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水是黄河上游的最大支流，青

海的母亲河，也是青海东北部和甘肃

中部的重要水资源。 温水名称最早见

于汉代。今天的温中、温源、河惶地

区，古之温中、涅州、温水县、惶中

羌等均因温水而得名。 本文试就温水、

河？皇地区、古涅中、温中地、涅中羌

等称谓进行溯源。

温水：涅水是黄河上游的最大支

流，位于黄河左岸，是青海东北部的

主要河流之一。温水一名源远流长，

最早见于汉代。 北魏邮道元著《Jj(经

注》中也称为？皇水。 宋代又称宗河、

宗水、宗曲、邀川水、勒且水、宗哥

川等。 明清时期又名博罗充克克河（旧

作波洛冲科克，即古？皇水）、洛都水、

两宁水、？皇河、碾伯河，等等。 清代

至今，温水上游涅游、西石峡（又名东

峡、戎峡）西口～西宁河段称为西川

河，因河贯穿西宁西部之川地，故名

同川。

温水，至迟公元 7 世纪以来藏语

称为宗曲。 今天的惶巾、温源、河惶

地区，古之惶州、温水县、？皇巾羌等

均因潭水而得名 。

宗水：西宁以东1皇水的古称。 藏

语中称宗曲，史称宗河、宗水。 宗陶

（宗水）两岸的广大地区总称为宗喀，

意为宗曲沿岸地带，汉语称温水流域。

清杨应;);if编篡《西宁府新志·卷四－

I也理·山 ） 11 》中载： “宗水之名始于

宋时，指西宁以东涅水而言，即藏语

‘宗曲’之汉译也。 ”

避川水：古代惶水在中游有边川

水之名 。 边川在今乐都县城碾怕镇东

西（老鸦峡～大峡）间的乐都盆地。

清杨应踞编篡《西宁府新志·卷四·

地理·山Jil 》中载： “邀） ii ，即县治

（今乐都县）东西川，今谓之碾伯） ii 。

宋嘶嗖时称遍川城。 ” 《中国占今
地名大辞典》邀川城条目：宋置乐州，

今青海乐都县泊。 宋吐蕃确厮眼，自

宗哥（今平安县）徙居于此，宋授为

邀川大首领。

勒且水：今平安县向沈家沟，又

名沙沟。 肯代温水也有勒且之名，勒

且之名是肉古代勒且羌人所居。 又名

勒姐（姐音紫）、牢姐。

据杨守敬、熊会贞著《水经注疏》

中载： “《水经注》云： ‘温水又东，

勒且溪水注之。 水出县东南勒且溪，

北流适安夷城东，而北入1皇水。 ’董

衬诫曰： ‘水当在今碾伯县西南，所

逞安夷城即故域，在涅水南者。 ’《水

经注》云： ‘涅水有勒且之名，疑即

此号也。 ’朱谋琦《水经注笼》H：‘《后

汉书·耿恭传》，恭讨西羌未服者，

勒姐、烧何羌等十气种数万人，皆iFr

恭降。 ’ 《注》云，姐音紫。 ｜对知此

勒且即勒姐也。 杨守敬按： 《西羌传》

作勒姐，又有牢姐。 ”

清杨应瑕编织西宁府新志·卷四·

地理·山） 11 》中载： “勒且水，其源出

平戎东南勒且溪，昔勒且羌种所居也。

北流至安夷城东（安夷古城位于今平安

县西白沈家沟～三合沟间的温水南岸台

地上，即古城崖遗址），而北入温水。

按《水经注》云‘温水有勒且之名，即

此号也。 ’阙捆云：‘金城河与勒且河合’

是已。 ”《水经注·卷 2• 河水》巾又载：

“惶水又向东流，有岸有勒且、溪水注入

惶水。 除k发源于县城（指安夷城）东

南的勒且、溪，向北流经安夷城东侧，向

北注入温水。 涅；j(又名勒且；j( ，应该就

是由此水而来的。 ”

宗哥） 11 ：占代？皇水有宗可川之名 。

清杨应踞编篡《西宁府新志·卷四·

地理·山） 11 》 中载： “宗哥川，在古

宗吾f城北．即？皇水也。 至宗哥城，遂

名宗哥） 11 ，随地异名耳。 ”宗哥城在

今平安县两？皇水南岸。 据《巾同古代

地名大词典》宗哥城条目： “在甘肃

西宁县东，宋于此置龙支县，后废，《宋

史地理志》 ‘宗水南有宗乎乎口，后说

日宗哥，因以名城’ 。 宋时l吐蕃赞普

之啸厮口罗居于此，亦作宗噶尔城。 ”

古潭中：古渥巾之名源于温水，

是一个广阔的地域名称，它肉也水流

经该地域而得名。 干片、fiiH皇一带统称为

1皇中地。 干片？皇中与？皇中地的概念基本

上是一致的，即今“河？皇地区“。

在肯代．涅中一般指今温水两岸

东部农业氏。 中同宋元之际著名史学

家胡兰省注《资治通鉴》中写到“夹

海水两岸之地，通谓之？皇中” 。 又有

惶中城，在西平、张掖之间，小月氏

江河随笔

、

之地也，故谓之小渔中。 甚至有时连

海水与黄河交汇地带的贵德、 化隆、

循化和甘肃临夏问族自治州的部分地

域也包括在内，即今“河海地区”

故胡芝省又注“夹黄河两岸之地，通

谓之j皇 rr ” 。 今门之淫中，贝lj缩小为

海东地以行政公署管辖的－个县，

1999 年划归两宁市。

？皇中地：两羌m地区。 据 《通典·

州郡·部州 》 条注： “古两芜所居，

谓之涅中地。 ”所谓涅中地．整体上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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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江河随笔

指的是黄河与温水相交的广大地区，

这一地区东部属于黄土高原的边缘地

带，西部、南部倚着青藏高原并与之

毗连一体，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地域

相互连接处的过搜地带。 “西羌”，

是西汉时对羌人的泛称。 亦指东汉羌

人内徙定居在金城、陇西、 汉阳等郡

的一支。 《后汉书·西羌传》说： “西

羌之本，出自兰苗，姜姓之本也。 ”
？皇中羌：居于古涅中（今青海河

涅地区）最早的羌人部落，故名？皇中

羌。 《后汉书·西羌传》说：羌族中

有个无吃［y ））爱［yu 6 n］剑，在秦厉

公时给人做奴隶，逃亡到三河（今黄

河、温水、大通河间区域），羌人觉

得他很怪异，以为是神，就推举他为

首领。 河水、温水之间禽兽很多，羌

人都从事猝猎，于是他就得到人们的

尊崇和信赖，投靠他的人很多。 他的

曾孙名叫忍，留在渥中，部众就叫1皇

中羌。

无－飞爱剑是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

春秋战国之际f皇中羌人总首领，春秋

战国时人，生卒年无考。 他是青海历

史的早期开拓者。 亦称爱剑、袁剑。

惶中羌人称奴隶为无吃，爱剑曾为秦

国的奴隶，故称。

秦厉公时（公元前 476 ～公元前

443 年）时，无－t歪剑被秦人俘获去

当奴隶，学会了较先进的农耕技术和

畜牧经验。 后乘机逃跑并摆脱追捕，

与一被割掉鼻子的女子结为夫妻，来

到黄河、温水、大通河问区域耕作和1

畜养牲口，促进了河渔羌人社会经济

和文化的发展。 人们对他倍加敬重，

都愿归附，种族部落遂繁衍强盛。

河1皇地区：河是指黄河，？皇是指

温水。 古称“温中”、“涅中地”、“兰

河间” 。 河洼地区指日月山以东，龙羊

峡至寺肉峡（黄河流经青海的最后一道

峡谷，地处青海民和县中川乡与甘肃积

石山县大河家乡交界地带）间黄河流域

以及黄河支流？皇水流域的广大地区。 河

渔地区地处黄河与惶水流域肥沃的三角

地带，是青海省地势最低和最重要的农

业区。 这里也是黄河流域人类活动最早

的地区之一。 它地处中原通往中亚、两

藏的通道上，交通便利，因而中原文明 、

· 22 · 

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在这里形成了一

个独立的交汇点。 这里寺庙林立，宗教

色彩极为浓厚，是中国西部人文景观最

为辉煌的地区之一。 如今河1皇地区已成

为青藏高原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业最

发达、 经济最繁荣的地区。 相对优越的

自然条件使这块不到全省面积 3% 的土

地拥有着青海省内仅陆以上的人口 。

潭水水系：涅水发源于青海省海

北藏族肉治州海晏县包忽图山北部的

洪呼日尼晗，河源海拔 4 395 米。 河

水自河源由北向南流，至海晏县三角

城转向东南流，经1皇源县城转向东偏

南流，经1皇巾、西宁、互助、平安、

乐都、民和、兰州市红古区、临夏回

族自治州永靖县等县、区、市，于兰

州市西罔区达川乡岔路村注入黄河，

全长 373.9 公里。

温水河源、至三角城称麻皮寺河

（又称包忽图河、麻学寺河），于三

角城北纳哈利涧河（又称哈勒景河），

河流通过巴燕峡至涅源、称巴燕河．？皇

源至西宁市称西ill河。 温水从海晏进

入温源后，东流南纳寺寨沟、上纳｜堡

沟、塔湾沟、大华沟（拉拉河），至

温源县城南纳被航沟、药水河。 药水

河是温源境内人涅的最大支流。 后温

水东流，在涅中县境内北纳西纳川、

云爷J，，，南纳盘道沟、杂布沟 、 转嘴

沟、维新沟、康缠川沟、甘河 、 实惠沟、

火烧沟等支流，至西宁市，北川河由

北注入干流，南川问从南注入于流。

北川河是1皇水的第二大支流。

西宁以下始称1皇水，东流至韵家

口，北纳剖，、塘｝ II 。 沙塘川是：皇水的第

二三大支流。 出小峡南纳小南川河（又

名西沟），北纳晗拉直沟。 至平安镇

北纳红崖子沟，南纳三合沟（祁家J,, ）、

白沈家沟（又名沙沟）、巴藏沟。 徨

水在高店镇湾子村进入乐都县境后，

南岸有高店沟、叶家沟、马哈拉沟、

峰堆沟、 直沟等支流汇入。 北岸有上

水磨沟、干沟、卡岔沟、迭尔沟、努

木赤沟等注入。 至乐都县城以下至老

鸦峡西口，引胜沟 、 羊馆沟、 卵寨沟 、

下水磨沟 、 向崖子沟、碾线沟 、 羊肠

子沟等支流由北注入J 岗子沟、碱沟（汤

官营沙沟）、双塔沟、虎狼沟等支流

由南注入。 在老鸦峡？皇水北岸乐都境

内，有岔沟、大沟等支流注入。 在老

鸦峡莲花台附近，有那仁沟、敖沟等

支流由北注入，芦草沟、松树沟等支

流由南注入。 至民和县城） , ，口镇附近，
米拉沟、 巴州沟等支流由南注入。

温水最大支流大通M由西北方向

在民和县享堂村注入温水，水量剧增。

后温水成为甘、青两省界河。 民和川

口慎以下有支流戚水沟、隆治沟等从

有岸汇入，后徨水在民和县马场垣乡

下东川村沙河湾进入甘肃境内。 在甘

肃境内，人温支流主要集中在左岸的

兰州市红古区境内，人？皇主要较大支
流有牛克沟、 ff!J水沟、 三条沟和岗子

大沟等。 牛克沟在红古乡王家口村注

入；倒水沟在花庄镇%I嘴村西注入；

＝三条沟在花庄镇温兴村西注入；岗子

大沟在红古区平安镇岗子村西注入1皇

水，岗子大沟也是？皇水下游的大支流

之一。 温水右岸有二房沟在永靖县西

河镇二房村注入。 温水在兰州市西固

区达川乡岔路村注入黄河。

温水流域：温水流域地处青藏高

原与黄土高原过腹地带，由1皇水干流

区和l支流大通河流域组成。 西起日月

山与青海湖水系相接，北依祁连山和

河西走廊内陆水系相邻，南以拉脊山

为界与黄河干流水系相邻，东连甘肃

省境内黄河一级支流庄浪河水系。 大

地构造属祁连山榈皱带， 地质条件复

杂，水系分布独特，由西北向东南走

向的郑连山 、 达摄山和拉脊山兰条平

行的山脉和其间的两条谷地组成了渔

水干流和1支流大通河水系。 ？皇水干流
位于流域的南部，河谷宽阔，流域宽

60 ～ JOO公里，属于西北黄土高原区；

最大支流大通河在流域的北部，贯穿

于祁连山和达摄山之间，地势高亢，

流域呈条状，属祁连山山地地貌．形

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共处于

一个流域的独特格局。

涅水流域地处青海东北部。 温水

流域由温水干流区和支流大通河组

成，介于北纬 340 衔’ ～ Yr' 28＇，加圣

(;'8。 3)卢～ lffi。 15’之间。 海拔在 1565

米（ 兰州市西罔区达） " )~ 5 254 米（门
源县冷龙岭岗什卡峰）间。 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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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两省一地三市＝外｜二区卡五县，即

青海省海东地区的民和回族土族自、治

县、乐都县、平安县、互助土族自治县；

西宁市及所属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惶中县、涅洒、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的

海晏县、祁连县、门源回族自治县、

刚察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天

峻县。 甘肃省武威市的天祝藏族自治

县，兰州市的永登县、红肯区、西罔［；）（；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永靖县

？皇水流域面积 32 863 平方公

里，其中在青海省境内的流域面

积 29 063 平方公里，占 88.4%;

甘肃省境内流域面职 3 800 平方公

里，占 1 l.6% 。 埠水干流区流域面

积 17 733 平方公恒，其中在青海省

境内流域面积 16 120 平方公里，甘

肃省境内流域面积 I 613 平方公里 。

大通河流域面积 15 130 平方公哩，

其中在青海省境内流域面积 12 943 

平方公里，占 85.5'3毛；甘肃省境内

流域面积 2 187 平方公里，占 14.5% 。

惶水民和水文站控制流域面积_15 342 

平方公里，占青海省境的涅水流域面

积 16 120 平方公里的 95.2% 0 大通河

享堂水文站控制面积 15 126 平方公

里，占大通河流域面积的 99.97'3毛。

温水不仅是青海东北部的主要河

流，也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地之一，

是青海东北部和甘肃中部的重要水资

源。 据徨水民和7}(文站和大通河水文

站 1952 年～ 2008 年实测资料分析，

惶水入黄河多年平均流量达每秒 141

立方米，年径流量 44.5 亿立方米。

青海人常说的“温水流域”、“温

水”，实际上指的是青海省境内温水

和温水流域，不但不包括大通河流域，

甚至也未将甘肃境内温水干流民包括

在内，将“渥水”、 “？皇水流域”概

念范围界定在青海省内，与实际的“温

水”、 “？皇水流域”概念是有以别的，

范围也是比较小的c

就肯海省境内的温水流域而言，

它已成为青海省政治、经济、文化巾

心和t农业生产基地，也是青海省地

势最低、气候条件较好、经济最发达

的地氏。 该流域农业资源优越，引温

灌溉历史悠久，面积 1.6 万平方公里，

仅占青海全省面积的 2.2%，耕地面积

却相当于全省的 56'3毛，并养育了全省

61% 的人口 。 全省 70% 以上工矿企业

分布于温水谷地，粮食产盐占全省的

61%，工业产值占全省的 63'3岛，是青

海省粮食、蔬菜、果品的最大生产基

地和最古老的大型灌区。 温水被誉为

青海的母亲河。 这里人口众多，劳力

富余，光、热、水、土资源丰富，交

通便利，农业开发历史悠久，经济基

础雄厚，产业门类较齐全，矿产资源

丰富，是青海省人门最集中的多民族

聚居区，在青海省的经济发展中起着

龙头作用，它东接兰州，西画柴达木

盆地和中亚，南连川藏，北达河西走

廊，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在柴达水盆

地开发和青海省经济发展中占着“强

东拓西”的战略位置，肩负着经济建

设与战略转移的重任，是同家开发西

部的幸要窗口 。 £（作者单位：青海

省乐都县水利局 810700)

谷雨之南

伤一回。 树木悄悄地回绿，仿佛不经意间，芽叶开始绽

放葳袭 花儿渐次开放，迎春、玉兰、樱花、杏李梨，

春意纷繁闸枝头。

昨日还是细雨如诉，转天煎风暖阳，雾萄散尽，杨

树F依依，阳光如万道全线，耀眼生辉，积聚了一冬的寒

意，顷刻间化为乌有，阳气回升，连泥土草木都散发着

静静的幽香。 角落里的萃儿、女儿、 动物、植物，一起

和着春天的节拍喝响

‘’ 

口积雪草

庄稼人所有的希望都是从谷雨开始的。 有句谚语

说：谷雨前后，种ffi,..点豆 说明到了谷雨时节，各种

农事活动都到了插秧播种的紧要关头，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籽当然，也会有心急的农人，不等谷雨来l悔，

就开始修理农具，平整土地，做着前期的准备工作 3

j谷雨有“雨生百谷’的意思。 庄稼人一年到头，盼
望的就是个风调雨顺，谷雨的雨，是春雨贵如油．谷雨

下雨，农人们一定会欣喜若狂，因为这预示着这一年不

会白忙活，一定会有个好年景

谷雨这两个字，一读起来，心中就会生出温润的感觉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谷雨时节，雨

是杏花春雨，风是杨柳斜风

春雨缠绵，飘飘洒洒，润物无声，仿佛一个满怀心

事的少女，无限伤感与惆怅，一个人对着春光悄悄地感

春雨像一首诗，抒情和缓，没有夏雨的暴虐，没有

秋雨的急躁，更没有冬雨的冰冷春雨更像一只手，轻

柔地抚摸着山川大地河流，不动声色地传达着心中的情

意，山川因为这多情的春雨绿了起来，河流因为这多情

的春雨醒了过来…

春雨像一阙祠，清凉透明，缠绵’胖恻，滤掉了，心中

的烦恼与喧嚣，滤掉了心中的浮躁与躁动滚滚红尘中，

无法把持的时候，不妨在细雨中淋上一会儿，那些清凉

的雨丝会让人清醒与禅悟，会让人平静与智慧

信步郊外，河畔烟雾迷朦，山中花放柳翠，有三两

农人在田间忙碌，隐隐地闯得远处鸡鸣犬吠之音，山土伪

里缓缓升起一缕炊烟·．．．．．

久久地凝望着，仿佛又回到了远古的农耕时代，你

耕田来我织布，过回到理想中的田园生活，没有纷争，

没有欲望，没有诱惑，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谷雨之雨，滋养万物之水 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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