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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衛星影像地圖上⼿繪的⽬的，
是利⽤⼿繪⼯作來凸顯影像中的
細節，提供研究的效果

杜甫西山詩



杜甫詩中的西望

❖ 錦江春⾊來天地，⽟壘浮雲變古今。（登樓．成都／錦江）
❖ 窗含西嶺千秋雪，⾨泊東吳萬⾥船。（絕句四⾸其三．成都
／草堂）

❖ 斜影雪峰西。（出郭．成都／城）
❖ 西嶺紆村北。（遣悶呈嚴公⼆⼗韻．成都／草堂）
❖ 雪嶺界天⽩，錦城曛⽇⿈。（懷錦⽔居⽌⼆⾸其⼆．成都）
❖ 雪嶺獨看西⽇落，劍⾨猶阻北⼈來。（秋盡．梓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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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嶺獨看西⽇落：梓州西望⽟壘山128公⾥

⽟壘浮雲變古今：成都西望⽟壘山87公⾥

雪嶺界天⽩：成都西望么妹峰121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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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中的⽟壘山-狹義

❖ 狹義的⽟壘山，在今都江堰前端離堆寶瓶⼜的東岸，今設為風景區。寶瓶⼜岷江⽔
⾯約726⽶，⽟壘山頂約861⽶，今建有塔。  

❖ 酬崔⼗三侍御登⽟壘山思故園⾒寄（767年） 唐 · 岑參  

❖ ⽟壘天晴望，諸峰盡覺低。故園江樹北，斜⽇巔雲西。
曠野看⼈⼩，長空共⿃齊。⾼山徒仰⽌，不得⽇攀躋。  



唐詩中的⽟壘山——廣義

❖ 以與錦江共同作為成都的代表
❖ 李⽩：「地轉錦江成渭⽔，天迴⽟壘作長安。」
❖ 杜甫．覽柏中丞兼⼦姪數⼈除官制詞因述⽗⼦兄弟四美載歌絲綸：「三⽌錦江沸，獨清⽟壘

昏。」
❖ 權德輿〈送密秀才吏部駮放後歸蜀應崔⼤理序 〉：「⽟壘長路盡，錦江春物餘。」
❖ ⽺⼠諤〈酬彭州蕭使君秋中⾔懷〉：「江回⽟壘下，氣爽錦城西。」
❖ 李商隱〈蜀桐〉：「⽟壘⾼桐拂⽟繩。」
❖ 薛濤〈續嘉陵驛詩獻武相國》：「卓氏長卿稱⼠女，錦江⽟壘獻山川。」
❖ 薛濤〈送盧員外〉：「⽟壘山前風雪夜，錦官城外別離魂。」
❖ 僧齊⼰〈酬西川楚巒上⼈卷〉：「⽟壘峨嵋秀，岷江錦⽔清。」
❖ 只有杜甫實指全體⽟壘山
❖ 杜甫〈警急〉：「⽟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 」

❖

  



地理志中的⽟壘山

❖ 蜀郡緜虒，⽟壘山，湔⽔所出。東南至江陽入江，過郡三，⾏千八百九⼗⾥。
（《漢書．地理志》 ）

❖ ⽟壘 ，山名也， 湔⽔出焉。在成都西北岷山界。（《⽂選》〈蜀都賦〉劉逵注 ）
❖ 茂州都督府，汶川，⽟壘山，在縣東北四⾥。 （《舊唐書》 ）
❖ 以上指⽟壘山全體
❖ 彭州，導江縣，⽟壘山在縣西北⼆⼗九⾥。（《元和郡縣圖志》 ） 
❖ 永康軍 城西⾨ 名⽟壘關。 （范成⼤《吳船錄》 ）
❖ 以上指⽟壘山下降到岷江處

《漢書》所謂「東南至江陽入江，過郡三，⾏千八百九⼗⾥。」漢代江陽縣，今為
四川省瀘州市江陽區，沱江在此注入長江，流長626.4公⾥，約合1988漢⾥。所以，
《漢書》是把沱江全部也算進去，都當作湔江。 



今⽟壘山景區

汶川縣東北
四⾥⽟壘山

⽟壘山——
湔⽔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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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以北
逐漸降低



杜甫是實⾒，還是虛指︖
在86公⾥到128公⾥的距離中，看得⾒西山雪嶺嗎︖



烏魯⽊齊南山——照⽚全景



烏魯⽊齊南山——照⽚第⼀區



烏魯⽊齊南山——照⽚第⼀區，又



烏魯⽊齊南山——照⽚第⼆區



烏魯⽊齊南山——照⽚第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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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拉泊古城望烏魯⽊齊南山——能⾒距離

烏拉泊



陪狄員外早秋登府西樓因呈院中諸公   唐 · 岑參  

❖ 常愛張儀樓，西山正相當。千峰帶積雪，
百⾥臨城牆。煙氛掃晴空，草樹映朝光 。
……誰當共攜⼿，賴有冬官郎。

岑參於⼤曆元年（766）以兵部職⽅郎中兼侍御史入杜鴻漸
幕府，⼆⽉發長安，六⽉入劍⾨，七⽉⾄成都。狄員外帶⼯
部員外郎銜，同為杜的幕僚。⻄樓即張儀樓，乃成都城之⻄
城樓。據此詩，則岑參親⾒⻄⼭的「千峰帶積雪」。 



劍南廳的地圖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      唐 · 杜甫 

❖⽇臨公館靜，畫滿地圖雄。
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
華夷山不斷，吳蜀⽔相通。
興與煙霞會，清樽幸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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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三⾸      唐 · 杜甫 

❖彝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帝，轉粟上
青天。蜀將分旗⿎，羌兵助鎧鋋。西戎背和好，
殺氣⽇相纏。

❖⾟苦三城戍，長防萬⾥秋。煙塵侵⽕井，⾬雪閉
松州。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
迴⾸得無憂。

❖⼦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蠶崖鐵⾺瘦，灌⼜⽶
船稀。辯⼠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
欲報凱歌歸。



松州



松州

扶州

⽂州

⽩河
⿊河

龍州

主要交通路線-往西京長安往吐蕃道路，在川⼟寺鎮分路

由龍州沿涪江，在涪江源越過天花⽯埡⼜到松州雖有⼩路，唐王涯曾上疏由此路出兵松州，實際不可能，也未實⾏

松州形勢圖

南下沿岷江至翼州、茂州，是中唐以後吐蕃從松州南侵的唯⼀路線



松州至西京道路

茂州至西京道路

元和志採⽤唐⼩⾥，1唐⼩⾥＝0.4425公⾥

松案，「⽂州至武州可確定為250⾥，因此，⽂州至上都應改為1550⾥，扶州1700⾥，松州2000⾥。

松案，如果茂州採取北上松州入京的⽅式，計算⾥程，松州至上都只有1810⾥，顯然不合︔如果茂州經綿州入京，計算之後，綿州至京1770⾥，接近。可⾒茂州是取綿州道至西京上都。



松州的威脅來源 
必須先考慮吐蕃進出⼤唐的路線



吐蕃入唐道路

❖ 吐蕃進出⼤唐的道路，主要是經由青海湖東⾯的⽯堡城。《新唐書．地理
志》〈鄯城縣〉條下說：

❖ 鄯城縣，中，儀鳳三年置。有⼟樓山、有河源軍。西六⼗⾥有臨蕃城，又西六⼗⾥有⽩⽔軍、綏
戎城，又西南六⼗⾥有定戎城。又南隔澗七⾥有天威軍，軍故⽯堡城，開元⼗七年置，初曰振武
軍，⼆⼗九年沒吐蕃，天寶八載克之，更名。又西⼆⼗⾥至⾚嶺，其西吐蕃，有開元中分界碑。
⾃振武經尉遲川、苦拔海、王孝傑⽶柵，九⼗⾥至莫離驛。又經公主佛堂、⼤非川⼆百八⼗⾥至
那錄驛，吐渾界也。又經暖泉、烈謨海，四百四⼗⾥渡⿈河，又四百七⼗⾥至眾龍驛。 

❖ 原⽂⼀直記載到今拉薩，引⽂將它省略了。這條道路，現在建有G109（共
和縣以北）、G 214（ 共和縣以南），仍是西藏與青海間的主要通道。 其
中險要在⽯堡城，天寶八年哥舒翰以決定性的勝利攻拔⽯堡城之前，雙⽅
已有多次爭奪，當然，安史之亂發⽣後，又回到了吐蕃之⼿。 請看下圖中的⿈⾊道路
線。



黄⾊線：唐⼈與吐蕃的主要道路

⽯堡城是吐蕃北進的⾨⼾ 吐蕃侵唐主⼒松州距離吐蕃主⼒甚遠



松州解說
天寶⼗四年冬至安史之亂發⽣後，次年，河西、隴右兩節度使的軍隊，相繼內撤至潼關作
戰，北庭、安西兩鎮也將主⼒回防中原，只餘⽼弱留守。
此時，吐蕃傾全國之⼒，出⽯堡城，來爭⼆鎮故地，東出涇、原及秦州，攻陷長安︔並出
青海湖西道，西取北庭都護府。松州位於劍南道的最西邊，與吐蕃為界，在唐肅宗、代宗
間淪入吐蕃，乃是必然。
杜甫詩中⼀再寫到松州，是站在劍南節度使的⽴場，不願承認國⼟喪失。

吐蕃進入松州有兩條路：
⼀是由扶州向西進軍。當時扶州以北，已為吐蕃軍鋒，再取松州，其勢甚順。
⼀是由吐⾕渾故地，沿著⽺洞河及其上游墮佰柯的⾕道，經川主寺鎮，南下攻取松州。今
有G 213公路通過。
G 213，可達黄河⽀流⿊河流域，如經瓦松路，可達黄河⽀流⽩河流域。在吐蕃國內都屬
於東⽅的新領⼟。



⼀重⼀重的⾼山棱線，阻斷了內外交通，使得
松州只剩下川主寺鎮這條⼀唯⼀的通道



西山詩的八州



入奏⾏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唐 · 杜甫 

❖兵⾰未息⼈未蘇，天⼦亦念西南隅。
吐蕃憑陵氣頗麤，竇氏檢察應時須。
運糧繩橋壯⼠喜，斬⽊⽕井窮猿呼。
八州刺史思⼀戰，三城守邊卻可圖。 

八州是那八州？八州，乃是當州、翼州、悉州、柘州、靜州、恭州、奉州、
保州、維州。 具體來說，是指茂州⿊⽔河及汶川雜⾕腦河中的蕃州。
譚其驤圖中未畫保州，所稱奉州即是保州，⼜標了平戎城、天寶軍（天保
軍）等，都只是依據兩唐書及元和郡縣圖志的字⾯加以想像⽽已，雖有參考
價值，不可當真。 



淺藍⾊是現有河川，深藍⾊線條是譚圖州界，綠⾊標點是譚圖的該州位置，資料來源是以數字化譚圖的⽅法取得他的定位。

柘州

翼州

茂州

靜州

恭州

維州

悉州

奉州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的西山八州

當州



找出山頂棱線



山頂棱線舉例

通往⽇隆關有新舊兩個越嶺道，上圖是梭羅卡⼦，這是⼗萬分之⼀地形圖所載的⽼路，圖的南邊，是巴
朗山越嶺處，⼗萬分之⼀地形圖畫了民國時期的汽⾞路，今為G350



在⼀⽚亂山中，如何判讀衛星影像︖從中尋找連續的山頂棱線，依靠三種親⼿查證的⼯夫：第⼀是實
測、第⼆是經驗，第三還是實測。實測就是不斷的利⽤地形剖⾯，找出最⾼點，經驗從實測中純熟。

如何找到山頂棱線



下⾯的地形剖⾯圖，是利⽤這⼀條⾼度測量線，點選它，選擇「選擇⾼度剖⾯」，由程式⾃動產⽣。

這個標有4758⽶的點就是山頂棱線經過的位置。



4500-6206⽶的⾼山棱線包覆下
的八州



北越嶺處鷓鴣嶺越嶺S302

只有⿊⽔河注入岷江
處是唯⼀出入⼜

茂州以西的西山棱線-⿊⽔河流域順著綠⾊棱線看⼀圈



汶川以西的⾼山棱線包圍下的「雜⾕腦河流域」

巴朗山越嶺G 350

吐蕃 唐

古代軍隊絕對不會越過四五千⽶的連續封閉性棱線作戰
雜⾕腦河注入岷江處的汶川是本區唯⼀出入⼜



⽕井的威脅來⾃南詔蠻
杜甫詩：「煙塵侵⽕井」，和「斬⽊⽕井窮猿呼」已經指出了劍南軍的防備⽅位在南向。



⽕井 邛州

雅州

灌⼜

蠶
崖

成都

么妹峰

這兩道山頂棱線完全隔絕了吐蕃⽇隆關和⽕井鎮之間的通道

⽇隆關

⽕井的防備與北⽅無關，⽽是防禦南⽅。由於⽟溪河越嶺簡易，⾃雅州南⽅來的敵⼈，可由
此入邛州、成都。元和三年南詔寇雅州，陷邛州，逼成都府，入梓州西郭，即由此道。

煙塵侵⽕井



⽟溪河越嶺道路

北山
南山

公路越嶺

中間是寬⾕地形



–王⼤明

「在此輸入名⾔語錄。」



謝謝⼤家

➤ 祝各位都像這幾朵試花初開的薔
薇，有更美麗的前程。 

➤ 研究沒有第⼆條路，只有親⼿去
做實證。相信古⼈詩⽂乃至史傳
說的話，可能是真的，去做實
證。說話⼈的背景不同，可能有
⽴場，有隱藏，尤其是涉及到歷
史更甚。不論遇到什麼研究主題
對象，⽤盡⼀切辦法去證明它，
去說出它的真相。 

➤ 今天只想教⼤家親⼿畫線，畫了
線，⼤地山河就是你的證⼈。



謝謝王兆鵬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