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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讨论了历史时期中国西南野生印度犀牛分布及其灭绝的历史
，
分析了灭绝的原因

，
同时告诫国人要注意

保护生态平衡
，
禁止谧捕乱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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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纲犀科����
������������的犀属动物 ���

�
���本世纪初 已在中国灭绝

，

而在地质时代

犀类
、

象类和摸类有蹄类动物 中种类繁多
、

分支复杂的大类群
，

仅真犀类 �肠，�

�
���在我 国

发现的化石即有 �� 多种
，

进人历史时期以后
，
迄今世界仅有 �种 了

�

在地质时代和历史时期
，
犀 牛科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中国各地

�

在地质时代
，

我国 内蒙
、

宁

夏
、

新班
、

云南
、

陕西
、

黑龙江
、

山西
、

北京
、

四川
、

湖北等地生长着一 种中国犀 ���

�
。

�
�

和披毛犀�。 邓公白
州她 。心咖妇墉�〔

�一�〕 �

经四川为例
，

更新统时四川盆地及周围山区便广泛生 长着

中国犀
，
上更新统时川西北阿坝州一带便生长着披毛犀即

�

在历史时期的新旧石器时代
，

我国

四川
、

河南
、

浙江
、

广西等地均发现有犀牛骨
，

证明犀牛在我国古代是一种活动区域十分广的 动

物印
�

先秦时代
，
我国北方青海

、

甘肃
、

陕西
、

河南仍有犀牛出现⑧
�

这可从商周甲骨文记载中原

一带曾大量捕获犀牛得到印证
�

至于南方四川
、

湖南
、

湖北
、

广东
、

广西一带的野生犀牛分布就

更广泛了⑥
�

历史时期中国西南是最重要的野生印度犀 �助娜民口�� “ �
。 ���栖息地

�

旧石器时代中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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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野生印度犀分布就十分广
�

先秦时代四 川有两大分布 区
，

一是川西眠江上游和川北大 巴 山

区⑦ ，

一是川东山地地 区
�

到了汉晋时
，
中国北方 已经很少有犀牛分布了

，
但西南地 区野生印度

犀分布却仍十分广泛
，
这在汉杨雄 《蜀都赋 》和晋左思 《蜀都赋 》中都有谈及

�

据 《华阳国志 》和

《陶隐居 》载
，

今川东
、

川西
、

川西南西昌会理
、

云南中部和西部保山一带都分布着大量野生印度

犀 〔幻 �

中国西南地区到了唐宋时野生印度犀分布仍十分广泛的 � 《隋书
·

梁睿传 》便谈到益
、

宁

二州出犀牛
�

宋罗愿 《尔雅翼 》便谈到犀牛
“
黔蜀中时有之

” �

《五溪记 》特别谈到有 “
黔犀��

唐宋时期中国西南野生印度犀分布

地城和纬度

叶 州
��一��

南 州

资 料 来 撅

土贡犀角
�

另《奥地纪胜 》卷 ��� 载
有犀角山

《新唐书》卷 ��

《太平交宇记 》卷 ���

土贡犀
、

象 �太平交宇记�卷 ���

万 州 雍熙 �年
，
有犀 自黔南人万州

，

民捕杀
之

，
获其皮角

《宋史�卷 ��

捕获渠州犀牛 裴廷裕《东观奏记 》卷下

梓 州 广德元年�����猛士三千在梓州行猎
，

生擒独角兜 �只

益 州
土产犀角

川 黎

��

撬 州

出产犀角
，
黎州五部落

，
邓部州

多次贡犀角

杜甫《冬狩行》
�《全唐诗 》四函一册�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
卷 ��

《游宦纪闻》卷 �
，《宋会要辑稿 》

���，
�宋史�卷 ���

两林
、

风琶蛮多次贡犀角
《宋会要辑稿》���
�宋史�卷 ���

出产犀角 �游宦纪闻》卷 �

�州��雅�

书 州
尽牛过江 《太平交宇记 》卷 ��

永 昌
出产犀象

《蛮书》卷 �
，《政和备用本草 》卷

��
，《圣朝混一方奥胜览》卷中

云 璐 冲
出产尽牛 《奋书》卷 �

寻传川
壳弄川 出产犀皮
��

�蛮书�卷 �

曲 蜻
出产犀牛

、

大象 《浙唐书�卷 ���

费 州
土贡邢 �太平交宇记�卷 ���

夷 州 土贡犀 《太平宜宇记�卷 ���

州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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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必须否定张世南的《游宦纪闻 》认为当时成都犀角贬子从西和宕昌�今甘肃礼县
、

西

和宕昌县�贩犀角
，

是
“
诸蕃实货所聚处

” ，
不是当地所产之说

�

现在看来宋代北纬 ���的西和宕

昌有可能有犀牛生存
，

其原因有三
�

一是先秦时代这个地区 曾是犀牛产地
，
以后有少量残存是

可能的
，

徐坷《清稗类钞
·

动物类 》称清代青海产双角犀似有误
，
可能是印 度犀的残存

�

二是历

史时期这个地区气候 比现在温湿暖和得多
，

森林也 比现在多
，
适宜于印度犀生长

�

三是唐宋时

曾有嘉陵江上游亚洲象淹至间州的记载田
，
说明当时嘉陵江上游曾有亚洲象生存

�

印度犀与亚

洲象所栖息的生态环境相似
，
有亚洲象便有可能有犀牛生存

�

嘉睦江支流西汉水正处西和宕昌

之地
，
明清西汉水又称犀牛江

，
看来决非偶然

�

今北纬 ��
。

的安宁河河谷在唐宋似也有大里犀象
，

这也见上表黎
、

雅和 三州 的记载
·

今

天甘洛田坝
、

彝语称
“
类地米

” ，
意即温暖

、

湿润有大象的坝子之意
，
有亚洲象就有印度犀共栖是

完全合理的
�

从上可看出
，

唐宋时中国西南印度犀的分布向北延伸可达北纬 ��
。

的西 和宕昌一带
，

北纬

��
。

的万州
、

渠州
、

梓州
、

益州也有印度犀生存
，

北纬 ���一��
。

的地区分布更广泛
�

开发较早又处丘睦低山渠州
、

益州
、

梓州
、

嘉州等地有印度犀生存
，
可知当时当地森林仍十

分茂密
�

相比之下
，
中国西南野生印度犀分布 比同期野生亚洲象要广得多

，

但后来 印度犀 比亚

洲象先在中国西南灭绝
�

现在看来
，

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历史时期野生印度犀仅在滇南有分布是缺乏探人了解

的错误���〕 �

有的国内学者认为北宋以后 中国野生犀牛仅分布在北纬 ���以南的岭南地 区 也是

不够准确的���〕 �

到了明代
，
中国西南野生印度犀分布急剧缩小

�

川黔二省仅贵州遵义府绥阳县 �北纬 ��
。

�

仍有分布山〕 ，

但到清道光时便 已灭绝 �明云南滇南一带仍有印度犀生存
，

明钱古训 《百夷传 》

便说南滇南产犀象���〕 ，
人们还用犀兑皮裹尸葬��’ 〕 �

到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
，

在云南腾

冲
、

思茅
、

芒遮板
、

马关
、

禄劝
、

缅宁
、

元江
、

普洱等地仍有印度犀出没���〕 �

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

以前
，
在云南思茅

、

动腊和动海县还曾发现有野生印度犀的踪迹
�

但在本世纪中叶以来
，

中国西

南犀牛已完全灭绝
�

今传西藏南部察隅和墨脱与缅印交界森林偶有印度犀迁人
，
不能作为常居

常产之证
·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犀牛产地
，
历史时期犀牛的痕迹多 留刻在其地

，

多以命名山川
�

如嘉州

有状如犀牛的石犀潭
，
有沉犀的沉犀山

�

在彭水县有犀角山
，
成都有石犀寺

、

犀浦县
、

松州有犀

州一地
�

今广安县有犀牛桥
，
传说河中犀牛显身 �万县有犀牛寨

，

传说古有犀牛叫声
·

中国西南野生印度犀大量减少以至灭绝
，
除了历史时期气候变寒冷和犀牛本身生殖率低

外
，

人为的滥伐森林
，

使生态环境恶劣和无节制的捕猎是更最重的原因
�

早在唐宋时
，

人们就用

陷井和植木找等方法大量捕杀 〔���
�

用犀皮
、

犀角制犀甲
、

带
、

带钩
、

腰带
、

犀
、

犀笨
、

革囊
、

犀

褪
、

咒解和用药
，
形成了大规模的犀牛制品贸易

，
宋代成都药市里便有大量犀角出卖

·

当国内犀

牛捕猎殆尽后
，
又大量从海外输人

，
对海外犀牛减少起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这是今天我们应引

以为鉴的
�

建议有关部门在条件成熟后
，

在适于印度犀生长的滇南和藏南的林区引人印度犀进

行野生繁殖
，
建立新的自然保护区

�

道光遵义府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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