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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I

中文摘要 

中国古代历史海图并非完全数学意义上的测绘地图，它是指为了一定的目

的，利用文字贴说等形式，有选择地描绘海洋及其毗邻陆地的自然环境、行政军

事建制与航海要素的图形。大体可分为航海图、海防图和海疆图三类，航海图因

航海贸易需求而诞生并日渐完善，海防图因海洋安全需要而绘制并日益细致，海

疆图则随着海洋 发和管理的发展而逐步丰富。 

中国古代历史海图蕴藏着大量帆船时代的航海文明要素，包括航路定向、航

线计程、船舶定位、占风避风、柴水补给和海神祭祀等，航海定向和航海计程是

航海活动的主体，船舶定位是验证航海方向和里程计算是否正确的重要依据，占

风避风是保证航行安全的重要手段，柴水补给是远洋航行的物质保障，祭祀海神

是远洋航行的精神支柱。 

中国古代历史海图蕴藏着丰富的海洋社会经济发展信息，主要包括民间航海

和官方治海两个方面，呈现出民间航海贸易的空间权利和官府治海的权力空间之

间的矛盾统一性，民间航海贸易体现的是海洋社会群体航海之权和贸易之利，展

现的是海洋社会群体的生存发展空间，官府治海象征着官方的海洋控制利用权

力，主要包括行政管辖权和军事控制权，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书写了

中国古代海洋发展史的重要篇章。 

 

关键词：16 至 18 世纪；  中国；  历史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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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charts in ancient China is not the absolute mapping in mathematic 

meaning, but is a map which was protracted on the environment、chain of command 

and military and elements of navigation with some text notes for the given aim in 
ocean and terrene abut area, can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such as charts for 

navigation、drawings for coast defence and maps painted the coastal areas and 

territorial seas. The charts for navigation was born and perfected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the navigation for trade day by day. The drawings for coast defence was protracted 
and developed for the demand of the safety in sea. The maps’ space painted the 
coastal areas and territorial seas was escal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ploitation and administer. 

There are many elements of navigate civilization hided in historical charts of 
ancient China, include the directional of waterway, the voyage of sea-lane, the 
location of the jalor, predicted the storm and escape, the replenishment of the 
firewood and water, and sacrificed the sea-god. The directional of waterway and the 
voyage of sea-lane were the principal parts of the navigation. The location of the jalor 
is the evidence whether the calculate of directional of waterway and the voyage of 
sea-lane was true or not. Predicted the storm and escape were the important means 
that ensure the safe of sail. The supply of the firewood and water safeguarded the 
ocean-going. Sacrificed the sea-god was the backbone of the voyager in spirit. 

There are much socioeconomic information of ocean in the historical charts of 
ancient China, consisted by the folk seafaring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sea by the 
government in mainly, from which we can descry the conflict and unification between 
the right space of the ocean trade and the power area of the feudal official. The right 
space of the ocean trade incarnated the right of navigation and the benefit of the trade 
which the society of ocean would have, and also the living space for them. The power 
area of the domination represented the command and using right of the  feudal 
official, consist of command and military control. The reciprocity of them formed the 
history of sea developing in ancient China. 

 

Key words: During the 16th and 18th century，Ancient China，  historical 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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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动机 

明代周孔教于《三才图会·序》中有言：“君子贵多识，一物不知，漆

园以为视肉撮囊，且儒者不云乎，致知在格物，按图而索，而上天下地、

往古来今，靡不若列眉指掌，是亦格物之一端，为益一也；万物鼓铸于洪

钧，形形色色，不可以文字揣摩，留侯状貌如妇人好女，匪图是披，将以

为魁梧奇伟一大男子，食蟹者傥尽信书，直为劝学死耳，得是图而存之，

无俟读书半豹，而眼中具大见识，鸿乙无误，为益二也。然钟鼓不以飨爰

居，而冠冕不以适裸国，方今图不以课士，士又安用图为？是亦爰居之钟

鼓，裸国之冠冕也，为图一穷。笔精墨妙，为吾辈千古生涯，子云且薄为

小技，矧图涉丹青之事，即童稚且嬉戏视之，孰肯尊信如古人所谓左图右

史者乎，是为图二穷。”① 

此中所谓左图右史者，包含以图考史和以史释图两层含义，以图考史

即可按图而索史而知天地古今之事，以史释图即结合文字史识解图中所蕴

藏而未明言之理。如宋人郑樵所言“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

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 ②而明末郑若曾在面对“事绪繁杂，道理辽邈，

殆非一时见闻所能悉”的状况时，以图备形势，以编纪事实，终于做到“形

势具而险易见，事实详而得失明”  ③。 

近些年，以图考史之风日盛。2002 年，英国人孟席斯出版了《1421：中国

发现了世界》一书，认为中国人 早绘制了世界海图，郑和率领的船队先于哥

伦布到达美洲，并是世界上第一支完成环球旅行的船队，彻底颠覆了传统欧洲中

心论者的观点，引起全球范围内对郑和下西洋历史的热议，是书亦因此被译成各

种文字，发行一百多万册，荣登畅销书宝座。2006 年年初，中国古地图爱好者

                                                        
① 【明】王圻：《三才图会》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8 年，第 2－3 页。 
② 《通志·图谱略》，载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1825 页。 
③ 【明】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 6 月，点校说明，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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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收藏人士刘钢向外界公布了他个人在上海东台路古玩市场发现的“天下全舆总

图”，此图左下角注明“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明永乐十六年天下诸番识贡图”，旁有

“臣莫易仝绘”字样，似与孟席斯论点相应和。2009 年 10 月份，在中国中央电

视台《探索·发现》栏目作了三期《古图探秘》节目后不久，刘钢将其以“天下

全舆总图”为中心述说海洋中国发现世界的书籍——《古地图密码》，付由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铅印，一下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佩

琦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侯杨方教授均对此图的真伪作了考证。 

而在中国古代海洋文明中，相关研究 多、影响 大、知名度 高者当属描

绘郑和下西洋时航海技术和航行范围的《郑和航海图》。1984 年，中国航海史研

究会曾组织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山东大学历史系

中西交通史研究室等方面合作研究，编制了一幅《古今对照郑和航海图》；其后

中国航海史研究会更进一步，组织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和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编

制了《新编郑和航海图集》，或利用史学中的历史考证和对音的方法，或利用现

代海图制图的原理和方法，通过大量中外航海图和航路指南等资料进行航迹推

算，把历史文献、地理特征、航行技术等几方面综合起来研究，全面而深刻的剖

析了《郑和航海图》。此外，还有大量关于郑和航海图的研究文章，如朱鉴秋于

1983 年在《中国航海》第一期发表的《〈郑和航海图〉之基本特点》、李万权于

1985 年在《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第三期刊发的《新绘〈郑和航海图〉的地名补

释和航线分析》、赵鹿军于 1985 年在《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第四期论述的《〈郑

和航海图〉的“指”“角”考释》、张箭于 2005 年在《历史教学》第二期上发表

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三书一图”——〈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

〈郑和航海图〉》、杨晓虹于 2006 年在《档案学通讯》第二期上发表的《述评：

世界现存 早的海图档案——〈郑和航海图〉》等等。法国伯希和（P.Pelliet）、

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日本藤田丰八和我国的向达、郑鹤声、刘

铭恕、郑一钧、高荣盛等均对《郑和航海图》的时间及其与阿拉伯地图、

元回回人的海道图、中国古代航海图经（如《渡海方程》）之间的渊源关系

进行深入探讨。 

相对于郑和下西洋的辉煌，郑和之后，特别是 16-18 世纪时期的中国海洋发

展史,似乎无法让人言之兴奋、谈之鼓舞，留给后人的不是恢宏磅礴之气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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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渐由盛而衰的惆怅，读之令人幽怨，观之催人涕泣。面对葡萄牙租占澳门、

荷兰人侵占台湾、欧洲各国相继 始进军远洋的情况，朝廷从海洋收缩，

致使中国商、渔船只在沿海被荷兰舰队劫掠，中国海商在国外被西班牙、

荷兰等殖民者虐杀。 

然我们不仅需要伟大的历史文明振奋民族之士气、凝聚民众之心，增加民族

自豪感和归属感，更需要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化悲愤为力量，转失败之史为成功

之匙，此亦治史功用之所在。 

二十一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生存空间、成为

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是战略争夺的“内太空”和人类科学和技术创新的重

要舞台。
①
而我国的海疆形势依然严峻，与周边国家的海域争端不断，如中

日钓鱼岛、中韩苏岩礁、中越白龙尾岛等岛屿争论和中国与菲律宾等南海诸国在

南海问题上的争执。此时此刻，历史学家不但要关注国家已经制定的海洋发

展策略，更应总结古代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对我国海洋发展战

略的后续步骤提出一些意见；不但需要厘清相关历史史实，指出明清朝廷

海洋策略失败所在，更应从观念深处反省忽略海洋的症结根由。这需要站在

海洋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二空间这一高度来审视和考虑，将海洋文明放在与陆地

文明对等的角度进行考量，构建中国自己的海洋文明史，进而发挥历史的智慧，

提升全民族海洋意识，维护和促进国家海洋安全。 

在这方面，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已先试先行，不仅组织师生以海洋为本位，

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与《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两套海洋史研究丛书，从

海洋区域、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文化、海洋考古、海洋政治、海洋灾害史

的相关内容，等方面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做了 创性、基础性的学术

积累，形成初步的海洋史学架构；并于 2008 年整理出版了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发

展理论的指导之作——《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 

虽然先贤的研究领域已相当广泛，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人物、

考古、灾害等各个方面，但在历史海图的研究方面却涉及较浅，而研究中国海洋

社会经济史，海图资料和相关文字记载一样重要，挖掘海图映射出的时代记忆，

呈现海图的深层涵义，对了解我国古代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助益非浅。因此，在进

                                                        
① 杨国桢：《海洋世纪与海洋史学》，《光明日报》，2005 年 5 月 17 日，第 7 版：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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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海洋史学的学习和写作过程中，面对主要以碎片残存于各种官方典籍、档案、

地方史志、私家著述、笔记小说和民间文献中的海洋史资料和散见于海洋经济圈

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档案、文献之中的海洋性人文社会材料的情况，利用舆图为研

究切入点的想法便在我的脑海中盘旋。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16-18 世纪，中国出现大量海道针经、海防图和海疆图，然人们在研究海洋

社会经济史时大多仅将历史海图作为辅助资料运用，而少有将历史地图作为一个

整体进行研究。因此，虽有较好的成果问世，但其注重的是对历史海图的绘制时

间、绘制者和绘制方法等地图层面因素进行考量。 

首先，在通史研究方面。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地图学的研究，以王庸先生

为主要代表，他撰写了《中国地理学史》和《中国地图史纲》这两本有关中国地

图史的著作，用大量北平图书馆馆藏古地图为例，比较详实、系统、全面地评介

和论证了自中国原始地图起源到近代中国测绘地图出现的中国地图发展史，从而

创了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对明清时期的历史舆图有所涉及。此外，在《中国

地理学学史》的第二章对地图史有过简要回顾，包括对朱思本舆地图、利玛窦世

界地图及清初绘图等方面，在《中国地图史纲》一书中有专门对中国古代地图在

军政应用上的讨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地图史研究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中国古地图

亦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卢良志编的《中国地图学史》①，不但有对朱思本地图

系统的诠释，提出朱思本地图系统的三大支柱，即《舆地图》、《广舆图》和《皇

明职方地图》，并列举了同一体统的其他地图，如《广舆考》、《舆地图考》、《地

图综要》等；还有对利玛窦世界地图、《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地图》及《大

清会典舆图》等的详细论述，更有对明代海防图中的重要资料《筹海图编》单独

叙述。而在《中国测绘史》编辑委员会编的《中国测绘史》中亦有专门的海洋测

绘章节，对明时的海运图籍有所论述。此外，还有国外中国地图学译著，如美国

                                                        
① 测绘出版社出版，198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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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定国的《中国地图学史》①。该书以中国古代舆图为线索，着重探讨了研究中

国古地图的方法论问题，认为中国古地图和文字之间有密切关联，并非纯粹数学

一样上的舆图，用地图传达的信汛不一定是数学的、可以测量的、或者甚至直接

可以看到的，地图与政治、军事、经济，甚至文化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 

但 重要的是出版了《海图学概论》②一书，虽然该书对以近现代海图为主

要依据，侧重于海图的数学、符号、制作等技术方面的分析，但它也从海图的定

义、功能、分类、内容等方面进行规范，并回顾了中国海图发展的历史，如明代

的海防图、海运图及清代的海图，其重在描述海图的绘制内容和手法。席龙飞、

杨熺、唐锡仁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交通卷》中对明清海图的描述时，内容

与此大致相当。 

其次，在舆图的整理研究方面。20 世纪上半叶，王庸与茅乃文合编《国立

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③和《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续编》④，形成有

关 16 至 18 世纪历史海图的一个目录。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古代舆图的编辑工

作进一步展 ，历史海图方面亦有了专题论述，主要成果为邓衍林的《中国边疆

图籍录》⑤。此书分时段按边疆区域对中国古代图籍进行分类，其中的东北资料、

台湾和海防资料中有大量关于边疆形势图和海防图、航海图的载记，是了解相关

历史海图的一本重要工具书。 

20 世纪 80 年代，对中国古代地图的编辑整理工作渐次展 ，出版了一系列

古地图集。章巽先生整理出版了清时的沿海航图，即《古航海图考释》⑥。是书

共有航海地图六十九幅，北起辽东湾，经今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

建诸省，南达今广东省海面，图中不但有山形、水势、岛屿、沉礁、港湾、城镇

等，还有关于罗盘针位、行船路线和航程更数等方面的文字注记。经章先生考证，

此为从事航海群体编制之图本，绘成年代当在 18 世纪初期，但渊源可推至明代

以前。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于 1983 年 9 月组成了《中国古代地图集》编委

                                                        
① 姜道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8 月。 
② 楼锡淳、朱鉴秋编著，北京：测绘出版社，1993 年 12 月。 
③ 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 年。 
④ 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1937 年。 
⑤ 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 年 4 月。 
⑥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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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其后陆续出版了战国至元、明代和清代三册图集，此图集在给出一些图例之

后，在图籍说明中对该图的一些基本情况，如图的尺寸、绘制方法、绘制年代、

主要内容及收藏地点等等都有说明。此外，本着继承和发扬祖国悠久地图文化遗

产、总结古代地图测绘技术的丰富经验、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华地图文明的良好

初衷，国家测绘局和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进行了研究，出

版了《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附中国古地图简史）一书。此书除精选、汇集国

内各种类型的古地图外，还尽可能地从各种文献资料中采集有关我国古代测绘事

业的记载，并加以科学的分析综述。《中国古代地图集》一、二、三编及《中华

古地图珍品选集》的编纂，使许多深锢禁廷、罕为人知的现存中国大陆的古地图

得以面世，从而推动了中国地图学史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90 年代后，国内古代地图编辑工作继续展 ，出版了《中国古地图精选》①

一书，中有《浙江省全海图说》、《福建沿海图》等相关舆图。而面对晚清以来我

国的文物古籍，包括古代地图和有关资料，流传国外甚多的情况，北京大学李孝

聪教授对欧美收藏的中文古地图进行整理，出版了《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

录》②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③两本专著，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藏中文古地图叙录》一书中李教授摘录了《山东舆图》、《泉州府图说》、《闽省盐

场全图》、《福省全图》、《万里海防图》、《七省沿海全图》、《山东、直隶、盛京海

疆图》及《天下总舆图》等相关舆图。 

而后，王自强等对明清舆图进行综合整理，出版了《中国古地图辑录—— 盛

世图》④和《明代舆图综录》⑤二书。《中国古地图辑录—— 盛世图》收录在此期

间编绘的地图约 1700 幅，有总图、境域图、城池图、水系图、山脉图、沿海图

及少部分景观图等，分别录自《乾隆大清一统志》、三朝其间纂修的各省通志、

各个府州县志，以及其它地理类典籍，如《皇舆西域图志》、《广东舆图》等。《明

代舆图综录》是对这些明代舆图的综合揭示。全书由三部分组成。其一为目录部

分，著录明代的地图、地图集，及包含地图插图的文献典籍，该目录有别于常见

的地图目录，在著录地图集及其他文献典籍时，列示了地图细目；其二为图录部

                                                        
① 刘镇伟主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 年 3 月。 
②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年。 
③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 
④ 王自强主编，星球地图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⑤ 王自强编，星球地图出版社，200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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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这一部分主要收录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图籍中的地图，如《广舆图叙》、《广舆

图》、《三才图会》、《皇舆考》、《地图综要》、《古今舆地图》等；第三部分为《皇

明职方地图》全书，因该书内容较《广舆图》更加丰富，刻印精良，为明末中国

传统地图集中集大成之作，且该书在清代为禁书，流传不广，故整体影印。 创

了地图集及典籍著录地图细目的先例，全面揭示了明代地图、地图集及以插图形

式存在的地图。 

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更是整理出版了图录丛刊，其中《皇舆遐览：北

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一书除刊出《皇舆全览图》外，更专门有“沿海

防务图”编目，全面刊发了“中华沿海形势全图”、“辽东半岛南端地图”、“辽宁

大连湾图”、“直隶东隅沿海图”、“山东登州府蓬莱县海图”、“山东福山县海岛图”、

“福建全省洋图”等。而台湾省亦整理出版了《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

①一书。该书在海图索引中摘录了《筹海图编》、《皇明职方地图》、《浙江福建沿

海海防图》、《海图》、《各省沿海口隘全图》、《台湾图附澎湖群岛图》等相关图籍。 

在资料整理工作的基础上，出现部分有关历史海图研究的文章，主要包括以

史考图和以图证史两个方面。第一，在以史考图方面，主要是一些以相关历史知

识为基础叙述海图的文章。如：汤 建于 2000 年在《岭南文史》第一期上发表

的《〈粤大记·广东沿海图〉中的澳门地名》一文，利用澳门历史的有关资料对

当时的地名进行考证分析，算得上是以史考图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章。钟铁

军、李孝聪合撰之《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万里海防图〉》
②
，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

对《万里海防图》进行时间内容等方面考证分析；史庆和、李喜来、王晓迪的《万

里海防图——中国第一幅全海设防图》
③
，主要讲述倭寇肆虐与郑若曾绘制海防

图的经过；孙果清的《明朝抗倭地图：〈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
④
，主要围绕

倭寇的历史讲述沿海山沙图的相关内容；刘若芳的《清宫藏海防舆图与澳门》
⑤
，

本文分别从海防图、广东水师营官兵驻防图、沿海疆舆图、沿海七省口岸险要图

及福建厦门虎头山至广东崖州老虎头山海道图说等来说明澳门一直为中国管理

之领土。第二，在以图证史方面，主要以海图为海洋国土证据方面主要为南海和

                                                        
① 冯明珠、林天人主编，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2008 年 7 月。 
② 《地图》，2004 年第 6期。 
③ 《环球军事》，2007 年第 1 期。 
④ 地图，2007 年第 3期。 
⑤《档案学通讯》，199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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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列岛等现实意义较为突出部分，主要有：吴凤斌的《明清地图记载中南海诸

岛主权问题的研究》①一文，从《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广舆图》系统地图、

《郑和航海图》、《武备秘书地利附图》、《大清中外天下全图》、《大清万年一统天

下全图》等舆图复比考证，论述我国对南海行使主权的历史性；吴天颖的《甲午

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敏雄诸教授》②通过《琉球三十六岛图》、

《日本一鉴》、《海防一览图》等古地图对钓鱼列屿的历史归属做了详细考证；内

容相近的还有鞠德源的《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③、《钓鱼岛正名：

钓鱼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④和郑海麟的《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增

订本）》⑤。以海图论证中国海洋社会经济活动的著作尚不多见，除耿引曾的《中

国人与印度洋》⑥中有引用《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等相关海图进行论述外，

当以张增信的《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⑦为代表作。该书以古地图为切入点，

以地名及其区域历史为研究对象，进而讲述东南中国海上的历史，可以说是历史

学研究古地图的一个范例。 

综上，此前有关历史海图的研究中，重视的是海图的符号、测绘技术、绘制

的时间内容、流传情况等等，没有在研究逻辑起点上将海图和陆地地图区别 来，

仅仅将海图作为地图在空间上的延伸，解剖历史海图时缺乏海洋本位视角，忽略

历史海图是海洋社会经济活动的结果这一客观实在。因此，收集整理体现中国海

洋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 16-18 世纪这一时间段的中国历史海图，从海洋社会经济

史角度出发，以海洋史学创始人杨国桢教授提倡的海洋本位思想为指导，以海洋

活动群体为历史叙述的第一作者，结合这一阶段的航海、海洋贸易和海洋管理等

因素，分析历史海图与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全面把握中国海洋社会经济

史有一定的作用。同时，在如今这一海洋权益逐渐受到关注的海洋时代，有其必

要性和重要性。 

 

 
                                                        
① 《南洋问题研究》，1984 年第 4 期。 
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年 8 月。 
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④昆仑出版社，2006 年。 
⑤ 中华书局，2007 年 4 月。 
⑥大象出版社，1997 年 4 月。 
⑦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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