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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在中国古籍中的分布及其社会功能

汪前进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摘　要　该文通过对地图在中国古代四部各类典籍中分布情况的

研究, 得出如下结论: 在中国历史上,地图不仅是地理学家用以表达地

理知识的一种方法,而且在社会的许多方面,包括经学研究、山川祭祀、

历史探索、战争策划、疆界划分、河道治理、城市规划、聚落选址、矿山建

设、商业活动、拓荒屯田、海外交流、名胜探游、文学解释、艺术欣赏、先

人凭悼、吉凶预测、观念表达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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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礼》中曾系统地指出各种地图的功用, 唐魏征等则在《隋书·经籍志》中对《周礼》

所述进行了全面概括:

“《书》录禹别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条其物产,辨其贡赋, 斯之谓也。周则夏官司

险,掌建九州之图, 周知山林川泽之阻, 达其道路; 地官诵训, 掌方志以诏观事, 以知地俗。

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以观 祥。夏官职方,掌天下之图地,辨四夷八蛮

九貉五戎六狄之人,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国,使同其贯。司徒掌邦

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扰邦国, 周知九州之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

坟衍原隰之名物, 及土会之法。然则其事分在众职, 而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实总其事。”[ 1]

但是, 这里有二点值得注意:一是《周礼》所述,只是一种理想,而并非全是事实;二是

从汉至清代, 地图的种类有了很大的发展, 决不只是《周礼》所讲的那样几种。因而,我们有

必要做一个全面系统的调查分析,探讨历史上究竟有多少种类的地图,行之有效的方法就

是摸清地图在经史子集四部各类古籍中的分布。在此基础上,然后再探讨其社会功能。

1　经部中的地图

古人云: “经禀圣裁, 垂型万世。”“盖经者非他, 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2 ]经部可分为十

类:易、书、诗、礼、春秋、孝经、群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1. 1　易类　 《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

《周易起元》十八卷,清陈图撰。该书以名山大川配六十四卦的阴阳, 称为“俯察地理”。

《周易义参》六卷, 清于琳撰。书末列有三十三个图。其中“在天成象图”以日星霞露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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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列为阳,以月汉风霜雪右列为阴,而以云雨雷电雹雾居中为兼阴阳。“在地成形图”以水

金山右列为柔,土火石左列为刚,木丝谷盐并列于中为兼柔刚。

《周易究》四卷,清徐梅撰,卷四分列昔人宅墓图诀。

《周易爻征广义》六卷, 清阎汝弼撰。卷首有十二州图、二十四气图、七十二候图等。

1. 2　书类　《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诸家聚讼,仅有四端,其中之一是《禹贡》

山水,因而,关于此书的研究尤多,大多绘有地图。

《增修东莱书说》三十五卷, 图说一卷, 宋吕祖谦撰,时澜修正。

《书集传》六卷,序一卷,图一卷, 宋蔡沈撰, 元邹季友音释。

《书传大全》十卷, 书图一卷,书经纲领一卷,明胡广撰。

《尚书集解》十卷, 明孙继有撰。书中有“随山浚川图。”

《书传通释》六卷, 明彭勖撰。其书卷首列有五服、九州等图。

《尚书图》不分卷, 清杨魁植辑,其子杨文源增订。此书共有各种图一百一十四幅。

《书经周礼皇帝疆域图表》不分卷,清廖平撰。此书共四十二篇,从《王制九州三服千里

一州图》直至《书经周礼大小分统表》。

《禹贡论》五卷、后论一卷、山川地理图二卷,宋程大昌撰。《山川地理图》系将前人旧说

绘制成图,详加辨正,另制新图以纠旧说之误,原图三十一幅, 亡三幅。[ 3]

《禹贡说断》四卷, 宋傅寅撰。书首列山川总会及九河、三江、九江四图。

《禹贡图说》一卷, 明郑晓撰。是书自总图以下, 分图三十,旁缀以说。

《禹贡汇疏》十五卷,明茅瑞征撰。书前冠图经二卷, 上、下卷各二十四图。

《禹贡图注》无卷数,明艾南英撰。是编以《禹贡》九州分绘九图,列于各州经文之前。又

绘《五服图》, 列于《五百里甸服》一节之前, 后附《舆地总图》。

《禹贡广览》三卷, 明许胥臣撰。书首载《九州总图》,次以九州各为一图,而经文分附于

后。又以导山、导水,南条、北条分析为图, 亦各以经文附。

《禹贡长笺》十二卷,清朱鹤龄撰。前列二十五图。

《禹贡锥指》二十卷,图一卷,清胡渭撰。其图共四十七。历代义疏及方志舆图搜采殆

遍,于九州分域、山水脉络、古今同异之故, 一一讨论详明。
[ 4]

《禹贡会笺》十二卷,清徐文靖撰。此书为图十八,各系以说。

《禹贡谱》二卷,清王澍撰。是书各著经文于前而附图于后。州为二图,一言疆界,一言

贡道。导山、导水及山川田赋亦各有图,共四十幅。

《禹贡图说》一卷, 清谭 撰。此书前列《九州山川总图》、《舜典十二州图》、《九河图》、

《两汉河渠图》,图后缀以解说。

《禹贡释诂》一卷, 清孙乔年撰。卷首有《九州田赋指掌图》、《禹贡九州全图》。

《禹贡分笺》三卷, 清方溶撰。书首列有十幅地图:即《九州总图》、《北条水道图》、《河源

图》、《分黄导淮济运图》、《中条水道图》、《邗沟通江图》、《南条水道图》、《彭蠡入江图》、《三

江异派图》、《洞庭九江图》。

《增订禹贡注读》一卷, 清徐鹿苹撰。本书卷首录有《随山浚川图考》、《九州考》、《禽星

分野图考图说》、《九州思赋等数指掌图》、《江汉淮泗入海图考》、《九河图考》、《伊洛 涧入

河图考》、《九州参看横图考》、《尧剃禹弼五服图考》等。

1. 3　诗类　 诗有四家,毛氏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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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集解》四十二卷, 宋李 、黄 撰。首为《十五国都地图》。

《诗集传附录纂疏》二十卷, 元胡一桂撰。书中有《十五国都地理图》。

《严氏诗辑》, 存二卷,宋严粲撰。书中有《十五国风地理图》。

《诗经疏义会通》二十卷, 元朱公迁撰。该书为阐释朱熹《诗集传》而作, 书中附有“图

说”,对《诗经》的名物进行图解。

《诗集传音释》二十卷, 元罗复撰。卷首附有《诗图》。

《诗传大全》二十卷,纲领一卷图一卷, 明胡广等辑。

《诗经正解》三十卷,清姜文灿撰。是书首为诗经字画辨疑,次为天文、舆地等图考。

1. 4　礼类　以类区分,定为六目:即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

《周礼传》十卷,图说二卷,翼传二卷,明王应电撰。其《图说》二卷,用以稽考传义,中如

《职方氏》九州之类,有图无说。下卷阙井、邑、丘、甸诸图,则别见《翼传》,故不复载。

《周官图说》六卷, 清李锡书撰。卷一至卷六依次为《天官图说》、《地官图说》、《春官图

说》、《夏官图说》、《秋官图说》和《六官总说》。

《沟洫疆理小记》一卷, 清程瑶田撰。书首为《遂人匠人沟洫同异考》(附图)、《遂人沟洫

图记》、《匠人沟洫举隅图记》等十八篇。

《礼经会元》四卷, 宋叶时撰。其书括《周礼》以立论,凡一百篇, 其发挥经义者实九十七

篇。内《王畿》、《明堂》、《分星》等六篇,各系以图。

《礼书》一百五十卷,宋陈祥道撰。该书前说后图,考订详悉。

《礼记纂图注义》十三卷,元彭廉夫撰。书中有四庙、国学、注疏千乘之地等图。

《明堂考》三卷,清孙冯冀撰。上卷为《古今遗制考》, 下卷为《明堂图》。

《礼经宫室答问》二卷, 清洪颐煊撰。是书上卷为宗庙一, 附图三;下卷为路寝二、明堂

三、大学四,附图四。

《三礼图集注》二十卷, 宋聂崇义撰。作者取《三礼》旧图, 凡得六本, 重加考订。《隋书

·经籍志》列郑玄及阮谌等《三礼图》九卷,《新唐书·艺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

卷、张镒《三礼图》九卷,《崇文总目》有梁正《三礼图》九卷。

《韩氏三礼图说》二卷, 元韩信同撰。此书取先儒图说,考订异同。

1. 5　春秋类　六经之中,《春秋》具列事实。

《春秋释例》十五卷,晋杜预撰。《土地名》篇释例云皆图而备之,所画图本依官司空图,

据泰始之初郡国为正。孙吴初平,江表十四郡皆贡图籍,荆、扬、徐三州皆改从今为正,不复

依图司空图。可知原书有图,今佚。

《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首一卷, 晋杜预撰。明翻宋本序后列《春秋诸国地理图》。

《春秋左传》三十卷,晋杜预撰,宋林尧叟注。书中有十二国、战国图。

《春秋》三十卷,宋胡安国撰。附春秋列国图。

《春秋四传》三十八卷, 纲领一卷, 提要一卷,列国东坡图说一卷, 春秋二十国年表一

卷,诸国兴废说一卷。宋胡安国传,明刻樊献科等递修本。

《春秋分纪》九十卷,宋程公说撰。此书采用《史记》之纪传体体例重新编排原为编年体

的《左传》。第四部分为《书》,其中《疆理》附有地图。

《春秋左传注评测义》七十卷,卷首一卷,明凌稚隆撰。书首冠地理图一幅。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舆图一卷、附录一卷,清顾栋高撰。《舆图》用朱字、墨字以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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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地名。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 清王 、张廷玉等奉敕撰。下篇有《列国地图》、《王朝

地名》、《列国地名》。

《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清马 撰。此书改编年体之《左传》为纪事本末体。其

图说有帝派图,世系图、天官图、地舆图等, 地舆图有说无图,可能是未完之书。

《左传说》三十卷, 卷首一卷,清王系撰。卷首附录《春秋列国图说》等。

《春秋图表》一卷, 清廖平撰。卷首有《大九州图》。

1. 6　群经总义类　总研以上各经。

《六经图》六卷,宋杨甲撰,毛邦翰补。据王象之《舆地记胜碑目》杨甲《图》尝勒碑昌州

郡学,今佚。陈振孙《直斋书题解题》引《馆阁书目》,载毛邦翰所补之图有: 《易》七十图、

《书》五十有五图, 《诗》四十有七图,《周礼》六十有五图、《礼记》四十有三图,《春秋》二十有

九图,合为三百有九图。存本则与此不同。

《六经图说》一卷, 佚名撰。据《大明一统志》,为元代信州知府卢天祥刻石于信州府学,

计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周礼》、《春秋》六经,为图表三百余幅。[ 5]

《七经图》七卷,明吴继仕编。自序云: 得旧本摹校,旧图三百有九,今加校正为三百二

十有一,又增《仪礼图》二百二十有七,共为图五百四十有八。

《五经图》六卷,不著撰人名氏。雍正癸卯( 1723年) ,常定远得明章达原本重刻。章达

序称:是本得自卢侍御,卢又得之信州铅山,为鹅湖石刻本。每经缩为八页、而诸图杂列其

间,大图之余隙即填小图补之。

《重编五经图》十二卷,清卢云英编。该书以明卢谦在永丰所刻《五经图》原本行款参

差,复厘定增补以成。

《九经图》无卷数,清杨魁植编,杨文源增订。是书以信州学宫石刻《易》、《书》、《诗》、

《礼记》、《周礼》、《春秋》六经图, 析《春秋三传》为三, 而益以《仪礼》为《九经》。

《六经图》六卷,清王皓撰。是编取《六经图》旧本,损益而成。

《七经掌诀》一卷, 清孟超然撰。全书从天子居明堂图诀开始,至乡党公门图结束,共有

图七十八幅。

《经义图说》八卷, 清吴宝谟撰。卷首例言说:尝见《六经图》拓本,相传朱子所订,不知

石碣藏于何地。后至京师,忽于书肆见宋时版本,载宋绍兴布衣杨甲撰,乾道年间陈大夫森

嘱教授苗昌言校刻。则是图不成于文公手可知矣。兹本采录颇多,更正亦复不少。恐学者

遵奉朱子,必讶余图之多与朱子背也,因辨及。作图说共二百八十一条, 颇为详尽。

《经图汇考》三卷,清毛应观撰。原书十卷,仅印三卷。卷三《地理征今》列《禹贡》《职

方》的九州、春秋七国的疆域、下至秦汉以后郡县的变更, 图各有考。

《群经宫室图》二卷,清焦循撰。成于乾隆五十六年( 1791年)。本书上卷分城、宫、门、

屋四类,作图三十一幅, 附图七幅; 下卷分社稷、宗庙、明堂、坛、学五类, 作图十九幅,附图

五幅。

1. 7　四书类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四书》。

《读四书丛说》四卷,元许谦撰。书中发挥义理,皆言简义赅。或有难晓,则为图以明之。

《四书考辑要》二十卷, 清陈兰森辑。卷首有春秋十二国图、战国七雄图。

《四书图表就正》一卷, 清赵敬襄撰。是书有十图三表。十图中有辰居星共图、日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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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图、井地图、春秋列国舆图、明堂图等。

《四书图考》十三卷,清杜炳撰。是书仿江永《乡党图考》而广其义例, 先配以图画,后证

以记载。分天文、地舆、宗庙、礼射、冠昏、音乐、井田、宫室等等十三图考。

《孟子时事考证》四卷, 清陈宝泉撰。是书卷四附考七国形势,取宋代王应麟《通鉴地理

通释》中《七国形势考》,删繁就简,释以今地,并绘地图于书中。

2　史部中的地图

史部分十五类:即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

官、政书、目录、史评。

2. 1　正史类　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

《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明徐孚远、陈子龙测议。《史记补》一卷, 唐司马贞补。

书首冠地理图五幅。

《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刘宋裴 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 张守节正义, 明陈仁

锡评。书中有地图。

2. 2　编年类　编次年月,次于正史,相辅而行。

《增节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一百二十卷,元初晦明轩刻本。有《舆地图》。

《新刻历世统谱》四卷, 明胡文焕撰。是书以图表、歌诀、文字列历代帝王世系、疆域。

《(竹书)纪年地形都邑图》一卷, 清雷学淇撰。

2. 3　纪事本末类　宋袁枢以《通鉴》文,每事为篇,排比次第, 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

本末”, 史遂有此一体。凡一书备诸事之本末,与一书具一事之本末者,总汇于此。

《伊犁总统事略》十二卷,清松筠撰。此书期有裨于实政,故凡屯兵镇抚之要,边防形势

之宜,皆详为考订,而伊犁兴屯, 尤行政之大者, 更详言其始末。此书原稿系汪廷锴未成之

作,松筠任伊犁将军时,属祁韵士重加编纂,其亲为厘定, 又令城守尉宗室广宁为绘舆图。

《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 清张鉴撰。卷首附图表二卷, 其中有《西夏堡塞附图》。[ 6]

《平定粤匪纪略》十八卷,附记四卷,清杜文澜撰。此书记事自道光三十年( 1850年)六

月洪秀全在广西起义, 至同治三年( 1864年)九月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被捕。初版于同

治八年( 1869年) ,光绪十四年( 1888 年)石印本增图 50幅, 光绪十九年( 1893年)石印本

增图 24幅。

《国朝柔远记》二十卷,清王之春撰。是书卷二十为“寰瀛一览”, 列有《沿海形势略》、

《环海全图》、《沿海舆图》、《三岛(台湾、澎湖、琼州)分图》等, 图后附说, 概要介绍地理形

势、风俗人情及物力盈缺等。[ 7]

《云南勘界筹边记》二卷,清姚文栋撰。作者奉命入滇勘查缅界务,并查探印缅商情,凡

有关地理形势之处,无不博访周谘,绘图记载,遂成此书。

2. 4　别史类　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义例独善。

《阅史约书》五卷, 明王光鲁撰。是书专为读史者考订之用。《地图》一卷,皆朱书今地

名,而墨书古地名,以著古今沿革之异。

《读史图纂》一卷, 明俞焕章撰,管一骖删正。成于万历辛亥( 1611年) ,列图五十七,上

起三皇,下迄明之神宗,各以世系、地域列而为图。金、元二代无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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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纪事年表》一百卷,清康熙皇帝御定。周清源重修,王之枢踵修, 周嘉祯佐之。每

代各冠以地理图。

2. 5　杂史类　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备读史者之参稽。

《罪惟录》一百二十卷, 明查继佐撰。卷五为舆图。

《万历三大征考》, 明茅瑞征撰。有图五幅。

《交黎抚剿事略》五卷, 明方民悦撰。嘉靖二十八年( 1549年) , 安南范子仪及琼州黎那

燕入侵。时欧阳必进方总督两广,檄俞大猷等讨平之。方氏述其始末为此书, 卷一为地图。

《办苗纪略》八卷,清俞益谟撰。俞氏官至湖广提督。康熙四十二年( 1703年) ,辰州红

苗为乱,诏吏部尚书席尔达督荆州驻防兵及广西、贵州、湖南三省汉土兵剿平之。俞莫谟时

率湖南兵从征。是编详记其事, 首以地图。

2. 6　诏令奏议类　政事之枢机,非仅文章类。

《两河经略》四卷, 明潘季驯撰。万历初,河决高家堰,淮、扬、高、宝皆为巨浸。季驯建

议筑堤防、疏淤塞,论水势之强弱,复黄河之故道,条上六事,诏如议行。书中所载,皆其时

相度南北两河奏疏。首冠以图。

《筹辽硕书》四十六卷, 附录一卷。明程开 辑。是书记明万历四十六年( 1618年)夏间

迄四十八年( 1620年)秋,内外臣僚关于辽事的奏疏,按年排次。前有舆图、图说等。

《皇明奏疏类钞》四十四卷, 明汪少泉撰,孙钟岳等重订。书中有“舆图类”

2. 7　传记类　分为四种:圣人、名人、总录、杂录。

《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金孔元措撰。卷首有图十二幅。

《孔颜孟三氏志》六卷, 明刘浚编。书先以地图, 次以年谱、庙制、志事,附述圣于卷后。

《杏坛圣迹》四卷, 清孔衍 辑。有图五十余幅。

《道统图赞》一卷, 佚名撰,卷首有樊维城序,则此书出于明季。即《圣迹图》旧本,后附

颜、曾、思、孟林庙八图。

《范文正遗迹》一卷,佚名撰。辑宋范仲淹生平游历。书中有文正书院等六图,为仲淹

裔孙安崧所绘。

《韩祠录》三卷,明叶性、谈伦同编。书成于正德甲戌( 1514年)。书首载韩愈遗像及韩

山书院、鳄鱼、韩木诸图。

《东观录》一卷,明舒芬撰。作者于嘉靖二年( 1523年)被召复官, 道出济宁,谒阙里孔

林、修释荣礼。因录所撰《谒庙记》及《阙里形胜图》、《夫子宫墙图》等。

《四明朱氏支谱》二十六卷。内容包括星野、灾异、交通、村域、风俗、防兵、山川、赋税、

盐业、渔业、乡塾、物产等。有盐场村域图。

《休宁闵川程氏本宗谱》四卷、附录二卷,新安太守元谭公四十九世孙 重编, 鸣球同

编,明刻本。是谱附录二卷为墓图、山川志。

《张氏统宗世谱》, 明嘉靖间裔孙张维等八人通纂,图绘者刘鸾、谢佛。谱首有《张氏古

今迁居地理图》十七幅并叙。

《程氏祖 疆理图》不分卷, 明程梦稷撰。

《闽粤巡视纪略》六卷, 清杜臻撰。杜臻奉诏与内阁学士石柱往闽粤抚视, 画定疆理。因

述其所经理大略为此书。首沿海总图,次粤略三卷、闽略二卷,附纪台湾澎湖合为一卷。

2. 8　史抄类　专抄一史者,合抄众史者, 离析而编纂之, 简汰而刊削之,采摭文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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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之,割裂词藻而次之。

《十七史详节》二百七十三卷,宋吕祖谦编。此其读史时删节备检之本,而建阳书坊为

刻而传之者。十七史为《史记》、《西汉书》、《东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

《隋书》、《唐书》、《五代史》, 前冠以疆理、世系、纪年之图。

2. 9　载记类　 立于中朝以叙述列国的史籍。

《吴越备史》四卷, 补遗一卷,旧本题宋武胜军节度使掌书记范 ,巡官林禹撰,据考为

钱俨撰。载钱 以下累世事迹, 据旧目卷首列《年号世系图》、《诸王子弟官爵封谥表》、《十

三州图》、《十三州考》。今唯有《十三州考》一篇,其图表俱佚。

《契丹国志》二十七卷, 旧题南宋叶隆礼撰。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认为是假托叶氏之

名,但出自元人之手。卷首有《契丹国地理之图》、《晋献契全燕之图》。

《东夷考略》三卷, 明茅瑞征撰。此书分三篇:《女直记》、《海西记》、《建州记》,主要记述

秦汉以来女真部落的沿革、海西女真的发展及建州女真的崛起,万历末年以前努尔哈赤兴

起的情况。卷首有辽东全图、开铁图、开原控带外夷图、沈阳图、广宁图、海运饷道图等。

《朔方备乘》八十卷,清何秋涛撰。此书记述上自汉晋下迄道光时期, 蒙古、新疆和东北

地区史地,详陈中俄关系。自清康熙乾隆, 迄于道光,代为之图,各为之说。

《十六国年表》二十二卷,清孔尚质撰。末附《舆图考》一卷。

2. 10　地理类　 分为宫殿簿, 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

纪。

2. 10. 1　总志

《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唐李吉甫撰。作者原序称起京兆府、尽陇右道, 凡四十七镇,

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 8]今图佚。

《历代地理指掌图》一卷,旧本题宋苏轼撰。始有帝喾,迄于宋代,为图共四十四。
[ 9]

《广舆图》,明罗洪先撰。此为广元朱思本《舆地图》而成。分作舆地总图一,两直隶十

三布政司图十六, 九边图十一, 洮河、松潘、虔镇、麻阳诸边图五,黄河图三,海运图二, 朝

鲜、朔漠、安南、西域图四。

《舆图记叙》二卷,明桂萼撰。是书嘉靖八年( 1529年)为大学士时所上。首为总图,次

则两京十三省各为一图,附以四夷图。

《志略》十六卷,明廖世昭撰。书前载《周礼·职方氏》九州全文,其后每省为一图,而终

以四裔各略。

《山河舆地考》十九卷, 明程禹谟撰。卷二历代总图, 卷三皇明总图, 卷末九边图说。

《皇舆考》十卷,明张天复纂。是书首引古九州之文,次序郡国图志,参据桂萼、罗洪先、

许论三家之说,各冠篇端,而终之以边夷。卷九附黄河图、漕运图、海运图。

《职方考镜》六卷,明卢传印撰。万历甲午年( 1594年)刊。卷一方域图、舆赋总、北直

隶、南直隶,卷二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卷三山东附辽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卷四广

东、云南、贵州,卷五九边图论,各镇考、四夷图说,诸国记,卷六沿海图论、海运考、河渠论。

《皇明职方南京十三省地图表》三卷,明陈组绶撰。有天下大一统图二,两直隶图十三,

布政司图十五,新旧九边图七,镇图十五,山川图四, 河漕海运图二,海防图一,太仆总辖图

一,尾以朝鲜、朔汉、安南、西域图。

《寰区指掌》五卷, 佚名绘。卷一舆图,有禹贡九州之图、春秋战国之图,赢秦兼并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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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十三州之图、三国分据之图、南北朝分据之图(西晋群雄附)、唐十五道之图、唐末及五代

群雄五据之图、宋时诸路之图、大明及本朝京省分隶之图、徼外诸国之图、中国山川形势之

图(附载徼外诸图)。

《大明一统志》九十卷, 明李贤等撰。天顺元年( 1457年)奉英宗命仿《大元一统志》体

例,历五年修成。卷首有总图及直省地图十五幅。
[ 10]

《大清一统志》五百卷,是书初纂于乾隆八年( 1743年)。每省皆先立统部,冠以图表。

嘉庆重修本, 有《皇舆全图》,为嘉庆时期疆域图。

2. 10. 2　都会郡县

《全陕政要略》四卷,明龚辉撰。书末边镇图于山川形势、关隘讯地、道里远近皆绘之。

《江南通志》七十六卷, 清于成龙等修,张九征等纂。康熙二十三年( 1684年)刻。卷一

图考,为形势、疆域总分图十八, 黄淮二、河堤岸、长江各汛、沿海各汛、太湖港绩图各一。

《福建通志》二百七十八卷,首七卷,清孙尔准等修, 陈寿祺纂。道光十五年( 1835年)

续修。卷首有福建全省总图一, 十府二州、山险、水道、关隘、疆域各图一,海防图二。

《河北采风录》四卷,清王凤生撰。光绪六年( 1862年)刻印。有图三十三幅,除河北三

郡舆图一幅外, 余皆为水道图, 如沁水河渠全图、丹水河渠全图、黄淮两水及南运河总图

等。

《畿辅通志》四十六卷, 清于成龙修,郭 纂。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成书。书中有皇

城图、畿辅总图、畿辅郡城图、畿辅景图等。

《剡录》十卷, 宋高似孙撰。书首有城境图。

《澉水志》八卷,宋常棠撰。凡十五门, 冠以舆图。

《金陵古今图考》无卷数,明陈沂撰。是书纪金陵建置,自列国以迄明代,为图十五。又

在城郭规制随世异态, 复作互见图以辨之。每图并附有说。

《岭海舆图》一卷, 明姚虞撰。是书为作者官监察御史时巡按广东所作。有图十二,首

为全省图、次十府十图,终以南夷图, 图各有叙。[ 11]

《嘉兴府图记》二十卷, 明赵文华撰。是书乃作者官通政使时,遭忧家居,应郡守之请而

作,其方画,每朝为一地图。

《青州府志》十八卷,明杜思修,冯惟讷纂,嘉靖四十四年( 1565年)刻。卷一有府总图、

府治图、十四州县境图、沂山镇图、颜神镇图、安东卫图、莒州所图、诸城所图、塘头寨图、齐

分玄枵图、鲁分降娄图等。

《汝宁府志》三十卷、首一卷,清德昌修,王增纂。嘉庆元年( 1796年)刻印。卷首有总

图、府城图、各属城图、河道图、府署图、各邑署图、府学图、各邑学图。

《台湾纪略》一卷, 清林谦光撰。是书于康熙二十三( 1684年)年平定郑克 以后所作,

分十三篇,附以澎湖版图。

《巴州志》十卷、首一卷,清朱锡谷修, 陈一津等纂。道光十三年( 1833年)刻。有巴州全

图、旧巴州图、古巴州图、巴州水道源流图、巴州城垣图、平梁城图、小宁城图。

《定襄县补志》十三卷、图一卷,清郑继修、王仲焘修, 邢澍田纂。光绪六年( 1880)成。卷

首有定襄隶忻州全图、名胜总图、县城全图、南乡全图、西乡全图,北乡全图,东乡全图。

《益都县图志》五十四卷、首一卷, 清张承燮修, 法伟堂等纂。光绪三十三年( 1907年)

刊刻成书。正文图四卷,一天象图、二地形图、三道里开方图、四水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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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县志》十二卷,清刘桓修,杜灿然纂。顺治十八年( 1661年)成书。卷首有兖州总

图、泗水总图、县治图、泉林图、文庙图、仲子祠图、历山舜庙图。

《吴县图志》, 清同治年间刊行本。此图为吴县腹地之图。凡分二十七部,为图三百四

十二幅。自明季以来,吴县之鱼鳞册籍,悉已销毁, 为杜绝侵占之弊,同治壬申( 1872年) ,

邑令高心夔令用冯氏丈田法,以罗盘弓尺, 节节实量, 缩绘入图, 每寸积方,作一百三十五

亩。再令各图定界丈边,图中之水陆湖山, 皆为正名考实。将此图颁于民间, 俾知界址。

《孟县志》十卷,清仇汝瑚修,冯敏昌纂, 全书计有全境、山、川、村、镇、公署、学宫、书

院、水利、滩地、韩愈祠、墓图等, 共二十幅。

《南海县志》二十六卷、末一卷,清郑荣修, 桂坫、何炳坤纂。宣统三年( 1911年)成书。

书中有南海属粤汉铁路干线图、南海属三省铁路支线图。

《桂平县志》四卷,清吴志绾修,黄国显等纂。书成于乾隆三十三年( 1768年)。该书以

一县之中,各里各绘一图为目,合成一县总图为纲,全县共二十一里,一里一图,一图一志。

还有分野图、建置图、县总图、城厢图、学宫图、县署图、塘铺图、盐埠图、山川图、大藤峡图、

紫荆山隘口图、茶岭隘口图、石梯山隘口图、佛子村隘口图等。

《大宁县志》八卷、首一卷,清高维岳纂修, 魏远猷纂。光绪十一年( 1885年)刻。有疆域

图、城垣图、公署图、学宫图、试院图、盐厂图。

《东安县志》八卷,清黄心菊修,胡元士纂。光绪元年( 1875年)刻。此书有疆域图十五

页,总图一幅,沿革图八幅, 即汉、吴、晋、宋、隋、唐武德七年,马氏、赵宋各代一幅。

《澳门记略》二卷, 清印光任、张汝霖同撰。凡为三篇,其中形势篇为图十一,澳蕃篇为

图十。此书于山海之险要, 防御之得失,言之最悉。[ 12]

2. 10. 3　河渠

《治河图略》一卷, 元王喜撰。其书首列六图,图末各系以说。

《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二卷,元陈恬撰。其首冠图四幅: 夏盖湖图、上妃白马两湖图、

湖源委图、五乡承荫图。

《北河纪》八卷、纪余四卷,明谢肇 撰。此书乃其以工部郎中视河张秋时所作。首列

河道诸图,次分河程、河源、河工、河防、河臣、河政、河议、河灵八记。

《敬止集》四卷,明陈应芳撰。作者家于泰州, 因讲求水道之源委与河之利害, 悉其形

势,集当时奏疏、公移、私札言河道者为一书。又各绘以图,即泰州下河、高兴下河、兴化下

河、宝应下河、盐城下河图。

《吴中水利书》二十八卷,明张国维撰。是书先列东南七府水利总图,凡五十二幅。次

标水源、水脉、水名等目。

《海道经》一卷,佚名撰。纪海运道里之数, 自南京历刘家港开洋,抵直沽及闽、浙来往

海道。后有海道指南图,乃龙江至直沽针路。
[ 13]

《漕河图志》三卷,明王琼撰。弘治九年( 1496年)因王恕《漕河通志》之书而增损之。首

载漕河图十一幅。[ 14]

《全吴水略》七卷,明吴韶撰。是书成于嘉靖戊戌( 1538年)。首载苏、松七府为总图,次

作捍海塘纪、太湖三江及诸水源委。

《东吴水利考》十卷,明王圻撰。其书首列东吴七郡水利总图。前九卷为图考,图各系

以说。后一卷为历代名臣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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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围说》一卷,明陈瑚撰。作者谓善治水者,必先治田。善治田者,必先治岸。村岸无

修筑之期,则村田无成熟之望也。有鉴于此,作者因友人私行勘丈,画为图式,而成兹篇。

《钦定河源纪略》三十六卷, 清乾隆四十七年( 1782年)奉敕撰。是年春,以中州有事于

河工,特命侍卫阿弥达祭告西宁河神。因西溯河源, 绘图具奏。纪昀、陆锡熊等寻绎史传,

旁稽众说,综其向背,定其是非, 辑为一书。首冠以图,有河源全图、葱岭河源图、和关河源

图、北山河源图、罗布淖尔图、东境北路诸泉图、罗布淖尔东南方浮流沙图、阿勒坦郭勒重

源图,河流积石山南会三昆都伦河图、河流绕积石山之西至贵德图、库库淖尔图。又附《汉

书》《水经注》河源图,及唐刘元鼎出使所穷河源图。

《两河清汇》八卷, 清薛凤祚撰,首列黄河、运河两图。

《行水金鉴》一百七十五卷, 清傅泽洪主编, 郑元庆编辑。卷首为河水图并说,附古今黄

河通塞图;次为淮水图并说,附高家堰图;汉江二水图并说,附西汉水图、洞庭鄱阳二湖图;

济水图并说, 附五水济运图;运河图并说,附太湖图、清江浦图、卫河图、禹王台图等。

《河防刍议》六卷, 清崔维雅撰。作者申述引河之说,盖当河流悍激之地,不得不浚此以

杀其势。其书前为总图,后为分图。总图所以审其形势, 而分图所以定其工程,图各有说,

所以明其致治之原。

《太湖备考》十六卷,清金友理撰。卷首为巡幸图说。

《安澜文献》一卷, 清沈光曾撰。是书辑明清修治南河大要,又绘图冠于卷首。

《治河方略》十一卷,清靳辅撰。卷首一卷载诏疏数篇,卷一冠图七幅,皆考订淮黄之流

域。后九卷则言河流泛淤及治水之道,分条记之。

《三江闸务全书》六卷, 清程鹤翥撰。此书专考三江塘闸海口诸务,详述建修大闸之方

略,而于地形水势,更阐述明晰。篇首冠图一幅。

《两浙海塘通志》二十卷、首一卷,清方观承撰。此书凡两浙有塘州县,小则修, 大则建,

无不备载。其于浙省滨海六府, 各有分图, 而以全省总图列于前。

《山东运河备览》十二卷,清陆耀撰。此书分为: 图说、沿革表、职官表、 河厅河道、运

河厅河首、捕河厅河道、上下二河厅河道、泉河诸泉厅河道、挑河事宜、钱粮款项、治迹及名

论等,是运河工程专志。书中有地图五幅。

《太镇海塘纪略》四卷,清宋楚望撰。乾隆十七年( 1752年)作者移牧太仓,筑塘为民。

此书则为修筑塘工之谕旨章奏、公文书札等。首冠图二幅:一为苏松太三府州属沿海土石

塘总图,一为太仓州并属镇洋县新筑沿海土塘图。

《海塘新志》六卷, 清琅 撰。此书共为四门: 一曰天章。二曰形势,将当时潮水冲刷筑

塘捍卫之地绘制成图, 共十一幅,即海塘全图、三叠图、尖山一带海塘图、念里亭一带海塘

图、海宁州南一带海塘图,马牧港海塘图、老盐仓海塘图、华家卫一带海塘图、翁家埠一带

海塘图、章家庵一带海塘图、朱笔圈记处海塘图。三曰修筑,四曰工料。

《江苏水利全书图说》十二册, 清陶澍编。首列江苏水道图一,太湖全图一, 吴淞江图

二、刘河图一,泖湖图一,白苑图一、徐六泾图一、七浦图一,孟漕、德胜、滦港三河图各一,

练湖图附张官渡插图一,徒阳二县境运河全图一,苏州府城河图一,江宁府城河图一。
[ 15]

《水利营田图说》一卷, 清吴邦庆撰。此书大旨以为当时水田虽已兴修,而水利赢缩无

常,或有改为旱田者,恐遗迹渐湮,日久则难求访。故取直隶各州县之舆地形势及河道源

流,计里开方,为图说一编, 绘图三十七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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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北江汉宣防备览》二卷, 清王凤生撰。此书有楚北江汉、松滋县、江陵县、公安县、石

首县、监利县、嘉鱼县、江夏县、广济县、黄梅县、钟祥县、京山县、荆门州、潜江县、天门县、

沔阳州、汉川县、汉阳县水道堤防图十八幅。每图之后,均附说略。

《东南水利略》六卷,清凌介禧撰。光绪九年( 1883年)春夏间淫霖为灾,作者与王凤生

溯源讨委,遍阅杭嘉湖水道,斟酌事宜,辑成此书。首为图二十六, 其中图太湖全境源流及

源流之沿县者十一,源流之隶郡者六,志导江源流及京口大江图二,太湖入海三江非禹贡

三江及三江入海形势图三, 湖州港及运河图一, 湖州碧浪湖图一。

《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四卷, 清刘鹗撰。作者曾于光绪十六年( 1890年)办理河务,故有

此书。此书以河道绘图为主,有图十幅:禹贡全河图、禹河龙门至孟津图、禹河孟津至大陆

图、禹贡九河逆河图、周至西汉河道图,东汉以后河道图, 唐至宋初河道图、宋二股河图、南

河故道图、见今河道图,解说附之。

2. 10. 4　 边防

《边防控厄形势图论》一卷, 宋江默撰。其进书状云臣效官极边四载,考究今古地名形

势,撰列边防控厄形势图并论二十四首,缮写成册。皆是今日边防急务。今图亡文存。

《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十卷,明范涞撰。万历二十九年( 1601年) , 范涞官海道副使,因

取诸书复加增广, 故名曰“续编”。凡四图, 四十一目。

《殿粤要纂》四卷,明杨芳纂。成书于万历三十年( 1602年)。此书有总图、府图、州县长

官司等图 129幅。[ 16]

《温处海防图略》二卷, 明蔡逢时撰,温处为两浙海疆门户,明季倭寇出没, 号曰要冲。

此书作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 , 皆据当时文移册籍编次成帙, 共为图四。

《筹海图编》十三卷,明郑若曾撰。是书有沿海地图一百一十四幅。卷一为舆地全图,

广东、福建、浙江、直隶、山东、辽阳沿海山沙图,日本岛夷入寇之图。卷三、卷四、卷五、卷

六、卷七分别为广东、福建、浙江、直隶、山东、辽阳各地的分府图。

《郑开阳杂著》十一卷, 明郑若曾撰。其中《万里海防图论》二卷、《江防图考》一卷、《日

本图纂》一卷、《朝鲜图说》一卷、《安南图说》一卷、《琉球图说》一卷、《海防一览图》一卷、

《海运全图》一卷、《黄河图议》一卷、《苏松浮粮议》一卷。

《山海关志》八卷, 明詹荣纂辑。作者谙熟边地险要及古今战守之事。嘉靖十三年( 1534

年) ,张敕、葛守礼,两人共商修《山海关志》事,聘詹为主笔,故有此书。书前有图二十八幅,

为山海抵黄花镇总图, 后一幅为山海关图。

《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四卷, 清顾祖禹撰。此书末附《舆图要览》四卷,其中有舆地

总图、京省舆图、九边总图、河海图、沙漠图等。[ 17]

《三关志》不分卷, 明廖希颜修,孙继鲁纂。成于嘉靖二十四年( 1545年) , 卷一图考,首

为三关总图、雁门关图、宁武关图、偏头关图。分图之后附有论说。

《威海卫志》十卷, 首一卷,清毕懋第修,郭大文续修, 王兆鹏增订。卷首有威海卫境图、

威海卫城图。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 清乾隆二十一年( 1756年)奉敕撰。其中图考三卷,自

幅员所届以及符节所通,共新图二十一,又附历代旧图十二。

《履勘滇边事记》一卷, 清周正朝撰。书其中有缅甸图、猛海橄榄境大猛笼六顺各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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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5　 山水

《武夷山志略》四卷,明徐表然撰,嘉靖中尝结漱艺山房于武夷第三曲,因撰次是书,分

为四集。绘山之全图及武夷宫左各景,宫右九曲诸胜,悉以题咏附于后。

《罗浮野乘》六卷, 明韩晃撰。是编首全图,次名峰,胜迹,仙释, 品物, 逸事,书成于崇祯

己卯( 1639年)。

《海阳山水志》四卷,明丁惟曜撰。是书成于万历戊午( 1618年) , 纪休宁境内名胜,凡

山二十九篇, 水八篇,各冠以图。

《龙门志》三卷,明樊得仁撰。是书首载龙门图及事迹,次纪文类,次纪诗类。

《九华山志》八卷, 明顾元镜撰。是书成于崇祯年间。前列全图及十八景图,次列山水、

建置、物产、人物、文翰五门。

《海内奇观》十二卷,明杨尔会撰。卷一有皇明华夷一统图说、嵩岳、岱宗、华岳,图说,

恒岳、图说。卷二有孔林、西山、金陵、第山、黄山、浮山、金山焦山北固山,虎邱图说等。卷

三有西湖图说、卷四有吴山、天目山图说。卷五有两越名山、补陀洛伽山图说。卷六有天台

山、雁宕山图说,卷七有武夷山、九鲤湖、滕王阁、麻姑山从姑山图说。卷八有匡庐山、黄鹤

楼、岳阳楼、赤壁、峨眉山、三峡、栈道、西河图说。卷九有太和山图说。卷十有五台山、桂海、

七星岩、鸡足山、九鼎山、点苍山图说。后二卷有文无图。

《太岳志》一卷,明方升撰。此书分为八述,即:太和宫四图述、南岩宫七图述、紫霄宫五

图述、五龙宫八图述、玉虚宫六图述、遇真宫三图述、迎恩宫一图述、净乐宫二图述。

《麻姑山丹霞洞天志》十七卷,清罗森撰。是编因明万历中修。第一卷为图者八:即姑

仙圣像图、麻姑山总图、麻姑仙坛图、丹霞洞天胜境图、三谷云门图、从姑山图、七夕群仙宴

会图等。

《嵩岳庙史》十卷, 清景日 撰。是书以嵩岳庙旧未有志, 因创为编辑。分图绘,星野、

沿革、形势、营建、祀典、灵异、岳生、诗赋、艺文, 各为一卷。

《雁山图志》无卷数,清僧实行撰。作者居雁山能仁寺,因搜罗名胜, 编次成书,首雁山

十八刹,皆有图。

《黄山续志定本》不分卷。清汪士 撰。此书全文列释雪庄黄山图四十三幅。

《岱览》三十二卷, 清唐仲冕撰。作者曾任泰山书院院长。书中有岱阳全图,岱阴全图、

行宫图、岱庙图、岱顶图、岱阳图、岱阳之东图、岱阳之西图、岱阴图、岱阴之东图、岱阴之西

图、岱麓诸山图、大汶图、徂徕山图、新甫山图、灵崖图、琨瑞山图、陶山图等。

《泰山述记》十卷, 清宋思仁撰。有星野图、泰山图、泉源图、岱庙图、东岳真形图等。

《湘山志》五卷,清徐泌修,谢允复纂。卷一有山水总图、湘山刹院图、覆釜山胜迹图、境

内寺院总图。

《摄山志》八卷,清陈毅撰,汪志重修。有图十一幅:即栖霞全图,行宫图, 彩虹明镜图,

玲峰池图、紫峰阁图、万松山房图、幽居庵图,天开岩图、叠浪岩图、德云庵图、珍珠泉图。

《洞庭湖志》十四卷,清陶澍修,万年淳撰。卷首列三府一州八县四大北入湖全图。

《西湖志纂》十二卷,清梁诗正、沈德潜等撰。首名胜各图。次西湖水利、孤山、南山、北

山、吴山、西溪诸胜迹, 而终以艺文。

2. 10. 6　 古迹

《雍录》十卷, 宋程大昌撰。是编考订关中古迹, 于宫殿、山水、都邑皆有图有说。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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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特创汉、唐用兵攻取守避要地一图。

《长安志图》三卷, 元李好文撰。为图二十二,其中渠泾图说详备明析,有裨于民事。

《关中胜迹图志》三十二卷, 清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毕沅所进。有陕西省图、西安等

府州区域图、华岳图、终南山图、太白山图、西镇吴山图、黄河图、渭水图、龙首永济二渠图、

龙洞渠图等共十六幅。

《关中陵墓志》二卷,明祁光宗撰。是书乃作者督学陕西时,于历代陵墓详加考证,各为

之图,而系之以说。

2. 10. 7 杂记

《四川土夷考》四卷,明谭希思撰,是书乃作者在蜀时命布政使官属取全蜀土司土府绘

图立说, 为一编。首全图,次各土司土府分图,图各有说。

《江南星野辨》一卷,清叶燮撰。其书历引《周礼》、《尔雅》及《星经》、史志所载扬州吴越

分野,独推刘基《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为得郡邑分度之详, 舆图所列,大抵具文。

2. 10. 8　 外纪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 宋徐兢撰。据徐兢行状, 宣和六年( 1124年)高丽入贡,

遣给事中路允迪报聘。兢以奉议郎为国信使提辖人船礼物馆, 因撰此书。其书分二十八门,

凡其国之山川、风俗、典章、制度以及接待之仪文、往来之道路,无不详载。而其自序尤拳拳

于所绘之图。今传本无图, 已非完本。

《异域录》一卷,清图理琛撰。是编乃康熙五十一年( 1712年)五月图理琛奉命出使土

尔扈特, 由喀尔喀越俄罗斯国至其地, 五十四年( 1715年)三月回京师复命, 因述其道里、

山川、民风、物产以及应对礼仪, 恭呈御览。冠以舆图。

《海国闻见录》二卷,清陈伦炯撰。作者历任澎湖副将、台湾镇总兵官、浙江宁波水师提

督等。故以平生闻见, 著成此书。下卷图六幅: 四海总图、沿海全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

澎湖图、琼州图。

《中山传信录》六卷,清徐葆光撰。康熙五十七年( 1718年) ,册封琉球国世子尚贞为图

王,以葆光为副使。归时奏上是书。绘图列说, 记述颇详,书首有封舟图、针路图。

《环游地球新录》四卷, 清李圭撰。作者历任浙海关委员,光绪二年( 1876年)得推荐赴

美国费城窦奇公会。后周游欧、西亚、东南亚等地, 八月后返回。所到之处皆有记载。附地

球图,会馆图等。

《汉西域图考》七卷,清李光庭撰。书成于清同治九年( 1870年)。该书详考汉时西域各

国的位置及其沿革。有李承绪绘汉西域图及地球全图。

2. 11　职官类　大抵为一曹一司之旧事、儆戒训诰之词。厘为官制、官箴二子目。

《虔台续志》五卷, 明陈灿撰。此书乃嘉靖中所辑,纪弘治以后设官沿革,及分地统辖之

制,以续萧根《虔台志》之书,首一卷为舆图考,后四卷则编年纪事。

《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四卷,万历十四年( 1586年)刊。收有罗洪先《广舆图》

又增九边、四夷、辽东三图, 并九边叙,四夷国名。

《楚台记事》七卷, 明李天麟撰。作者官至监察御史巡按湖广, 是书即在湖广所作。分

《地里图说》为四卷,《兵粮图说》为三卷。

《钦定国子监志》六十二卷, 清乾隆四十三年( 1778年)奉敕撰。其中庙制二卷。前列图

说,后志建葺年月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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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　政书类　六官所职者入于此类。分通制、仪制、邦计、军政、法令、考工六子目。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元马端临撰。据“舆地考”小序:于每州总论之下,复各为一

图。又在各州总论之后,有“古某州历代沿革之图”一目。可见原书有地图,今佚。

《经世大典》, 元虞集、赵世安撰。原书今亡, 清道光年间,魏源从《永乐大典》中录其图,

载入《海国图志》之中。丁谦参照徐松、魏源、洪钧诸人之说,及《元史》西北地附录地名撰成

《经世大典图地理考证》。

《钦定大清会典》, 清乾隆二十九年( 1764年)奉敕撰。嘉庆二十三年( 1818年)重编,八

十卷,《图》一百三十二卷。光绪二十五年( 1899年)再行编纂,一百卷,《图》二百七十卷。含

有地图。

《钦定皇朝礼器图式》二十八卷,清朝乾隆二十四年( 1759年)奉敕撰, 三十一年( 1766

年)又命廷臣重加校补,勒为此编。凡分六类:祭器、仪器、冠服、乐器、卤簿、武备。每器皆

列图于右,系说于左。其中仪器类有地球仪。

《圣门礼乐统》二十四卷,清张行言撰。圣门指孔子家族。第二十四卷载孔子及四配材

庙诸图。

《龙江船厂志》八卷,明李昭祥撰。书中有船厂全貌布置图。

《铁治志》二卷,明傅浚撰。作者官至工部郎中。正德癸酉( 1513年) , 督理遵化铁厂,创

为此志,自建置山场,迄于杂职, 凡二十三目,冠以公署、铁厂二图。

《海运详考》一卷、海运志二卷,明王宗沐撰。是书乃隆庆六年( 1568年)二月任山东布

政使时议开海运而作。是年七月,复锓《海运志》,增入《海运图》,并海运路程。

《开荒十二政》一卷,明魏纯粹撰。因万历三十六年( 1608年)纯粹在永城开垦荒田,招

集流民,条上十二议,并以其事绘为图。

《南田岛岙开垦图说》,清光绪元年( 1875年)石浦厅杨氏据南田开垦档案编录。有全

境形势图,嘉庆间勘覆南田岛岙田地亩数节略并支图十八幅。

《边城御虏图说》明万历精绘本, 佚名绘。此书分上下两栏,上半为边城各口建立之说

明,下半为彩绘各处关隘之图。

《驻粤八旗志》二十五卷,清长善撰。作者曾任广州将军职。书中有城图、街图等。

《荆州驻防八旗志》十七卷, 清希元撰。作者历官荆州左翼副都统、杭州荆州江宁吉林

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书中有满营军署左右都统府图、书院图等。

《畿辅义仓图》不分卷, 清方观承撰。作者历官浙江巡抚、直隶总督。书中绘顺天府所

属州县义仓图。书前有《义仓告成恭绘刻全图》之疏。

《河东盐法志》十二卷, 清觉罗石麟撰。雍正五年( 1727年)年成书。卷一之前,有河东

大盐池图、河东大盐池硝池六小池渠堰图、三省行盐区域图、河东运城图等。

《重修两浙盐法志》三十一卷,清延丰撰。是书为作者任两浙盐政时纂修。卷二图说有

行盐地方总图,并附文澜阁诸图。

《重修长芦盐法志》二十卷, 附援证十卷,清珠隆阿撰。作者嘉庆九年( 1904年)为长芦

盐政。该书卷二为图识,有柳墅行宫图、海河楼图、皇船坞图、顺天直隶引地图、河南芦盐引

地图、十场总图等。

《淮北票盐志略》十四卷,清童濂撰。是书为作者任海州运司通判时所作。卷一有海州

合境图、板浦诸场图、 水扫盐产盐行盐疆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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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盐法志》四十卷, 清丁宝桢撰。作者曾任四川总督。书中有井厂图、井盐图说、行

盐疆域图、运道图等。

《约章成案汇览》, 五十二卷,清北洋官辑。是书分甲乙两编,甲编专载条约十卷,乙编

载章程成案, 共四十二卷。其中卷二十三有《大清舆图》。

2. 13　史评类　 此类考辨史体,品骘旧闻,抨弹往迹。

《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二十八卷,佚名撰。据考,宋开禧丁卯( 1207年) ,正韩 胄

肇衅败盟之时,时方竞讲北征, 建阳书贾魏仲举于朱黼《纪年备遗》之中, 摘刊割据战伐之

二十八卷,以备程试答策之用。卷首冠以三国、两晋、南北朝, 五代世系与地理攻守之图。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十七卷, 元胡一桂撰。是书自三皇以迄五代, 汇集史事, 附以论

断。前有大德壬寅自序并地理、世系等十三图。

《阅史津逮》无卷数,清朱约淳撰。是书以阅史不谙地理,无由识其形势。乃考订往牒,

正其舛讹,各绘以图。有历代疆域图十一,历代割据图八, 省会图十七,九边图十一,镇番图

二,镇蛮图三,漕河、海运图各一,黄河图一,域外图九,天文图一。

3　子部中的地图

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子书可分为凡十四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

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

3. 1　兵家类　 大抵生聚训练之术,权谋运用之宜。所录以论兵为主。

《心书》一卷, 旧本题汉诸葛亮撰。书中皆言为将用兵之法。原名《新书》。明弘治间刘

让始改名《心书》, 嘉靖中,夔人张锐重刊时增入《夔门图》。

《虎钤经》二十卷, 宋许洞撰。此书大都汇辑前人之说,而参以已意。卷十六有 、豫、

幽、扬、青、并、徐、冀八州分野图。[ 18]

《江东十鉴》一卷, 宋李舜臣撰。是编搜辑江东战胜之迹, 上起三国、下至六朝,共得十

事,即周瑜赤壁之战,祖逖谯城之战, 褚 彭城之战, 桓温灞水之战,谢玄淝水之战,刘裕关

中之战,到彦之河南之战,萧衍义阳之战,陈庆之洛阳之战,吴明彻淮南之战。据考《永乐大

典》所载尚有地图,传本佚。

《北边事迹》一卷, 明王琼撰。作者在嘉靖初总督三边军务,因集历代守边得失,及所条

画奏疏,合为一书。后附设险守边图,则所起边墙及铲削崖谷之道里尺寸。

《两浙兵制》四卷, 明侯继国撰。作者世袭指挥使。是书卷一首列全浙海图,附以说,并

及沿革兵制。又析杭、嘉、湖三府为一图、宁、绍二府为一图,台、金、严三府为一图,温处二

府为一图、图后均有说,并详列其兵制、烽堠、倭犯。

《倭情屯田议》一卷,原题赵士桢纂,吴省兰辑,车宸英校。书共二篇,一为《倭情屯田

议》,一为《中国朝鲜日本形势图略》。有明万历二十六年( 1598年)刻本。

《武备志》二百四十卷, 明茅元仪撰。全书分五部分, 即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

乘、占度载。占度载中之“度”又分方舆、镇戌、海防、江防、四夷、航海六子目。其中有一统

图、日本入犯图、沿海地区总图、四夷总图、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

(即郑和航海图)等。

《登坛必究》四十卷,明王鸣鹤撰。作者出生于将门之家,举武进士,累功迁副总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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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分七十二类,附图五百六十余幅。

《秘书兵衡》八卷, 题明喻龙德撰。书有九边全图、建州女直巢窟道路全图,并有论说。

《兵垣四编》, 附九边图一卷,海防图一表,明闵襄子辑。

《武备三大秘书》六卷,原题清施永图辑。三大秘书即《天文》、《火攻》、《地利》。《地

利》中有地图数十幅,卷四中也载有《郑和航海图》。

《戊笈谈兵》十卷, 清汪绂撰。书中附有地图、星图、阵图一百二十三幅。

《海国图志》一百卷,清魏源撰。此书乃根据林则徐所译《四洲志》、历代史志、明以来岛

志、近日夷图夷语编纂而成。此书中有地图七十五幅,其中卷三有海国沿革各图、地球正背

面图、亚细亚洲各图。卷四有利末亚洲各图、欧罗巴洲各图、亚墨利加洲各图。

《筹海初集》四卷, 清关天培撰。书中附有广州虎门各炮台图十一幅、师船水操及水军

泅水阵式图十五幅。

3. 2　天文算法类　 容成造术,颛顼立制,测星纪闰,天算相为表里,故有此类。

《九圜史图》一卷、附六 曼一卷,明赵宦光撰,此书乃《图志谱考辨说》六部之一。其图

有“三仪”(谓日、月、地) ;“须弥”(谓四大洲) ,“六合平”(即以四州之地平铺而观之) ,“六

转”(即以四州之地从地球两面观之) ; “北极出地”(从勾陈大星与北极五星之间作识以为

北辰) , “合朔远近”(谓衡岳和林、铁勒、北海诸处,时刻不同) , “春秋昼夜”(谓日南、日北早

晚不一)。

《盖载图宪》一卷, 明许胥臣撰。是书以天图为盖、地图为载,大意以天文藉图不藉书,

所录天文图十七, 末绘地舆全图。

3. 3　术数类　 术数要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 实皆《易》之支流,附以杂说。

分为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

《撼龙经》一卷、疑龙经一卷、葬法倒杖一卷,旧题唐杨筠松撰, 有李国木注,附图。

《地理玉函纂要》二卷, 佚名撰。是本托名《纂要》,设为诸图,杂以三合长生之说。

《地理总括》三卷,明罗珏撰。是书刻于万历二年( 1574年)。前二卷以二十四山分阴阳

局,龙、穴、砂、水各为之图。

《戎事类占》二十一类, 元李克家撰。卷首为天象图、分野图。

《演极图说》四卷, 清秦锡淳撰。是书推演周子太极之说。第一卷为机极图、衍极图,发

明太极初生阴阳之旨。卷二为六阳、六阴、十二节气。卷三论天象。卷四论地理,而终以潮

候。亦各为图论, 发明阴阳变合之理。

《尚书天地图说》六卷, 清潘咸撰。是书虽借《尚书》为名,以《尧典》经文冠前五卷之首,

以《禹贡》经文冠末一卷之首,而实则支离曼衍, 自抒其说,与经义渺无所涉。其地图以《山

海经》所列诸名,又以《水经注》所列诸名。又绘清代舆图。

3. 4　谱录类　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

《程氏墨苑》十二卷,明程君房撰。是编以所制诸墨摹画成图,分为六类:元工、舆地、人

官、物华、儒箴、缁黄。舆地类有地图。

3. 5　杂家类　杂之义广,无所不包,汉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变而得宜,于例

为善。分为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

《琴堂谕俗编》二卷,宋郑至道撰,彭仲刚续,元应俊补。书前有五湖图。

《浣水续谈》一卷, 明朱孟震撰。书中松柏滩观音寺一条, 绘有地图。有万历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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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麈新闻》七卷, 旧本题清魏裔介撰。其书亦抄撮杂说而成。其中卷二阴阳类,有星

野诸图。卷七方域类, 前为琉球图,后全录张学礼《使琉球记》。

3. 6　类书类　 类事之书,兼收四部。

《帝王经世图谱》十六卷,宋唐仲友撰。此书分类纂言,大要以《周礼》为纲,而诸经史传

以类相附。有地图九幅。

《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 元刘应李撰。有元舆地图十四幅。

《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十集二十卷,元陈元靓辑。有地图十二幅。

《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明永乐元年( 1403年)七月奉敕撰。

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 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

书。此书今残存一部分。清人曾从该书中辑出地图上百幅,如徐松辑《河南志》,便有地图

33幅。[ 19]残存部分仍有不少地图。

《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三十五卷, 原题京南龙阳子精辑。明万历间刻。卷十三“诸

夷”全采《异域图志》。

《八编全书》八种六百九十卷,明章潢编。八编为经济类编、六编、武编、右编、稗编、左

编、函史上下编、图书编。其中《图书编》一百二十七卷,取左图右书之意,凡诸书有图可考

者,皆汇辑而为之说。有地图多幅。

《三才图会》一百六卷, 明王圻辑编。其中“地理门”有山海舆地全图, 华夷一统图,南北

直隶舆图,浙江等各省舆地图,九边、辽东、蓟州、宁夏等边防地图, 浙江、南直隶、山东等沿

海地图、海运图,吴门、虎丘、泰山、五台、罗浮等山水图,周彻百亩图,十五国风地理图等。

《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清陈梦雷原编,蒋廷锡重编。此书分六个汇编、三十三典、六

千一百零九部。收地图数百幅, 尤其所收康熙分府图二百余幅,价值很高。

3. 7　小说家类　 其流别有三:即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缉琐话。

《南村辍耕录》三十卷, 明陶宗仪撰。此书乃杂记闻见琐事。书中有一幅“河源图”。

《西湖拾遗》四十八卷, 清陈树基辑。卷一至三为全图、十景图、人物图。

3. 8　释家类　 即佛家,仅录诸家作者,不录经典。

《中天竺舍卫国祗洹寺图经》二卷,唐代释道宣撰。总述祗树园中共有六十六院。通过

此图经大体可了解古代印度一般寺院的建筑布局。

《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一卷, 唐释道宣撰。此书共有十一篇文章。通过此书记载,大体

可了解中土戒坛设置的一些情况。

《佛祖统纪》五十四卷, 宋僧志磐撰。有东震旦地理图、汉西域诸国图、西土五印之图等

12幅。
[ 20]

《正宏集》一卷,清释本果撰。是编皆述唐僧大颠事迹。而大旨主于诬韩愈皈依佛法,

以伸彼教。首列寺图。

3. 9　道家类　 道家本始,主于清净自持,而济以坚忍之力, 以柔制刚,以退为进。此

类并收服饵、导引、房中、炼丹、符 、斋醮、章咒。

《含素子麈谭》十卷,明朱清仁撰。此书分条札记, 而以类分为十篇。其地形一篇,杂采

《山海经》、《神异经》及道家附会之说,绘为地图。

《桃园洞天集》不分卷, 佚名撰。明崇祯刊本。首有桃源洞图四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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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集部中的地图

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总集次之,诗文评晚出,词曲则其润余。

4. 1　楚辞类　 汉刘向以屈原、宋玉诸赋定名《楚辞》,《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

门,历代因之。

《天问补注》, 明汪仲弘撰。收入汪瑗《楚辞集解》中。有山海舆地全图、古今州域新旧

河道舆图。另有天文图八幅。

《山带阁注楚辞》六卷, 楚辞余论二卷, 楚辞说韵一卷,清蒋骥撰。有楚辞地理总图、抽

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图。

4. 2　别集类　 集始于东汉,自制名者,始于张融《玉海集》, 体例形成于齐、梁。

《周元公集》九卷, 宋周子撰。凡遗书、杂著二卷,图谱二卷,其后五卷则皆诸儒议论及

志传、祭文。

《九华诗集》一卷, 宋陈岩撰。书前有方时发序,称:以山之东西绘为图本, 绣入于梓,与

远方朋友共之。是方时发本刻九华山图,而以陈岩诗附于后。今图佚而诗集独存。

《重校范文正公集》,宋范仲淹著,明康丕扬等重编。本书后附《陕西五路之图》、《西夏

地形图》。[ 6]

《东洲初稿》十四卷,明夏良胜撰。卷九为考定皇极、指掌诸图,卷十为天文便览。

《东 遗集》三卷, 明王襞撰,门人林讷所辑。上卷为像赞、墓图、年谱、语录及同时赠答

杂文,下卷为所作诗、赋,附载行状、铭状、祭文、世系、门人姓氏、刊集始末。

《苏文忠先生寓惠全集》四卷,明黎遵指辑。卷首有惠景全图。

《沈归愚诗文全图》六十四卷,清沈德潜撰。其中有《浙江通志图说》一卷。

《蓬岛樵歌》一卷, 清钱沃臣撰。有蓬莱山图一幅。

《落帆楼文集》,清沈 撰。卷十三为《元和郡县志补图》。

4. 3　总集类　 总集功用有二: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 一则删汰繁芜,

使莠稗咸除, 菁华毕出。

《燕山八景图诗》一卷, 明永乐十二年( 1414年)邹缉等倡和之作。后有杨荣跋,称写八

景图,并集诸作置各图之后,裱为一卷,藏之箧笥。则此集乃后人从图卷中录出者。

《南滁会景编》十二卷, 明赵廷瑞编,林烃又增以《十景图》。

《越望亭诗集》二卷,明陈鹤编。嘉靖戊戌( 1538年) , 绍兴守汤绍恩重创越望亭,一时

多为题咏。同知孙令, 推官周凤岐因令陈鹤辑录成编,前绘山川城郭图。

《小孤山诗集》一卷,陈恪编。是编乃陈恪修小孤山庙落成偕僚友登半山亭,见古今题

咏,惧其残剥不传,录而梓之。前绘山图。

5　结语

通过上文列述, 可知在四部典籍中,有 31类书籍中含有地图,它们是经部易、书、诗、

礼、春秋、群经总义、四书;史部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

记、地理、职官、政书、史评; 子部兵、天文算法、术数、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道;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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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别集、总集。尚未发现地图的有13类,它们是经部孝经、乐、小学;史部时令、目录;子

部儒、法、农、医、艺术; 集部诗文评、词曲。也就是说在四部 44类典籍中, 有70%的含有地

图,其中尤以经部群经总义、史部地理、政书、子部兵、术数、类书等类中含地图最多。

地图的主要种类有:历史地图, 如经部各类所含地图,史部中各类所含地图。政区地

图,如地理类中的总志、都会郡县志、政书中的邦计、职官等典籍中的地图。军事地图,如地

理类中的边防、政书类的邦计、兵类中所含地图。经济地图,如史部地理类和政书类邦计中

的部分地图。水利地图,如地理类河渠中的地图。城市地图, 如地理类宫殿、总志、都会郡

县中的地图。世界地图, 如地理类外纪、兵类、类书、天文算书中的地图。兆域图或乡村图,

如传记类、术数类、别集类中的地图。

古人不仅在各种典籍中自觉地运用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类型地图,而且在该书的序或

凡例中还指出了各类地图的功用,如:

《皇明职方南京十三省地图表》序称:“ 作天下大一统图二,以便全览;作两直隶十三

布政司图十五,以知官守;作新旧九边图七政图十有五,以严大防; 作山川图四,以察地势;

作河漕海运图二、海防图一,以别水道; 作太仆统辖图一, 以知马政; 而亦尾以朝鲜、朔漠、

安南、西域、岛夷图终焉。”

这里总图是为了“全览”, 各省图是让朝廷地方知晓其“官守”, 边疆图是为了“严大

防”,地形图是为了“察地势”,河海图是为了“别水道”,牧场图是为了管理马政。又如:

《阅史津逮》自序称:“职方所载,代有殊名,作历代疆域图十有一。海寓瓜分, 英雄角

逐,作历代割据图八。行台分建,元创明因,作省会图十有七。玉门西限, 长城北起,作九边

图十有一。羌人毕至, 百粤胥通,作镇番图二、镇蛮图三。神京都燕,输将及焉,作漕河、海

运图各一。古河北播, 今通淮泗,作黄河图一。文命四敷,明堂咸享,作域外图九。既有省

会,必详分野,作天文图一”。
[ 2]

这里指出:历代疆域图是为了表现各代的沿革变化, 历代割据图反映的是“英雄角逐”

的状况,各省分图是为了明其所分所辖, 边疆图让人知晓边境战事,民族图反映羌粤与中

原的“胥通”,漕运图是反映运粮至都燕的漕路, 黄河图则展示黄河的变迁,外国图是反映

“文命四敷”的景象,天文图则是为了察各省的分野情况。

就是在同一类型地图中各小类也还有功能上的分工,如:

《江苏水利全书图说》凡例说:“首列江苏水道图一,详地界方位也。次太湖全图一,苏

省水利之大纲也。次吴淞江图二、刘河图一,刘河即娄江,次泖湖图一,泖湖今为黄浦之源

足当东江,三者皆太湖入海之道也。次白苑河图一、附徐六泾图一、七浦图一,皆分泄太湖

之水者也。次孟渎、德胜、澡港三河图各一,常州资以灌田济运者也。次练湖图附张官渡插

图一,亦以济运者也。次徒阳二县境运河全图一,江浙转漕之道,岁所浚治者也,次附苏州

府城河图一, 江宁府城河图一,皆重浚之,以便民者也”。
[ 15]

这里规定, 有的图是为了展示各地的界限与位置, 有的则是表现水利的纲目, 另一些

是为表明太湖入海的水道, 还有的是为表达水运的情况,更有表示城内河道的浚修和使

用。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地图不仅仅是地理学家用来表现地理知识的一种方法, 而且它

还是社会活动中的用途广泛的工具,如在经学研究、山川祭祀、历史探索、疆界划分、战争

策划、河道治理、城市规划、聚落选址、矿山建设、商业活动、拓荒屯田、海外交流、名胜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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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先人凭悼、文学解释、艺术欣赏、吉凶预测、观念表达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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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TRIBUTION OF MAPS IN BOOKS AND THEIR

SOCIAL FUNCTIOM IN ANCIENT CHINA

Wang Q ianjin

(I nst itute f or the H istory of S cience, CA S, Beij ing 100010)

Abstract　Throug h studying the dist ribution of maps in ancient books, t his paper point s

out that maps not only served as t ools for express ing geographical know ledge by Chinese ge-

ographers , but also played a vit al role in many aspect s of t he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including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 ics, t he research of history, making a plan for batt le, harnessing

rivers, cit y planning, selecting sites for sett lement , explaining lit erary works , commemo-

rat ing ancestors , predict ing good or bad f ortune and giving expression t o ideas.

Key words　maps , ancient books , dis tribut ion, soci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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