 ;因此 梯度 的 变化 亦 快 。 

了 身 地 的 芙 正 气温 是 什么 ?假使 我 们 对 于 年 平均 温度 加 以 审 查 ， 
BDA eee BE ASE PTE 

年 平均 零度 等 温和 线 的 高 度 

地 ， 点 mi BE CK) 

5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安 地 斯 出 基 多 附近 5,100 “| MHL CEE LEA PERF) 

See Ke i wt! 4:700 | + B® A ow 

2 4 9 1 (Ww)! — 2,950 | Ae a COR HH) 
. | | 



在 分 析 一 地 气候 时 ,虽然 要 考虑 各 种 因子 , 而 其 中 颖 度 . 大 陆 度 
AURA, Ao LA LARA, EE UE ee 
ESHER AAA PLIATEL, PAPAS NARS FN es 
BB) SEIS 1) , PSL) CE EE APS, BY LB Se Eee 
线 的 高 度 是 3,200 K, RSA ER 2,950 Ke 

Wy SRA RO, LS RSH TE LL BA; 凡 拔 海 $000 米 的 
HA, BA RBA e+ Ay, Cie EEE F ; 5,000 KDE BY 
. 山 罕 区 ;山体 较 小 , 即 在 夏季 ,气温 也 常 在 雾 度 以 下 。 在 一 定 高 度 内 ， 
EA EAA) BOK KAA, PHA IO FH AKER, 
长 期 亦 意 长 ,偶而 到 山地 的 旅行 者 ,也 能 注意 到 高 原 的 农业 界限 较 在 
山 岸 为 高 。 法 国 比 利 尼 斯 山 塞 达 纳 高 原 上 ， 裸 麦 耕 地 较 其 附近 康 弗 
侈 的 山坡 上 的 为 高 。 也 有 人 以 为 地 貌 和 交通 是 后 者 耕作 的 阻碍 ， 可 
是 后 者 即使 在 几乎 不 易 达 到 的 地 方 也 有 小 块 裸 才 田 。 由 此 可 知 上 述 
推测 毫 无 根据 。 森 林 的 界限 ， 在 体积 较 大 的 昂 白 山区 志 法 属 晶 白山 
前 地 为 高 。 香 霍 夫 所 论 瑞 士 森 林 和 山体 的 关系 也 和 上 述 相 似 。 旋 里 
克 久 将 这 种 事实 输 成 地 图 。 山 体 可 用 数量 表示 。 安 福西 区 发 明 一 个 
计算 此 数量 的 公式 。 
农业 界线 (或 称 为 人 类 居住 和 十 地 利用 的 界线 ) 在 体积 天 的 山 

-地 所 以 较 高 的 理由 很 多 : 体积 大 , 山坡 往往 比较 平 绥 , 登 册 道路 平坦 
SF, AMA BAERS eR BAA, PRB RMP RM 
LR ABAD Ae REECE DA SURE, eS 
4% EEA BK 1 HOR As HR ihe) A A BS 地 下 水 等 

原因 ， 使 五 谷 的 栽培 向 山谷 发 展 。 因此 高 原 五 谷 的 界线 并 不 是 任何 

地 点 均 较 在 山坡 的 为 高 。 

山岭 气温 的 实际 低 降 牵 , 因 和 契 热 低 降 率 、 附 近 由 地 的 体积 、 山 崔 

的 坡度 方位 、 局 部 地 势 、 植 物 和 风 等 而 定 。 下 者 为 喀 尔 巴 耳 山 的 气 

温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降低 的 一 例 。 

为 了 更 换 地 点 起 见 ， 特 采用 替 腹 和 钠 在 哥 偷 比 亚 研 究 所 得 的 竟 料 

( 表 内 数字 已 简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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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S BF Lye AB AS ERK 

地 Ba eee OK) 一 “ 硼 | 西 “月 | 七 Alt ALS 年 

克 8) 220 ~3.4| 8.0 19.0 8.3 7.9 
+ a 加 580 SSB GoD 16.7 Ta \. 3 
该 ee Seal #6 ci oe Re tae ee 
2a & eB 克 | $900 |, -8.4) 4.8 14.7 6.4 | 4.2 

A 可 mM 那 | 1,000 | -5.4) 4.3 3 
2 KR 人 朱 一 那 | 1,019 -6.8/ 3.1 | 13.8 | 3.9 | 3.4 

赤道 区 域内 气温 和 高 度 的 关系 

ie 年 平均 | 
Ck) 气温 |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7 

2,200 | 17.1 ) 

a L. (Tierra caliente) | Ricoh | abe | 
800. : 站 | 2,600 | iyi lives Tierra fria 

1,000 , 23.8 J | 2,800 | 13.9 
ea | 3,000 | 12.7 [J 
1,400 | 21.3 | | 3,200 | 11.5 |) 
1,600 | 20.2 | ym Hb (Tierra templada)| 3,400 | 10.3 | | 

, | 3,600 #2 hi Paramo 

J 3,800 «0 | 

4,000 0 | 

气温 的 递增 ”气温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降低 的 事实 ， 代 非 恒 久 不 
&, LRASMBE Teg, EAB, AEE 
存在 时 候 , 气 温 梯度 上 升 为 正 (增加 ) , ARE (PEE) SB BULL, 
GLAM, K-B LP RENE RMA, RAMA, 

气温 逆 增 现象 的 实例 很 多 。 在 美国 以 北 加 洛 里 那州 的 青山 前 万 
的 逆 温 屋 最 为 著名 ,观察 和 研究 亦 最 精密 。 训 地 四 年 以 来 ,谷地 的 平 
均 最 低 气 温 均 来 逆 温 层 的 气温 为 低 。 访 地 某 山 坡 上 有 高 度 相差 
527 米 的 两 架 温 度 纪 录 器 , 它 的 平均 最 低 气温 , ELM LeU 
1.84°, #ERLIBl, BERRA 1.000% Nii 131° F CBE 305 

KIB INL7.2°C), RUNES A REL IL A ATAR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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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该 地 每 于 1;000 米 的 高 空 复 现 和 谷底 相等 的 低 气 温 。 CERES 

Me) ALB, AIRF, BP BS PAT BARAT Ridin BAYH 

i: | | 

we AHS Ae 

ie 440 

于 570 

ih 780 

BT PLBAHA LAS AMER, BAT A Pe aR, 

拔 海 1,8119K, 一 月 份 平 均 气 温 一 0.8", 附近 的 圣 具 那 得 , BR 2,478 

米 , 一 月 份 平均 气温 8.3"。 利 吉 山 项 下 75 米 处 的 气温 为 3.7 SE 

We EA ine HUAN ine, 这 是 普通 的 实例 。 关于 这 一 - 

点 , 苏 本 在 克拉 根 福 所 得 的 纪录 可 资 说 明 。 

克拉 根 福 盆地 的 高 谷 和 山 周 

Ce 6 Bh A AO 

tt 尔 I 

尔 开 

一 个 平均 高 度 高 出 孤立 山 罕 的 高 谷 ， 女 可 发 生 上 述 现 象 。 这 一 

Ait BY BEA ARAN mR OP RAL ARS A FAS A il 

的 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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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尔 斯 - 马 利 下 谷地 和 利 吉 山 什 气温 比较 

一 月 | 三 月 | 三 月 | 四 月 | 五 月 | 天 月 | 七 月 | 共 甩 | 九 月 | 十 月 | tS lee 

和 利 ， & _ |-3.9/-4.5|-3.9|-0.21 3.0] 7.5] 9.9| 9.4| 7.5| 2.7|-0.8| 2.0 

西 尔 斯 | 二 6.8|-8.0-4.0|-0.6| 5.1 | 9.1 | 11.3| 10.4 7.4| 2.4/-2.4| 1.5 

= *#|-2.9 7 ed | 

VBR RELA RASA R ARR, AHR A 
而 稳定 ,因此 和 一 般 逆 温 现象 不 同 。 研 究 逆 温 现象 的 学 者 很 多 ,有 观 
Re WAR, AMS KTR MMSE, MBH, BS 
的 著作 则 记述 群 尽 。 WRC RT PE ASB, S| AE, 本 书 所 
;只 是 概要 。 地 理学 家 对 于 禾 温 事实 的 了 解 较 理 论 更 为 重要 。 
道 温 现象 最 简单 的 型 式 ， 是 由 于 痊 空气 的 外 流 所 产生 。 在 无 风 

的 目 子 里 山谷 中 通常 有 山 风 自 山 顶 吹 至 山谷 。 太 阳 下 山 以 后 便 开 
兹 。 风 的 速度 极 不 一 致 ， 自 微风 以 至 强风 不 等 。 山 风 妃 使 山谷 中 的 
BAL, 这 星 气 停留 在 山腰 , 邵 成 为 族 温 层 。 此 种 夜间 道 温 ， 主要 
是 由 于 山顶 空气 的 向 下 流 。 在 美国 西部 干燥 区 域 ， 这 种 逆 温 层 很 普 
i, RHVSEE KANDER LE, 

| SEF AEP Ui PHAR , AL FB By A RLSM Wy EAA 
这 种 山地 赣 温 ,在 上 部 较 陡 下 部 较 平 组 的 山坡 上 ,最 为 明显 。 山 谷中 

各 处 的 气 漫 均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降低 ; 上 层 空 气 至 少 在 志 陡 山坡 的 空 
A, AA PUR, 所 以 它 增 加 的 动力 热 , 除了 足以 弥补 因 传导 而 损 
失 的 热量 外 ,还 有 多 余 , 因 此 气 漫 因 空 气 的 下 降 而 增加 。 当 下 沉 空 气 
接近 谷底 时 ,下 降 速 率 和 因 下 降 而 产生 的 动力 热 大 减 ,假使 谷中 空气 
不 向 外 流 ， 最 后 必 归 静止 。 因 此 接近 谷底 的 时 候 已 没有 动力 热 或 很 
少 ; 地 面 及 其 附近 空气 的 温度 下 降 很 快 , ERAN, Bee 
WER, | 

假使 在 某 一 时 期 内 ,山谷 下 层 有 一 极 高 的 高 气压 存在 ,气流 使 空 
AUP, Aa, 这 一 空气 层 和 家 谷中 的 静止 空气 ( 冷 池 ) 相 遇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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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 产 生 北 温 现 象 。 这 种 逆 温 现象 , 弗 留 不 仅 供 给 我 全 资料 :而 县 有 极 
生动 的 叙述 。 

皮尔 瑶 勤 对 于 这 种 逆 温 现象 售 就 气象 学 观点 加 以 叙述 。 中 欧 一 

高 气压 的 中 心 位 于 波 希 米 亚 森 林 上 空 , 气压 狗 780 毫米 左右 。 FR 

是 自 十 三 月 十 六 日 到 二 十 八 日 每 天 的 平均 气温 。 

气温 逆 夫 的 一 例 

地 点 Aug (°C) 

4 内 瓦 — 4.7 

%< « 脑 = 1,3 
mits WL 5.0 

阿 尔 Ee F 2.7 

- ob mR R a7 
特 洛 根 一 4.9 

注 : 大 圣 贞 那 得 位 于 逆 漫 层 以 上 。 

日 光 的 照 兆 大 不 成 为 产生 赣 温 的 原因 ,这 可 以 下 列 事 实证 明 : 即 
使 在 夜间 ,上层 空气 的 气温 亦 较 暧 。 前 面 所 说 的 早晨 的 气温 是 指 日 
出 以 前 的 气温 。 例如 厄 尔 姆 村 , 自 九 月 三 十 日 到 翌年 三 月 十 三 日 并 
ZAKI, 可 是 1879 年 12 月 16 一 28 日 ,每 天 平均 气温 较 位 置 深 藏 

的 格拉 重 斯 高 7.1"。 才 上 部 的 晴朗 和 热 是 空气 下 降 的 辕 果 , 亦 郎 动 
力 增 温 。 1 

可 克 斯 所 著 北 加 洛 里 那 气温 的 研究 一 文 ， 是 关于 禾 温 问题 的 佳 
作 。 北 加 洛 里 那 的 逆 温 现象 是 作者 所 知道 的 最 明确 的 。 读 族 温 层 发 
生 在 阿 帕 拉 契 山脉 东部 , 安西 维尔 高 原 边 稼 的 盆地 区 ; 克 其 奇特 的 ， 
即使 在 暴露 寅 广 的 山地 东 侧 ,也 有 省 温 层 存在 。 鼓 区 的 逆 漫 ,都 是 夜 
UR, TERETE. 植物 对 于 这 无 霜 带 的 反应 很 明显 。 作者 在 
加 治 里 那州 的 提 隆 谷地 所 看 到 的 冬季 植物 旦 棕色。 诸 区 内 的 高 山 技 
海 1;350 米 , 山 顶 积 雪 。 人 山顶 的 白雪 和 棕色 山谷 之 间 , 是 山腰 荫 色 植 
物 带 ,这 是 由 于 赣 温 的 结果 。. 山 谷中 生长 能 耐寒 的 葡萄 树 , 但 有 霜冻 
的 危险 。 可 是 在 山腰 异 籽 带 中 ,葡萄 的 栽培 很 成 功 , 这 里 嫣 嫩 的 伊 萨 
只 拉 葡萄 ,栽培 已 达 三 十 年 之 久 , 从 无 霜 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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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 期 和 高 度 生长 期 因 高 度 的 增加 而 给 短 ， 所 以 对 于 植物 
” 玫 具 有 决定 性 的 影响 。 下 表 为 科罗拉多 州 生长 期 和 高 度 的 关系 (BR 
表 已 简化 )。 

生长 期 和 高 度 

高 BE ee he 
5,000 aR DLF (1,525 米 ) "| 146 
5 ,000—6, 000 ar (1,525—1,830 米 ) | 138 
6 ,000—7 ,000 me (1,830—2,135 米 ) | 113 

7 ,000—8.000 nr (2, 135—2,440 米 )| 90 
8 ,000—9 000 aR (2,440—2,745 米 ) | 56 

上 表 太 简单 , 若 加 以 群 竹 研究 , 有 很 多 欠 准 确 的 地 方 。 高 度 几 乎 
相等 的 两 地 ， 生 长 期 的 长 短 可 以 有 显著 的 差 翼 。 简 化 的 结果 使 山地 
绽 正 植物 带 的 概念 大 为 减少 。 植物 带 椭 念 的 价值 在 第 四 章 再 讨论 。 
下 面 是 科罗拉多 州 五 个 地 点 的 平均 霜 日 ， 写 的 长 短 相差 之 百 和 高 度 
相差 之 少 很 不 相称 。 由 上 表 可 知 : 平 均 说 来 ,高 度 相 差 44 只 ,生长 期 

相差 一 天 。 下 表 中 开 色 尔 洛 克 和 西 达 票 奇 高 度 相 差 55 只 ,生长 期 项 

相差 39 天 。 

EASA HINER HINES 

地 点 高 和 H & 天) 

SS ee eee ee 6,200 mR (1,897 米 ) 98 

西 达 Be ray 6,175 (1,883 米 ) 127 

可 i 由 斯 7,880 中 (2,303 米 ) 128 

西 HE 7 ,864 aR (2,399 米 ) 100 

14 BE 村 i 7,100 mR (2,166 米 ) 85 

虽然 有 上 表 所 列 种 种 不 规则 的 现象 ， 但 生长 期 因 高 度 的 增加 而 

Mme, 仍 具 有 价值 。 下 表 是 著名 的 科罗拉多 州 农 业 区 域 生长 

Fite HB. BERRA Mii eRe, 其 中 只 有 

湖 城 一 地 是 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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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J REL 

地 点 高 BE 日 数 〈 天 ) 

拉 Mw & Ee HB 斯 3,899 mR (1,189 2k) 
可 林 斯 VB 4,985 9R(1,520 3) 
— 26  &° B oh 5,823 0 (1,776 米 ) 

x5 六 斯 6,960m (2,123 米 ) 

加 纳 ie 7,576 wi (2,310 米 ) 

湖 城 8,686 中 (2,649 米 ) 

vk SHE Ai 湖 10 ,2650R (3, 138%) 

EREHFLA CE deb, ACE RAS, AY AR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给 短 的 规律 很 明显 。 

美国 西南 部 干燥 区 域内 生长 期 的 变化 ,举例 如 下 : 亚 里 又 那州 的 . 

圣 加 他 里 那 拔 海 8,000 只 〈2;440 2K), PHAR EAE 20 MEER 

海 2,360 只 (720 米 ) 的 突 克 孙 纵 短 一 咎 。 

据 安 哥 脱 在 法 国 的 观察 ,假使 将 收获 日 期 订正 至 海平 面 , 那 未 每 
升 高 25 米 ， 生 长 期 适 短 一 天 。 法 国 具 纳 芬 昂 白山 的 作物 收获 等 日 

”和 线 作 南西 南 一 东北 东 的 排 烈 。 作 者 在 比 利 尼 斯 山 售 看 到 一 种 有 秃 麦 
的 山坡 , 下 部 已 在 收割 , 上 部 则 倚 示 成熟。 任何 区 域内 , 凡 高 度 相 差 
600 米 ; 生 长 期 相差 15 KEN 40 米 盖 一天) 

安 哥 腊 的 一 般 估计 和 作者 的 特殊 估计 之 间 有 一 定 差 枝 ， 假 使 考 
虑 到 气温 的 不 同 而 忽 秽 高 度 的 不 同 ， 便 毫 不 足 怪 。 勤 凡 蕉 尔 重 比较 
法 国 昂 白 山 巴 塞 罗 和 纳 谷 地 和 高 度 相 等 而 山体 较 大 的 区 域 的 生长 期 ， 
发 现 山体 较 大 的 区 域 生 长 期 亦 较 长 。 
气温 的 较 差 ”从 高 山 年 平均 气温 的 低 降 看 来 ， 高 山 气候 似乎 和 

极地 气候 相同 。 SESH ARK, RATER RA TUE, Be 
3,990 9K, SEPA — 10 °, BAF ASOT ARR HE AI EB 
温 是 一 11°, SUCRE EAS ie 17°, sh AR A 
yt Ay LEZ Ci OSE, ALAR BEA Ir He ilk ae DE HH a ZY 
BA BARE, FY A Lye ky CB FPR CA RAE DL, BIE E POE: 
PE PRLS, BUTE PAE DA LL RE OBR AB LT SELL, 和 从 赤道 到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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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气 光 的 日 变 和 高 度 

1895 年 9 月 2 一 5 日 诅 利克 (493 米 ) 攻 桑 地 斯 (2500 米 ) 

二 地 每 日 气温 纪录 (根据 弗 留 色 )。 

极地 气候 和 山地 气候 主要 不 同 的 地 方 是 山地 的 日 照 远 较 极 地 为 
强烈 。 这 一 点 对 于 山地 植物 的 生长 , 实 有 极 大 关系 。 瑞士 佛 洪山 顶 

«FT OR eee, FE 415 公顷 面积 的 土地 上 生长 植物 131 种 ,而 在 北 

极 斯 匹 次 堡 根 符 饥 ,在 同等 面积 上 只 有 植物 93 种 。 
年 较 差 和 日 较 差 均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减少 。 兹 将 年 平均 较 差 的 减 

少 情形 举例 如 下 : 

东 昂 白山 的 年 平均 较 差 

地 =I TARE CR) | 24F CC) | 一 月 CC) | +B CC) | ®# (°C) 

“uk 全 G& 国 ) 290 11.7 0.0 22.5 22.5 

布 里 森 ( 奥 国 ) 580 $752 25 19.4 21.9 

音 斯 布 路 克 ( 奥 国 ) 600 “ suudonetimdtnets 173 21.1 

Be R 1,000 人 16.3 20.7 

wb 弗 il 1,780 1.6 |- 5.1(=A)| 9.5 14.6 

~¥ BA RR 2,470 =< $35> T= 9.0 aie i - 15.2 

he A AO | 3,105 — 6.6 gb bach: 0.9 -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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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 的 日 较 差 , 贺 度 而 减少 的 数目 虽然 不 及 年 较 差 的 大 ,可 是 

也 值得 注意 。 

气 膛 日 较 差 因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减少 的 宣 例 

地 点 差 数 

Ai $i SE Se CH BEE IN) * 
eo x wh 
F fh Je os (Po a HB ks) 

ae FF BS 1 (PG PG HH ke) 

都 F 斯 (法 国 ) 
比 利 尼 斯 山 密 地 峙 (法 国 ) 

上 表 各 地 都 是 孤立 山 罕 。 在 一 定 高 度 内 ， 气 温 较 差 数 一 部 分 由 
于 山体 的 影响 。 高 原 气 温 的 较 差 没有 孤立 山 崇 那 示 明显， 高 血 谷 气 
温 的 年 较 差 常 较 大 , 日 较 差 更 大 , 因为 山谷 在 白骨 受到 两 旁 卫 坡 反射 
和 传导 而 增加 温度 ,夜间 叉 因 山顶 冷 空 气 的 下 沉 而 冷却 的 车 果 , 高 山 
谷 气温 较 差 比 低 地 为 大 。 

地 点 高 BE Ck) B® © (°C) 
| 

A 内 瓦 407 11.6 

2 Re CM IL A) 1,034 14.2 

& 4] fa 内 4,810 3.5 

关于 中 坡 和 四 坡 的 气温 梯度 ,， 弗 留 也 全 研究 过 。 据 癌 在 白天 四 

坡 好 似 一 及 灶 ,夜间 则 如 一 冰 窒 。 目 坡 集 中 热浪 , 凸 坡 则 分 散热 浪 。 

一 地 的 地 理 位 置 对 于 气温 较 差 的 影响 很 大 ， 足 以 使 气温 的 过 差 可 不 

因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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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地 气 兆 因 位 置 不 同 而 发 生 的 年 平均 较 差 的 变 园 

高 度 CK) 年 平均 气温 ("C) 

= FRR hb 473 7.6 20.0 

we £ MT wl 从 597 oe 20.1 

Rew KI 75 6.5 18.9 

* wom mF 742 7.1 17.4 

RA & 2 ill 4 5.8 19.2 

KERR BUH 6.0 Et 

a oom BR x 1.9 14.8 

eM owe Ki # —5.2 二 

土 下 的 温度 ”假使 高 空 大 气 吸收 太阳 的 辐射 热 很 少 ， 那 未 高 
”地 的 岩石 和 土壤 便 吸收 热能 的 大 部 分 。 高 地 空气 稀薄 ,岩石 辐射 热 
量 也 很 快 ， 简 单 悦 来 ,， 即 高 地 的 岩石 和 土壤 和 白天 特别 热 , 夜 间 亦 特别 
渝 * 低 气温 时 , 在 日 光 中 的 岩石 虽然 很 热 , 可 是 在 蓝 影 中 的 崇 石 的 温 

” 庆 远 胃 低 地 萌 影 中 和 低地 日 光 中 的 土壤 温度 差 数 为 低 。 
这 种 怒 痊 和 局 热 是 山地 天 气 的 主要 特色 。 爆 裂 和 闽 落 造成 山顶 

多 角 的 石 块 ,例如 科罗拉多 州 派克 罕 顶 的 岩石 又 热 的 结果 极为 显著 。 
作者 鲁 在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幼 森 密 腊 公园 皇家 拱门 危 岩 附近 ， 在 太阳 初 
天时 候 看 到 岩石 表面 序 有 碎片 爆裂 , 飞 上 空中 , 声 如 枪弹 。 

”， 阳 坡 土壤 的 温度 较 山 谷中 的 土壤 温度 为 高 ， 因 为 通常 山坡 日 光 
的 叉 射 角 较 谷底 为 大 。 土 壤 的 热量 虽然 大 部 分 来 自 日 照 而 不 来 自 空 
气 ,但 是 因为 稀薄 空气 的 辐射 特别 强烈 ,所 以 土壤 的 平均 温度 亦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降低 。 ISLIP ERI BE DSB, 则 
但 向 上 升 ,二 者 的 差别 也 登 大 。 

根据 提 罗 尔 地 方 的 观测 ,土壤 温度 和 气温 的 平均 差 数 为 每 1,000 
米 15 ,1;300 9K 1.7°, 1,600 米 2.4"。 差 数 也 随 瑟 位、 土壤 中 所 含 的 

WD, PRE RR UES 瑞 填 国家 公园 中 , BCE 2,200 米 处 ,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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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度 和 土壤 温度 及 气温 差 数 的 关系 

KK CK 士 壤 漫 度 和 气温 
的 差 数 ( C) 

600 0.5 2.3 

900 1.0 2.5 
1,200 1.3 2.7 

1,500 1.7 2.9 

1,800 2.0 

iit BEBE isk 3.6 倍 。 PF RRR: RL Fi EI LH HR EER 
Ss 2 th EH Sk EAB ik BE Eh PR 

ERE YF in BEA i BE 

/ Ee BSR 密 地 a ” 数 
5 
0 22.3 10.1 " 5 $22 

ct 8 Fy BOE (°C) . 36.1 33.8 = 2:3 

最 ”高 AN Wm (°C) 27.1 13.2 /  —13.9 

土壤 最 高 温度 (C) 50.3 52.3 2.0 

土壤 的 温度 也 因 日 照 和 方位 的 不 同 而 改变 。 下 列 为 奥 国 地 面 下 

80 米 处 探测 的 记录 。 

+ He i EMG fir 

Wi je mk 7 a) 4 Te 
_|_ 1340 米 ) _ _ (600 米 ) | (1,340 米 ) 

北 5.1 12.7 7.4 
东北 5.5 12.2 7.4 
rt 5.9 10.2 9.5 
“x K 7.5 11.5 6.7 
南 7.8 3.2 j 

上 表 冬 季 土 壤 最 高 温度 在 西南 ,夏季 则 移 到 东南 ,这 或 诈 是 由 于 

云 量 日 变 的 结果。 

高 地 土壤 温度 的 影响 较 低 地 为 明显 。 喜 勤 夫 全 有 描述 ， 据 设 在 ， 

气温 阻碍 种 子 发 芽 的 地 方 , 反 可 促进 根 的 生长 。 接近 地 面 处 辐射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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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增高 , 也 可 发 生 微弱 的 对 流 。 PADRE AAR RABI A BAR AAR A HS 

样 有 利于 植物 。 土 壤 温度 可 影响 生长 期 和 积 雪 时 间 的 久 蔓 。 凡 此 种 

种 , 喜 勤 夫 均 以 仪器 观测 以 作 让 明 , 芒 者 也 可 瑚 考 珍 尼 的 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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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湿度 和 降水 

湿度 和 蒸发 MIRA RR HMMS, mrs eR 

本 书 所 举 其 他 各 空气 元 素 的 减少 为 大 。 PRENSA Man, 

在 理 薪 上 水 气压 力 和 空气 压力 的 相对 沽 低 牵 。 

水 气压 力 和 空气 压力 的 减少 与 高 度 的 关系 

风气 压力 “| BECK) 

4,000 

5,000 

6,000 

0.61 

0.54 

上 表 是 水 气压 力 的 概括 计算 数字 。 假 使 海平 面 水 气压 力 是 10 毫 

米 , 那 末 4,000 米 处 的 水 气压 力 为 2.4 毫米 。 

实际 上 山地 各 处 的 焰 对 湿度 变化 很 大 ， 和 上 列 简 表 很 不 相符 合 ， 

这 是 因为 受到 天 气 方位 山坡 的 角度 土壤 性 摘 、 地 下 水 的 状况 以 及 

山体 的 天 小 等 固定 因子 的 影响 。 各 地 每 日 每 季 的 慢 度 亦 不 相同 ， 早 

晨 谷 地 空气 的 瘟 度 较 山顶 为 大 ， 下 午 对 流 气 流 使 谷中 湿 气 的 一 部 分 

上 升 。 高 山 稳 对 温度 低 即 等 于 增加 日 照 的 强度 ， 沽 少 空气 吸收 热量 “ 

的 能 力 。 

相对 温度 的 大 小 和 高 度 的 增 减 ,两 者 之 间 代 没有 一 致 的 关系 。 相 

对 湿度 是 某 一 时 间 内 的 稳 对 温 庆 和 那 时 候 的 气温 水 气 蚀 和 点 的 比 ， 

所 以 相对 湿度 由 契 对 湿度 和 气温 所 决定 ,此 外 ,气温 垂直 梯度 的 不 规 

旭 也 略 有 影响 。 狠 对 湿度 梯度 的 不 规则 已 如 上 述 。 因 此 ， 相 对 湿度 

是 两 个 变数 的 和 结果, 以致 不 能 得 一 决定 相对 湿度 的 通则 ,和 芽 且 也 没有 

公式 可 以 表示 。 

关于 高 地 的 燕 发 及 其 重要 性 的 研究 很 困难 ， 因 为 在 这 方面 我 们 

所 知道 的 数量 上 的 知识 很 少 。 在 最 高 的 山地 ， 位 能 燕 发 量 实际 上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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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 量 为 天 ,而 湿度 的 效果 随 蒸发 的 位 能 达 而 改变 ;位 能 率 则 忆 因 气 

硅 、 空 气 中 所 含水 气 的 多 少 、 土 壤 温 度 、 气 温 、 风 速 、 士 壤 性 质 及 植 丢 
前 情形 而 改变 。 气 压 伍 高 , 则 空气 中 所 含水 气 合 少 , 燕 发 意 速 。 空 气 
中 所 有 的 各 要 素 ， 尤 其 是 水 气压 力 ， 构 成 气体 分 子 由 水 中 释放 的 障 
碍 。 这 种 作用 我 侧记 称 之 为 蒸发。 
Sk AY Rea HEBD AME, BH 

面 , BS ik EE A C,H RSE 

情形 而 定 。 士 壤 的 物理 性 质 显 然 可 以 影响 土壤 的 温度 。 昂 白山 植物 
稀少 ;, 虽然 植物 的 蒸发 也 少 , 可 是 地 下 水 的 蒸发 却 因此 而 增加 ， 因为 
受 目 晒 的 芝 地 面积 增加 。 关 于 土壤 温度 的 重要 性 , 狗 翰 生 所 著 “ 秘 重 
FR” (193042) 一 书 中 所 附 的 帕 拉 腊 的 照相 和 貌 明 可 以 参考 。 蔷 书 
第 33 页 播 图 的 悦 明 是 :当地 雨量 很 多 ,可 是 因为 下 午 日 光 太 强烈 ,使 
而 谷 周围 水 出 的 北 坡 和 西 坡 不 能 保存 充足 的 水 分 以 供 树 木 生长 的 需 
要 。 只 有 滩 沟 和 山谷 在 下 午 日 光照 不 到 的 地 方 ， 才 有 树木 生长 。 双 
作者 所 作 新 大 学 地 理 第 465 页 附 有 斯 比 格 所 摄 照 片 ， 其 中 有 一 众生 
植物 的 山坡 对 面 是 一 芝山 坡 ,这 张 照片 的 设 明 是 :这 一 照片 摄 于 无 节 
赤 高 原 自 8,000 中 ( 2,440 米 ) 到 9,000 只 (2;745 米 ) 的 由 项。 荒山 坡 

面向 南 ;, 鼓 地 阳光 强烈 ,蒸发 旺 司 ;致使 植物 不 能 生长 。 
风速 对 于 蒸发 的 影响 也 很 大 。 风 因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增加 的 速度 以 

下 表 所 示 三 地 的 平均 数 表示 出 来 。 
FHA WS AR 

地 ie 高 度 ORK) | 相对 速度 

| 
eal RR BE 

pe 的 

‘ae eee | 

风速 对 于 高 山 植物 的 影响 是 ,除了 耐 旱 植物 外 ,其 他 植物 很 少 能 

生存 。 高 由 的 名 花 Edelueiss 是 不 是 耐 旱 植物 ? 蒸发 的 强度 可 以 从 

登山 者 汗液 远 速 干燥 和 骑马 时 所 感到 的 口 喝 体验 出 来 。 高 由 的 死 兽 

的 放 体 都 成 木乃伊 。 风 了 肉 是 思 加 丁 的 土产 。 下 大 而 迅速 的 蒸发 是 高 

吕 最 特殊 的 气候 状况 之 一 。 

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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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 量 ”关于 各 高 地 降水 量 的 研究 所 共同 遭遇 到 的 困难 是 观 
测 少 而 不 准确 。 就 仪器 而 花 ， 量 雨 简 也 不 象 自 记 温度 计 那 未 自动 而 
SHE, Fein), BAAR RD. TEREST HE 
雨量 的 总 和 往往 不 是 实际 的 总 和 。 虽 然 计算 者 很 审 异 ， 可 是 球 雨 的 
记录 浆 没 有 上 比较 平静 无 风 地 区 那 末 完 至 。 山 地 每 当 暴雨 时 候 ， 常 有 
斜 风 ， 可 是 山地 雨量 最 大 的 谈 差 是 由 于 雾 或 云 明 到 寒 痊 的 山坡 所 产 
生 的 降水 只 能 为 植物 及 岩石 所 承受 而 不 能 为 量 雨 简 所 记录 。 这 一 疑 
间 的 事实 根据 是 : 高 山区 域内 较 小 的 盆地 所 产生 的 河流 远 较 流域 面 
积 相等 的 低地 所 产生 的 河流 为 大 。 

大 概 属 来 ， 贞 地 的 降水 量 上 比较 写 附 近 的 平原 为 大 ,这 是 因为 风 的 
上 升 和 痊 凝 所 致 。 即 使 相对 湿度 较 小 的 风 ,假使 释 过 充分 闪 却 ,也 可 ， 
HERP MAA. KHRKH LITA ARANSZAB, EMRES 
AP RAR ANS Hh LF CA RRA. 
ESB ICR EMER RAS, 例如 季候 凤 的 厚度 很 大 ， 
千 果 喜 局 拉 和 雅 山 的 山 莹 印 陵 地 所 产生 的 雨量 远 畔 平原 上 高 鹿 略 大 的 
山 攻 印 陵 区 的 雨量 为 多 。 

接近 高 山 的 山 蔓 降 水 量 的 变化 

地 点 过 ”其 布 格拉 | 米国 新 PEAR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和 喜马拉雅 山 的 距离 (公里 ) 

” 南 量 (厘米 ) 

雨量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增加 的 现象 , 仅 为 向 风 坡 的 特点 ;背风 坡 恰 
恰 相 反 。 背 风 坡 的 风向 下 降 ,温度 增加 ， 水 蒸气 不 能 凝 夭 ,并 且 因为 
温度 增加 ， 经 常 需要 吸收 大 量 湿 气 。 因此 在 背风 坡 的 由 芒 有 一 个 区 

域 远 较 当 地 其 他 地 区 为 和 干燥。 这 种 区 域 称 为 山区 的 ̀ 雨 影 。 应 当 注 

意 的 是 山顶 背风 坡 也 可 以 有 从 向 风 坡 带 来 的 大 雨 。 

降水 量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增加 的 现象 ， 其 中 所 包含 的 因子 为 空气 

中 所 含 温 气 的 数量 ( 朗 相 对 湿 庆 和 稳 对 湿度 )、 山坡 的 角 订 由 岭 的 高 

度 及 气温 的 垂直 梯度 等 。 山 岭 的 实际 降水 量 依照 它 的 气候 位 置 、 由 

擒 守 各 的 方向 、 山 岭 高 出 附近 平原 的 高 度 和 山坡 的 倾斜 度 而 定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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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 面 到 降水 量 最 多 地 带 的 降水 率 ， 已 有 许多 科学 家 用 公式 计算 。 
麦 阿 地 在 加 利和 福 尼 亚 州 研究 的 辕 果 ， 获 得 一 极 精 密 的 公式 。 据 马 东 
男 称 修 伯 已 获得 一 个 包括 高 坡 及 山坡 角度 的 公式 。 降 水 量 随 高 度 的 
描 加 而 增加 的 现象 ， 直 到 达到 最 大 降水 带 为 止 。 下 表 的 记录 得 自 加 
Fl EIN, ERA UHR, SKEWERS, 

ANF wR FEW IN BS EGA LU IRAE 

(参考 图 6) 

地 sme 高 族 OCR) 比 量 

BH (FEI SISA) 36 100 
RESCH TE (EM Fe EF) 71 80 

BE SE 249 121 

新 堡 965 140 

BA 1,363 165 

可 尔 发 克 斯 2,421 237( 最 天 ) 

FEAR EAM ES HE) 3,222 226 

再 顶 ( 最 高 处 ) 3 223 

in (FS) 5,531 83 
tian, PAM CM) | 4,434 35 

PS) AAS 5s py TRG MY Ly EMR A A PA ke TE PAE, ATI Ly , 
EPSROMEARSTE AID. LN ERRATA, EA ROBEZK 
BAM BORD) eee Te, FRE se a 
高 度 的 关系 。 下 面 是 三 个 山坡 所 得 的 记录 。 

- 汉 氏 鲁 提 出 一 雨量 和 高 度 关 系 的 公式 。 和 白兰 士 也 鲁 分 析 山 地 十 

图 6. 美国 内 华 达 山 的 地 脑 与 降水 
mS EIU TA hr FI AH 5 i ai F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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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RCH AY AY SRE BERR By it WD BS FHS Se Se LL ih Bk 

不 规则 现象 。 山 地 观察 的 不 规律 是 由 于 坡度 和 方位 之 故 。 

沙 腊 罗 斯 和 佛 可 斯 的 高 度 和 雨量 

BE OR) | Be Bt (#) | 高 度 Ok) | Be ok Bt GB) 

410 1,707 215 1,153 

1,200 1,446 | 270 : 1,146 

研究 山地 和 人 生 的 关系 时 ， 最 大 降水 带 最 为 重要 。 多 数 权威 

学 者 认为 森林 的 极限 受到 这 最 大 降水 带 上 限 的 控制 很 大 。 当 然 ， 植 

物 分 人 的 上 限 、 温 度 的 减少 亦 为 其 中 原因 之 一 。 它 的 重要 性 的 一 部 

分 须 秽 藤 区 域 相 对 干燥 诬 而 定 。 现 在 我 从 还 没有 充分 资料 可 以 确切 

HER ERIE. WR FIER 白山 最 大 降水 带 狗 在 2000 米 上 下 。 

上 只 纳 芬 鲁 划分 法 国 昂 和 白山 的 北部 为 昂 白 山 前 地 、 中 昂 让 面 和 昂 白 

出 内 地 等 三 带 , 这 三 带 的 最 大 降水 带 的 高 度 是 2000 2K, 2,500 米 和 

3,000 Ko RSME Sh hs ERLINDA, PE) es SM 

AY 2 Bel Hh AB ME SE 18 Bld DP SEA EF LL ACE ZI A_E BR 

疫 有 十 分 确定 。 可 是 某 权 威 学 者 相信 应 较 一 般 人 所 承认 的 2,000 2K 

的 数目 为 大 。 据 作者 在 访 山 的 中 心 区 域 安 多 拉 的 观察 ， 认 为 高 山 的 

出 项 狗 自 2,000 KF] 2,600 米 处 较 山 坡 为 干燥 。 在 这 较 高 的 区 域内 ，. 

因为 比较 干燥 之 故 ， 槛 树 和 裸 麦 都 不 能 生长 。 可 是 由 植物 的 性 质 推 

测 雨 量 的 上 限 可 能 较 高 ,这 是 不 正确 的 ,因为 宪 风 和 续 烈 日 照 可 以 抵 

洽 高 度 对 于 雨量 的 影响 。 但 是 亦 应 当 注意 的 是 : FEL AAR AR A 

美 者 冬季 把 羊 居 赶 到 比 夏季 更 高 的 地 点 ， 是 因为 避免 冬季 最 大 降雪 

带 之 故 。 

关于 山体 大 小 的 影响 ， 亦 有 重新 渤 虑 的 价值 。 我 们 常见 山体 僵 

大 ,云层 念 高 , 勃 偷 宣 的 云层 据说 高 达 3,000 米 ， 易 白山 前 地 的 云层 

仅 2,000, HRB ARB, WER REEK. 

AARASES RY He, Alin i eM rkimR>. 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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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 米 ， 一 月 份 最 干燥 ( 45.7 毫米 )， 七 月 及 八 月 最 潮湿 ( 127.7 莹 
米 )。 二 者 相差 82 毫米 。 虽 然 瑞士 的 雨季 在 冬季 ， 可 是 上 述 冬 季 降 
水 减少 的 事实 还 是 正确 的 。 巴 哈 人 蚤 在 另 一 高 山 亦 发 现 同样 情形 。 我 

们 不 能 假定 各 地 的 年 平均 降水 量 因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减少 的 数量 都 成 同 
样 的 曲 粽 。 冬 季 最 天 降水 带 下 降 , 可 是 时 间 很 短促 。 

高 度 相等 距离 很 近 的 两 地 ， 而 雨量 不 相等 ,最 普通 的 原因 是 方位 
的 不 同 。 王 表 是 法 国 佛 日 山 有 版 雨量 的 横 截 面 。 南 锡 和 科 麦 两 地 高 度 
sos 可 是 前 者 在 迎风 坡 ,后 者 在 背风 坡 。 

佛 日 山 版 两 边 山坡 的 雨量 

西 GOR) 东 《背风 坡 ) 

ii | 米 里 康 sean sete eta | | 科 2 
= | 74 

高 BF (CX) 200 279 339 | 620 | 437 | 238 | 200 

雨量 (ee) | 786 | 881 | 950 | 1,374 | 1,208 | 932 | 479 | : 

RTA hit He FE FAL SS 8 A Tit Bh es LAS — FP 

We BRL MS LR AY BE 450 时 以 上 ,而 背风 坡 前 方 17 哩 处 的 雨 

量 仅 22 时 。 

方位 对 于 雨量 的 影响 ， 还 可 以 法 属 昂 白 山 为 例 求 说 表 。 白 利 安 

RAUCH, BRERA. KIB RA PAE 

RE MT A. RIBERA HT HEI, PAAR 

FRA eS WS: BETA BER IG She RII. PRE IRA 

BREF WRG Fy EAR AY i Be BE RR AL, HF 

AB 2h A WA cA 

4h BT FL 昂 白 海滨 山脉 

(EAR AR) fra BRE Hr BET FEE 

高 BE 〈 米 ) 1,080 1,250 

降 水 & (Ek) 1,639 1,171 

OD REE AO BEE RAL IS , PP 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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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气 。 “Le vent【( 风 ) 和 ”Regenlufc 两 字 意 义 相 同 ， 而 “Regentwec 意 

妇 天 气 。 威 得 角 的 南面 是 一 孔道 ， 风 十 部 经 过 这 一 孔道 而 来 。 假 使 

一 个 地 方 的 位 置 和 通过 孔道 而 来 的 盛行 风 在 一 条 棕 上 ， 那 未 这 一 地 

方 虽然 在 小 面积 上 ,雨量 的 变化 还 是 很 大 。 

因 出 的 阻碍 ， 使 背风 坡 比 较 干 澡 。 背 凤 各 地 较 之 在 同 三 高 度 内 

应 有 的 于 爆 为 甚 ， 因 而 有 ̀ 于 究 -的 名 称 。 龙 河上 游 的 西 侈 是 一 明显 

的 例子 , 蔷 地 有 极 大 的 高 山 阻 碍 风 南 。 另 一 方面 ,地 貌 微 罗 的 起 伏 也 
足以 使 雨量 减少 。 东 上 比 利 尼 斯 卡 胎 腊 谷 内 的 帕 拉 得 斯 和 维 拉 弗 兰 西 

iin, BRIAR A BO Sha ee AT RAPA. Ae a Hh 

雨量 的 多 少 截然 不 同 , 确 是 山地 气候 中 具有 决定 性 的 控制 者 s 
法 属 东 比 利 尼斯 山 的 干 灾 | 

i de (2k) 

a en a ge 31 554 
“x 加 259 CE 
A Pala 得 斯 354 ' 500 

“eH *# + wm. 8389 . 465 
we ®h at 1,133 560° 
得 利 | wr 1,137 597 
ee BEE AN 1,586 827 : 

SB 关于 山地 的 雪 , 必 须 从 它 的 数量 .次数 和 掩 留 时 间 等 方面 
来 观察 。 控 制 上 述 情 形 的 因子 是 总 降水 量 ,高 度 、 坡 度 、 方 位 和 燕 发 
量 等 。 降 水 量 因 方位 的 不 同 而 改变 , 雪 在 总 降水 量 中 所 知 的 百分比 ， 
双 要 看 高 度 和 炉 度 而 定 。 凡 是 继 度 相等 、 气 候 位 置 也 大致 相似 的 两 “ 
地 ,位 置 意 高 ,降雪 也 鳄 多 ,渐次 达到 最 大 降雪 带 为 止 。 

影响 初雪 和 效 雪 日 期 的 因子 很 多 。 除 了 很 高 的 山岭 以 外 ， 初 雪 
往往 由 当地 的 一 般 天 气 状 况 所 决定 。 在 一 定 的 高 度 幅 度 以 内 ， 初 雪 
的 日 期 大 致 相同 。 春 季 下 雪 时 间 的 长 短 ， 大 部 分 受到 天 气 状况 的 影 
响 。 这 些 地 方 性 的 气候 状况 大 都 和 高 度 有 直接 关系 。 因 此 雪 从 低地 
开始 溶解 ， 逐 源 达 到 高 地 。 方 位 的 影响 大 都 是 例外 。 明 坡 上 尤其 是 
有 和 森林 的 阴 坡 上 的 雪 可 以 度 过 春季 ， 不 致 深化。 充分 暴露 在 日 光 下 
Ay sk, ERATE BARRE, BP RS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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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降雪 带 ， 都 大 和 致 和 高 度 成 正比 例 。 

巴 威 各 高 度 不 等 的 地 点 的 降 零 日数 〈 罗 马 字 指 月 6) 

识 Be (1888—8°) (18390—91) # 
地 点 Sage anh sere val - 数 

Ok) prtie BILE m ri ee 

WA (BP REIE 8) | 526/ 21 ; 10m | 18 | 25x 2H | ~ go 
SB we a 449 3 | 247 =| «(50 | 25xI 5 iil 101! 

0 | 25x |} 10m 106 
KR @& wR! $2! 3 | 20 | 77 | 2431 | 229 150 
ee ce i904 | 3 |. 211 |. 78 25X1 | 17 113 

温 特 斯 坦 思 | 1730 3 IV | 生生 全 和 人 9 和 204 

” 正 表 所 示 两 个 年 份 降雪 总 日 数 的 变化 ， 是 西风 带 内 山地 降雪 的 
特色 。 降 雪 量 的 变化 较 总 降雨 量 的 变化 为 大 , 因为 在 前 者 的 情况 下 ， 
雪 的 形成 含有 风暴 和 临界 温度 两 个 变数 。 蔷 伏 衣 偷 脱 的 记录 是 变动 
最 天 的 一 个 例子 。 访 地 1921 年 的 降雪 量 是 1.81 米 ,1922 年 是 6.03 米 。 积 
委 时 间 的 久 声 和 高 度 的 关系, 可 以 德国 中 部 哈 庇 山 为 例 , 花 列 表 如 下 。 

哈 庇 山 积 雪 的 时 间 

高 度 念 大 , 积 雪 也 您 厚 。 区 以 瑞士 山地 为 例 列 表 如 下 : 

瑞士 积 雪 的 年 下 均 厚 度 (1896—1905 年 的 平均 数 ) 

地 点 | 高 BE OR) SPB ERK) 

ie 尔 bi 963 | 416 
beak 勒 iL 1,018 437 

达 服 其 1,561 519 
西 尔 是- 马利亚 1,814 408 
i” HH a i 2,073 955 
AK wy 43 (1874-83) 2,476 1,050 

在 引 河谷 内 2.500 KADY L, FCF AR /UBI, 3,000 KL 

EMU te APSE, ASTRA TE PRIAE 1,370 米 钼 , 积 雪 厚 达 3 米 以 上 , 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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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的 雪崩 , 鲁 掩 没 岗 斯 腊 教 堂 ; 在 拔 海 1;700 米 处 , 积 雪 的 厚度 达 7 

米 , 必 须 树 立 高 竿 指示 道路 。 
′ ”“ 雪 桩 是 山地 气候 学 中 最 肯定 的 因素 之 一 ， 雪 入 系 指出 地 雪 的 下 
限 。 雪 乏 可 分 二 类 :一 气候 雪 和 粽 ,这 条 过 是 雪 的 下 限 的 最 高 线 , 见 于 
仲夏 时 候 。 一 般 气 候 因子 虽然 也 可 以 影响 这 条 矿 的 位 置 ， 可 是 仍 可 
作为 冰雪 (或 称 硬 雪 ) 的 界 粮 。 二 、 地 形 雪 乏 ， 这 条 和 过 是 雪 的 下 限 的 
最 低 粮 ， 见 于 仲 冬 时 候 。 雪 和 精 对 于 耕作 的 影响 ， 必 须 和 逐 月 研究 。 大 
概 言 之 ,以 四 到 大 月 的 雪 可 影响 最 大 。 就 上 述 巴 威 积 雪 时 间 而 论 , 者 
季 的 雪 稼 较 秋 季 为 重要 ,这 是 很 明显 的 ( 套 看 图 10 )。 

气候 雪 综 和 地 形 雪 绢 的 关系 , 碍 列 次 鲁 提 供 下 列 靳 计 资 料 , 其 中 
差 数 的 规律 很 值得 注意 。 

Mit th i ay Se 

3,060 ; 2,990 2,965 
2,640 | . 2,750 

Ea 数 330 | 300 | 310 360 | 325 

at HC) | 2,870 | 2,990 | 
wh TG SS RR CK) 2,540 

RY HELE HME. BRRAASB 
MRA BAOIRE Pe: EBD TE ARB SUE 6,100 米 , KH BH 
BeEL HEI AOR. KAT AREAL PO REHO. BR 
EERE >. FS UA Ce BRM 2,700—3,100 KS 
RN, CARVER ie Ea (影响 到 蒸发 作用 ) 及 山 的 大 小 等 而 上 下 
移动 。 凡 是 降水 量 少 ̀ 气 温 年 较 差 小 的 区 域 , BRM; TRE ERIS 
度 等 温 舟 低 。 至 于 雪 和 粽 和 等 温 邵 之 间 的 关系 , 另 有 专 章 讨 论 。 

下 面 是 瑞士 地 形 雪 稼 高 度 的 最 常用 的 表 ( 和 并 参看 图 11 )。 

瑞士 积 雪 的 时 间 和 高 度 的 关 和 柔 

高 mE (Ok) | 日 4 

650 77 

1,300 200 

o Be e 



。 一 般 脱 来 ; 雪 粮 的 年 平均 气温 假使 是 雳 度 , 那 未 雪 烷 的 高 度 常 因 
ee HOS TM. ARE LS AHA, ASRS, SCH SRR 
断 。 

图 7. 瑞士 时 有 折 山 雪 所 占 总 降水 量 的 百分比 
CRE Bee) 

MRR; BARRE AAD He BAe 
加 而 增加 的 平均 数值 。 

下 表 是 已 去 世 的 雹 得 氏 所 搜集 的 资料 。 
北 牢 球 热带 区 域内 的 山顶 ,虽然 也 有 纸 立 的 小 块 积 雪 , 可 是 没有 

气候 雪 糠 。 下 表 所 载 胡 得 山高 度 大 而 雪 粽 低 ; EAE MEK, 
这 是 例外 。 北 极 气候 雪 桩 不 达 地 面 , 南 极 气 候 雪 入 旭 直达 海平 面 。 我 
们 从 下 表 可 以 得 到 极 丰富 的 地 理 知 其 。 下 表 中 炉 度 海洋、 大陆 度 和 
方位 都 已 注 明 。 出 的 体积 也 同样 重要 。 例 如 瑞士 中 央 山 地 的 雪 杏 较 
EA UNS RESUME 600 米 , 由 此 可 知 山 的 大 小 影响 到 温度 。 
关于 雪 的 分 作 , 山 的 坡度 也 是 一 个 重要 因子 。 山坡 峻 峭 的 雪 便 

不 能 停留 。 例 如 K2? 和 南 奇 帕 勃 脱 , 因 山 坡 陡 峻 而 发 生 雪崩 。 冰川 亦 
不 发 源 手 山顶 而 发 源 于 山顶 下 平缓 的 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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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4 ER ee Om HE A fe Ee 

ae HE (°N) 地 点 

82 HE WR 

77 WE PE RAR 
73—74 SRT - FEA Hr Bp HE ee) 

70—71 ”挪威 : 治 海 

Py 

76 格陵兰 内 陆 

64—-65 ke: JER 

”南岸 

60 EH wl: 西城 1,600 

We Sak 1,800 

55 SH 2% Ji ; 1,600 

50 ne 2 ae 1,600—1 , 800 

49 ‘on 30% in 48 1 | _ 2,000 
47 IB PAR BI 2,820 

45 BAIL 2,250 

43 比 利 尼 斯 一: 北 坡 2,790 

南 坡 2,400 
42 presi 2,400 

RETRY ERR On , 最 好 的 例子 在 高 度 是 以 成 为 气候 芙 正 
的 隆 碍 的 横 谷 中 。 例如 喜马拉雅 山 各 地 , HEAR LA i RE ae 
风 。 西 藏 西 部 的 烈 城 ， 
积 雪 的 厚度 通常 是 3 
厘米 ,在 5;100 一 5,800 ee 

米 的 岭 路 上 ， 积 雪 的 gee 
厚度 通常 也 不 超过 6 oe 
厘米 。 但 是 列 城 以 东 二 
的 山岭 ， 因 为 受到 季 轩 
RAKE, ALA | 
DBeAAR ADIL, | 
We i Jy SE MSE, «RS ge oe eae ee ae 
降水 量 和 太阳 热 图 8. FEM MT, E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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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控制 雪 粽 的 两 个 因子 ， 其 中 
万 以 降水 量 为 最 重要 。 再 以 喜 
Bae Ae: 该 山 有 版 位 于 北 
8 27 一 34"， 面 向 印度 的 潮 刘 
山坡 ,平均 雪 租 的 高 度 是 4;900 
米 , 而 面向 西藏 的 干燥 山坡 , 雪 
$2) SEAL 5,000 米 。 KBE 

的 供给 使 暴露 在 日 光 中 的 三 位 
所 生 的 影响 减弱 了 。 同时 ， 
Ne FFE EE 
季节 成 反作用 。 在 湄公河 上 游 
山地 ;冬季 雪 搬 的 高 度 是 5;180 

米 ,夏季 仅 4,270—4,570 K, 

是 因为 季候 风气 候 的 冬季 过 分 
Ao. HSA wee rae 
Bee AEE SRLS SE HATE caine ERS, WT 

Tee Ree ee CAR AIRES 光照 射 的 影响 念 为 重要 5 A 
法 西北 © aH agate 

图 10， URL IFO Se SE 
CHEE FH FLAT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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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印 塔 尔 南北 的 方位 , 可 以 作为 这 种 现象 的 悦 明 。 

印 塔 尔 的 雪 和 方位 

北 坡 ( 米 ) 

720 
1,110 
1,540 
2,030 
2,470 

5 mE LAY TRL AY FSG A AC ACHR Bs 3 
Fro ; 

mR WA Sem RS 

47 .7—43.5 

41.5—42.7 

40.5—41.5 

3,230 
3,720 

AS IS AO eH LL RE AL ET), 因此 方位 对 于 气温 的 影 

Oe) AS, PY EXT FRE 7K AY EVR SS, FLAS PIE, FERRE SAY 

山坡 . 4 Hh RRA EE 4,560 OK, MFR BUI 4,740 

Ko 

人 类 对 于 雪 的 反应 人 类 对 于 气候 的 反应 , 大 部 分 在 以 后 各 

章 中 讨论 ,但 是 为 了 方便 起 见 ,这 里 先 将 雪 的 重要 性 和 雪 鹃 的 重要 性 

略为 讨论 一 下 。 雪 对 于 人 类 影响 的 方式 有 四 : 一 、\ 积 雪 的 直接 影响 ; 

二 , 雪 对 于 气温 的 影响 ; 三 、 雪 作为 水 和 洪水 的 来 源 ; 四 、 雪 崩 。 

雪 对 于 山地 居民 生活 的 影响 , 以 圣 克 里 斯 托 夫 奥 森 斯 区 RIES 

村 的 一 学 校 教 师 毕 加 勤 腊 的 研究 最 为 精细 。 受 塔 车 村 在 .1921 一 22 年 ” 

冬季 一 月 份 降 雪 的 纪录 是 160 OK, LL Mi cktin PERE FE DK REZ PAR 

iG BUBRAMS RB; 二 月 份 降 雪 69 厘米 ; 甚至 三 月 份 降雪 

也 达 十 四 天 之 久 。 可 是 因为 该 地 位 置 极 高 ,有 充足 的 日 照 ,虽然 气温 

很 低 ,学 校 中 儿 重 还 是 可 以 在 户外 吃饭 ,村 中 居民 也 可 以 聚 在 村 内 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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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的 空 距 地 以 及 横 跨 河 身 的 桥头 并 谈 。 可 是 交通 阻隔 , HEE SEE 
一 月 起 便 已 毁坏 , 到 第 二 年 的 六 月 才能 复 通 。 邮递 要 拣 没 有 风暴 和 
雪崩 匈 险 的 时 候 通 行 , BEF ARR, 出 大 村 外 必须 穿 雪 鞋 。 和 全 
炙 有 一 小 孩 在 三 月 中 患 病 , 直到 四 月 十 二 日 他 父亲 才能 下 山 请 医生 
买 莉 ,而 该 小 孩 还 须 一 个 月 以 后 才能 下 山 去 就 珍 。 二 月 中 有 -一死 属 
保留 了 五 天 才 有 人 知 雪 鞋 来 移 苦 。 在 有 些 山谷 中 ， eA LA 
保存 数 月 之 久 。 

由 雪 所 造成 的 孤立 状态 , 对 于 家 庭 工业 的 影响 记述 很 多 。 假使 
不 是 大 雪 封 山 , 男人 们 当 不 大 株 守 家 园 ,雕刻 木 贰 玩具 制造 链表 OK 
学 玻璃 ,科学 仪器 等 , APLAR ED SA RE , SRA ESET 
作 s。 ASA ANS EAS OR SE he TH eo BPA, ep Ree 
HH, eS ERR SAA EIR AAS, WEEE 
家 庭 工 业 。 

冬季 ,瑞士 人 与 杂 物 为 伍 ， BAHAR, 这 两 种 原料 都 
可 以 就 地 取材 。 瑞 士 人 的 房屋 很 低 ,容易 暖和 。 在 多 雪 地 区 ,屋顶 筑 
BARE BEA RAE. EAA PARK RRA, WTR 
PRAKS, 房屋 很 低 , HAERAKRTR-ARUBWENEE. 
一 年 中 地 面积 雪 的 时 间 可 能 长 达 7 一 8 个 月 ,因此 户 内 活动 的 时 间 很 
长 。 在 这 期 间 , 通 风 不 良 , 缺少 运动 和 身体 上 的 刺激 , 对 于 健康 的 影 
响 很 二 ;加 以 生活 艰难 ;这 是 山地 偏远 地 区 精神 病 患 者 很 多 的 原因 之 
as 小村 沙 中 的 酒店 生活 也 是 室内 锣 禁 的 另 一 悲惨 和 结果。 冬季 生活 
的 严酷 是 大 量 季节 移民 的 主要 原因 之 一 。 : 

漫长 的 积 雪 时 间 也 限制 了 植物 的 生长 。 即使 在 无 森林 地 区 , 2s 
WAR AS lit BEARS, 可 是 彼 雪 所 掩盖 的 地 区 总 是 不 能 利用 了 。 其 
克 树 本 的 生长 也 受到 积 雪 的 限制 ,例如 坦 罗 尔 在 2,400 Ab, PEAY 
时 间 达 九 个 什 月 之 久 。 可 是 另 一 方面 , 停留 不 久 的 薄 层 积 雪 对 于 树 
本 和 谷类 植物 反而 有 利 , 因为 积 雪 可 以 防止 严寒 。 为 了 促使 者 季 积 
雪 晤 目 溶 化 ,有 时 把 泥土 散布 在 雪上 面 。 

等 极 有 利于 山地 运 壹 , 可 是 这 仅 限 于 道路 平坦 ROE 
的 地 区 。 在 陡坡 积 雪 的 小 路 上 行走 是 很 困难 的 。 冬 季 在 山坡 运 林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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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方便 。 欧 洲 山 地 草原 居民 往往 把 彤 藏 干草 的 合 诽 建造 在 草原 中 央 
而 不 靠近 丘 栏 ,甚至 远离 慌 栏 儿 哩 ,这 是 因为 冬季 在 雪 地 上 运 迷 较 夏 
季 地 面 运 敏 更 为 方便 。 干草 盒 库 的 位 置 常 在 属 栏 附近 的 由 上 ， 冬季 
干草 可 以 从 由 上 滑 下 来 ， 比 
BLL ay ie TF Ae OE 
4, SMIRK, HPSS 
滑雪 队 不 花 日 夜 往来 在 各 村 
AM. SRAM MOLE 
(a BE, ES AE hz 
te, FREE POR. 
dR ARE MA, FR a 
(8 FA S28 ASEH, All, 奥 伊 进 斯 的 无 雪 期 与 高 度 的 关系 

雪 和 温度 的 关系 已 如 前 ss > 
述 。 假 使 将 温度 订正 到 海平 面 ,我 们 就 可 以 发 现 雪 对 于 温度 的 影响 。 
员 纳 芬 合 在 法 属 昂 白 出 从 事 这 项 工作 ， 他 发 现 南 易 和 白面 的 交 托 斯 由 
于 积 雪 , 冬 季 实 际 成 为 一 个 寒 沦 的 “孤岛 ”。 雪 使 空气 冷却 的 程度 ,可 
以 从 雪 的 温度 和 气温 的 差 数 得 出 。 

春季 高 山 的 特点 是 季节 的 开始 远 在 溶 雪 以 前 。 一 到 雪 溶 大 土 ， 
由 于 山地 的 坡度 ,地 面 极 易 干 焊 , 很 快 便 温 暧 了 。 植 物 发 荐 和 开花 的 
过 速 也 是 高 山 春 季 喜 事 之 一 。 小 面积 积 雪 也 有 兆 留 到 春 未 夏 初 温暖 
的 季节 ,可 是 那 时 候 花 巷 已 能 从 积 雪 中 冲 出 。 在 山谷 中 冰雪 已 经 湾 
(Litt SURE RIE, 气温 的 垂直 梯度 显然 bei’ te TF 
常情 况 时 为 高 。 

高 二 可 等 的 这 角 生生 ，: 气 汉 对 于 积 要 的 洛 傅 放 泛 渍 询 有 让 
效果 为 大 。 雪 反 射 太阳 光 的 能 力 较 土壤 锡 大 恩 倍 , 这 是 因为 雪 的 无 
色 和 和 结晶 面 的 称 故 , 因此 在 积 雪 期 间 , 日 照 因 雪 的 反射 光 和 热 而 增 
iio 

最 近 山 地 研究 的 发 展 方向 是 对 于 雪 的 观测 。 所 有 这 方面 的 工作 
成 续 实 际 .上 都 是 最 近 一 世纪 来 的 收获 , 尤其 以 最 近 数 十 年 来 的 进步 
最 为 迅速 。 这 种 研究 的 目的 在 于 决定 高 山 的 雪 量 , 使 我 们 可 以 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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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服 斯 的 气 源 和 雪 温 (高 度 1;560 米 ) 
Sie ee 73 

WHA Re (CK) |}2# 4A CO)] 2 CC) |#FRCC)| K 量 

1891 年 2 月 28 ~12.0 ~16.7 4.7 2.2 
3 A 31 = 5,3 -7.0 1.7 6.6 

12 A* 12 ~ ~9.3 ~13.9 4.6 4.5 

ep fe ip 31 | C957 “11.9 3°22 6.2 
Br 60. bE 7.5 a Wah ean 

122 (天 ) 平均 一 8.5 一 11.4 2.9 
= FESR: 

下 车 = 时 
观测 日 数 ( 天 ) | #4 (CC)| 雪 (CC) | & CO) | 云 。 重 
SSE eS SR a eee ene mle a aeeeeirer See 

1891 4 2 月 28 1.9 一 7.2 9.1 | 1.8 

3 月 31 2.9 11 | a0 0.4 
12 月 * 12 3.1 -10.1 | 7.0 4.0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 es A cae 

1892 4 1 4 31 =| 1.7 —6.0 | 4.3 5.6 
Pear ay 20 os 1.2 gta PRS ae 6.6 

| | 

122 (%) 平均 0.2 a5 5.7 

FRR 

MAMAN A REE; 其 次 是 洪水 的 可 能 性 。 山地 积 雪 量 的 多 
上 消 不 仅 依靠 降水 量 的 多 少 和 山坡 台地 的 广 阅 等 ,而 且 要 看 降雪 时 期 
丙 的 天 气 状况 而 定 。 某 区 域内 雪 的 厚度 并 不 一 定 是 芒 区 域 蔷 水 多 少 
的 尽 庆 ,因为 雪 有 压 适 性 。 利 断 积 雪 含 水 量 的 困难 ,美国 学 者 大 致 已 
IR, 欧洲 人 旭 还 没有 得 到 它 的 灰 法 。 印 奇 关于 雪 的 测量 一 文 ， 
可 以 供 研究 这 个 问题 的 学 者 的 参考 。 BOR BIA AOLR EE , Hekane 
或 的 预告 以 及 其 他 本 书 没有 诗 论 的 题目 。 花 引 印 奇 的 葵 广 的 一 些 结 

“WR, EMMA. 
出 地 积 雪 的 蒸发 很 快 , 据 玫 瑰 出 山顶 ( 拔 海 10;800 米 ) 的 纪录 ,在 

69 小 时 闪 六 发 的 雪 量 相当 于 2.32 时 的 雨量 。 
” 积 雪 在 晚间 及 气温 零度 的 时 间 内 都 有 燕 发 。 每 小 时 31 哩 的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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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可 以 在 一 夜 内 蒸发 积 雪 0.08 一 0.10 oF, 

山地 森林 对 于 雪 的 积聚 及 保存 的 效力 , 据 1904 年 月 在 玫 璃 山 
顶 和 在 有 森林 的 山地 的 纪录 ,所 得 的 结果 可 资 比较 。 

ily 顶 积 雪 厚 度 (时 ) i a PRS BE (MS) 

观测 站 所 掩蔽 的 地 方 52.5 FERED DE By ESS 40. 8 

汕 风 起 8.1” 森林 地 的 平均 数 88.6 

4p DE : 78.1 

st a yk fey BAB wy EB PK LAR BARE 0 
PEP EAHA , CE BE A, HUF AR”. 

RE 1 EE ATE ES OO, 预告 方法 很 
正确 ,农民 有 时 因 预 告 而 改变 它 个 的 耕作 计划 。 

享 利 鲁 研 究 雪 和 洪水 的 关系 。 他 讽 为 日 照 代 不 是 洲 雪 和 发 生 浴 

水 的 重要 因子 之 一 。 洪 水 的 发 生 常 在 晚间 气温 极 高 的 时 候 。 新 雪 的 
REL SHENAE A REESE AR haa ERE 
5B ASE A IE 9 (1) 9 (2) EA 
(3) ZEA ARUN EO, (4) REE 
最 后 ,由 雪 变 成 水 也 可 和 经 过 千 冰 阶段 。 UK, SE 

数 大 城市 的 给 水 依 顿 冰 川 的 溶解 , 当 冰 川 大 为 减 缩 以 后 ATK A 
很 严重 。 

雪 HW Abr TSR “lading” 衍生 而 来 的 各 种 形式 的 鹿 显 

ARH Hh A AES. 和 雪崩 同 义 的 字 有 Lavina, lavigna, avalan- 
ga, levina, avalanche 和 valanga 等 。Lavanchy，Lavancher，lanch，Lan- 

chettes 和 Lakne 等 地 名 显然 都 和 雪崩 的 意义 有 关 。 

使 雪 停 留 在 陡坡 上 的 一 个 重要 因子 是 该 山坡 的 性 质 。 wea 
直立 的 台地 ,还 是 一 粗糙 不 平 的 台地 ? AA a 
足以 阻止 雪 甬 ?有 没有 森林 丢 复 ? 凡 此 种 种 都 有 关系 。 山 坡 的 雪 裔 
依靠 天 气 状 况 、 雪 的 性 质 和 地 形 等 而 决定 。 能 够 阻止 雪崩 的 山坡 性 
Bio Fk: 

山坡 倾斜 22" , 积 雪 厚 度 40 一 50 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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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 倾 儿 30" , 积 雪 厚度 15 厘米 
peta RT 50” , 积 雪 厚 度 5 厘米 。 

PLEO Ee, MIE Se SH 
两 大 类 。 SHR TEM MB, RAE SPAR 
候 。 崩 志 的 雪 有 时 是 直接 复 于 地 面 上 的 积 雪 , 可 是 大 都 是 复 于 秋季 
所 形成 的 冰 面 上 的 积 雪 , 这 样 情形 下 崩溃 更 为 方便 。 沦 雪 骨 的 主要 
fare E fe te PILAR, AK SE a A AY) Staublawine 一 字 

A624, AP EMER. KS PTE KR 

BOAR. APA FE Piesh, UPR UE” , ED AO 
WARALA, SEBS BW I, PAUSE LABELS, BW 
谷 猛 进 , 每 小 时 能 够 以 100 一 120 AH AK EB. 

BE Seka) MH Skies, Fk a Re, 
eee ERNE, EMRANEZAD UGA. BEM PEE 
象 瀑布 冲 激 , LAB AER HE ET EEC, 暖 雪崩 往往 
象山 月 一 般 ; 它 的 行动 虽然 绥 慢 ,然而 力量 之 大 很 是 可 怕 。 骨 夫 的 速 
度 从 每 小 时 数 蝗 到 五 十 多 哩 不 等 。 蚂 雪 骸 和 德国 的 Sci1aglaroize 一 

AH24. BERK 1900—01 年 及 1913 一 14 年 两 个 冬季 内 发生 雪崩 

达 586 砍 ,其 中 暧 雪崩 421 KR, BH 31 次 ;及 冰川 2 次 。 
防止 雪崩 的 工作 可 分 为 “ 防 ” 和 “ 治 ”两 方面 。 
(1) 防 御 方 法 的 目的 在 预防 高 山坡 上 足以 形成 雪崩 的 雪 的 停留 ; 

因此 在 高 山上 建筑 木头 或 石头 的 藩 篇 或 者 造林 等 。 雪 骨 大 致 开始 在 
森林 稼 上 方 或 下 方 。 狗 有 三 分 之 二 的 地 面 雪 崩 和 二 分 之 一 的 其 他 雪 
崩 是 从 森林 粮 下 方 开始 的 , 由 此 可 见 造 林 的 重要 。 在 峻 峭 的 山坡 上 
往往 修建 宽 狗 一 米 高 狗 数 米 的 石垣 用 以 防止 雪崩 。 此 处 还 有 板 篇 ， 
& 民 的 作用 和 石垣 同 。 在 下 怕 加 丁 , 开 辫 深 寅 各 一 米 长 8 —9 米 的 淘 防 
正 雪 骨 。 现 在 在 昂 白山 地 ,防止 雪崩 的 建筑 物 很 普 逼 ,旅行 家 对 此 已 
毫 无 奇特 的 感觉 (参看 图 12、13)。 

| (2) 治 导 方 法 包括 限制 雪 周 的 破坏 力量 和 建筑 头 形 坚 固 墙壁 
纳 方 面 。 在 瑞士 ;建筑 人 工 石 壕 来 引导 雪 流 ,必须 穿 过 雪崩 路 舟 的 公 

路 和 詹 路 , 在 路 上 都 筑 有 斜 顶 石 棚 使 雪 沿 石 棚 顶 滑 过 。 RAK 

se。 She 



种 保护 ， HkIkG SIND 
ik, BA PSE ABE ， 
ff) em Ler | BSx 
夏季 还 没有 深化 ( 才 看 图 ")s Se Be 
ASEM ML Bae 
PERT REA, WUE 
到 的 印象 是 雪崩 发 生 的 突然 
i, RAR? SE SE 
HERBIE IE. 
员 的 行进 ̀  地 过 的 轻微 震动 、 
远 处 火车 的 汽笛 声 、 或 者 羊 

娠 的 振 谷 声 等 微弱 振动 ， 都 
ELE BIA. HH 
Mitt, MAHA |g 
违反 国民 爱 唱歌 的 习惯 而 禁 四 12 各 加 下 

本 
(根据 拉 第 斯 奇 朋 于 ) 

崩 也 有 在 某 一 时 期 中 特别 危险 的 。 在 这 时 期 中 ; 田地 的 积 雪 处 在 不 
稳定 平衡 的 状态 中 。 

预告 雪崩 最 可 入 

”的 方法 是 决定 积 雪 的 

”不 平衡 状态 ， 在 雪崩 

fk, ABA 

意外 。 预 告 雪崩 ， 除 

人 了 本 地 人 的 经 验 名 
外， 唯一 实用 的 方法 
。 是 应 用 气象 图 ， 可 是 ， 
:” 这 种 办 法 必须 经 过 数 

‘ae Sa ee 年 的 观察 ， 对 于 高 山 

图 13。 wD = RSM ARIAS 
(根据 拉 第 斯 奇 朋 氏 ) 象 特 点 有 所 了 解 才能 

ee 

: Taymor. 

: ee ee rn Sep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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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效 ,这 种 观察 包括 气压 ,有 风 、 气 温和 降水 量 ;此 外 还 必须 明了 雪 的 密 
庆 、 温 度 以 及 积 雪 地 面 的 情况 等 。 据 称 秋季 所 形成 的 冰 面 可 能 增加 
冬季 的 雪崩 ;而 气温 屋 然 增高 、 新 雪 增 加 以 及 风 吹 匀 坡 上 的 积 雪 ，, 都 
可 能 造成 雪崩 。 

高 由 交州 的 崩 失 使 由 坡 陡 内 , 这 是 常见 的 现象 。 平原 居民 不 容 
易 了 解 这 种 危险 性 之 大 。 在 瑞士 至 国 , “雪崩 走廊 ”有 9,386 条 ,其 中 
5,294 条 每 年 都 经 常 雪 骨 几 次 ; 此 外 也 有 许多 雪崩 是 偶然 发 生 的 , F# 

没有 一 定 的 走廊 。 法 属 昂 和 白山 塔 偷 塔 斯 一 个 小 区 域内 ,就 有 “ 雪 骨 走 
i 46 条 。 这 种 雪崩 走廊 上 间 风 的 雪崩 最 为 可 怕 。 

雪崩 对 于 由 地 的 影响 ,除了 对 于 住宅 区 以 外 ,在 其 他 方面 也 很 重 
SER RVR, AEE RN IN, ERT BHAT TER, 
RATA SENTRA VED WS. BEE 1908 一 12 EBB RAE 

| 二 有 居民 的 山谷 中 , 由 雪崩 所 沉积 的 泥 沙 共 有 44;000 立方 米 。 我 们 
ET PVR AW SHA, 以 每 秒 10 米 的 速度 通过 2,000 KNEE 
fees, 雪 骨 的 体积 是 200;000 立 方 米 , 那 末 它 所 发 生 的 能 量 是 

20,000,000 匹 马 力 。 

雪崩 的 飞 一 种 危险 是 对 于 森林 的 破坏 。 滩 谷 每 年 被 雪崩 所 扫 蓝 ， 
， 树 未 繁殖 很 不 容易 , 而 且 和 雪崩 之 前 往往 有 狂风 。 作者 在 狗 西 密 忒 谷 
办， 名 看 到 一 棵 直径 二 只 的 树 , 在 距离 地 面 20 RARER HH 

， 狂风 在 雪 鸯 没有 开始 前 便 已 将 森林 摧毁 , 甚至 还 损 及 对 面 山 坡 上 的 
森林。 法 属 昂 和 白山 泌 拉 洛 格 南 上 部 山谷 中 就 有 这 种 现象 。 据 一 般 报 
告 ; 在 距 高 雪崩 地 点 数 公 里 以 外 , 序 可 感受 这 种 狂风 。 

雪 骨 所 造成 的 其 他 次 要 影响 ,例如 谷地 中 肥沃 土壤 的 堆积 高 山 
Ae EA ABA SP ae Hh SE A LAS ORE HE SE UE REL 
雪 瑞 再度 冻 和 结 坚固 。 对 于 山谷 而 言 ,有 蔷 水 的 功用 ,而 且 谷 内 积 雪 可 
以 使 气温 降低 。 

在 多 数 山 谷中 , 雪崩 阻碍 交通 , 并 且 成 为 旅行 者 所 常 遭 遇 的 危 
险 。 实 际 上 使 一 些 山村 和 外 面 的 隔 阻 不 在 积 雪 的 深度 而 在 于 SEA 
十 手 雪 甬 有 时 得 循 着 向 来 知道 的 道路 ， 可 是 有 时 却 象 闪电 般 变 幻 莫 
Al PRA, Lae ete USE, i NACE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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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 者 有 时 可 以 在 雪崩 的 沉积 物 上 行走 ,或 者 气 出 原来 的 道路 ,或 者 

也 可 以 如 上 所 述 建 筑 雪 中 险 道 。 电 话 和 电报 乏 当 然 很 容易 损 虹 。 法 

属 昂 白 山 圣 毛利 斯 和 圣 狗 殉 斯 两 村 常 彼 雪崩 禁 钢 达 数 月 之 和 久 。 到 士 

龙 河谷 中 有 很 多 十 字 架 显示 冬季 旅客 死难 的 地 方 。 ce 
1879 年 从 托 西 到 策 马 特 5 公里 的 路 上 , 很 少 有 距离 50 米 而 没 

有 雪崩 的 沉积 物 的 。 同 年 ,在 蒜 斯 和 上 比 那 两 山谷 中 ,甚至 走出 家 四 便 
有 遭 到 雪 朋 的 危险 。1917 年 在 瑞士 某 山 谷中 雪 参 有 30 次 之 多 。 这 

一 年 中 整个 易 白 山 人 瘟 伤 亡 很 多 , 房屋 的 损失 也 很 大 。 在 达 服 斯 附 

UEAY IBF, kK RR BR, FETA BAT AEE EE AS ODF BE 

192,000 法 郎 。 瑞士 的 历史 充满 着 雪崩 伙 难 的 记载 : 1594 年 1 月 16 

和 17 日 两 天 内 ， 具 特勤 托 的 雪 参 冲 坏 教堂 一 所 , 教区 首长 的 住宅 一 

所 , 民房 数 贱 和 谷 库 多 所 。1634 年 1 月 22 日 牧师 的 住宅 丢 毁 , 牧师 
AR) REE, 1695 年 雪 厚 达 3.6K, 雪崩 由 四 方 冲 来 , 教堂 、 民 房 

和 但 库 全 部 被 毁 。 

1608 年 和 18756 年 格 利 孙 的 圣 安 东 尼 谷 的 雪 参 毁 房 屋 38 是 , 盒 

库 200 所 ,订房 4 处 ,死难 47 人 , 牛 130 头 。1618 年 享 格 巴 德 的 雪崩 

死 61 人 。1719 年 发 累 的 一 次 雪 甬 摧毁 一 个 村 落 , 死 60 人 。1720 年 

奥 勃 格 斯 得 偷 的 雪 骨 毁 房 屋 120 WM, 死 80 人 , 牛 400 头 。1689 年 格 
利 孙 的 了 革 斯 到 村 和 被 毁 , 村 民 也 全部 殉难 。 

1720 年 瑞士 奥 勃 格 斯 特 偷 发 生 一 次 越过 和 森林 而 来 fy BS ha, 200 

个 村 民 死 去 84 A, 至 村 被 毁 三 分 之 一 , — PAE Eh PRE 
六 百 头 牛 。 这 砍 雪 崩 阻 塞 了 龙 河 , 鼓 河水 势 测 泛 ,附近 地 区 很 快 便 

泛滥 成 从。 ROI AR Tk SRT, 坚忍 不 拔 的 村 民 重 建 

了 村 落 , 可 是 不 久 村 落 双 被 从 山谷 的 另 一 方向 名 来 的 雪 参 所 摧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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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 风 、 云 和 太阳 

山地 与 风 ”山地 和 平原 都 受到 盛行 风 的 吹 袭 。 可 是 山地 有 一 
些 特 有 的 风 的 条 件 ,现在 略 述 如 下 : 

山地 由 崇高 佑 ,风速 志 平 地 为 大 。 
山内 成 为 风 的 屏 隐 。 
山地 可 改变 风向 ,并 产生 局 部 盛行 风向 。 
谷地 可 以 增加 风速 。 
因 山 地 的 自然 环境 产生 特殊 的 风 。 
所 谓 暴 露 在 盛行 风 中 , 叱 的 意义 序 指 降水 量 大 , 或 蒸发 量 大 , 或 

剧 沦 ,或 剧 热 等 ,都 秽 当 地 的 情形 而 定 。 凡 此 种 种 , 都 不 需要 再 加 裔 
明 。 可 是 这 种 情况 的 重要 ,不 能 不 加 以 深切 注意 。 即 使 很 低 的 山 罕 ， 
在 高 速度 风 的 吹 获 下 , 屁 的 蒸发 作用 也 很 迅速 , 代 且 显然 较 高 度 相等 
的 大 山坡 上 的 蒸发 更 为 迅速 。 

在 自由 流动 的 空气 中 , 风 溃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增加 。 在 山地 中 , 除 

了 地 形 破碎 足以 阻碍 风力 以 外 ,一 般 地 风速 也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增加 。 
风速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增加 的 比 牵 , 根 据 马 东 男 所 得 的 址 录 妇 下 : 

山 等 附近 的 风速 较 在 同 高 度 自由 空气 中 的 风速 为 大 ， 的 原因 

和 河流 中 大 石 块 附近 的 水 速 较 自由 水 流 中 为 快 的 原因 完全 相同 。 痢 

罕 普 什 尔 省 华盛顿 山 山 项 观 调 所 在 1933 一 34 年 测 得 该 地 的 风速 是 

每 小 时 164 呈 ( 即 每 小 时 262 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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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视 的 山谷 中 比 较 安静 。 在 瑞士 的 旅行 者 都 有 这 种 感觉 。 谷 中 

风力 极为 微弱 ， 和 盛行 风 的 速度 比较 要 小 得 多 ， 可 是 山 守 上 便 很 不 

“Fee”, 据 一 年 来 的 观测 纪录 : 莱 因 河谷 中 测 候 站 无 风 次 数 阿 尔 村 

EH 859 K, HM 949 次 , 罗 卡 诺 1001 次 ,可 是 位 于 山顶 的 阵 的 其 
则 仅 72 次 。 大 圣 上 员 那 得 只 有 一 次 。 

遍 使 在 平原 上 接近 地 面 的 风向 和 当时 盛行 风 的 方向 ,也 并 不 完 

从 一 致 。 假使 一 条 由 有 版 的 走 癌 和 风 癌 成 某 种 角度 , 那 末 接近 地 面 的 

风向 郎 可 因此 而 改变 ,以 致 和 由 塞 附 近 或 高 空 的 风 癌 不 同 〈 图 14), 

瑞士 达 服 斯 山谷 就 是 风向 

因 山 谷 而 改变 的 最 好 的 例 

子 ， 这 个 例子 见于 巴 哈 的 

AAR UMAR CA 

利克 ,1907) 第 86 页 。 

逆风 癌 的 山谷 中 比较 

安静 。 KES Z , 一 条 出 

WIRBE PR TR ABRAS UK ZEA He 

面 的 写 度 ， 狗 为 它 的 高 度 

LS AIAG AY ARIA 
HOMER Hk. Kinane 坡度 和 风速 而 略 有 改变 。 

PMI, A AA, GEARS) ”这 种 只 是 理论 上 的 而 不 是 

切合 实际 的 估计 。 风 吹 到 背风 面 以 后 ,立刻 向 下 扑 。 门 托 尼 位 于 里 
维 耶 拉 海 岸 的 门 通 , 受 到 泌 洛 芬 节 尔 昂 白山 的 屏蔽 , 驶 受 强烈 北 风 的 
歇 袭 ;可 是 这 北 风 (Mistral 风 ) 在 距离 海岸 一 公里 处 朗 扑 获 海 面 。 

假使 山谷 的 走向 和 风向 一 致 ,， 那 末 谷中 的 风速 势必 增加 。 法 属 
昂 自 山大 不 赤 谷 中 的 风 极 强 ,使 人 不 能 徒 走 前 进 , 可 是 当时 在 谷地 以 
四 及 附近 与 风向 不 平行 的 山谷 中 , 仍 很 平静 。 

法 属 易 白山 至 境 有 从 意大利 吹 来 的 风 , 称 为 龙 巴 底 ,， 风力 很 强 。 
当 法 国 南部 有 气旋 的 时 候 ,在 意大利 境内 便 有 一 反 气 旋 , 因 山地 的 阻 
隔 , 两 地 的 气压 不 能 调和 ,因此 意大利 反 气 旋 的 风 越 山 下 扑 , 很 是 猛 
FA, 这 风 在 高 塔 偷 塔 斯 称 为 "小 圣 具 那 得 "。 据 记载 ， 1882 年 龙 巴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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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欣 毁 沙 蒙 尼 斯 附近 树木 达 52,000 Bk: 1904 年 摧毁 法 国 古 坡 上 的 
木材 计 2,600 立方 米 (89,600 立方 只 )。 在 色 兹 地 方 ;, 必 须 用 大 石 块 

TRB, PEE BA SUM UAHA, 那 未 龙 巴 底 风势 必 省 变 
REA, PARE AREER RMT, 

Wythe ze | KARATE, RAT 
生 种 种 变化 ,因而 产生 种 种 特殊 的 云 。 因 此 在 所 有 各 种 天 气 因素 中 ， 
以 云 的 变化 最 为 莫 测 。 

我 们 现在 还 不 能 决定 高 度 和 云 之 问 是 否 有 关系 。 BR, BEG 
Al) PEK REE RAMS: 冬季 的 云层 较 夏 季 为 低 。 山谷 中 直接 
日 照 不 多 , 代 且 受到 云层 的 遮 巩 ,可 是 高 山上 则 阳光 充足 。 冬 季 山 谷 
中 的 云 量 因 高 山 局 部 的 圳 而 增加 。 假 使 我 们 想 对 高 度 和 云 的 关系 得 
到 一 个 概念 , 那 未 可 以 略 述 如 下 : 在 某 种 限度 内 , 云 量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增加 。 这 种 限度 是 层 云 及 因 季 节 、 炉 度 ̀ 暴露 于 风 的 状况 , 及 山 

坡 的 倾斜 度 而 不 同 。 或 者 可 以 悦 : 山 坡 意 陡 赎 , 云 量 念 多 。 
汉 氏 委 经 把 瑞士 平原 上 的 五 大 城市 、 提 罗 尔 低谷 中 的 市 舍 二 处 、 

高 谷中 的 市 锁 三 处 及 了 日 的 市 锁 四 处 ， 分 别 以 观测 所 得 和 松 不 利克 
~ 的 观测 相 上 比较。 下 表 属 明 各 高 度 云 量 的 季节 变化 。 

各 季 的 云 量 和 高 度 

a | wi 
. 

冬 多 | te 

瑞士 平原 | 

云 量 和 日 光 都 是 研究 山地 生活 经 济 的 基础 。 云 量 卉 不 是 日 光 的 

补充 数值 ， 因 为 日 光一 部 分 是 方位 和 山 影 问题 ,和 云 量 没 有 关系 。 

对 于 云 量 包 不 能 作 概 天 的 狼 述 ,只 好 随时 随地 加 以 研究 ,除了 通常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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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 的 引 度 、 大 陆 度 、 风 等 条 件 外 , 还 要 通过 对 于 方位 、 地势、 由 坡 和 
面体 等 的 研究 来 得 出 当地 的 看 法 。 
Te? Se 

风 也 象 各 地 的 云 一 

样 ,随地 方 而 不 同 , A 

此 也 不 能 作 概 括 的 氏 

Mt, BE AY Th EEL RE 

述 数 种 典型 的 风 的 实 

际 状况 。 

由 地 背风 坡 的 山 

谷 是 盛行 风 的 背风 区 
i, FE ET RAIL 

Als. 法 属 比 利 尼斯 山中 士 马 求 胸 岭 口 的 云 ”谷中 , 七 的 风 癌 , 因 盛 
在 谷中 晴朗 的 天 气 时 发 现 此 云 , KERMA FPR LIAR RAE 

中 将 发 生 一 大 风暴 。 本 区 为 一 牧羊 区 域 , 图 中 堆放 在 前 =z 
方 的 杂 物 是 正在 修 策 的 道路 ， 由 小 道 可 通 至 较 高 的 牧 Us 
Bs 235 ( DOS BD tay FP 

Fh, 然后 顺丰 谷 的 方向 进行 。 这 种 情形 和 流水 的 涡流 相似 。 法 局 比 利 
FER LL HR BB ES FR 

哥 城 所 在 的 山谷 中 就 
有 这 种 现象 。 访 城 拔 
海 550 WK, FEE 

17 ZR EB bE Hh 

2B 2,877 米 ， 
WASERR ARR 
观测 站 ， 客 地 山顶 是 

欧洲 永和 久 住宅 的 最 高 

地 点 。 山 谷 作 南 北 走 sn- SS 
TF), WARP EAR Pa ET, 图 16. ABBE RRSaNS 
Pe Hh WRAL AY VLA fs Ze eA I 

15) Fo | 

地 方 风 “各 地 的 



PPLE ACR FP Bu OH HEH 20 RAGA A 

LAA LY Ze Pay PART RE 

1910 年 3 月 | 密 地 举 | we be || 1910 年 3 月 

1 yy dt PG JL 11 (a: | 

2 ww Ab rs * 12 ma ow 东南 * 

3 东北 南 * 13 MN 4 西 北 ” 

4 西 东南 14 于 江北 南 * 

5 [a 南 * 15 了 无 风 

6 南 南西 南 * 16 西北 无 风 

7 Pa tt 南 * 17 PY 4k 南 * 

8 Lela 南 * 18 西 南 * 

9 a 南 南 东 * 19 西 北 

10 西南 西 南 ” 20 东北 北 北 西 

由 上 表 可 知 山谷 中 有 风 的 日 期 是 18 天 ;, 其 中 15 天 ( 右 角 有 * 
的 ) 是 因 山 谷 而 改变 方向 的 风 。 

在 天 训 气 清 的 日 子 里 ， 在 昔 蓝 色 的 天 空中 常常 看 到 象 话 旗 般 的 
云 从 山 的 背风 面 冉 冉 而 来 。 关于 这 种 云 的 发 生 ， 通 常 有 两 种 解释 : 
—, MBE Le, 增加 山坡 的 气压 , 等 到 进 太 和 被 获 由 坡 的 对 面 山 坡 时 
候 , 划 因 压 力 已 很 小 ,水 气 因而 凝 辕 。 二 ,山坡 使 吹 来 的 风 准 却 , 凝 烙 : 
KR, 假定 第 一 种 解释 是 正确 的 , 那 未 云 为 什么 只 发 生 
在 山顶 而 在 气压 人 并 不 相等 的 山下 没有 这 种 现象 ” 候 定 第 三 逢 解释 是 
对 的 ， 根 据 昂 白 山 学 者 的 经 验 ， 中 午 山 守 岩石 的 温度 比较 气温 高 得 
多 ,这 便 双 和 解释 相 了 矛盾 。 

比较 正确 的 解释 是 : 风 在 经 过 山 案 或 山岭 时 候 ; 发 生 角 流 。 这 时 
候 山 谷中 的 风向 和 司 行 风向 相反 , 这 是 最 常见 的 现象 。 上 升 的 空气 
在 山谷 的 上 部 形成 云 稍 。 在 山 案 上 情形 也 是 这 样 ， 上升 的 空气 在 山 
窜 的 背风 坡 成 云 ,这 是 极 局 部 的 现象 ,而 由 盛行 风 的 局 部 影响 所 产生 

的 云 象 族 旗 般 从 山顶 际 出 。 图 17 中 的 情况 充分 指出 这 类 云 发 生 的 
位 置 。 这 个 例子 在 离 小 圣 具 那 得 不 远 的 塔 偷 塔 斯 看 到 。 从 意大利 吹 
来 的 东风 往往 使 塔 偷 塔 斯 、 特 别 是 伐 讲 斯 盖 上 一 层 云 稍 。 这 或 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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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较 热 的 意大利 和 较 准 的 法 国 气温 上 差 轩 的 千 果 。 山 背风 坡 巡 
流 气 流 难 于 云 的 生成 作用 可 用 

图 表 求 悦 明 。 | SAEED 
ARIA, A be & BE, 

: , RUSHERS Hh, 我 们 或 者 
图 -二 法 属 昂 白 山 塔 偷 塔 斯 的 迎 可 以 假定 : BP LA be REN, 

A UD Ife Cite tn BFA. 
WI THLE VIEL ORAL ROLE. Bet 

IRR, 通常 夏季 翻越 贰 宏 的 风 是 西南 风 , 西风 往往 和 北面 
耐 谷 所 吹 的 强 凤 同 来 。 当 这 种 风 在 该 地 和 盛行 风 相 遇 时 候 , BD 
云层 。 据 观测 所 指导 员 陶 塞 的 报告 : 当时 观测 仪器 所 在 的 高 原 上 大 
PRA 

LUE UB YS I ATE HO Ae RE PS” ( 1933 年 偷 敦 版 ) 
二 书 中 所 载 , 更 得 到 意外 的 证明。 SURED RES SCHEMA 
时 候 ; 据 观测 者 的 报告 ,这 种 云 象 河 流 一 般 , 长 达 数 哩 ; 冰 粒 从 山坡 向 
LUPE, KARE AW ER, BERRA Le, Ay BE 
没有 雪 也 没有 冰 。 

作者 对 于 康 弗 爷 \ 伐 勤 斯 比尔 和 上 比 利 尼 斯 东部 的 风 、 云 情况 很 熟 
悉 。 鼓 区 内 的 他 流风 以 康 弗 侈 山谷 中 最 为 显著 , 因为 有 高 空 西 南 风 
的 影响 ,因此 发 生 在 夏季 ,和 并且 极 有 规则 。 在 这 种 状况 下 , 正常 谷 风 
是 从 北方 吹 来 的 旬 流 风 。 这 种 人 过 流风 往往 在 比 利 尼 斯 山 版 山 案 区 - 
喀 密 河 的 发 源 地 构成 云层 。 作者 在 1929 年 6 月 看 到 这 种 典型 的 天 
RA. LUBA), SEWER ERR, SHAH 
fr Fe AS ARAL. VEE ER, WIM L, RABE 

— PASE, EMRE BE AKL, REAR RK 
POLAR, (EI EE WU TB_k, PY ee Be AY BE, BY 
ate RE AE KS LS EB ARB PBK LIF, Bl 
20 米 的 地 方 ; 立 刻 变 成 旋 旗 云 ,向 东北 方 际 去 。 

角 流 风 及 其 所 产生 的 云 极 为 重要 。 伐 勤 斯 比尔 山谷 的 走向 和 夏 
季 西 南 盛行 风 相 同 。 霞 山谷 位 于 喀 尼 哥 之 南 ， 从 派 拉 得 基 勒 姆 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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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中 海 。 鼓 山谷 的 源头 和 派 拉 得 基 勒 姆 都 以 夏季 多 云 著称 于 世 。 喀 
尼 哥 出 之 东北 和 西 三 坡 的 森林 都 在 2;200 KAA, RAPE MRR 

( BG Bh LE AR EI 1,600 一 1;800 K, HABA. KFS 

坡 森 林带 较 低 的 原因 ,作者 认为 由 于 生长 期 间 云 量 太 大 ,使 气 漫 降低 
的 结果 。 普通 的 云 量 是 由 于 谷 源 空气 上 升 经 连 流 凝 货 药 结果 , 假使 
其 他 条 件 不 变 , 便 极 容 易 解 释 。 至 于 过 重 的 云 , 尤其 在 夏季 午后 , 必 
须 另 作 解释 。 夏季 午后 的 老 极 浓 , 在 经 过 康 弗 爹 及 和 乒 勤 斯 比尔 间 的 
派 拉 得 基 勤 姆 时 候 ,即使 相距 只 数 米 ， 也 要 用 扒 石 做 局 号 ;否则 便 会 
迷 路 。 这 种 现象 可 能 解释 为 : 下 午 从 地 中 海 吹 来 的 海风 接 和 米 过 流 空 
气 的 结果 。 由 地 中 海 吹 来 的 退 油 空 气 ， 轻 过 狭 险 的 重 西 苑 平原 徐 巡 
流风 吸收 而 上 升 ,在 和 盛行 风 相 遇 时 ,因为 契 热 冷却 ,因而 天 大 凝结 ， 

SIAL BL (Mistral) 和 布 拉 风 (Bora) 都 是 下 降 的 凤 。 密斯 脱 
拉 风 是 从 法 国 中 央 山 地 的 中 部 吹 到 地 中 海平 原 的 闪 风 , 反 力 很 强 ,能 
亿 使 气温 下 降 。 布 拉 风 发 源 在 达尔 马 提 亚 高 原 , 歇 向 亚 得 里 亚 海 , 官 
的 性 质 和 密斯 脱 拉 风 相 似 , 当 它 吹 到 海上 时 ， 水 手 何 都 感 惊慌 。“ 密 
SAL” A ADL” PEAS ALS”, 可 是 现在 世界 各 地 凡是 地 形 、 天 
气 状况 相似 所 产生 的 风 , 不 管 风 向 如 何 ,都 应 用 这 两 个 名 字 。 这 两 种 
风 一 般 靓 为 是 : 当 高 地 吸收 由 反 气 旋 而 来 的 冷 空 气 时 ,低地 上 发 生 低 
气压 的 和 结果。 由 于 高 原 的 存在 ,气旋 和 反 气 旋 之 间 的 正常 的 调整 成 为 
不 可 能 。 高 原因 高 度 大, 气温 更 低 。 密斯 股 拉 凤 和 布 拉 凤 虽然 因 下 
降 而 温度 增加 ,可 是 因为 它 原 来 的 气温 低 ,， 在 到 达 平 原 时 候 , 便 仍 然 
寒 渝 。 上 壕 两 种 风 的 发 生 是 由 于 累积 的 不 平衡 所 致 。 在 法 国 地 中 海 
沿岸 ,冬季 的 短期 温暖, 假使 能 延长 到 数 天 , 便 可 以 加 强 密 斯 脱 拉 风 
的 强度 。 当 对 流 的 逆转 一 旦 形成 ,山地 的 冷 而 重 的 空气 序 糙 息 下 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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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站 
c 
* 

IDFA AUREL URE T, EIRURMOARE, AUR AF Re 
HEE PPR tO 而 且 这 种 风 来 势 猛烈 ,居民 们 用 石 
SE PURSE PR, 据 云 法 国 中 央 高 原 的 南 坡 鲁 因为 密斯 胶 拉 
RAAT DBE HA Se Uk 3S AR FS HET LR DP FF, BR BE eC EI 
BR) ASR SERIE TE AL, ROLLE ORME 
TEU. 一 般 而 葵 , EEL AOA PE a LR 
POR og SOREN dh BRAK . 
CAMS RAB RREMRR, 山 风 在 日 落 以 后 和 日 出 以 
量 克 其 而 顶 歇 向 出 谷 。 谷 风 在 白天 从 山谷 吹 向 山顶 , 它 的 速度 往往 较 
而 凤 为 小 。 帆 风 有 时 是 和 风 , 有 时 是 疾风 。 假 使 由 谷中 没有 森林 , 谷 
JK BBE, 山顶 和 流域 面积 相当 广大 , 那 未 由 风 可 以 变 成 “气流 ”: 
可 是 假使 没有 趣 热 增 温 作 用 ， 那 末 因 空气 下 降 而 产生 的 谷中 低温 必 

定 很 天。 
量 “产生 四 风 的 动力 作用 如 下 :在 晴朗 的 夜间 ,高 地 岩石 对 于 热量 的 
枉 射 加 在 山谷 中 为 快 ， 因 此 在 山谷 上 部 楼 触 岩石 面 的 宗 气 冷却 而 成 
WAS”, KBE AURAL A. 因此 我 们 在 峡谷 中 架 珊 营 帐 
必须 配置 在 焚 火 处 的 上 方 ,以 避 浓 类 。 

， 出 风 那 未 简单 ,因为 
谷底 和 谷 壁 的 热力 使 
气 漫 增加。 谷底 空气 

膨胀 使 谷地 中 部 等 压 
Wi List, LBs 
气 便 由 此 等 压 面 下 
it, 妃 使 谷中 空气 上 
Ft Bee AY DUBE BA be 

po ee Se th RRB. 
图 18. RH TEAL AES FA FAP ik EY 

kK, WAI WHEN ee “对 流风 ， 除 了 谷 风 有 

ES ， SREB SIL,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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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其 他 重要 差别 。 
出 风 和 谷 风 是 从 山谷 到 山 案 的 气候 特色 。 通 常 走 廊 式 的 大 谷中 

并 没有 这 种 现象 。 在 冰川 或 积 雪 的 地 面 上 ,和 白天 也 有 出 凤 , 夜 间 山 风 
的 强度 也 会 因而 增加 。 

塔 偷 塔 斯 谷 中 的 
ly AER me, 

致 森林 都 集中 在 背风 
坡 。 据 说 西藏 和 喀什 
OES A A Ly REP HE AF 
者 极 大 的 困难 。 另 一 OS 
方面 ， 山 风 也 能 调剂 | 
夏季 谷地 的 网 热 ， HE 
fe DRS ey BALK Ae 岁 
间 白 天 气温 的 差别 。 ieee 

se 风 Ft FD. BRST Roe. 

— AE FR LR AY RS Eh, ACA ETB 
AW RAE RARE 

标准 的 焚 凤 是 从 南方 吹 到 易 白 山 , 沿 山坡 上 升 因而 降雨 。 ARE 
结 而 产生 的 湾 热 使 空气 的 温度 增高 ， 并 且 补 充 一 部 分 因 上 升 所 引起 
的 艳 热 的 失 热 。 当 风 吹 到 山顶 时 ;就 它 在 山顶 的 膨胀 而 车 ,并 没 有 失 
去 它 应 失去 的 侍 部 热量 。 当 风 歇 到 背风 区 的 山谷 时 , 下 降 所 产生 的 
PAE SE Ze BE RUT , LUE AE KZ, 北山 坡 各 地 热 而 于 燥 (图 

20 及 21)。 

一 般 人 都 认为 焚 风 
是 来 自 撒哈拉 沙漠 的 热 
IR, DUALS HH ak BRE 
i PE EA, HE 

~~. ee | 在 意大利 山坡 成 为 雨 风 。 
A420. SESE FER FRR A) 4G > 

RAKE , FEZ) HR) xy HE A Fe Re A EE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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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焚 风 的 力学 

SB EAH, Be 使 气温 由 工 降 

Yo T 1. HAE BEE MEK, 因 北 回放 热 (每 一 公斤 水 为 
播 氏 一 族 ) 之 故 , 冷 却 牵 降低 ; easin AH 线 所 示 。 

AT OC il ee A AS 同上 述 ， 如 AT 

Wao HRBAKRAP RMR, BARA, HAIR 

为 Ts。 

”两 位 学 者 。 

关于 焚 风 的 实际 状况 ,在 易 和 白山 两 坡 作 比较 观察 便 很 容易 发 现 。 

下 表 是 在 意大利 米兰 和 奥 国 不 鲁 登 洲 两 地 在 同一 时 间 内 所 得 的 记 

| Ko 

En LL PAS BE AR 

气 im (°C) AB Xt iE BEC % ) 

x 兰 3.2 ea 96 

eR BS eis! 29 

91869 年 2 月 1 日 不 急 登 洲 的 气温 是 19.3°, HOE 14%,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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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 比较 那 一 天 的 平均 气温 高 出 15.7” ,而 相对 湿度 则 低 58 免 。 下 刻 

记录 是 诅 利克 焚 风 时 期 的 天 气 状 况 : 

诅 利 克 杜 风 时 期 的 天 气 状 况 

(1897 年 11 月 28 晶 ) 

3 | 20.7 12.9 19.4 18.1 16.2 14.6 13.3 

气 i 0.4 1.6 0.3 | —0.5 4.8 8.3 10.1 9.3 

相对 湿度 | 75 62 | 76 74 44 9 +. 38 16 
mm | 北 | 西北 -| 西北 西 | 西北 | 西北 西 | 西北 西 西南 | 西南 本 

(1897 年 11 月 29 日 ) 

焚 风 对 于 一 个 地 方 的 影响 大 不 大 , 大 部 分 要 看 方位 而 定 。 某 一 
农田 中 可 以 种 葡萄, 可 是 和 吃 相 部 的 农田 可 以 因为 不 受 焚 风 的 影响 ，， 
致 热量 不 足 而 不 能 种 植 殴 萄 。 上 述 局 部 变化 的 情形 可 以 用 阿尔 特 道 
夫 的 气温 较 它 附近 各 地 为 高 的 现象 来 悦 明 。 鼓 地 的 位 置 较 这 利克 为 
低 , 可 是 它 暴 露 在 焚 风 中 。 由 此 可 见 , 高 度 的 差别 并 不 一 定 成 为 气温 
差别 的 尺度 。 

暴露 于 顶风 的 重要 性 

地 点 | BECK) 

诅 利 交 470 

阿尔 道 尔 夫 454 

ABMS BAAR EAA PIE. RAKE, £F 

的 溶化 加 快 了 ,地 面 和 干燥 也 快 , 因 而 适宜 于 早春 作物 的 生长 。 格 利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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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 
: FIA RE ARAL AA EBB KALE 
| SARAH TRA A A AL HH TS 
“fondant de Sion” 的 原因 之 一 。 

作者 个 人 对 于 焚 风 的 经 验 很 丰富 。 ee tee ， 从 罗 散 
«SPR: BRS, SHER RE. VNB ATT, 
KURATA. BAA ERK, 因而 远景 都 很 清楚 。 
当 我 们 高 开 热 而 多 尘埃 的 西欧 以 后 ， 我 们 便 从 新 伯 隆 阶 道 次 见 意 大 
利 境内 正 值 大 雨 倾 贫 。 作 者 另外 一 次 允 到 焚 风 的 典型 经 验 如 下 : 有 
一 个 晚上 ,我 和 一 位 奥 国 朋友 在 得 斯 猜 路 克 的 酒馆 。 当时 我 精神 很 
不 安定 , 周围 的 人 也 似乎 很 容易 发 怒 。 奥 国 朋友 就 告诉 我 悦 这 时 候 
在 我 们 上 空 1;000 米 的 地 方正 有 一 焚 风 过 境 ， 明 天 早晨 可 以 达到 出 
谷 。 他 着 且 坚 决 相信 RPE RE MAT. WB, 

| 有 罗 尔 的 政治 暴动 几乎 都 发 生 在 焚 风 时 期 。 第 二 天 我 看 见 书 柜 中 有 
“Fee Ze RE Le — ae By Py 24 BY HB. 
SAKA WRI RE ALA EE FS. BB 
天 天 气 很 好 , 远 处 的 树木 可 以 清楚 地 看 到 。 布 利 秽 除 道 所 在 的 晶 白 
面 宣 旭 为 浓 云 所 簿 置 。 意 大 利 暴 雨 的 边 乡 显 出 打 风 的 边界 。 那 时 候 
镶 上 各 街道 人 兽 契 足 ,门窗 被 风 吹 击 ,发 出 格格 声 。 人 们 都 躲 在 屋子 

| 里。 又 因为 坐 气 太 干 燥 , 容 易 引 起 火炎 ;因此 多 数 村 鲁 在 焚 风 时 期 都 
有 防火 的 规定 。 我 和 我 妻 回 到 和 理 斯 戎 路 克 的 时 候 , 因为 天 气 不 良 ， 
已 经 精疲力竭 了 。 

RRR RR AAS. KEE, RA 

ACW TE RRMA SKE EDS, 因此 得 名 。 这 种 凤 最 天 的 特点 是 
LLNS AR DT ths SAR, PEO A TESS ILM, MA 
PAS MBI Re, RA, EE LOE RIBAK 
增高 。 据 根 白 路 的 报告 ,气温 在 一 天 中 可 以 从 一 10? 增 高 到 20"。 妆 

| 二 人 称 它 为 “ 食 雪 者 ”。 因 为 在 地 面积 雪 时 期 ， 牛 羊 必须 刨 养 在 展 栏 
内 ,可 是 在 钦 计 克 风 过 壕 的 24 小 时 内 ， 牛 圣 便 可 以 放 履 在 上 户外 。 这 

种 风 可 以 连续 吹 几 天 ,在 这 时 期 中 , 因为 相对 湿度 太 低 , 当地 政府 必 
BRAT — PRES AK RBA, DAB IK Ko. 

e 69 e 



可 : 

参考 义 献 
Ballou, H, M. “The Chinook Wind,” in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Joureal, ix (1892— 

93), pp. 541—547, With a bibliography, 

Billwiller, Robert, “Uber verschiedene Entstehungsarten und Erscheingungsformen des 

Fohns,” in Meteorologische Zeitschrift, xvi (1899), pp. 204—215, 

Blair, W. R., and Ross, L, C, “Stationary Clouds to the Leeward of Hill and Mountain 

Ranges,” in Bulletin of the Mount Weather Observatory, ii (1909—10), PP. 

75—77. 

Burrows, A, T, “The Chinook Winds,” i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Yearbook, 1901, pp. 555—566. 

Davis, W, M. “The Foehn in the Andes,” in American ES Journal, 

(1886—87), pp, 507—516, / 

Defant, Albert. “Berg- und Talwinde in Siidtirol,” in Sitzungsberichte of the Vienna 

Academy, math.-nat, Klasse, cxviii, 2 (1909), pp. 553—604, 

Defant, Albert, “Das Klima von Innsbruck mit besonderer Riicksicht auf den Féhn,” 

in Deutsche Rundschau fiir Geographie, xxxiv (1912), pp, 4 和 5 一 410. 

Dersch, Otto, “Uber den Ursprung des Mistral,” in Zeitschrift der Osterreichischen 

Gesellschaft fiir Meteorologie, xxi (1881), pp. 52—57, 

Douglas, C, K. M, “Some Alpine Cloud Forms,” in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Royal 

Meteorological Society, liv (1928), pp, 175—178. 

Ficker, H, von, Ficker has written extensively on the Foehn, and is an authority, One 

Should see Denkschriften of the Vienna Academy, math.-nat, Klasse, 1xxviii 

(1906) and Ixxxv (1910); Meteorologische Zeitschrift, 1905, 1910 and 1911; and 

Zeitschrift des Deutschen und Osterreichischen Alpenvereins, xliti (1912), pp. 

53—77, “Die Erforschung der Fohnerscheinungen in den Alpen.”. 

Hales, W. B, “Canyon Winds of the Wasatch Mountains,” in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xiv (1933), pp, 194—196. 

Hann, Julius. “Bewolkung und Sonnenschein auf dem Sonnwendstein (1470 m.) bet 

Wien, ”in Meteorologische Zeitschrift, xxxiiti (1916), pp, 554—556. 

Hann, Julius, “Uber den Fohn in Bludenz,” in Sitzungsberichte of the Vienna eerie | 

math.-nat, Klasse, Ixxxv, 2 (1882), pp- 416—440, 

Hann, Julius, “Zur Theorie der Berg- und Thalwinde,” in Zeitschrift der Osterreichis- 

chen Gesellschaft fiir Meteorologie, xiv (1879), pp, 444—448, Classical. 

Huber, Anton, “Der Gang des Sonnscheins auf der Zugspitze und in Partenkirchen,” 

in Deutsches Meteorologischen Jahrbuch fiir Bayern, 1930, pp. G 1—G 13. 

Huber, Anton, “Sonnenschein an Niederschlagstagen,” in Beitriéige zur Geophysik, xxxiii 

(1931), pp. 118—124, 
Loud, F, A. “The Diurnal Variation of Wind-Direction at Colorado Springs,” in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Journal, i (1884—85), pp. 347—354. 

McCaul, C. C, “South Alberta and the Climatic Effects of the Chinook Wind,” in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Journal, v (1888—89), pp. 145—159, 362-369, 

ee; o 



Martonne，Emmanuel de. “Note “Bréliminaire sur le vent d’autan,” 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Languedocienne de géographie, xxx (1907), pp, 100—114. 
Peattie, Roderick, ‘“‘Nuages en banniére: Petite étude des vents et des nuages de 

s montagne,” in Revue de géographie alpine, xvii (1929), pp. 329—335, 

4 Peppler, W. “Zum Einfluss des Fohns auf die Mitteltemperatur im Alpenvorland,” in 

_-—s Meteorologische Zeitschrift, xliii (1926), pp. 374—375, 
f _ Pernter, J. M. Uber, die Haufigkeit, die Dauer, und die meteorologischen Eigenschaften 

des Fohns in Innsbruck,” in Sitzungsberichte of the Vienna Academy, math.-nat, 

Klasse, civ, 2a (1895), pp, 427—461, ¥ 

Stupart, R, F. “The Chinook in Southern Alberta and Temperature Inversions at Sulphur 

Mountain, Banff,” in Proceedings 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Ganada, 

3d ser., iv (1910), section 3, pp, 51—52, : 

«71. 



第 四 章 ”植物 人 名 和 耕地 的 高 度 界 限 

山地 的 带 ” 关于 山地 的 研究 ， 带 ”的 概念 是 最 动人 的 概念 之 一 。 

出 地 旅行 者 都 喜欢 谈论 他 如 何 从 热带 丛林 开始 登山 ， 轻 过 常 稍 半 叶 

树 带 、 落 叶 树 带 、 常 条 人 针叶树 带 、 极 地 石 南 木 属 长 青 灌木 带 , 最 后 到 长 

年 积 雪 的 山顶 。 在 这 样 狭小 的 范围 内 ,植物 变化 的 很 快 , 实 在 分 人 惊 

3 (FA 22). 

ADs AO AL & PhS PEAY, CS ae PS a P : 

科罗拉多 东北 部 的 植物 带 : 

1. 平 原 ( 草 原 或 短 草 原 ) , 拔 海 1,830 米 。 

2. 绑 棉 林 、 野 机 桃 澡 木 林 、 曼 陀 罗 花 属 、 山 桃 心 木 等 ,是 一 极 瑟 的 过 渡 带 。 
3. 黄 松 、 陶 格拉 斯 检 树 带 , 拨 路 1,830 一 2,440 米 。 
4. 柱 松 带 , 2,400 一 3,050 米 。 

5. 英 吉尔 门 虎尾 栓 、 香 液 棍 树 带 3,050 一 3,500 米 。 
6. 高 山 带 。 此 带 在 森林 栋 以 上 。 

S AWA Nt Rh OW 

500— 
600% 

650— | 1,000— 1,300— | 1,600—|2,000—/2,300— 
1,000 | 1,300% 1.600% | 2,000 | 2,300 | 2,600. 

植 物 发 第 | 3 月 17 日 | 3 月 30 日 SH 2 日 | 6 月 2 日 | 6 月 28 日 
we 桃 开花 |5 月 58] 58108 6 月 21 日 | 7 月 11 日 | 7 月 29 日 
于 A - h oe ae ee 7 月 1 日 | 8 月 3 日 | 一 -一 

mm 收 | 6 月 25 日 | 7 月 18 日 -一 | — 
冬 # 收获 |7 月 18 日 7 月 31 日 | 8 月 8 日 | 8 月 18 晶 } 1,690 
4 麦 收效 |8 月 I4 日 |8 月 27 日 | 9 月 5 日 | 9 月 16 日 | 9 月 29 日 上 来 
开始 积 雪 |1L2 月 10 日 |11 月 30 日 11 {208 11 9108 10288108158 108 1B 

高 度 每 上 升 300 OK, AAI TE BH EPREIR 10K, ASCH Wi RE GR 12 

天 牛 。 根 据 在 安 多 拉 所 得 的 资料 和 上 述 事实 完全 符合 。 Bet AOA 

距 能 在 最 低 的 山谷 圣 朱 里 雅 附近 生长 ; 橡树 延 能 在 安 多 拉 费 雅 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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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RET IAS SRA AI Bt 

| | (HEE) 

”的 阳 坡 上 生长 ， 山地 气候 每 多 剧烈 变化 ， 赛 闪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增加 

A, 多 数 山 谷 并 且 具 有 亚 高 山区 和 高 出 区 的 特性 , 亦 郎 在 不 到 三 
小 时 的 路 程 中 ,可 以 从 绿色 裸 才 区 到 收获 裸 麦 区 。 安 多 拉平 原 (1;000 

j 涨 ) 的 谷类 收获 日 期 是 7 月 1 一 10 日 , 安 堪 (1,000 米 ) 狗 迟 9 天。 路 

秘鲁 各 作物 带 的 最 高 界限 

积 雪 17,000 mR (5,185 米 ) 
Bow _ 14,000 mR (4,270 米 ) 

13,000 mR (3,965 米 ) 
i : 12,000 a (3,660 米 ) 
ESR 10,000 中 (3,050 米 ) 
H kk ; 8,000 AR (2,490 %) 

6,000 BR (1,830 米 ) 

oF3 



色 勘 腊 (1,600 米 ) 则 非 到 8 月 20 日 不 能 收割 。 那 时 候 各 地 农民 已 经 ， 
开始 黎 田 ,准备 秋 耕 。 

我 们 在 描述 植物 带 的 时 候 , 最 好 是 说 明 的 平均 状况 。 LE 
之 ,植物 带 有 天 然 植物 带 和 人 类 所 利用 前 “山坡 经 济 调整 植物 带 ”, 亦 
朗 我 们 所 称 的 耕种 带 。 鲍 曼 佛 举 出 热带 山地 的 耕种 带 的 例子 如 下 : 

安 多 拉 植 物 的 休眠 期 持续 时 间 

开始 日 期 

ai UB ot BE | 安 多 拉平 原 (1,029 米 ) 1 
| RBEH(1,252 2) :12 月 16 2 

me om | 安 霸 (1,266 米 ) 12 月 11 日 分 
， 奥 的 诺 (1,304 米 ) 12 月 15 日 
| 率 都 (1,825 米 ) -10 月 15 日 oe 

a ee | 科 塔 得 安 堪 尔 (1,860 米 ) | 108158 6 
〈 高 高 山区 ) FF 6h BEC 1,600 米 ) | 108 18 7 

保 的 得 音 克 (1,825 米 ) 10 月 1 日 7 

波 特 得 素 登 (2,407 米 ) 114258 83 
petits { essa Bi feIm(2,515 米 ) | 11 A258 83 

LPAI EBA LSE ASE AUR SATE 
EKA A— TMI MIL BR : 在 1,250 RAL RA, AY 

它 的 主要 区 域 是 在 700—1,000 ARF] BY FEAR TEA SF LL He 

作 界 限 的 资料 都 是 耕作 的 最 高 界限 而 不 是 最 适宜 的 界限 。 
JE FA EF UREA AS aC BE “SR” 的 高 

SHR LR A Ade FRC PA). | 
BRA TE DAVE FO EF dk OE Al, BESTA POR Ye BE LE 

He Al FEIT LAR BB Lee Te AY , BUTE 2,7852K, HEBERT LH 
索 勤 认为 可 以 把 它 的 面向 地 中 海 的 山坡 分 成 三 个 气候 带 ;每 带 都 有 
它 的 特殊 的 植物 。 在 拔 海 700 米 以 下 植物 需要 保存 一 定 的 水 量 , 因而 
FESR FIG RAR TEE, MA. 700 一 1;700 洲 ,雨量 丰沛 ,分 作 

均匀 ,冬季 也 比较 寒 疮 ,因此 植物 以 干草 、 裸 麦 、 斜 叶 树 和 出 毛 样 等 为 
主 。 更 上 面 是 森林 和 牧草 ， 一 年 中 认 有 夏季 有 人 居住 。 在 森林 和 收 
草 带 ,气温 较 低 ,雨量 坟 丰 ,降雪 也 多 。 但 是 只 有 在 一 般 情 形 之 下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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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1 w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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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y 2 5 LL BES ESRB 

ahd | 
Ses el ere 

永久 住宅 区 1,664 西南 1,147 4b Bio i Bae 

和 谷 ty 界限 1,642 西南 “| 1,207 西北 1,390 
x we | 2.108 西南 | 1474 北 1.767 
牧 天 住宅 | 2,154 西南 1,757 #4 1,952 
a tk 2,159 西南 2,023 东北 2,118 
牧羊 人 的 小 屋 2,342 西南 2,605 pe - 2,189 
RR *K 2,323 西北 2,166 ¥E 2,253 
地 形 Ss 入 2,754 iG 2,533 4 2,629 

| 2,854 4b 2,964 Ak Sf 3,089 南 

ME a Ea 

喜 勤 夫 在 他 的 亚 里 又 那州 圣 卡 大 林 那 山 研 究 的 名 著 中 。 对 于 山 
PAR, KARAM. SEAR eS! 

«TR Ry BOPP SE A It SEI, BEC DE A, WR APY 

分 ; 至少 在 7,500 只 以 下 ,每 上 升 500 WR, HATA AE, TH 
橡树 ̀  多 汁 树 、 硬 叶 树 、 灌 木 和 乔木 等 树 代替 了 仙人 和 党 局 和 沙漠 灌木 。 

， 北 坡 漠 境 的 上 限 是 .4;000 只 , 南 坡 是 4500 'R, RERAMREAR 

是 北 坡 是 5.800 只 , 南 坡 6,300 只 。 这 山上 的 森林 并 没有 达到 气候 所 许 
， 可 的 森林 稼 的 高 记 。 同一 植物 , 它 的 最 高 和 最 低 的 距离 , 没有 大 于 
6,000 RAT, ABRAM DHT BEE Ay 9 HS BE 2 SYABZE 1,000 WRAP. 

决定 植物 正常 垂直 分 人 的 气候 因子 有 三 : 即 温 度 、 温 度 和 日 照 。 

， 诛 度 不 仅 包括 雨 量 ， 并 且 包括 积 雪 的 厚度 及 其 停留 的 时 间 。 另 一 方 
面 烛 包括 蔽 发 ; 蔽 发 当然 又 为 风 、 温 度 土壤 和 植物 等 因子 的 画 数 。 

| 温度 也 象 湿 度 二 样 ,包括 地 貌 , 例 如 方位 和 山坡 的 角度 等 。 温 度 对 于 
高 庆 的 关系 比较 温度 更 为 直接 ， 可 是 这 也 不 能 一 概 而 花 。 光 能 影响 
植物 的 性 质 。 在 高 山区 域 ， 温 度 大 部 分 来 自 日 照 。 这 时 土壤 的 状况 
似 可 以 不 必 考 虑 。 

以 上 三 和 组 变 数 可 以 有 各 种 不 同 的 组 合 ， 因 而 可 以 发 生 种 种 不 同 
的 情况 。 而 气象 因素 的 性 质 ， 写 的 总 和 和 平均 值 都 很 重要 。 卡 美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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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位 于 巴 勤 斯 坦 海 滨 , 雨量 不 丰 , 可 是 因为 多 露 和 载 ,可 使 蒸发 减少 ， 
因而 亦 地 区 年 青 朋 ,和 巴 勤 斯 坦 低地 的 棕 黄 色 恰 成 一 对 照 。 

我 们 在 明 咏 了 上 述 三 种 变动 因子 以 后 ， 对 于 山地 ”“ 带 ”的 概念 势 

必 逐 渐 减 弱 。 克 勒 勃 斯 在 他 所 著 关 于 东 昂 白山 的 伟大 研究 中 ， 训 为 
我 们 应 当 放 秦山 地 “ 带 ” 的 概念 。 和 白兰 士 在 闫 秋 研 突 萨 伏 衣 的 “ 昂 白 
山 前 地 ”以 后 ,在 谈 到 “ 带 ” 时 TE IE, SE LR AE 
综 。 他 只 是 广泛 地 谈 到 " 带 "。 喜 勤 夫 全 悦 :;“ 自 然 界 中 不 规则 的 地 势 
是 各 地 气温 和 理想 的 垂直 梯度 不 一 致 ， 与 理想 的 植物 垂直 分 做 不 符 
合 的 唯一 原因 。 这 里 所 谓 * 理 想 : ， 即 在 一 几何 图 形 的 由 上 所 得 的 预 
BUA AI” : 

在 山岳 地 理 的 研究 中 ， 这 种 带 状 概 念 的 价值 是 在 于 我 们 从 这 里 
可 以 得 到 山岳 和 气候 变迁 间 的 一 般 关 系 。 例 如 和 纺 度 是 气候 的 一 个 因 
子 , 假 使 我 们 加 以 精密 研究 , FEA ABISL, Ti BARRERA IS “ 
意义 ， 那 末 我 们 对 于 和 综 度 的 重要 性 便 不 能 充分 了 解 。 古 地 的 “ 带 ” 就 
在 于 引导 我 们 了 解 高 度 和 气温 之 问 有 极 普通 的 关系 。 昂 一 方面 ， 我 
们 对 于 山地 的 植物 和 经 济 现象 的 垂直 分 做 知道 得 和 司 多 ， 便 对 于 带 的 
概念 合 不 重视 。 

耕地 的 高 度 界限 20:4 Ota 
因子 怎样 决定 ， 实 在 是 山地 经 济 地 理 中 最 重要 的 一 种 工作 。 对 耕作 
高 度 的 界限 ,很 不 易 做 出 概括 的 改 明 ,因为 山地 的 梯田 各 用 个 特殊 
的 气候 、 土 壤 、 交 通 状况 和 经 济 历史 。 对 于 农田 的 个 别 缀 录 ; 因为 没 
有 一 般 性 的 价值 ， 这 里 不 加 氏 进 。 可 是 我 们 将 尽量 讨论 农 国 的 高 度 
界限 。 我 们 讨论 农田 界限 时 ， 突 竟 采 取 稳 对 数 呢 ? 还 是 平均 数 》 襄 
丁 顿 主张 农田 或 一 种 作物 的 平均 高 度 界限 应 当 接 近 适 宜 手 生 长 的 高 
eA fee ADE PR eS 
2,000%K FEA FEAT IEEE 9 1 EIR, FEAR RR Re ER 
限 和 农田 界限 两 类 。 前 者 是 不 间断 的 农业 区 ， 后 者 旭 指 不 间断 农业 
区 以 外 的 耕耘 的 “小 岛 ”。 

HAR ,山坡 交 通 、 肥 料 的 远近 、 人 口 密度 、 当地 农 作 习惯 和 轻 济 状 
况 等 也 能 影响 农田 的 高 度 界限 。 雷 次 尔 称 这 种 耕作 的 最 高 界限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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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psaum” . 实际 界 委 的 位 置 必 须 由 观察 决定 ,决定 的 因子 一 部 分 
是 马 于 经济 上 的 ， 另 一 部 分 是 属于 气候 上 的 。 通 常 农 作 的 方式 是 气 
覆 的 限制 而 不 是 农业 本 身 的 限制 。 斯 觅 巴 昂 白 山 的 种 谷地 限于 山谷 
FUE EA URS UE MT. RRA bE 
DREBRVEAS. MLA AMAL RRS 
2,100 KIAK , TE AEP a REMAKE HR AER 
Wie 

我 们 虽然 因为 因子 太 多 而 不 能 讨论 农田 高 度 界限 的 一 般 状 况 ， 
哥 是 我 们 可 以 分 析 各 因子 的 性 质 。 高 度 本 身 对 于 植物 并 没有 重大 的 
影响 。 气 候 的 影响 虽然 是 间接 的 ,然而 很 重要 ,而 气压 减少 的 直接 影 
响 划 可 以 包 算 。 本 章 将 依次 讨 葵 地貌 ,方位 和 地 质 等 因子 对 于 安田 
总 度 的 限制 。 安 多 拉 区 的 太 究 具有 地 貌 和 气候 的 双重 意义 。 康 绅 公 
区 的 研究 偏重 于 交通 。 多 龙 区 的 研究 则 特别 提出 地 瑶 的 经 济 因 子 。 
自 兰 士 对 于 经 济 因子 的 重要 性 佛 作 了 概括 的 八 述 ， 他 属 :“ 假 使 某 一 

山地 的 居民 以 中 等 的 收 
获 量 为 满足 ， 他 们 可 以 
在 极 高 地 点 种 植 攻 葡 、 
bE H RAR. 
可 是 假使 商业 因素 估 优 
势 ， 那 未 边际 地 带 必 将 
BE, PEE HS Hi 

Al 23. sera Be! The 
RUM SARE Se EE A P 

50.6 °F 为 某 植 物 的 临界 温度 ,此 温度 发 现 于 山 HLL THE FR 
咀 7,000 呢 处 ， 但 由 上 图 横 坐 标 可 知 同样 状 况 的 影响 ， 可 以 分 为 下 列 
BAF Wis 4,650 wR eb GERI) 数 点 :第 一 ,山谷 和 宝 岭 

的 钳 综 分 做 造 成 复杂 的 气候 情况 。 第 二 , 平地 和 阻碍 耕作 的 陡 蜀 由 
玻 间 的 差 要 是 非常 重要 的 ,可 是 由 于 写 的 重要 性 很 明显 ,因此 除了 使 

UE MBA ALL, TRS. 
ply HAE Ds AE” EAS DLA BE ae AO eB EL 

ME AEE (23), AU AT REO. ORB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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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带 的 植物 ,假使 在 温暖 的 山谷 中 , 它 的 位 菠 可 以 比较 原来 属于 高 带 
的 植物 而 位 于 暴露 的 山 嘴 上 的 为 高 。 观 察 一 种 植物 的 高 度 ， 必 须 多 
常 注意 它 的 地 理 位 置 、 山 坡 的 坡度 方位、 山坡 的 性 质 、 看 败 的 高 度 和 
山体 等 。 马 锡 在 他 所 著 “ 高 度 界限 的 地 貌 基 础 "一文 中信 襄 过 : 山坡 
上 农田 的 界限 常 表示 地 势 的 情况 。 他 要 我 们 相信 气候 的 界限 常常 沿 
谷底 分 做 。 的 确 , 地 貌 和 气候 两 者 是 互相 关联 的 ,特别 在 我 们 研究 洲 
水 面 的 时 候 。 事 实 上 多 数 山地 区 农 地 的 高 度 郎 表示 谷底 的 高 度 。 在 
这 方面 ,我 们 必须 忆 住 :谷底 的 高 度 是 山体 的 一 个 画 数 。 此 铸 还 应 当 
注意 到 谷 壁 的 陡峭 程度 一 般 地 便 表示 冰川 侵 全 区 烈 的 程度 》 在 吾 形 
走廊 式 由 谷中 ,假使 其 他 条 件 相 同 , 它 的 耕作 高 度 将 比较 寅 天 平坦 的 
山谷 为 低 。 例 如 晶 和 白山 的 守 顶 ,通常 不 生 牧 草 ; RL Ly AT ie 
WAP, HA, 西西 里 岛 中 部 的 贺 邱 ,山顶 坡度 很 小 ; 因此 在 内 
项 也 可 从 事 农耕 。 | | 

在 山地 中 ene Bp fe — 1h Ae 
Pp, ae SEIS Fes HANES, WMA DARE, — 
个 开赛 的 旁 谷 ,因为 谷底 狂 窗 ,两 倒 山 坡 相距 很 近 , 由 于 热力 的 反射 ， 
温度 显然 增高 。 而 且 旁 谷 由 于 在 山地 的 内 部 ， 温 度 也 较 高 。 同 时 岩 

石 的 颜色 也 能 影响 热力 反射 的 绚 度 。 
耕作 也 并 不 是 常常 以 平地 为 最 适宜 。 i BL eB DE A 

FR, EMMETT URBibaR, KTRAD Ai 
一 个 适当 的 山坡 不 但 能 在 夏季 接受 更 多 的 热量 ,而 且 假使 在 春季 
阳光 射 大 的 角度 适宜 的 话 , 便 可 使 雪 迅 速溶 解 ;温暖 因 旱 。 向 阳 坡 上 
的 土壤 温度 的 有 利 时 间 较 谷底 为 长 ;而且 山坡 的 排水 也 较 谷 底 为 早 。 
TOMI AM UA, ERE, LER PRL, 其 他 作物 都 
不 能 生长 。 这 不 仅 因为 冰川 沉积 物 的 雾 乱 , Ti Bp tp 
积 丘 常 在 过 分 峻 内 的 山谷 中 阻塞 河流 。 此 外 , 痊 空 气 向 谷底 吹 袭 5 因 
而 凝 霜 ,而 山坡 却 因 此 能 胶 长 久 的 生长 期 。 但 是 另 一 方面 , 便 经 受 
冰川 作用 的 山谷 , 它 的 谷 壁 往往 非常 陡峭 ,以 致使 安 作物 和 森 条 都 不 
能 向 高 山 推 进 。 这 实在 是 山谷 中 的 耕作 界限 较 谷 旁 由 坡 为 高 的 一 个 
理由 。 同 样 谷 壁 作物 的 性 质 和 谷底 不 同 ,谷底 阴 湿 , 草 类 茂盛 。 葡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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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H, KORINE, 但 需要 充足 的 阳光 ， 因 此 生长 在 江 且 | 
”最 为 相宜 ,和 着 且 由 于 耕作 的 性 质 也 以 阶地 最 为 适宜 。 HOM Hey aR 
，。 植 在 山坡 上 , 假使 山坡 不 太 陡 峭 ， 可 以 立足 的 话 ,山地 的 收割 赤 平 地 

- 

«kL Bh SBS 48), a" 
BAF ROMS, hes, 
RYE PALE ABA ASA EPR AY BRO, Ze REM Bil AF - 

ly BH AU 

. Sonnenseite Schattenseite Haag: { ? 
_ * Sonnenberg Schattenberg 

Adret Ubac umm: 
Endroit Envers 

Sola Baga 

MAR FH: {ste Ubach 

Soula Ubago 

pindretto Inverso 
意大利 语 : 1 

Adritto Opaco 

IBA EEE Se PS In) 2G ME TT LEE rh) — EEE 4 Acie 

AB. FEAR BERT LEE KAI AE, 假使 雨量 适度 , 草根 也 可 以 

FB, Bil eu AE Je AR BA EE ARE AE BH EES FE TRUS SS BE AR LU FB , AA) TBE A 9 EE By BA CTE”, He rae 
| Pe LS BALE “RE” (versant de la nuit), [ALE (sunny slope) 和 阴 
YE (shady slope )MEHGE, RAAB, AEE “adret? FM ubac? 
两 字 来 代替 。 
在 测定 山地 的 土地 价值 时 ,最 重要 的 是 方位 的 考察 (图 4, 24 和 和 250 充分 暴 吉 在 日 光 中 的 山田 ,价值 最 高 。 加 太 偷 入 区 别 山 的 两 直 

如 平 : 阻 坡 为 市 区 所 有 ,用 作 牧 场 ; 阴 坡 旭 任何 人 都 有 权 使 用 _. 慨 而 花 ， 山地 居民 生活 在 日 光 中 。 法 国 昂 白 山中 东西 向 的 塔 偷 增 其 
河谷 ,从 布 格 圣 毛 利 斯 以 下 ,居民 中 有 89.6 % SEH EE P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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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 大 昂 白山 中 塔 偷 塔 斯 的 阳 披 和 阴 坡 。 

图 25. 瑞士 吉利 孙 的 农 作 界限 “pe 

jo FR GAG AA LS Bd 26 DESI OIE EAI DR Ot 

FE HHEESCRR FP , Fy S22 BI FEARS 0 例如 发 累 省 的 一 个 “ 

ha EPA. oe aE Bi I ZU UK JAE PB, Fe A AS 30°, & 

里 , 阳 坡 和 阴 坡 之 间 的 差别 很 大 。 在 阴 坡 上 ,不 能 生产 的 土地 估 总 数 

57y 多 ,而 且 61 匈 的 森林 是 在 明 坡 。 在 阳 坡 上 ,草地 佑 总 面积 的 70%, 

耕地 估 总 耕地 面积 的 97 免 。 其 余 3 % 的 耕地 实际 上 还 是 在 明 坡 的 灵 

«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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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 MEK: 在 瑞士 的 罗 成 山谷 中 , 向 南 的 山坡 尽 是 牧 
场 、 农 田 和 住宅 ,而 阴 坡 郎 北 坡 上 几乎 全 部 是 森林 地 。 又 据 斐 列 次 所 

”提供 的 奥 腊 勤 易 和 白山 阳 坡 和 阴 坡 的 差别 如 下 : 
BES SLL Ai “” ， 勤 凡 维 尔 所 著 关 于 法 属 易 白 _ 
一 一 一 人 一 出 的 巴塞 罗 秽 特 山谷 (图 26) 的 日 

| BAIECK) | 阴 坡 ( 米 ) 
照 时 数 的 纪录 ， 实 在 是 不 可 多 得 

meme | 2,154 | 1757 的 材料 。 他 发 现 一 件 可 惊奇 的 事 
ws 2159 | 2,023 。 实 ， 即 当地 阴 坡 的 日 照 时 间 实 际 
树木 2,240 | 2,166. ness. 

上 上 比较 谷底 的 时 间 为 长 。 阳 坡 上 
”有 二 处 ,每 天 可 能 的 平均 日 照 达 597 分 钙 , 可 是 谷底 五 处 ,平均 只 449 
分 镶 , 阴 坡 四 处 平均 545 lh, 谷底 日 照 时 间 的 久 暂 ,不 仅 为 重度 、 

而 朴 的 高 度 、 所 在 地 的 高 度 等 因子 所 决定 ,而 且 也 观 山 坡 的 状况 \ 山 
” 谷 的 方向 和 山大 的 地 势 等 而 定 。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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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法 属 昂 和 白山 巴 塞 罗 炳 特 山谷 的 日 照 时 数 不 规 则 
FFB AAR AEH Sei AE CORREA PLE AR 
FG, HUE Fie » ALAS EE HEE St S HN) 0 

日 光 的 烃 济 价值 因 季 节 而 不 同 。 所 谓 经 济 价值 郎 日 光 对 于 作物 



生长 期 的 关系 。 香 斯 浦 路 克 附 近 的 阳 坡 和 阴 坡 -上 作物 的 生长 期 相差 

到 十 五 天 之 多 。 

在 塔 偷 塔 斯 的 多 龙 河 流域 中 ， .位 置 最 高 的 农田 面积 在 阳 坡 的 比 

较 在 谷底 的 为 大 。 这 些 农田 都 在 丰 塔 和 纳 腹 拔 海 b680 米 的 小 村 中 。 

亦 村 下 方 数 百 米 的 地 方 是 泼 拉 洛 格 南 的 谷底 ,地 势 平 坦 , 完 至 是 干草 

地 。 丰 塔 秽 腊 虽然 是 一 个 面积 不 大 的 阳 坡 ， 可 是 在 高 山 草场 的 最 低 

处 也 有 农田 可 种 马 鳃 暮 。 

威 史 路 的 著作 是 研究 阳 坡 和 阴 坡 最 好 的 报 要 。 JERI HIE TE 

ARBRARKI AS, rh AAS, SAR Ree oe A HA 

的 影响 。 在 结论 中 她 说 : “PDE AN DA A ee A eS FEE 。 

可 是 例外 也 很 多 ,惟有 在 明了 当地 情况 和 例外 情形 以 后 ; 著 可 应 用 这 ， 
条 定律 方位 定律 的 例外 在 于 阴 坡 区 域内 也 有 阴 坡 存在 。 这 种 阳 

坡 ,可 称 之 为 “次 要 阳 坡 ”。 

那 末 东 坡 和 西 坡 日 照 的 价值 有 没有 差别 呢 ; ? 有 差别 ,可 是 不 大 。 

作者 便 在 阿 路 斯 河谷 研究 过 。 读 谷 是 一 悬 谷 ， 河 身 问 北 流 , 在 法 属 昂 

白山 勃 利 得 兰 班 斯 附近 流入 多 龙 河 。 河 谷 两 壁 的 倾 科 度 相等 。 两 必 

山岭 的 高 度 也 大 和 致 相同 。 我 们 在 这 里 所 研究 的 是 早晨 和 下 午 的 日 光 

相对 效果 。 向 西 的 山坡 , 亦 即 下 午 受 日 照 的 山坡 上 ,耕作 的 高 度 比 较 “ 
向 东 的 山坡 ( 即 上 午 受 日 照 的 山坡 ) 高 一 百 米 。 这 是 因为 早晨 日 照 被 

堪 减 损 的 结果 。 可 是 据 当 地 居民 称 ,在 山顶 耕作 界 郁 的 降低 ,是 因为 

向 东 山坡 上 土壤 将 清 的 和 多 故 。 这 也 是 我 们 容易 做 出 草 牵 而 错误 的 千 

葵 的 一 个 例子 。 

白 乐 门 佛 提出 一 个 南北 走向 山 版 的 研究 报告 。 EAR we HEL 

BRT kc 6 BAL) TIC POR eA Be AB IEA RE), HA RL , CH 

差别 是 因为 山岭 两 坡 日 照 的 不 同 , PRE BA, PDE ee, RHR 

就 是 亚 里 又 那州 的 凌空 岭 ( 技 海 2,100 一 2,400 2K), AAR PAFE REA 

坡 植物 的 差别 后 , 借 便 注意 下 烈 事实 :两 坡 的 岩层 类 型 相同 ,， 东 坡 过 

陡 , 腐 植 质 较 好 ;地质 构 造 使 地 下 水 的 情况 较 好 。 可 是 东 坡 日 照 较 西 

坡 时 三 小 时 ,在 这 一 时 期 中 ,这 一 沙漠 性 气候 下 多 露水 。 再 者 日 落 时 

间 较 西 坡 早 三 小 时 ,在 气温 达到 最 高 点 之 后 不 久 , 太 阳 便 落 山 。 西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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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夫 阳 上 升 的 时 候 ;, 地 面 几乎 已 经 没有 露水 ,下 午 日 光照 射 的 时 候 是 
二 天 中 最 热 的 时 候 ， 因 而 日 照 较 强 。 可 是 西 坡 的 最 低 气温 较 东 坡 为 
低 。 东 坡 夏季 气温 日 较 差 是 8.3 一 8.8" , 西 坡 则 可 达 18.3"。 西 坡 夏 季 

”的 降水 量 可 较 东 坡 多 一 倍 。 重 要 的 风 来 自 西方 。 燕 发 作用 亦 跟着 发 
. 生 。 山 顶 的 松树 叶 尖 都 指向 东方 。 
- 我 们 通常 所 称 的 阳 坡 和 胃 坡 , 系 指 山谷 而 言 , 这 -名 称 也 可 活用 
| AEWA Te LMS ALB WL AEA BAIN Te LMS AO Ba, APH APE HE 
入 完全 相同 。 出 谷 内 阳 坡 和 阴 坡 的 差别 因 热 量 的 反射 和 山 风 及 谷 风 

”的 调剂 而 减少 。 暴 露 的 山岭 受到 盛行 风 及 伴随 而 来 的 降水 量 和 蒸发 
作用 的 影响 ， 坟 之 山谷 更 多 。 西 班 牙 的 内 华 达 山 是 观察 日 照 重要 性 

”的 极 好 的 地 点 。 可 惜 作者 观察 的 时 候 , 恰 遇 风 暴 ; 实 在 遗憾 。 因 此 作 
者 在 这 里 所 作 的 结论 是 根据 濮 西 所 供 给 的 材料 。 这 项 材料 是 几 近 一 
| 百年 以 前 的 研究 精 果 ， 可 是 当时 的 阳 坡 和 胃 坡 和 今天 的 没有 什么 区 
Bile 
LR ee Oe "Ef eA RL AEE 

EARS ABR «HL UR PB HL Pe ALL , BAP By LR aS 
TAS. RABE LE EUS EO 5 Ae AE CE 
并且 暴 露 在 来 自 中 央 高 原 寒潮 的 袭击 中 。 北 坡 较 南 坡 潮湿 ; 南 坡 的 
面世 卸 上 可 以 种 植 柑 桶 ， 附 近 地 方 还 可 以 种 甘蔗 。 北 坡 山 蔚 是 著名 
上 的 维 加 ,那里 不 能 种 柑橘。 葡萄 HG BIE, FOES Hea AES 
在 南 坡 的 位 置 也 都 比较 北 坡 的 为 高 ,也 就 是 属 , 在 阳 坡 的 较 在 阴 坡 的 
为 高 。 濮 西 一 定 鲁 经 考 虑 到 较 大 的 风力 和 伴随 而 来 的 蒸发 作用 是 北 
玻 植 物 带 较 南 坡 为 低 的 原因 。 可 是 今天 同意 他 的 意见 的 人 很 少 。 现 
在 天 家 都 事 为 日 照 的 情况 是 北 坡 植物 带 较 低 的 原因 ， 特 别 是 因为 北 
和 坡 有 丰富 的 雪 水 成 为 地 下 水 和 灌 浙 的 丰富 水 产 。 

我 们 重 提 到 土壤 和 地 貌 可 以 不 必 考 虑 。 在 内 华 达 山 攻 没有 土地 
利用 平衡 的 问题 ， 亦 序 没有 晒 牲 耕地 作为 牧场 的 现象 。 除 了 冰 斗 中 
沙 数 编 羊 以 外 ,只 有 山羊 。 山 岭 两 边 农民 的 入 会 状况 也 相同 ,因此 在 
这 里 不 必 考 虑 。 可 是 肥料 却 都 感 缺乏 ， 因 此 肥料 对 于 农田 高 度 的 影 

有 出 并 不 大 。 交 通 在 比 利 尼斯 山 和 易 白 山 都 是 很 重要 的 ， 可 是 在 这 里 
“« 83 e 



也 不 能 控制 农田 的 高 度 。 距 村 落 三 \ 四 小 时 路 程 的 雪 粽 附近 还 有 必 
锥 暮 产 地 。 在 耕种 期 间 ; 农 民 都 迁居 到 简陋 的 小 屋 中 , Dy PS SE 
离 村 落 太 远 。 马 欠 昔 的 种 子 在 冬季 埋藏 在 附近 洼地 内 。 虽 然 在 两 山 
坡 上 有 那 末 多 因子 相同 或 者 可 以 不 必 考 虑 ， 可 是 兴 西 所 得 的 和 结论 称 

两 山坡 上 作物 的 高 度 相差 很 大 。 两 山坡 上 葡萄 相差 215 PK, 胡桃 相 

差 150 米 , 橄 槛 相差 520 米 , 无 花 果 相 差 300 米 ， 裸 麦 也 有 显著 的 差 

别 。 假使 日 照 是 唯一 的 因子 , 那 末 为 什么 各 种 作物 高 度 相 差 的 数字 
如 此 之 大 ?里 正 的 原因 在 于 农作物 对 于 各 气候 因素 所 产生 的 感应 程 

度 的 不 同 , 和 借 不 是 日 照 能 够 决定 某 种 农作物 的 高 度 界 限 。 农作物 的 

高 度 界 限 是 各 种 气候 要 素 的 总 和 。 而 且 在 广 间 区 域内 ,自然 环境 也 

RARE Be WRT AS ain Re A 
EAI HEA . AAR TDS FARE Ree es BE BB A ERAN 

SE. 在 观测 日 照 效 果 的 时 候 , 我 们 往往 不 得 不 忽略 农作物 的 界限 和 

它 的 性 质 , 因 为 还 有 其 他 许多 因子 例如 地 质 和 土壤 等 层 太 在 内 。 
地 质 因 子 ” 地 质 对 于 各 种 高 度 界 限 的 影响 ， 不 仅 在 于 支配 地 貌 

的 性 里 ,同时 在 于 对 土壤 和 土壤 蔷 水 能 力 的 影响 。 谢 格 在 讨论 高 
山村 落 的 时 候 便 瑶 道 :对 于 村 落 高 度 的 决定 ,地 质 比 方位 重要 。 因 为 
地 质 可 以 决定 土壤 性 质 .山体 和 地 下 水 等 ,因而 较 其 他 自然 因子 更 为 

奥 国 高 山村 落 的 高 度 

区 域 yt WEB 

| 阳 bk mH 
mF FEAR { : 

ae: om 8 

sala f ne 泥 RM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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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recs les Meer er ye ree ae 
决定 。 RE eae ee SB eS BS, 

— IRALIBOR , FMC BEAP ES 0 

Ha eT SHG EAS FOR 1,886 2K, 阴 坡 是 1;720 米 。 

«HERA ATBED, WHA) De Bk BH 38 AY VE es HB ie A tre 

”地 为 低 。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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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6 

1701 

BA b4 

1611 & & 
1509 vw 
2006 5 晶 

1966 #8 ME RE SE oe mm ft OF. 总 Be SS DE DE OE OE 

DE BSE OB Or, AR 0 ESL TE Ae PE HS I, HE ELT PE 
—CUREE. VER Sr RIM PIR. RR es BA) oP PR eA AE 

(KW REURM. ESBBARERAA WS, frie 
BM UEBAEAKEE ILA, BRM ED BEIM, Ms 

«MAF KR 
地 质 能 影响 山 的 坡度 。 陡 峭 的 山坡 除了 对 于 耕作 有 显著 的 影响 

Dh, REISE FUL. 这 二 者 对 于 当地 耕作 界限 的 降低 都 有 
很 天 的 影响 。 过 分 陡峭 的 山坡 上 没有 土壤 ,可 是 在 它 的 山 太 有 冲积 
局 或 冲积 锥 。 这 些 冲 积 物 虽然 大 多 数 受 洪水 泛滥 而 成 ,可 是 仍 可 开 

— BAAR EGET, 河床 内 的 冲积 局 假使 受 侵 鲁 部 分 的 倾斜 度 不 大 ;也 

”有 极 罗 的 沉积 物 , 可 以 从 事 耕 种 (图 27 和 50 )。 可 是 大 部 分 要 看 岩 
， 石 的 性 质 对 于 侵 鲁 作 用 的 反应 而 决定 。 冲 积 雏 是 农田 和 村 洲 最 适宜 
的 地 点 , 假使 位 置 在 阳 坡 上 , 那 未 所 受 日 照 较 谷 底 为 多 ,寒冷 气流 的 

” 歇 获 较 谷 底 为 少 。 潜 水 活 滥 的 伙 福 也 可 能 较 少 。 

从 冲积 局 到 山坡 土壤 之 间 有 完美 的 平衡 。 在 不 很 陡峭 的 山坡 
上 ,土壤 也 许 不 能 掩盖 山坡 全 部 以 阻止 土 滑 和 士 鲁 两 种 作用 。 在 这 

种 情形 下 , 大 致 只 在 山坡 的 下 中 部 才 有 是 够 的 土壤 ,可 以 从 事 耕 种 。 
假使 湖 河 谷 而 上 , 便 可 发 现 河 床 和 泡 两 恤 的 山岭 都 增高 , 亦 序 农田 的 
位 置 升 高 。 在 这 里 我 们 会 发 生 怀 疑 ,以 为 农田 位 置 的 升 高 ,是 由 于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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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 内 部 山体 较 大 的 结果 。 可 是 实际 上 农田 界限 的 升 高 ;通常 是 土壤 ， 
的 问题 。 土 壤 保 存在 山坡 上 的 多 少 ,和 山坡 的 高 庆 无 关 。 在 高 度 界 
限 的 研究 中 ， 最 普通 的 职 解 以 为 高 度 界限 完全 为 气候 所 决定 ， HEH 
正 不 能 耕种 的 原因 
是 由 于 土壤 太 薄 的 
结果 。 
山坡 上 部 缺乏 

士 壤 的 例子 可 以 法 
属 比 利 尼斯 出 中 部 
巴 汪 得 路 冲 附 近 
的 奥 尔 谷 为 例 ( 图 
28)0 RA 
很 高 的 支 谷 ， 谷 底 Bias : 

2K YE 1,000—1,400 、 图 27. RBAAWKERA APR EA 

a LL We A , Ve 
he 是 1;400 一 2;100 

米 ， 谷 壁 的 倾 匀 狗 
30 ,上 游 农 田 的 位 

BREAE MR 
田 高 500 一 600 米 。 

PH BY AY EE 

Mee, This Re 
Rieke ” 绩 旺 大 
置 似乎 是 因为 从 村 £ 
落 到 农田 的 交通 便 
利 的 称 故 ， 或 者 是 

图 28. 法 属 比 利 尼斯 山 奥 尔 丛 的 家 地 界限 
这 里 农 地 的 最 高 界限 是 由 于 较 高 山坡 上 土壤 秋 

因为 这 小 山 蒙 内 部 少 , 井 不 是 受到 气候 的 限制 《和 荣 自 地 理 呈 答 ,美国 炸 “- 
ARR 的 结果 。 构 地 理学 会 出 版 )e 

可 是 我 们 在 审 惯 研究 后 ,发 现 山 坡 的 上 牛 部 没有 是 够 厚度 的 于 护 层 。 

这 种 现象 极 普 逼 。 农 业 的 土壤 界限 往往 被 让 认 为 温度 的 界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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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 RIMMER, 求 研究 “ 带 ” 的 问题 。 AA 
这 涯 才能 表 表 各 因子 间 的 关系 。 现 在 以 比 利 尼斯 山 的 安 多 拉 和 康 虽 
verre. Fee dy Hy REI EIS SSE HAR, PR AE FU 
等 5 在 圣 朱 理 雅 附近 则 产 少 量 的 癣 萄 。 当 地 位 置 也 最 低 。 可 是 葡萄 
(现在 制 成 葡 欧 二) 的 种 植 现在 已 受到 限制 ,因为 运输 进步 以 后 , 西 班 
FHA MY LRA, : 
RSM RORRAAKLAE, 居民 都 以 黑 面包 为 食料 。 当 
HEBD LL) AS ZS Bh BBS, 耕地 可 以 直达 山顶 的 平地 ， 山顶 平地 上 以 种 . 

植 裸 麦 为 主 。 此 外 , PEA PPE RE LAA SRL, 安 多 拉 的 最 高 
裸 麦 田 在 技 海 1,850 米 处 ,从 裸 麦 田 到 最 近 的 住宅 ,至 少 也 要 步行 一 

未 时 以 上 。 这 些 裸 才 田 孤立 的 位 置 是 因为 需要 日 光 的 和 故 。 深 谷 和 
， 谷 内 的 冲积 锥 每 天 仅 有 数 小 时 日 照 。 因 此 ,山谷 的 阳 坡 上 较 高 的 裸 

麦田 往往 扩展 到 峡谷 以 外 。 
阳 坡 和 阴 坡 的 问题 ,在 这 里 当然 极为 重要 。 阳 坡 上 每 一 时 土地 
都 已 耕种 ， 而 阴 坡 上 虽然 也 有 耕种 ,可 是 收获 量 远 不 及 阳 坡 ,而 且 上 
部 界限 也 较 低 。- 由 于 山坡 成 为 凸 形 ,因此 阴 坡 位 置 合 高 的 地 方 , 受 日 
照 的 时 间 也 意 长 。 同 时 南部 山岭 的 阴影 可 以 掩 薇 阳 坡 的 下 部 。 阴 坡 

， 的 帮 牺 种 类 通常 很 少 ,或 者 虽然 有 ,也 不 很 重要 。 因 此 阴 坡 耕地 的 面 
| FAB APSE AR, PRR ME RIA BR, 这 一 点 可 以 作 

为 山岳 地 理 的 一 条 原理 。 
作者 着 不 承认 在 安 多 拉 人 的 种 植 中 ,已 达到 某 种 农业 的 气候 界 

限 具 交通 、 距 裔 、 琉 人 适 肥料 和 运 回 谷物 的 困难 、 农 民 不 厌 侵 估 牧 场 以 
及 高 原生 壤 的 筑 户 等 等 ,都 有 影响 。 在 峡谷 中 ,决定 一 种 谷物 的 较 低 
气 配 界限 比较 指出 它 的 较 高 界限 容易 些 。 而 在 两 驯 陡 峻 的 山谷 中 , 由 
于 目 照 时 间 太 短 , 因 而 作物 的 成 熟 日 期 延迟 。 很 多 区 域 在 秋季 播种 的 
时 候 ;附近 的 农田 中 同一 作物 已 快 将 收割 。 这 种 农田 必须 休 并 一 年 。 

大 草 是 安 多 拉 区 最 主要 的 作物 。 SAA, EMEA 
和 入 二 种 职业 。 在 气候 上 和 霜 草 有 关 的 有 趣 的 事实 是 贫 地 内 最 高 的 农 
AA, RSD HP RAR ee 
FA, At eK 1,455 米 , 当 地 日 照 的 时 间 很 短 (9 A 15 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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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熟 ,当时 每 天 日 照 仅 有 八 小 时 )。 幢 谷中 的 空气 彼 结 冰 的 河流 所 举 ， 
却 ， 晚 间 还 受到 寒 疮 山 风 的 吹 袭 。 类 草 所 以 能 够 生长 在 极 高 的 地 点 
是 因为 该 地 接近 夏季 牧场 ,施肥 方便 。 

康 弗 华 区 ”法 属 比 利 尼 斯 山东 部 是 康 弗 爹 区 。 这 里 是 研究 山地 
交通 问题 的 极 好 地 点 。 本 区 由 于 交通 困难 、 轻 济 和 社会 情况 的 变动 ， 
因而 耕作 范围 缩小 。 它 的 例子 有 二 :一 是 废 秦 的 偷 达 斯 田庄 。 这 一 农 
区 位 于 山岭 北 坡 一 个 高 狗 1,700 米 的 平坦 横 岭 上 。 山坡 的 倾 糙 度 一 
般 是 50°, 长 有 森林 。 在 森林 已 被 伐 去 的 地 三 则 作为 夏季 的 牧牛 场 。 
从 前 蔬菜 和 五 谷 的 种 植 很 成 功 。 由 于 山坡 陡 峻 ,牧场 广大 ;也许 有 人 
会 以 为 畜牧 业 是 本 区 农业 经 济 的 基础 。 可 是 事实 上 ， 在 北 坡 的 这 一 
高 度 以 内 ,农作物 也 很 有 希望 。 农 作物 的 高 度 界限 ,假使 以 谷中 最 高 
农田 为 代表 ， 可 以 看 出 问题 并 不 在 于 温度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减少 。 因 ， 
为 远 在 到 达 农作物 的 气候 界限 以 前 ,地 貌 ,交通 以 及 灌 新 等 早已 限制 
了 农作物 的 高 度 界限 。 因 此 偷 达 斯 田庄 之 所 以 稚 废 秦 ， 完 全 由 于 交 
通 困难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交通 与 其 说 是 自然 环境 问题 ,由 宁 说 是 社会 
问题 。 即 以 今天 法 国生 活 的 一 般 价值 而 论 , 这 农庄 也 嫌 太 远 。 

爹 达 斯 田庄 突出 于 农业 带 以 外 。 在 平坦 谷底 的 连 熏 农业 带 内 , 精 
蜜 的 农田 界限 往往 受到 地 殊 的 影响 。 我 们 在 前 面 也 谈 到 地 貌 对 于 土 ， 
壤 性 质 , 地 下 水 和 灌 浙 的 影响 。 低 谷 两 旁 山 蓄 的 山坡 比较 平缓 (35 % 
一 100 旨 的 坡度 倾角 为 45"), 可 以 从 事 农业 。 山 坡 的 坡度 对 于 耕作 的 
影响 有 二 : 黎 地 的 坡度 可 达 40 % ， 落 以 箱 嘴 得 耕 地 , 还 可 增加 。 在 山 
篮 上 可 以 看 到 ,主要 的 缺点 在 于 山坡 太 陡 , 地 下 水 缺乏 。 假 使 上 述 倾 
斜 度 的 山坡 是 位 于 山 翡 的 平缓 部 分 ， 而 该 山 世 双 在 能 产生 地 形 雨 的 
FOS LL PALE, FHS AS RK Ly BEAR A Bey BF SH AFT B.S 
在 康 弗 侈 区 山 蔚 地带 中 ,有 许多 上 废 秦 的 种 过 葡萄 的 台地 ,这 是 经 

济 状 况 改变 的 结果 ， 卉 不 是 气候 的 影响 。 废 秦 的 葡萄 寿 地 在 该 区 人 
民 经 济 困难 时 候 , 便 加 以 耕种 ;当时 人 口 多 而 资产 少 。 在 第 一 次 世界 
大 战 以 前 ,当地 男 工 每 人 每 天 的 工资 是 一 法 郎 ,女工 是 75 生 丁 。 现 在 
男 工 每 天 要 25 法 郎 ,而 且 还 不 易 便 到 。 男 工 用 大 答 束 在 背 上 , BRI 
料 上 山坡 ， 同 样 将 葡萄 运 选 下 山 。 当 地 农民 最 感 艰苦 的 工作 是 在 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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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ve Se SBE AS HO EA LT ES 
BRAS, ET TPA. SUCH YEH, 
A HELE A TAL FA, DE YER 7 OB A 2ST LHe 2B 
ss SRAS 1923 年 作者 在 塔 偷 塔 斯 研 究 多 龙 河 谷 。 多 龙 河 有 

三 支流 : 即 香 兵 尼 多 龙 河和 泌 拉 洛 格 南 多 龙 河 。 这 二 支流 在 勤 费 拉 

图 29. 法 属 昂 白 山 多 龙 河谷 农 作 的 界限 
1 .永久 村 落 “2. 隐 时 村 落 3. 农 田 界限 

4. 葡 萄 界限 5. 森林 6. 冰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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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附近 会 合 ,到 蒙 的 儿 斯 流 大 伊 色 尔 河 。 计 河 在 勤 费 拉 得 和 亏 利 得 - 
兰 - 班 斯 之 间作 正 东 西方 向 ,长 十 二 公里 个。 再 行 十 三 公里 车 ， 到 波 
齐 尔 附 近 拉 洛 西 尔 河 从 南面 来 会 。 泌 洛 格 南河 全 长 二 十 公里 《 昂 白 

由 的 支流 不 计算 在 内 ) ;流向 正 北 (图 29)。 

就 经 济 条 件 而 花 , 多 龙 河谷 宜 农 又 宜 收 。 旅 行 和 商业 也 很 活跃 。 
并 有 铁 矿 和 大 规模 的 化 学 工业 。 阳 坡 的 农作物 有 葡萄 、 丛 物 和 千 草 : 
阴 坡 则 以 干草 为 主 , RRL, MARR. Pile LAER, AT 
正 的 农田 作物 马 耸 昔 外 ， 以 某 园 为 主 。 本 区 有 显著 的 农业 带 。 农业 
带 以 上 是 孤立 的 耕地 。 这 种 孤立 的 耕地 位 于 美 正 农业 带 之 于， 大 且 
-连接 牧草 带 的 边 糊 。 我 们 可 以 称 它 为 “山腰 牧场 ”, 亦 部 “高 而 山 腰 牧 
场 ”的 意思 。 阳 坡 的 山腰 牧场 , 以 蔓草 为 主 ， 阴 坡 上 农田 很 少 。 一 般 
人 以 为 村 藩 都 位 在 阳 坡 ,其 实在 多 龙 河 的 主 谷 内 ,在 阴 坡 上 的 村 沙 有 
十 二 处 ,在 阳 坡 的 仅 七 处 。 因 此 两 坡 中 那 一 坡 比较 富 廉 ， 很 难 断 定 。 
日 照 是 否 是 决定 农业 的 性 质 和 高 度 界限 的 唯一 因子 ， 很 成 问题 。 裸 

考 是 牧场 谷物 的 代表 ,高 地 的 裸 麦 生长 得 很 好 ,收获 量 也 丰富 。 裸 麦 

能 收获 的 最 高 地 点 ， 或 者 可 以 认为 是 访 区 农业 带 的 最 高 界限 。 本 区 

内 具有 气候 意义 的 农业 带 很 明确 ， 可 是 农业 带 的 界限 往往 由 于 农民 

使 土地 利用 适合 于 最 高 经 济 目 的 而 交 生 变动 ,在 本 全 本 全 的 全 全 四 
都 有 一 些 最 宜 于 农 作 、\ 造 林 或 牧 畜 的 地 区 。 

多 龙 河谷 附近 高 山上 的 农田 大 不能 代表 农 作 的 气候 最 高 界限 。 

高 山 牧 场所 以 有 农田 的 理由 很 多 。 多 龙 河谷 的 农民 春季 住 在 高 山村 
落 , 达 二 星期 之 久 , 进行 牧牛 、 收割 干 草 及 播种 作物 等 工作 。 到 秋季 
便 收割 干草 ,收获 作物 , 芽 且 将 牛 关 大 展 栏 , 用 售 库 中 的 干草 蚀 养 过 
冬 。 因 此 在 高 山村 落 中 大 多 凡 有 肥料 ， 实 际 上 多 数 高 山村 落 是 干草 
和 肥料 的 崇 藏 所 。 高 山村 落 附 近 作物 的 生长 和 肥料 的 关系 很 密 切 ， 

”因为 施肥 意 多 ， 帮 物 成 熟 所 需要 的 时 间 伍 短 。 本 区 内 各 向 阳 村 落 和 
农田 都 很 靠近 , 窝 有 极 少数 距离 较 远 ,因为 运 先 肥料 到 极 远 的 地 方 实 

在 是 一 项 极 繁重 的 工作 。 的 确 ,高 山上 空气 稀薄 ,不 能 保持 较 多 的 热 

量 ,因而 日 照 极 为 重要 ,而 且 在 阴 坡 上 农田 非常 少 。 可 是 我 们 得 出 的 

结论 是 : 肥料 和 日 照 同样 是 限制 阳 坡 农用 高 度 的 因子 。 因 此 我 们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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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自 以 日 照 作为 限制 农田 高 度 的 尺度 。 
Beene LAMiRH, LATRBLAH RRO 
ee a 。 虽 然 阴 坡 高 山村 落 附 近 也 可 
PRR, TARR MAI. RBI LACH 
RISE AE UR A DE it URE” o 
BaP MET Ap eT BE Ok A ET EO 
LHSAMEARHARS). BAIA hLRLMMA RUE BS. 
SAE. FUT ALT USI AP WK HY Be ARR RAK, 因为 
山坡 陡 峻 , 不 宜 农 作 ; 阳 坡 比 较 平 缓 , 种 植 葡萄 很 多 。 这 是 具有 重要 
意义 的 日 照 的 直接 影响 。 可 是 葡萄 园 的 上 限 是 否 就 是 气候 的 上 限 

Wee 峡谷 的 山坡 借 角 对 于 日 光 的 方位 ， 是 不 是 最 为 适宜 呢 ? 我 们 所 
| 得 的 精 葛 “不 是 "。 奇怪 的 是 葡萄 园 的 上 限 往往 为 山坡 是 否 平 坦 所 
决定 。 在 峡谷 上 部 山坡 较 平 组 的 地 方 ， 交 萄 在 经 济 上 便 不 能 和 谷类 
AER ANTI, 葡 葡 只 种 植 在 不 宜 于 其 他 作物 的 陡 峻 山 坟 上 
和 天 此 , 痪 交 码 的 分 作 并 不 纯粹 是 日 照 问题 ,山坡 的 倾 料 庆 也 有 关系 。 
多 龙 谷中 的 农田 固然 是 依据 日 照 的 情形 而 分 信 ， 可 是 其 中 也 有 
径 济 的 因子 参加 在 内 。 由 于 读 谷 是 售 受 冰川 作用 的 峡谷 ， 因 此 缺乏 
下 地 。 在 向 阳 坡 上 一 般 悦 来 应 当 是 森林 带 的 地 方 ,假使 山坡 很 平 轩 ， 
本 便 有 农田 。 作 为 农田 的 补充 的 是 较 高 的 牧场 。 在 那些 需要 牧场 的 地 
是 沪 , 农 田 便 受 到 限制 。 可 是 其 他 各 地 的 农田 大 都 深信 牧场 带 , 达 到 极 
上 高 的 地 方 ;这 是 因为 高 山 牧 场 存 有 大 量 肥料 足以 刺激 作物 的 培植 。 由 
国 比 可 见 ,社会 的 需要 和 地 貌 的 状况 , 对 于 农田 分 伪 的 影响 ,， 较 气候 更 
上 为 重要 。 日 照 对 于 耕地 分 做 的 影响 已 伐 述 得 很 多 ,实际 上 ,耕地 的 分 
改 丰 大 不 单 受 一 种 因子 的 影响 ,而 是 同时 受 多 数 因子 的 控制 。 

Arénes, J. “Etude phytosociologique sur la chaine de la Sainte-Baume et la Provence,” 

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botanique de France, \xxiii (1926), pp. 101'6—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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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 John, “The Distribution of Plants on the South Side of the Alps,” in Trans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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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es, C, G. Forest Types in the Central Rocky Mountains as Affected by Climate and 

Soil, Washington, 1924, (Unj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bull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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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4 ; 

.. Fie rey. Ve 

at “森林 及 其 重要 性 

， ”树木 线 和 森林 和 线 ”山地 的 森林 和 线 是 森林 带 的 上 限 ， 而 树木 粮 
RUHR ACAO LER, 森林 和 线 接 近 于 平均 树木 线 。 在 上 部 边缘 有 大 
rH, PRA AED A, BH RRAA, HRB H 
FES bw, 树 未 便 不 能 再 在 牧场 上 生长 。 至 于 森林 的 下 限 往往 就 是 农 
， 田 的 上 限 。 这 个 界限 是 一 个 经 济 条 件 的 问题 ,依靠 地 貌 、 土 壤 和 湾 水 
而 决定 。 在 陡峭 的 山坡 上 ,森林 的 下 限 向 下 推广 。 在 平缓 的 山坡 上 ， 
- 则 农田 向 上 推广 ， 使 琳 林 下 限 退 给 。 同 时, 采 木 业 也 部 分 地 决定 森林 
和 的 下 限 》 可 是 现在 的 伐木 ,通常 仅 砍伐 所 需要 的 树木 ,并 不 把 森林 下 
MAES, 因此 森林 的 下 限 代 没有 上 移 。 美国 西南 部 的 原始 森林 
的 下 限 是 受到 气候 的 影响 。 这 一 界限 的 根据 无 疑 是 雨量 。 可 是 在 敲 
和 贞 地 的 更 南部 分 ,也 受到 土壤 温度 的 影响 。 那 里 土地 赤裸 ,没有 树 芒 
掩蔽 ,由 于 和 白 朋 岩石 的 温度 超过 45°C 以 上 ,伤害 树苗 ,因此 森林 不 能 
往 下 向 山 世 扩 张 。 

是 ”森林 的 上 限 是 若 受 到 气候 的 限制 呢 7 据 香 霍 夫 的 意见 : 森林 的 
星 界 限 是 各 种 气候 因子 的 总 结果 。 这 一 点 对 于 树木 线 较 森林 和 线 更 为 确 
j 实 。 马 东 男 信 经 研究 喀 尔 巴 陡 山 森林 的 分 布 , 他 发现 高 塔 拉 区 的 森 
昌林 毫 不 受 多 济 条 件 的 影响 。 那 里 森林 的 界线 确 系 由 气候 决定 。 我 们 
有 在 研究 在 何 植物 界限 的 时 候 , 不 能 不 注意 地 貌 和 土壤 。 可 是 一 般 而 
Hh, 山地 原始 森林 的 界限 是 受气 候 的 影响 ， 同时 我 们 也 应 注意 分 析 
数 种 因子 的 相对 重要 性 。 

山 项 地 理 中 没有 一 个 问题 各 家 意见 的 纷 纸 象 对 森林 那样 的 。 在 
| 法 国 毛根 肥 对 李 诺 勃 的 意见 。 德 奥 学 者 中 以 斐 列 次 、 雷 斯 豪 尔 、 香 堆 
FANS BSE) BLK. HSE HHT, EAN EA SEMBLE, 很 
PRAM, BHKEVRE BMP REMLUS,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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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和 日 光 三 者 都 是 因子 。 从 森林 的 散漫 和 残缺 等 现象 可 以 知道 风 和 

蒸发 作用 也 是 决定 的 因 

+. WA 的 研究 ， 
认为 温度 人 并 不 重要 。 森 

林带 和 雨量 带 完 全 符 
&. EP RE BEI ARETE 

为 牧场 的 区 域 就 有 森 

PK, SORT LRRD 
素 的 关系 。 

图 30. 瑞士 罗 撒 谷 内 决定 树木 界限 的 因子 

粗 线 = AREA - FER AKIN, FE 

Bie — BE 分 表示 出 森林 的 界限 和 
MIE = SCRA CCM AOT We, BEALS 

a, 因 雪 崩 而 降低 ; by FHF ATs Ti ee RD; 
c, FEAF PK JI Syke; d, HESPERIA SL, DFAS APS Al) Hh 

(ADD Ht EI" HY HAF) “Pak, see tn dh ese 09 

关系 5 PRADA A A es 

位 以 前 ,不 能 作出 决定 (图 30). 

森林 的 界限 和 方位 . 

区 域 
OK) | Pak) | 北 ( 米 ) 

拉 觅 勃 勒 业 塔 尔 ( 昂 和 白山 以 北 ) 1,950 

AF BL 2,131 

ora FS A 1,842 | 1/994 (1) > 280 1,815 ” 

下 表 是 可 地 安 昂 白山 的 纪录 , 是 由 罗 勤 斯 制 的 。 Be Baa 
气候 , 因为 天 气 干燥 ,森林 的 界限 较 低 。 此 外 5 二 位 ,降水 量 。 士 雪 股 
经 济 因素 等 都 有 丽 明 。 

波 河 河谷 的 山坡 较 陡 ,森林 的 界限 也 低 。 河 谷 附近 的 腊 赤 高 原 . 且 ; 
现在 已 辟 为 牧场 ,因而 没有 森林 的 记载 。 牧 人 所 用 的 燃料 也 咸 不 趾 . 且 ; 
两 山坡 上 和 森林 高 下 的 不 -- 禾 , 证 明 写 并 不 是 由 于 气候 的 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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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 He ee oh A Ly St PY AY HH BR 

| 
| s 谷地 | ERG) | FOR) | 方 位 = 8 | ea | 主要 岩层 

伐 腊 塔 | 2,300 | 1,000 | 东北 | 2,000 | 3,000 | ve wt 
波 1,840 ， 1,000 北 1,500 290 | we se YH 

WR 2,300 | 1,100 西 1.550- 750 | we tt 外 
日 耳 曼 那 斯 加 | 2,300 1,000 西 1,000 1,300 | BE He et 

HEH) 2,450 1,100 26 Se 2200 250 | BR AUE 

eS 2,100 | 1,100 | we | 2,100 0 | ame 
5 AGS 2,350 1,100 北 1,900 450 | 石灰 质 片 内 

色 尼 其 阿 2,200 1,100 Ht | 1,800 400 | a eee 

Ab USE BCE OA, SRA PEAR RRR 
PRAT FLBR ATER AR, ENA. WKN AN BEES, TARE IY BE, HSER 
于 森林 分 布 的 影响 很 明显 ;不 必 再 加 申述 。 
 BRAF BAH, 气候 因子 也 需要 胃 以 分 析 。 风 是 支配 
树木 界线 最 重要 的 因子 。 自然 界 中 没有 象山 顶 那样 能 阻碍 树木 生 
长 的 。 生 长 在 山坡 上 部 的 树木 往往 多 节 , 多 扭曲 , 枝 权 生 在 一 边 , 树 
于 也 倾斜 。 山 顶 的 树 都 矮小 。 这 是 由 于 地 势 念 高 .风速 您 大 的 结果 。 
假使 山坡 高 度 相 同 , BOR DOI AO TA 比较 在 山 芝 内 部 受到 掩护 的 山 

HEM RGA, 我 们 在 钱 述 高 度 对 风 的 重要 性 时 , 往往 考虑 到 地 执 
AIDA, BRAT MI Le, 虽然 它 的 高 度 远 在 临界 温度 
和 临界 雨量 以 下 , 也 往往 不 生长 树木 。 蒸发 作用 成 为 美国 北 卡 罗 里 
那州 天 霜 山 所 以 秃顶 的 主要 原因 。 

上 生长 在 迎风 及 蒸发 带 内 的 树木 可 分 为 两 类 : 一 类 是 怪 林 。 RIE 
WARNS, WIKIA Hh BURR, 灌木 也 大 都 作 
和 草 基 状 ,树枝 都 接近 地 面 ,这 是 因为 地 面包 含水 气 ,温度 也 较 高 。 

第 三 类 树木 生长 在 山顶 ,发 育 不 全 ,矮小 ;和 发 育 良好 的 树 相 比 ， 
LATOR, 这 种 矮 树 虽然 和 坡 底 的 树木 同年 , 可 是 高 度 不 到 一 
Kk, REEMA BER, KEL eee 
BS. WIRTH, ABRAT— OKs, dks EAR AL 4+ 
OK, HUMVEE TRE, AGES, TER ROK, BU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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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的 树木 高 达 十 米 。 树 顶 和 保护 的 岩石 岩 平 齐 。 ESS Age 
气候 的 差别 或 者 也 是 它 的 原因 之 一 。 可 是 大 部 分 是 方位 和 燕 发 作用 
的 结果 。 

山顶 不 葵 高 度 如 何 , 往 往 荡 敬 。 最 高 的 山 , 假使 其 他 条 件 相 同 ， 
则 树木 线 也 是 最 高 。 下 玫 或 者 可 以 改 明 这 一 点 , 可 是 山体 也 必须 看 
作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因子 。 

最 高 山岭 的 树木 线 也 最 高 

地 点 1 aa BE UR) BAR ADS BECK) 

Wee 7, ES BF AL bk | 2,500 ) 2, 000—2 .100 

中 央 高 原 (法 国 ) | 1,800 | 1,400 
133 Bil | 1,300 | 1,000 

aba Fh Bw PR BS | ae au 人 本 

Ed, Ce Sd ASE 过 服 斯 西 儿 斯 柏 尼 天 里 那 其 里 

pt oe 
RPES Pee Fy iN aoe 
Ai AO 
a 
ei roo 
23 
Pa = 

四 到 | 
Sa 1590 

a 
i, use 
a 
oe re 
wo! 
Wi mooo 
Vali 

ss (IG Ha 

ge ey 

lol. SABINA ARES LU 

CARAS Ph FEI - #9 75 AF 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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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十 顶 不 仅 受 蒸发 作用 的 影响 ,并 且 因为 风 的 吹 柳 , 往 往 使 高 山 不 
下 树 未 而 生长 耐 旱 的 草 类 。 而 且 蒸发 作用 虽然 沟 有 风 的 帮助 , 仍 是 
限制 树 未 生长 的 原动力 。 在 上 一 章 中 , BRT ES HH a 
所 稀薄 和 日 照 的 强烈 而 增加 写 的 位 能 燕 发 作用 。 当然 , 万 位 对 于 日 
照 和 风 都 有 影响 。 
”有 的 权威 学 者 们 认为: 主要 的 地 貌 和 气候 的 因子 所 和 给予 树木 稼 
和 森 标 绪 的 限制 是 几 们 的 生长 期 的 长 短 。 虽 然 大 多 数 松树 需要 三 人 
月 元 需 期 ,可 是 据说 另外 有 -一 种 松树 能 生长 在 无 需 期 仅 67 天 的 地 
区 。 也 有 人 认为 限制 山地 森林 的 因子 和 在 北极 的 相同 , 因为 两 地 的 
所 月 气温 天 致 和 相等。 北极 七 月 的 平均 气温 锡 为 10*C 。 冬季 最 低 气 
漫 对 于 树林 的 生长 也 许 没 有 多 大 影响 。 以 上 所 说 似乎 可 以 作 一 千 
论 , 可 是 假使 我 们 认为 这 一 问题 已 经 完全 解决 , 那 便 错 误 了 。 

ae AAA f | 

i 32. Fide VBR AM LL fs 
(Aiba BI tit 5e Pl - #9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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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体 当然 能 影响 气温 。 可 是 在 庞大 的 山地 ,树木 米 高 度 的 增加 似 ， 
较 气 温 所 增加 的 高 度 为 大 (图 31 和 32 )。 BBR, MEH 
大 的 山东 使 森林 和 线 从 1,511 米 增 加 到 2,029 米 ( 相 差 518 HK), 可 是 

年 平均 8.26 等 温 线 从 1,741 米 提高 到 1,890 米 ( 仅 相差 149 HK). 

霍 夫 鲁 阅 , 山 体 对 于 森林 的 限制 , 它 的 重要 性 较 方 位 为 大 。 他 所 和 纵 制 
的 瑞士 森林 线 图 就 表示 出 最 高 的 森林 称 在 庞大 的 罗 撒 山 和 威 士 餐 轧 
山 。 高 度 相 等 的 山地 ,分 割 意 少 的 山地 , 写 的 森林 线 念 高。 在 奥 国 东 
和 经 第 二 十 九 子午 线 的 断面 上 ,我 们 发 现 山体 总 小 ;森林 线 仿 低 。 可 是 
比 牵 代 不 完 人 至 一 致 。 山 体高 度 降 低 1;,222 米 ,森林 线 便 降低 556 米 。 

对 于 森林 线 的 一 个 最 普通 的 观测 是 将 极 高 的 中 央 山 地 和 较 低 而 分 割 
的 边 和 多 山地 作 上 比较 。 山地 和 念 大 ,森林 和 线 和 树木 线 的 差 届 也 念 大 。 雷 
斯 哈 钠 在 斯 都 巴 昂 白山 六 个 区 域内 研究 所 得 的 结果 ,列表 如 下 : 

Ly fA PR AK SE A BY AR RE 

IL AR AY 1 BE CK) | 森林 的 界限 ( 米 ) | 树木 的 界限 ( 米 ) 差 数 

2,094 1,812 1,866 54 
2,358 1,810 1,894 84 
2,520 1,850 1,940 90 
2,746 1,681 1,875 194 
2,827 1,930 2,070 140 
2,863 2,037 2,199 162 

PHYS HE PAIS AEE BR UE” — FE UR 
林 界 限 方面 , BEAT EAE TSE EE, 下 示 是 勃 洛克 
门 所 搜 牺 的 资料 。 其 中 各 地 的 排列 自 北 而 南 , 是 昂 白 山 章 面 之 一 。 

易 和 白山 的 森林 界限 

地 点 

利 吉 山顶 

& 塔 ， 纳 

圣 哥 塔 德 上 山 

et ae 

BOA MH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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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森林 向 山顶 发 展 所 受到 的 限制 中 ,可 能 蒸发 作用 、 士 壤 、 坡 度 、 
地 下 水 、 降 水 量 和 积 雪 时 间 等 因子 坟 气 温 的 低 降 更 为 重要 。 从 上 列 
二 表 所 示 温 度 和 森林 和 线 的 关 系 ， 
可 襄 明 下 面 的 事实 : 我 们 虽然 也 
可 得 一 简 括 的 概念 ,可 是 这 一 概 
念 实际 上 毫 无 价值 可 车 ， 理 由 有 
三 : 1, 控制 气温 的 各 项 目 影响 森 
林 的 高 度 ; 2. 天 多 数 气候 因子 的 
{2 ABE A MES ; 
”根据 马 东 男 的 报告 : ME 尔 巴 

耳 山 的 森林 界线 和 读 处 最 大 降水 
带 大致 符 合 。 可 是 马里 克 在 奥 国 
所 发 现 的 和 上 面 所 说 的 不 同 。 在 
一 定 高 度 以 上 ,假使 高 度 很 大 , 那 
末 降 水 量 减 少 ， 能 限制 树木 的 生 
长 。 这 种 情形 ， 在 喜马拉雅 由 和 加 33. 瑞士 格 利 孙 雪 前 的 路 线 

安 地 斯 山 确 实 是 有 的 。 可 是 我 们 也 必须 注意 :在 最 大 降水 带 以 上 ,还 
| 有 其 他 因子 的 活动 存在 ,例如 日 照 增 强 , 云 量 减 少 ,风力 增加 ;坡度 加 

We 

IE , HE P 7K am , A 

1 发 旺盛 等 因子 。 大 

概 言 之， 一 区 内 的 

雨量 您 多 ， 则 森林 

Hh th Ay a FR 

大 。 这 种 事实 至 少 

， 在 农耕 地 以 上 的 区 

MA Sedo, 

GE , Bil Be AEE , 

不 利于 树 本 的 生 

图 34。 奥 国 司徒 白 塔 尔 森 林带 内 山坡 上 的 农庄 长 ,这 也 是 事实 。 降 
请 注意 谷底 的 干草 会 康 和 冰期 以 后 的 河流 切割 现象 水 量 多 ， 即 云 量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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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G Ae Ht DER, CHL TG SAY, 

全 

1889 年 骨 次 儿 首先 指出 森林 线 和 雪线 的 关系 。 以 前 的 人 都 认 

为 积 雪 的 入 芹 可 以 限制 树木 的 生长 期 。 在 高 山上 其 正 能 够 决定 生长 
期 的 是 土 坊 的 温度 和 树木 本 身 的 温度 而 不 是 气温 ,因此 积 雪 和 生长 
期 的 关系 确 很 重要 。 马里 克 在 奥 国 森林 和 线 附 近 测 得 积 雪 时 间 是 221 
天 ,假使 其 他 条 件 相 同 , 森 林 和 线 位 于 雪线 之 下 狗 800 OK, 

积 雪 在 其 他 区 域 也 很 重要 。 RRNA Me a EEE 
者 : 高 阿美 利加 山 的 森林 在 山 春 上 的 比较 淡 谷 中 的 为 多 。 PURE 
的 地 方 往往 积 雪 较 薄 , 洲 化 也 最 早 ,因此 幼 树 的 生长 也 较 早 。 在 积 雪 
日 期 延 到 七 月 底 或 作 月 初 的 区 域内 , 森林 决 不 能 重生 。 萧 氏 指出 积 
雪 也 是 限制 森林 界限 的 因子 。 他 售 在 其 年 冬季 访问 西 尔 克 斯 。 发 现 
积 雪 伤 嘎 树 木 的 方法 在 于 阻碍 空气 的 流通 ， 以 致 树干 下 部 发 生 菌 状 

物 , 这 便 是 森林 上 限 附近 矮 树枝 死亡 的 原因 。 萧 氏 并 且说 : 西 尔 克 斯 
高 山 牧 场所 以 不 生 树木 是 积 雪 太 厚 的 结果 。 

植物 因子 当 我 们 分 别 考 察 各 类 树木 生长 时 候 ， 对 于 植物 带 
的 观念 一 定 觉得 很 对 。 精 和 的 观察 者 在 西 昂 白山 一 定 能 发 现 明显 确 
定 的 植物 带 。 除 了 地 中 海滨 300 米 以 二 的 植物 春 外 ,还 可 分 为 四 带 。 
这 四 带 的 界线 已 经 多 数 权威 学 者 指出 。 他 们 所 指出 的 高 度 , 就 各 人 
所 研究 的 区 域 而 言 ,自然 是 确实 的 。 可 是 各 区 的 情形 不 同 。 同 二 而 
谷 边 的 情形 也 不 相同 。 因此 最 好 还 是 不 去 决定 精密 的 高 庆 ， HB 
带 植物 在 各 地 的 发 育 情形 我 们 也 不 可 能 假定 它 是 同样 完善 。 例 如 海 
KAA UM Hk, 各 带 植物 都 有 , 可 是 第 一 和 第 三 两 带 发 育 完 人 至 , 有 

多 种 树木 展 入 在 这 两 带 中 。 因此 在 该 山南 坡 , 松林 估 据 北向 阴 寒 而 
高 度 不 天 的 山坡 上 。 可 是 到 高 度 大 的 地 方 ,松林 潮 侵 大 南面 的 阳 坡 ， 
而 北 坡 则 为 丝 树 和 山 毛 橡 所 代替 。 

SAHRA EERE, Bilt: 
(1) AH 18 POH ,坡度 和 地 下 水 等 情形 的 不 同 ， “eta 
AIC A BR AE 

(2) 生长 期 ”植物 的 生长 期 因 高 度 和 方位 而 不 同 。 
(3) 土壤 的 温度 “土壤 的 温度 和 高 度 有 密切 的 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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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4) A AT RH Beek RO HD 
Be, RR AOE HF iA EE Pe SE RE 
AARP S TH ABS ee, kU RES 
表 桂 松 、 冬 青 等 往往 发 现在 石灰 岩 土 壤 区 ;松树 生 在 酸性 土壤 区 。 土 
事 的 通风 、 含 盐 成 分 ,特别 是 硝酸 盐 .磷酸 盐 和 钾 盐 等 ,以 及 地 下 水 量 
等 , 都 多 少 能 支配 各 种 植物 的 盛 喜 。 人 对 叶 树 和 天 叶 树 的 蒸发 这 不 相 
同 , 光 合作 用 的 能 力也 不 同 。 可 是 它们 的 差 屋 程度 宪 竟 如 何 , 现 在 还 
在 生 论 阶段 。 滨 海 昂 白山 在 暴露 和 陡 有 骏 的 由 坡 上 ,以 人 针叶树 为 多 ,在 
而 个 和 隐蔽 的 山沟 中 旭 以 关 叶 树 为 多 。 可 是 这 里 还 有 其 他 许多 因子 
上 支 配 着 这 两 类 树木 的 分 布 。 
植物 所 需要 湿度 的 多 少 也 不 能 一 概 而 花 。 例 如 各 种 松树 所 需要 
的 湿 气 即 大 有 不 同 。 山 毛 橡 和 虎尾 机 显然 不 同 : 山 毛 样 避 免 过 多 的 
狐 下 水 ,可 是 它 的 叶子 旭 需 要 阴 坡 的 空中 湿 气 :而 虎尾 机 需要 含水 分 
议 足 的 土壤 ,可 是 能 够 在 暴露 于 风 和 日 光 下 的 山坡 上 忍受 极 干燥 的 
2, 各 种 橡树 所 需要 的 湿 气 也 不 同 。 普通 橡树 是 标准 间 叶 树 , 需 
Big. 可 是 冬青 橡树 能 忍受 干燥 , 在 几乎 没有 士 壤 的 悬 骨 上 也 能 
EK. | 
任何 种 类 的 植物 的 向 上 扩展 ,都 是 各 种 因子 的 总 结果 ,而 不 能 完 
鞭 朋 之 于 高 度 的 限制 。 固然 , 气候 因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发 生 的 变化 是 各 
种 植物 的 高 度 界限 ,可 是 邹 使 在 树木 线 以 上 ,同一 种 树木 仍 可 以 灌木 
基态 出 现 , 因 之 植物 学 家 便 另 外 粉 写 一 个 名 称 。 瑞士 的 山地 松 有 和 柔 
HAS ,可 以 支持 大量 的 冰雪 而 不 致 折断 ,因此 能 生长 在 多 雪 的 高 
WEEE, LS OH aE RYE AR, Py ADORE RB 
BE AY SLE a EK, BY IS HA EH 
A OTERO PE BO a AE, 不 仅 要 注意 自然 因 
| AA BEWRSMMAM FRIEND. Pee, 
UE HE, 我 们 不 仅 研究 地 面 对 于 人 类 的 影响 , 尤其 要 注意 人 类 如 
何 适 应 地 面 以 达到 他 们 的 目的 。 

CFAF 人口 增加 ,建筑 材料 和 柴 薪 的 需要 也 要 增加 ,同时 
政 场 和 替 地 也 要 扩充 ,于 是 不 得 不 条 牲 森林 。 此 外 , 工业 上 的 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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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熔 铁 业 所 需 的 木 炎 ,都 使 森林 面积 日 潭 缩小 。 | ER DA HR 
(Savoie) 在 古代 是 “ 黑 林 ”的 意思 来 推论 ， 认 为 森林 破坏 的 速度 和 大 
口 的 增加 成 正比 例 。 牧场 侵 大 森林 地 区 , 伐 去 森林 以 增加 高 山 牧 场 

的 现象 很 普 副 。 而 燃料 的 需要 , 特别 是 高 山 的 乳 酷 业 以 及 砍伐 幼年 
针叶树 作为 队 具 等 等 , 都 使 森林 的 上 限 降 低 。 森林 和 草地 之 间 阁 没 
有 过 滤 地 带 , 这 便 可 以 证 明 森 林 线 已 受到 人 类 摧残 而 后 退 。 北美 西 
科 地 勤 拉 的 森林 线 和 草地 之 间 也 没有 过 渡 地 带 。 可 是 , 据 我 们 所 知 ， 
蔷 地 并 没有 人 为 的 推广 草地 的 事实 。 

关于 牛 羊 对 于 森林 的 损 委 的 著作 , Ti ERAS. 
羊 对 于 森林 的 危害 确实 很 大 ,可 是 在 某 些 值得 研究 的 森林 中 ,山羊 有 

as: is 
ss, 

cS 

\ 

图 35. 法 属 易 白 山 森 林 分 布 的 一 个 例子 
阳 坡 森林 被 砍伐 的 范围 藉 为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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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REAM. taTR HEA LAY ARE FSB BE A HH, 我 
Am eAHT DAE MEME ES WARE GIG, BASH, 是 不 是 树 
AGGIE, PORE RS HEE REU VEO, AG tH 
其 他 各 山 森 林 的 高 度 很 少 仅 是 气候 的 结果 , 而 牧场 和 木材 的 需要 也 
符 往 改变 森 宁 的 位 置 。 只 在 人 类 刚 到 的 地 区 ， 凌 正 的 气候 线 才 和 实 
际 森 林 线 相符 合 。 
”森林 的 下 限 假 使 和 耕地 相 上 毗连 , 则 往往 因 人 口 增 加 ,所 需要 的 硅 
地 地 增加 ,因此 把 森林 开放 成 耕地 ,对 于 耕地 需要 增加 因而 使 森林 线 
局 部 后 退 的 问题 , 柯 加 尔 全 有 许 竹 的 研究 。 
下 表 是 雷 斯 豪 尔 在 西 尔 偷 塔 尔 研究 所 得 的 结果 。 由 此 证 明山 谷 
的 阳 坡 作物 面积 增加 ,森林 和 线 逐 渐 后 退 的 事实 。 

REREREAM RK RB 

ae aE ee | ARGO | 树木 的 平均 | 树木 的 最 高 

ie ae ae 

| 

| 

ia: Ck) 

1,752 1,910 ~| > 1,822 2,015 

位 置 ( 米 ) 位 置 ( 米 ) 

1,950 1,977 

: 由 上 表 可 见 阳 坡 和 阴 坡 森林 的 最 高 位 置 ,相差 达 40 米 。 树 木 的 

最 高 位 置 相差 125 米 。 森林 的 平均 位 置 相差 107 米 , 树木 的 平均 位 
时 相差 155 米 。 这 是 一 件 很 有 趣味 的 事实 。 这 或 考 是 因为 最 高 界线 
和 气候 界线 相 接近 的 称 故 。 
，， 在 位 置 较 低 的 山谷 中 ;蒸发 作用 不 盛 , WR MUAH, 这 
是 以 庆 明 森林 的 分 布 是 由 于 和 经济 的 原因 ,而 不 是 气候 的 原因 。 在 温 
TRL SPRATT AAS 67 % 在 阴 坡 , 因 加 丁 则 估 60 儿 ,其 他 低谷 中 森林 
瑟 所 估 百 分 比 更 高 ”例如 格拉 斯 谷中 森林 地 序 估 总 面积 93 多 ,这 大 
环 是 谷中 原 有 森林 的 繁殖 分 布 情况 .低谷 中 的 阳 坡 虽然 更 宜 于 森林 ， 
可 是 现在 这 些 地 区 都 已 开辟 成 硅 地 。 
岂 山地 森林 秘 破 坏 究 葛 可 以 达到 怎样 程度 ， 地 理学 家 的 意见 还 没 
用 完 至 一 致 。 特 别 是 法 国学 者 的 意见 最 为 纷 歧 。 这 种 年 葵 从 本 章 示 
有 所 附 参考 文献 中 可 以 看 出 来 。 在 毛 琴 和 李 讲 勃 的 论 康 中 涉及 这 一 问 

e 107 .. 



题 的 很 多 。 从 前 易 白 山 的 森林 较 现 在 为 多 ,这 是 毫 无 疑问 的 。 而 地 
貌 和 气候 对 森林 的 限制 也 是 确实 的 。 可 是 在 石器 时 代 和 侗 器 时 代 ， 
人 类 宁愿 住 在 森林 带 以 上 的 高 地 , TOA LF TE A, 这 
种 草地 德国 人 称 为 饲 魏 个 (Urweiden), PERS 2,700 KM BU 
F ; 售 经 发 现 古 代 石 器 。 

罗马 时 代 是 否 有 严重 的 森林 破坏 的 事实 ”亚平宁 由 有 版 和 更 旱 的 

希腊 山岭 上 ,以 前 都 有 伐 林 的 跻 象 。 地 中 海区 城 的 建筑 虽然 天 部 分 
以 石料 为 主 , 可 是 船舶 必须 用 木料 。 腓 尼 基 人 因 商 业 上 的 需要 更 加 

ADE PRO. 伊 特 拉 斯 坎 人 最 先 采伐 亚平宁 古 有 版 的 森林 ，, Be 
着 是 罗马 人 和信。 森林 已 轻 伐 去 的 地 中 海山 地 的 气候 状况 , 不 适宜 于 
然 复 林 。 可 是 罗马 人 需要 木材 ,于 是 便 入 易 白 硬 兢 伐 : 未 秆 由 龙 河 顺 

ETT PAR RAL ERA dk. 到 中 古 后 千 期 , 比 利 尼斯 山 
版 和 易 白 出 的 伐 林 现象 已 很 显著 。 在 当时 的 档 和 案 中 便 可 发 现 许多 法 
HUE LIRR BERK, 关于 这 类 局 部 的 和 区 域 的 研究 的 文献 很 多 , 其 中 
KROME (BES LEA) 

易 白 山 和 上 比 利 尼斯 山 的 伐 林 , 它 的 主要 原因 是 由 于 谷地 人 日 增 
加 ;其 次 是 由 于 商业 上 的 掠夺 。 中 古 未 期 , 人口 移 动 得 很 少 ; 孤立 的 
社会 中 受到 人 口 繁殖 的 压迫 , 所 增加 的 大 口 , 不 仅 需 要 耕地 和 收场 ， 
还 需要 燃料 。 人 口 的 过 剩 促使 森林 大 量 破坏 ,土壤 侵 创 因而 剧烈 进 . 
行 ,水 源 因 而 枯 竟 。 牛 羊 的 践踏 阻碍 天 然 复 林 。 

研究 山地 森林 的 采伐 和 保存 必须 先 对 于 森林 的 重要 性 有 透彻 的 
了 解 。 山 地 所 以 有 广大 的 森林 ;理由 有 二 :过 分 陡 屿 的 而 坡 汽 有 其 他 
用 处 ; 任 且 最 大 降水 带 能 供 给 树木 充足 的 水 分 。 在 于 爆 区 域内 这 一点 

特别 重要 。 亚 里 又 那州 和 新 墨西哥 州 等 干燥 区 以 及 象 西班牙 那样 于 
爆 的 国家 借 重 于 山地 森林 很 多 。 火山 崖 所 成 的 山岭 缺乏 煤矿 , 在 这 
些 区 域 中 燃料 都 取 自 森林 。 可 是 山地 森林 对 于 当地 居民 的 重要 性 志 
木材 或 燃料 为 大 。 山地 森林 对 于 当地 有 很 多 特殊 的 效用 ， 因此 都 竟 
力主 张 禁 止 汶 伐 。 农民 在 他 们 的 田庄 旁边 及 渠道 两 岸 培植 树 未 ,每 
年 修剪 一 次 。 这 种 去 档 的 树 是 欧洲 平原 上 最 常见 的 最 色 , 即使 在 出 
谷中 也 很 普 逼 , 特别 是 地 中 海 沿 岸 山 地 。 作者 佛 在 地 中 海岸 比 利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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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由 中 看 到 一 棵 频 干 线 而 粗 的 蔷 译 ,高 十 二 只, BPR, 在 
断 头 的 树 顶 上 有 一 束 隔 岁 所 生 的 嫩 枝 , 因为 每 年 剪 截 的 称 故 ;树干 直 
径 的 大 小 便 能 表示 这 棵 树 的 年 龄 。 

看 地 前 侵 鲁 作 用 很 剧烈 。 防 止 侵蚀 的 办 法 最 好 是 保存 森林 。 法 
国 的 山地 ;天 其 是 比 利 尼 斯 山地 , 因 伐 林 而 引起 的 土壤 侵 鲁 的 福 患 已 
引起 政府 的 注意 ,在 受 侵 鲁 的 山坡 上 积极 造林 。 同样 在 昂 白 山 周围 的 
国家 也 都 有 这 种 侵蚀 现象 。 它 的 范围 虽 有 大 小 ,可 是 性 摘 是 一 样 的 。 
Ae EO BER OR LR, TRE HE 
eet FAME, MIRA RAG eR Ay LU — 

AVR E— 7 BE REE, EDR — HI RR, 侵 鲁 作 用 便 很 难 
阻止 。 森 林 可 以 保护 陡坡 上 的 土壤 ,山坡 的 土壤 假使 没有 植物 被 复 ， 
写 所 能 哥 存 的 角度 很 小 。 这 两 种 山坡 的 差 届 序 代 表 由 山坡 侵 鲁 而 来 
的 土壤 堆积 于 山谷 农田 中 的 可 能 数量 。 
， ”森林 和 森林 土 可 以 防止 暴雨 ,流水 的 直 泻 , 保存 地 下 水 面 , 使 河 

流 有 一 定 的 流量 , 太 此 种 种 都 佛经 多 次 证 明 。 关于 本 问题 的 意见 已 
由 参考 文献 中 所 列 的 涂 梅 〈Toumey) eer ie 假使 原意 对 
于 霖 林 和 流水 及 洪水 党 钱 等 作 “ 量 的 , 那 末 可 以 参考 白 股 

(Bates) FF] (Henry) 的 著作 。 Se aces 

"AAP RES EE « HE PIR IL PS , 22 AL PRP LLNS BEE BEAT 
PRA HFA, DEA RARE Vek OKRA, PRT IT BERY 
ASTER BEG ATR SERB UDA, VEE ORE th BY EEA OK 7k 
FE, 浅水 的 类 患 也 会 减少 。 折 干燥 区 域内 , 山岭 更 为 重要 , 因为 
AWARE LAE REEBOK EL. 大 部 分 出 地 工业 的 前 途 ， 
PHAN, 因 对 复 林 运 动 最 积极 的 机 构 是 水 力 机 关 。 至 于 洪水 对 于 
玉 塞 山谷 中 的 农民 的 损害 , 自 不 待 言 。 森 林 供 痊 工 业 无 尽 藏 的 原料 ， 

上 因 之 使 出 地 居民 能 在 某 一 季节 得 到 被 候 用 的 机 会 。 山 地 的 土地 利用 
计划 使 森林 面积 得 以 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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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 PARA ART 

易 白 是 什么 “ 昂 白 ”一 说 ,根据 当地 居民 的 语言 LWKEY 
LRH BARA RH, Ye LA Bs, RR ee 
物 等 。 因 此 ,所 请 " 昂 白 ”, HRT WES, ee 
牧场 。 山 地 居民 对 于 牧场 的 利用 较 之 对 于 山 案 更 有 兴趣 。 他 和 柯 只 在 
打猎 ,或 者 寻找 失散 的 绵羊 时 , 才 登 上 荡 车 的 山 案 。 四 地 居民 在 最 近 
数 年 来 才 从 旅行 家 那里 学 得 昂 白 主义 一 辞 。 - 

谢 格 引用 斯 班 对 昂 白 所 下 的 地 貌 和 经济 的 定义 : 昂 白 是 出 地 草 
原 , 氢 海 至 少 在 900 米 以 上 , FARMED PA OEE. BSR 

然 和 谷地 田园 分 开 , 可 是 仍旧 是 农家 轻 济 的 一 个 主要 部 分 。 BRN 
用 魏 特 西 本 的 定义 : 晶 白 山 是 夏季 长 期 放牧 牛 羊 的 土地 。 可 是 根据 
魏 特 西 本 的 意见 :凡是 牛 羊 在 短期 内 居住 的 地 方 , 或 者 因为 交通 困难 
而 不 能 成 为 牧场 的 地 方 都 不 包括 在 内 。 这 种 精密 的 划分 , 在 娠 和 研 
宪 晶 白山 经 济 的 时 候 , 用 处 很 大 ,可 是 对 于 我 们 则 并 不 重要 (图 356)。 
实际 上 ,各 家 对 于 高 山 牧 场 的 界限 的 辟 明 , 逢 不 普 逼 适用 。 因 为 . 

高 山 牧 场 通常 在 树木 线 以 上 ; 在 许多 区 域内 ,高 山 收场 和 耕地 相 接 
盐 。 旋 们 或 者 是 交通 较 方 便 的 “小 山 "。“ 大 而 ” 则 是 芮 正 的 高 四 收场， 
它们 和 农庄 相距 很 远 。 可 是 斯 班 认为 小 山 牧 场 实际 上 是 位 置 较 高 的 
田园 收场 而 不 是 高 山 牧 场 。 二 者 的 分 别 在 于 前 者 由 山 斑 农庄 直接 管 
理 , 而 后 者 则 单独 管理 。 凑 正 的 高 山 收 场 ， 有 季 光 居民 而 没有 村 洲 。 
”高 由 收场 没有 树木 , 纯粹 是 草地 , 草 类 则 从 草原 以 至 苦 原 都 有 
这 种 植物 不 仅 能 耐 旱 , 而 且 能 适应 极 短促 的 生长 期 。 植物 在 大 多 数 
情形 下 , 都 喜欢 日 光 , 在 上 部 土壤 下 层 可 能 冻 精 ; 因此 次 原 的 于 爆 成 
为 主要 的 因素 。 即 使 白 县 的 气温 ,特别 是 土壤 的 温度 很 高 ,可 是 必须 
注意 的 是 最 重要 的 是 最 低 气 温 。 我 们 登山 念 高 , 所 看 到 的 植物 种 类 
渐渐 和 在 山谷 中 所 看 到 的 不 同 , 草 类 和 丛 稀少 /和 沙漠 相仿 ;高 草 渐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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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或 地 衣 所 代替 。 更 上 面 则 几乎 成 示 宰 的 山 罕 , 只 有 生长 在 岩石 
下 的 植物 理 。 在 高 山 气 候 和 极地 气候 之 间 的 年 平均 气温 的 主要 区 别 
是 :高 山 牧 场 中 午 的 日 照 较 极地 的 苦 原 为 强 , 慎 因而 不 物 指 生 活 史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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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出 敌 扫 与 地 势 关 系 和 Ay 36. 

EEDA, RINK RARARB A A. 
-的 夏季 牧场 。( 上 比例 尺 为 1:50,000, SF Fi eBFH 30 米 ) 

它们 是 居住 带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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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公 达到 山顶 。 水 成 岩 所 成 的 圆 邱 山 由 于 岩石 构造 关 和 柔 ， 它 的 连 炉 

Le HEE OR eB FOE BE RT, FE EWE AY LE, BA HB, Be 

BERK MAREK, KOSH RN EHR, BBARZAR 

TE CAR (Staffel), 意思 是 BB”. | , 

(Pe (8 Ey LL AE A LL Ze FAY OP AR SE, PAR Ly 4 9 ER 

可 是 我 们 必须 注意 , Br eA eS RE A PRE AR 

KNUESS, AMBRE UP RRR. WRK, BK 

场 的 面积 也 人 鳄 广 ;因为 大 多 数 庞大 山地 的 山坡 是 凸 坡 而 不 是 凹 坡 。 政 

场 的 广 半 和 山谷 的 干草 地 不 成 比例 。 例 如 塔 偷 塔 斯 片 兰 所 成 的 高 原 ， 

为 了 充分 利用 牧场 ,农民 必须 在 每 年 夏季 购 入 竹 畜 ,加 及 到 宅 本 人 甸 

FUAWHESS. MAWHAAKSERH HER SHAR, Pleo 

RE Hp, RHA), 山坡 也 略 成 凹 形 , 高 出 牧场 很 小 。 塔 偷 拱 

斯 的 牧场 狗 占 总 面积 3/5， 而 沙 腊 罗 斯 则 仅 占 1/5。 MPAA 

奥 国 山 有 瞩 核 心 的 一 部 分 , 体积 庞大 , BOF 7H IA3,000—3, 100K, PKL 

Wie. BB a RS LEY BS, 高 仅 2;400 米 。 虽 然 山 体 是 决定 黎 场 的 

高 度 和 牧场 面积 大 小 的 重要 因子 ,可 是 地 貌 能 减少 叱 的 影响 。 因此 

AAT Wy BHI 3,000 米 以 上 ， 而 牧场 高 仅 1,600 一 2,500 米 。 意大利 
的 多 洛 迈 特 焉 山 , 山 项 附近 多 悬 央 和 契 壁 ,可 以 作为 例证 。 

气温 对 于 限制 高 山 牧 场 的 重要 性 ， 远 不 及 它 对 耕地 限制 的 大 。， 

我 们 必须 注意 ,在 极 高 的 地 方 , 低 气温 常常 是 较 高 的 土壤 温度 和 植物 

的 体温 所 调和 。 阳 坡 丰美 的 牧场 和 阴 坡 长 期 积 雪 的 地 区 ，, 气温 都 是 

相同 的 。 

积 雪 当然 能 支配 生长 期 的 长 短 , 可 是 也 必须 注意 , 积 雪 是 降雪 量 、 

风向 方位 .雪崩 的 位 置 以 及 其 他 因子 的 总 结果 。 SERRA T 

不 积 雪 的 地 方便 很 难 有 草木 生长 。 

土壤 的 温度 应 作 进一步 的 研讨 。 土壤 的 温度 要 看 土壤 的 物理 

性 方位 日 照 时 间 \ 山坡 的 坡度 及 植被 的 情形 等 而 定 。 阴 坡 土壤 的 温 

度 或 坊 当 地 的 气温 为 低 。 阳 坡 尤 其 是 背风 的 地 方 , 土 壤 的 温度 很 高 。 

”总 括 设 来 ,下 列 各 项 都 是 控制 高 山 牧 场 高 度 的 重要 因子 : 一 、 山 
Me; <=, Hedi; =. aes DW, Ait; Hy, Merk; WW.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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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们 在 参阅 欧洲 文献 以 后 ， 对 于 高 山 牧 场 以 及 和 写 的 开发 有 关 
的 多 数 术 语 便 很 熟悉 了 。 一 连 串 的 山地 玄 牧 生活 的 专门 术语 , 也 象 
一般 工 业 专 门 术语 一 样 , 它们 的 起 源 是 相同 的 。 而 且 山 地 方言 很 复 
杂 , 同 证 根 有 很 多 变化 ,其 中 最 普通 的 列 示 如 后 。 

“ 晶 自 关 是 "高山 牧 场 ”,， 本 书 储 部 采用 这 一 意义 。 “ 昂 白 ”一 前 应 
用 很 广 ,美国 地 貌 学 家 用 “al 妨 PE “alp”, 作者 认为 我 们 没有 理由 
AB AFAR ERE “alm” Re “alp” EB, 下 列 是 完全 相同 或 一 部 
PAN BE 

, 

alpe 《高山 牧场 ) berg (il) galen (4) 

alpo berge pla 

arpe | olbe planina 

alpage monti plaroure 

albe montagne jasse 

alm . montagna 

在 地 图 中 常见 “Sennberg” Kuhberg” 或 “Viehberg” 等 名 词 互 相 

混用 。 阿 仆 斯 指出 很 多 地 名 含有 “ 昂 白 ”前 意思 。 例如 Alpettaz, 
Arpette，Aups 等 都 是 。 Calzzir 原来 是 古代 指 牧 场 的 名 词 , 由 此 名 词 
引伸 而 来 的 地 名 ;例如 Lachat, Bellachat, la Chalmette, les Chalps 等 

—«*BH. AREA Laie, Lée 和 Lex the Ps, aK HE Bid S| 1h 

; 而 来 的 地 名 ,例如 工 "Allke，Blanche,，L "Aile-Froide 和 Vers 工 Allke 等 。 

”由 La Montagne 5 | (im SEA le Mont Bas, le Mont Froid “2, 此 外 

上 还 有 La Vacherie, le Col des Génisses, le Jas des Agneaux, le Cabane 

_ des Mulets 等 。 其 他 各 国 的 语文 中 也 有 与 此 类 伏 的 情形 。 高 山 牧 场 的 

旺 第 一 阶梯 比较 平坦 ,可 以 作为 暂时 定居 的 地 方 。 MHA, ay 

FRR, 这 便 是 通常 所 属 的 山腰 montagnette, Voralp, mayen, 

~ Vorsass 了 可 Maineusass, PRI—BER Ba ESP Sway 

: 经 营业 务 ,例如 le Col du Fruit(-FB%), le Fruit Commun (7438 -F HS) ; 

la Vacherie (FEAF HA), la Véligre (-}4F), le Col des Génisses (小 母后 

WE), le Roc des Boeufs (78424), la Cabane des Mulets (ER#i), PR 

CFE a eH BR, Bildo “L’ Aoup” RS WE,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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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pilhoun” 指 小 牧场 ， “Couesta de |’ Aoupet’ 指 小 收场 的 ie, ““t’ Aou- 

penas” 49 4 WF HB, ‘“Pelouniera”’#§ 只 能 牧羊 的 矮 草 牧场 。 “Kuhstoss” 

指 放 履 一 头 牛 的 草地 ， 每 一 “Kxprtosr” 可 放 履 御 竺 两 头 、 纺 羊 三 头 、 

猪 四 头 , 或 山羊 八 头 。 

上 列 名 词 代 不 是 包罗 无 遗 的 ,只 在 于 说 明 方 言 变化 的 复杂 。 同 

一 方 土 也 有 极 多 名 称 表 示 糊 微 的 差别 。 这 可 以 看 出 原始 人 对 于 轻 济 

的 追求 充分 特殊 化 的 特色 。 如 草原 游牧 对 于 马 的 微 秋 的 不 同 也 有 很 

BE. MERA 法 人 对 于 冬季 妨碍 水 磨 的 冰 的 种 类 也 演变 出 

许多 特殊 的 名 称 。 

“SRR ” 某 几 种 经 济 现 象 是 高 山 和 游牧 生活 的 特色 ， 和 和 平 

RMR BAG RAR), 写 的 原因 一 部 分 由 于 高 山 比 较 卫 立 ,交通 

不 便 ; 另 一 部 分 原因 是 两 地 牧草 种 类 不 同 。 

大 部 分 高 山 收场 在 山谷 居民 目 力 所 及 的 范围 内 ， 是 山谷 居民 各 

济 的 一 部 分 。 可 是 在 鲁 受 冰川 作用 的 U 形 谷中 , 因 交 通 困难 ,攀登 不 

易 , 费 时 亦 多 ,以 至 牧场 孤立 ,对 于 农家 轻 济 很 有 影响 。 凡 是 从 山谷 

到 高 出 牧 场 往返 很 方便 , BR RERAR ER UR. 凡是 距离 冬 手 

—— le! 

住宅 不 远 , 或 彼此 相连 的 高 山 牧 场 , 朗 可 看 作 平 原 收场 。 这 等 收场 都 “ 

没有 站 正高 山 牧 场 的 经 济 机 构 。 在 高 山 的 山腰 或 巧 谷中 ，, 使 高 山 政 

场 扳 立 的 原因 主要 是 交通 困难 , 距离 的 远近 还 是 次 要 的 。 因为 交通 

困难 不 仅 登 山 费 力 . 而 道路 的 建筑 和 保养 也 很 困难 。 养 路 很 辛苦 ,并 
Bir AK. LREARE RA CLES 因此 以 及 其 他 理由 ， 高 山 牧 场 通 

常 归 市 府 、 竺 团 或 联合 会 等 所 有 。 

比 交 通 困难 的 理由 更 重要 的 是 高 山 牧 场 本 身 的 性 质 。 a Ae 

到 牧场 的 最 低 一 级 时 , 山 的 上 部 还 有 积 雪 。 这 下 部 极 小 的 草地 , 决 不 

应 为 任何 人 所 私有 。 高 古 牧场 因 地 貌 和 气候 的 影响 ,也 成 带 状 。 假使 ， 

高 山 牧 场 的 任何 一 部 分 , 因 涂 用 而 受 侵 鲁 , 那 未 位 于 定 的 下 部 势必 受 4 

SEH UPR, CFE HS HE, BURA, 
例如 制 乳 酷 、 答 水 和 燃料 的 供给 , AIR AE, A, BBA 
的 性 质 特 殊 ， 通 常 自 成 一 个 单位 。 高 山 牧 场 的 所 有 权 , 可 以 属于 私 上 
人 ,可 以 属于 市 府 , 也 可 以 属于 和 社 困 。 牧 场 的 私有 制度 , FE EAR A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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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好 ; 国 为 私人 财力 有 限 ; 不 能 保护 高 山 牧 场 , 而 且 私 有 者 不 受 公 共 负 
” 花 的 制裁 ,收场 常 受 侵蚀 ,或 受 其 他 挫 瑟 。 高 山 收场 以 属于 市 府 为 最 
和 好。 谷中 村 落 假 使 不 能 利用 高 山 牧 草 ， 那 未 写 的 经 济 便 不 能 称 为 完 
。 备 。 市 府 获 得 高 山 牧 场 后 , 应 成 立 一 委员 会 , SAH stem 
。” 目 施肥 数 量 和 草 质 的 改良 等 。 

—_ 

放牧 制度 的 特色 是 每 家 可 放 
一 只 第 牛 在 高 出 牧场 。 这 项 权利 
可 以 出 卖 ,也 可 以 内 承 。 这 项 权利 
规定 有 一 块 谷地 ， 而 这 一 块 谷地 

SN 的 面积 和 土壤 足 供 这 只 第 牛 冬季 
Nese’ Se 所 需要 的 和 干草。 假使 能 够 严格 限 

eae IRENA, BRAY 
Sy SMAAK SNM 

Se HSH, PME RAM RS 
脱 牧 场 ,， 就 有 这 种 规章 。 atk 

图 37.” 自 国 私 劳 区 高 山居 民 移 动 ” 场 的 面积 为 150 AHR, RPE 
的 基本 图 案 是 不 毛 之 地 , 在 82 天 内 ， PKI 

sainincs nae e ran 150 头 ， 收 志 的 病 度 从 500 一 
居住 区 。 点 一 及 月 一 日 以 前 居住 区 。 卜 ” 2;000 米 。 大 和 致 笋 草地 你 高 ,可 以 
白 二 不 居住 。( 根 据 斯 泌 雷 塞 氏 ) 放 禾 的 牲畜 数目 合 少 。 

“大 部 分 山地 , 尤其 是 比较 干燥 的 山地 ; 它 的 收场 可 以 分 为 两 类 ， 
一 类 是 地 下 水 充 是 ,青草 茂 感 ,可 作 牧 牛 的 地 方 。 这 些 牧 场 大 都 在 平 
和 约 的 山坡 、 谷 底 、 冰 斗 和 其 他 洼 也 。 另 一 类 是 地 下 水 过 缺 乏 , 多 汁 的 
草 也 少 ;可 作 牧 羊 的 地 方 ,大 都 在 高 山 的 陡坡 上 或 蒸发 极 盛 的 地 方 。 

。 假使 夏季 和 创 牛 牧草 过 多 的 地 方 , 那 示 在 冬季 , 牛 便 不 能 刨 蚀 ,或 
者 更 多 的 是 在 秋季 将 第 牛 出 卖 。 因此 在 很 多 有 商业 的 山谷 中 , 秋季 
RAP. PLA EMR, EB AAA AA IL, RSS 
Zi te AES , ARAB SAE RRNA PERE Se, Ay 数 
目的 季节 变动 很 大 ,夏季 和 牛 数 较 冬 季 为 多 。 

冬季 于 草 和 夏季 牧草 在 数量 上 往往 不 易 平 衡 ， 补 救 的 方法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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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 出 卖 性 冀 以 外 ， 其 他 办 法 序 将 收场 租 萎 平原 居民 的 有 性 冀 的 人 、 
家 。 这 一 点 在 下 章 再 硅 论 。 

此 外 ， 山 腰 收 场 也 可 以 生产 
-部 分 干草 。 凡 是 高 山 收 场 对 于 上 
性 畜 交 通 困难 或 险阻 的 地 方 ， 便 
用 来 生长 干草 。 可 是 这 些 野草 生 
长 的 地 方 ,地 位 险阻 ,对 人 类 很 多 上 
危险 ,因而 常常 稚 禁 止 使 用 。 而 
在 高 山 收场 不 足 的 地 方 ， 双 往往 
四 性 森林 ,以 次 补足。 

另 一 方面 ， 在 收 划 不 足 而 二 
草 有 佘 的 地 方 ， 和 牛 可 以 饲养 在 38. 奥 国 移 劳 区 低 山地 居民 移 
谷地 的 村 落 附 近 。 市 府 或 社团 可 动 的 基本 图 案 
以 购买 或 租借 分 水 岭 以 外 的 干 AEE. A MIU BED 

ie SEAZKMETENE HE BULA ae porate, BB m8 
bk, FORRABRHBRMARA “二 -七 以 前 居住 。 黑色 一 永久 居民 区 。 

之 外 。 在 有 些 地 方 , PRE = S) 
46 ,甚或 冰川 ;放牧 在 较 远 的 牧场 。 

高 山 牧 场所 有 权 的 性 质 , 有 时 是 地 理 环境 的 结果 。 小 牧场 通常 
分 为 小 块 属于 私人 ; 而 交通 方便 ,山坡 平 级、 接近 谷底 慨 田 的 大 收场 
则 为 公共 所 有 。 这 等 小 牧场 是 萨 伏 衣 的 前 昂 白 山 和 奥 国 印 塔 尔 的 特 
色 , 可 是 它 的 主权 也 有 属于 市 政府 .联合 会 或 社团 的 。 凡 是 私有 的 高 
LBS Ay CL A EAS OLA ALA, ERP eH A 
RED, Boy , AERO SHE AY BORA TE, AB AN 
BLAS, 实 是 违反 了 山谷 经 济 的 地 理 条 件 。 一 般 收 场所 有 权 是 受 自 然 
环境 的 限制 的 。 
山地 的 牧 畜 ”高山 牧 场 是 供 答 牛 汪 和 牧人 入 的 季节 流动 的 地 

点 ， 或 者 就 脱 高 山 牧 场 使 山地 发 生 和 游牧 , 在 理论 上 也 没有 重大 错误 。 
山地 的 游牧 是 寻求 牧草 的 周期 性 的 移动 。 谷 地 种 干草 作为 冬季 竹 冀 
的 饲料 ; 种 谷物 作为 人 类 的 精 食 。 可 是 实际 上 ,谷地 只 是 高 山 牧 场 的 

ea 全 。 



补充 。 山 地 游牧 的 另 一 特色 , 即 和 游牧 通常 都 限制 在 一 个 单独 区 域内 。 
假使 看 地 游 收 的 垂直 距离 不 及 水 平 距 离 大 , 那 末 这 一 点 更 是 重要 。 可 

是 性 冀 越 出 范围 而 进入 邻 区 的 事实 ,也 常 有 发 生 。 瑞 士 某 山 地 的 牛 ， 
可 以 越过 永 川 , 行 70 公里 ， 上 下 1,00 0 米 。 可 是 一 般 悦 来 ,距离 较 远 
os SARS EHR. 

平原 和 山地 的 
ete, AER 
节 ， 周 而 复 始 。 平 
原 游牧 的 范围 通常 
R-. eM 
游牧 都 有 一 定 的 界 
限 。 平 原 游牧 携带 
帐 幕 或 者 易 拆 的 小 

屋 。 了 山地 游牧 旭 在 
3 “ ” 。 ， 牧 入 夏季 所 经 过 的 

439. REAPS FU 路 上 ， 治 途 建 筑 石 
+A PAST UREA Rares 6B. ERM AWA 

ERY HERBS BHA) my 屋 ， 其 中 有 

| 一 和 粗 分 高 的 石屋 ,夏季 每 星期 都 有 人 居住 。 
居民 从 他 们 的 永久 村 落 ， 或 称 为 冬季 村 落 ， 向 别处 迁移 的 距离 ， 

AEA BLA ERT Ze AEB, ERR PUK IE FAR Kk, EY 
APA BS ASE, 往往 相差 很 大 。 | Ee 
移动 , ECMRAAMWRAFWRP MH. BUHLER A 
PEAS, BiUARRKEAW ES HH, 内 地 村 落 就 位 在 高 山 牧 

夏季 收场、 干草 地 和 冬季 杞 栏 都 彼此 相 
, MAEVE MMMHLKMS AUK, BHSSA 
PBNGRE AA, 合 库 位 在 夏季 牧场 的 下 方 , 第 一 级 是 制造 二 
MHA, 村 落 的 位 置 很 低 , SEP RMR LA. 在 比 利 
Tes PAA Bay LEAL, wie BAe A 
HAAR LAS, ABATE LAY Do DA ANT 

7 .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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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800 米 等 高 线 之 间 是 森林 带 。 全 部 居民 都 生活 在 1.000 米 
AP ABAD 800 米 “汪汪 这 

UY. BSS K HS Bee 
守 的 人 巡 赵 一 次 。 

另 一 种 游牧 方式 发 现在 法 Be 
属 比 利 尼 斯 由 的 康 弗 合 。 当 地 时 
并 没有 位 置 极 高 的 夏季 村 落 。 上 
HPAL GEM ER, ER ee 
EASA RY PRR, FH: gee Be 
BBP ERA HRS Fw 
CARS, a FB 
在 森林 或 冰 斗 中 低洼 潮湿 的 草 ge 
地 上 ， 羊 下 便 更 上 升 到 高 原 草 计 ， 
地 。 

os 图 40. 安 多 拉 的 放牧 
色 。 mayen", Toraip 和 30,000 只 羊 其 中 的 一 部 分 ,在 秋季 离 
“zzo7zztagzettc” 三 个 名 词 意义 相 开 安 多 拉 去 西班牙 平原 的 路 中 。 

同 ,都 指 位 置 最 低 的 牧场 而 言 。 读 地 牧 畜 、 种 干草 甚至 农业 都 同时 进 
行 。 这 些 笋 场 ,在 春秋 两 季 的 某 一 .时 期 中 , 常 有 人 畜 定 居 。 这 种 牧场 
往往 在 森林 上 限 的 上 部 或 附近 ,或 者 至 少 连 接 资 正 的 高 山 牧 场 , 朗 在 
地 殊 上 和 山谷 底部 不 相连 纺 的 大 山腰 牧场 。 

塔 偷 塔 斯 区 的 游 收 是 比较 复杂 的 移动 中 的 最 简单 型 式 。 入 收 方 
式 有 二 。 梯 格 尼 斯 谷 是 衣 色 河 最 高 山谷 的 一 部 分 ， 写 的 城市 也 称 梯 - 
属 尼斯 , 技 海 1;849 米 , 附 近 村 落 位 置 的 最 高 的 达 1,936 OK, JO) BB ae 

的 高 度 为 1,900 一 2,272 米 。 梯 格 尼 斯 城 事 实 上 位 在 牧场 的 玉 限 A 

为 地 位 高 ,所 以 无 雪 期 很 短 。 这 里 的 性 畜 离 开 永久 村 小, 伺 养 在 山腰 ， 
牧场 隐 薇 的 地 方 。 春 季 ,农民 全 家 和 性 冀 同 住 一 个 时 期 ;收割 于 草 。 以 。 
后 , 牛 三 收入 和 制 乳 酷 的 人 登山 , 其 余 村 民 便 回 到 山谷 制 干草 。 秋 
季 , 牛 二 由 高 山 牧 场 下 山 , 再 和 村 民 在 山腰 牧场 相遇 ， 这 是 第 二 次 收 
割 干草 期 。 人 冀 一 同 住 在 那里 ， 一 直到 谷 库 中 的 干草 吃 完 为 止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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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et 4418.) Go 9-8 9-16 th 12 kA 

图 41. 法国 易 白山 内 三 区 域 的 出 地 游牧 

( 据 阿尔 波斯 ) 

是 布 格 圣 毛利 斯 式 的 游 收 是 其 他 各 区 域 中 的 最 具 特 色 的 ， 或 者 旦 

最 接近 于 平均 状态 的 。 布 格 圣 毛利 斯 是 低谷 中 的 城市 。 从 五 月 十 五 
日 到 六 月 一 日 各 家 都 把 性 畜 赶 上 山腰 牧场 ， 全 家 便 和 性 畜 同 住 在 那 
量 。 轻 过 一 个 月 以 后 ,牧人 再 驱 性 冀 登 上 凑 正 的 牧场 ,其余 的 人 仍 回 

轴 山 谷 。 在 春秋 两 季 寄 寅 时 期 ， 人 们 便 收 割 山腰 牧场 的 干草 。 在 秋 
季 有 一 个 时 期 ,性 冀 饲养 在 山腰 村 藩 附近 的 小 牧场 上 ,此 后 便 以 盒 库 
中 的 干草 为 食料 ， 最 后 人 畜 都 回 到 山谷 村 落 。 谷 中 的 干草 和 蔬菜 已 
胜 夏 季 收 制 完毕 。 总 之 ,性 畜 住 在 低地 上 狗 七 个 月 。 居民 RRA 
四) 离开 永久 村 落 凡 二 次 ,每 灵 揭 一 个 月 。 

香 兵 尼 式 的 游牧 我 将 在 图 50 BSAA, MARA, AM - 

于 都 住 在 永久 村 落 中 。 备 夏 初 才 移 居 到 山 昨 村 藩 , 兔 六 个 星期 。 到 夏 
. 121 。 



季 , 牛 舌 在 站 正 高 出 牧场 的 时 候 , 所 有 居民 便 往 返 在 古谷 和 山腰 牧场 

ZI, WSR AE. WA BERBER ALAA, 
Rete AE EB; BE, BF) ER MASE 
7S FA EY , FEE FE LE RY HE CF PBR EE SE IE | 

此 外 ， 影 响 到 高 山 牧 场 和 山谷 和 游牧 的 移动 的 还 有 其 全 条 件 。 例 
如 迁 度 高度、 坡度 ,山坡 的 连续 性 、 方 位 及 当地 高 出 收场 所 占 的 百 分 
比 等 。 在 某 数 种 情况 下 ， 自 然 环 境 有 时 使 定居 山地 的 时 间 和 在 低地 
的 时 间 相 等 ,或 甚至 比较 在 低地 上 更 长 些 , 虽 然 居留 山上 的 时 间 并 不 
是 连续 的 。 阿 仆 斯 举 出 法 属 昂 白山 两 例 : 一 是 哀 蒙 由 ,从 一 月 到 五 月 
下 旬 和 从 九 月 到 十 一 月 ， 人 和 牛 都 住 在 山谷 中 。 夏 季 除 极 少数 工人 
和 老 幼 外 ,都 移居 山上 ,而 这 少数 工人 和 老 幼 在 孟 冬 也 移居 到 山 腰 村 
落 。 夏 季 牛 天 和 一 部 分 居民 在 高 山 牧 场 ， 春 秋 便 放 收 在 山腰 村 落 附 :， 
近 的 草地 上 。 

第 二 种 游牧 方式 是 色拉 克 式 。 在 冬季 人 和 瘟 都 住 在 谷地 村 落 ， 
中 。 其 余 三 季 都 在 高 山上 。 一 部 分 人 口 夏 季 住 在 山腰 村 落 中 ， 其 余 
人 口 则 随 牛 王 登 上 高 山 。 这 里 在 “永久 ”村 落 中 停留 的 时 间 较 在 “ 临 
时 ”村 落 中 为 短 。 
最 近 数 年 来 ,虽然 有 从 普通 农业 改 成 收 畜 的 趋势 ,可 是 欧洲 山谷 | 
的 牧 畜 业 仍 日 釜 衰落 。 其 中 原因 ,一 部 分 由 于 干 和 杯 收入 的 缺乏 ,可 是 
主要 原因 是 水 电 事业 的 发 展 ， 因 水 利 的 开发 使 得 一 部 分 人 已 经 不 必 
从 事 于 牧 畜 的 劳役 。 

现在 ， 法 必 昂 白山 中 有 很 多 高 山 合 妾 已 遭 妥 秦 ， 例如 半 志 里 斯 托 
夫 的 市 政府 ( 即 本 书 前 已 提 及 的 ,该 地 冬季 积 雪 的 方式 是 西伯 利 亚 式 
的 ) 所 辖 的 二 十 一 所 夏季 小 屋 中 已 有 十 三 所 彼 放 秦 。 今天 的 白 利安 生 
松 奈 斯 在 夏季 只 有 一 个 居民 登山 ,其 余 各 地 上 由 的 人 更 少 。 此 外 , 例 睫 
如 阿根廷 , AER TK ER, 工厂 林立 ,游牧 事业 显著 衰落 。 伐 治 
尔 从 十 九 世 可 初叶 以 来 ,人 口 减 少 1/2 ,高 山 牧 场 已 放 素 达 5/6, 

在 安 尼 和 维尔 河谷 BHM ARERR, A 
作者 没有 亲自 去 参观 过 ; 但 是 该 山地 的 游牧 事业 一 向 便 为 人 所 注意 
的 。 安 尼 蕉 尔 河谷 位 在 龙 河上 游 的 南岸 ， 是 那 维 根 区 河 流域 。 亦 河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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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源 在 可 隆 和 登 自 兰 士 山地 ,在 西 拉 附 近 流 大 龙 河 。 河 谷 作 南 北向 ， 
KHIR. 帆 间 河谷 很 险峻 ,位 置 也 远 较 龙 河 峡 谷 为 高 。 
。 谷中 村 藩 以 齐 簿 尔 为 最 大 。 从 位 在 深 素 的 龙 河 峡谷 中 的 西 拉 到 
巧 谷中 的 齐 秽 尔 ,需要 步行 六, 七 小 时 。 从 西 拉 出 发 ,步行 一 小 时 牢 ， 
便 梦 登 1.000 只 高 的 大 路 , 鼓 路 建筑 在 龙 河 的 悬崖 上 , TR. 
旗 秽 尔 以 上 ,还 有 更 高 的 山谷 ,其 中 有 欧洲 最 高 的 山谷 。 
， 旅行 读 地 的 人 往往 由 于 看 到 谷中 一 部 分 人 口 时 常 在 移动 而 感到 
| 惊讶。 居民 每 月 都 上 山下 山 。 由 于 蔷 地 气候 严寒 ， 每 一 个 更 时 停留 
OHA A AE ESE FRE RE A He EA A 
护 好 。 床 材 供应 量 充足 ;可 以 建筑 很 多 盒 良 和 附属 房屋 ,因而 使 人 过 
高 地 估计 这 里 的 人 口 数 目 。 

日 自 由 所 有 山谷 中 的 人 口 都 有 季节 性 的 移动 ， 因 为 各 季 气 候 变 
化 很 大 因而 人 口 的 迁移 也 频繁 起 来 ,是 常 精 队 而 行 ， 往 返 在 山腰 村 
落 和 辆 谷村 落 之 间 ;, 以 及 山谷 村 落 和 环绕 葡萄 园 的 龙 河谷 底 之 间 。 此 
外 ;加 上 和 牛 辜 和 牧人 移居 高 耳 牧场 ,迁移 的 行列 六 丽 而 美观 。 从 龙 河 
谷中 五 个 村 藩 移居 到 安 尼 蕉 尔 河谷 ,也 是 结 队 而 行 ,由 每 村 的 履 师 和 
竺 长 什 导 , 妇 播 也 都 徒步 随行 , 牛 理 、 羊 洗 和 年 老 牧 入 随 在 后 面 , 每 家 
还 携带 家 具 和 行李 。 
关于 一 年 中 村 落 人 口 逐 月 移动 的 方式 (图 42 ) ,我 们 可 以 计算 如 
IF: 三 月份 村 民 住 在 主要 村 落 ， 可 是 这 不 能 称 为 冬季 村 落 ,， 因为 冬季 
英 部 分 时 间 符 不 在 这 里 ,也 不 是 永久 村 菏 , 一 年 之 中 只 在 此 住 四 个 多 
胃 。 这 些 村 藩 一般 是 拔 海 1220 一 1,936 米 的 高 度 。 二 月 下 旬 ， 龙 河 
稚 中 的 葡萄 园 已 没有 积 雪 。 凡 在 龙 河谷 中 有 田园 的 人 家 ， 便 得 回去 
腿 料 葡萄 并 播种 其 他 作物 。 三 月 下 旬 叉 上 山 到 主要 村 落 。 这 里 可 以 
县 为 基本 村 落 。 四 月 下 旬 双 上 升 到 山腰 村 落 ,收割 干草 , BORE; 
黎 间 便 把 牛 赶 到 一 个 地 方 以 便 积聚 肥料 。 人 和 和 牛 留 在 这 里 狗 七 个 星 
Wo AAPA, FR AAA AHA SRE RSS, Tt 
村 民 便 下 山 , 各 王 各 的 活 。 
| PABA BBE CAA 1,800 米 的 地 方 ,到 2,780 米 ) 达 到 
2,800 米 最 后 的 和 最 高 牧场 。 笋 人 的 小 屋 最 高 的 位 在 2,665 米 处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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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山地 牧场 和 大 部 分 瑞士 山谷 相 比 , 写 开 始 较 是 :和 糙 束 较 迟 。 是 

一 

BEE FRE | wo 

saad ~ keg 
1400 Vr Paid Bs isa 
关 国 至 yt 
Big ak Sa Bs Es 

河谷 “” be as ES eg tea 
340K ay (ase se BE ARE. A 

‘42. Ht REHARICANRRNE DED 

落 。 夏 季 ， 村 民 做 些 什么 事 呢 9? 他 们 六 月 下 旬 在 山腰 收场 和 和 牛 笃 分 

离 后 , 便 经 过 基本 村 落 , 到 达 龙 河谷 中 , 用 一 个 月 的 功夫 收获 谷物 及 

HA DLA RHR ELM SA PMRANYS KATE. FAMA 

Ql Bi) We FF, HR EL i = 到 十 一 月 下 旬 回 到 山腰 村 落 ,这 时 候 牛 

便 以 山腰 的 和 王 草 作为 个 料 。 

上 汪 的 和 游牧 生活 是 最 复杂 的 方式 之 一 ， 移 动 的 水 平 距离 狗 二 十 

AB, FER RSH 2,300 米 。 每 一 重 人 都 有 三 外 村落。 村民 的 定局 

时 间 较 牧人 为 少 ,每 年 移动 凡 八 次 。 

山地 的 特殊 资源 得 到 这 样 充 分 的 利用 ,以 致 人 口 密 度 很 大 。1900 

年 敲 山 谷中 人 口 总 计 2,238 人 ， 可 是 必须 注意 的 是 每 人 大 都 有 房屋 

三 所 到 四 所 。 大 概 悦 来 ,谷中 并 没有 城 锁 , 仅 有 相聚 落 。 由 于 大 晶 移 

动 的 频繁 ,市 政府 不 能 发 挥 它 的 功能 ,所 请 政府 也 只 是 徒 有 其 名 。 市 

疏 府 中 以 副 牧 师 作为 首脑 ,教师 是 村 落 的 中 心 。 人 芽 且 因为 地 位 偏 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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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 建 时 代 的 遗 中 以 及 借 侣 在 民事 上 的 权力 和 精神 力量 ， 还 保存 在 仿 
天 的 游 秒 制度 中 。 

中 央 比 利 尼 斯 山中 的 牧 慢 建筑 ”关于 收 畜 建 筑 形 式 的 变化 
谍 的 意义 ， 往 往 是 研究 游牧 生活 的 一 个 专题 。 本 书 所 附 参 考 文献 

让 举例 很 多 。 作 者 现在 只 a 举 法 属 比 利 尼斯 由 中 所 见 到 的 情况 作为 例 

法 局 中 央 比 利 尼斯 山 肖 谷中 房屋 的 数目 和 写 的 分 布 ， 假 使 不 从 
从 日 的 季节 性 移动 的 观点 来 避 明 , 便 容 易 发 生 误 解 。 滩 谷 内 房屋 问题 
TRA EMM AEDT En AE. TEST AE, RE, Boe 
TERE DRAFT LBA BO AAP AD “Me” PERE APIA 
FS 24 HoH, AR Es MAR. KK, 
FES SAB FRE AES EH LSPA ARR RRR BE 
在 已 经 成 为 多 数 小 块 森 林 和 小 块 草地 ， 而 每 块 草地 都 有 它 自 己 的 干 
Be, WASHED DAY, BSE ASIN, SRE 
FAH UM, FOREN TDA, A EMRE 
草地 附近 , ORE RRS TY AE, 在 某 些 情况 下 ,从 陡坡 运 下 
去 。 朗 栏 远离 村 落 , 可 以 比较 合乎 卫生 。 

在 康 弗 合 的 夏季 , 牛 生 放 收 在 高 山 牧 场 ,距离 永久 村 落 很 远 。 冬 
其 便 伺 养 在 说 栏 中 或 草地 上 。 中 央 比 利 尼斯 山 的 制度 和 这 里 不 相 
同 。 那 里 高 山 收 场 几乎 和 谷地 相 有 毗 连 。 而 且 山谷 中 冬季 多 雪 ， 干 草 
HARRAH. RARE, EEK GS, 使 牧场 
源 向 下 移 。 因 此 ， 住 宅 和 孤立 的 盒 康 及 友 栏 等 都 在 高 山 牧 场 的 下 限 
Mit, 或 者 在 草地 上 ， 藤 草 地 便 是 从 前 森林 的 一 部 分 。 即 使 在 夏季 ， 
莓 晚 牛 淖 也 被 赶 到 高 耳 牧 场 下 限 的 简陋 房屋 中 过 夜 。 这 种 房屋 称 为 
“cortals”, “bordes” 8 “‘pardinas”, 387% RAR AE BEE, 可 是 偶 

Rie AEK LIENS. DINE SIA, bE 
3 RARAK RMR SAP. AL BERARMBRR 
药 牛 美 。 这 种 牛 类 在 需要 时 便 用 大 车 途 到 谷地 肥田 。 这 便 是 依靠 牧 
着 来 肥田 的 意思 。 假 使 冬季 牛 栏 在 村 落 中 ， 这 些 肥料 储藏 便 不 需要 
了 。 例如 格 里 夫 谷 便 有 一 个 肥料 储藏 所 ,该 地 有 小 路 通 往 密 地 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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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现在 以 巴 省 斯 谷 为 例 来 简单 说 明 本 区 的 季节 性 移动 。 从 治 

RES "PILE ELIS 读 山 谷中 的 村 海 本 全 人 下 fat. ibe 

ws AB AEFI 

等 。 洛 兹 高 660 米 ， 

多 斯 高 1,232 

K, UskEA—-tT 

称 为 色 斯 的 城市 ， 

高 ;1340 米 s- BE 

斯 是 在 这 个 高 度 上 

的 一 大 城市 ， 写 
居民 ; 除 极 少 数 以 

外 ;都 从 事 农业 和 

畜牧 。 访 城 是 一 个 

HEED, AIR 

BEPAAS. A Fa ABS A EE 

44. NERO 由 上 上 的; 

fil) FLAG NE 

草 类 。 到 九 月 十 五 日 , 高 山 牧 场 降 雪 , FP KARE, a 

随身 的 猪 便 下 到 山谷 村 落 ,乳牛 也 带 回 谷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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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R EB a LA a BS SP a 
AA ALBA SOT BA SB 166 Jc fi Hl PLP I UES 

和 军人 医院 。 巴 但 斯 以 上 则 有 小 屋 、 盒 兰若 栏 供 冬季 之 用 。 到 夏季 ) 
者 的 社团 照顾 下 , 放 

比 利 尼 斯 山 所 产 的 

Hee GWE, Wie 

Se Ala ASE EL 

Ay BEE T o 

夏季 村 落 位 在 
高 山 牧 场 的 WR, 

和 瑞士 的 山腰 村 落 

相似 ， 只 是 组 炽 
eH, HR 

HB, RB MEFrS 

BS FF BY KE, PADS 

月 开始 ， 收 割 四 种 



ARAMEEL. 怨 酷 工业 不 发 达 , 这 一 点 也 可 以 表示 当地 的 陋 屋 
此 较 易 白山 的 陋 悍 为 差 。 
冬季 牛 羊 都 个 养 在 磋 栏 内 ， 位 置 通常 在 冬季 村 落 的 上 端 。 这 种 

磋 栏 是 森林 带 和 夏季 村 落 中 的 干草 库 , 跨 在 泉水 或 河流 上 , 黑 晤 而 不 
通风 。 和 性 再 在 磋 内 可 以 自由 行动 , 可 以 从 槽 中 喝 水 , 或 从 架 上 吃 草 。 
焉 离 村 落 较 近 的 招 栏 ， 每 隔 相当 时 间 加 草 一 次 。 至 于 高 山沟 立 的 研 
栏 ;实际 上 掩 在 雪 中 , 由 可 怜 的 守望 的 和 信 照顾 着 。 他 睡 在 草 上 ,和 和 牛 
羊 一 起 ,在 这 黑 星 秽 臭 的 世界 中 , BRT BARA BUELL, 便 在 
BPEL E, pax 
ES | “山地 游牧 "一 说 虽然 有 各 种 定义 ,可 

是 和 通常 游牧 的 意义 不 同 。 严 格言 之 ,“ 辆 地 游牧 ” 仅 是 游牧 。 可 是 
应 用 在 看 地 时 ; 便 包 括 平原 牧场 和 山地 牧场 间 的 更 替 , 性 畜 在 冬季 和 蚀 
FED BEM I, 所 牧 的 性 冀 通 常 是 绵羊 KROL 
羊 。 琵 外 游牧 和 收 畜 不 同 的 地 方 在 于 游牧 的 冬夏 两 季 牧 场 相去 很 
远 。 目 前 欧洲 一 般 由 地 的 和 游 收 ， 仅 限于 篇 羊 和 收入 ， 家 属 并 不 参加 
(巴尔 王 的 游 收 是 最 好 的 例子 )。 由 平原 驱 羊 尾 到 高 山 牧 场 的 游牧 方 
式 发 展 得 最 完善 的 是 地 中 海 沿岸 各 地 ， 因 为 芯 地 冬季 降雨 造成 冬季 
收场 ,夏季 收 划 焦 黄 而 多 全 污 , 人 饮水 供应 不 足 , 热 力 太 强 ,对 于 牲畜 的 
健康 有 害 。 由 地 牧场 实在 是 冬季 牧场 不 可 或 缺 的 补充 。 

ib, RE AB RAF CREE RSE REARS 
DURST SBAE AA BORE, REEVE 
AoA a —— Been MS KASH, HPO RIA =AVNMR 
V6 SSE AR HAS EEE EA A EE, 

—- PIPAAMRWIS AVA EMEMRSARPR, KETRS 
Ce, ABR REPS, WEA S HAKAAM, AAD OER 
$5 58 WE EES EM ZEAE, BF BREN, AUPGHE 
BARI, AULA RE BOW Z Be week, WSEAS A 
ERD RM ORBEA. REA IE UE PERE, RUBE, 

228 FTE HE ET BS ERE ARE PG 
及 近代 初期 是 极 重要 的 事情 。 当 时 道路 狭 险 ， 疲 乏 的 羊 寿 没有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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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A, BASRA BRE, TEAS SEAT RR, AE, 
J Fae A, BSE 3--7 OR, SOPRA BA, BASH 
息 的 地 点 ， AA. BAS, KS ARER AR. 
XCM BMCR, OFLA RIES, REGERRY 

即使 在 今天 ， 还 是 有 大 批 羊 王 从 溉 洛 芬 式 斯 及 加 得 移 往 法 属 昂 
AM Ress, 这 种 美丽 的 最 象 ,每 年 都 有 一 次 。 当 夏 季 将 到 来 
RY SEM A SABA ER Aa AAT EER BE A 
羊 ,其 中 有 数 只 还 吏 着 大 的 欠 。 羊 王将 地 面 公 部 掩蔽 ;成 子 上 万 的 羊 ” 
HE, MUM. 每 季 大 狗 有 四 万 头羊 放牧 在 辽 远 的 易 自 硬 区 的 摩利 
安生 和 塔 偷 塔 斯 。 可 是 羊 生 长 途 旅行 已 成 为 过 去 的 事情 了 , 现在 从 
克 劳 ,从 龙 河口 ,从 窗 地 到 安 惑 斯 的 平原 、 庞 特 阿 维 安 和 尼 姆 斯 等 地 
的 羊 三 ,已 用 大 车 运 迁 到 布 格 圣 毛 利 斯 及 蒙 达 箱 等 地 的 由 谷中 ,由 谷 
上 部 就 是 夏季 牧场 。 现 代 的 运输 早已 使 羊 道 变 得 没有 用 了 ， 

从 1913 年 以 来 , 塔 偷 塔 斯 及 摩利 安 秽 的 性 畜 数 目 增加 很 多 : 

1913 年 24,000 头 

1926 41,000 

1928 44,000 

1930 41,000 

x PPR ASR, KSREMAEBH EH 
目 已 较 战 前 减少 , 可 是 在 这 里 ,1930 年 的 数字 反而 超过 1913 HE, ， 

是 因为 泌 治 芬 陆 斯 羊毛 涨 价 ;而 羊肉 涨 价 更 快 。 衣 色 谷 : 圣 叫 丁 得 百 ， 
尔 赤 和 梯 格 尼斯 等 山地 市 合 向 高 山下 场所 征 税 额 比 较 1913 年 所 征 © 

的 高 出 40 倍 。 
一 般 来 说 , 欧洲 的 游牧 已 A RY. AEE ASSO, SE 

处 大 量 进 口 , 竞 年 剧 烈 ,而 羊毛 代用 品 的 出 现 , 更 使 羊毛 市 场 衰落 。 现 
在 , 泌 治 芬 萨 斯 已 输入 非洲 羊 种 , 养 肥 以 后 ,可 以 供应 市 场 ,因为 昂 训 
山 山 谷 现今 五 谷 的 面积 减少 ,冬季 牧场 的 面积 增加 。 由 地 居民 便 充 
SPF APSE FEA LATHES, 而 且 放 牧 过 度 (无 限制 游 收 的 桂 果 ) 
造成 对 这 一 制度 的 反作用 。 PY SE PE LUE AS Ph SE BE, 
反对 饥 俄 的 性 畜 年 年 光顾 。 在 勃 栗 奥 脱 批 评 这 种 游 收 制度 十 年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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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前 往 高 山 牧 场 的 牲 次 数目 大 为 减少 。 

对 于 上 述 羊 生 的 迁移 ,假使 需要 更 群 移 的 研究 ,可 以 参考 阿 仆 斯 、 

“ate BA, BSS AN Rass, 其 中 阿 他 斯 对 于 法 属 易 白 山 的 

研究 ,特别 精 僚 ;而 和 白兰 士 的 研究 包括 范围 很 三 ;所 涉及 的 方式 也 多 。 

在 巴尔 干 各 国 人 在 何 地 方 的 游牧 都 没有 象 巴 尔 干 各 国 那 末 重 

要 。 下 烈 材料 大 部 分 取材 于 卡 利 的 研究 和 游 牧 的 一 些 葵 文中。 作者 本 

人 重 在 达尔 马 提 亚 和 阿尔 巴 尼 亚 等 地 考察 过 。 

”巴尔 于 的 佛 拉 西 人 是 游牧 民族 ， 他 们 都 能 够 恪守 过 去 光荣 的 生 

活 方 式 。 他 们 从 粕 畜 身 上 取得 牛奶 、 怨 酷 和 肉 作为 食品 ， 皮 毛 作 胡 
服 。 除 了 受 现代 环境 严格 限制 的 区 域外 ， 他 们 仍旧 从 事 游 牧 。 在 夏 
季 , 平 原 的 草 色 枯黄 ,而 山地 的 乡 草 对 于 他 们 实在 是 一 种 不 可 抗拒 的 
BR. AMAA RAMEE. BARA ee 
方式 的 不 同 在 于 前 者 是 全家 迁移 而 后 者 不 是 。 可 是 上 述 情 况 也 在 逐 

WEA, 

42 pr LES fi eB a EF FS ENE ARI — Bh, TERK AER 

Jt 404F TARY ATR eB Ae AUR ERR AE RK. B 

PT ERE BM ENE, MST Rib, EE 

SEER, BEBOP EUS, ES EA ART EH 
季节 迁移 的 道路 。 这 种 道路 称 为 drumul oilor, FURY bE car- 

xzaire 相当 。 

这 种 迁移 包括 整个 村 落 在 内 。 夏季 的 由 地 住 屋 称 为 “斯 的 屠 ” 

(sting), BEATE, 据 改 每 一 住 屋 在 还 没有 望 得 见 时 , HAT 
| 嗅 到 它 的 气味 。 夏季 大 部 分 时 间 都 用 在 制造 羊 乳 酷 , 养 猪 是 用 乳 浆 
(RS. BILAL, HREM EDR, RAG IH 
HAAS. MM PRT REE AN Ah, CE AL 
WS 现款 旭 求 自 出 卖 过 剩 的 乳 酷 、 繁 殖 的 羊 以 及 猪 的 副产品 。 此 外 
WHEE. 

4s Halt ah apy LL 8 — Fh Ph a RAY PRR, PR 

AT ER sah. AAA PAPAS WL Be des ee 

Ja TOMB iR ASEM A, 不 得 不 远 迁 到 帖 撒 利 、 马 其 顿 和 阿尔 巴 

了 有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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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亚 的 低地 ,这 是 反 游 牧 的 一 个 例子 ,因为 这 一 民族 的 天 有 交 化 起 源 ， 
于 山地 。 由 平原 到 山地 的 迁移 ,以 羊 好 及 牧人 最 先 出 发 ; 牛 羊 充 塞 道 ” 
路 ,旅行 者 可 能 在 一 天 中 看 到 六 万 头 之 多 。 从 阿尔 巴 尼 亚 到 希腊 的 
大 迁移 , 山羊 狗 三 百 万 头 , 必 羊 五 百 万 头 。 可 是 最 近 数 十 年 来 , 鼓 区 ” 
的 游牧 事业 也 日 趋 衰落 。 KAKA RE ELMAR 
酒 、 柑 属 水 果 等 贯 易 。 在 土耳其 糙 治 阿尔 巴 尼 亚 时 代 , 咎 羊 可 以 自由 
往来 ;现在 必须 越过 国界 , 稚 纳 关税 。 

南斯拉夫 也 有 各 种 游牧 方式 ， 最 普通 的 是 从 亚 得 利 亚 海滨 谷地 
迁移 到 波斯 尼 亚 、 黑 塞 哥 维 那 及 蒙 的 内 格 罗 诸 地 的 山地 收场 , 绝 有 三 
天 到 六 天 的 行程 。 作者 人 鲁 在 这 里 看 到 秋季 竹 畜 下 山 归 来 的 最 后 一 
幕 :牛头 排列 在 小 帆船 栏杆 上 ,入 羊 拥挤 蜂 伏 在 下 面 ， 山羊 则 勇敢 地 
路 在 前 租 甲 板 上 。 以 上 所 说 的 迁移 ,除了 达尔 马 提 亚 北部 以 外 ,一 般 
都 不 能 带 家 属 。 

达尔 马 提 亚 山 版 的 东部 ,冬季 严寒 ,永久 村 落 位 在 巴 诺 尼 安平 坦 
册 坡 的 上 部 ,冬季 牲畜 必须 由 牧 入 带 到 节 扶 山谷 。 波斯 尼 亚 鲁 有 一 
时 期 专门 牧 猪 , 秋 季 把 猪 赶 到 山地 的 橡 林 , 以 橡 果 为 食料 。 

除 上 述 外 ,巴尔 二 各 国 的 游牧 方式 还 有 很 多 种 ,可 是 为 了 说 明 因 
地 理 环 境 而 发 生 的 各 种 瓦 式 的 复杂 性 ,我 们 已 经 代 述 不 消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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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利用 中 的 轻 济 平 衡 ”土地 利用 的 研究 ,可 分 为 三 方面 ,从 
前 我 们 只 研究 它 的 深度 方面 ， 现 在 我 们 必须 从 官 的 构成 面积 的 长 和 
寅 两 方面 同时 考虑 。 这 种 研究 ,在 平原 是 面积 的 研究 ,在 山地 便 包括 
其 他 各 种 因素 。 假 使 我 们 明了 士 地 利用 的 数量 及 利用 的 性 质 是 根据 
由 山地 所 产生 的 特殊 地 貌 和 气候 ， 那 未 对 于 这 点 便 能 了 解 。 而 且 山 
地 的 高 山 牧 场 、 森 林 及 农田 的 面积 是 在 一 种 平衡 状态 中 , 因为 各 带 的 ， 
位 置 有 高 低 , 如 果 其 中 一 带 发 生 侵蚀 、 欠 水 、 山 盘 和 雪崩 等 ,都 能 影响 
它 的 下 面 一 带 的 繁荣 。 | 

AR AY UE ABR EB LL Peer ee te 
CH, AMAA AHR EME RE, RSH R54 %: ， 
米 理 雅 前 易 白 山 估 36%, KPA HEA AOE SESE HAAR I AE 
R, SPR MRE, WSR 85%; ASEM 
民 地 估 87 % ; BSE HAV OK IPE BD AR SE Ly , FES RHE TH94 % 

PUL, WUdhAY A OE BE, SE4 DU RT RE TR 
4 DL RA I, FAR EARS, MEWS A 
口 的 密度 很 大 。 不 必 计 算 山 谷中 农工 商业 等 大 中 心 激增 的 人 口 ， 便 
可 证 明 这 一 点 。 大 概 言 之 , 易 白 山地 居民 大 都 定居 在 700—2,000 K © 

的 地 方 ,无 居民 地 估 30-90%, 居民 地 和 生产 地 的 人 口 密度 每 平方 
公里 为 15 一 150 人 。 假 使 以 总 面积 而 论 , 山 地 在 轻 济 上 很 不 重要 ;可 
是 , 另 一 方面 ,山地 中 也 有 许多 富 详 的 域 市 ， 这 些 城市 位 于 生产 的 地 
区 。 

弗 留 鲁 列举 各 区 不 生产 地 的 面积 如 下 : 莱 因 河上 敌 不 生产 地 估 
36 %, 上 恩 加 丁 估 11 % , 提 罗 尔 估 25 %。 阿 仆 斯 全 就 法 珊 昂 白山 
公 部 土地 利用 详 秋 研究 。 克勤 勃 斯 在 他 关于 奥 国 的 著作 中 , 全 讨论 。 
土地 利用 ， 并 附 有 土地 利用 图 一 幅 。 他 的 论文 中 关于 东 易 白山 的 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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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区 和 无 居民 区 根据 地 质 对 于 不 生产 地 所 估 百 分 比 的 影响 ， 列 表 如 
FP: 

东 昂 白山 无 居民 区 的 地 质 情 况 
人 

| aE 面积 百分比 
ome BOR 68 dt KES Gl 64 
eo om Aol | 66 | #878 OCA GI 47 

图 45. AB PAUP ERA A 
KAA ME, (PRR. 图 37 所 示 为 若干 原 有 的 农田 

《条 自 地 理 评论 ,美国 组 多 美 国 地 理学 会 出 版 ) 

| — Wii, AWB, HBS. Biles eI RE Se 
|， 案 的 荒地 ,大 部 分 实际 都 在 冰雪 下 面 。 又 如 高 巴 逸 山谷 ,不 但 必须 从 
总 面积 中 沽 除 因 高 度 、 坡 度 和 地 貌 等 关系 不 能 种 植 的 士 地 ,而 且 即 使 

上 已 耕种 的 农田 、 森 林 和 牧场 ,大 部 分 土地 也 帮 不 肥沃 。 鼓 谷 面积 中 数 
以 上 不 能 生产 ， 写 的 原因 是 由 于 大 都 是 不 毛 、 荆 棘 和 山洪 冲刷 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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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 

该 区 山谷 中 大 部 分 是 牧草 地 和 王 草 地 。 于 草地 的 面积 随 高 度 的 ， 

增加 而 增加 。 圳 柏 胎 提 供 下 面 的 表 。 

伐 尔 戈 得 马 ( 法 属 易 白 山 ) 的 干草 地 和 高 度 的 关系 

(A ABARAT RR) 

于 草地 , 牧 地 及 公 地 

占 总 面积 的 百分比 

于 草地 ,牧场 攻 公 地 

估 耕 地 面积 的 百分比 # 1,758 | 3,331 | 2,211 1,270 

* SR: BAAD IHRE. 

Lie T MOE ER MAROON CAME, MeN | 
BE. EEL AS FED ODE BB, BOA E BY SMEAR EE 

FLAS AE AOE ARE HEA EBL FAL 
Be, AAT EE LHR AAA EMR, CH PRR ESB 
“SMES, BARR ARR Ee. HRA 
HOF MSE FAIRS, ARAKI. Plan eee AY 

XK , R7E BI ASECE RRM, BT ra PAR BE PES EAR, DB eee 
场 往往 过 多 。 高 山 牧 场 需要 牧 划 ， 因 此 农田 便 受 到 牧场 的 限制 。 到 “ 
令 天 ,山地 居民 已 经 逐渐 了 解 ,谷地 的 经 济 以 保存 广大 面积 的 森林 最 

为 有 利 。 
我 们 要 了 解 某 一 区 域内 支配 森林 最 高 界限 的 因子 ， 必 须 研 究 它 

的 高 山 牧 场 、 耕 地 及 干草 地 所 估 的 面积 。 山 地 以 外 平原 上 的 农业 , 保 ， 

” 存 一 小 块 林 地 ;, 这 是 经 济 的 原因 ,而 不 是 气候 的 结果 。 训 谷中 的 情形 
虽然 并 不 这 么 简单 ， 可 是 我 们 也 必须 考虑 经 济 的 因素 5 WAST Fe 
行 山 地 区 有 制度 ， a Ce ee 土地 利用 的 

凋 整 也 以 一 区 为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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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甘于 十 地 利用 与 高 度 及 经 济 三 者 的 关系 ,以 分 区 伍 述 最 为 叙 当 。 

作者 对 于 那 费 斯 区 鲁 作 过 一 次 调查 : ME SEE Lo ee 
的 支流 的 悬 谷 , 谷 作 南 北向 , 融 900 一 2;,413 米 。 那 费 斯 谷 和 主 谷 高 低 

相差 造成 一 大 瀑布 。 亦 区 内 有 村 落 四 处 及 夏季 小 村 落 数 处 。1928 年 
AG 为 487 A, 1911 年 550 A, 1860 年 为 673 A, 1900 HVAT 

”区 的 经 济 完 侍 独立 。 直 到 1880 年 以 后 , 伊 色 尔 才 有 铁路 ,1900 年 以 
”前 ,修筑 得 很 好 的 道路 很 少 。 

由 于 运 壤 方便 ， 五 谷 的 生产 量 日 渐 减 少 。 一 个 地 区 的 糊 食 不 是 
自 狂 ;可 以 作为 它 的 经 济 上 独立 程度 低下 的 证 明 。 该 区 从 1925—26 
年 间 , 仅 二 十 二 公顷 士 地 可 以 种 麦 ,只 够 面粉 供应 量 的 寺 。 小 麦 通常 
不 能 生长 在 1200 米 以 上 的 高 地 , 而 大 麦 和 淮 麦 双 成 为 牧场 作物 ; 蔬 

荣 不 多 ;果树 几乎 移 跨 。 市 区 大 部 分 是 牧场 ,而 这 类 牧场 至 少 有 什 数 

以 上 是 位 置 很 高 的 劣 等 牧场 ， 只 能 刨 养 以 绵羊 为 主 的 小 性 音 。 若 干 

干草 地 , 因 地 位 偏 亿 ,收割 的 干草 用 六 s 条 铁 索 把 干草 下 王 到 陡 岩 下 高 

度 和 合 唐 所 在 相等 的 地 方 ;, 其 中 四 条 铁 索 即 以 大 那 维 斯 小 村 作 丙 心 ， 

最 长 的 达 二 公里 ,高 差 150 米 。 
性 口 中 以 丰 牛 为 重要 。 所 产 牛 奶 是 孔 酷 工业 的 副产品 ， 可 作 猪 的 

鲁 料 ,因而 那里 养 猪 很 多 (图 46 和 47)。 高 山 牧 场 则 用 来 放牧 缠 羊 

”和 也 羊 等 。 至 于 居民 现款 的 来 源 移 有 三 个 途径 : (一 ) 怨 类 生产 品 ， 
(DAP, (GB. RBA A MABE ERE, 
车 二 草 AHS), ARAM AR (OBE), at esha 

内 。 

- 那 维 斯 的 土地 利用 
HP 地 222 公顷 764 

天 然 和 草 地 356 308 

Lea 全 xB 1,554 31 

党 泽 地 oie 3 34238 公顷 

另外 一 个 位 置 较 远 较 高 地 区 的 纸 济 的 例子 是 塔 维 丁 。 该 区 位 在 

v 茶 因 河 发 源 地 格 老 本 登 。 当 地 的 地 形 是 多 独 的 力量 所 造成 的 。 受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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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8 @ 区 
EEBH Bremil 

一 王公 里 
AS 等 高 粮 ( 米 ) 

人 
mm 一 下 

图 46. ”法 属 比 利 尼 斯 山 康 弗 全 区 的 地 苇 工 
这 一 图 和 47 图 连 起 来 看 。 HERE 100% 等 于 4 
(地 理 有 评论 ， 租 网 美国 地 理学 会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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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属 比 利 尼斯 山 康 弗 念 区 的 地 让 

(地 理 评 花 , 组 构 美 国 地 理学 会 出 版 ) 

图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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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山洪 、 雪 幢 山崩 等 的 结果 ， 地 形 崎 嵌 ,难于 深入 。 较 高 的 地 方 双 量 
因为 气候 严寒 ,高 谷中 可 耕地 不 过 45 公顷 ,大 部 分 种 于 草 , DIES 
饲料 。 牲畜 在 夏季 放牧 到 广大 的 昂 白 山 牧 场 上 。 最 高 的 村 落 拔 海 时 
1,650 米 ;, 农 业 刻 没 有 把 握 , 五 谷 也 往往 不 能 收获 。 现 在 因 交 通 便利 ,是 
早已 打破 稳 对 的 经 济 独立 状态 ， 因 而 五 谷 的 生产 已 不 重要 。 可 是 读 
区 仍旧 保持 相当 孤立 。 这 可 以 说 明 的 一 事实 ?和 序 走 区 虽然 资产 贫乏 ， 

可 是 仍 能 悉 纺 维持 800 一 900 居民 而 没有 人 人 口 减 少 的 现象 。 

现代 土地 利用 的 新 趋势 ”综述 最 近 五 十 年 来 土地 利用 的 新 趋 
势 , 比较 上 列 个 别 的 土地 利用 的 事实 , 当 更 有 意义 。 可 是 假使 不 先 讨 
花 入 口 的 变动 和 运 墩 情况 的 改进 ,而 讨论 现代 山地 土地 利用 的 趋势 ， 
便 会 感到 困难 。 

二 十 世 构 以 来 ,欧洲 山地 人 口 减 少 很 多 。 人 入口 沽 少 的 原因 ， 就 山 
地 本 身 来 说 , 便 是 农业 困难 , 笋 业 不 振 .土壤 贫 兰 和 侵 鲁 等 。 此 外 , 森 是 
林 彼 砍伐 也 是 写 的 喜 落 的 原因 之 一 。 如 伊 加 斯 谷 在 十 五 世纪 初叶 ,时 
它 的 牧 地 可 以 蚀 牛 500 头 ， 现 在 则 只 能 饲养 220 头 。 买 如 很 多 高 山 量 
收场 ,或 因 士 壤 侵 蚀 , 或 因 雪 崩 、 山 洪 等 原因 以 致 现在 成 为 不 毛 之 地 。 慎 
大 构 训 之 ,这 种 转变 的 原因 不 外 下 列 数 种 : 人 口 减 少 ;运输 日 趋 便利 : 
农业 知识 增加 ;M 牧 场 作 物 增 产 ; 牲 畜 的 管理 进步 。 i 

在 山地 从 事 农业 是 很 困难 的 。 就 经 济 观 点 而 言 ， 山 地 应 当 是 最 
后 选择 的 地 方 。 山 地 是 平原 人 口 过 剩 的 尾 间 。 由 地 人 口 的 多 少 ， 必 
须 看 它 附 近 平原 的 和 经济 状况 及 人 口 压力 的 大 小 而 定 。 在 任何 时 期 
中 ， 山 地 耕种 的 最 高 界限 是 人 口 压力 和 轻 济 状况 (例如 物价 前 涨 落 ) 
两 者 的 画 数 。 由 地 人 口 的 减少 ， 即 相对 的 增加 畜牧 而 减少 农业 。. 
个 区 域内 ,假使 人 工 缺 乏 , 那 示 种 于 草 和 畜牧 较 从 事 农 业 为 有 利 。 民 
仆 斯 举例 如 下 表 。 
PC Lesa Me ae ea Sea ea 

ABS a AA Ha, EE LL HBL T BEA ZB Dk, Td SS a A REA, BE 
ADU REINA, BTCA LONE Re PLNAe BN ae AE 
Ket) iii BA ANF BD Hy HEA SR BED AEF, PTT CECE ER — 7 BA, 
SHEAR, Be RTH AT STA Hh A PL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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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 面积 的 变动 和 它 对 于 人 口 的 关系 

谷物 面积 每 百人 所 
(公顷 ) 有 的 公顷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一 | 一 

1874 10 ,429 2,221 21 

1913 8,029 1,364 16.9 

1857 5,888 2,254 43.3 

1913 4,490 2,048 46 

1857 3,448 2,094 60 

1914 2,381 1,159 48.6 

1857 5,617 2,693 47.7 

1913 3,132 1,663 53 

1857 | 5,593 1,454 26 

1914 3,673 1,157 31.2 

Ete EOE | 布 格 圣 毛利 斯 1874 | 8,771 809 9.2 

| 1913 8,079 643 8 

摩利 安 纳 | 兰 斯 勒 堡 1874 | 5,314 608 11 

| 1913 4,352 474 10.4 

BABA | 蒙 那 的 尔 1836 | 5,482 899 16.1 

| RUT | 3,734 | 545 14.6 

FES ii EHS FFD UA BERET, SE ARBRE 
WAFL, RIBERA, WBE 
PREBEBERES., 五 谷 已 经 赵 踊 ， 现 在 已 经 完 公 变 成 干草 地 。 
水 磨 仍 用 来 麻 牛 的 个 料 ， 也 有 的 放 在 破 堤 旁 , 废 冉 不 用 , GEG ARR, 
法 属 昂 白山 阿 勤 伐 特 从 1801 年 以 来 ,谷物 面积 已 从 528 公顷 减少 到 
81 肥 项 。 夫 麦 和 季 都 是 古代 出 地 的 普通 作物 , 现在 也 已 绥 跻 。 各 时 
期 谷物 最 高 界限 的 升降 是 由 于 经 济 的 原因 ， 而 不 是 气候 的 原因 。 亚 
麻 是 孤立 时 期 的 作物 ， 现 在 已 看 不 到 。 油 某 籽 从 前 是 食油 和 灯亮 的 
来 源 , 现 在 已 彼 水 电 所 代替 。 提 罗 尔 耕地 的 面积 从 1875 一 1922 年 间 ， 
减少 12 纹 ; 在 伏 拉 山 ;, 也 减少 30 %, 

下 表 是 根据 阿 仆 斯 的 材料 ， 诈 明 最 近 四 十 年 来 法 属 昂 白山 革 数 
和 地 区 的 牧 畜 事业 , 显然 日 趋 喜 落 , 然 而 也 有 其 他 可 以 注意 的 事实 ， 即 
在 某 些 地 方 ;例如 保 吉 斯 , 牛 的 数目 虽然 减少 ， 可 是 人 和 牛 的 比 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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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 增加 。 换 句 话说 , PAD | 
减少 的 速度 大 于 牛 的 减少 速 ， 
度 。 < 

耕地 的 减少 并 不 因为 牧场 aw 
的 扩大 ,在 同时 期 内 ;收场 的 面 锌 
Buh, WED ERS. 
现在 大 多 数 山 地 牲畜 的 数目 都 
已 减少 。 植物 的 输 种 法 、 化 学 
肥料 和 选 种 法 等 使 每 公顷 的 生 
产量 大 大 增加 。 山 地 所 种 的 谷 
物 完 全 供 自用 ， 因 此 即使 人 口 

保持 现状 ， 所 需 耕 地 的 面积 也 
还 可 以 减少 些 。 人 (eee 

pr (ee ze SRL ae 
PAB FR a PER ne 法 里 比 利 尼斯 山 借 笠 45° 山 

一 个 东西 向 的 山谷 ， 衣 色 河 流 坡 上 的 农 作 
经 这 里 ， 谷 的 两 问 朗 木 的 尔 斯 中 上 比 利 尼斯 山 的 夏 雨 培养 一 片 银 密 的 

2 Wb, SER TT C4625. ZORA 
FAH EEA Sho ESF TT ae ec i ery et ER INE 
SERA ERA; 十 九 世 tex, 

HO, Bit EM, 
TE AIHA HAE 
ie, ASS 
故 ， 冬 季 下 山 很 危 
险 。 这 里 气候 恶 : 
劣 ,收获 不 丰 , 有 的 ， 
田中 积 雪 直到 六 月 
还 没有 完全 深化， 

3 即使 在 七 月 里 ， 也 : 
As AEE. 

图 49. 法 国 汰 洛 芬 茧 斯 的 梯田 

在 这 一 个 没有 受到 冰川 作用 的 山谷 中 ， 浸 有 原 好 的 下 塔 偷 塔 斯 耕 
平地 ,因此 只 能 筑 成 梯 朋 。 地 方便 ， 收 获 也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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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属 昂 白山 牛 羊 的 数目 和 人 口 的 关 和 柔 

} 
ef? 1913 | 3,850 | 13 ,062 43 

fem | 8 epee area | ase 
fe iF ww | @ 1873 7,930 1,400 75 13 

. | 1913 7,398 595 92 7 

佛 可 we | Mb eX OH 1857 | 6,054 3,439 | 103 58 

es 1913 4.899 731 87 16 

cz# KR Wie ww z& 1852 428 29 ,075 6.5 440 

: 1913 246 | 21,666 5.5 500 
ER le wr | KRM eEX~KR 1852 486 18,549 7 265 

1913 85 17,575 2.5 500 

xz Re Ris HR 斯 1857 3,084 10 ,020 55 179 

1913 2,485 | 4,912 64 127 

圣 we Hi we | «1857 | 6,580 | 25,372| 56 215 et KR 

SLUG, PP EMM HKS, 位 置 双 比较 孤立 ,因而 
使 读 区 自 成 一 个 小 天 地 。 酒 面 包 \ 肉 ,衣料 及 建筑 材料 等 都 由 谷中 
各 地 输入 ,农民 日 用 所 需 都 能 供应 充足 。 可 是 谷地 的 基本 经 济 决定 
于 利用 广大 高 由 牧场 的 需要 。 收场 的 范围 往往 比较 谷地 大 得 多 , 写 
们 是 区 的 生活 的 中 正 的 基础 。 

运 壹 便利 使 牧 畜 业 更 形 重 要 。 任 何 一 种 作物 ,例如 谷类 作物 , 假 
使 收获 量 不 大 , 便 彼 放 秦 。 让 区 所 种 小 麦 ,大 麦 及 省 麦 的 面积 都 已 减 
少 。 葡 葡 自 受 虫 咕 后 ,还 没有 恢复 生产 。 由 于 交通 方便 ,人 口 大 量 移 
Hi. ) 

在 以 往 , 谷 地 内 大 部 分 土地 用 以 栽培 作物 ,以 致使 牛 羊 在 冬季 不 
能 获得 充分 的 干草 。 因 轻 讲 上 的 转变 , 糊 食 输入 ,人 口 减 少 ， 干 草地 
HERE, FEMS, HAE Rs NE, 
现在 最 著名 的 品种 的 牛 rege tarine 便 出 产 在 那里 。 

现 舍 塔 偷 塔 斯 的 出 产 几 乎 完全 属于 牲畜 的 产品 。 大 概 言 之 ， 读 
HARE EHH, Al REA KBE SLE, HATH EE 
有 许多 牛 出 售 。 大 部 分 出 售 给 城市 ， 以 供 食用 。 九 月 里 所 生 的 羊 很 
强壮 ,在 第 二 年 的 春季 便 能 擒 登 高 山 牧 场 。 一 月 份 所 生 的 较 弱 ,大 部 

。 143 。 



分 在 春季 出 卖 ,以 供 屠 字 。 因 此 该 地 春季 也 有 次 要 的 牲畜 贯 易 。 

夏季 是 大 量 生产 她 栈 的 时 期 ,可 是 冬季 制造 乳 酷 更 多 ,奶油 也 在 

冬季 制造 。 为 了 养育 小 牛 以 弥补 秋季 和 华 出 的 牛 只 ， 必 须 把 天 部 分 牛 

WRB, Alb, BRERUL FART SRR, KE 
FLAC A SE FP 22 FY Fk —-BE( 1903 年 )。 

塔 偷 塔 斯 的 乳 酷 \ 奶 油 工 业 

FL Bi (& Jr) 

66,000 
147,700 
201,000 

奶油 (公斤 ) 

3,580 
8,950 

45,200 

平坦 地 与 阶地 ”山区 生产 地 的 面积 ,很 受 坡度 的 限制 (图 50)。 
在 山区 内 ， 平坦 地 的 价值 和 高。 AREA LE SUN A PABA, IK 

山区 内 平坦 地 的 多 
少 ， 便 可 测 知 当地 
人 入口 的 多 少 。 可 是 
.假使 这 种 平坦 地 常 
ae By (ly Be AY SS AB, 
或 者 是 山洪 的 冲积 
地 ， 那 未 便 没有 用 
处 。 平 坦 地 的 位 置 
高 而 孤立 的 较 位 置 
低 的 差 些 。 美 国 西 

ana : ORR 部 山区 中 ， 每 一 大 
ra 

这 里 是 森林 和 耕地 交 销 区 域 , 井 不 是 束 炉 的 耕地 带 。 mH, Bee aR, 

山地 居民 的 珍 秽 平坦 地 ,也 象 沙漠 居民 的 珍 秽 水 草地 。 山地 居民 的 

房屋 都 建筑 在 山坡 上 ,为 的 是 保留 平坦 地 用 以 耕种 。 西藏 高 原 的 少 ， 

村 建 在 极 峻 峻 的 山坡 上 ,以 便 节 省 比较 平坦 的 山坡 以 供 耕 种 ,这 是 一 

个 极端 的 例子 。 提 罗 尔 的 高 - 哥 尔 米 格 山谷 的 汉 沟 中 ;平坦 地 极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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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 有 句 话 道 :“ 母 多 要 用 靴 铁 来 行路 , 公交 则 需要 用 高 山 的 午 子 "。 
在 催 勃 印 塔 尔 地 方 有 句 话 道 :“ 假 使 燕子 不 能 在 提 罗 尔 的 其 他 各 地 贷 
得 高 度 适宜 的 墙壁 OK CHIBI AEA”, 居住 在 这 
古谷 中 的 人 民 , 去 一 次 教堂 , 便 能 麻 损 靴 铁 ( 何 在 鞋底 的 长 刹 , 在 雪 地 
中 极 有 用 )。- 在 维尔 得 - 匈 脑 (也 属 提 罗 尔 ) , 据 属 房屋 都 位 在 极 陡峭 
的 山坡 上 。 REKLAMA, 木 斯 是 离 勃 偷 纳 不 远 的 一 个 村 落 。 
ARAB A. DEBRA 1758 年 到 现在 , eT BATFE BEM HB 
A AREGE=RBAYV EL. BAe AGEING, AERC IUE, TB 
HHRES HRY OB, FETE UA AAMC, KR 
几乎 不 可 时 信和 的 环境 当然 不 是 正常 的 。 可 是 为 适应 谷底 人 口 的 增加 
而 晨 种 梯田 ,这 便 足 证 明 平 坦 地 的 可 贵 。 

四 地 内 的 平坦 谷地 ,或 有 或 汽 有 ,并 不 一 定 。 壮 年 山地 中 的 幼年 
UA, 轴 坡 陡 峻 ,通常 沟 有 平坦 谷底 。 壮 年 山谷 谷底 的 寅 度 和 地 形 发 
青 的 年 期 成 正比 。 标 准 冰 川 U 形 谷中 有 平坦 的 谷底 。 本 章 所 称 的 平 
坦 地 包括 近似 平坦 地 而 没有 明显 的 坡度 。 冰 川 谷 的 横 剖 面 往往 呈 梯 
阶 状 ， 因 此 平坦 地 所 包括 的 各 阶地 随 由 谷 的 高 下 而 和 逐 层 分 布 。 而 且 
冰川 谷中 的 不 等 量 沉 积 ， 例 如 冰 奢 石和 “ 佛 洛 ”( 永 川 谷底 的 一 种 石 
提 ,作者 在 美国 波 有 看 到 同样 的 例子 ;, 叱 的 起 因 如 何 ， 还 没有 使 人 洞 
意 的 解释 ), 可 以 使 谷底 的 一 部 分 变 成 盆地 ,或 湖泊 ,或 沼泽 ， 或 冲积 
而 成 平原 。 可 是 无 基 是 冰川 谷 或 非 冰川 谷 ， 凡 两 河 或 两 冰川 汇流 的 

地 方 , 地 面 都 很 和 开朗。 在 百 尼 斯 - 奥 柏 兰 地 方 ， 在 阿 勤 舒 冰川 的 实 广 
Aye eer ek, ASB) 正在 形成 中 的 这 种 开朗 如 谷地 的 地 
面 。 

囊 地 的 壮年 河谷 ,通常 都 有 天 然 的 河 阶地 ， 假 使 没有 地 帝 运 动 ， 
或 侵 便 循环 的 中 断 ， 那 未 河流 的 弯曲 作用 和 旁 凶 作用 必然 会 造成 河 
阶地 。 在 造成 河 阶地 的 过 程 中 ， 地 偶 构 造 是 它 的 基础 。 这 一 点 很 关 
重要 ,本 书 以 前 也 和 便 屡 次 提 到 过 。 

谷中 平坦 地 是 农田 ,道路 及 城镇 的 所 在 地 。 可 是 在 鞭 些 区 域内 ， 
平坦 地 不 是 适应 人 口 的 增加 。 由 于 平地 的 缺乏 ， 人 们 不 得 不 建筑 梯 
田 。 梯 田 护 墙 上 部 的 农田 ,大 小 不 一 ,可 是 都 由 人 力 筑 成 。 护 墙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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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土壤 秆 水 冲 到 山下 后 ， 必 须 用 人 力 再 运 上 山 。 双 因为 梯田 一 般 都 
是 面积 很 小 ,不 能 形成 牧场 ， 因 而 所 需 肥料 也 必须 由 人 力 运 选 上山， 

通常 都 是 背负 上 去 。 森 帕 尔 称 之 为 “拼命 的 农业 ”。 
梯田 所 需 的 劳力 很 大 ,不 但 护 墙 的 岩石 必须 运 选 ,就 是 施行 灌 新 、 

的 地 方 ;土壤 也 必须 勉 平 以 便 河源 。 为 了 保持 适当 的 湾 水 面 , 灌 浙 梯 
田 是 必要 的 。 由 于 深 处 挖掘 的 土壤 缺乏 腐殖质 ;必须 施 以 大 量 肥料 ， 
这 种 肥料 通常 必须 由 山谷 运 来 ,份量 很 重 。 

原始 人 好 象 是 梯田 的 工程 师 , 他 们 建筑 梯田 的 完善 ,是 以 使 人 们 
惊奇 。 原 始 的 黑人 在 坦 于 伊 喀 湖 附近 ， 地 沟 的 陡 峻 西 坡 梯田 上、 从 
事 耕 种 。 尼 日 利 亚 北 部 的 麦 吉 孙 山 脾 中 ， 未 开化 的 黑 大 能 够 和 纵 制 极 
精密 的 梯田 图 。 四 川 盆地 的 梯田 ， 是 公 世 界 著 名 的 梯田 之 二 。 在 中 
国 西部 ,所 有 山地 往往 都 有 梯田 。 西 藏 西 部 每 一 喇嘛 寺 都 有 梯田 , 坡 
度 很 大 。 吕 宋 中 部 的 原始 居民 ,是 最 优秀 的 梯田 工程 师 。 RPA 
奇 的 是 印加 人 的 梯田 。 杞 和 鲁 的 节 拉 门 加 的 梯田 ; 甚至 直达 需 粽 。 根 ， 
据 在 一 些 山 谷 的 估计 ,印加 人 已 经 把 每 一 个 可 能 利用 的 由 玻 , 晨 为 梯 
田 。 现 在 已 经 没有 空地 可 以 耕种 来 维持 更 多 的 大 口 。 

梯田 芽 不 仅 限 于 原始 民族 。 在 欧洲 山地 中 也 很 普 速 ( 套 阅 图 49)。 
在 辛 普 隆 快车 的 沿途 中 ;, 西 拉 附 近 的 龙 河谷 ,也 有 精致 的 梯田 。 我 们 
所 以 提 到 这 一 点 ,因为 许多 旅行 家 都 色 看 到 这 种 现象 。 大 概 训 来 , 山 
EPR, BBR. 东 ( 地 中 海 ) 比 利 尼斯 由 的 梯田 比较 潮 混 
的 中 部 为 多 。 在 昂 白 山 的 南 坡 一 一 意大利 ， 守 的 梯田 较 北 坡 为 多 。， 
理由 有 二 :干燥 山坡 上 的 农业 对 灌 新 的 依 表 性 很 大 , 这 是 一 点 ; TP 
山坡 草 彼 稀 少 , 受 到 的 侵蚀 较 烈 ,这 是 第 二 点 。 上 比 利 尼斯 山中 部 倾 们 
50? 的 山坡 上 ; 写 的 深 沟 中 的 草 类 彼 收 割 后 ;, 毫 无 剧烈 的 土壤 侵蚀 ( 套 

天 图 48 )。 
由 梯田 的 耕种 和 灌 浙 所 发 生 的 社会 问题 ， 和 怕 场 区 私有 制 所 章 

遇 的 问题 相同 。 为 了 适应 环境 的 需要 ,由 村 和 社 颈 布 很 多 管制 规则 ; 规 
定 梯田 的 建筑 .土壤 的 补充 .交通 的 改善 .渠道 的 建屋 、 锥 水 的 调整 和 
分 配 等 , 凡 此 都 促使 农民 组 积 秆 会 团体 ,人 卉 提高 农民 的 社会 观念 。 
wRAF: 安 多 拉 ”作者 信和 给 制 一 幅 关 于 安 多 拉 的 土地 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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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RAZ He RAR a FS Ah HR OO aE 
RAL. APRRARBERMRAREMEM, EVE i 
BMWA, RECS MAA EAE. MBEWE AR AAE 
HRP ES, MATER ATR ECA 51), 1911 年 当 作 者 调查 的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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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安 多 拉 的 土地 利用 图 
(HEEB, 1929 年 4 月 ) 

怕 ， 安 多 拉 还 没有 面积 共计 。 因 此 所 给 制 的 图 完 从 是 作者 个 人 的 观 
察 和 研究 原 有 地 形 图 的 和 结果。 地 形 图 的 缔 尺 是 五 万 分 之 一 ， 等 高 线 
的 距离 是 25 米 。 

作者 在 图 上 应 用 四 种 符号 : (一 ) 横 稼 代表 谷底 或 冲积 山坡 的 过 
RAMEN, 蔷 区 域 或 者 是 正常 农业 , Bee LPO, 可 是 孤立 的 
农田 ,例如 位 于 凡 谷 的 山腰 的 农田 ,都 不 包括 在 内 。( 二 ) 点 号 或 者 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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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符 号 代表 有 南 业 价值 易于 采伐 的 森林 ,该 区 位 置 变化 很 大; 并且 大 ， 
部 分 木材 的 尺寸 都 不 大 。 树 木 品 种 中 估 优 势 而 价值 高 的 是 由 松 。 优 
RAD ARTE BS LUO II KE RAH. (=) MEST 
表 悬 炭 及 大 于 45° (百分之百 ) 序 山 波 。 本 区 大 部 分 没有 森林 ， 收 羊 
场 也 极 少 。 有 些 地 方 还 有 堆 石 ， 足 以 威 音 它 下 方 的 耕地 。( 四 ) 朴 点 ， 
号 代表 高 出 禾 场 、 其 中 高 原 草地 大 部 分 可 以 牧羊 。“ 缘 色 到 园 ” 可 以 
牧牛 和 马 。 北 部 多 数 标 高 点 是 圆 抒 而 不 是 尖 案 ， 访 地 的 收场 一 一 实 : 

是 最 -可 久 台 及 山顶 。 在 其 他 区 域 中 ， 限 制 收场 
高 度 的 是 地 貌 ， 而 不 是 气候 。 读 处 的 公园 地 是 指 森林 和 上 地 相间 的 是 
区 域 , 图 中 或 者 给 成 森林 , 或 者 给 成 牧场 , 完全 看 何者 在 经 济 上 估 优 】 

| 

$51. 
起 区 最 大 的 特色 是 贷 匀 大 大 ， 因 而 不 毛 之 地 的 面积 很 广 。 这 是 

土地 利用 的 特点 ， 向 来 是 一 般 给 山地 地 图 的 人 所 忽 规 的。 图 中 第 二 
Nipshebcianiieitpis ilps 
必须 予以 重税 。 最 大 的 收场 位 于 北面 ， 那 是 略 受 分 割 的 比 利 尼斯 让 
的 山顶 高 原 ,位 置 虽然 高 ,可 是 大 部 分 地 形 都 很 平坦 。 北 方 收场 广大 了 
MARR B. RH ARGRAY BEE 2,000—2,400 KZ. He 
PRISE ES RL AL RAE 7 

农业 区 域 分 布 的 不 均匀 是 地 质 和 地 貌 的 结果 ， FE 
农田 可 能 变 为 位 于 幽深 的 峡谷 中 的 、 并 且 由 于 临 清流 耐寒 瀹 的 一 片 
at, ARAL MACE ARE RS PALATE LL AL AE 
PAHOA , EAC iS BEA EH EE 

Peis A BW (LOE In LE MUAY E BA, EAE IAEA BE 
495 平方 公里 的 面积 大 部 分 在 一 个 流域 内 ， BRE RA, "EAT 
条 支流 和 六 个 小 盆地 。 这 些 丛 地 都 由 于 读 区 南部 所 看 到 的 变质 岩 的 
抵抗 力 弦 弱 不 同 的 结果 。 北 部 是 前 面 说 过 的 高 原 草地 ;是 山脉 的 核 
心 , 由 花岗岩 构成 。 各 山谷 都 是 峡谷 , 谷底 面积 很 小 ; 它 的 南部 高 目 
平坦 地 面 很 广 (图 52 )。 访 高 地 的 岩石 易 受 侵 仍 ， 冰 川 作用 很 深 击 ， 
因此 它 的 性 质 和 北方 不 同 。 这 里 , OKIE, ESR OK SE. RII AURA S 
都 很 普 逼 。 高 原 的 南部 和 北部 都 有 夏季 收场 ,可 是 经 营 的 组 灶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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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U LERNER AKA RT, Bile 
增加 ， 地 面 平坦 ， 和 花岗岩 的 不 透水 性 等 条 件 使 羊 夫 能 有 充分 的 收 
草 。 南 部 的 分 割地 带 包 括 山 罕 、 句 此 状 的 山 疹 、 冰 斗 的 内 壁 及 彼 隔 离 
的 永 斗 底 及 平坦 谷地 。 陡 下 的 土壤 及 地 下 水 仅 足 供 由 松 的 生长 ， 谷 
底 的 土壤 妈 是 精美 的 牧场 。 “ 季 色 公园 " 仅 供 当地 性 瘟 的 放牧 ， 其 中 
天 部 分 是 牛 . 导 启 、 幼 品 等 。““ 和 绿色 公园 "为 村 社 所 有 不 能 出 租 。 因 
死 蔽 区 的 生活 ， 因 地 和 貌 而 从 成 农业 和 牧 业 上 下 两 层 。 两 层 问 的 垂直 
HERZ 1,000—1,500 米 。 本 区 竹 畜 的 季节 迁移 通常 仅 有 少数 牧 

天 随行 ,这 和 昂 白 出 等 地 所 流行 的 游牧 情形 完全 不 同 。 

卖 了 谷 合 受 剧烈 的 冰川 作用 ， 侵 他 地 狐 较 比 利 尼 斯 山 任何 部 分 
AE, 地面 景 色 也 很 莞 泳 。 
HE Ha HAA) BO ok, 

DIKE, BAIA TE 
在 ,可 是 因为 年 幼 , 还 没有 成 为 
Zh LB, ERS 
HOF eS ba Hh AG BE 
FAS, BLE RA — ARSE, MA 
APB, RWRZ HB RH 
AUR SBI SBE FF, DE 
PSE 52), A AE 
BI EHH RAT A 300 
JK, RUE TKS AE 
BIE FE, EBA BEL, A SRE 
Zo 香洲 位 在 合 冰 矿 石 阶地 间 5 PE 
是 FE。 永 用 阶地 是 高 而 平坦 的 农 地 利用 
时 地, 冰 奢 石 块 如 果 太 大 , 那 末 这 照片 指 评 谷 的 边关 ,没有 平地 。 梯 
PRAGA, ETE FAKE, ， 田 在 左下 方 。 草地 在 河 边 。 坡 庶 30°, ik 

Ses, 冰 放 作用 改善 了 安 foe cemieH, 图 中 小 器 可 
多 拉丁 谷 ， 使 人 类 可 以 居住。 Ue, CREWE, SOME 

MWINECRRRMRRES yy B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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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可 洛 马 地 方 的 攻 磺 石 。 该 河谷 上 游 , 在 过 去 一 个 短 时 期 两 ; 售 经 有 一 “ 
个 湖泊 存在 ， 现 在 由 于 四 凋 山 岭 的 冲积 物 ， 已 经 把 湖泊 的 沉积 物 掩 ” 
没 。 poe 

鼓 区 是 湿 泗 的 地 中 海 气候 ， 和 附近 西班牙 的 干燥 地 中 海 气候 不 
同 。 农业 有 灌 浙 式 和 普通 式 两 种 。 PO, ARBRE. 
五 谷 是 旱地 作物 。 所 有 和 谷 壁 的 渠道 相连 或 稍 低 的 平地 和 山坡 ; 都 
有 灌流 的 利 釜 。 各 山坡 上 都 有 阶地 用 以 种 植 草 类 。 凡 夏季 放牧 牲畜 ” 
Ne USE, ARASH CARESS. RSA 
4 UBS, Bb, FRE LS PED RAs 于 ， 
BRA, LEH /ERULMESRKALES. “BRR We 
天 然 草地 ,每 年 收割 一 次 ,在 灌 浙 区 域 则 每 年 收割 四 次 8 RS BH 
中 海 气候 , 河水 充足 , 高 山 积 雪 的 时 期 长 , 这 也 是 它 的 原因 之 一 。 此 
外 , 高 地 比较 平坦 , 而 且 湖泊 很 多 , 也 是 一 个 原因 。 在 这 二 欠 水 容易 ” 
的 土地 面积 上 ,水 量 常 有 剩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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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E Sw A EP 

Me 说 see, ENT AE, AebRBB: 
M28 FE Hh ii LA — Ph eet, BARAK, OO ERR 
AGUS |, Ute SE on 78 Ry ER, wh SUE IRESES A PS 
KAUR E, FER ALU AIEEE, PASE ER 
民族 的 后 裔 ,这 类 民族 ,在 高 加 索 山 地 中 很 多 , HE A BR RAT 
幕 园 "。 出 地 除了 贫穷 的 居民 有 爸 击 平原 民族 的 倾向 外 ,在 整个 历史 、 
中 都 处 于 丢 动 的 地 位 。 一 个 民族 一 旦 定居 山地 后 ,由 于 地 位 的 孤立 和 
(i PE, CECE AT DR BRT EA CCE. At Be, 
山地 不 但 滋生 人 种 , 砷 且 能 保存 他 们 。 所 谓 “ 滋 生 人 种 ”的 喜 法 是 不 
确实 的 ,实际 上 山地 人 种 都 从 平原 移入。 至 于 “保存 ”的 如 法 ,从 1850 
年 以 后 也 不 确实 了 。 1850 年 以 前 ,出 地 居民 由 于 交通 困难 ， 困 和 守 家 时 
园 , 丢 山 岭 禁 甸 在 山谷 中 。 可 是 1850 年 以 后 的 情形 恰 惟 和 反 。 ， 恒 

到 1850 年 为 止 ,山地 居民 因 自 然 繁 殖 而 增加 ,以 和 致 人 口 太 客 ;, 轰 

济 危 机 四 伏 。 我 们 只 要 车 一 芒 阿 理 斯 所 著 关于 十 九 世 匈 法 局 昂 白 三 是 
ALS HY GE IT I YAR, GEA RT oS 
TEA HB RP hc ,收获 不 丰 。 1800 一 50 ER, Stee eA ‘ 

HA 34% Heath, “KSEE, AERO". EAA ASSET, HE 
SE AAMENNE, DUR USGA TIO ek Mie MORSE 
以 表示 这 种 事实 。 

= 
: 
: 

eKAMWARA 

年 PS RA 口 | 年 TT ee "1 
—_ 一 一 一 一 — — ™ .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1723 337,184 | 1901 | 518,514 
1783 427 ,166 1906 | 513,914 - 

1828 538 , 567 1911 | > © 308,027 
1338 564, 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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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ey ce eee sea MELA AEM A AY BE 

We IKE Ra Pat BAR IDL 《的 工业 区 。 格 克 斯 唤起 人 们 对 于 它 
一 们 的 增长 的 省 意 。 莓 伏 赤 宇 巴 丈 谷中 是 一 人 个 纯粹 农业 区 域 。 1851 一 

1901 FER, KA AD MA 17,585 人 减 到 12,538 A, ASA RA 
SRM. FELAVER, 也 有 类 似 的 人 口 移出 情形 。 人 少数 交通 便利 的 

山谷 ; 国 工商 业 勃 兴 , 或 者 因 叱 是 宗教 的 中 心 ,在 最 近 三 十 年 来 ,人 口 

RAM. WAM REM UA, ADK RS AHIR 

| RRA 91/4. MS +— ME, MA 1800 一 50 年 间 , 有 些 
区 类 日 的 卉 加 率 是 10 一 15 多 ;可 是 从 1850 一 1911 ER, AD > 

和 很多。 例如; 巴 斯 - 易 白 山 减 少 31 % ,阿利 耶 奇 减少 26 多 。 在 三 十 一 
AK BARB, JA 1901 一 06 年 间 ， ea 

RDNA Gt 107,000 人 人。 同时 期 内 ,尼斯 马赛. 泌 庇 南都 鲁 斯 \ 波 尔 

— 多 和 里 易 等 出 地 边 黎 城市 的 人 口 ;都 有 增加 。 所 增加 的 人 口 无 疑 地 来 

重 自 册 地。 因此 山地 人 口 的 减少 ,往往 就 是 山地 边 称 城市 人 口 的 增加 。 
和 又 如 意大利 易 自 山 的 具 利 斯 谷 , 据 1805 SEMEL, AIA 6,000 A, Bl 

量 :1911 年 增加 到 9,000 人 。 访 谷中 的 托 利 城 ,在 1805 年 仅 有 2,000 A, 
|B) 1911 年 增加 到 5500 人 。 而 它 的 附近 农村 的 信 口 ae 

”交通 的 改善 容许 和 促使 人 口 移 动 。 大 多 数学 者 都 同意 这 

Fo 现在 是 公路 和 铁路 的 建设 时 期 。 在 这 一 时 期 开始 时 ， 
FFM RK EMAAR SOREN. UE, 
ASTANA PRE pas ARSE = 记录 , 足 

表示 法 局 昂 和 白山 其 些 区 域内 交通 困难 及 道路 建 的 发 展 情形 。 

ial Br Et a PN Be OR 

VEAP IESE EH Oy LX Bie 

: 
& 

ie ios tee [1860 1360) 1880 | 1900 | i914 
 e@mreacdkwm | 14 10 2 0 | 
OR hE HE KO 42 25 20 1 

| ARAB CH fe He) 56 42 36 2 

全 A TH ME A Ze HH BE 68 | 45 33 18 | 11 

ee 18 4 
= WB 必 费 县 10 6 3 | 3 



从 少数 道路 可 以 产生 更 多 的 道路 ， 现 在 整个 易 自 而 地 的 道路 建 、 
设 正在 飞跃 进步 中 。 自从 交通 便利 后 ,由 地 居民 的 迟 链 精 神 已 迅速 ， 
改变 。 因此 山地 交通 的 发 展 不 仅 是 地 貌 和 地 势 的 画 数 ,同时 也 是 贞 
地 居民 经 济 上 和 精神 上 需要 的 象征 。 

山地 居民 的 游牧 生活 (特别 是 瑞士 ), 可 能 是 他 个 心理 上 向 外 迁 
移 的 动机 。 又 如 某 些 山 谷中 ,由 于 经 济 困难 ,居民 早已 实行 投身 当 仇 
兵 、 小 贩 、 行 南 和 优 价 等 。 森 帕 尔 以 为 这 种 移动 的 习惯 , 在 出 地 和 在 
海洋 相同 , 可 以 产生 旅行 家 。 这 种 意见 未 更 过 甚 其 辞 。 山地 居民 每 

- 年 迁移 ,是 例外 而 不 是 常规 ， 使 人 民 定 居家 园 的 顷 向 ,已 经 随 车 新 时 
CREAN Zein KK AL a TSE Ph es AR, pps 

VISE SAB RM A LSU RRR, | Ns Re 
AL 2G EAD AERO FF, ARH SEE PB 
白山 高 - - 提 无 斯 两 区 ,最 近 二 十 年 内 ， 人 口 减 少 了 30%, 40% 

44%。 大 部 分 人 移 往 墨 西 哥 和 美国 ,南美 也 有 一 部 分 。 此 外 ;移民 的 - 
另 一 趋势 旺 认 多 村 移 估 都 市 ， 这 已 经 是 目前 欧洲 风 村 中 极 普 通 的 现 
象 。 关 于 这 点 ;我 们 已 经 指出 ,假使 城市 位 在 山地 范围 以 内 的 出 谷 下 
原 上 , 那 未 访 区 域 的 人 日 当 不 致 大 量 减 少 。 

毛 尔 佛 瑶 道人 口 分 布 的 上 限 是 人 如 稠 审 的 中 心地 的 尾 间 '。 国 

人 口 和 高 度 ， 假使 我 们 就 全 欧洲 山地 的 大 日 平均 一 下 ， 我 何 。 
或 者 可 以 断定 ,高 度 总 大 ,人 口 介 稀 少 。 瑞 士 的 人 日 5 多 住 在 15000 炒 恒 
以 上 , Tif 1,000 米 以 上 区 域 在 芯 国 总 面积 中 所 占 比 例 很 大 。 FE Ute 

Te NICH PEAR LA Bg ah, ZEKE Bh LE PS, EH A 
”于 资源 的 贫乏。 HME MINHA, PPR HE 
及 人 口 密度 的 关系 更 为 密切 。 AO GEST AE, LE ” 

， 面 的 例子 来 说 明 。 格 利 孙 县 的 人 口 密度 仅 等 于 诅 利克 县 人 口 效 度 
的 35 多 。 姐 利克 县 大 部 分 和 位 在 瑞士 平原 上 ,同时 格 利 孙 县 都 是 高 ! 
地 ;高 山地 不 能 供养 大 量 的 人 口 。 高 山地 气候 严酷 ,作物 的 收获 量 和 
质量 都 很 差 。 大 部 分 土地 实际 上 是 不 毛 之 地 。 瑞 主 的 高 硬 县 份 妆 晤 
里 和 发 累 , 不 毛 之 地 占 生 数 以 上 。 奥 国 的 提 罗 尔 省 及 卡 林 提 亚 省 的 
情形 也 是 如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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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是 人 口 随 高 度 的 增加 而 减少 的 事实 也 并 不 是 按照 一 定 的 规律 
(Fel), 理由 是 高 度 的 增加 并 不 一 定 是 定居 面积 的 减少 。 森林 区 
BEES ACRE LU EM AS BIS. 大 者 
分 大口 的 分 带 都 采用 谷地 横 剖 面 。 假 使 我 们 仅 采用 丛 底 的 人 口 密度 ， 
| 并 按 山 谷 高 度 的 增加 依次 排 型 , 那 未 人口 减少 的 现象 , 便 很 有 规划 。 
上 谢 偷 查 对 于 高 度 和 人 口 的 关系 售 有 比较 精确 的 研究 。 他 便 经 入 
生计 法 骆 昂 白山 基数 带 的 平均 高 度 ,及 各 访 居 民 带 所 占 的 百分比 ,发 现 
站 入口 的 诚 消除 了 1,900 米 以 上 的 区 域外 ， 大 至 都 按照 一 定 的 规律。 可 
| 是 这 种 现象 仍 只 能 作为 一 种 偶合 
- sooo pe 中 央 偶 西 的 平原 中 央 仿 东 的 L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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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AE ILM AT 
PAE RAA IES MBE; 每 一 墨 点 代表 居民 二 十 五 人 (根据 阿里 克 斯 拱 ) 

山 的 高 度 和 居民 

FB BEOK) ， 居民 (95) 平均 高 度 ( 米 ) 

1,408 58 1,954 
1,419 56 1,980 

1,433 58 | 2,105 
~ 1,650 | 40 | 2,160 

1,660 35 2,203 

1,712 40 2,429 
1,722 40 2,556 

1,834 23 a 2,396 

1,911 56 | 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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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湿 度 极 高 ,使 居民 体力 耗损 而 臻 虚弱。 只 有 1000 KAN 1,000 米 以 
LM ISR WER. 印度 的 获 治 者 , HEBD A 2,100K0LE. JOM 
多 尔 和 玻利维亚 两 国人 民 , 大 都 住 在 等 高 线 2,000 KLE, 秘 色 在 
3,100—4,500 米 之 间 , 还 有 永久 居民 。 根 据 鳃 曼 的 报告 ,5215 米 的 高 ， 
山上 还 有 一 所 牧人 的 小 屋 , MASA A ELE 1,500 KRDLE BARB 
1/5, 在 赤道 非洲 的 爱 西 奥 庇 亚 山地 ,最 近 有 五 大 主要 都 市 建 于 41857 © 
SKA 2,500 KB EZ He 

根据 南美 热带 区 域 的 情形 ,在 热带 区 域内 ， ARNE A AA 
Be FF REE RE ASE ATED. 

秘鲁 居民 住宅 的 高 度 

aR | | 3,200 Ke - 

Pa Ie (“Fe RATS’) 3,534 

Ss 西 Ht 3,953 

RAS A RAE HOHE LTE 1,500—3,500 米 之 间 。 西 洛 得 巴 斯 
EEE: — MIMS, 高 4,350 米 , 远 在 树木 线 以 上 ,人口 有 13.000 A. BE 
利 维 亚 境内 大 部 分 是 高 原 ， 训 地 气候 较 亚 马 孙 河流 域 的 低地 更 宜 于 : 
AZINE TRIER, HS ET it, A LS GENET “4 

玻 利 稚 亚 居 民 地 的 高 度 

SR 市 X 口 高 RE CK) : | 

we 2% 100,000 3,600 

RR tH 22,000 3,617 

im 4 西 29 ,000 4,000 

PE ME UR A EERO HE, CE STIR 
AAS LARGE AAR GEM 3. 在 4,000 KATA, RRR ERE 
而 生存 的 情形 很 普 逼 。4;880 KAIBA ACA HEE, 不 但 有 政大 ; 而且 
BR Ro ABE ARTE 4,400 米 的 高 地 上 ， 蔬 荣 也 可 以 种 在 3,600 FE 
的 地 方 。 作 物 所 以 能 达到 这 样 的 高 度 , 是 由 于 当地 符 度 很 低 ; 空气 和 

燥 , 日照 强 列 和 灌 新 便利 的 勿 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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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Fj; FOBT RE AS IB TAs BD ge DE HH SA, BB 
在 已 成 为 疗养 胜地 。 | Maer RAL TER EMER A, EMI DAES BBS 
2A, Abe EPA, MI PA OSE A tei te ee MEN 
HB, ZOU IRA AAR IE), ZEB AYES _L BPA PR SE PIA, TE BSE LE 
Ab itl LU Be, "EA EEA ROK. ZEAL Ae 
附近 的 克 里 斯 地 仅 有 民房 五 所 ,是 瑞士 的 最 高 居民 区 ,居民 共 只 三 十 ， 
PIA. 此 外 , 安 尼 维 耶 谷中 有 一 个 夏季 村 落 洛 那 , 位 在 拔 海 3665 米 ， 
的 地 方 。 Ses 
ADH MU OSM AFE SE, Hs, Wy 

Oe Wi FE Ua SEMA A SR Pe A 
ATE ERM A, EAE RE, ZR, 
JE MOAKRORERATULSRRS, ARE RREBRSIE RHE 
度 , 才 会 遭 遏 生理 上 的 困难 ,这 问题 早已 在 我 们 思索 中 。 玻 利 维 亚 一 
部 分 矿工 生活 在 5,000 米 以 上 的 高 山 , 当地 的 气压 只 是 海平 面 土 的 

“PK, PHBE 4,400 KAMA BA KANYE RIALS (UE A EI 
LW, BARRE BALD Pea Las ed, RFRA | 使 某 些 

经 过 选择 的 和 人们 适应 极 大 的 高 度 , 也 很 可 能 。 可 是 在 欧洲 各 四 地 中 ， 
在 还 没有 光 到 生理 上 的 限制 以 前 ,已 达到 山顶 或 永久 雪线 。 健康 和 。 
高 度 的 关系 ,将 在 本 章 末 段 讨论 。 

欧洲 昆 白 山地 高 出 的 居民 ,从 事 农业 或 牧 畜 。 当地 居民 所 谓 永 
和 久 或 农业 住宅 ,实际 上 并 不 常 在 极 高 的 地 方 。 旅行 家 对 于 大口 的 垂 
丰 分 布 及 人 口 密度 的 观念 ,假使 不 剔除 畜牧 居民 (临时 的 ), 那 便 很 容 
易 造 成 错误 的 印象 。 房 屋 的 数目 并 不 就 是 人 口 分 布 或 人 口 数 目的 代 : 
表 。 多 数 居民 在 谷底 有 永久 定居 的 村 落 , 同 时 ,在 收场 的 下 限 也 有 另 ， 
一 村 落 。 有 一 组 瑞士 人 实际 上 有 村 落 四 处 。 柯 马 叶 外 位 在 勃 偷 罕 向 
意大利 的 山坡 上 。 每 一 家 族 在 谷中 都 有 他 们 的 住宅 及 盒 岩 ;在 山谷 
上 部 还 有 夏季 小 屋 一 所 , 和 高 山 牧 场 上 的 牧人 小 屋 一 所 。 因 此 ;我 何 
不 能 以 房屋 的 数目 作为 人 口 数目 的 指标 ， 也 不 能 以 最 高 的 房屋 作为 
永久 居民 的 经 济 界限 的 指标 。 居民 每 年 到 高 山村 落 二 次 或 三 次 , 居 
住 在 某 一 定时 期 的 人 数 虽然 多 ， 可 是 我 们 还 是 把 山谷 中 的 村 落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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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俩 的 永久 居 处 ;而 随 牧 人 到 高 山 牧 场 的 人 数 很 少 。 喀 尔 巴 陡 山中 

浇 寺 地 证 是 最 值得 注意 的 少数 例外 之 一 。 鼓 地 夏季 的 AD BE Ae 
BARB 16 人 。 低 地 的 房屋 虽然 是 基本 住宅 ,可 是 居民 活动 的 范围 
很 产 。 山 两 坡 有 寅 广 的 地 带 , 大 部 分 在 住宅 区 的 上 端 。 高 地 的 临时 

村落 是 补助 佳 宅 。 瑞士 的 永久 住宅 大 狗 在 森林 线 以 下 100 KARE 

”永久 雪线 以 下 800 一 900 米 处 。 

FA a Ld A BE AUD A A SR Fl is Ay Last 

完 的 5 EBSA ARKH BO AEB KATE A, 

ATW AUDA, 地 质 和 地 貌 变 化 很 大 。 有 古代 的 结晶 盎 、 冰 川 堆积 
物 ̀  阶 地 及 症 积 锥 等 。 谷 底 平 地 最 广 、 居 民 也 最 多 。 可 是 土地 的 面积 

三 仅 贞 全 面积 的 7 多 ;而 人 口 则 占 18 多 。 第 二 个 集中 地 带 是 一 个 山坡 

Ai SEMA UR. BE EMR ID, ADH 95%, 

第 三 个 人 牺 中 地 带 是 商业 城市 ,因为 该 谷 位 在 通 往 法 国 的 大 道上 。 谷 底 
MADRE AAEM PE, 这 种 分 布 情形 是 东西 癌 山 谷中 的 

DUA, 明 坡 的 居民 通常 很 少 。 地 质 、 地 貌 以 及 各 种 气候 因素 都 

vie EL 

使 得 这 种 分 布 情 形 更 趋 复杂 。 易 白山 地 人 口 分 布 的 详 罗 情形 决 不 是 

玫 句 话 可 以 悦 完 的 。 
内 全 全 的 朵 下， 下 全 玫 

面积 的 限制 。 欧 浏 昂 白 山地 可 生产 的 面积 仅 占 从 面积 66 为 。 瑞 
| 烙 利 孙 区 生产 地 面积 仅 占 40.6%。 desig stad ghar oc 8 

ts be, EC RREHETFM AO RS. BE AAR ae, ERAS 

| 里 可 和 维持 25 人 ,可 是 仅 就 生产 地 而 论 , 则 可 维持 40 一 50 人 。 山 谷中 

| 的 大 日 窗 度 ,即使 和 平原 农业 区 域 比 较 ,也 是 很 高 的 了 。 可 是 崎 虹 的 

| 地 势 和 磅 确 不 毛 之 地 ,使 这 些 居住 区 域 互 相隔 高 。 大 概 属 来 ;山地 的 

人 口上 集中 在 扳 工 的 区 域 或 者 孤立 的 走 太 中 。 

BEAN FE RES ERP, FBSA 

例外 ;值得 我 仙 注 意 。 访 谷 作 东西 向 ,位 在 通 往 巴 索 得 尔 托 那 尔 的 大 

道上 ,这 事 很 是 重要 。 访 论文 研究 的 范围 实 广 达 十 五 公里 ,高 度 则 从 
| 谷底 850 一 1;883 米 。 两 侧 山 等 的 高 度 是 3,554 米 及 3,278 Ko TENE 
gee SUEUR RHA. 谷中 有 阶地 三 和 级， 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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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 一 般 在 水 期 以 前 造成 。 这 三 个 阶地 的 高 度 是 1150 一 13276 米 ， 

_ 1,450—1,800 米 , 及 1,600—2,000 米 。 和 谷底 可 区 分 为 三 不 釜 地 ， 

谷中 大 口 已 经 过 剩 ,就 流域 公 部 面积 而 葵 ;, 每 平方 代 里 的 天 日 公 
有 29 大 ;可 是 假使 就 耕地 的 面积 而 花 , 每 平方 式 里 便 达 3 曙 A A 
HAT RAREST, PPLE 1861 一 1911 年 间 ; 人 口 还 是 增加 了 25% 
这 一 时 期 恰好 是 法 国 易 白山 各 山谷 人 口 普 源 减少 的 时 期 。 1914 
世界 大 战 以 前 , 过 剩 的 人 口 在 夏季 便 移 往 德 各 两 国 ; 觉 取 工作 ,维持 
年 活 。 因 此 每 年 夏季 移出 的 人 口 鹊 占 谷中 全 人 口 的 以 3。 

实际 上 ， 访 谷 所 有 人 口 都 住 在 人 自 对 不 大 的 地 面 上 ， SEP 39 DEE 
在 冲积 易 上 , 38 多 住 在 冰川 阶地 上 ,16 多 住 在 河 阶 于 ,公有 7 匈 住 在 
Wye ke 

PUP BERL , CEA BG IL FP AO ACER A APE Pe, ASP EE 日 光 
HP RUHR A RAO TE, RO BE 
经 济 因 子 也许 有 人 认为 从 1850 年 以 后 ， 而 地 道路 的 建筑 和 

铁道 的 豆 届 ,已 经 改善 了 由 地 的 经 济 状况 , RARE A Re de. 
可 是 实际 上 山地 向 外 移民 的 潮流 仍然 没有 停 赴 。 下 更 办 部 和 经 发 本 
经 济 划 命 , 可 是 这 是 人 口 减 少 的 直接 和 结果, 并 不 是 交通 改善 的 结果 。 

以 往 , 山地 的 农业 是 一 种 附属 形式 的 刘 合 农业 。 FPR A 

少 ;, 不 得 不 改 成 一 种 牧 畜 和 和 乳 艇 的 经 济 事 业 。 谷 物 生产 地 面积 减少 

高 山 农 巴 赫 种 时 费力 最 多 ,因而 最 先 放 秦 。 在 奥 国 的 梅 腊 尼 丝 洪 尔 ,， 
”五 十 年 前 最 高 的 农田 达 1,400 米 以 上 , 可 是 现在 已 经 没有 高 于 了 150 

米 的 农田 了 。 铁 路 固然 能 使 出 地 可 以 利用 化 学 肥料 ， 使 每 雷 的 生产 。 
量 增 加 一 倍 , 可 是 山地 人 口 的 减少 还 是 很 显著 。 大 概 访 来 ,经 济 仿 不 ， 
安定 的 区 域 , 人 口 减 少 得 也 意 多 。 腾 诺 特 关 于 具 勘 东 东山 荣 的 论文 
中 , 敏 述 最 为 群 尽 。 另 外 一 个 有 说 明 是 : 山地 中 意 偏 俯 的 区 域 , 人 口 的 
减 少 也 念 多 。 这 一 原则 应 用 很 广 。 同 样 ,外 围 的 地 区 , 旋 的 天 日 的 减 
dite IL RAD to 

山地 因 人 口 过 剩 而 发 生 的 经 济 危机 , 往往 在 山地 遗留 着 不 易 医 

交 的 创伤 痕 踊 。 山 地 中 最 严重 的 问题 之 一 是 小 伐 森 林 作 为 木材 及 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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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 人 口 居于 阳 坡 和 阴 坡 的 比例 
(地 名 下 有 策 徐 的 是 南北 向 的 皇 谷 ,以 向 西 的 山坡 为 阳 坡 》 

: i ag Het Ogee iat at | 所 可 的 上 
上 例 (922 

| He ed HEE) 536 0 536 | 100 
让 SRG ZOTAR 272 0 272 100 

. Fe AE 344 0 344 100 

ee CU Yee > 513 0 513 | 100 
| EERO ECAR) | 1,919 63 | 1,982 96. 
SEP AR BALMENB HERS HLT) 495 40 535 92 

。 自 兹 塔 尔 ? ? ? 91 
” 托 伦 胎 得 兰 得 利 (在 塔 伦 塔 斯 ) 950 110 1,060 89. 

a 8,431 | 1,504 9,935 84. 
ey eae 9,645| 2,036 | 11,681 82. 

| SHS DER : “| 2,942 642. | 3,584 82 
HAF : : 3,124 868 3,992 78. 
TUR 1,966 585 7 入 Ae EY 9 
BR 7,405| 2,360 | 9,765 75. 
ea 11,744 4,355 16,099 ee, 

(PEE OMAP) | 6,570 | 3,074 9,644 68. 

ARES 11,272 | 5,317 | 16,589 67. 
| SRRIFEAR 61,582 | 27,084 | 88,666 69. 
BEEBE 1,498 755 2,253 66. 

RRS). 26,000 | 14,000 | 40,000 65 
FEE MARIZA ENA ZR) ' 4,672 | 2,791 7,463 62.6 

— REARS CA Be ie EK BE Be A) 2,436 1,472 3,908 “4 G23 

AOA RBS) 11,729 | 7,741 | 19,470 60.2 
ERIC OA ERS PAPI ER REDE) 7,886 5,843 13,729 57 .个 

BER 3,141] 2,671 5,812 54 

SESE OA BERS Je EA BU EB TT) 920 832 1,752 52.5: 
EDIE ZR 33,763 | 33,517 | 67,280 50.1 
RSet 1,148} 1,157 2,305 49.8 

| AG | 26,072 | 39,264 | 65,336 39.9 
|) BRE 5,618 | 13,810 | 19,428 28.9 
| EE 3,020 | 11,272 | 14,292 21.1 
SEE OW RE BS EWA) 0 271 27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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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 瑞 皇 多 尔 夫 利 附 近 的 人 口 

注意 阳 坡 上 房屋 的 数目 ; 本 图 籍 尺 是 1:50,000; 等 高 线 的 距离 是 30 Ac 

二 

二 

料 之 用 ,或 者 将 森林 辟 为 农田 和 牧场 。 森 林 的 采伐 , 便 意 味 着 由 坡 主 

壤 的 过 度 侵 刍 ,农田 上 山洪 的 冲积 物 及 地 下 水 的 起 天 ; Tad, SLA 

Syn eke. HAP ARAL SMA. BTA 

eve, AR UMEE—I2s, A Ass. Pee 

HH WD, EK IER ZS, ETL — PR den; 1888 

年 10 月 28 日 ,法 属 昂 白 山 的 勺 登 居民 向 政府 请 原 , 要 求 政府 征购 鼓 区 

出 地 2,029 怪 项 。 因 证 区 土地 癣 薄 , 居民 在 饥 俄 中 度 日 ,政府 于 是 出 

资 收购 ,到 1898 AE IAG. 
由 于 交通 的 改善 而 增进 的 繁荣 , 序 使 来 得 组 慢 些 ,可 是 罗 于 来 临 

ae 

ee ae ee 

an -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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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从 1900 年 以 后 ,部 使 最 偏 休 的 山谷 ,虽然 战 后 土地 的 特性 已 有 收 
变 , 可 是 它 的 经 济 状况 显然 都 已 改善 。 上 文 所 提 到 的 高 - 提 匹 斯 也 是 
其 中 一 个 例子 。 直 于 有 铁路 通过 使 它 易于 接近 市 场 ， 借 输 大 肥料 。 
于 是 培养 草地 的 面积 增加 ， 每 公 项 五 谷 的 生产 量 也 有 增加 。 现 在 性 
BSH 4H, 1900 eA, MERA WAL 
Fi, EB AY SE, A ee MS. 

法 属 晶 自 耳 的 洛 索 秽 谷 ， 是 高 佑 而 孤立 的 山谷 在 经 济 上 返 扎 的 
—) WF. WATER ALI), 没有 芙 正 的 阳 坡 。 土 壤 筑 关 , 气候 严酷 ， 
地 面积 雪 的 时 期 从 十 一 月 下 旬 起 到 第 二 年 的 三 月 止 。 保 希腊 入道， 
孤 亦 所 产生 的 曲 昧 ， 可 以 从 它 直 到 最 近 才 知道 应 用 人 造 肥料 一 点 上 
看 出 来 。 农 业 因 人 日 减少 而 凋 雾 。 青 年 们 在 冬季 到 山地 以 外 的 城市 
工厂 中 去 工作 ， 不 能 回 家 。 伐 尔 庄 地 方 (一 种 不 吉利 的 称呼 ,意思 是 
墨 谷 ) 在 六 十 年 前 有 居民 三 十 人 ;现在 已 成 为 废墟 。 拉 麻 腊 地 方 (也 
是 不 吉利 的 称呼 BOA, ) 是 山谷 中 最 高 的 市 区 EM ALES 
地 。 因为 宅 的 经 济 状况 最 好 ,所 以 也 积 存 得 最 好 。 农业 未 渐 失 去 它 
Mew, 笋 业 取 而 代 之 。 可 是 最 近 十 年 来 , 由 于 化 学 肥料 的 使 用 ， 
农业 渐 有 复苏 的 希望 。 
住宅 的 位 置 住宅 的 位 置 对 于 人 口 的 分 布 来 毫 是 有 决定 意义 

药 。 关 于 未 问题 的 研究 以 弗 留 基 格 的 论文 最 为 群 尽 。 他 把 瑞士 由 地 
作为 研究 的 对 象 ;各 个 山谷 逐一 考查 ,而 不 把 山 莹 作为 研究 单位 。 他 
PREMISE URA OSAMA. FADES Ob ARLE 
SACLE, FILE TEI TEPER FE BR MY FEF 
FE AMD HRS AF OE, WRT ADH 
of 不 是 永久 住宅 带 , 另 一 个 是 临时 住宅 带 。 人 口 调查 以 永久 住宅 
E 带 为 基础 。 我 们 在 本 章 内 将 不 谈 高 山 住宅 带 。 
因 ”影响 森林 线 玉 雪线 的 各 个 因子 ， 对 于 固定 狐 立 的 永久 居 屋 的 上 
Wt, 也 有 一 部 分 作用 。 可 是 房屋 的 界限 含有 人 类 自由 选择 的 因素 在 
是 ; 因 上 时 各 地 的 界限 并 不 一 致 。 山 体 仿 天 ,住宅 的 界线 也 悉 高 。 这 种 
LE 竺 形 和 森林 线 及 雪线 完全 相同 。 大 概 发 来 ,住宅 线 在 森林 和 线 以 下 100 
OK EBA A 800K, WEA WMS HMR, R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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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气候 状况 很 不 一 致 。 有 时 人 们 建屋 在 孔道 上 ， 这 和 气候 条 件 团 好 
相反 。 另 一 方面， 如 意大利 人 不 喜 也 独 ， 他 们 往往 草 聚 在 村 游 中, 而， 
不 把 住宅 移 建 在 合 于 气候 条 件 及 经 济 因 素 的 范围 内 。 

此 外 ，, 住宅 位 置 中 最 重要 的 是 方位 。 在 高 重度 或 中 绰 度 的 山地 ， 
Ha, JUMFECESEE I BEML. SEAS, 阴 坡 的 居民 很 
DS SHA, EMRE AEM, PASSA ED, ERE ， 
PROMEEC, DS ESLER EADIE LT, yf 
SAMA RRL. BUA ARS AS By te 
RA LEE | | 

法 局 比 利 尼 斯 山 的 网 利 子 奇 ， 在 它 的 两 个 山谷 中 房屋 的 分 布 如 
me 

两 山谷 中 住宅 因 方 位 不 同 所 占 的 百分比 

区 域 | mC es 

洗 降 阿利 耶 藻 斯 42 12 

“a ee OR me 27 36 

表 中 第 一 区 所 有 在 阴 坡 的 房屋 都 位 在 次 要 阳 坡 。 第 三 区 的 阴 坡 
所 占 36% BAS 26 久 位 在 次 要 阳 坡 。 这 种 次 要 阳 坡 ,通常 为 孤立 住宅 
所 占 而 不 是 村 落 。 

房屋 的 位 置 和 逆 温 作用 及 其 所 产生 的 首 温 层 有 窗 切 的 适应 。 古 
谷中 降雪 的 深度 对 于 房屋 的 位 置 也 有 影响 。 从 冰川 向 外 吹 获 的 沦 
风 ， 使 原来 可 以 居住 的 山谷 上 部 也 没有 人 居住 。 例 如 平 次 哥 位 在 冲 
积 局 上 的 居民 地 凡 34 处 ;位 在 贫 地 和 谷底 的 9 处 ;位 在 阶地 的 了 处 中 

地 瑶 因 子 很 多 , 鲁 经 冰川 作用 的 山谷 , 它 的 谷 坡 各 处 都 很 陡 峻 家 
所 有 房屋 大 都 集中 在 谷底 。 假 使 谷地 坡度 平缓， 那 未 房屋 位 置 可 上 
达到 极 高 的 地 点 ; 假使 谷中 平地 很 少 , 那 未 所 有 房屋 都 建 在 耳 坡 上 
使 平 地 留 作 农田 。“ 棒 村 ”的 建筑 是 一 个 极端 的 现象 。 椿 村 建 在 陡 
的 旁边 ,这 样 可 以 不 致 侵 估 耕 地 。 二 二 

上 廊 所 述 , 以 后 还 要 补充 。 孤 立 房 屋 问 题 中 的 社会 因素 ;和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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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和 村落 不 同 。 产 大 的 平原 上 ,有 村 落 区 , 有 孤立 农舍 区 , 这 是 大 家 所 
”知道 的 。 姓 居 的 历史 和 习惯 影响 各 民族 的 好 恶 。 一 般 而 花 ， 意 大 利 
由 地 居民 不 喜 亚 独 ， 较 德国 人 为 甚 。 可 是 以 伐木 为 生 的 人 却 双 不 得 

| 不离 二 索 居 。 某 些 币 坡 上 ,水 源 缺 乏 , 亿 使 人 类 聚居 在 粉 水 便利 的 村 
| 落 。 这 些 环境 的 因子 对 于 永久 村 落 的 影响 更 大 。 此 外 ， 支 配 高 山 房 
屋 及 棚 屋 位 置 的 是 另外 一 些 条 件 ,第 七 章 内 已 有 充分 八 述 。 

。 RAS ”影响 市 镍 和 村 落 的 高 度 界限 的 因子 和 影响 住 
和 老 、 寿 地 及 植物 的 因子 相同 。 其 中 以 气候 的 因子 最 为 普通 。 其 些 地 
貌 因子 对 于 市 锁 比 较 它 们 对 于 小 村 藩 或 孤立 住宅 更 为 重要 。 

TASH PA UR AS, BE Re, ORE Ls PERE 
WH TEAR UAT AS, Ee BE, AS ee 
MR, BECK, HERE, WEA OEE 
的 大 口 有 90 % 住 在 阳 坡 。 通常 住 在 一 个 河谷 的 阳 坡 的 人 口 不 满 
100 多 ;这 是 因为 村 落 位 在 谷底 ;有 一 小 部 分 人 民 住 在 渡口 的 对 岸 ， 对 
上 岩 的 居 佳 地 实际 上 位 在 阴 坡 ,地 名 也 不 同 。 住 在 阴 坡 的 居民 往往 为 人 
BRB, 山体 对 于 市 钱 和 村 落 位 置 的 影响 可 分 为 气候 及 地 瑶 两 方面 ， 
WES POEM MMA, WK ABIL, YB RG nei 
SLE EI L, BREA Ah RR, i 
洛 赤 勃 偷 城 ,也 在 阴 坡 上 ,冬至 日 仅 有 日 照 四 小 时 。 
， ” 兹 举 谢 格 所 作 的 关于 永久 居住 地 的 高 度 界 限 中 的 方位 因子 如 

居住 地 的 高 度 限 制 和 方位 

| BH dk Ck) BA 3& (Ck) Salis athe RAK 

i oe 
Siew wiawes oS ae 爱 科 得 格拉 本 | 1,236 1,172 

用 

15244 1,233 

1,140 | 1,080 

2S arg ep GRD 
TESS AAG ME, LE BRE, 阳 坡 的 居民 区 上 比较 阴 

玻 高 75 米 。 lation PA MG RAS Aah RST RABE A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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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0 A, PALRMEAT 20,000 人 。 空 赤 谷 是 发 累 省 一 个 高 山谷 ， 作 东 

西向 , 两 侧 的 倾 儿 度 大 致 相等 。 住 在 阳 坡 的 有 3,000 A, 而 阴 坡 上 只 

有 700 一 800 A, 

地 貌 因 子 值得 特别 加 以 注意 。 村 落 井 不 一 定 要 平地 ， 可 是 市 铺 

通常 一 定 是 平地 。 而 且 市 锁 需 要 大 面积 作为 公园 ， 因 此 市 锁 通 常 位 

在 广 间 的 盆地 中 。 例 如 百 尼斯 、 奥 柏 兰 的 引 纳 克 钦 , 便 是 两 条 支流 和 

条 甫 流 会 合 所 成 的 爸 地 。 在 市 锁 下 方 有 一 横 梗 在 河中 的 基 岩 。 法 。 

马 昂 白山 中 的 卢 委 ， 也 位 在 一 个 盆地 中 ， 这 是 这 类 谷地 中 的 最 典型 

的 。 阿 洛 攻 位 在 主 谷 的 上 游 一 个 开 庆 的 盆地 中 ， 因 此 日 照 的 时 间 较 

长 。 
”通常 市 锁 的 位 置 界 于 两 种 不 同 耕 作 的 接触 地 带 。 西 班 下 的 门 华 

达 山 有 片 中 所 有 市 锁 几 乎 都 位 置 在 地 质 接 触 地带 ， 因 为 读 地 是 农作物 

的 混杂 地 带 。 帆 地 中 的 市 锁 往 往 位 在 葡萄 和 票 树 ̀ 森 林 和 收场 谷地 

和 山坡 等 的 接触 带 。 
在 一 个 单独 山谷 中 ,往往 可 以 看 到 市 锁 和 村 落成 为 若 于 带 。 而 谷 ， 

底 常常 是 主要 部 分 。 可 是 假使 它 是 间 冰 期 的 峡谷 ， 便 没有 人 口 集中 

RS. ELMER AH EH BH. CERN 

造 ,或 者 是 冲积 作用 。 这 类 阶地 有 的 在 谷 的 一 边 ; 有 的 两 边 都 有 。 沿 

着 阶地 往往 是 交通 天道 , 能 将 各 村 落 相连 千 , 成 为 一 串 村 社 。 可 是 | 

阶地 和 谷底 的 交通 便 很 困难 。 以 至 谷村 和 阶地 村 六 之 间 最 然 历 和 | 

望 , 有 时 贡 能 产生 两 种 不 同 的 康 化 。 

山地 中 危险 的 喘 难 也 可 以 作为 限制 村 水位 置 的 因子 。 轻 常 有 时 

崩 的 地 三 固然 如 此 ,即使 偶尔 有 雪崩 的 地 方 , 要 防止 它 , 也 必须 付 册 

BHC. ARS AE, Ja 7 SBE BEBE, Ao ORR AE PR 

上 使 它 高 出 洪水 位 。 印 尔 , 特 林 米 斯 及 其 他 各 小 市 钱 都 位 在 一 个 音 

故 的 冲积 锥 上 ， 这 个 冲积 锥 是 由 莱 因 河上 游 平 原 溃 剧 下 来 的 泥 沙 记 
成 。 这 些 市 俩 的 地 位 都 远 较 潜水 位 为 高 。 市 钱 也 易 受到 土 滑 作用 站 

由 崩 和 作用 的 影响 ， 如 冲积 局 前 方 的 石 堆 便 能 限制 悬 岩 脚 下 的 居 秆 

地 。 最 后 , 风 也 能 影响 村 落 的 位 置 。 日 落后 发 生 的 塞 疮 山 凤 ， 使 河流 

SRE, IAMS ER EMR, S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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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强 ,不 宜 居住 。 有 许多 小 村 落 , FR RR, BBE, 
高 度 和 健康 ”就 人 类 的 生理 而 论 , 适 宜 于 居住 的 高 度 , 也 有 一 

定 的 限度 。 安 地 斯 山 的 濮 托 西 ,高 达 4,000 米 , 鲁 有 居民 150,000 A, 
叉 如 同一 由 上 的 西 洛 得 巴 斯 哥 , 高 达 4,350 米 ; 有 居民 13,000 人 。 这 

两 个 地 方 都 比较 欧洲 大 多 数 由 内 为 高 。 那 未 ,当地 居民 健康 不 健康 ? 
他 个 的 工作 效 率 怎样 ? 生育 婴儿 是 不 是 安 公 ? 永久 居民 能 够 服 水 土 
Bo 这 类 问题 的 答案 是 : 杰 登 高 山 的 人 , 假使 不 是 逐 渐 适应 ; 那 未 他 
的 工作 能 力 便 不 能 尽量 发 挥 , 心 和 肺 都 趋 于 奏 弱 ,心脏 圳 弱 的 人 便 会 
死亡 ,肺炎 也 同样 可 以 死亡 。 妇 女 们 在 这 些 高 山上 生育 很 是 危险 , 婴 
儿 也 容易 死亡 。 可 是 另 一 方面 ,假使 一 个 民族 累 代 适应 高 山 的 水 土 ， 
便 也 没有 不 能 居住 山地 的 现象 。 由 于 物 竞 天 择 的 和 结果， 一定 能 产生 
一 种 民族 ,他 们 的 身体 可 以 适应 山地 的 环境 。 | 

SASS Ly TS A ASR AK FF BR BD at A A BE 
FECHA), Wy Hes (4 EB, «puna, soroche, chuno, mol de monta- 

gne, 和 Bergkzankbciz) 是 大 家 所 熟悉 的 。 医 师 、 山 地 居民 及 一 般 人 民 
对 于 发 生出 地 病 的 原因 ̀ 和 结果, 最 先 发 现 山地 病 的 高 度 ,最 流行 的 高 度 
以 及 大 类 活 应 高 度 的 可 能 性 等 , 都 是 言 人 人 殊 。 山 地 病 的 征 候 是 头 
BRS EOE EES AIRS TARR. AOR, 

CARS WEREAR WF UHM, AS AE, 由 于 各 
地 环境 不 同 , 其 中 所 包含 的 因子 又 是 如 此 错综复杂 ,我 们 要 将 任何 病 
证 的 原因 孤立 起 来 ， 很 是 困难 。 工 且 各 种 病症 双 随 各 人 及 各 种 环境 
而 不 同 。 

| “也 有 人 以 为 高 地 氧气 的 缺乏 是 所 有 山地 病 的 原因 。 例 如 发 生 答 
在 症 。 居 住 高 是 的 信和 冀 都 有 丰富 的 血球 素 ， 可 以 吸收 更 多 的 氧 。 
国 洒 惯 于 山居 的 旅行 家 ,他 身体 里 的 红血球 狗 增 加 50 %。 
是 乘 火 车 登高 山 的 旅行 者 , 毫 不 过 劳 , 可 是 也 往往 患 山 地 病 ,这 一 
各 可 以 三 明山 地 病 的 发 生 是 由 于 疲乏 的 理 葵 的 不 可 靠 。 可 是 也 有 理 
和 使 大 相信 疲乏 是 山地 病原 因 之 一 。 用 力 过 度 也 能 发 生 山地 病 ， 特 
曼 1 是 阁 脏 的 跳动 。 作 者 从 前 常常 在 3;350 米 以 上 的 高 山上 工作 ,没有 

中 喇 古 地 病 ,可 是 在 登 爱 特 那 山 时 , 却 便 感 剧 烈 的 头 量 。 这 次 登山 大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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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滑行 在 火山灰 上 ,作者 和 同 伸 在 600 米 的 地 过 向 上 升 时 ,感到 非常 
疲乏 。 一 位 女 件 在 最 艰险 的 路 涂 中 骑 曼 而 行 ,她 没有 惠 病 :可 是 其 他 
的 人 都 感到 严重 的 头 量 和 必 脏 性 进 。 第 三 种 学 悦 闪 为 而 地 病 的 主要 
原因 是 气压 的 降低 。 由 此 各 种 观点 的 不 同 , 便 发 生 各 种 不 同 的 学 襄 ， 
每 种 学 说 似乎 都 能 解释 数 种 病征 ， 可 是 都 不 能 解释 至 部 。 毅 为 氧 的 
缺乏 和 气压 降低 是 山地 病 的 重要 原因 ,或 者 比较 接近 事实 。 

气压 学 属 中 ， 有 的 人 认为 山地 病 是 大 气压 力 和 大体 内 气体 的 压 
力 , 二 者 失去 平衡 以 后 ,对 于 器 官 所 发 生 的 结果 。 也 有 大 认为 气压 的 
减低 ,可 扰乱 和 营养 及 下 肢 肌 肉 控制 有 直接 关系 的 硝 匿 中 的 循环 ;四 
肢 能 力 的 损失 是 由 于 四 肢 中 血液 的 集中 和 呆滞 。 也 有 天 认为 气压 的 “ 
改变 可 使 肺 部 发 生 收 纳 , 使 静 有 版 循环 停滞 ,结果 促使 身体 内 氧 缺 乏 而 
患 病 。 气 压 和 人 体 的 关系 最 显著 的 事例 发 现在 玻利维亚 的 圣 沪 生地 
Fig BABE 4,575 米 , 而 气压 仅 18 了 PRR MBG, 高度 也 

相似 ;气压 仅 17 WY, | 

据 实验 , 工人 在 压力 很 大 的 肖 箱 中 工作 ;, 所 得 的 经 验 与 此 相仿 。， 
假使 把 人 放 进 密室 中 ,使 他 能 习惯 气压 的 措 加 ,这 便 可 以 恋 明 登山 的 
人 能 逐渐 适应 更 大 的 高 度 。 因 此 要 攀登 珠 穆 朗 珊 歧 CAFE OY 
$0} —-FES) 1) ADE SX RR, 

FIERA A PRED Ao Ho AA OE, A A RE 
Ss, Heo Hs BY EAA AOE SE. APE 1875 年 有 两 
个 法 国人 乘 汽 球 升 高 达 6,939 2K, AIBA WAS. 可 知 他 

们 的 死亡 并 不 是 由 于 氧 的 缺乏 。 他 们 口中 都 满 仿 鲜血， 因此 使 多 数 
人 人 相信， 他 们 的 死亡 是 由 于 气压 突然 改变 所 致 。 也 有 大 以 为 他 们 的 ， 

死亡 是 由 于 和 急剧 上 升 ,气体 城 少 ,因而 发 生 窒息 的 稼 故 最 近 有 一 个 
德国 人 乘 着 汽 球 , 坐 在 通风 的 悬 艇 中 ,上 升 到 10,980 米 ; 仍 能 生还 o 

气压 的 变化 ,或 氧 的 缺乏 ,无 疑 是 多 数 山地 病 的 征 候 。 ATA 
病 的 征 候 和 普通 疲乏 的 征 候 极 相 类 似 ， 这 是 值得 注意 的 5 人 们 都 
道 , 过 分 疲劳 能 使 四 肢 无 方 , 甩 搏 加快、 微弱 而 不 规则 , ASTI 

至 叫 吐 ,这 些 都 是 山地 病 的 征 候 。 登 山 须要 作 大 量 的 工作 ,其 工作 量 
之 大 往往 不 为 人 所 明 时 。“ 用 力 ” 和 消耗 氧气 有 连带 的 关系 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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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RWBABZAR. 

KH, 由 于 高 地 氧气 较 少 , 因而 极 易 感觉 疲乏 。 可 是 ,从 前 由 地 居民 以 
为 体力 的 衰退 和 高 度 的 增加 ,大 多 有 一 定 的 规律 ,这 种 意见 已 有 所 改 
变 。 假 使 其 他 条 件 相 同 , 那 未 侣 向 上 升 , 因 上 升 而 发 生 的 效应 伍 微 弱 ， 
-因为 意 往 上 升 ;气压 的 减低 悉 慢 。 因 此 , 逐 级 上 升 ; 每 级 所 需 的 体力 , 瓯 

高 您 少 。 登 山 不 仅 消 耗 体 力 ,而 且 因 为 精神 上 对 于 上 升 危险 的 忧虑 ， 

也 很 伤 身体 。 登 出 除 
Sei FIR, AGE 

I FAR. i SER 

ASCIRICA RR, KE 
反常 ， 使 人 的 抵抗 旋 
大 为 衰退 。 亚 洲 山 地 
居民 在 横越 高 山 时 ， 
往往 咀 嘱 丁香 及 生 
姜 ， 用 以 防止 消化 不 
良 的 危险 。 | 图 56.。 格 利 孙 的 滩 黎 苏 山谷 中 的 冬季 村 落 

郝 本 以 为 在 某 种 高 度 下 (可 能 是 5.000 米 ), 山地 病 的 发 生 是 由 于 
PZ TX PAS GE Se 

际 太 远 。 习 惯 登 山 的 

LA AER FIED, XT 

于 山地 病 不 象 游览 者 
的 困苦 。 在 智利 的 阿 
罕 加 哥 (7;010 米 ) hy 

中 ， 据 一 个 高 山 旅 行 

男 的 报告 ;在 4,900 米 

Dk, RAAB SFB 

ee, BS. EUETOR 
图 57. AIT AMEMS SMe ARETE 1,800 KB 

Ho PRESSANRREKANKE 的 居民 ,上 升 到 3,000 

米 时 , 便 患 出 地 病 。 惠 香 汉 和 他 的 同伴 在 你 博 拉 佐 山 坡 上 升 到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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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时 , 才 患 山地 病 。 而 武 尔 福 及 温 泼 两 人 在 高 达 5960 米 的 可 托 巴 
西山 项, 住宿 一 寡 , 却 才 没有 患 病 。 

对 于 人 类 活 应 高 度 的 能 力 ; 各 家 意见 很 不 相同 。 可 是 人 类 径 对 
一 度 适 应 以 后 ， 便 能 生活 在 高 山上 而 毫 无 所 苦 ， 这 一 千 论 是 很 准 厂 
的 。 从 经 验 上 可 知 高 度 慢 慢 增 加 , 那 未 人 体 对 于 氧 与 气压 的 改变 ;本 
以 有 充分 的 时 间 以 次 适应 ,这 样 ,山地 病 便 可 以 避 驶 。 例 如 从 波 波 加 
AEDES ABE LL TH 5 HR AY ED SS Ze, ATE ZE 4,000—5,000 米 的 高 山上 
工作 二 三 十 年 后 ,身体 似乎 还 是 很 强健 。 又 据 秘 重建 筑 铁路 队 道 工 
人 的 和 经验， 在 拔 海 15;645 只 的 地 方 工 作 数 星期 (也 有 顷 延 长 到 数 月 

的 ), 便 能 适应 当地 的 环境 , 芽 能 充分 发 挥 他 们 的 工作 能 力 。 多 数 居 
民 ， 特 别 是 铁路 工作 人 员 ， 例 如 秘鲁 南部 铁路 沿线 的 工人 ; 生活 在 
14;000 一 15;000 只 的 高 山上 , 却 从 没有 患 过 山地 病 。 另 一 方面 ;经 过 

数 代 以 后 , 物 竞 天 择 , 适 者 便 能 生存 下 去 。 玻 利 维 亚 的 印 地 安 人 生活 
在 8,000—14,000 ae Aca AP a He Shs) , AMF AT AR ok , 可 作证 
明 。 

山地 病 受 人 体 的 构造 、 习 惯 、 用 力 以 及 与 此 相关 的 地 势 、 “UR, 
风 、 天 气 等 的 影响 。 因 此 ， 山地 病 发 现 的 高 度 也 不 相同 。 这 一 点 是 不 
是 为 奇 的 。 

在 高 山上 ， 入 和 高 度 的 关系 的 各 项 问题 中 ， 还 有 日 光 治 疗 的 作 
用 。 疗 养 院 日 光 治疗 室 、 旅 馆 等 都 集中 在 高 山 位 置 适宜 的 地 点 , 日 
IT WBE BE, SEB R( MDL, 人烟 稠密 。 

US LAE AE PE MR, UFR HIB, 
BEMIS HHS, YEAS HBS, LIRR, 
SEs, WEOARLER. EXEC AR BARA 
eM TBNXMRR, MRE, 可 是 天 空 晴朗 , 我 们 从 铁 索 
铁道 登 上 福西 耶 昂 白山 时 , REHEAT, A EE RERI PH. PAT 
谷 所 看 到 的 晴 良 天 空 ,实际 上 就 是 起 。 牧 场 的 气温 很 高 , 穿 大 衣 已 党 

不 佑 服 。 儿 重 们 都 已 从 日 光 治疗 室 及 健康 小 学 中 出 来 ， 只 穿 了 浑 天 
PERE KRAUS | | 

日 光 的 强度 ， 上 文 已 经 讲 过 。 现 在 只 上 比较 山谷 和 高 山 冬 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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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 
MU AIT MEN, EFRREARREA MIS, BF 

EM MSE, EMER eal, PORE AROS, 和 地 理学 
家 没有 关系 。 而 日 光 治 疗 的 价值 ,可 以 从 多 数 疗养 院 、 日 光 治 疗 室 及 
莉 物 研究 所 建 在 高 山上 作为 证 明 。 如 达 服 斯 、 阿 洛 茧 、 利 巴 、 查 塔 拿 
及 罗 得 马 特 等 ， 都 是 世界 闻名 的 疗养 旺 地 。 因 为 日 光 的 刺激 可 以 增 
加 入 体 中 的 征 血 球 , PIERS, WS MS, 强健 和 神经, 增进 心力 ， 
治疗 软骨 病 ,还 可 以 治疗 肺病 。 

六 养 了 通常 位 在 包围 不 严 的 高 山谷 中 。 为 的 是 可 能 获得 最 多 的 
上 日光。 在 高 山上 ,日 出 以 后 , 日 光 便 很 强烈 , 这 是 它 最 显著 的 特性 。 
例如 在 下 斯 庄 当 (〈 南 不 列 题 最 高 的 出 案 ) 更 高 的 山上 , 在 这 一 戏剧 式 
的 光彩 中 ,有 釜 的 日 光 能 使 病人 复原 ;而 那 时 候 偷 教 和 柏林 的 病人 还 
MARE AMES 
不 仅 病人 , 郎 使 健康 的 人 , 在 冬季 为 了 游览 及 接近 日 光 , 也 希望 

SLB. EDK, GAARA RPSL RL T 
圣 厅 利 斯 最 为 著名 。 可 是 昂 白 山 风 景 秀 丽 ， 它 的 重要 性 人 并 不 亚 于 日 

光 , 对 于 人 类 精神 上 的 价值 ,也 不 减 于 体力 的 恢复 。 
”遍地 有 很 多 永久 居民 ， 可 以 供 答 病人 及 游客 的 日 常 必需 品 。 市 
人 镇 位 在 冬季 云层 以 上 。 日 光 ( 尤 其 是 紫外 粮 ) 可 使 高 由 人 口 的 分 布 极 
不 规则 。 
高 面 上 日 光 的 治疗 性 能 ， 略 述 如 下 : 增加 某 数 种 食物 中 的 维 生 

素 甲 ; 增加 放 收 在 高 山 牧 场 的 入 牛乳 里 中 的 石灰 质 及 燃 质 。 帮 牧 在 
(i AFZAL PS ASS RRR MES OIA 
PALMERS, BULBS BERS, AGE AL PARE 
RE 6 IRD WR BED; 使 人 类 的 机 械 的 能 量 增加 ; HIT fa 
僵 病 及 肺病 ;高 山 通常 不 利于 类 菌 的 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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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T ALBA 
We PA ee AA RE HE 

fE BOG LAURIE, 和 附近 平原 几乎 隔 契 的 山地 , 往往 形成 分 立 的 
政治 机 构 , 例 如 市 .县 及 独立 邦 等 。 人 口 移动 频繁 的 山地 便 没有 独立 
状态 的 存在 。 已 经 达到 某 种 程度 的 独立 的 山 国 , 因 山 地 的 孤立 和 便 
FFA, LOB ERR TEMPE A. 例如 我 
但 所 知道 的 瑞士 联邦 中 的 格 利 孙 省 , 便便 独立 很 久 。 坎 塔 比 里 亚 山 
地 中 的 阿 斯 杜 里 亚 人 是 伊比 利 御 岛 上 唯一 不 臣服 于 摩 耳 人 的 民族 。 
土耳其 和 波斯 间 山 地 中 的 庆 尔 斯 信 ， 对 于 任何 一 三 都 没有 联系 。 中 
国平 原 上 和 狐 立 由 地 中 的 居民 也 往往 成 为 和 个 独立 的 状态 。 
西藏 是 至 世界 最 大 的 政治 上 孤立 的 山地 , 拔 海 达 4,600 米 , 建立 

HE HEALY RAE” LE As ATES BS BYTE LL EB TD, SRS TS LS 
VO AE ALT , Ha DESERTS AIS SE, 很 少 有 低 于 5,000 米 的 。 西 藏 高 原 
的 东西 交通 , 比较 南北 交通 便利 些 , 因 之 , 西藏 深 受 中 国 的 政治 和 文 
化 。 现在 英国 人 已 横越 世界 最 险阻 的 山 有 版 而 大 侵 , 西藏 的 政治 已 受 
英国 人 的 操 绝 。 可 是 实际 上 ,西藏 的 命运 和 中 国 的 关系 固然 很 少 ,和 
英国 更 是 风 局 牛 不 相 及 。 将 来 由 于 山地 环境 , 也 许可 以 永远 保持 写 
在 政治 上 的 超然 地 位 D。 
”喜马拉雅 由 有 版 出 宣 高 僚 , WAVER, 岭 道 险阻 , Bvt, KL 

有 极 完整 的 政治 机 构 。 尼 泊 尔 是 印度 土 邦 之 一 2 ,居民 厌恶 外 人 ， 因 
而 人 们 知道 得 很 少 。 尼 泊 尔 深 藏 在 西藏 和 印度 之 问 的 喜马拉雅 山 甩 
FY, SHAH 50,000 平方 哩 ， 人 口 狗 5,000,000 A, "EAT A PERSE 
复杂 ,可 是 因为 自然 环境 一 致 ,所 以 能 够 成 为 统一 的 国家 。 访 国 对 于 

1) WERE OEE aL Fea 
2) Jey AR 758 SC 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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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的 煽 治 , 向 来 很 寻 视 0。 英国 人 最 能 了 解 尼泊尔 人 的 军事 能 力 ， 
因此 已 训 业 了 很 多 廓 尔 喀 斯 人 使 成 为 劲旅 。 不 丹 也 是 介 于 西藏 和 印 
度 间 的 一 个 小 国 , 虽 然 受到 南 部 大 英 帝 国 商业 上 的 压力 ,可 是 仍 能 
维持 长 期 独立 。 克什米尔 是 世界 上 最 动人 的 峡谷 之 一 , SHER 
其 他 大 山谷 两 侧 的 山 比 更 加 雄伟 的 。 

拉 达 殉 现 在 是 克什米尔 的 一 个 县 ; 当 克 什 米尔 在 1834 二 42 年 未 
征服 鼓 地 以 前 , 一 向 是 一 个 孤立 的 山地 政治 单位 。 裔 地 区 位 于 印度 
河 发 源 地 , 是 人 至 世界 最 高 的 居民 区 ， 周 围 山 案 拔 海 35800 米 , ERS 

HEEB, BUS 3,355 米 , 那里 设 有 亚洲 最 高 的 气象 观测 站 。 这 一 了 匆 “ 
napusatodpgyoc5 
不 能 抵抗 克什米尔 契 对 优势 的 侵略 。 
同样 ,在 欧洲 也 有 山 国 。 Sat REP My LB BE POM SII 

近 才 失 去 独立 ,成 为 南斯拉夫 的 一 部 分 。 ARE JE — 7 和 
平原 交错 的 区 域 , 在 第 一 次 欧 战 以 前 , 意大利 的 商业 势力 还 没有 侵 
A, 访 国 不 但 能 抵抗 强大 的 政治 侵略 , 而 且 能 阻止 现代 文化 的 侵入。 
叉 如 山地 共和 国 圣 马 利 诺 自 从 中 世 思 时 代 以 来 一 直 是 独立 的 。 几 多 
拉 深 居 山 从 中 , 鼓 小 国 的 每 一 家 庭 , 都 以 抵抗 绰 邻 的 侵略 和 和 维持 独立 
教训 他 们 的 子女 。 

瑞士 联邦 也 是 山地 的 产物 。 现在 天 部 分 人 口 虽然 集中 在 平原 上 ， 
可 是 平原 北部 的 侏 罗 山地 中 人 口 也 不 少 。 瑞 士 联邦 最 初 兴起 在 四 个 
山地 森林 县 份 的 山谷 中 ， 是 为 了 反对 哈 布 斯 堡 王朝 的 暴政 而 联合 起 
来 的 。 格 林 孙 省 具有 明确 的 自然 疆界 ,这 便 培养 了 他 们 的 自由 精神 ， 
并 且 建立 了 联邦 农民 共和 国 。 在 这 一 个 小 国 中 ， 因 自然 形势 从 为 三 
区 。 其 间 便 有 一 个 时 期 和 瑞士 联邦 成 立 同 盟 。 到 1815 AREA 

订立 以 后 , 才 成 为 瑞士 的 主要 部 分 。 亚 奔 齐 尔 是 一 个 游 政 共和 国 , 从 
1400 年 开始 独立 ，1452 年 和 瑞士 各 县 成 立 同盟 ， a 1513 年 始 加 和 
瑞士 联邦 。 

奥 国 山 地 各 省 ,在 文化 上 各 不 相同 ,现在 各 省 在 国内 的 地 位 也 各 

5 中 国 和 尼泊尔 的 邦交 向 来 是 很 亲善 的 ,中 尼 的 胁 史 可 及 作证 一 一 取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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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相同 。 胡 享 塔 偷 山 有 版 使 阵 尔 斯 堡 和 卡 偷 地 亚 两 省 隔离 。 这 两 省 六 

2 ABS, 以致 都 可 以 和 提 罗 和 尔 交 通 而 不 能 互相 往来。 从 第 一 次 
世界 大 战 以 后 , 奥 国 战败 , 复 拉 尔 堡 便 发 生 独 立 运 动 。 

面 区 的 自然 状态 是 由 于 交通 不 便 气候 悬殊 、 册 地 和 条 原纸 济 状 
驶 的 不 同等 的 季 故 。 山 地 的 资源 较 平原 为 少 ,因此 ,山地 居民 往往 受 
平原 居民 的 获 治 。 例 如 罗马 人 在 奥 古 斯 多 时 代 征 服 昂 白 山地 的 居民 ， 
日 示人 控制 它 本 国 山 地 的 居民 。 这 两 个 例子 在 时 间 和 空间 上 都 相差 
(Rt, 却 如 出 二 辐 。 可 是 彻底 征服 山地 居民 ， 芝 至 消灭 他 们 的 文化 ， 
是 不 很 值得 的 。 

WR ”山地 对 于 政治 历史 的 影响 ,随时 代 而 不 同 。 可 是 大 体 上 ， 
而 地 在 支配 人 类 的 定居 、 民 族 的 进步 以 及 人 类 政治 组 积 各 方面 , 它 的 
重要 性 仅 赤 于 海洋 。 山地 是 固定 不 变 的 自然 因素 , 同时 可 以 作为 保 
护 一 个 民族 工 抵 抗 另 一 民族 的 壁 盆 。 拉 齐 民 族 是 高 加 索 大 站 的 守卫 
者 ,从 前 抵抗 草原 民族 的 骑兵 ,很 有 功 和 续 。 我 们 现在 对 于 访 民 族 知道 
得 很 少 , 可 是 在 上 十 史上 ,上 比 它 重要 的 民族 还 不 多 见 。 在 今天 固然 已 
狂 有 现代 化 的 交通 和 运 壤 、 电话 和 除 道 , 在 某 数 处 已 经 评 穿 大 山 有 版 ， 
可 是 我 们 仍 有 重要 的 山 界 。 意大利 假使 次 有 易 白 由 , 我 们 便 不 能 起 
象 它 将 是 怎样 的 情形 。 | 

BRUNT BO SEL, RN ea LU ROE , BS BSE AOE 
间 的 比 利 尼斯 由 有 版 。 以 昂 白 由 为 界 的 国家 , 数目 在 五 个 以 上 。 而 德 
国 南 才 高 原 的 山 版 便 以 巴 威 易 白 山 、 波 希 米 亚 森 林 、 安 欧 厄 山 及 苏 台 
德 出 构成 , EER So AaB, PARE SL a oe 
的 南面 ,环抱 接 克 的 东北 面 。 山 有 版 往往 成 为 强 有 力 的 军事 要 塞 , 写 的 
原因 ;一 方面 由 于 山 有 版 的 高 大 ;而 尤其 重要 的 是 山 且 只 能 普 由 岭 道 向 
交通 。 地 势 的 性 质 当 然 也 是 一 个 重要 的 因素 。 一 个 高 度 不 大 的 悬崖 ， 
EMSRS IR MES ALUN. 有 森林 的 山地 , 它 构 成 辟 
侄 的 价值 更 大 ,下 波 希 米 亚 便 足 证 明 。 
Ait ELS URW AM FRM RHR 

4: Se OE FB A eH RSL, BRIERE BAR 
石壁 ,因而 出版 的 任何 部 分 都 可 以 作为 政治 上 的 界限 ,可 是 写 的 室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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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分 水 岭 ) 对 于 厄瓜多尔 、 玻 利 维 亚 及 秘鲁 似乎 没有 大 的 影响 。 饥 、 
FAR LARD eS Be AR ANH A AIL, 可 是 它 不 能 隔离 耶 马 克 大 和 哥 茧 克 
人 。 政治 野心 和 合十 俭 望 往往 鼓励 各 民族 迈 越 尝 山 和 赚 岭 。 

在 南斯拉夫 的 斯 洛 芬 尼 亚 和 奥 国 的 卡 偷 地 亚 之 间 是 喀 拉 汪 肯 山 : 
有 版 。 芯 山 是 一 艰险 万 状 的 昂 白 山系 ,其 间 仅 有 险阻 的 孔道 一 处 ,现在 ， 
已 成 为 世界 上 最 长 的 除 省 之 一 , 有 铁路 和 附近 平原 相连 禾 。 RAL 
端 是 克拉 根 福 盆地 , ach Fp) BA Ly WR Ye (斯 洛 芬 尼 亚 坡 ) 的 不 
同 。 实 际 上 , 斯 治 芬 人 占有 盆地 的 南部 , 假使 举行 公民 投票 , 选民 可 
以 任意 决定 他 们 的 政治 疆界 在 斯 洛 芬 人 居 处 以 北 ,或 丛 地 以 北 ;或 盆 
地 以 南 。 1920 年 10 A HAE SF ARR AR, RETA 
国 。 喀 拉 汪 上 青山 有 版 对 于 斯 洛 芬 人 的 扩张 并 没有 多 大 阻碍 8 BOS 
面 , UMRAO SE A, 在 经 济 上 原意 和 灸 国联 合 , 部 分 地 或 者 是 “ 
aa i sialon Ginn HY fe PY te See RE 的 
重要 性 。 

我 们 现在 将 大 家 熟知 的 山 界 , 赂 加 研究 ,来 看 看 山 版 的 举 绥 是 否 
可 以 永远 作为 界线 ?分 水 岭 是 否 可 以 作为 界线 ? 

比 利 尼斯 山 有 版 是 一 向 和 当 作 以 分 水 岭 为 国界 的 例子 。 可 是 比 利 ， 
EM ULEB USE, 分 水 岭 并 不 和 主要 山 崇 线 完 双重 合 。 政治 界 
线 和 分 水 岭 不 相符 合 的 实例 很 多 。 举 其 最 著称 的 如 : 加 龙 和 黄河 上 游 
的 阿兰 谷 , 雯 谷 属 西班牙 。 由 南方 来 ,只 有 一 条 岭 道 可 达 ; TERA 
和 法 国 间 的 交通 只 “是 微不足道 的 习惯 上 的 隐 碍 。 西 加 利 河 是 西 班 下 
爱 勃 洛 河 的 支流 ,发 源 在 深信 法 国 的 塞 达 负 高原。， 

通常 我 们 可 以 观 定 一 个 山谷 作为 一 个 政治 单位 , 可 是 由 于 地 貌 
的 演进 ,河流 往往 流 经 数 条 山 有 版 。 例 如 发 源 于 瑞士 的 印 河 ; 的 上 游 
在 恩 加 丁 谷 中 ,可 是 中 游 构 成 奥 国 西部 的 中 央 谷 地 ,下 游 流 轻 巴 威 平 
原 。 

分 水 岭 成 为 政治 疆界 的 问题 以 瑞士 的 柏 尼 及 发 累 两 县 红 界 的 等 
执 最 为 剧烈 。 柏 尼 县 要 求 按照 国际 法 的 饭 定 原则 ,以 分 水 岭 为 界 ; 可 
是 发 累 县 则 认为 疆界 应 当 以 国民 的 财产 权 为 范围 。 柏 尼 县 尺 认 为 这 
种 财产 权 和 主权 相抵 触 。 这 是 两 种 地 理 原则 的 冲突 , 似乎 以 前 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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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较为 坚强 ， 因 为 分 水 内 和 才 是 合理 的 防御 界线 。 后 者 认为 经 济 重 . 
于 政治 ， 这 是 因为 它 需 要 收场 以 平生 的 产业 , 因而 想 超越 分 水 岭 而 
获得 较 广 的 收场 地 区 。. 在 山地 
中 上 述 情形 是 很 普通 的 。 图 58 
恒 说 明 安 多 拉 区 的 这 种 事实 。 

一 般 都 以 山 版 作为 好 的 界 
线 , 可 是 还 有 另外 一 种 例外 。 吓 
URE REPT EL, HLA 
SSE BO MI AR BP Ae FR 
$e, ERM Fla 
REZEMBSIMELLL. 58, 安 多 拉 的 疆界 
ABI DR Ale AE, BARI GE Rib Aes BB EERIE Hl Dba FA A=) 

防御 问题 开始 重要 ,这 二 者 的 平衡 便 可 决定 界线 的 所 在 。 现在 柏 尼 
及 发 票 两 县 没有 战 等 的 危险 , 可 是 法 \ 西 之 间 , 或 奥 、 意 之 间 便 不 同 。 
各 国 宪 划 原意 承认 高 山居 民 经 许 上 的 需要 和 要 求 呢 ? CEERI 
线 作为 军事 的 界线 ? 

高 由 居 民 的 处 
卉 也 有 加 以 仁 述 的 

价值 。 出 民 的 第 活 

Fi PUR Flee FE 

Ly 4) PY BU te FH SE 

(VY), FRAPPR ZF 跨 

FGF” 

当 我 们 从 横 岭 

进 夫 出 便 ， 逐 潭 接 

ARAB Grey 
fe DEAT Dk Je aS 

图 59. ERA RTL ae It) 时 ,离开 平原 ， 
Ib PAIRS Abd, Hla. BERK, 横越 山谷 ， “Ee AB Fy 

景象 代购 有 显然 的 不 同 。 谷 中 的 居民 ,虽然 住 在 山地 中 ;实际 上 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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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之 为 出 民 。 因为 他 们 的 主要 农业 利 金 在 山谷 ,其 姑 在 横 崔 市 钱 在 商 
业 上 大 都 局 于 平原 OT 
hy ae DAH ey 
地 作为 附属 地 区 。 
再 向 山谷 深 

和 及， 当地 居民 的 经 
Ut Fil aE SE BE Lk 
BS, 农业 次 之 。 农 
WER RHE ACA 

A, EMREAK 

种 植 当地 居民 需要 图 60. 安 多 拉 的 伐木 者 
以 外 的 五 谷 。 大 部 他 俏 在 森林 带 的 边缘 进 早 乡 , 井 准备 滚 木 大 和 谷 。 。 

分 农田 用 以 栽种 干草 , 供 冬 季 牛 羊 食 用 。 因此 那 种 社会 的 经 济 基 础 
Mev te PER PEED BAKES, 都 放牧 在 森林 线 
以 上 的 高 山下 场 , 因 之 高 山 牧 场 的 所 有 权 , 在 经 济 二 很 是 重要 。 高 出 
居民 的 目光 ;就 经 济 而 论 , 向 上 看 而 不 向 下 看 。 这 是 居民 和 谷底 居民 
不 同 的 地 方 。 WA, PAWN OES, 宣 顶 不 很 显 
著 ;, 有 的 成 为 贺 丘 状 , 这 些 山地 的 外 貌 双 如 高 原 ， si yi 
平坦 而 广 阅 。 
Sh AS A AL RE CRRA ERE 

谷 两 边 的 居民 对 于 牧场 同样 重要 。 AER. PK OS 
对 称 , 例 如 发 累 , 一 个 村 落 所 利用 的 牧场 距离 耳塞 条 很 远 ， 或 者 它 所 国 
控制 的 牧场 ,在 政治 范围 以 外 ,这 种 情形 也 很 普通 。 两 个 由 玻 的 居民 
共同 经 营 高 山 牧 场 ,因此 使 他 们 互相 联系 。 这 里 有 高 了 文化 , 轻 济 水 
准 也 高 ,他们 的 文化 从 山顶 向 下 传播 ,到 山谷 中 才 和 平原 的 交 化 相交 
流 。 山 有 版 上 部 两 坡 的 妇 化 彼此 相同 ,我 们 称 之 为 “ 跨 界 交 从 ”, 因而 
们 称 这 种 经 济 和 政治 倾向 的 人 民 为 “ 跨 界 人 民 ”。 承 认 " 跨 界 经 济 3 
意味 着 低估 以 山 有 版 为 强 界 的 重要 性 。 比 利 尼 斯 目 便 是 一 企 极 好 的 例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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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比 利 尼斯 山 的 “ 跨 界 经 济 ” 。 比 利 尼斯 山 有 版 界 于 法 国 和 西 班 
FZ, ERD TKICH ARR ALTAR ABR A, ES LR 
pub UPA RE AIBA KSA EE. EE A Hs 
SBE MHA. BBE RBS Be RS, Aro 
REGGE ERS. WT RRM 4E SEK BSA, Bi 
RAM EMUR EMEA, PBR A RAL 
he. 过 去 情形 固然 如 此 , 即使 今天 , RIPE 
带 ; 而 不 是 两 种 文化 和 政府 间 的 严格 界线 。 妇 化 也 生 跨 山 有 版 的 两 边 ， 
东部 的 卡 塔 苦 人 散布 在 山 有 版 的 两 边 ;, 西 部 的 巴 斯 克 人 也 是 这 样 。 比 利 
尼斯 出 有 版 中 部 的 法 骆 员 那 斯 所 说 的 方言 ,西班牙 山地 居民 也 能 懂得 。 

可 是 这 一 过 渡 地 带 ( 比 利 尼 斯 山 有 版 ) 和 两 边 平原 上 的 情形 便 相 差 
很 大 。 因 而 山地 居民 都 有 分 离 的 倾向 。 这 山 有 版 中 的 居民 , 三 百年 来 
一 向 不 懂得 什么 是 联盟 , 这 使 我 们 想起 了 瑞士 的 历史 。 该 山地 的 居 
民 , 漠 视 法 国 或 西班牙 的 国策 , 永远 保持 它 本 身 的 所 谓 “ 国 家 ”、 公 共 
法 律 及 某 种 政治 意 藏 。 高 阶 航 地 上 的 牧场 ， 因 为 利 丛 相同， 便 成 立 
联盟 。 假 使 出 滨 线 成 为 锯齿 状 , 那 未 这 上 所谓 “国家 ” 悉 怕 也 不 能 存在 。 
昌 版 两 边 了 山坡 上 的 市 区 , 们 的 商业 和 入 会 关系 ,比较 和 它们 本 国平 
MMAR HSH, 只 是 语言 上 不 相同 。 这 些 区 间 所 订 的 条 狗 很 
| & BRAN traités de lies et de passeries, 其 中 包括 放牧 、 伐 本 、 用 水 及 商 

业 等 权利 。 对 于 资源 的 权利 及 商业 的 利 丛 实行 互惠 , 无 需 经 过 本 国 
政府 认可 , 即使 在 两 国 交战 期 间 , 仍 能 悉 绪 有 效 。 例如 当 1348 年 英 
国 和 阿拉 国 发 生 战 等 时 , 班 耶 斯 ( 属 法 国 ) 及 比尔 蔷 〈 属 西班牙 ) 158 
其 保 持 友 好 关系 。 英 法 百年 战 竺 时 , 奥 苏 、 阿 斯 滩 及 巴 勤 脱 斯 都 保持 
中 立 。 法 属 巴 勤 腊 斯 谷地 的 居民 仍 照 例 在 每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付 和 给 他 个 
的 邻居 龙 喀 尔 谷 中 的 西班牙 人 三 匹 慈 竺 作为 租税 。 在 租税 泛 去 以 后 ， 
便 赵 察 他 何 公 有 的 牧场 , 井 且 举 行 宴会 。 西 班 牙 王 位 继承 战 等 期 间 ， 
不 问 国 王 的 意向 如 何 , 游牧 商业 关系 仍 和 继续 维持 。 现在 山地 中 共和 
的 倾向 已 经 成 熟 ,各 区 间 已 达成 协 凰 。 

慨 多 拉 政 府 在 历史 上 也 是 这 种 运动 的 一 个 例子 。 立 区 仅 有 村 落 
RH. EMR HRT BARRA. E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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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版 中 的 地 位 , 很 难 决 定 它 应 属于 西班牙 ; 还 是 法 国 。 而 且 在 圭 建 时 
代 , 各 邦 的 利 丛 往往 逼 及 山 且 公 部 ,例如 和 福克斯、 卡 塔 隆 尼 亚 及 那 伐 “ 
EAM RAD LOH, LEHR REAR 
Ss Fe) ast a Be Bl 9 1 ARH, TE A ES OR, 
EDEL WIA (pareage). JRL, — AND HY Bh EF’ E AOS 
双方 都 不 能 得 到 实惠 。 现在 的 独立 也 是 公共 采 地 递 变 而 来 , OG 
一 种 居中 位 置 的 产物 。 

高 出 的 区 域 主义 : HER 。 “ 跨 界 经 济 ” 是 一 种 三 地 的 地 域 观 
念 , 宛 的 存在 并 不 足 合 人 惊 展 ,可 惊 层 的 是 它们 的 位 置 在 政治 上 很 少 ， 
为 人 所 承认 , 尤其 是 它们 的 位 置 是 如 此 明确 。 非洲 中 部 的 划 力 马 杞 
SUE, AB kb fil AASB LN BE , 便 是 小 规模 的 灌 浙 田园 ;到 1,800 
米 以 上 的 开关 地 区 则 是 游牧 区 。 亚洲 中 部 的 居民 实行 三 屋 农 作 制 ， 
草原 上 散布 游牧 民族 , 山 篮 区 有 河流 灌 新 , 故 从 事 农 业 , 人 日 最 密 , 偶 ， 
尔 有 城市 ,有 的 是 商业 中 心 ,有 的 是 工业 中 心 。 BF Ub, WK 
畜 的 人 定居 的 地 方 ,生活 艰苦 。 

- 轻 济 带 的 分 布 ,在 西藏 和 甘肃 西部 交界 的 地 方 很 是 明显 。3;000 
米 以 下 的 居民 大 部 分 从 事 农业 , 3,000 米 以 上 的 从 事 牧 畜 。 西 藏 因为 

天 然 物产 随 高 度 而 不 同 , 所 以 不 常 以 山 有 版 或 河流 做 疆界 。 | AR BE 
1904 年 经 不 丹 到 西藏 时 ;发 现 两 国 的 强 界 位 在 西藏 人 所 称 的 “高 原 
森林 和 低 原 森林 ”的 交界 处 :松林 属 西 藏 , PPR ART, x Se EEL 
11,500 只 的 等 高 线 作为 界线 。 他 谣 这 是 实用 上 最 好 的 界线 ， 因 为 西 
藏 人 需要 较 高 的 山地 放牧 他 们 的 得 牛 及 绵羊 ， 不 丹 人 人 对手 竹 的 用 涂 
很 大 。 这 种 疆界 实在 是 西方 人 所 不 易 了 解 的 ， 因 为 他 们 获 以 为 国 措 
必须 沿 高 峻 的 山 有 版 、 便 于 守 御 , 代 且 可 以 给 制 地 图 的 地 方才 对 。 

提 罗 尔 是 政治 区 域 的 名 称 ， 写 的 范围 包括 巴 威 易 白 由 脾 和 意 负 ， 
昂 白 山 问 的 勃 偷 册 区域 在 内 ,可 是 实际 上 , 奥 国 提 罗 尔 省 可 分 为 三 个 
HEE ot, ALAR BS i, EAI A 这 旺 岩 是 
印 河 河 谷 的 北 界 。 本 区 是 一 个 农业 区 , 印 河 河谷 以 农业 工业 及 商业 
为 其 特色 。 印 河谷 的 南 坡 才 有 芙 正 的 提 罗 尔 式 的 深谷 高 屯 的 农业 。 
齐 勒 塔 尔 居民 的 生活 是 其 正 提 罗 尔 人 生活 的 代表 。 北 部 的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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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等 高 线 平 行 。 提 肌 和 尔 的 农业 以 高 山 支 谷 为 其 特色 。 这 种 农业 方式 
GME (ALES PEA), 扩展 到 山 塞 背后 的 巴 
AI (EERE) 深谷 中 。 鼓 地 居民 的 生活 也 是 美 正 提 罗 尔 式 ， 
和 章 勤 特 尔 相 似 。 高 山 牧 场 是 山地 两 倒 居 民 的 财产 , 至 于 位 置 较 低 
Mee, BASE, EEA. BRAS RACED 
iE SR) ARR, WPA BRAGS, A PRE 
OE ES SHH ATLA A. Tea eR 
ALS, MARA ABB ES ETH CE 

对 日耳曼 条 狗 不 承认 南 提 罗 尔 是 提 罗 尔 合十 的 一 部 分 ， 这 是 芒 
条 狗 申 不 公平 的 一 点 。 意大利 人 因 不 启 和 奥 国 间 历 史上 的 旧 恨 , 希 
刻 在 世界 天 战 后 获得 一 条 军事 疆界 包括 昂 白 古 南 坡 的 奥 国 便士 在 
A, RRO RRO RUMANIA, ARR ARS 
理 的 疆界 ， 闪 而 支持 意 天 利 的 要 求 ， 可 是 后 来 对 于 这 项 决定 很 是 后 
悔 。 第 一 次 世界 大 战 以 后 ， 南 提 罗 尔 便 成 为 意大利 所 属 的 特 毯 提 
诺 。 实 旭 这 种 措施 , 从 种 族 及 文化 观点 来 看 ,很 不 公 万 。 提 罗 尔 人 决 
不 承认 意 天 利 新 的 军事 疆界 是 一 个 合理 的 要 求 。 意 大 利 的 要 求 ， 我 
合 役 使 仅 从 军事 上 的 需要 来 看 ,似乎 也 很 有 理由 ,可 是 意大利 并 不 占 
有 和 瑞士 交界 的 奉 线 。 瑞 士 实际 是 一 个 中 立国 。 意 大 利 倒 确 乎 占有 
和 法 国 交界 处 的 耳 奉 缕 , 并 且 由 于 法 国 国王 的 思春 ,扩张 它 的 绪 界 到 
BUS, 在 军事 上 得 以 控制 勃 洛 芬 阵 尔 大 谷 。 AURA 
例 要 求 以 奉 线 为 疆界 。 

和 提 国 的 南 提 罗 尔 仿 天 已 成 为 意大利 的 特 悉 提 详 。 日 耳 曼 医 的 民 
将 鹤 绚 妃 收 变 季 们 原来 的 习惯 以 适应 意大利 的 体系 。 提 罗 尔 人 和 被 扎 
服 县 役 , 和 便 榈 的 同胞 作战 。 酒 店 中 在 宴会 时 禁止 唱 日 耳 曼 歌 曲 。 

Cs 达尔 马 提 亚 易 白 山 的 重要 性 地 理 原 则 的 互相 冲突 ， 以 达尔 
已 提 亚 易 自 出所 遇 到 的 问题 为 最 好 的 例子 。 访 山 版 从 伊 思 特 里 安 守 
BDRM ARP BA, 和 构 成 一 个 大 致 连 乱 的 障壁 。 BARS IRIE 
Bee CARE AE SR, SARS TR, 
向 南斯拉夫 内 地 延展 的 山坡 比较 平坦 ， GE PO HIZB A ee — Be, 
那 未 问题 或 许可 以 简单 些 , 可 惜 从 富 床 的 萨 无 谷 到 高 山 之 间 , 情 况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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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复杂 。 -本 

达尔 马 提 亚 山 版 使 海湾 和 内 陆 隔 离 ,而 形成 一 海滨 区 域 , 的 居 

民 和 内 陵 的 各 种 民族 都 不 相同 。 沿 海 的 达尔 马 提 亚 人 民 和 内 地 的 卡 
尼 兰 人 、 斯 洛 芬 人 及 波斯 尼 亚 人 不 同 。 在 达尔 马 提 亚 的 十 代 交 化 中 
有 威 尼 西 亚 人 的 因素 ， 因 此 达尔 马 提 亚 人 在 商业 上 通常 都 能 用 意 大 
利 语 。 

这 一 个 沿海 区 域 ,无 花 在 政治 上 及 商业 上 ,都 和 南斯拉夫 内 陆 形 
成 一 体 。 当 地 居民 的 民族 精神 很 强 ， 他 们 都 自 认 是 南斯拉夫 人 而 不 
是 意大利 人 。 在 这 里 一 条 地 理 原则 双重 复出 现 , 那 便 是 : 富 谭 的 内 地 
往往 想 扩 张 它 的 俩 土 去 囊括 沿海 区 域 。 这 一 原则 的 应 用 促使 内 地 居 
民 超 越 册 地。 第 一 次 世界 大 战 以 前 , 萨 无 谷 和 亚 得 利 亚 海 间 的 交通 : 
RARE BMWA, BRB BT EAA, a AMI 
FF EAA RS, HBL BLA SRR BE 
斯 不 利 脱 , 另 有 一 条 通 到 多 不 洛 尼克 附近 。 

在 本 区 内 还 有 一 条 索 次 要 的 地 理 原 旭 , 邹 内 海 和 守 饥 相似; 在 政 
治 上 商业 上 及 文化 上 都 趋向 于 服从 统治 势力 。 古代 的 罗 马 占领 亚 
得 利 亚 海 两 岸 , 便 是 这 个 原则 。 后 来 威 尼斯 人 也 仿效 它 。 现 在 ;, 意 大 
利 也 想 这 洋 做 ;, 泡 已 在 达尔 马 提 亚 海岸 占 俩 据点 数 处 ; 例如 章 姆 (不 
重要 的 苏 撤 克 除外 ) .撒拉 城 及 数 小 岛 。 意大利 更 向 南 发 展 ， x | 
JRE JE ba FOR BF ERPS : 

ACAI ES UR a, 它 的 目的 在 于 移民 gwen 
马 提 亚 易 白 山 , 双 假使 没有 山地 平原 和 亚 得 利 亚 海 相 连 , 那 未 宅 对 于 
ELAR FPA ALA EMA, RARE, 内 地 居民 企图 吉 癸 海滨 的 俭 户 
通常 比较 它 糙 一 内 陆 的 签 望 为 强烈 。 这 里 所 以 相反 ， 是 由 于 达尔 马 
提 亚 易 白 山 的 影响 。 

山 有 版 对 于 政治 、 文 化 及 商业 的 影响 ， KF RACE ELBE, 
Uj ELEC DRINS 4 TA < AC IPE  L  e 
LB SCHL I ANS STARA ARTA | 

山地 居民 的 政治 哲学 = AOR, Did eR 
政治 态度 的 研究 为 最 多 。 可 是 大 多 数 的 氏 述 都 太 东 狐 而 不 实在 。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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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居民 的 玻 沿 特 点, 虽然 也 许 空 泛 些 ; 可 是 值得 研究 。 BOIL, PR 
尔 ` 乒 洛 及 其 他 学 者 都 坚持 国家 和 士 地 间 的 嫂 镇 。 在 山地 中 ,阶级 地 
的 天 本 、 地 殊 的 性 质 及 地 势 起 伏 的 程度 ,对 于 经 济 和 政治 的 决定 都 是 
同等 重要 的 。 那 未 山地 固有 的 特性 能 不 能 影响 山 民 的 政治 理想 呢 ? 
据 我 们 所 知 ， 土 壤 、 面 积 及 气候 等 使 丹麦 政府 具有 乳酪 合作 和 社 的 性 
里 。 在 中 十 时代, 同样 这 些 特 性 , 再 加 上 另外 的 特性 , 使 丹麦 成 为 海 
RwER, REM ass LEAT EMBERS, ANNA 
ZRW ERAGE, HbR tht WE EN RE 

而 地 生活 的 万 分 艰难 和 困苦 , 实 能 激发 山 民 的 能 力 。 我 们 发 现 
硬 民 很 有 自信 关 , 资 产 也 富足 ,而 且 粗 健 和 勇敢 。 目 地 双 能 改变 人 类 的 
气 详 ,如 而 民 上 下 跋涉 的 劳苦 、 人 饮食 的 简陋 ,经常 为 生存 而 竞 等 , 凡 此 
都 使 他 人 具有 特殊 的 性 格 。 山 民 往往 具有 受 自 由 和 其 他 美德 , 毫 不 
厌 受 拘束 。 我 们 发 现 瑞 士 人 不 但 具有 政治 上 和 宗教 上 的 自由 ， 而 且 
具有 上 众 那 里 演 伸 而 来 的 各 种 特性 。 任 何人 (不 花农 民 或 工人 ) 都 能 自 
Ye. ABA, TRF. WRT RRL 
中 有 权利 也 有 义务 。 山 民 不 仅 具有 可 赞美 的 个 人 主义 、 和 勇敢 及 节俭 ， 
同时 也 必须 对 他 全 的 孤立 付出 代价 。 山 地 的 孤立 不 仅 阻 碍 向 外 发 展 ; 
或 疝 内 侵略 ,而 且 人 阻碍 思想 的 进步 , 代 使 发 明 更 加 困难 。 

而 地 居民 的 个 人 主义 ， 自 十 以 来 已 成 为 普通 的 天 性 。 这 也 着 不 
是 没有 理 册 的。 阿 帕 拉 契 山 且 南 部 性 好 年 草 的 居民 ， 他 们 毫 不 掩 节 
他 个 的 个 人 主义 ,可 作证 明 。 各 个 宗族 分 别 居 住 在 各 由 谷 间 ,山谷 使 
居民 自 相 婚配 ,因此 由 于 山谷 的 空间 上 的 分 离 , 居 民 的 血 匡 关系 也 琶 
远 了 。 这 便 是 等 质 的 祸根 。 可 是 现在 还 没有 一 种 组 积 可 以 消除 巴尔 
FH URSHAMIILKA. PRES BKB MGT 
[Lp dt SEL: Se > A BS IGE, ES LO 5K PEASE, th 
BSH, UES aE RSA. HBA 
碍 文化 的 进步 .社会 及 政治 的 入 一 。 | 
BA, 高 山居 民 的 自由 是 团体 性 的 而 不 是 个 人 自由 。 实际 

上 ;天 冰川 谷地 的 长 廊 的 特色 、 高 山 牧 场 开 辟 的 社会 性 里 、 伙 难 的 共 
. 同 危 害 以 及 财产 权 的 垂直 分 布 等 使 各 山谷 中 的 居民 以 共和 或 社会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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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具有 不 可 分 性 ,所 以 成 为 财产 民有。 山坡 的 森林 也 是 下 共 的 利 丛 ， 

用 社会 公休 的 力量 植树 \ 筑 墙 以 防雪 骨 。 公共 交通 的 道路 ， 稚 耳 诬 、 
沉积 物 及 雪 骨 所 毁 , 都 须 以 公共 力量 修复 它 。 EULA 
味 着 对 于 交通 、 地 面 侵 鲁 及 土壤 侵 鲁 等 的 控制 有 着 公 盘 的 规划 s 梯 ” 
田 的 灌 新 意味 着 建筑 渠道 、 公 共 规 定 输 水 的 分 配 。 由 入 或 一 地 委 入” 
驱 牛 羊 到 公共 牧场 ， 也 能 增进 居民 间 的 合作 。 BEA Ee 
HE He Pil EAE AY 
总 之 ;山地 居民 根据 公共 利 丛 以 防止 炎 难 及 利用 资源 ,于 是 有 政 

治 及 和 社会 的 笃 体 组 积 。 各 区 公共 的 利 丛 及 资源 的 开发 ,都 是 促成 居 、 
民 合 驮 的 自然 力量 。 经 济 上 的 居民 单位 是 政治 租 积 的 基础 。 就 社会 。 
学 观点 而 论 , 山地 代 没 有 政治 疆界 ,只 有 时 常 变动 的 界线 。 这 种 论述 ” 
就 平原 而 言 ,固然 相当 正确 ,可 是 对 于 山区 便 不 很 适合 。 
任何 区 域 , 它 的 自然 界限 明确 的 ,大 致 都 能 发 生 一 种 团体 观念 及 

区 域 性 的 文化 。 
然而 在 山地 中 也 有 这 一 谷 的 个 人 主义 抗拒 另 一 谷 的 。 BKM 

何以 能 象 瑞 士 那样 联合 市 县 而 成 联邦 呢 ? 假使 我 们 记 住 各 古谷 的 翅 
射 状态 以 及 们 向 各 国 的 平原 开展 的 情形 ， 那 未 对 于 这 一 点 恒 很 难 
理解 。 负 地 的 联合 天 部 分 并 不 是 由 于 共同 的 商业 、 资 源 及 物产 的 交 
换 , 而 是 由 于 共同 的 经 济 问 题 。 一 个 山谷 的 联合 政府 具有 共同 的 经 
济 及 政治 问题 ， 上 比较 没有 共同 感情 的 平原 人 民 所 和 组 和 的 政府 要 合理 
些 。 从 他 们 外 部 的 关系 看 来 ,山地 的 团体 为 各 自 独立 的 由 民 所 粗 积 。 
各 山谷 联合 而 成 为 一 个 国家 ， 是 由 于 单纯 的 经 济 目的 肥 保 护 上 的 需 
要 。 所 值得 注意 的 ,在 瑞士 区 的 成 立 先 于 县 ， 和 联邦 的 组 
熏 是 区 和 县 自治 的 保护 。 

ship o-F30 UPR, Ree te a 
也 发 生 影响 。 山 民 秘 分 成 多 数 小 型 团体 , APS RR 
MET FR. yh ASE fn BSE FE, A A AB, "EK 
ASCARI WU AER PR LR, BOAR RE 
体 的 倾向 更 强烈 。 山地 可 以 授 给 平原 很 多 自由 的 理 葵 ,可 是 出 地 本 
身 由 于 利 丛 的 分 歧 , 在 国际 上 从 不 能 成 为 推动 的 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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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章 “山地 生活 的 特色 

任何 纺 度 和 任何 气候 区 域内 ,都 有 山地 。 定 的 所 在 地 的 文化 ,可 
以 从 最 幼稚 的 文化 到 最 高 等 的 文化 ， 因 而 要 对 出 民 的 社会 性 质 作 一 
妆 括 的 伍 述 ,是 不 可 能 的 。 可 是 为 了 使 本 书 有 一 个 结束 ,对 于 古 民 所 。 
特有 的 和 社会 问题 的 型 式 似乎 不 能 不 加 以 敏 述 。 大 概 悦 来 ， 可 以 称 为 
Zo FLL RSE A AE ABATE; 随 区 域 主义 而 来 的 保守 主 ; 
义 , 随 低下 的 生活 程度 而 来 的 节 狗 ,以 及 和 过 分 辛劳 而 俱 来 的 勤奋 。 

山地 的 保守 主义 : 阿 帕 拉 眉 山 豚 “生物 学 十 有 一 条 定律 : 企 何 
镍 立 而 不 受 新 环境 影响 ,也 不 和 外 来 品种 交配 的 生物 , 的 变 要 不 及 
生长 在 变动 的 环境 中 并 和 痢 种 交配 的 同一 种 生物 的 变 轨 大。 同样 , 
孤立 山地 的 习惯 和 风俗 , 因 资 源 和 贫乏 ,外 界 刺激 也 少 , 因而 天 都 倾向 
于 固定 不 变 。 山 地 生活 都 保守 不 变 。 法 属 比 利 尼 斯 山 有 版 、 易 自 山 有 版 
及 中 部 山地 的 高 原 对 于 法 国 的 文化 毫 无 直接 的 资 献 。 美 国 的 阿 帕 拉 ， 
契 山 版 、 奥 茶 克 山 、 科 的 勤 拉 西 部 各 山区 , 对 于 美国 人 的 文化 也 没 丰 
进步 的 贡献。 印度 山地 的 保守 性 到 趋 于 极端 时 ， 是 以 支配 公社 会 前 
ih, 克什米尔 虽然 已 成 为 不 烈 邓 帝 国 的 二 部 分 2， 可 是 它 的 旧 观 
念 仍 很 芝 烈 ， 排 斥 新 事物 的 风气 也 很 盛 。 研 究 克 什 米尔 历史 的 权威 
学 者 斯 坦 因 品 道 ,克什米尔 居民 的 特性 一 千 三 百年 以 来 很 少 改 变 。 以 
克什米尔 这 样 广大 的 区 域 ,居民 的 特性 不 改变 的 事实 如 里 是 确实 的 ， 
那 未 我 们 可 以 推 知 在 更 小 或 更 孤立 的 区 域 受 传 区 的 束缚 当 更 甚 。 ， 

比 利 尼 斯 山脉 所 封 六 的 山谷 中 的 居民 ,直到 本 世 鬼 初 ,还 固守 
的 传统 习惯 ， 代 且 坪 秽 任 何 改革 。 可 是 易 白 山 便 不 是 这 样 。 因 为 往 
返 在 地 中 海 及 北欧 的 旅客 及 游客 都 要 横越 昂 白 山地 。 可 是 即使 在 易 
白山 中 ,假使 不 在 主要 交通 大 道上 , 而 是 仿 俱 的 山谷 , 那 未 当地 居民 

1) 克什米尔 现在 是 一 个 独立 的 区 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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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P ERRMLEDA, RP LAM RECMARBM Te, B 
HiT BE, 207 EE PALS PAE BEATA SESE, A RR EA MIL RE 
RHASERAUSEREP ERMC. AMIE AEE IR 
Fy ia HM AH, EMMI BRERA. t= 
条 支流 都 来 自 和 外 界 隔 稳 的 盆地 ,中 途 所 经 峡谷 ,几乎 不 能 通行 。 因 
此 ;每 一 由 谷中 都 有 它 特 殊 的 社会 生活 。 双 如 维 苏 比 支 谷 镇 于 很 密 ， 
有 虞 悬 的 陡 岩 、 地 震 及 山 静 等 种 种 危险 ,因而 使 人 们 唐 是 不 前 。 据 传 
说 ,谷中 有 由 靡 了 吓人 化 身 而 成 的 流浪 恶魔 ,后 来 被 圣水 洗刷 请 姜 。 
面 地 交通 的 困难 使 山谷 和 世界 进步 的 潮流 相隔 和 契 : 同 样 ,也 使 山 

地 和 宅 周 围 的 平原 相隔 和 契 。 帆 地 的 保守 性 ;就 某 方 面 而 言 , 和 内 地 交 
通 的 困难 成 正比 例 。 阿 尔 及 利 亚 的 奥 治 山地 ， 写 的 自然 环境 使 它 和 
附近 区 域 隔离 ,运输 工具 也 很 原始 ,因而 当地 土著 的 习惯 也 含有 极 综 
RUG. RUE RB, MAIER URS 
那 女神 所 遗留 下 来 的 各 种 游戏 等 可 以 看 出 。 犹 地 斯 人 是 生长 在 西 班 
牙 中 部 低 丘 区 域 的 民族 ， 写 的 周围 都 是 比较 进步 的 民族 。 可 是 犹 地 
斯 大 则 是 彻头彻尾 的 野蛮 民族 。 在 文明 区 域 中 有 着 小 块 野蛮 地 区 ， 
EAR ESS AY EA AE, 

ARR Se RKAM IMSS, Be 
Wide he FRE A, EE WIN BO, Ae RNR LR BE 
Ie, EERE , RAO BE ALTE RIE Ja, PUL SP ES RS Rg 
生产 品 运往 市 场 , 运 费 昂贵 ,几乎 无 利 可 图 ,而 在 当地 , BUA, 也 

ME Mie Bis Fey 
KAI BIE WM SALAS, By 

JERE NZAUSE, WE WIRD CM ARIE, BASE 
要 经 过 25 哩 (40 公里 ) 难 行 的 出 路。 距 铁路 车 站 狗 40 哩 (64 公里 )。 

a% LL KAY Ly Ze By EE 900 米 以 上 的 很 多 。 其 中 一 个 山 塞 高达 1;782 

米 。 交 通 的 困难 是 由 于 山谷 狂 而 且 陡 、 岭 道 双 少 的 结果 。 同 时 露 西 
亚 城 位 于 海滨 , 却 没 有 适当 的 港口 。 

从 露 西 亚 步行 到 铁路 车 站 ,通常 须 四 天 的 路 程 。 牲畜 可 以 步行 
到 市 场 , 因而 蚀 养 家 畜 很 是 盛行 。 可 是 牧场 缺乏 , MH, R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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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蚀 牛 不 多 , 养 猪 是 最 近 才 兴起 的 , ETT DF SR. a 
载 上 船 。 从 山地 到 海岸 ,山路 非常 崎 虹 难 行 , 猪 每 小 时 走 不 到 一 哩 路 ， 

本 区 域 的 供应 物品 ， 都 用 船舶 输入 ， 先 外 在 海滩 上 每 年 向 因 ， 
地 "' 城 乌 ” 往 人 泛 一 次 。 当 女孩 结婚 时 ,离开 山地 ,乘坐 局 车 , 这 是 女人 
一 生 中 极 重要 的 事情 。 邮 差 的 到 来 很 受 欢迎 。 教 育 及 宗教 的 不 发 
达 , 以 及 和 宰 交 的 不 活跃 ,都 和 交通 困难 有 密切 关系 。 现 在 依 山 傍 海 的 ; 
国营 公路 正在 修筑 中 。 就 敲 路 十 哩 地 段 的 炉 计 ， 每 哩 的 建筑 费 达 ， 
21,400—86,200 #7ZB, MERWE, 所 费 还 要 增加 三 倍 。 

出 地 中 的 保守 主义 及 其 文化 的 呆 淆 ， 以 阿 帆 拉 契 出 中 的 小 世界 
最 为 明显 。 亦 山脉 和 附近 高 原 ， 久 经 是 英国 十 三 个 殖民 地 的 隐 碍 。 
在 潮水 所 及 地 区 及 山 蓄 区 逐渐 满 布 居民 以 后 ， 才 开始 翻 山越 和 怜 。 趟 
干 入 迁 厌 大山 谷中， 其 余 不 胜 行 旅 疫 劳 的 人 们 便 定 居 在 高 原 上 错 烷 
的 山谷 中 ， 不 再 远 徙 到 肯塔基 草地 。 稳 续 前 进而 定居 在 丢 草 地 和 
留 在 谷地 的 人 ， 他 们 的 不 同 之 点 序 前 者 具有 毅力 和 勇敢 。 这 些 笔 路 : 
蓝 缕 开辟 山林 的 人 , 有 的 来 自 厄 尔 斯 特 的 苏格兰 -爱尔兰 大 , 有 的 是 
来 自 菜 因 高 原 的 日 耳 螺 和 人, 一般 悦 来 ,都 是 到 格 鲁 撒克逊 入 。 当 时 的 
生活 方式 ， 因 受 新 环境 的 影响 而 略 有 改变 。 可 是 以 后 二 直 没 有 受到 
由 地 外 国平 原 上 进步 人 民 的 刺激 而 有 所 改进 。 在 北美 任何 区 城 的 祥 
会 中 ;没有 保存 放 的 本 来 面目 如 此 明显 的 。 当 地 的 安民 委 作 铁匠 , 雹 
匠 木匠、 家 具 制 造 者 及 磨 粉 者 。 治 病 序 用 当地 所 产 的 草 藉 ， 牙 科 便 
以 牛 栏 中 的 用 器 作为 工具 。 

二 十 世 鬼 初 ， 本 区 农业 经 济 的 独立 性 仍 很 显明 。 所 和 佳 的 未 屋 用 
方形 粗 柱 登 立 ,炉灶 及 烟 图 都 用 泥土 现成 ,以 玉米 为 食 , 自 种 蔬菜 ,所 
养 的 猪 也 供 自 用 , 自制 家 具 ;, 羊 毛 及 棉布 都 是 手 积 的 ) ARATE 
色 。 房 屋 及 行李 都 属 殖民 地 式 。 这 些 居民 和 究 称 为 美国 人 “同时 代 的 
ie” . 

Ab APS FARA A FS AY ZU AR BR SE, BAL A AS St 
Bik, BERET Ath PY I RI AR Fe BERS Hh ep a ee 
WIG, WMA BRA AB IE EAR. SIERRA 
PC RY HL A Hl EI RS EIB, ABARAT AS, 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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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于 孤立 派 。 如 田纳西 东部 富兰克林 的 “ 失 州 ”独立 很 久 , 可 作证 明 。 
散 车 是 女 化 呆滞 的 真正 测定 者 。 阿 帕 拉 契 山地 居民 通行 盘 格 鲁 
撤 克 过 匡 , 是 今天 全 美 仅 存 的 最 纯粹 的 ,他 们 的 语言 在 美语 中 已 废 去 
不 用 的 BIER, PA AFR “help” 为 se oe “helped” Fy Ka 证 等 都 是 

天 学 , 附 有 古代 的 医 尾 。 此 外 ,如 称 " bag” 为 "poke”, 称 "kiss ”为 “buss”， 

现在 美国 其 他 各 地 早已 不 用 。 他 们 的 证 着 有 时 几乎 和 荡 士 比 亚 时 代 
所 用 的 相同 。 在 他 们 的 社会 中 , 唱歌 仍 用 古书 , 书 上 附 有 音乐 符号 ， 
在 其 他 各 地 ， 则 早已 浴 丰 博物 陈列 迄 。 短 诗 也 相当 于 英格兰 第 十 三 
世 因 时 代 的 作品 。 不 久 以 前 ， 在 山中 还 可 以 遇 到 背 着 古老 的 英 式 电 
斩 ， 猪 取 野 殴 的 人 。 雯 区 女 化 的 不 进步 和 自然 环境 的 “内 生 ” 互 相 一 
致 。 沿 肯塔基 河 四 十 哩 以 内 ,所 有 居民 都 是 同姓 。 

这 种 呆滞 文化 .个 人 主义 以 及 几乎 完 公 孤 立 的 人 民 ;, 是 由 于 崎 虐 
的 阶地 、 高 原 的 壮年 分 割地 貌 、 平 坦 士 地 的 缺乏 、 长 廊 形 山谷 岭 道 以 
及 资源 的 贫乏 等 的 结果 2。 

生活 程度 中 的 自然 因子 ”我 们 对 于 高 度 已 有 很 多 八 述 , 兹 再 加 
以 申论 。 高 度 表 现 山地 和 社会 的 第 二 种 特色 : 即 随 低下 的 生活 程度 而 
(RAT he. FRB, EAS dh, SERA, ARSE, 
当然 , Hi ARE ES AEH. ERIE, BA GEE, 
TB) ABS AE ATE , LAE SRLS A, 
ES ths. KS ha SAS imei, Le RET 
能 支持 我 们 所 作 的 广泛 和 结论。 

地 势 念 高 ,生活 上 所 必需 的 物资 意 少 。 高 山 的 村 落 , 除 矿 厂 及 游 
览 中 心 以 外 ,大 都 贫苦 而 简陋 。 气 候 恶 劣 ,阻碍 收获 优良 的 农业 的 发 
展 。 高 度 使 运费 昂贵 。 以 平原 的 文明 程度 观 山 地 ， 那 末 山 地 实在 是 
一 个 揭 穷 的 村 落 和 中 古文 化 的 结合 体 。 格 勤 讲 布尔 大 学 附近 山地 中 
的 居民 , 重 和 经 以 赤 手 空 寡 和 天 炎 相 搏斗 。 提 罗 尔 易 白 山 的 政信, 夜间 
便 肘 在 雁 石 堆 成 的 小 屋 中 ， 可 是 向 下 望 便 可 以 看 到 印 河谷 中 灯火 尖 
煌 的 城市 。 瑞 士 昂 和 白山 中 的 居民 ;冬季 和 牲畜 同 住 在 一 起 ,以 便 取暖。 

1) KK OE EE RR Em 怪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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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 黑 旺 的 畜 栏 中 ， 可 以 听 到 行驶 巴黎 及 米兰 间 的 辛 优 隆 特别 快车 
的 尖锐 汽 笛 声 。 瑞 士 的 日 内 无 、 柏 尼 及 诅 利克 都 是 农业 发 达 的 区 域 ， 
可 是 它 的 作物 梯度 变化 之 大 ,平原 上 任何 地 方 都 没有 这 样 远 速 的 。 

当然 ， 交 通 的 困难 是 地 势 侣 高 六 化 合 落 后 的 主要 因素 。 欧 洲 由 
HEP RT Th BZ A RBH PEALE, HER 
ARF i be, ABR. BEE EES AE sh 
中 的 居民 ,一 年 中 有 一 部 分 时 间 生 活 在 高 山 牧 场 上 的 村 落 申 ,交通 也 
很 困难 ,和 永久 村 落 间 的 交通 ,在 冬季 常 彼 雪 崩 所 隔断 。 我 们 也 全 提 
到 冬季 来 临 以 后 ， 电 话 和 电报 便 成 为 最 主要 的 交通 工具 。 病 人 不 能 
请 医生 诊 秽 , 死 必 也 无 法 安 芋 。 

孤立 代 不 完全 由 于 交通 困难 。 假 使 山地 资源 丰富 ， 那 来 也 有 建 

筑 公 路 及 铁路 的 。 即 使 径 济贫 乏 的 区 域 如 奥 撤 的 高 山村 落 ， 由 于 政 
府 的 开明 政策 ， 已 早 有 极 好 的 道路 。 昂 白山 周围 的 国家 在 极 夫 困 难 
中 ,发 计 道 路 ,最 偏远 的 区 域 便 以 电话 及 邮政 联 略 ”派遣 教师 分 埋 远 ， 
地 救 丙 , 象 教士 一 样 。 现 在 交通 建设 离开 完成 的 时 候 还 远 , 玫 所 完成 
的 程度 也 将 永远 是 

相对 的 (图 61、62)。 

可 是 假使 资源 

筑 乏 ， 那 末 道 路 也 

不 足以 输 大 文明 。 

VES BUPA Hb 

中 海岸 比 利 尼 斯 山 

两 个 相 邻 的 村 落 : 

一 个 是 庇 村 ， 和 和 外- 

界 仅 有 一 条 路 可 em ga ee 

通 。 村 落 的 位 置 不 图 61. 瑞士 的 道路 工程 

很 高 ; 狗 在 1,000 米 这 条 现代 化 的 道路 可 以 通 到 意大利 边界 的 圣 琵 塔 得 
左右 。 距 铁路 狗 二 (条 自 新 大 学 地 理学 ，Ginn 公司 出 版 ) 

本 公里。 居民 狗 1,000 人 。 另 外 一 个 是 曼 腹 村 , 拔 海 1;765 米 。 丛 庇 村 

RE 

来 的 人 以 经 过 曼 腹 岭 为 最 便捷 。 庇 村 和 曼 腕 村 位 在 不 同 的 山谷 ，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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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和 外 界 没有 适当 的 交通 棕 。 由 于 河流 深切 ,形成 峡谷 ,不 易 建 筑 大 

图 62. 瑞士 阿尔 布 拉 孔 道 区 域 的 运力 状况 
图 惠 电 举 炎 车 正在 开 大 除 道 中 。 硼 是 用 以 保护 铁路 的 ， 以 防雪 肢 。 ILS RAS 

册 才 手 浸 路 束 。 公 路 及 两 条 电 合 路 的 建筑 都 是 很 艰 瑟 的 工程 。( 根 据 拉 第 斯 惧 明 ) 

图 63. PRB ECA Pe LL i 

Se FS EAT RRA ST HEE GB BY SBA 

BAAR BORE, BIR 

路 , 现在 仅 有 图 63 
Pit EB oa fe) ey we Ly 
路 。 

EASE WEES 
PR, Hy Bie 
谷 所 阻 ， 和 谷底 不 
相连 。 村 中 的 房屋 
省 陋 而 不 粉饰， 可 
是 校舍 的 建筑 很 
好 。 此 外 有 小 锁 一 
所 ， 都 是 现代 化 的 
建筑 ， 而 其 余 的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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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底 虽然 也 有 必需 的 蔬菜 地 ， 可 是 较 好 的 土地 都 作为 灌溉 的 王 
草 田 。 五谷 种 在 梯田 上 ,当地 日 照 时 间 较 长 。 五 谷中 以 裸 考 为 主 。 忆 
RB BM, SEMATRS, BLS, OER A 
ih. HED, 因此 草料 也 少 ,铺展 栏 的 草 荐 大 为 缺乏 。 牛 前 身体 
因而 很 脏 。 位 置 最 高 的 小 麦田 , 拔 海 达 1;,204 米 , 裸 麦 田 可 达 1700 米 。 
高 山上 有 芭 舍 盒 库 以 有 干草 及 五 谷 。 它 所 出 卖 的 物产 中 有 胜 冀 的 
肉 。 竹 畜 从 六 月 一 日 到 十 月 十 五 日 放牧 在 森林 带 以 于 的 收场 中 。 

曼 膀 村 有 房屋 数 十 问 ,都 用 粗 石 筑 成 , WERE, 各 方面 都 呈现 
出 圳 败 气 象 。 不 整洁 的 街道 上 满 堆 肥料 ， 划 有 积 几 年 之 久 的 。 作 者 
访问 亦 地 时 ,街道 航 脏 , La kw, 居民 大 都 患 目 疾 。 据 作者 的 相 略 
调查 ， 发 现 大 多 数 居民 的 精神 都 在 常态 以 下 ， 并 有 自 海 ”虽然 有 学 © 
校 , 可 是 教育 的 作用 不 显著 。 教 堂 也 需要 翻修 , HERRERO, © 
Mee ERATE. YA CEOS RR, 旅 ， 
i EIA BBR A HERI, 衣服 也 华丽 , 或 者 是 旅 
客 。 作 者 在 比 利 尼斯 山 所 看 到 的 农 作 方 法 很 是 原始 。 本 区 前 高度 、 
孤立 、 石 峡 及 山路 等 足以 击 退 人 类 所 作 的 进步 。 这 些 文化 落后 的 居 
民 竟 是 文明 法 国 的 一 部 分 ,站 是 难以 想象 。 | 

LSA EB BETHEL, SSR BT DAE Oy Ld 42 BE PR, 
是 不 能 作为 山地 生活 的 典型 。 西 欧 大 多 数 山村 ;都 有 便利 的 道路 ̀  完 、 
备 的 学 校 、 宗 教 上 的 俩 禹 以 及 和 大 谷 及 平地 间 密 切 的 商业 联系 字 而 
山村 的 发 电量 尤其 是 可 惊喜 的 事情 。 在 法 、 意 、 瑞 、 奥 等 国 的 晶 自 山 
地 中 ， 都 届 有 小 旅馆 招待 游客 。 这 类 小 餐馆 很 难 合 大 满意 5 EEE 
业 现在 珀 深信 很 多 极 偏僻 的 区 域 ， 和 游客 们 为 追求 和 偏 俱 为 人 指 酚 美 
AIPA, FERRARA RI, RAMA RS se, RRS LS 
PYRE SRI, (RATES MPSA AT 
TT 9 ARCA HL 2 PLEAS BE SY HA AE EBT DE BAR 
(CAS DB EB FP ER SEAS EB TT EL FY LA TA AF Dk OS. EEA 
JL 3 Wa AY SRT Se —, Reber AT Ae EP ARIE 

世 地 区 域 观念 的 破除 ， 必 交通 大 省 附近 一 带 为 最 快 。 易 白田 本 
的 道路 为 了 活 应 全 世界 旅客 的 需要 ， 已 经 逐 半 现代 化 。 禾 越 岭 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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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 历史 已 成 为 平原 居民 的 故事 ， 但 对 于 一 本 研究 出 地 及 山地 居民 
的 书 不 应 估 去 篇 幅 ， 可 是 这 个 题目 自己 也 值得 自 成 一 册 。 这 类 有 兴 

趣 的 文献 目录 ,其 中 重要 的 附 列 在 本 书 未 页 。 
RaW PHOS USE RIES ASE, BATE 

ye ALP eh eS Sy yh WE EF 
VER BZ , ARE FSBO ES EHP ES 
$5 — SLAP EEA A A RAB ESE LH FE RA a BA 
& BPUA SU PeE GM LEO, BARRIS TKTBKMS 
HE 1 9 Ly He A 2 BEE AEG AY BESTA TN ME , FT AR RE SS 
5G HAT BF HS EY IC AEF UR ALA 

UPKAD SHE -LIR IS ER ES A Uk BK AE, 
Hb Sit) LGR AR, BEE BL, BED PROS BRIE EE. UME 
BREA! HI Eh, wR, ERE Pe. AA 
WARE 2d RS a Rd, FYE AR SE 
PEACE AL ETT TREAD OS LSS AE HP BA AS 
达 数 星期 之 入。 除了 星期 天 有 情侣 来 访 以 外 ,永远 度 着 孤独 的 生活 。 

瑞士 位 于 昂 自 山 的 中 部 ， 是 一 个 典型 的 乳 酷 区 。 怨 酷 业 是 一 项 
RM E, 要 有 五 人 或 五 人 以 上 共同 工作 , 其 中 必 制 酷 师 为 首 , 凡 
是 技 未 卓越 的 制 栈 师 往往 为 公 谷 居民 所 称道 。 此 处 ， 有 几 位 笋 人 及 
挤 奶 的 人 相助 手 , 一 人 专 管 供应 制 乳 所 需 的 木柴 , 一 人 照顾 牧场 、 清 
Ra REI Dy Sah 假使 当地 膨 路 或 雪 车 路 可 通 山 谷 ， 
MAM SEEMS ARE, FSR. UAE 
AB OER, FURR ALU. (A eh OR 
POLE SR , FY AKA, DEER. 
BRR SRB, KAS FRA ET. 

FAYE RR) BERETS. BAM KATE ME SBR 
ARMM SRAMEERRE, WT AEE ER 
Bo BUEN RAMEE, MSL. HRM BRA TE, 
VEEN. BAK REREAD BCE SI AP PEA ABR 
Hi TRAP Rip He FAD BA DAB i PLS FFL 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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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新 鲜 牛 奶 制 成 。 3 
PK AAI , 4 2a RE BES ARIE, Heme . 

事 休息 。 黄 红 时 候 , ZS OUbNe AR ER. BARAK, 
以 备 第 二 天 的 用 途 。 然 后 举行 晚 实 。 这 样 一 天 一 天 的 过 生活 下 

同时 ,其 余 居 民 便 忙于 谷中 的 农事 。 山 地 的 操作 很 苦 ,生活 必需、 
品 缺 乏 , 平 坦 地 少 , 土壤 癣 蒲 ,种 种 天 炎 都 能 损 咱 作物 ,甚至 农田 也 受 
其 害 。 山 地 的 崩 南 和 滤 水 等 双 能 掩 复 作 物 、 道 路 及 村 沙 。 山 地 天 气 “ 
趋 于 酷热 严寒 两 极端 时 ,都 有 嘎 处 。 农 民 已 习惯 于 赃 存 四 ,五 年 来 丰 
收 的 谷物 ,以 备 芝 年 之 用 。 村 落 的 位 置 僵 高 ;维持 生命 所 需要 的 劳动 ， 
也 登 多 ;因为 维持 交通 十 分 困难 , 上 下 往来 很 是 辛苦 ;运费 昂贵 ,而且 
冬季 很 长 ,农田 面积 狭小 ,危险 的 山坡 上 更 多 伙 难 。 凡 此 都 是 由 村 中 
劳力 的 负担 ;这 里 便 可 以 退 明 向 平原 移民 的 利 登 D。 

HLF A A, AA 
AY Fe HEI TE AY See €y : 

役 , 是 经 常 上 山下 出 
的 劳动 ,上山 时 几乎 
折断 背 春 , 下 山 又 极 
危险 。 从 村 落 到 最 
高 前 田 , 要 行 一 二 小 
时 ,男女 儿童 都 要 背 
负 装 在 深 证 了 浮 里 的 
肥料 。 下 山 时 ; 双 必 
ALAA ee oe “ 4 

、 wi 

BEA PAM UH “图 64: vom APL AA TE 7 
局 狂 昔 地 ,从 村 落 前 淮 昔 地 的 情形 
往 ， 要 三 、 四 小 时 世面 需 四 小 时 ， 哨 注意 所 陵 载 药 炊 料 -2 

(图 _64)， 到 栗 树 带 “人 将 在 他 们 的 四 计 上 过 夜 ,这些 田庄 在 树木 入 以 上 上 “本 

须 一 小 时 。 比 利 尼斯 山中 的 农民 ,到 高 山 牧 场 要 化 三 水 时 5。 当地 

1) 我 们 的 口号 是 “向 山区 进军 ?” 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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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 植物 可 作为 食品 。 办 精 的 人 从 村 落 到 夏季 收场 的 每 遇 旅 行 , 往 返 
一 次 通常 须 一 整 天 。 
MAA MAA LMA THAT. 梯 因 的 建 筑 及 亿 

理 、 控 制 雨水 及 灌 新 、 施 肥 及 收获 , 都 能 使 农民 心 伤 背 届 。 雨 水 洗刷 
下 出 的 土壤 ;, 又 必须 背 钢 上山。 

PREMIER, 农业 也 盘 不 振 , 农民 便 更 注意 干草 ， 种 植 的 面 
积 也 意 广 。 在 这 类 高 度 上 ,五 谷 大 都 不 易 成 熟 , 尤 其 是 在 阴 坡 上 。 可 
是 序 使 在 交通 方便 的 山谷 中 ,往往 也 有 孤立 的 区 域 ， 不 仅 不 能 去 耕 
种 ;而 且 竹 冀 也 必须 经 过 危险 的 山路 才能 到 达 。 圣 马丁 岭 的 村 落 , 拔 
海 820 米 ， 可 是 有 干草 田 在 拔 海 2, 300 米 的 安 可 拨 斯 。 这 两 个 地 方 
相差 达 1,680 米 ( 5;600 只 )。 在 这 陡 峻 的 山路 上 ,每 天 都 有 背 鱼 百 公 

斤 的 东西 向 下 运 迁 ,假使 在 路 中 没有 遇 上 雷雨 ,已 是 万 幸 。 又 如 安 勃 
治 物 斯 的 沙特 路 斯 和 某 些 干草 田 之 间 , 垦 子 每 天 可 以 往返 两 次 ,每 次 
鱼 重 五 ̀  坟 十 公斤 。 乙 子 在 守夜 便 启程 ,到 下 午 八 时 才 休息 。 很 多 二 
草 田 的 位 置 很 危险 ， 区 申 鲁 订 有 保护 收割 干草 者 的 生命 的 规定 。 

运 人 迭 干 草 到 山谷 
Reb Lane (A 
65). KREME 

装 在 架 上 ， 由 同伴 移 
放 在 背 鱼 者 的 背 
负载 下 坡 。 这 个 背负 
者 便 慢 慢 地 下 帆 ， 狗 
走 守 小 时 才 到 村 落 ; 
假使 用 马 带 架 载 草 ， 
那 末 干草 份量 之 多 ， 
-几乎 将 马 身 撼 复 。 很 
多 地 塘 利 用 天 和 线 。 在 

那 维 斯 出 谷中 所 用 的 ,已 网 上 述 。 格 利 孙 的 皂 尔 以 上 的 村 落 ; 有 不 能 
通行 车 辆 的 山坡 ,在 秋季 干草 便利 用 天 和 线 滑 下 。 安 尼 维 尔 谷 中 ;冬季 
滑 下 干草 ,夏季 大 部 分 时 间 为 播种 干草 。 

Pes. 法 属 比 利 尼 斯 山中 居民 揣 宰 变 回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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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A GE, BA FERRIES BT Le, 下 到 击 腰 。 同 时 ， 
SEE Lee ee 

, DRED. Wa AYE PME AOE, A 
se wit dene BEANE, ATER RHR. WLP BEE 
FEHRAKT ER PEMEZMY A. 

”大 雪 开 始 以 后 , 牛 二 邹 关 大 展 栏 ,到 第 二 年 春季 再 放出 来 由 于 
天 气 严寒 ,房屋 和 展 栏 几乎 都 不 通 空气 。 又 因 大 雪 封 出, SAP, 
燃料 和 食物 必须 在 秋季 崇 备 充足 ,以 供 冬季 之 需 。 在 禁 开 时 期 中 ; 易 

” 自 山中 若干 区 域 ,居民 都 从 事 花边 \ 木 鹿 、 链 詹 等 的 制造 工作 ,可 是 也 
不 是 任何 区 域 的 禁闭 都 旺 同 样 严 格 的 。 前 昂 自 山 的 冬季 气 配 并 不 能 
限制 户外 工作 , 干草 的 运 渤 、 肥 料 的 散布 及 采伐 林 想 ,都 可 以 在 冬季 
做 。 妇 女 们 还 可 以 凿 开 冰 调 洗 衣服 。 一 般 菩 来 ,山地 悉 高 ,下 雪 的 时 “ 
间 和 意 长 , 亦 序 牲畜 在 展 栏 中 的 时 间 仿 长 ,因而 需要 耕种 干草 的 面积 也 
念 广 。 村 落 合 高 ,所 需 干草 盒 库 念 多 ,屋顶 也 仿 尖 ,以 便 积 雪 下 演 ， 

冬季 禁闭 的 苦 问 可 以 从 春季 解 冰 后 的 愉 快 程度 来 测度 。 一 旦 积 “ 
Hit, 空气 不 再 因 雪 而 寒冷 , 日 照 强 而 温暖, RE 
形容 。 谷 中 的 市 锁 掩 喘 在 山 影 之 中 , 向 南 的 高 出 , EEE, 埋 
发 的 花草 透 雪 而 出 。 学 校 放 春 假 ， 很 多 儿童 游乐 在 万 花 从 中。 这 时 
候 初 期 的 旅客 蜂拥 而 来 ， 欣 党 原野 上 的 水 仙 局 花草 。 整 个 山谷 呈现 ， 
出 一 片 活跃 气象 。 人 们 向 山地 的 移动 于 是 便 开始 了 。 虽 然 现 在 大 部 ， 
分 山地 已 经 过 时 代 的 改造 ,可 是 在 有 些 孤 立 的 村 落 中 ,还 可 以 发 现 过 
去 的 习俗 。 牧 畜 梨 体 而 行 ,每 小 队 有 一 个 牧 入 作 先 导 , 山 羊 埋 跟 在 后 
面 。 牧 人 穿着 白色 衬衣 , 宙 子 和 岩 了 起 来 ,一 双 宽大 的 熟 皮 吊 和 祥 带 上 装 ， 
REECE Bh, HSH. RATS RRM, BK 
tk, 短靴 : SAUTER ALOE, JAI ER. SE | 
(2) J) SAS A Ee wR, PL a YE, 3 eH Ye Ae he 
EG a tii APRA ,车 中 装着 盛 乳 酷 的 大 网 壹 Pa A eS ih” 
AEM, S44T RUYSIRIE CSS , BI RIE, EAR 上 酒 浆 招 地 他 
何 。 上 出 谷村 落 中 的 大 部 分 人 民 往 往 跟 背 竹 音 震 到 山腰 收场 去 ， 那 时 

第 一 次 干草 已 收割 ， 蔬 荣 正 种 在 肥沃 的 田中 。 儿 重 在 温暖 前 阳 光 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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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那 时 候 由 谷中 很 是 热 盖 , A A AMR RS ARS FLEE 
Ble BAS, HA EBB SS, 山地 生活 便 这 样 周而复始 。 
BSSHAREEHTS ”最 后 在 本 章 结 束 时 ， 我 估 将 以 安 多 

br ey ABE LUE 保守 主义 、 低 下 的 生活 程度 及 操作 的 勤劳 。 
同时 我 们 希望 能 指出 他 们 生活 的 简单 和 一 种 为 许多 诗人 所 难以 形容 
的 美丽 。 

安 多 拉 区 是 由 亦 菜 的 峡谷 和 开 上 的 山谷 交 秩 而 成 。 这 里 并 没有 
比 利 尼斯 出 中 的 河流 那样 全 人 快意 。 这 里 是 崇 岭 挺拔 ， 石 堆 及 冰川 
PS PRERG LE, HED SSVEM RH. KA. WIKRE 
倒影 在 寒 峡 中 。 高 山顶 端 ， 在 淡 竹 色 及 紫色 的 山 各 中 有 青 怪 的 对 叶 
树 ; 这 便 是 森林 谷地 。 那 里 清澈 的 瀑布 , ZK, 是 渔 人 理想 中 的 
Kit, 再 上 去 , 有 党 石 冰 斗 , 冰 斗 中 是 小 湖 , 水 深 而 请 。 也 有 可 供 放 
BOGE HA PASE DR AIT ERE 
XMM DEIR, RAVE RRMA, AES 

感 ? 可 是 双 是 贫寒 的 地 区 。 漠 不 关心 的 旅行 家 只 看 到 肥沃 的 山谷 , 实 
际 上 在 高 了 上 都 是 收获 微薄 的 可 怜 的 裸 才 田 。 即 使 在 谷底 ， 干 草 所 
TEMALAR, TERE LE, LEA. A 
AEM BE , KER S BTR IGA 

HSMIG Se HHH ee nM RR AI Ae RI 
ere , AGS AEM. (HBS A BN BE ZR Ok 
+ PURE MRA AR, DR RBRIHRSHAM AEB EE 

HEEB. PERAK AWB, EME RM REF. 
要 上 正 屋 必须 先 经 过 猪 栏 ,因为 猪 住 楼 下 , 正 屋 在 楼 上 。 正 屋 作 长 方 
形 ;已 被 用 作 照 明 的 松 把 所 六 黑 。 从 小 窗 透 和 的 光线 很 少 , 好 似 天 色 
ABH MR. WKS OR, AERTS, BYE 
EB; AT AA, SAE. BRR, 可 以 
GH REP ME, EO DT SS REE. PSR Ri 
7A FOR FE BUELL SP HEI PE 

RS AP EMA HA, HRMS AREY 
RG. RBA RERKRREMHEMEGR, EMRAU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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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石 块 筑 成 , 桥 身 租 长 而 秀丽 ; 桥 身 的 美 一 全 由 于 它 的 不 对 称 和 不 完 ， 
美 。 在 棕 黑 色 圆 石 所 筑 成 的 房屋 的 窗口 及 屋顶 的 天 窗 上 ， BEE 
状 狂 而 长 、 颜 色 或 称 或 棕 的 获 叶 , 好 似 下 垂 的 流苏 , 很 是 美丽 。 RS 
拉 人 受 他 簿 的 洋 台 ,不论 是 木板 或 简单 的 詹 架 , 都 是 他 们 所 爱好 的 
REMMI. UE, ROAR 
时 , 便 能 将 街道 完全 阻塞 。 散 落 的 获 叶 帮 在 马 身 两 边 的 吊 艇 中 称 色 
的 获 草 则 装 在 双 输 的 马车 中 。 

我 们 将 再 略为 描述 一 下 奥 的 讲 村 落 的 节日 : .地 点 是 村 中 一 方 声 ， 
这 里 有 教堂 、 巨 大 的 石 阶 、 各 住宅 间 的 小 坊 、 花 冠 的 十 字 架 及 尝 演 的 ” 

泉水 。 每 一 个 窗口 及 每 一 个 洋 台 上 都 挤 满 了 观众 。 BPA-BA, 
台 上 有 西班牙 乐师 六 人 ， 手 里 拿 着 号 简 。 场 的 周围 是 悬 炭 和 风 黑 的 
森林 ,上 面 是 蔚蓝 色 的 天 空 。 香 乐 一 开始 , 少女 便 移 步 石 档 , HAT 
坐 。 等 到 情侣 走 近 , 人 芽 且 和 各 少女 淡淡 的 点 头 为 筷 时 ;分 声 便 响 起 来 ， 

了，, 跳 甸 便 因而 开始 。 跳 舞 的 姿态 除了 和 波兰 舞 相 仿佛 以 外 ,很 是 靡 
合 。 可 惜 的 是 ,情郎 穿着 短 季 和 深 和 红色 的 fache 和 小 帽 ,女郎 戴 着 花 “ 
边 帽 , 禾 着 紧身 内 衣 及 足以 衬托 她 的 美丽 围裙 的 女 裙 ,这 样 的 时 代 已 ， 
经 过 去 了 ,不 时 艇 了 。 可 是 舞蹈 还 是 很 摩登 的 ;虽然 进行 得 很 庄重 。 

让 我 再 求 描写 一 下 我 在 远离 公路 的 一 家 旅 通 里 的 一 个 晚上 。 我 
ABE I TD, i LL RRR RT MR. AAO 
锅 在 火 上 。 锅 里 爆 着 一 只 野草， 这 便 是 我 们 的 晚餐 。 在 座 的 有 一 个 
人 由 于 和 白天 山地 工作 疲劳 ， 用 臂膀 支 着 头 伏 桌 睡 着 了 其 祭 的 大 则 
围 米 谈 笑 。 那 时 外 边 已 经 夕阳 钾 山 ， 暮 色 渐 波 。 室 内 墙壁 上 成 排 地 
挝 着 的 铜 锅 上 映照 着 能 能 的 火光 。 

从 横 岭 往 下 看 ， 峡 形 山谷 中 的 景色 历历 在 目 。 一 个 弯 背 的 农夫 
跟 在 黎 牛 后 面 ， 慢 慢 地 走 着 。 谷 中 的 田 受到 寒 风 的 吹 袭 以 及 千 冰 河 
水 的 冷却 , 裸 麦 要 十 三 个 月 才能 成 熟 。 这 是 一 个 十 月 的 晚上 ,农夫 正 
忙于 翻 土 ， 以 备 下 季 播 种 。 田 野 和 农夫 都 没 大 山 影 中 。 山 谷 渐 转 深 ， 
紫色 ， 气 温 也 渐 降低 。 在 蒙 腊 中 农夫 揣 复 归 家 。 他 们 因为 出 地 工作 
ERE ATSIC Ws 山谷 隐蔽 了 写 的 居民 , 山 影 使 火 粮 不 暖 。 

在 安 多 拉 区 内 ， 我 最 喜欢 的 村 沙 是 安 谷 丹 尼 。 谷 中 房屋 都 聚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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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谷 端 小 山坡 上 。 读 地 景色 一 天 之 中 无 时 无 刻 不 在 变化 中 各 尽 其 妙 ， 
可 是 我 最 受 的 是 黄 红 。 那 时 候 滩 中 的 流水 更 觉 可 爱 。 山 谷 变 成 深 驾 
色 , 震 宣 错 列 的 恩 克 拉 帆 脉 作 深 柴 色 , 和 刍 肚 色 的 天 空 相 村 托 。 山 态 
KT ERR RARE Sh BEE Eh, 山谷 的 下 方 极 远 的 地 方 ， 
ES RPE UMLA, BEA, WTR. RKERM AM 
过 时 , 向 我 致 加 塔 兰 敬礼 或 考 以 沉重 的 香 调 和 致意。 FFAS, 
收割 考 草 的 人 跟 在 后 面 , 正 向 我 这 边 走 来 。 在 另 一 方向 ,牧人 鹃 赶 一 
小 队 竹 着， 随后 收 师 也 在 这 时 候 回 村 。 收 猪 的 女郎 在 山地 中 经 过 一 
天 的 辛劳 ， 也 驱 着 猪 回来 了 。 这 里 整个 小 世界 在 我 面前 消逝 。 黄 香 
已 过 去 ,黑夜 已 来 临 。 天 空 小 星 内 着 微 光 。 于 是 我 一 个 人 中 踢 独步 ， 
LAR, SEP. 

ASE VPE HA BS BN AE MAK Bs AE BR YM, 3 
蔽 着 晚间 远方 的 星斗 ， 阻 碍 着 白昼 的 阳光 照射 在 峡谷 的 田野 中 。 山 
岭 将 永远 限制 着 人 类 的 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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