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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中國地理上的南、北之分嗎？
中國疆域遼闊，南北跨越的緯度很大，陸疆最南的海南省三亞市

是北緯 18.15˚，屬「熱帶」，位於南海最南的島礁曾母暗沙是北緯
3.58˚，亦即在赤道附近。在北邊，黑龍江省的漠河是北緯 53.28˚，地
理上屬「溫帶」，距離北極圈的「寒帶」（北緯 66.34˚以上）不太遠。
溫帶在冬天是很寒冷的，北溫帶的高寒地區一些地方氣溫可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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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攝氏負 40˚至 50˚，不過有夏天，所以稱為寒溫帶。在熱帶和溫帶
之間有「亞熱帶」，中國大部分地區都屬溫帶和亞熱帶，因此，在地
理上大致可依此分南、北兩大區域。
地理上的南北之分除了氣候之外，地貌和自然及人文風景也有很

大的差異，在文人的筆下最能反映出來，如北方的「冰天雪地」、「莽
莽草原」、「萬里黃沙」、「大漠孤烟」等，又或如南方的「山巒疊
翠」、「雲霧飄揚」、「小橋流水」、「鳥語花香」等。

第一課　中國地理的南、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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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緯度及氣候圖

江南小橋流水

華北冰天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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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南北分界線在哪裡？
中國有兩條主要的南北分界線，一是秦嶺，二是淮河，都位於北

緯約 35˚，那也是亞熱帶和溫帶的分界線。
 秦嶺海拔高 2,000至 3,500米，主峰太白山 3,767米，即約 7個

香港太平山般高。秦嶺以北冬天氣溫在零度下，風沙很大，降水量只
有 500至 700毫米，只能種旱田；而秦嶺之南冬天在零度以上，降
水量 750至 1,200毫米，可種水稻。
唐代大詩人李白曾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蜀道就是跨越

秦嶺的通道，因秦嶺以南在古代稱「蜀」。秦嶺難以攀登，其北邊山

香港區旗及中國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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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尤其高聳險削，最東端有以險峻知名的西嶽華山。
秦嶺以東進入河南省境有一些海拔較低的山嶺，然後進入華北大

平原。華北大平原又名黃淮大平原，因為黃河之南還有淮河，其位置
大約在黃河和長江中間，源於河南省南部的桐柏山（主峰 1,127米），
向東流經安徽和江蘇兩省北部出海。
淮河也是南北分界線，兩邊分屬亞熱帶和溫帶，土壤、氣候、物

產都有所不同。

青藏高原是屬於南方抑北方？
青藏高原大部分位於北緯 35°至 40°，在地理上屬中國的西南部，

但這地方海拔極高，屬高原氣候區，除雅魯藏布江河谷外，大部分都
是高寒地帶，沒有真正的春天和夏天，其氣溫和寒溫帶的冬天差不多。

秦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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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淮河為主題的紀念郵票
秦嶺及淮河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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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之分除地理外有甚麼歷史意義？
華夏文明起源於北方的黃河流域，因此長江流域相對而言就是南

方了，這和地理上以秦嶺和淮河為南北分界線「不謀而合」。
此外，淮河在中國歷史上又是重要的政治和軍事分界線，因黃河

流域的華夏民族（漢之後稱漢族）曾有兩次不敵南侵的遊牧民族（漢
之後泛稱胡族），往南退守，造成南、北大分裂，其分界線主要就
是淮河，一次是 4至 6世紀的東晉至南北朝時代（約 260多年），
另一次是 12至 13世紀的南宋（約 150年）；在這兩段時期，淮河
一帶是南、北雙方長期對峙和交戰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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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南、北之分的其他意義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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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之間也有文化差異嗎？
由於自然環境和生活條件不同，南北各地區民眾的經濟活動和生

活方式會有較大的差異，人的體型和體質、心態，以至飲食習慣都有
差異。
一般而言，北方的民眾較為剛毅，加上有粗獷的遊牧民族，民風

豪邁樸實，南方則較為風雅活潑。此外，內陸和封閉的地區民風傾向
保守，而靠近海洋的會較為開放和富冒險精神。
不同的生活環境和習慣，對各地民眾的文化取向、風俗、藝術和

文學也會有影響，使文明的發展更多姿多彩；本叢書的其他冊子會進
一步介紹這些方面的情況。

為甚麼中國沒有因這些地區差異
而變成很多國家呢？
先秦夏、商、周時代發展起來的華夏文明很優秀，在歷史上常為

文明較後進的四方族群所學習和吸納，而華夏文明祟尚「四海一家」，
對內強調「大一統」，對外彰顯「懷柔遠人」，有很大的包容性，包
括不斷吸納外來文化的精粹；雖然歷史上有很多族群戰爭，但結果是
大多數的族群都融合起來了；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還很早就統一了文
字，方便了文化和文明的傳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本叢書其
他冊子，會詳細介紹這些文化統合和融合的過程。
我們也可以將中國的情況和歐洲作一比較，整個歐洲的面積只比

中國大一小點，但在歷史上卻形成了大、小國家 40多個，由此可見
中國文化的強大融和力。

東晉地圖（382年） 南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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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中國的南方
中國的南方應如何再分為不同的地理區域？
南北分界線（秦嶺 --淮河）之南，首先是長江流域，由西到東可

分三個地區。
位於最西的是四川省和重慶市，四川西邊就是第一冊首先介紹的

青藏高原，四川北邊有秦嶺，地理上屬內陸，降水量卻不少。
在中間的是湖北、湖南和江西等幾個省，還是內陸，但已相當受

到海洋季候風影響，雨水很多。
東部是安徽、江蘇和浙江等幾個省和上海市，海洋的影響就更加

重要了。 長江流域以南又如何？
長江流域的南邊有很多山嶺，最著名的是南嶺和武夷山脈，這些

山嶺又是另一個地理環境分界線。中國的北方有長城，長城以北是北
方的北方，南嶺之南，也可以說是南方的南方。
這個「南方之南」的大片地區，由西到東又可分為三部分，最西

的是雲貴高原，屬內陸地區；中間的是廣西和廣東（兩省北邊是南
嶺），屬珠江流域的「嶺南」地區，廣東的南邊是海洋，還有海南省
和南海諸島；在廣東東邊有福建和台灣兩省。
由廣西往東的所有地區，都屬海洋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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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流域圖

南嶺及武夷山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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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你知道哪裡是中國的「中部」？
河南省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也是夏、商、周時代的政治中樞地

帶，因此在地緣歷史上被視為「中原」，但以今日中國偌大的版圖
來說，河南在地理上只是在東半部的中間，又位於黃河流域，在南
北分界線的北邊。「中原」的說法其實在近世已不流行，河南在今
日的地緣政治處於「華北」和「華中」之間。

那麼地理上中國的中心點在哪裡？
中國在還擁有外蒙古（今蒙古國）的時候，形狀像一大塊海棠葉，

葉的中間點是甘肅省的首府蘭州市，但蘭州在地緣概念上一直都是
「西北」；從明朝開始，從河南中原以西的陝西開始，都屬地緣上
的「西北」。

那麼中國今日的「中部」在哪裡？
長江流域的湖北省在近世和今日都被稱為「華中」，而武漢是最

核心的城市；若擴大一點，則湖南、江西兩省也算「華中」的一部分。
要注意的是，長江流域在地理上是南方，在歷史上也是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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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的「中」和東、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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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華東」、「華西」和「華南」嗎？
湖北省以東的江蘇（連上海市）、浙江一般會被稱為「華東」，

安徽則在華東和華中之間。
湖北以西的重慶市和四川省則是「華西」，其實四川在地理上是

橫跨東、西的；四川和雲貴高原的雲南、貴州兩省，又被稱為中國的
「西南」；加上西藏，又稱為「大西南」。
因長江流域各區分別有華中、華東和華西的稱謂，今日一般所稱

的「華南」，便主要是指嶺南以南的廣東和廣西等地區了。

中國分區圖
中國一些以區域命名的大學
地緣上的中國「中部」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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