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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段

山西段

陕西段

西南段

164—195

196—217

218—229

230—257

逶迤数千公里的金界壕，克什克腾旗贡格尔草原段保留依然
完好，至今可以清晰地看出壕沟与城墙联合的城防体系。顺
着夕阳的光线，照片由西向东拍摄，金界壕东侧起伏的群山
已经开始出现了树木，这便是大兴安岭的余脉；西侧则是一
马平川的内蒙古高原。地理的天然分界线，被人为的军事分
界线所完好诠释。摄影／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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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家胡焕庸把中国的黑河（瑷

珲）和腾冲两点一连，在地图上画出了

一条直线，这条直线从中国的东北贯向

西南，把中国版图划为两半 ：东南半壁

是人口密集地区，西北半壁是人口稀疏

之地。这条1935年画出的直线，对中国

的自然与人文地域分异规律的刻画，直

到今天都是十分准确的。

我们呼吁“慢步中国”，是为了在行

走间体验中国多样的自然与人文。人们

容易被“极端”和“异类”所吸引，而胡焕

庸线所穿过的地域，恰是各类“极端”之

间的过渡、调和与交融的地段。通常，我

们视这类现象为“临界”。

胡焕庸线是一条虚拟的直线，如何

将它“落地”？为此，我们收集了许多

与胡线相关的地图资料。与胡线相关

的人口分布，其实与自然环境的地域

分异互为因果，自然界与人文社会中

的现象，往往经历从渐变到质变的过

程。所以，当把“胡线”落实到地球表面

时，得到的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条

形区域。这个区域两侧，分别是人口密

集和人口稀疏地区，在这个条形区域

胡线与中国的荒野格局之内，则是地貌形态、人口分布以及人

文现象的各种过渡。

终于，我们发现了“生态环境过渡地

带”这个概念。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的葛全胜研究员最早提出了这个

地带的存在，后来，该所的王铮研究员发

现，这个地带与胡线的走向十分吻合。

我们决定把“走胡线”的范围限定

在生态环境过渡带里。从东北到西南，

依次可分几个地段 ：东北段（燕山－科

尔沁－大小兴安岭林草交界地带）、山

西段（山西高原）、陕西段（黄土高原）、

西南段（西南山地）。每一段都有特殊

的故事。

走胡线，就是从林草交汇之地（东

北段），穿越浓缩的中国历史（山西段），

阅历黄土高原的质朴（陕西段），直插西

南山地的起伏跌宕（西南段）。

胡线，是中国东部和西部之间的界

线，“边缘”、“分隔”、“冲突”、“融合”、

“跨界”、“分离”、“脆弱”、“敏感”、“缓

冲”、“过渡”、“渐变”、“突变”……均在

这里发生。所以，走胡线，就是去体验

“临界”的魅力。

已开发土地
人类活动高强度区域
人类活动低强度区域

曹越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博士生
龙瀛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副研究员

“ 胡线”是个条形地带，我们把 
它分为四个段落，在每个段落 
里织一张路网。

走胡线：体验“临界”的魅力 撰文／刘晶

从辽宁省兴城市出发，沿燕山、大兴安岭的两
翼北上，转过呼伦贝尔，穿越大小兴安岭，直
至黑龙江畔的“胡线”起点瑗珲镇 —— 我们
的慢行中国体验者，沿 2000+ 公里的路线，
在中国东北的林草交汇之地漫游。这条线，
串起了海洋、草原、湿地、沙漠、森林和江
河；在这条线上，呈现着游牧、渔林、农耕的
交错与共生、冲突与和谐。一幅绚丽的东北
徒步画卷顺着他们的脚步展开了。

胡焕庸线自东北向西南倾斜，在不同投影的
中国地图上，胡线与山西省版图相交的位置
不尽相同。而在生态环境脆弱带的地图里，山
西省全境都被包含其中。作为自然地带中的
过渡类型，山西省的自然地理地位造就了它
自古以来混搭的生产类型和人文生活形态：
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杂糅并济。我们的体验
者从晋北走到晋南，浏览了这个缩微版的“历
史上的中国 ”。

我们的陕北路线体验者，是一对夫妻，他们
怀着欣喜之情踏上了体验之路。以他们的年
纪，这趟徒步之旅可以作为第二次蜜月旅行
了，一路上的劳累，与发现的惊喜相伴随，他
们的感情也随着公里数的增加而不断升温。
他们的徒步路线，串联起陕北那些印在史书
上的地名，与老乡的每一次寒暄、路上不期
而遇的每一个乡村事件，都是黄土高原沟壑
深处发生在 21 世纪的真实。

胡线遭遇川滇时，陷入了多元化的境地。它
自秦岭穿过，在四川盆地西缘顺利划过，便进
入横断山区的艰险当中。走胡线的西南段，
是由好几条古道连缀而成的 —— 褒斜道、金
牛道、荔枝道、川渝古道、茶马古道、五尺
道、南丝路 —— 之所以选择古道，是因为古
人所开辟的道路，恰能体现自然地势的本来
样貌 —— 能走通的，都可成为交流或分界的
关键地段。

走胡线东北段：
沿东北的分歧线北上：林草交汇之路穿行记

走胡线山西段：
与胡线吻合的山西：混搭的历史舞台

走胡线陕西段：
从关中走向黄土幻城：古老的地名串起乡情

走胡线西南段：
在起伏的地形中寻找人与自然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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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过渡带
中国存在一条平均走向为腾冲—瑷珲方向的生
态环境过渡带，它的中央位置大致为沿腾冲向
石鼓方向北上，沿四川盆地西缘雅安—天水方
向行走，然后转向沿渭河向东，到潼关后大致
沿汾河行走，再沿燕山山麓北上，并在北京、张
家口附近通过，到达东北大致沿科尔沁沙地中
央、大兴安岭东麓向东，最后在瑷珲附近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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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荒野的概念对于许多人来说较为
陌生。一个广为接受的荒野定义是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 IUCN 保护地分类中的定义：

“ 荒野是大部分保留原貌，或轻微被改变的
土地或海洋区域，保存着自然特征和感化
力，没有永久的或明显的人类聚居点。该
区域被保护和管理，以保存其自然状态。”  
 
荒野是相对的。荒野制图强调的是人类影响
强度的变化。我们对移动社交数据进行了分
析，这些数据反映出人类活动的范围和活动
强度，从而反映出实际监测到的“无人区”。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荒野的空间格局与胡焕
庸线有关。在胡焕庸线东南部，荒野面积
相对较小，荒野质量相对较低，荒野地在空
间上也呈现出“ 孤岛化 ”、“ 碎片化 ”的
形态；在胡焕庸线西北部，荒野面积相对较
大，荒野质量相对较高，荒野地在空间上作
为大地景观的“ 基底 ”。而在胡焕庸线穿
过的地区，则存在着一些中等质量的荒野。 
 
沿着东北向西南的方向看，我们可以看到胡
焕庸线穿过或邻近一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这些自然保护区是荒野区域的代表，保护着
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自然美
景。在这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周边，也有
着质量类似的荒野区域，也会有受人类活动
影响较大的地区。从图中可以看到这个混合
状态明显的条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