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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阿克苏河流域作为内陆河典型样例,
 

探究新疆多民族语言命名的地名文化景观分布特征及成因,
 

促进地

名文化传承和保护.
 

基于区域文化和特色将阿克苏河流域地名文化景观划分为自然景观类、
 

文化景观类、
 

农垦类、
 

方位类、
 

其他类,
 

通过核密度和标准差椭圆分析各类别地名的分布特征,
 

并选取特色鲜明的3类地名,
 

分析其与自

然地理要素的关系和基因图谱.
 

研究发现:
 

农垦类地名占比最高,
 

整体分散局部集中,
 

具有明显的方向性;
 

自然景

观类地名占比其次,
 

受地形、
 

水文因素影响明显;
 

文化景观类地名在绿洲中部较密集,
 

整体呈西北—东南向分布;
 

其他各类别地名受不同因素影响呈不同分布特征,
 

其中“吐木”型地名地貌形态指向性明显,
 

渠系型地名随距渠系

距离的增加而减少,
 

对应型地名多分布于水系周边,
 

在河流上游沿河分布明显,
 

河流中游沿渠分布明显.
 

地名文化

景观分布特征和成因的分析可为地名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同时,
 

对区域文化脉络、
 

历史沿革和乡村

文化的保护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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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Aksu
 

River
 

basin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inland
 

rive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stri-
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geographical
 

names
 

in
 

multi-ethnic
 

languages
 

in
 

Xinjiang,
 

so
 

as
 

to
 

pro-
mote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
 

Based
 

on
 

the
 

regional
 

culture
 

and
 

char-
acteristics,

 

the
 

geographical
 

name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of
 

the
 

Aksu
 

River
 

Basin
 

are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natural
 

landscape,
 

cultural
 

landscape,
 

agricultural
 

reclamation,
 

azimuth,
 

and
 

other
 

categories.
 

The
 

kernel
 

density
 

method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category
 

of
 

geographical
 

names.
 

Three
 

distinctive
 

Uyghur
 

geographical
 

names
 

are
 

selected
 

to
 

ana-
lyz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natural
 

geographic
 

elements
 

and
 

gene
 

mapping.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geographical
 

names
 

of
 

agricultural
 

reclamation
 

accounted
 

for
 

the
 

highest
 

proportion,
 

which
 

are
 

scattered
 

o-
verall

 

and
 

concentrated
 

locally,
 

and
 

have
 

obvious
 

directionality.
 

The
 

proportion
 

of
 

natural
 

landscape
 

geo-

graphical
 

names
 

are
 

in
 

second
 

place,
 

which
 

are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terrain
 

and
 

hydrographic
 

factors.
 

The
 

cultural
 

landscape
 

place
 

names
 

are
 

dense
 

in
 

the
 

middle
 

of
 

the
 

oasis,
 

and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are
 

in
 

northwest-southeast
 

direction.
 

Oher
 

types
 

of
 

place
 

names
 

showed
 

different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un-
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actors.
 

Among
 

them,
 

the
 

“Tumu”
 

type
 

of
 

geographical
 

names
 

has
 

obvious
 

geomorphological
 

directionality,
 

and
 

the
 

number
 

of
 

canal-type
 

geographical
 

names
 

decreased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distance
 

from
 

the
 

canal
 

system,
 

and
 

the
 

corresponding
 

geographical
 

place
 

names
 

are
 

mostly
 

distributed
 

around
 

the
 

water
 

system,
 

with
 

obvious
 

distribution
 

along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river,
 

and
 

obvious
 

distribution
 

along
 

the
 

canal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river.
 

The
 

analysis
 

of
 

the
 

distri-
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geographical
 

names
 

cultural
 

landscape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geographical
 

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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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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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对地表特定地域空间或地域实体的指称,
 

是在人的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为确定地物类型、
 

空间方位及相互距离而出现的[1],
 

其蕴涵丰富的信息,
 

常常被称为“指向过去的路标”[2].
 

学者褚亚平[3]在

《地名学论稿》一书中强调地名是人们对地理环境的认知,
 

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提出了地名的概念,
 

宏

观角度地名指地方的名称,
 

微观角度地名专指特定地理实体的位置、
 

范围和形态特征.
 

地名具有地域性,
 

作为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
 

其形成有着深刻的地理、
 

历史和文化

背景[4];
 

地名还具有相对稳定性,
 

是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富有价值的线索和证据的文化化石[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明确振兴乡村文化的客观需要[6-7],
 

而乡村振兴,
 

文化

先行,
 

文化振兴是全面振兴的精神基础,
 

能够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哺育和支撑,
 

是乡村振兴的力量之“根”、
 

发展之“魂”和应有之义[8].
 

2003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提出,
 

地名属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传承和保护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9],
 

2012年民政部通过的《地名文化遗产鉴定》中的行

业标准指出,
 

我国地名文化遗产分为千年古城(都)、
 

千年古县、
 

千年古镇、
 

千年古村落、
 

甲骨文和金文地

名、
 

少数民族语、
 

著名山川、
 

近现代重要地名等八大类别[10],
 

为从不同角度研究地名文化、
 

服务乡村振兴

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乡村文化振兴的角度来看,
 

地名文化的研究、
 

传承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地名研究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以地名词义及来源[11]、
 

地名命名原则[12]、
 

地名分布及意

义[13]、
 

城市地名的发展及特征[14-15]等为研究热点,
 

涉及历史学、
 

语言学、
 

地理学等多学科领域.
 

国内地名

研究多采用描述、
 

记述等定性分析方法[16-17],
 

随着研究内容的不断深入,
 

相关学者将GIS空间分析技术和

数理统计方法[18-19]引入地名研究,
 

研究内容涉及地名的发展演变[20]、
 

类型划分[21]、
 

分布特征[22]、
 

变迁规

律[23]、
 

地名与自然地理要素的关系[24-25]、
 

地名文化的传承与保护[26]及跨省界地名空间格局[27]等方面,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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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区域遍布东西部地区,
 

并开始向含大量少数民族语言地名的多民族聚居区侧重,
 

研究主体包含壮语地

名、
 

藏语地名、
 

客家地名等[21,24,27],
 

研究内容日渐丰富,
 

研究尺度趋于多元[23,25].
 

本研究选取自然流域尺

度,
 

以少数民族较为聚集的阿克苏河流域为研究区建立聚落地名数据库,
 

将少数民族语言地名作为主要研

究对象,
 

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
 

从地名含义及其蕴含的文化背景为主要切入点,
 

对当地

聚落地名文化景观进行分析,
 

以期挖掘典型少数民族地区聚落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当地少数民族

语言与聚落地名的关系,
 

促进地名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1 研究区概况

“阿克苏”维吾尔语意为“白水”,
 

因河流流经石灰岩、
 

白云岩山地,
 

水中带有大量白色沙粒呈乳白色而

得名.
 

阿克苏河长224
 

km,
 

上游由托什干河和库玛拉克河组成,
 

两河在温宿县附近汇合,
 

河流向东南流与

叶尔羌河、
 

和田河汇流成塔里木河,
 

是塔里木河水量最大的源流,
 

河水主要由山地降水和冰雪融水补给,
 

水量丰富.
 

阿克苏河流域(40°17'-41°40'N,
 

78°20'-82°00'E)位于新疆天山南麓,
 

塔里木盆地北缘,
 

属暖

温带大陆性气候,
 

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
 

中低山丘陵、
 

冲积平原、
 

戈壁、
 

绿洲相间,
 

地貌分异明显.
 

流域内

绿洲涉及阿克苏市、
 

阿瓦提县、
 

温宿县、
 

乌什县、
 

柯坪县和第一师阿拉尔市(图1),
 

共辖11个镇、
 

26个乡

和16个团场,
 

人口由36个民族组成.

底图审图号:
 

GS(2019)1825号

图1 研究区概况图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地名数据包括阿克苏河流域涉及到的阿克苏市、
 

阿瓦提县、
 

乌什县、
 

温宿县及第一师阿拉尔市的村、
 

连队等行政地名,
 

数据来自2018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
 

并通过电子地图补充完善;
 

河流和渠系数据、
 

30
 

m
分辨率DEM高程数据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

2.2 研究方法

对聚落数据进行面转点处理,
 

并对地名数据进行翻译,
 

发现地名命名规律,
 

然后对地名分类和统计,
 

最终得到包含921个地名的流域地名数据库作为研究基础.
 

对分类后的地名进行核密度和标准差椭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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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观察不同分类下地名的分布特征并分析原因;
 

基于以上研究选取当地极具区域特色和代表性的3类维

吾尔语地名,
 

分析其与自然地理要素信息的关系和基因图谱.
核密度估计法(KDE)体现了地理学的距离衰减规律,

 

其结果是由栅格组合而成的趋势面,
 

呈现出密度

值高低变化的空间形态,
 

这种方法有利于点数据的显示和分析[28-29].
 

核密度方程如下:

f
∧
(x)=∑

n

i=1
K

x-xi

h  
式中:

 

f
∧
(x)为核密度值;

 

h 为预设窗口半径;
 

n 为窗口地名个数.
 

核密度方程的几何意义为:
 

密度值在每个

地名点xi 的中心处最高,
 

且随搜索距离的增加而降低,
 

当两地名间的搜索范围h 达到搜索阈值时,
 

密度值

为0;
 

地名的核密度值为该搜索范围内所有密度值的总和[30-31].
标准差椭圆(SDE)是以中心、

 

长轴、
 

短轴、
 

方位角为基本参数的空间分布椭圆,
 

能定量描述研究对象

空间分布的整体特征[32],
 

椭圆的范围表示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主体区域,
 

面积表征地名点分布的分散程

度,
 

长轴方向是地名点空间分布较多的方向,
 

长短轴之间差值越大,
 

地名点分布的方向性越强,
 

反之则方

向性越弱[33],
 

相应公式参见文献[32].

3 地名文化景观分类与统计

地名是在区域人地系统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区域文化与特色的凝练和概括,
 

常以其反映的自然与文化景

观特征作为分类准则,
 

自然景观特征多从山、
 

水、
 

动物、
 

植物等角度出发进行分类,
 

文化景观特征主要包含

经济活动、
 

姓氏人名、
 

建筑工程、
 

美愿纪念等角度[22,26].
 

本研究中地名分类综合考虑以上因素,
 

以地名用

词、
 

地名含义及地名统计特征为基础,
 

系统综合区域方位、
 

农垦文化、
 

政策方针、
 

群体认知等方面,
 

并参考

文献[22,26],
 

认为该区域地名应划分为自然景观类、
 

文化景观类、
 

农垦类、
 

方位类和其他类共5大类.
 

其

中自然景观类和文化景观类地名主要反映居民群体认知,
 

包含对所处生产生活环境的自然环境特征(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民族文化、
 

族群变迁、
 

农耕文化、
 

居民生活愿景及历史积淀等因素的认知(图2),
 

农

垦类地名主要反映历史时期西域屯垦经济和现代屯垦戍边制度的发展[34],
 

方位类地名主要反映居民群体

依据不同地理要素为参照进行的地名命名.
基于上述分类框架,

 

阿克苏河流域各类别地名统计特征及主要用词如表1所示.
 

一些地名在各类别

之间存在交叉,
 

如苏盖特(柳树)艾日克(小渠)村在自然景观类地名中既分属植被类,
 

又分属水文类;
 

吾

斯塘(大渠)博依(边缘)村等既可划分到方位类,
 

又可划分至自然类,
 

因此表1统计结果存在大于100%
的情况.

图2 阿克苏河流域地名文化景观分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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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阿克苏河流域地名统计特征及用词(字)示例

类别 亚类 地名主要用词(字) 示例
数量/

个

亚类

占比/%

类别

占比/%

自然景观类 地形类

塔格(山)、
 

别勒(山梁、
 

山腰)、
 

吐木(山

嘴、
 

突出一角)、
 

霍依(沟崖)、
 

亚/牙(崖

壁)、
 

库木/库吾尔(沙漠)、
 

萨提/萨依/

沙依(戈壁滩)、
 

博孜(荒地)等

加依塔格村、
 

库木布隆

村、
 

萨依买里村、
 

亚巴

格村、
 

墩其格村、
 

吐木

秀克村、
 

塔格拉克村

60 33.33 19.54

水文类

艾日克(小渠)、
 

吾斯塘(大渠)、
 

布拉克

(泉)、
 

库勒(水塘、
 

湖泊)、
 

苏(水)、
 

库

如克(涝坝)、
 

艾肯(沟)、
 

托喀(河湾)、
 

果勒(河沟)、
 

阿热勒(河洲)等

吾斯塘博依村、
 

托玛艾

日克村、
 

喀拉库勒村、
 

色日克苏村、
 

阿克布拉

克村、
 

库 木 希 吾 斯 塘

村、
 

库勒村

79 43.89

植被类

托格拉克(胡杨)、
 

玉吉买(桑树)、
 

吉格

代(沙枣树)、
 

央塔克(骆驼刺)、
 

铁热克

(白杨树)、
 

苏盖特/色盖(柳树)等

苏盖特力克村、
 

吉格代

村、
 

吉格代力克村、
 

阿

克托格拉克村、
 

玉吉买

村

47 26.11

文化景观类 颜色类

喀拉/喀尔(黑色)、
 

阿克(白色)、
 

克孜

勒(红色)、
 

科克(绿色)、
 

萨尔/色日克

(黄色)等

喀拉 苏 村、
 

科 克 巴 什

村、
 

阿克托海村、
 

克孜

勒都瓦村

45 29.22 16.72

移民迁居类
柯坪、

 

托克逊、
 

和田、
 

皮羌(今鄯善)、
 

仓、
 

黄宫等

柯坪村、
 

北麦盖提村、
 

托克逊亚贝希村、
 

玉斯

屯克和田村、
 

库尔干村

37 24.03

生活类

巴格(果 园)、
 

英(新 的)、
 

古 勒(美 丽

的)、
 

巴依(富人的)、
 

艾斯力(原先的)、
 

克地木(古老的)等

英古勒巴格村、
 

努尔巴

格村、
 

艾斯力克村、
 

阿

依赛克村、
 

英买里村

31 20.13

数字与经济类

拜什(五)、
 

阔什(二)、
 

也台(七)、
 

赛克

孜(八)、
 

兰干(车马店、
 

住宿地)、
 

其(指

匠人)、
 

巴扎(集市)等

拜什艾日克村、
 

阔什库

都克村、
 

兰干村、
 

依干

其村、
 

塔尕尔其村

41 26.62

农垦类 - 团、
 

连、
 

农场、
 

队

6连、
 

玉 尔 滚 民 族 3

队、
 

农业2连、
 

青年农

场、
 

腾飞农场

371 40.28

方位类 -

托万(下)、
 

尤喀/玉斯屯/巴什(上)、
 

博

依(边缘)、
 

阿热(中间的)、
 

喀什/贝希

(源头)、
 

阿恰(岔路口)等

托万克巴里当村、
 

尤喀

克巴里当村、
 

玉斯屯克

柯坪 村、
 

托 万 克 柯 坪

村、
 

喀什贝希村

173 18.78

其他类 - 站、
 

监区、
 

场等

畜牧站、
 

水管站、
 

团结

电站、
 

一监区、
 

乌什镇

国有、
 

吐曼村、
 

南关村

149 16.19

4 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典型地名景观分析

4.1 不同类别地名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

本研究依托阿克苏河流域地名文化景观分类框架(图2),
 

在将该区域地名文化景观划分为5大类、
 

7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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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基础上,
 

通过核密度估计法及标准差椭圆分析法,
 

得到本研究各类别地名的分布情况(图3、
 

图4),
 

具

体分析结果如下:

总的来看,
 

自然景观类地名(图3a)因地形、
 

水文因素影响,
 

主要集中于阿克苏市中南部和阿瓦提县北

部,
 

在柯坪县中部及河流上游乌什县也有所分布,
 

但分布的方向性特征不强;
 

文化景观类地名(图3b)密集

分布于乌什县腹地和阿克苏市中南部,
 

并由阿克苏市向南延伸至绿洲边缘,
 

具有一定的方向性;
 

因两大类

地名分布受各亚类地名分布影响,
 

后续进行详细分析.

底图审图号:
 

GS(2019)1825号

图3 不同类别地名核密度及标准差椭圆分布

农垦类地名(图3c)含兵团连队和地方农场,
 

整体分散局部集中,
 

具有明显的方向性,
 

主要分布于第

一师阿拉尔市,
 

并连片分布于河流下游的绿洲边缘区.
 

原因与兵团的历史沿革密切相关.
 

1954年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成立,
 

其使命是劳武结合、
 

屯垦戍边,
 

但其扎根屯垦的区域主要为当地居民经过长时间生产

生活后,
 

来不及或放弃垦种的土地,
 

多位于内流河下游且远离主要交通带,
 

水土条件相对较差[21].
 

为改

善垦区条件,
 

兵团第一个五年计划指出:
 

“以发展农业为中心,
 

以水利建设为先行,
 

以北疆地区为重点,
 

结合水利建设进度逐步扩大耕地面积,
 

积极建设正规化国营农场”[34].
 

第一师阿拉尔市早期也进行了相

关水利设施的建设,
 

现拥有6座水库,
 

2019年农业总产值271.86亿元,
 

虽多分布于绿洲边缘,
 

但其发

展并未受到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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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类地名(图3d)沿北部支流向南扩展,
 

整体沿水系分布特征明显,
 

地名的分散程度相对较低,
 

高密

度区主要位于河流中部的阿克苏市及绿洲南部的阿瓦提县,
 

在河流交汇后密度值向阿克苏老大河西部及南

部递减.
 

原因是人们对于地名中方位的描述会选取一定的参照,
 

阿克苏河贯穿流域内整片绿洲,
 

惠及并养

育了这片绿洲上生活的所有居民,
 

即使不靠近河流的区域也同样有渠系引水以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要;
 

同

时与汉语中描述方位的东西南北不同,
 

维吾尔语地名多是按上下左右等位置命名,
 

因此该地出现大量以水

系为参照并描述方位的地名.
其他类地名(图3e)沿河流走向呈大面积分散分布特征,

 

基本以中低密度覆盖流域全境,
 

包含了各县、
 

市、
 

团场均有分布的政府机构、
 

乡镇直属区域及无明显命名特点的地名,
 

这些地名虽予以保留并在分类中

统一归并,
 

但在本研究中不做重点分析.

4.1.1 自然景观亚类地名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

地形类地名(图4a)受干旱区典型地形影响,
 

高密度区位于乌什县、
 

柯坪县及阿克苏市南部,
 

总体分布

较为离散,
 

方向特征不明显.
 

其中乌什县绿洲处于北部和南部山地之间,
 

柯坪县绿洲面积较小,
 

西部、
 

北部

均为山地,
 

且西南部有小片山地向县域中部伸出,
 

而阿克苏市南部以东的大片地域为未开垦的戈壁,
 

基于

以上地形地貌,
 

使地形类地名在上述县市分布相对密集.

底图审图号:
 

GS(2019)1825号

图4 自然景观及文化景观亚类地名核密度及标准差椭圆分布

水文类地名(图4b)高密度区位于河流中部、
 

阿克苏市中南部,
 

地名分布的方向性不明显,
 

流域沿线有

零散分布.
 

原因是流域有名为“新大河”和“老大河”的两条灌溉主渠及广泛分布的干、
 

支渠,
 

且该区域覆盖

阿克苏河流域绿洲中部种植业发达的大片区域,
 

水资源在当地居于重要地位,
 

河流和种植业分布的共同影

561第1期      
 

 周璟,
 

等:
 

阿克苏河流域地名文化景观分布特征及成因探析



响使其呈现该特征.
植被类地名(图4c)以当地常见的典型建群树种命名居多,

 

呈西北—东南向沿河分布,
 

主要集中于上游

托什干河流域和河流中部的阿克苏市中南部及阿瓦提县北部,
 

其分布与水文类高密度区有所重合并在一定

程度上受水系分布影响,
 

构成自然景观类地名的重要组成部分.

4.1.2 文化景观亚类地名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

颜色类地名(图4d)分布偏东北—西南走向,
 

呈低密度离散分布的特征,
 

原因是当地以崇尚色彩的维吾

尔族居民居多,
 

在其民族文化中,
 

颜色引申出纯洁伟大等美好寓意,
 

使各个区域都有颜色类地名分布;
 

同

时颜色类地名多与植被、
 

水、
 

土壤等词组合出现,
 

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含义,
 

表示的含义多且杂也是其低

密度分散分布的原因.
移民迁居类地名(图4e)分布具有离散性,

 

整体呈西北—东南向分布,
 

高密度区位于乌什县和柯坪县.
 

乌什县以移民类地名为主,
 

移民来源于麦盖提、
 

托克逊、
 

和田等地;
 

柯坪县及阿瓦提县北部区域以迁居类

地名为主,
 

居民主要来源于阿克苏地区内的其他乡镇.
生活类地名(图4f)整体呈西北—东南向,

 

在各县均有分布且分布相对均匀,
 

高密度区主要位于人口最

多的阿克苏市,
 

地名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类活动及居民主观意愿影响.
数字与经济类地名(图4g)多呈西北—东南向集中分布于河流中部,

 

以阿克苏市向南延伸至阿瓦提县北

部的绿洲中部区域.
 

该区域地形与水土条件较好,
 

适宜耕种,
 

方便灌溉,
 

是早期最易吸引人们开垦及定居

的区域,
 

地名多与聚落形成之初当地存在的地物相联系,
 

直白反映命名依据;
 

同时伴随居民生产生活需要,
 

当地手工业者一方面提供产品或服务,
 

另一方面以此获得经济收入,
 

受此影响产生带有“其”(指匠人)字的

地名,
 

如塔尕尔其村(织口袋的匠人),
 

对该类地名分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4.2 阿克苏河流域典型地名景观分析

聚落地名以地理环境为基础,
 

是特定地理实体的指称.
 

新疆位于内陆干旱区,
 

典型气候条件下地形地

貌和水系分布等对绿洲的发展、
 

聚落的演变和地名文化景观的形成至关重要.
 

该部分以自然地理要素为切

入点,
 

从自然景观类和方位类地名中选取阿克苏河流域典型地名景观,
 

对地名蕴含的自然地理要素信息进

行进一步挖掘,
 

探究地名与自然地理要素的关系并提取基因图谱.

4.2.1 “吐木”型地名景观分析

“吐木秀克”在维吾尔语中表示“山嘴、
 

突出一角、
 

像鹰嘴一样”,
 

“吐木、
 

吐休克”也表示该含义.
 

从含义

内容上看,
 

这类地名具有极高的地貌形态指向性,
 

在参考影像、
 

地图观察地名分布并进行地名分类时,
 

发

现除温宿县吐木秀克镇及吐木秀克村之外,
 

流域内还存在多个“吐木”型地名,
 

因此选为本研究典型样例,
 

探究其是否具有类别特征.
选取5个样例点并在高程图上作出标注(图5),

 

分别观察其特征:
 

A点吐木秀克镇,
 

位于温宿县西部,
 

辖吐木秀克村等10个行政村,
 

镇域临阿克苏河呈狭长分布,
 

吐木秀克镇东北部有东北—西南走向山体向镇

域伸出,
 

且宽度自东北向西南变窄,
 

以红线标出山体发育宽度和发育方向,
 

发现其状似鹰嘴并朝西南部吐

木秀克镇突出一角;
 

B点名为吐木秀克,
 

东部为阿克苏老大河,
 

西部为西大桥调节水库,
 

B点正西方向有一

山体向阿克苏河两支交汇处附近伸出,
 

方向为西南—东北向且山体发育宽度也呈西南至东北方向变窄,
 

形

态似鹰嘴;
 

C点亚吐木秀克和D点萨那什吐木秀克位于乌什县内托什干河上游区域,
 

两点分布在山体两

侧,
 

山体呈东南—西北走向,
 

呈鹰嘴状向托什干河方向伸出;
 

柯坪县西南部有一山体自西南向东北深入柯

坪县腹地,
 

E点布林吉吐木位于该山体靠近柯坪县腹地的东北端,
 

整体形态呈鹰嘴状.
 

综上
 

“吐木”型地名

具有明显的地貌形态指向性,
 

此类地名周边多有山体分布,
 

且形态突出状似鹰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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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图审图号:
 

GS(2019)1825号

图5 “吐木”型地名分布及基因图谱

4.2.2 “艾日克、
 

吾斯塘”型地名景观分析

“艾日克、
 

吾斯塘”型地名也称渠系型地名,
 

在维吾尔语中“艾日克”多指小渠,
 

“吾斯塘”多指大渠,
 

阿

克苏河流域绿洲渠系分布明显,
 

渠系型地名在水文类地名中占比高达64.56%,
 

因此选为本研究典型样例,
 

探究地名与渠系分布的关系.
 

样例点主要选取了流域主干河流经过的乌什县、
 

温宿县、
 

阿克苏市及阿瓦提

县域内相关地名,
 

不包含柯坪县的7个渠系型地名,
 

共计44个样例点(图6),
 

占水文类地名的55.70%,
 

渠

系型地名的86.27%.

乌什县渠系自西始于跃进干渠并与秋格尔总干渠相连向县内延伸,
 

水源由托什干河提供,
 

在县内

由依麻木排干渠、
 

联合干渠及相关支渠等构成了县域内渠系网;
 

温宿县渠系由台兰河一干渠、
 

阿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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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图审图号:
 

GS(2019)1825号

图6 样例区渠系缓冲区

干渠与青年农场干渠、
 

古勒阿瓦提

大队干渠构成了基本覆盖全县的南

北走向渠系,
 

并与其他干支渠相连

组成县域渠系网.
 

阿克苏市渠系网

由多浪总干渠、
 

多浪河大渠、
 

东岸

大渠、
 

胜利渠和其他主要干、
 

支渠

组成,
 

阿瓦提县渠系网主要由阿瓦

提总干渠、
 

英艾日克干渠和乌鲁却

勒干渠等组成.
 

对以上渠系以1
 

km

为间隔做渠系缓冲区(表2),
 

距河

流1
 

km 范 围 内 有17个 渠 系 型 地

名,
 

占比最高,
 

距河流1~2
 

km 和

2~3
 

km范围内各有12个和7个样

例点,
 

即阿克苏河流域绿洲渠系型

地名主要分布在渠系缓冲区的0~

2
 

km范围内,
 

且随距渠系距离的增加,
 

地名数量逐渐减少,
 

可以认为该区域渠系型地名周边0~

2
 

km范围内有80%左右的可能性存在渠系分布.
表2 距渠系不同距离样例点数量及占比

距离/km 样例点/个 占比/%

0~1 17 38.64

1~2 12 27.27

2~3 7 15.91

>3 8 18.18

4.2.3 “托万、
 

尤喀、
 

玉斯屯”型地名景观分析

“托万、
 

尤喀、
 

玉斯屯”型地名也称对应型地名,
 

在维吾尔语中“玉斯屯、
 

尤喀”指方位中的上,
 

“托万”指

方位中的下,
 

相应地名形如A尤喀克亚曼苏村、
 

B托万克亚曼苏村(图7),
 

含方位描述且基本对应,
 

且数量

在方位类中占主导达71.68%,
 

因此选为本研究典型样例,
 

探究其与水系分布的关系及其对应关系.
 

本研

究从地名分布的密集程度出发,
 

以河流交汇处为界划分出两个地名样例区(图7a),
 

共计113个样例点,
 

占

方位类地名的65.32%,
 

对应型地名的91.13%.

样例一区含样例点41个,
 

对存在对应关系的地名做对应线,
 

得到20组对应关系(图7b).
 

可以看出对

应点分布于水系两边且对应线与河流走势基本一致.
 

对样例一区水系以1.5
 

km为间隔做缓冲区(图略),
 

得到样例一区对应型地名主要分布在水系缓冲区的0~3
 

km范围内,
 

且随着距水系距离的增加,
 

对应型地

名数量逐渐减少(表3);
 

样例二区含样例点72个,
 

对存在对应关系的地名做对应线,
 

得到31组对应关系

(图7c),
 

其同样分布于河流和渠系周边,
 

但受渠系分布影响更为明显,
 

部分对应线大致与渠系走向平行.
 

对样例二区水系以1.5
 

km 为间隔做缓冲区(图略),
 

得到样例二区对应型地名主要分布在缓冲区0~

1.5
 

km范围内,
 

随距水系距离的增加,
 

对应型地名数量逐渐减少(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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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图审图号:
 

GS(2019)1825号

图7 对应型地名分布及样例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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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距水系不同距离样例点统计

距离/km 样例一区样例点/个 样例一区样例点占比/% 样例二区样例点/个 样例二区样例点占比/%

0~1.5 10 24.39 40 55.56

1.5~3 16 39.02 15 20.83

3~4.5 7 17.07 9 12.50

>4.5 8 19.51 8 11.11

  造成以上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地形因素的影响.
 

样例一区位于河流上游绿洲北部区域,
 

受地势影响北部

自吐木秀克镇向南沿阿克苏河北支呈狭长分布,
 

无主要渠系分布;
 

西支托什干河流域绿洲面积相对较小,
 

河流贯穿全境能够满足大部分用水需求,
 

渠系分布较为稀疏,
 

因此样例一区受河流影响程度高,
 

对应型地

名描述的主要是河流的上部或下部.
 

样例二区位于支流汇合后的阿克苏河主干区域,
 

该区域位于绿洲腹

地,
 

地势平坦面积广阔,
 

主干河流不能满足整片绿洲的全部用水需求,
 

因此该区域渠系较长且分布相对密

集,
 

对应型地名分布受渠系影响程度高,
 

描述的主要是渠系的上段或下段.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研究将阿克苏河流域地名文化景观划分为5大类,
 

通过核密度和标准差椭圆法,
 

分析并选出典型

案例,
 

得出各类别地名的分布特征及成因,
 

揭示了阿克苏河流域在多民族交往、
 

交流、
 

交融背景下,
 

在

自然、
 

社会经济、
 

历史与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地名特征和空间分布特点,
 

有利于了解区域历史文化变

迁与自然环境演变,
 

为开展该区域地名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及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必要支撑.
 

主要研

究结论如下:

自然景观类地名分布的方向性不强,
 

多集中于阿克苏市中南部和阿瓦提县北部;
 

水文类地名密集分布

于河流中部,
 

流域沿线有零散分布;
 

地形类地名分布方向特征不明显,
 

植被类与水文类地名高密度区有所

重合,
 

呈西北—东南向沿河分布,
 

揭示了地名分布在各类自然景观影响下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无序性.

文化景观类地名在乌什县腹地和阿克苏市中南部较为密集,
 

整体呈西北—东南向分布;
 

颜色类地名在

该类别中占比最高,
 

呈东北—西南向的低密度离散分布;
 

移民迁居类地名高密度区位于乌什县和柯坪县;
 

生活类地名整体呈西北—东南向,
 

主要分布于人口最多的阿克苏市;
 

数字与经济类地名呈西北—东南向,
 

集中分布于人们最早生活及聚居的河流中部.

农垦类地名整体分散局部集中,
 

具有明显的方向性,
 

主要分布于绿洲边缘区;
 

方位类地名分散程度相

对较低,
 

沿水系分布特征明显.

“吐木”型地名具有明显的地貌形态指向性,
 

周边多有山体分布,
 

且形态突出状似鹰嘴;
 

渠系型地名主

要分布在渠系缓冲区的0~2
 

km范围内,
 

随距渠系距离的增加,
 

地名数量逐渐减少;
 

对应型地名多分布于

水系周边,
 

在河流上游沿河分布明显,
 

在河流中游沿渠分布明显.

5.2 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阿克苏河流域维吾尔语音译地名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沿革下的农垦类地名的分布规

律及原因,
 

并从自然地理要素的角度对新疆特有的地名类型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认为研究区内地名文化地

域特色鲜明,
 

结构层次清晰,
 

具有显著的地域代表性,
 

但本研究所做的地名文化景观分布特征和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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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较为浅显,
 

未来深入研究其发展、
 

演变甚至消失、
 

增添过程所蕴含的丰富社会背景及文化渊源,
 

对区域

文化脉络、
 

历史沿革、
 

乡村文明发展轨迹研究及乡村文化保护与建设都具有现实意义,
 

希望本研究能为从

事地名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一些参考.
 

同时,
 

新疆维吾尔语地名村落分布广泛,
 

作为少数民

族语言音译而来的地名,
 

对同一发音、
 

同一词汇可能存在读音相似但用字不同的表述,
 

例如“苏盖特、
 

苏盖

提、
 

色盖”都可译为柳树,
 

且地名中相同的词前后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
 

可能表示不同的含义,
 

例如“阿热”

表示方位可译为中间,
 

但“阿热勒”表示河洲,
 

“库木”表示沙漠,
 

但“库木什、
 

库木希”指芦苇,
 

其地名规律有

待进一步研究,
 

地名数据库有待进一步完善;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与哈萨克语、
 

蒙古语

相关的地名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规律,
 

其命名与当地的自然条件、
 

文化传承和历史沿革有怎样的关系,
 

也有

待今后的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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