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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China Peninsula」譯出，「支那」一詞，乃日人對中國之稱謂，且含有輕視之意，

我國不宜採用，故改譯為「中印半島」；同時復將其範圍擴大，包括我國之雲南省，與

英屬馬來亞，予讀後有感，爰述己意，以就正於專家。 
接著于右老以約全文 3/4 篇幅，論述不應將雲南列入半島的理由；關於半島名稱，

于右老說： 
至於「印度支那」一名，原係日人對於西文之譯名，而「支那」一詞含有輕視之意，

陳先生主張更改，予亦主張更改。 
查一地區之命名也，或依其過去史蹟，或依其所處地理位置，或依其特殊政治情形，

或依其山川河流，或依其民族習俗等。西人名之為 Indo-China Peninsula，實其界於中國

與印度之間，僅就「半島」之地理位置而言也。予今提議命名為「中南半島」，請述其

理由如次： 
先就歷史言，「中南半島」自有史以來，早為中國政治文化勢力所及之地，越南關

係尤密，直接為中國郡縣者一千餘年，且半島各地完全脫離我國尚不及六十年（一八八

五年越南割與法，一八八六年承認英人治緬）。我先民披榛斬棘，移殖繁衍於「半島」

上也，有史可稽，故「半島」上之風俗習慣，今尚留有舊風。再以其種族而言，「半島」

上諸民族皆我中華民族之旁系，有密切之血緣，故「半島」與中國之關係，可謂厚矣！

再以其地理位置而言，「半島」居中國之南部，扼我西南邊疆滇桂等省之門戶。自抗戰

軍興，滇緬公路通車，滇緬鐵路興築以來，形勢更為重要。西人東漸，故由印度視之，

曾稱「半島」為「後印度半島」，日人謀鯨吞，故藉南進之名，亦曾包「半島」於所謂

廣義之南洋群島範圍以內。法國失敗後，日兵進抵越境，與我尤有息息相關之處。……

凡此諸端，皆示「半島」上之政治情形正日趨複雜，而中國所感受之利害關係，亦日漸

重要。更以「半島」上之山川河流而言，其大部亦係自北而南，與橫斷山區之山川相同，

諸水且大抵皆源於我國境內，而我國西南邊疆與「半島」接界之處，因橫截山川，極不

自然，故多年有片馬、江心坡等處劃界之困難，而要足證明，中國與半島形勢相關之密

切也。今改「半島」之名曰「中南半島」，足以使國人紀念警惕，表示其地居中國之南

部，亦指示「半島」在中國與南洋之間。除彰明其重要之外，並使國人發憤，知抵抗日

本南進之為自衛，視半島之安危有如中國本身焉，則幸甚矣。願國內地理學家詳論而倡

導之！ 
于右老論文刊出後，全國各界翕然景從，中南半島遂成為全球華人之定稱。 

 
後記：筆者於 9 月 15 日查到于右老的原始論文，隔日（中秋節）草成 950 字短文，

供《科學月刊》「大家談科學」欄目刊用；隔週增加約一倍篇幅，而成此文。（2013 年 9
月 25 日於新店蝸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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