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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地理学的发展与宋代社会

韩 毅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 &

!关于宋代地理学，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家驹《宋代分

路考》，载《禹贡》$’"( 年 ’ 月 ) 卷 ( 期；黄守性《开封之史迹及其地

理之沿革》，载《地学杂志》$’$* 年 + 卷 ) 期；吴其昌《宋代之地理学

史》，载《国学论丛》$’,* 年 ! 月 $ 卷 $ 期；曹尔琴《宋代行政区划的

设置与分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年第 " 辑；顾颉刚、史念

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宋代疆域概述》，商务印书馆 ,%%% 年版；杨果

《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 年版。

中国传统地理学在宋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远远地领先于同时期欧洲、阿拉伯和印度的水

平。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相当关注宋代地理学

的研究，如今已有大批成果问世!。但学术界目前的

研究大多侧重于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对宋代自然

地理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关注并不是很多。而且

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问题仍然拘泥于“内史”研究

的格局中，无法获得重大的进展。笔者认为，宋代地

理学的进步与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知识

的积累以及人们的认知视野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

在传统地理学的发展上，宋代是如何对化石的成因

进行科学解释？如何看待海陆变迁与地壳变化的情

形？在地图绘制方面，宋代有哪些创新？如何评价宋

代地理学的成就及其局限？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化石成因的地理学解释

化石是经过自然界的作用，保存于地层中的古

生物遗体和遗迹。它能指示古代生物存在的时代、地

点及古代自然地理条件，是确定地层时代的重要手

段，也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我国很早

就有关于化石的记载，到了宋代，人们对化石有了进

一步的认识，并开始用地理学的方法对其成因与属

性进行科学的解释。沈括《梦溪笔谈》卷 ,$ 载：

近岁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入地数十

尺，土下得竹笋一林，凡数百茎，根干相连，

悉为化石。⋯⋯延郡素无竹，此入在数十尺

土下，不知其何代物。无乃旷古以前，地卑

气湿而宜竹也？婺州金华山有松石，又如桃

核、芦根、蛇蟹之类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

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无又非本

土之物，特可异耳。- $ .

《朱子全书》卷 )’ 亦载：

（余）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

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

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 , .

在这里，沈括和朱熹明确将动植物的遗迹称为

“化石”，同时根据对化石的推论，指出竹笋这一植物

应是在“地卑气湿”的环境中生长的，从而对延州地

区古气候的变迁及植物的分布，提供了科学证据。这

种分析方法，欧洲直到 $’ 世纪才出现。文艺复兴期

间，达芬奇通过对亚平宁山中螺蚌化石的研究，推断

它为海中古生物遗迹，为西方所瞩目。实际上，宋代

的沈括、朱熹等，早于达芬奇 )%% 多年就已得出这一

见解，并且认识还要深刻。

宋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野外调查的深入和

科学知识的积累，我国对古生物化石的认识和研究

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并用地理学的知识对其成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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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环境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 鱼化石

杜绾《云林石谱》卷中《鱼龙石》载：

谭州湘乡县山之颠，有石卧生土中。凡

穴地数尺，见青石既揭去，谓之“盖鱼石”。

自青石之下，微青或灰白者，重重揭取，两

边石面有鱼形，类鳅鲫，鳞、鬃悉如墨描。穴

深二、三丈，复见青石，谓之“载鱼石”，石之

下，即著沙土。然选择数尾用，相随游泳，或

石纹斑剥处，全然如藻荇。凡百十块中，无

一、二可观。大抵石中两面如鱼龙，形反侧

无序作蜿蜒势，鳞、鬃、爪、甲悉备，尤为奇

异。土人多作伪，以生漆点缀成形。但刮取

烧之，有鱼腥气，乃可辩所产真者。又陇西

地名鱼龙，掘地取石，破而得之，亦多鱼形，

与湘乡所产无异。岂非古之陂泽，鱼生其

中，因山颓塞，岁久土凝为石而致然% &’ (

从上述史料的记载可知，宋代对鱼化石的沉积

环境、外部形态、采集和鉴定方法等作了较为科学的

总结，尤其是“古之陂泽，鱼生其中，因山颓塞，岁久

土凝为石”的科学观点，在地质地理学史上具有进步

意义。

)$ 石燕

石燕是古代脘足类动物化石，自晋罗含《湘中

记》记载以来，到宋代时，人们对其有了进一步的认

识。杜绾《云林石谱》卷中《零陵石燕》载：“顷岁余涉

高岩，石上如燕形者颇多，因以笔识之，石为列日所

暴，偶骤雨过，凡所识者，一一坠，盖寒热相激坠落，

不然飞尔。”& ’ (从《云林石谱》的记载可知，宋代对石燕

形成的地质环境、分布地点、鉴别方法等有了较全面

的认识，并对石燕“相飞”的谬误作了辨正。

’$ 石蛇

石蛇为古代腹足类动物化石，宋代时，我国对其

已有了较详细的记述，并把它用于药物学的研究。苏

颂《本草图经》载：“石蛇出南海水旁山石间。其形盘

屈如蛇也，无首尾，内空，红紫色。又似车螺，不知何

物所化，大抵与石蟹同类。”& " (寇宗 《本草衍义》卷 *
亦载：“石蛇本经不收，始自《开宝本草》添附，其色如

古墙上土，盘结如粗犁大，中空，两头巨细一等，无

盖。不与石蟹同类，蟹则真蟹也，蛇非真蛇也。今人用

绝少。”& * (

"$ 新芦木

新芦木是中间有节的古蕨类植物，其化石与竹

根相似，生长在地势低洼、潮湿的坏境中，这与沈括

在《梦溪笔谈》中的推论是一致的。邵博《邵氏闻见后

录》卷 " 亦载：

章子厚在丞相府，顾座客曰：“延安帅

章质夫，因板筑发地，得大竹根，半已变石。

西边自昔无竹，亦一异也。”客皆无语，先人

独曰：“天地回南作北有几矣。公以今日之

延安，为自天地以来西边乎？”子厚太息曰：

“先生观物之学也。”& ! (

从上述史料的记载可知，宋代沈括和邵雍父子

已经用植物化石来推论古地理和古气候的变迁，这

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

*$ 鳞木化石

鳞木是生长在石炭二叠纪的高大乔木。其枝干

上的叶片脱落后留下极为清晰的鳞片状印痕，故名

鳞木。宋代的河东路（今山西省）广泛分布着二叠纪

的地层，这种化石较为常见。沈括《梦溪笔谈》卷 )#
载：“治平中，泽州人家穿井，土中见一物，蜿蜒如龙

蛇状，畏之不敢触。久之，见其不动，试扑之，乃石也。

村民无知，遂碎之。时程伯纯为晋城令，求得一段，鳞

甲皆如生物。”& # (

从以上所述可知，宋代科学家对化石成因的地

理学解释，大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地学的发展，尤其

是通过对动植物化石的研究来推论古地理和古气候

的方法，是地质地理学史上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重

要方法。#+ 世纪英国地质学家赖尔正是采用这种方

法，提出地质“均变论”的。宋代根据化石推论古代自

然环境的方法，在地理学理论发展史上是有贡献的。

二、地质构造和海陆变迁的理论与实践

宋代在地质构造、陆地成因及海陆变迁的认识

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 地壳隆起

地壳升降与地球构造及板块运动有密切的关

系。宋代，我国对地壳升降变化已有了明确的理论认

识。张世南《游宦纪闻》卷 ! 载：

江陵城内有法济院，今俗称为地角寺，

乃昔息壤祠。《图经》引《溟洪录》云：“江陵

南门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马状，平之，则

一夕如故。前古相传，不知其始。牛马践之

或立死。”& , (

我 国 古 代 传 说 中 谓 能 长 生 不 已 的 土 壤 为“息

壤”，自《山海经》最早记载“息壤”以来，息壤成为局部

地壳隆起的代名词。从张世南的记载来看，宋代已经

注意到了地壳隆起的形状及其神秘的自然现象。

)$ 陆地变迁

陆地变迁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地壳升降、流水沉

积和海水侵蚀作用形成的结果，这种自然现象要经

历一定的时间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可见到的。从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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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的记载可知，宋代对陆地变迁已有了较为科学

的认识。鲁应龙《闲窗括异志》记载了历史上海盐县

（今浙江省海盐县）变迁的情况，并对其成因给予了

科学分析：

海盐县，本武原县，在秦属会稽，《汉

书·地理志》云：故武原有塘。《官寰宇记》

云：广斥盐田相望，古地理县有盐官，东出

五里有武原，王莽改为展武县，后陷为湖，

移于武原乡改武原县，后改海盐县。汉安帝

二年又陷，移故邑城为故邑县，又移于海塘

为海塘县。⋯⋯自汉迄今上下千余年，湖日

浅，土日增，闻有于其中，仿佛见其余址。# $ %

从海盐县两次“陷为湖”和“湖日浅，土日增”可

知，海盐县的变迁是由地壳下陷和湖水沉积作用而

形成的。宋代对陆地变迁（沧海桑田）从朴素的猜想

到对它得出地理学意义的解释，以及对其“余址”考

证的做法，极大地推动了地质地理学理论与实践的

发展。

&’ 流水地貌与陆地成因的地理学解释

海陆变迁与地球新构造运动的关系，是历史地

理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宋代科学家沈括，根据对太行

山螺蚌化石、砂砾分布情况的分析和对华北平原泥

沙淤积情况的考察，提出了华北平原是流水冲积作

用形成的理论。沈括的论述与现代地理学对华北平

原成因的解释是一致的。他的“陆地成因论”，在地质

地理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梦溪笔谈》卷

() 中，沈括说：

予奉使河北，边太行而北，山崖之间，

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

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

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

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

水、滹沱、弱水、桑乾之类，悉是浊流。今关、

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

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 * %

在这里，沈括从“太行山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

已近千里”的事实出发，分析了华北平原的海陆变

迁，指出其成因在于“大河、漳水、滹沱、弱水、桑乾之

类，悉是浊流”，“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从我

国古代关于沧海桑田的提法，发展到对冲积平原进

行科学解释，这是宋代海陆变迁思想不断深化的结

果，亦是对流水地貌深刻认识的结果。

此外，沈括还通过实地考察，对流水侵蚀作用形

成雁荡诸峰的原因，也给予了科学的解释。在《梦溪

笔谈》卷 () 中，他说：

予观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上耸千

尺，穹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

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原

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

石岿然挺立耳。如大小龙湫、水帘、初月谷之

类，皆是水凿之穴。自下望之则高岩峭壁，从

上观之适与地平，以至诸峰之顶，亦低于山

顶之地面。世间沟壑中水凿之处，皆有植土

龛岩，亦此类耳。今成皋、陕西大涧中，立土

动及百尺，迥然耸立，亦雁荡具体而微者，但

此土彼石耳。# * %

从雁荡诸峰形成的原因———“当是为谷中大水冲

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 可以看出，宋

代对流水侵蚀作用形成的地貌，已有了较系统的理论

认识。

)’ 喀斯特地貌

喀斯特是碳酸盐类岩石分布地区特有的地貌现

象。我国是世界上对喀斯特地貌现象记述和研究最早

的国家，早在晋代即有记载。宋代时，人们对西南地区

喀斯特地貌的分布、种类、成因有了详细的认识。周去

非《岭外代答》卷 *《地理门·桂林岩洞》载：

山皆中空，故峰下多佳岩洞，神剜鬼刻，

高者凭崖如化城，下者穿隧若水府，大者可

建五丈旗，小者犹可容十客。或浮为洲渚，或

内通舟楫。# + %

同书卷 , 亦载：

静江多岩洞，深者数里，岗穴之中，或高

不可逾，或下不可隧。石脉滴水，风所不及，

悉成钟乳。# + %

从周去非的论述可知，宋代已认识到地下河的形

成与喀斯特山体内部的通透密切相关，喀斯特地貌的

形成在于流水的长期侵蚀。在该书中，周去非对云贵

地区喀斯特地貌的分布、种类及优劣情况等，做了详

细的划分。这些认识为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从地理学

的角度系统研究喀斯特地貌提供了借鉴。

"’ 海洋地貌

宋代航海业的发达、中外交流的频繁和海外贸易

的兴盛，使宋代科学界对海洋地貌的情况有了相当深

刻的认识。宋代，我国对海洋地貌进行了系统的分类，

主要分为沙碛、洲、岛、屿、苫、石塘（群岛）等，这同现

代地理学对海洋地貌的分类是一致的。苏轼《乞相度

开石门河状》载：“沙碛转移，状如鬼神，往往于深潭

中，涌出陵阜十数里，旦夕之间，又复失去，虽舟师没

人，不能前知其深浅。”# *-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地

理门·象鼻砂》亦载：“钦廉海中有沙碛，长数百里。在

钦境乌雷庙前，直入大海。形若象鼻，故以得名。是砂

也，隐在波中，深不数尺，海船遇之辄碎。去岸数里，其

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 年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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碛乃阔数丈，以通风帆。”" #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卷 %& 也载：“神舟所经岛、洲、苫、屿而为之图。”" ’’ $

三、地图绘制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宋代社会经济、水利、治河的发展和军事的需

求，使地图学和地图绘制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图记、图志的格式逐渐向无图的纯文字论述的“方

志”发展，并出现了许多大部头的全国一统的地志。

从现有的资料看，宋代的地图学比唐代更为发达，除

历代必绘的全国总图、外域图、边防图外，还出现了

一些新型的地图，如地理模型图、石刻平面图、城市

规划图、经济地图等。这些新型地图，不仅反映了宋

代地图绘制理论及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而且也把宋

代高度发达的地图绘制水平展现给当今的人们。

’( 全国行政区划图

《淳化天下图》是北宋统一不久绘制成的第一幅

规模巨大的全国总舆图。《玉海》卷 ’& 载：“淳化四

年，诏画工集诸州图，用绢一百匹，合而画之，为《天

下图》，藏秘阁。”" ’) $ 在这幅图的绘制中，宋王朝充分

收罗了地方所贡的地图 &** 余幅之后，于宋太宗淳

化四年（公元 ##% 年）“合而画之”完成，它开创了由

局部地图绘制全国总图的先河。

《九域守令图》为北宋科学家沈括所作，该图是

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宋代地理图。《梦溪笔谈》卷 %
载：“予尝为《守令图》，虽以二寸折百里为率，又立准

望、牙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鸟飞之

数。图成，得方隅远近之实，如可施此法。分四至、八

到，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

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后世图虽亡，得予以此，按二

十四至以布郡县，立可成图，毫发无差矣。”" ’ $从文中

可知，沈括在绘图中应用了“取鸟飞之数”（即水平直

线距离）的方法，又将传统地图学中的“四至八到”增

为“二十四至”。即使图亡，也可按 )& 个方向所到的

水平直线距离绘成精确的郡县分布图。《九域守令

图》于 ’#!& 年在四川荣县发现，碑背面题记与《嘉定

府志》基本一致。从史料的记载来看，该图是秦州刺

史宋昌宗于公元 ’’)’ 年所立。曹学荃《蜀中名胜记》

卷 ’’ 载：“本志云：莲宗山在学宫后，有宋人九域图

碑。”" ’% $常明修、杨芳灿《四川通志》卷 +# 亦载：“九域

守令图碑，今在县文庙正殿后，宣和三年重立。”" ’& $

从以上可知，该图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地图。在图

中，我国大陆海岸线的位置已较准确，尤其是山东半

岛和雷州半岛的轮廓已接近现在。同时图中还最早

使用了以文字和夹注治所与否表示行政区名级别高

低的方法, 是我国古代最早以“县”为基层单位而绘

制的全国地图。

《禹迹图》也是宋代著名的全国地图。它共有 %
幅：一是西安碑林《禹迹图》，刻于南宋初伪齐阜昌七

年（公元 ’’%- 年）；二是镇江《禹迹图》，刻于南宋绍

兴 十 二 年（公 元 ’’&) 年 ）；三 是 山 西 稷 山 县《禹 迹

图》，年代不详。根据对碑图内容的研究可知，西安碑

林《禹迹图》，在绘制方法上采用记里画方之法，横方

七一，竖方七三，总共五千一百一十方，比例尺是“方

折地百里”。由于方格网绘法具有转绘地图内容和控

制地图要素的作用，所以图上各地的位置和今日所

绘地图相差无几。例如，图中的海岸线弯曲走向比较

准确，山东半岛和雷州半岛向外延伸形状和今图大

致相同；绘制的钱塘江湾凹的深刻，克服了以往钱塘

江入海口向外突出的错误划法；几条主要的大河，如

长江、黄河、汉水、沅水、湘水、珠江、澜沧江等，弯曲

流向接近于现在；几个大湖，如太湖、洞庭湖等位置

也较准确。这说明宋代对沿海和各河流的考察和测

绘，已是相当准确了。镇江《禹迹图》和山西稷山县

《禹迹图》，其内容与西安碑林《禹迹图》完全一致。

《山西通志》载稷山县禹迹图“方折地百里，志《禹贡》

山名，古今州县名，山川地名，刊刻极精”" ’+ $。总之，宋

代《禹迹图》不仅把我国传统的制图方法———“记里

画方”以实物形式展现于世界，而且把宋代高度发达

的地图绘制水平展现给当今的人们。从“记里画方”

向地图投影转变及地图内容在表示方法上的进步，

反映了我国地图演进的特色。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

术史》中说：“无论谁把这幅地图拿来和同时代的欧

洲宗教寰宇图相比较一下，都会由于中国地理学当

时大大超过西方制图学而感到惊讶。”并说“《禹迹

图》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 ’! $ ’%%。

)( 边疆边防图

宋王朝同辽、夏的战争，引起了宋人对边疆边防

地图的重视。跟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地图更多地重视

了山川、道路、河流、关隘和军营的位置。宋代绘制的

《河西陇右图》、《元 职方图》和《绍兴海道图》，就是

这类地图的代表。《玉海》卷 ’& 载：“天禧二年十一

月，已未朔，以知制诰盛度为学士。⋯⋯祥符六年，迁

知制诰。明年，奏事便殿。上问山川形壤之制，内出缯

命工别绘。度因言已图汉所置五郡。复究寻五郡之东

南，自秦筑长城，唐置节度，绘其山川、道路、区聚、壁

垒，为《河西陇右图》以献”" ’) $；“至道元年，府州折御

卿大破契丹，图山川地形以按视焉，三月内臣扬守斌

以地图来上，帝阅视久之”" ’) $；卷 ’+ 亦载：“（绍兴）二

年五月辛酉，枢密院言，据探报，敌人分屯淮阳军、海

州，窃虑以轻舟南来，震惊江浙，缘苏洋之南，海道通

畅，可以径趋浙江，诏两浙路帅司，速遣官相度控扼

次第，图本闻奏。”" ’) $从以上可知，国防压力和战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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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迫使宋代更多地关注与军事有关的山川形势，借

以掌握战争机动权，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地图绘制技

术的发展。

#$ 地理模型图

宋代绘制的地理模型图，是按一定的比例尺和

材料将实地地形堆制成的一种地图。这种地图比平

面地图更能直观、形象、逼真地显示实地地形，是我

国古代地图史上的一大创举。《梦溪笔谈》卷 %& 载：

“予奉使按边，始为木图，写其山川道路。其初遍履山

川，旋以面糊木屑，写其形势于木案上，未几寒冻，木

屑不可为，又融蜡为之，皆欲其轻，易赍故也。至官

所，则以木刻上之。上诏辅臣同观，乃诏边州皆为木

图，藏于内府。”’ ( )沈括用木屑、熔蜡、木头 # 种材料，

最后以木刻定稿进呈的地理模型图，有其独特的价

值和作用，对立体地形图的推广起了重要的作用，影

响了后来地图技术的发展。南宋理学家朱熹也曾打

算制作此图，罗大经《鹤林玉露》卷 # 载：“朱文公尝

欲以木作《华夷图》，刻山水凸凹之势，合木八片为

之，以雌雄笪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负之，

每出则以自随。后竟未能成。”’ (" )可见，地理模型图的

制作，在宋代是非常盛行的。南宋末期的黄裳也曾

“作《舆地图》，以木为之”’ (% )。

*$ 城市规划图

宋代出现了完整的城市规划图，《平江图》和《桂

林城图》就是典型的城市规划图的代表。《平江图》是

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石刻城市规划图，具有一定的方

位、比例大小。图内各要素的绘制采取我国传统的城

市规划图的画法，即平面与立体相结合的方法，形象

逼真地反映了当时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市）的城市概

貌，对研究宋代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实物证据。《吴县

志》载：“《平江图碑》末有吕梃、张允成、张允迪刻工

姓名。案庆元六年《重修长州县书薄厅记》末有张云

成、允迪二人姓名。嘉定八年《重修苏州记》末有张允

迪一人姓名。庆元二年，张国安书《庐坦传话碑》，有

吕梃姓名。则此碑必宁宗庆元前后刻⋯⋯又案图有

绍定二年所立诸坊，以张允迪为张迪，而无以后新建

公署，有如绍定二年十一月所建激赏西库之类，故断

定为绍定二年立坊时刻。”’ (+ )据近人考证，该碑为南

宋绍定二年（公元 (%%, 年）郡守李寿朋重建平江坊

市时所刻。碑据城坊现状描绘而成，包括城墙、河道、

官厅、寺观、塔桥、道路，城外名胜古迹也择要刻于碑

边，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平江府城市的地理面貌，

代表了中国古代传统地图的最高水平，是研究当时

城市规划的珍贵资料，在地图绘制史上是一个很大

的进步。

《桂林城图》是南宋末年在桂林城北鹦鹉山南

麓的石崖上所刻，图高 #$ * -，宽 #$ . -，比例尺为

(/ ( ...，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最大的一副宋代城市规

划图。从图绘制的年代和内容看，该图是一幅具有明

显军事意义的城防规划图，是南宋桂林城主帅李僧

伯为防御蒙古军队的南下，于宝 六年（公元 (%&+
年）刻制而成。图上山川名胜甚少，街坊仅绘有干道，

且不注名称，而城壕建筑、军营、官署和桥梁津渡却

十分详细，具有极高的政治军事价值。

&$ 经济地图

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宋代地方官员非常重

视经济地图的绘制，这是因为赋税、道路、桥梁、河

湖、建筑分布等与社会生产和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州县提纲》卷二《详画地图》载：“迓吏初至，虽有图

经，粗知大概耳。胝事之后，必令详画地图，以载邑

井。都保之广狭，人民之居止，道途之远近，山林田亩

之多寡、高下，各令其图来之，然后合诸乡邑所画，总

为一大图，置之坐隅。故身据厅事之上，而所治之内

人民、地里、山林、川泽，俱在目前。”又说，画置这种

地图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凡有争讼、有赋役、有水旱、

有追逮，皆可以一览而见矣”’ (, )。可见，经济地图在宋

代社会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宋代地理学的成就及其局限

首先，宋代在地学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丰富和

发展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容，拓宽了人们的知识和

眼界，使古代地学获得了充分的历史根据和理论依

据，对我们研究历史地理学和整个地理科学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地理学来说，它带来了地理科

学本身以及与其内外相关因素更全面、更深刻的认

识。(, 世纪，恩格斯在论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时，

曾经指出：“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末

它现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

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

中互相临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

历史。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

那末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 %. ) (% 在这里，恩

格斯明确指出“地理的状况”有“前后相继的历史”。

因此，研究宋代地学的理论与实践，对我们全面了解

现代地学，探求中国古代地学发展的轨迹，研究地理

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用唯物主义的思想考察

历史上的人地关系，认识地理环境变迁的内在原因，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其次，宋代丰富的历史文献尤其是方志，包含了

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质学、矿物学、地

貌学、水利学、海洋学、气象气候学、地理文献学的相

关知识和内容。因此，从这些丰富的史料中挖掘科学

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 年第 ( 期



!"

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宋代的方志，

在体例上逐步趋向成熟、定型，是研究宋史、各地区

域史、文化史乃至中外交通史的珍贵资料，直到今天

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朱士嘉指出：“自宋代开始，

方志由地理扩充到人文、历史方面，人物和艺文志在

宋代的方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体例方面，上承

《史》、《汉》，下为方志编纂打下良好的基础。”# $% & 因

此，利用这些资料来探讨在人类社会历史时期的自

然变化，无疑是可以得到巨大的成绩的。正如李约瑟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的那样：“每当人们在中

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

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

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 & $"’ 因此，从宋代丰富

的文献中探求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对我们了解地

理学的发展变化过程及其内在规律，真正认识现代

地理环境，从而对之进行有效的利用和改造，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再次，宋代地学在理论与实践上取得的成就，远

远地领先于同一时期欧洲、阿拉伯、印度地理学的水

平。%( 至 %) 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学术气氛沉闷，科学

黯然无光的时代，教会神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教会

的压制和摧残下，学术没有了生机，科学成了基督教

会的婢女，它不得超越罗马教廷所规定的界限。同一

时期的阿拉伯，在地理学方面较有成就的是阿布·

海退布的《巴格达志》和伊本·尔撒基耳的《大马士

革志》，惜此二书已散失不全，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远

不能跟中国相比。而此时的印度，也处于封建内乱之

中，在地理学上无多大建树。

最后，宋代地学在理论与实践的认识方面，也存

在着某些局限。由于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多是由

不同文化中不同的个人来从事的，所以在研究中缺

乏群体意识，缺乏实证主义和创新精神，研究比较零

散，属“内史”研究。长期的小农经济，使人们的眼界

和思路受到极大的限制和束缚，许多认识都沿袭了

传统的观点，与其他学科的交融甚少。总的看来，宋

代地理学实践性强，理论性差；经验总结的成分多，

理论研究的内容少。许多研究成果还背负着“禹迹”

的沉重枷锁，由于缺乏专门的人才，大规模的研究工

作和实地观测，远远没有展开，许多极有价值的地学

思想，没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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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本 *
# %- &〔清〕曾国荃，王 轩，杨 笃，等 * 山西通志 #+ & * 清同

治年间本 *
# %! &〔英〕李约瑟 *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 卷）#. & * 北京：科

学出版社，%/’-*
#%’ &〔宋〕罗大经 * 鹤林玉露 #. & * 北京：中华书局，%/"’*
#%" &〔宋〕曹允源，李根源 * 吴县志 #+ & * 宋元地方志丛刊本 *
# %/ &〔宋〕陈襄 * 州县提纲 #+ &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 自然

辩证法 #.& * 北京：人民出版社，%/’%*
#$% &朱士嘉 * 中国方志的起源、特征及其史料价值 # 0 & * 史学

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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