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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从文化史的视角来阐述中国古代地图史，在梳理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的基础上，打破以往中国地图学史著作以

朝代分期为脉络、以地图测绘技术发展史为主线的叙述方式，采用专题图分类模式，以地图的绘制、运用为主线，以图文

并茂的形式，分天文图、舆地图、城市图、河渠图、军事图、交通图六大专题，解析海内外十余家收藏机构所藏的200余

幅中国古代地图的源流与内容、绘制与运用、流传与收藏，阐释中国古代地图的思想文化内涵，发掘整理中国古代的地图

文化遗产，全面叙述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

本书吸收中国、欧美和日本学者在中国古地图史和地图文化史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强调学术性的同时，兼顾趣

味性和可读性，是一本了解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的必备之作。适合于对历史文化和地图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 = Cultural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cartography / 席会东著. －－ 北京 :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031-8289-1

 Ⅰ. ①中… Ⅱ. ①席… Ⅲ. ①历史地图－文化史－中国

Ⅳ. ①K99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0253号

 

策  划  卜庆华                                         装帧设计  方 芳

责任编辑  赵 彬 卜庆华                   地图修复  姚维娜 王 跃

审  订  陈 宇

                                                                              

出版发行  中国地图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白纸坊西街3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010-83543926                                 网  址  www.sinomaps.com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成品规格  182mm×285mm                        印  张  27.25

字  数  480千字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1500                                 定  价  580元                   

                                                                                

书  号  ISBN 978-7-5031-8289-1/K·4830

审  图  号  GS（2013）2981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



席会东，男，汉族，1981年生，河南巩义人。2004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

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4年9月保送至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博连读，期间于2010年获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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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11年7月至今任教于西北大学西北

历史研究所暨丝绸之路研究院，主要从事地图史、城市史、边疆史地、中外交流史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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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整理重大项目子课题“《陕西四镇图说》整理”、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陕

西古代地图的调查、整理与研究”等国家和省厅级科研课题；合著出版《淮安运河图

考》、《中华舆图志》等专著两部，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西北大学学报》、《故宫博

物院院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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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城、隋唐长安研究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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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地图是中国历史的时空缩影，反映了中国历代的疆域开拓、政区划分、

城市营建、江河治理、交通开辟等历史实践，有着文字资料不可替代的直观性和形象

性，因而具有不可或缺的历史价值。

中国古代地图源远流长、类型多样，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中华文化的珍贵

遗产。从其绘制机制来看，中国古地图往往是由历代政府、文人学者所编绘的，其内

容类型、绘制机制与历代王朝的国家职能、施政重点和文书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从

其运用、流传和存储来看，中国古代地图既是古代王朝管理疆域、划分政区、营建城

市、治理河道、行军打仗的重要依据，也是历代学者、士子以“左图右史”的方式来

通经明史、著书立说、传承学术的有效手段。因此，中国古代地图往往由中央和地方

各级政府存储，现存价值最高的明清绘本地图多保存在清代的内阁大库、内务府舆图

房造办处、军机处等机构之中。清朝覆亡后，明清精华舆图被民国年间成立的故宫博

物院文献馆和北平图书馆所继承，但也有不少古地图在王朝更迭之际流散到民间或是

海外。20世纪30年代，在抗日战争中，为使文物免遭战争摧毁和掠夺，包括大量古地

图在内的北平文物先后南迁，流徙千里，到40年代末期，又因内战而分藏海峡两岸。

时至今日，文物价值最高的明清绘本地图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国家

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图书文献处。它们共同经历了中国近现代文物的颠沛流离，见

证了300多年间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近几十年来，对中国古地图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逐渐受到重视，该项工作不但能够发掘出中国古代地图的文化资源和珍贵的文化遗

产，同时也能接续两岸文物同源一体的文化血脉，唤醒海峡两岸炎黄子孙对古地图所

反映的中华文化的共同记忆。

中国古代地图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而且还是中外地图文化交流的硕果。

中国古代地图的影响和存储并不局限于中国，而是流传于海外多个国家。可以说，一

部中国古代地图的流传史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因此，对中国古代地图的研

究也具有超越中国本身的世界意义。从历史角度看，一方面，唐代以后，中国地图大

量传入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推动了汉字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地图的

发展，构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图文化圈”，共同反映了东亚的世界观和地理

观；另一方面，从明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欧美列强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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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殖民扩张，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

美国等国的传教士、使者、商人、学者先后来华，以各种方式将中国地图带回本国收

藏，而意大利、法国等国的耶稣会士也将西方近代地图、地理知识和测绘方法传入中

国，推动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图的编绘，促进了东西方地图的双向交流。这

种分期且分散式的地图交流方式，使流散到海外的中国古地图分藏于十几个国家的收

藏机构中，其中有不少地图从收藏之日起就很少有人问津，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尘封于

遥远的异国他乡，甚至被人遗忘。当近现代学者拂去历史的尘埃时，不但重新发现了

那些尘封异域的中国古地图，而且还发掘出了它们所蕴涵的中华文化光芒。从现实的

角度看，海外藏图是中国古代地图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往往还可以弥补国内

藏图的缺环。本书通过对海内外所藏中国古代地图的梳理，特别是采用中外地图交流

史和中外文化要素比较的研究视角，对海外珍本中国古地图的历史价值加以评述，将

有助于实现海内外同源舆图的重聚和海外珍本中国古地图的回流。

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时至今日，许多

中国古地图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无存，而与那些古地图相关的传说、典故、逸闻

却仍然流传至今，构成中国地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的中国地图史论著多出自测

绘学者或科技史学者之手，主要是以“地图学史”或者说是“制图史”为主线，地图

史主要是在“科技史”或“测绘史”的范畴内而展开的，相关论著集中在对地图要素

的分析和绘制技术的探讨，而对地图源流谱系、绘制机制、阅读运用、收藏流传等文

化史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则相对偏弱。在叙述方式上，既有的地图史论著多以朝代分期

为框架结构，按时间先后顺序分阶段叙述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这种叙述方式，虽然

便于读者了解中国古地图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却容易忽略对舆图绘制机制、实际运

用方式及其社会流传途径的探讨。有鉴于此，本书将打破以往中国地图学史著作以朝

代分期为脉络、以地图测绘技术发展史为主线的叙述方式，而以专题图为叙述框架，

以地图的绘制、运用、流传、谱系为主线，从文化史的视角来阐述中国古代地图史，

从而推动中国古代地图史及相关专题历史研究的深化。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图像和影像资料来获取信息的“读图时代”，而古地图也越来

越多地证明其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并展示出其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的独特作用。中国

古代地图可以引领我们穿越历史的尘烟，进入奇妙的时空隧道，领略中国历史的发展变

迁。且让我们一起来阅读中国古代地图，领悟其中蕴含的中华文化。

20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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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书讲述中国古代地图文化的内容涉及民国以前的历史，所选用古代地图的

绘制时间起自战国讫于清末。全书以现代汉语为主进行叙述，书中必须引用原文的地

方，视具体情况在正文中加以说明或加注释。

二、本书所采用的中国古代地图，来自中外不同的收藏机构，其中有的地图存

在多种版本，本书所用插图的版本皆在书中注明。为方便读者查找，在书后列出了图

目，按插图在正文中出现的顺序排列。图号由三组数字组成，如“图4.1.3”即为第四

章第一节第三幅插图。

三、引用古文、碑文或古代地图中的文字时，其中的繁体字或古体字凡能改为标

准简化字的，皆以简化字代替。但若因地名、人名或其他古文字改为简化字易发生误

解的，仍保留原字。

四、本书的年代记述以各朝代帝王年号纪年为主，括注公元纪年。

五、引用古代地图中的文字时，凡因原图残缺或字迹漫漶而无法辨识的，在文中

皆以“□”代替。

六、本书中使用的地名、人名在学术界有多种用法时，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

《辞海》（第六版）注释为准；对各朝代的计量单位与现今计量单位的换算关系，以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为依据，并在正文中首次出现时加

以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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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第一章 占星堪舆

              ——天文图、风水图与中国古代的宇宙观

第一节 仰天观象、敬授民时——古代天文星象图与占星文化

1. 战国《曾侯乙墓黑漆朱绘二十八宿星图》与先秦形象星图

2. 北魏《洛阳元乂墓星象图》与南北朝圆形盖天星图

3. 唐代《敦煌星图》所见隋唐横形星图

4. 北宋《新仪象法要》中的宋代星图图式

5. 辽代《宣化辽墓星象图》与中西天文学交流

6. 南宋苏州石刻《天文图》中的圆形盖天星图

7. 明洪武年间朝鲜《天象列次分野之图》与中国星象图东传

8. 明代《昊天成象图》与《天文图》所见明代天象观

9. 明崇祯《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与欧洲天文学东渐

10. 清乾隆《蒙文天文图》与欧洲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深化

第二节 象天法地、界分山河——分野图与中国古代分野观

1. 南宋《天象分野图》与唐宋二十八宿分野说

2. 南宋《唐一行山河两戒图》与僧一行的“山河两戒说”

3. 南宋《唐一行山河分野图》与唐宋“山河分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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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俯察地理、卜测吉凶——风水图（堪舆图）与中国古代风水观

1. 战国《中山王陵兆窆图》与先秦王陵规划

2. 宋、元《唐高宗乾陵图》与唐、宋帝陵堪舆术

3. 明代《葬经翼》堪舆图与明代阴宅堪舆理论

4. 清代《东陵图》与清代帝陵堪舆

第二章 体国经野

              ——舆地图与中国古代的疆域管理

第一节 郡县一统、郡国并行——战国与秦汉疆域政区图中的郡县与王国制

1. 战国《秦国邽县图》中的先秦郡县制

2. 西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中的西汉郡国制

第二节 通经明史、经世致用——科举社会与边患危机下的两宋疆域政区图

一、碑刻疆域政区图与宋代科举社会中的经史教育

1. 北宋《九域守令图》中的北宋政区

2. 宋代《禹 图》所见宋代禹贡学

3. 宋代《华夷图》中的宋代华夷观

4. 南宋《 理图》中的南宋疆域政区

5. 南宋《舆地图》中的宋代科举社会

二、异域图所见的宋代边患危机与边疆观念

1. 宋代《西夏地形图》中的西夏疆域政区

2. 宋元《契丹地理之图》中的契丹疆域政区

3. 南宋《汉西域诸国图》中的宋代西域观

第三节 伊学东渐与西图东传——中伊与中西交流下的元明疆域政区图

1. 元至正《广轮疆里图》与元代的疆域地图

2. 明洪武《大明混一图》与元明时期的中伊地图交流

3. 明正德《杨子器跋舆地图》与明代东亚地图交流

4. 明嘉靖《广舆图》与东图西传

5. 明万历《坤舆万国全图》与西图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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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西学东渐与中图本位——清代的疆域测绘与中国地图的近代化

1. 清康熙《皇舆全览图》与康熙朝地理大测绘

2. 清雍正《雍正十排皇舆全图》与雍正朝的政区改革及疆域图的运用

3. 清乾隆《乾隆内府舆图》与西域大测绘

4. 清嘉庆《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与清代民绘本疆域图的演变

5. 清道光《皇朝一统舆地全图》与中西制图法的交融

6. 清光绪《会典舆图·皇舆全图》与传统地图的近代化

第三章 匠人营国

              ——古代城市图中的传统城市形态与功能

第一节 地宫丽城——墓室帛画与壁画城图中的两汉地方城市形制

1. 西汉马王堆《城邑图》中的南方城邑形象

2. 东汉《汉墓壁画城池图》中的北方边城形制与城市生活

3. 东汉《新繁画像砖市井图》中的西南市井生活

第二节 故都新京——两宋都城图中的圣城幽思与繁华印迹

1. 北宋《长安图碑》与《三宫图碑》中的长安胜景

2. 南宋《鲁国之图》中的圣城追思

3. 南宋《唐都城内坊里古要迹图》中的长安旧迹

4. 南宋《京城图》中的武林繁华

5. 南宋《东京旧城之图》和《外城之图》中的帝京旧梦

第三节 营城经世——宋元地方城市图中的江南名城与西部雄镇

1. 南宋《建德府内外城图》中的东南山水之城

2. 南宋《平江图》中的江南水桥名城

3. 南宋《府城之图》中的金陵形胜

4. 南宋《静江府城池图》中的岭南雄镇

5. 元代《奉元城图》中的西北重镇

第四节 帝京风物——明清两京城图中的南北分野与两京风华

1. 明正德《国朝都城图》中的江南胜都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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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嘉靖《北京城宫殿之图》与官民之间的城图

3. 明嘉靖《北京宫殿图》与明代紫禁城营建

4. 清康熙《盛京城阙图》中的满清龙兴之都

5. 清康熙《皇城宫殿衙署图》与帝都大测绘

6. 清乾隆《京城全图》与全盛时期的北京

7. 清光绪《北京全图》与晚清北京

第五节 山城水街——明清地方城市图的专题化与近代化

1. 明万历《饶州府城图》与饶州城的选址与形态

2. 明崇祯《苏州府城内水道图》与城市专题地图

3. 清乾隆《重建郡城全图》所见台湾竹城

4. 清道光《喀什噶尔新建城图》所见边陲军城

5. 清咸丰《广东省城图》与西图东传

6. 清同治《榆林府城图》与陕北雄镇

7. 清光绪《剑城图》与晚清鸟瞰城图

8. 清宣统《测绘金陵城内地名坐向清查荒基全图》与南京城的土地利用

第四章 河清海晏

              ——河渠图与中国古代的江河治理

第一节 俟河之清——黄河图所见古代的黄河探源和河道治理

一、黄河远上白云间——《黄河源图》与河源探索

1. 元至正《黄河源图》与元代的河源探索

2. 清康熙《星宿海河源图》与康熙朝初探河源

3. 清乾隆《黄河源图》与乾隆朝再探河源

二、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图与元、明、清的黄河治理

1. 元至正《治河图略》与元代贾鲁治河

2. 明嘉靖《黄河图说》与刘天和治河

3. 明万历《河防一览图》与潘季驯治河

4. 清康熙《黄河图》与靳辅治河

5. 清康熙《黄河全图》与张鹏翮治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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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雍正《豫东黄河全图》与雍乾河南河患治理

7. 清乾隆《南河图说》与高斌治河及乾隆帝首次南巡

8. 清嘉庆《黄河发源归海图》与清中期的黄河河政

9. 清同治《豫东黄河全图》与晚清黄河大改道

10. 清光绪《山东全省河图》与晚清黄河新道的形成

第二节 千里长河一旦开——运河图所见明清京杭运河的修治与盛衰

1. 明嘉靖《漕运图》与明代京杭运河漕运

2. 清康熙《运河全图》与张鹏翮修疏运河

3. 清乾隆《全漕运道图》与乾隆晚期漕运危机

4. 清嘉庆《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所见清中期的京杭运河补水体系

5. 清光绪《山东通省运河情形全图》与晚清运河变迁

第三节 江海安澜——海塘图所见清代乾隆南巡与海塘修治

1. 清乾隆《松江太仓海塘图》与江南海塘营建

2. 清乾隆《宁绍海塘图》与浙东海塘变迁

3. 清乾隆《浙江海塘全图》所见浙江海塘全貌

4. 清乾隆《仁和海宁海塘沙水情形图》与乾隆帝南巡浙江

5. 清光绪《浙江省海塘沙水情形图》所见晚清浙西海塘

第四节 治水如治天下——河渠图所见清代长江、淮河、永定河的探索与治理

1. 清乾隆《金沙江上下两游图》与长江上游水运的探索与开发

2. 清乾隆《鄂省江汉堤工图》与长江中游治理

3. 清康熙《淮河全图》与张鹏翮治理淮河

4. 清乾隆《永定河下游堤工图》与乾隆朝永定河治理

第五章 运筹帷幄

              ——边防图、海防图、江防图与古代军事战略

第一节 楚河汉界——边防图所见中国古代的陆疆冲突与布防

1. 西汉《驻军图》与西汉南方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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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宋元《晋献契丹全燕之图》所见宋代的北方边患与燕云情结

3. 明嘉靖《九边图》与明代北方长城边防体制

4. 明万历《楚边图说》所见明代西南苗疆边防体系

5. 清乾隆《全川营汛增兵图》与乾隆经略四川

6. 清乾嘉《柳条边图》所见清中期东北关防

第二节 镇海靖波——明倭寇、清洋夷与明清海防图

1. 明嘉靖《万里海防图》与明中晚期的倭寇之祸

2. 清雍正《沿海全图》与清中期海防形势

3. 清乾隆《浙闽沿海图》与清中期浙闽海防

4. 清光绪《福建闽厦两口各炮台图》与晚清海疆危机

第三节 中流砥柱——宋、明、清内外冲突与江河防御图

1. 南宋景定《沿江大阃所部图》与南宋江防战略

2. 明隆庆《江防海防图》与明中期的抗倭斗争

3. 清同治《长江图册》与晚清太平天国运动

4. 清光绪《大河两岸南北地舆图》与晚清河防

第六章 经途洞达
                ——路程图、航海图、航运图与古代交通巡游

第一节 六合八荒——驿站路程图所见明清王朝的陆路交通

1. 明洪武《南京至甘肃驿铺图》所见元明东西官道

2. 明嘉靖《西域土地人物图》所见明代陆上丝绸之路

3. 明隆庆《一统路程图记》所见之明代全国商路

4. 清乾隆《安澜园至杭州府行宫道里图说》与乾隆帝南巡海塘路线

5. 清乾隆《陕境蜀道图》所见清代蜀道

6. 清嘉庆《圣驾回銮行宫图》所见清代谒陵路线图

7. 清道光《陕州属东至渑池西至潼关路图》所见清代中原崤函古道

8. 清光绪《喀什噶尔至甘州台站图》所见晚清西北甘疆交通

9. 清光绪《四川打箭炉至前后藏路程图》中的晚清川藏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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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海阔天空——航海针路图所见的明清海上交通

1. 明宣德《郑和航海图》所见明代的大航海

2. 明万历《大明疆理分野东西洋图》所见明代东西洋航路与贸易网络

3. 明崇祯《皇明职方图·海运图》所见明代海运路线

4. 清乾隆《封舟出洋顺风针路图》中所见明清琉球贡道

5. 清道光《海运全图》中所见清代海运兴衰

第三节 万艘龙舸绿丝间——南巡道里图与清代运河交通

1. 清乾隆《南巡道里图》与康熙、乾隆帝南巡

2. 清乾隆《石门镇至仁和县塘栖镇大营道里图》与乾隆帝南巡行宫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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