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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

汪前进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

北京
,

10 0 0 10)

摘 要 中国传统测绘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
,

就是虽然历 史

上流传下来大1 较高水平的地理全图
,

但迄今尚未找到一份具体用来绘制

这些地图的原始数据集
,

也不清楚古人如何绘制成这些地图
。

笔者通过认

真分析唐代李吉甫的 《元和郡县图志》
,

发现其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就是用

来绘制地图的
,

结合其它文献分析推断
:
《元和郡县图志》「的整套数据是

现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
。

《元和郡县图志》」系统地录载了

唐初府 (州) 的
“

八到
” ,

县治至府 (州) 治的方向和里程
,

县下级行政或

军事单位和自然地物至所在县治的方向和里程
。 “

八到
”

的内容包括方向
、

里程
、

起止点
。

方向共有 16 个
。

里程不是两地直线距离
,

而是路程 (包括

水陆路
、

陆路)
。

起点为各府 (州) 治
,

止点为二都 (上都
、

东都)
、

府
、

州
、

县治等
。

该书中所记县治至府 (州) 治的方向和里程与
“

八到
”

中用法含

义相同
,

只是各县治只有至 自己的上级行政单位府 (州) 治的方向和里程
,

而没有至其它郁近府 (州) 治的方向和里程
。

县下一级行政或军事单位和

自然地物也只有一个至所在县县治的方向和里程
。

根据系统分析该书中全

部方位和里程材料
,

可以认定李吉甫当时绘制地图的方法是极坐标投影

法
,

并且是多次使用
:
以都城为极点

,

确定各府 (州 ) 治的位置
; 以 府

(州) 治为极点
,

确定各县治的位里
; 以县治为极点

,

确定县下一级行政或

军事单位和 自然地物的位里
。

该 书记录地图数据和展现绘制地理全图的方

法
,

上可以追溯至东汉
,

下可沿流至明清
,

因而它并不是孤立的个别现象
,

而是中国测绘史上普遮采用的方法
。

关键词 《元和郡县图志》
,

地图数据集
,

八到
,

极坐标投影

中图法分类号 P Zs
一

0 92

中国传统测绘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
,

就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份具体用

来绘制地图的数据集
。

究其原因
:

客观上讲
,

是古籍中缺乏明确记载 ; 主观上讲
,

是人

们不清楚这种数据集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

因而对一些流传下来的数据
,

尤其是夹杂在叙

述文字中的数据熟视无睹
,

未能引起重视
。

笔者通过认真分析唐代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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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户 ] (下称 《元和志 }}) 一书中的大量数据
,

发现它不仅是唐代用来绘制地理全图总图的

一份数据集
,

而且也是流传至今最早最完整的地理全图数据集
。

结合其它文献分析可知
,

类似这种数据集
,

唐代至少有 4 份
:
《括地志》

、

《通典
·

州郡典》
、

《旧唐书
·

地理志》三

书所载和李吉甫的这一份
。

然而它们的源头远可以追溯至东汉
。

唐代所绘地理全图没有流传下来
,

我们可据此数据集复原一幅唐代地理全图
。

由于

我们认识了唐代地图数据集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

从而也找到了东汉
、

刘宋
、

宋元明清各

代残缺或完整的地图数据集
,

这就为研究从东汉至清代的地图数据的精确程度
、

数据集

与流传下来的地理全图的关系
、

古人如何用这些数据绘制成地理全图等问题提供了全新

的宝贵史料
。

1 《元和志》的基本情况

《元和志》是唐代宰相李吉甫所撰
。

李吉甫生于唐肃宗乾元元年 (公元 7 58 年 )
,

卒

于唐宪宗元和九年 (公元 8 14 年 )
。

一生中先后任屯田员外郎
、

刺史
、

翰林院学士
、

中书

侍郎
、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节度使
、

集贤殿大学士等职
。

此书撰成于元和八年 (公元 81 3

年 )
,

次年他又作了一些补充
。

除此书外
,

他还撰有 《百司举要》
、

《六代略》
、

《元和国计

簿 》
、

《古今地名》
、

《十道图》
、

《删水经》等
。

据作者 自序
,

《元和志》所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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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并目录两卷
,

总四十二卷
。 ”[l] 它是以唐贞观十三年 (公元 6 39

年 ) 《大簿》规划的十道为纲领
,

配合当时的 47 镇
,

分镇记述了府
、

州与所属县的等级
、

户
、

乡的数目
,

四至八到的方向和里程
,

开元
、

元和年间的贡赋
,

以及政区沿革
、

山川

江湖
、

盐铁矿产
、

拓荒垦 田
、

军事要塞
、

兵马配备等
。

原图在宋代就已佚失
,

故宋代陈

振孙在 《直斋书录解题》中称为 《元和郡县志 })[z 〕
。

文字部分流传至今也只有 34 卷
。

清孙

星衍跋日
: “

《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
,

据程大昌跋云
‘

图亡
,

志有阅逸
, ,

不敢强补
,

是

以传 本无图及阅十九
、

二十
、

二十三
、

二十四
、

三十五
、

三十六共六卷
,

宋时既已不移

其篇第
,

今亦止可仍之
,

以存宋本旧式
。 ”[lj 其实所圈并不只此整六卷

,

其它卷中也间有佚

闭
。

其散佚部分
,

清严观有 《元和郡县补志》
、

缪荃孙有 《元和郡县志阅卷逸文》等
。

虽

然如此
,

《元和志》仍是流传至今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全国地理总志
。

2
‘

, 、到
”

的具体内容

《元和志》系统地使用和录载
“

八到
” 。 “

八到
”

的内容包括方向
、

里程
、

终点
、

至到

数量等
,

书中
“

八到
”

只用于府州级
,

而不用于县级
。

2
.

1 方向
2. 1. 1 方向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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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志》记载的方向不是一般所认为的仅 8 个¹ ,

而是 16 个 (表 1) :

表 1 《元和志》
“

八到
”

中所记方向一览表

类类类 方向向 起 点点 记 述 。 容

⋯⋯⋯
类类 方向向 起 点点 记 述 内 容容

别别别别别别 }另,,,,,

四四四 东东 京兆府府东至东都z、百三十五里 (卷一 )

}⋯⋯

⋯
··正东徽北北 魏州州 正东微北至博州一百八十里 (卷十六 )))

至至至 南南 华州州 东至东都六百/\+ 里 ‘卷二 ,

}}}

⋯
向向 正东微南南 贝州州 正东微北至德州二百三十里 (卷十六 )))

西西西西 径州州 南至凤翔二百五+/ 哩 ‘卷三 , lll

⋯
’’正南微东东 赵州州 正东微南至冀州一百六十五里 (卷十七 )))

JJJJJ匕匕 原州州 南至酬
四百六十里 ‘卷三 ,

}}}

⋯
’’’’’’’’ 溪州州 正东微南至辰州三百六十里 (卷三十 )))

丹丹丹丹州州 西至娜州一百八十里 ‘卷三 ,

}}}}}
」七南佩四四 台州州 正南微东至温州五百里 (卷二十六 )))

延延延延州州 西至酬一百五十里 ‘卷三 )

}}}}} 正
西徽南南 潭州州 正南微东至衡州四百六十里 (卷二十九 )))

映映映映州州 北至绛州一百里 ‘卷六)llllll 正西徽北北
’

黔州州 正南微西至江陵府三百里 (卷二十一 )))

作作作作州州 北至汾州二百一十里 ‘卷七 , }}}}} 正北徽西西 润州州 正南微西至宣州四百里 (卷二十五 )))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北微东东
’

台州州 正西微南至处州四百九十里 (卷二十六 )))四四四 东南南 陈州州 东南至颐州三里 (卷八))))))) 成都府府正西微南至蜀州一百五十里 (卷三十一)))

旧旧旧 西南南 徐州州 东南至泅州五百九十里 (卷九))))))) 湖州州 正西微北至宜州三百七十里 (卷二十五 )))

西西西北北 申州州 西南至随州二百三十里 (卷九))))))) 简州州 正西微北至成都府一百五十里 (卷三十一 )))

东东东北北 光州州 西南至申州二百六十里 (卷九))))))) 福州州 正北徽西至建州六百里 (卷二十九 )))

密密密密州州 西北至青州三百三十里 (卷十一 ))))))) 普州州 正北徽西至梓州二百五十里 (卷三十三 )))

海海海海州州 西北至沂州二百十三里 (卷十一 )))))))
’

资州州 正北微东至普州一百七十里 (卷三十一 )))

太太太太原府府
;

东北至恒州五百里 (卷十三 ))))))) 嘉州州 正北微东至睦州一百九十里 (卷三十一 )))

汾汾汾汾州州 东北至太原府一百七十里 (卷十三 )))))))))))

书中有时在东
、

南
、

西
、

北 4个方向前各加一
“

正
”
字

,

如
:

卫州
“

正南渡河至郑

州二百三十里
. ” (卷十六 ) 慈州

“

正西至黄河六十五里
。 ” (卷十二 ) 渝州

“

正北至合州

一百六十里
。 ” (卷三十三 ) 这 4 个方向在唐杜佑 《通典

·

州郡典》中称
“

四至
” ,

而东南
、

西南
、

西北
、

东北 4 个方向在古籍中常被称为
“

四隅
” 。

《元和志》中也使用了这 4 个方

向 (表 1)
。

该书中还用了正向微偏的 8 个方向
,

这 8 个方向不仅是此书首次系统使用
,

在

它以后也未见用这些名称
,

可谓
“

前无古人
,

后无来者
” 。

这 8 个方向名称为
:

正东微北
,

正东微南
、

正南微东
、

正南微西
,

正西微南
、

正西微北
,

正北微西
、

正北微东 (表 1 )
。

2
.

1
.

2 方向的使用 上述 16 个方向在书中的使用有两种情况
:

一是同一府或州中
,

同一个方向有时用到不只一次
,

多可达 4一 5 次
,

如
:

处州 西北至上都四千一百五十五里
,

西北至东都三千二百九十五里
,

西北至婆州二百六十

里
,

西北至衡州四百五十里
,

西北至建州水路九百里
、

陆路四百九十里
。 (卷二十六 )

灵州 东南至上都一千二百五十里
,

东南至东都二千二百七十里
,

东南至盐州三百里
,

东南到

庆州六百二十里
。 (卷四 )

¹ 因为书中标有
“

八到
” ,

人们便误认为
“

八到
”

就只 8 个方向
,

殊不知
“

八到
”

为一约数名词
,

具体数目有

多于
“

八
”

者
,

有少于
“

八
”

者
.



自 然 科 学 史 研 究 1 7 卷

二是这 16 个方向并不是每个府或州全都用到
,

用 2 个 (表 2)
。

如京兆府就用到了 8 个方向
:

表 2 《元和志》
“

八到
”

载府州级用

最多的用到 8 个不同方向
,

最少的仅

“

八到
:

东至东都八百三十五里
,

东南

方向数统计表

方方向种数数 府州个数数 所占比例 (写 )))

88888 444 222

77777 1444 666

66666 4 999 l 999

55555 8 999 3 444

44444 8 333 3 222

33333 l 444 555

22222 666 222

合合计计 25 999 1 0000

至商州二百六十五里
,

西南至洋州六百三十

里
,

东至华州一百八十里
,

南取库谷路至金

州六百八十里
,

正西徽北至凤翔三百一十

里
,

西北至那州三百里
,

东北至坊州三百五

十里
,

正东微北至同州二百五十里
。 ” (卷

一 )

仅用到 2 个不同方向的
,

如
:

睦州
“

八到
:
西

北至上都三千七百一十五里
,

西北至东都二千八

百五十五里
,

西北至衡州二百八十一里
,

西北至款

州三百七十里
,

东南至婆州一百六十里
。 ” (卷二十

七 )大部分府州所使用的方向数则在 2 个至

8 个之间 (表 2 )
。

2
.

2 里程

《元和志》中所记里程并不是两地的直线距离
,

而是路程
。

2
.

2
.

1 计童单位 此书所载里程均用
“

步
”
和

“

里
”
为单位来表示

,

如黄州
“

南至

大江一百步
。 ” (卷二十七 ) 衡州

“

东南至郴县界七百三十八里
。 ”

(卷二十九 )
“

步
”

和

“

里
”
是同一计量体系中的大小不同单位

,

两者间可以换算
。

有的里程用
“

里
”
作单位时

,

不仅有保留个位者
,

而且有保留十位或百位
、

甚至千位者
,

这表明此里程可能是一种约

数
。

如
:

沧州
“

东至大海一百八十里
。 ”

(卷十八 ) 棣州
“

东北至大海二百里
。 ” (卷十

七 ) 北庭
“

北至坚昆衙帐约四千里
,

东北至回鹊衙帐三千里
。 ”

(卷四十 )

2
.

2
.

2 里程表述方式
“

八到
”
中的里程表述方式有四种

:

第一种是直接给出具体的数目
,

如
:

齐州
“

西南至上都二千一百五里
。 ”

(卷十 ) 曹

州
“

西至东都六百六十五里
。 ”

(卷十一 )

第二种是约数
,

如
:

颖州
“

南至淮约一百里
。 ” (卷七 ) 陆州

“

西南至安南都护府百

八里
。 ”

(卷三十八 )

第三种是叠加
,

如
:

云州
“

东至清塞城一百二十里
,

又东至天成军六十里
,

又东至

纳降守捉九十里
,

与幽州分界
。

(卷十四 ) 如果要知道云州至幽州界的里程
,

就须将三段

里程加起来
。

这种叠加有同向的
,

如上例
,

也有转向的
:

恒州
“

东南至革城县六十里
,

从

革城北至定州一百二十里
。 ”

(卷十七)

第四种是无里程数
,

如
:

永州
“

西至叙州南郎溪
,

山悬险不通
,

无里数
。 ”

(卷二十

九 ) 安南府
“

西北至姚州水陆相兼未有里
。 ”

(卷三十八 )

2
.

2
.

3 里程的类型 里程可以分成三种
:

第一种是陆程
,

包括山路
、

逾山
、

沙破等
,

如
:

泅州
“

东南陆行至扬州二百七十三

里
。” (卷九) 华州

“

南至商州山路二百七十里
。 ” (卷二 ) 泽州

“

东逾山至卫州四百一十

里
。 ”

(卷十五 ) 西州
“

南至楼兰国一千二百里
,

并沙碳
,

难行
。 ”

(卷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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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水程
。

水程又可分为五类
:

(l ) 沿流
,

即顺水而下
。

如
:

辰州
“

东至朗州 〔水〕路沿流四百六十里
。 ” (卷三

十)

(2 ) 诉流
,

即逆水而上
。

如
:

溪州
“

正东微南至辰州三百六十里
,

一路取西沂流三

百七十里
。 ”

(卷三十 )

(3 ) 水路
,

只讲为水路
,

未讲明为沿流或沂流
。

如
:

辰州
“

正西微北水路至溪州三

百六十八里
。 ”

(卷三十)

(4 ) 沿沂相兼
。

如
:

广州
“

正西微北至端州沿诉相兼二百四 十里
。 ”

(卷三十四 )

(5) 水行
。

如
:

安南府
“

东北至陆州水行一百九里
。 ”

(卷三十八 )

第三种是水陆兼程
。

所谓水陆兼程就是一部分为水程
,

一部分为陆程
。

如
:

汀州
“

东北至福州水陆相兼屈曲一千三百六十里
。 ”

(卷三十九 )

此外
,

书中还记述某 (州 ) 府路
,

私路
、

释路
、

捷路
、

夷路等路程
,

从字面上难以

辨出是水路
、

陆路
,

还是水陆相兼
,

但无论如何
,

不会超出上述情况
。

如
:

(l ) 府 (州 ) 路 新肴州
“

东南取夏州路至上都一千三百里
。 ”

(卷四 )

(2 ) 私路 盐州
“

西北取乌池黑浮图堡私路至灵州四百里
。 ”

(卷四 )

(3) 释路 扶州
“

西南至松州释路三百三十里
。 ” “

西北至芳州骤路三百三十里
。 ”

(卷二十二)

(4 ) 捷路 连州
“

西至贺州捷路二百七十里
,

取道州桂岭路三百六十里
。 ”

(卷二十

九 )

(5 ) 夷路 漆州
“

东北至黔州取珍
、

播夷路一千三百里
。 ”

(卷三十)

2
.

2
.

4 里程的数量 这里的
“

里程的数量
”

是指全程而言
。

一般情况下
,

书中仅有

一个里程
,

有时也有二个
。

表述方式有二种
:

一种是水陆双标
,

如
:

襄州
“

西至房州陆路四百二十里
,

水路五百八十四里
。 ”

(卷

二十一)

第二种是二个州 (府 ) 路的路程
,

如
:

岚州
“

南至上都取太原路一千五百八十里
,

取

石
、

限路一千三百七十五里
。 ” (卷十二 )

2
.

3 终点

所谓
“

终点
”

是指计算里程的终点
。 “

八到
”

中所记的
“

终点
”

有都城
、

府州治
、

县

治
、

境界
、

山和水等
。

2
.

3
.

1 以都城为终点
“

八到
”
中所记唐代都城有二个

,

一是上都
,

即京师长安
,

一是东都
,

即洛阳
。 “

八到
”

中每一府州都有至上都和东都的方向和里程
,

这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信息
,

下文将予以讨论
。

此处仅列出十道中关内道的情况
,

由此可推知全貌 (表

3 )
。

2
.

3
.

2 以府州治为终点 如
:

京兆府
“

正西微北至凤翔 (府 ) 三百一十里
。 ”

(卷

一) 汁州
“

北至滑州二百一十里
。 ”

(卷七 )

2
.

3
.

3 以县治为终点 如
:

径州
“

西北至原州平凉县一百五十里
。 ”

(卷三 ) 河南府
“

东南取鳄岭路至阳翟县二百四十里
。 ”

(卷五 )



2 7 8 自 然 科 学 史 研 究 1 7 卷

表 3 关内道各府州治至二都的方向和里程

府府 州州 方 向向 终 点点 里 程程 府 州州 方 向向 终 点点 里 程程

京京兆府府 东东 东都都 ‘3 5

{{{⋯
延’’ 西南南 上都都 67 444

华华州州 西西 上都都 ‘8 。

⋯⋯
⋯

灵州州 东南南 东都都 1 1 0000

同同州州 东东 东都都 6 ‘。

{{{
⋯

“州州 东南南 上都都 1 2 5000

凤凤翔府府 西西 上都都 2 5 。

}}}
⋯

“州州 东南南 东都都 2 2 7000

陇陇州州 东东 东都都 6 5 。

{{{
⋯

夏州州 东南南 上都都 1 1 9000

径径州州 东东 上都都 3 10 }}}
⋯

’州州 东南南 东都都 1 50 000

原原州州 东东 东都都 1 1

竺 }}}【
银州州 南南 上都都 1 5 0 000

那那州州 东东 上都都 465 }}}⋯
新’州州 东东 东都都 1 7 3 000

宁宁州州 东东 东都都 ,

320 111
,

单于大都护府府 东南南 上都都 10 5 000

庆庆州州 东南南 上都都 铭0

}}} 麟州州 东南南 东都都 1 8 5 000

娜娜州州 东南南 东都都 ~ }}} 胜州州 西南南 上都都 1 0 0 000

坊坊州州 东南南 上都都 s00 }}} 丰州州 东南南 东都都 1 4 0 000

丹丹州州 东南南 东都都 1 660
{{{{{

西南南 上都都 1 6 0 000

东东东南南 上都都 30 “

}}}}} 东南南 东都都 1 4 0 000

东东东 (北) [南〕〕 东都都 ,

160 }}}}} 东南南 上都都 1 3 0 000

东东东南南 上都都 丝 }}}}} 东南南 东都都 2 1 0 000

东东东南南 东都都 ls00 {{{{{ 西南南 上都都 1 9 2 000

东东东南南 上都都 570 }}}}} 东南南 东都都 1 7 0 000

东东东南南 东都都 1

缪 }}}}} 西南南 上都都 1 4 6 000

东东东南南 上都都

训训训
东南南 东都都 1 5 1 000

东东东南南 东都都 3 5 。

{{{{{ 西南南 上都都 18 5 333

东东东东 上都 ,, , “0

}}}}} 东南南 东都都 1 94 000

东东东东 东都都 5 5 0

{{{{{ 南南 上都都 1 80 000

西西西南南 上都都 9 艺0 }}}}} 南南 东都都 1 2 9 000

东东东南南 东都都都都都都都

2
.

3
.

4 以军
、

城
、

镇
、

关为终点

(l) 军 原州
“

正西微南至临挑军六百二十里
。 ”

(卷三 ) 蔚州
“

北至天成军一百八

十里
。 ”

(卷十四 )

(2 ) 城 新有州
“

东北至中受降城五百六十里
。 ”

(卷四 ) 丰州
“

西北至河西城八十

里
。 ”

(卷四 )

(3 ) 镇 登州
“

正北微东至大海北岸都里镇五百二十里
。 ”

(卷十一 ) 播州
“

东北至

群柯北界巴江镇七十里
。 ” (卷三十)

(4) 关 华州
“

东至渔关一百二十里
。 ” (卷二 ) 蔚州

“

东北至妨州界孔岭关一百里
。 ”

(卷十四 )

2
.

3
.

5 以民族地区
、

地方政权的境域
、

治所为终点 如
:

南州
“

东至契丹土六百里
。 ”

(卷三十) 邓州
“

西至羌夷一百三十里
。 ”

(卷三十一 ) 叠州
“

西至黄河上党项岸二百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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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 ”

(卷三十九) 庭州
“

北至坚昆衙帐约四千里
,

东北至回鹊衙帐三千里
。 ”

(卷四十 ) 西

州
“

南至楼兰国一千二百里
,

并沙破
,

难行
。 ”

(卷四十 )

2
.

3
.

6 以境界为终点 如
:

衡州
“

东南至郴县界七百三十八里
。 ”

(卷二十九) 真州
“

北至悉州界四十里
。 ”

(卷三十二)

2
.

3
.

7 以 山为终点 如
:

光州
“

西南至大别山三百里
。 ”

(卷九 ) 康州
“

北至霍山一

百二十里
。 ”

(卷三十四 )

2
.

3
.

8 以水体为终点 如
:

黄州
“

南至大江一百步
。 ”

(卷二十七) 颖州
“

南至淮约

一百里
。 ”

(卷七) 崔州
“

西至东沪水二百里
。 ”

(卷三十二 )

3 县治至府或州治的方向和距离

《元和志》在各县条下记载有该县治至府或州治的里程
。

今存有里程和方向的县有

1 2 7 8 个
,

现列
“

河南道
”

一道的情况为表
,

由此见其一斑 (表 4 )
。

表 4 《元和志》
“

河南道
”

载有方向和里程的县数目表

府府州州 县 数数

⋯
二二

县 数数

总总总 数数 为郭下者l))) 载有方向里程者

{{{{{
总 数数 为郭下者

’’

载有方向里程者者

河河南道道 2 666 222 2444

}
蔡 ”” 1 2 2 ))) 111 1000

陕陕 州州 888 lll 777

}
申 州州 333 111 222

貌貌 州州 666 111 555

}
光 州州 555 lll 444

汝汝 州州 777 111 666

}
邪 州州 l000 222 888

汁汁 州州 666 222 444

}
竞 州州 1 0 2))) 111 888

宋宋 州州 l000 111 999

}
青 州州 777 lll 666

毫毫 州州 888 111 777

}
齐 州州 92 ))) lll 777

颐颐 州州 444 lll 333

}
曹 州州 666 lll 555

滑滑 州州 777 111 666

}
浪 州州 555 lll 444

郑郑 州州 777 111 666

}
密 州州 444 111 333

许许 州州 777 lll 666

}
海 州州 444 lll 333

陈陈 州州 666 lll 555

{
沂 州州 555 lll 444

徐徐 州州 555 lll 444

⋯
莱 州州 444 lll 333

宿宿 州州 333 lll 333

⋯
淄 州州 555 111 444

泅泅 州州 555 111 444

⋯
登 ”” 444 111 333

漆漆 州州 33333 22222222222

l)
“

郭下者
”

即治所与道府州治所在同一城中者
,

无方向和里程之别
。

2) 其中有一县为今存其名而亡其方向里程者
。

3
.

1 方向 县级所用的方向虽 比府州级所用的少 6 个
,

只有 10 个
,

但所用方向体

系是相同的
,

即四至
、

四隅和正向微偏 (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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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元和志》县级所用方向表

类类类 }
、

}}}起 点点 记 述 。 ,

⋯⋯一
类类 方向向 起 点点 记 述 内 容容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一别别别别别
力力力 l0JJJJJJJJJJJJJJJ

四四四 东东 兴平县县 东至(京兆)府九十里 (卷二))) 隅隅 西南南 三源县县西南至(京兆)府一百一十里 (卷一)))

至至至 南南 播原县县 东至(径 )州一百里 (卷三 ))))) 东北北 高陵县县西南至(京兆)府八十里 (卷二)))

西西西西 径阳县县 南至(京兆)府七十里 (卷二 ))))) 西北北 蓝田县县东北至(京兆)府八十里 (卷一)))

JJJJJ匕匕 萧关县县 南至(原)州一百八十里 (卷三 ))))))) 宝鸡县县东北至 (风翔)府九十里 (卷二)))

渭渭渭渭南县县 西至(京兆)府一百三十里 (卷一))))))) 平凉县县 西北至(原)州一百六十里 (卷三)))

华华华华阴县县 西至(华)州六十里 (卷二))))))) 永寿县县西北至(那)州九十里 (卷三)))

定定定定平县县 北至(宁)州七十里 (卷三 )))))))))))))))))))))))))))))))))))))))))))))))))))))))))))))))))
乐乐乐乐蟠县县 北至(庆)州三十二里 (卷三 )))

⋯
正正正东微南南咸阳县县 正东微南至 (京兆)府四十里 (卷一)))

}}}}}}}}}}}}}}}}}}}}}}}}}}}}}}}}}}}}}}}}}}}}}}}}}}}}}}}}}}}}}}}向向正南微北北渭源县县 正东微南至(秦)州九十里 (卷三十九)))

四四四 二」」酸泉县县 东南至‘京 ,‘, “一“二十里 ‘卷一 ,

{{{{
l微微微 台登县县 正南徽北至栩州一百七十里 (卷二十二)))

奉奉奉奉奉奉奉天县县 东南至 (京兆)府一百六十里 (卷一)lll
⋯
“

’’’’’东东东雨雨雨雨雨雨雨雨

3. 2 里程 县级的里程表述与府州级的基本相同
。

一是用准里程表示
,

如
:

僵师县
“

西南至 (河南 ) 府七十里
。” (卷五)

二是用路程表示
,

此种也可分为陆路
、

水路
、

水陆相兼三类
。

如
:

(1) 陆路 常宁县
“

西北至 (衡 ) 州陆路一百八十里
。” (卷二十九 )

(2 ) 水路 东海县
“

西至 (海) 州水路九十里
。 ”

(卷十一 )

(3 ) 水陆相兼 象山县
“

西北至 (明) 州水陆相兼一百六十里
。” (卷二十六)

县治至府或州治的里程
,

绝大部分只有一个总里程
,

也有极个别的有两个总里程
,

如
:

湘潭县
“

东北至 (潭 ) 州一百四里
,

陆路一百二十里
。” (卷二十九 ) 灵 山县

“

南至

(钦 ) 州九十六里
,

水路一百二十里
。 "

(卷三十八 )

3
.

3 终点 县治所至的终点均为自己的上一级行政单位的治所
,

要么是府治
,

要么

是州治
,

仅为一对一
。

如咸阳县属京兆府
,

故仅记
:

咸阳县
“

正东微南至 (京兆) 府四

十里
。 ” (卷一) 又如咸宁县属丹州

,

故仅记
:

咸宁县
“

西南至 (丹 ) 州四十五里
。 ”

(卷

三 )

4
.

作为地图数据集的证据

4. 1 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分述

《元和志》是一部地理总志
,

它记述全国的地理情况是以节镇为纲
,

节镇下分府州
、

府州下分县
,

县下再分城
、

镇
、

关
、

口
、

山
、

岭
、

水
、

泽等
,

有条不紊
。

作为一幅全国

地理全图也应该是以行政区域为单位
,

节镇统府州
,

府州统县
,

县统城镇
、

山水等
。

因

而地理总志 《元和志》与全国地理全图的表述上是统一的
,

而不象 《水经注》
。

北魏哪道

元所撰 《水经注》是以水道为纲而联结各府州
、

县等
,

水流经地则记
,

未流经地则不记
,

其顺序是从源至流
,

不是按行政区划 的等级原则记述的 [s]
。

4. 2 以县为基本行政单位

唐代地理全图没有流传下来
,

无由知晓其具体内容
。

宋代地理全图则流传下来多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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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禹迹图》
、

《华夷图》
、

《九域守令图》
、

《地理图》
、

《舆地图》等
。

这其中的 《华夷

图》
,

是以唐代贾耽的 《海内华夷图》为蓝本改绘而成的[4j
。

《华夷图》虽称
“

华
” 、 “

夷
” ,

而实际上是以
“

华
”

为主
,

四周只标
“

夷
”

名
,

而无

图
。

此图是一幅地理全图
。

《华夷图》是以县为最基本的行政单位
,

且所标的县名比州名

还少
,

即以州名居多
。

图上标的山名
,

仅葱岭
、

积石山
、

火山
、

北岳
、

太行
、

东岳
、

中

岳
、

西岳
、

大庚岭
、

南岳
、

黎母山等十几个而已
,

所标江河湖泽名也仅蒲昌海
、

黄河
、

弱

水
、

渭
、

径水
、

汾
、

泽水
、

御河
、

清河
、

淮水
、

汉水
、

江水
、

大渡河
、

太湖
、

洞庭
、

抚

水
、

辽水等
。

除此以外
,

图上还标有一些关名
,

如铁门关
、

汉玉门关
、

汉 阳关
、

萧关
、

雁

门
、

函谷
、

大散等
。

如果认为 《华夷图》可以代表唐代的地理全图
,

我们由此图可知唐

代全图所表示的内容
,

就只有上述的府
、

州
、

县
、

山
、

水等
。

若认为 《华夷图》是宋图
,

那么可知即使到了宋代
,

地理全图的内容也仅只府州
、

县
、

山
、

水等
。

《元和志》中所记录的府州有 2 59 个
,

县有 1 3 1 5 个
,

今存有里程的县有 1 2 7 8 个
,

由

于今书已残
,

推想原书记录的县比此数更多
。

因而
,

根据上文分析可以确定
:
《元和志》

所记录的府州
、

县的方向和里程数比 《华夷图》多得多
,

完全符合绘成一幅以县为最基

本行政单位地理全图的需要
。

4
.

3 记录有孟要山体的方向和里程

《华夷图》虽说是依据唐图所绘
,

所标山名仅十几个
,

水名也不超过二十
,

关名不超

过十个
,

而 《元和志》中光标有里程的山名有近二百个
,

重要的 也有 60 多个
。

如
:

终南

山
、

龙首山
、

磋峨山
、

甘泉山
、

太白llJ
、

少华山
、

太华山
、

岐山
、

笋头山
、

马屯山
、

贺

兰 IlJ
、

王屋山
、

篙高山
、

少室山
、

熊耳山
、

底柱山
、

雷首山
、

秦山
、

涂山
、

梁山
、

泰山
、

琅牙 tlJ
、

霍山
、

奇岚山
、

五台山
、

太行山
、

恒山
、

荆山
、

大洪山
、

桐柏山
、

天木山
、

武

当山
、

巴岭
、

褒谷山
、

播家山
、

定军山
、

祁山
、

茅山
、

钟山
、

天台山
、

黄鹤山
、

西塞山
、

赤壁山
、

鲁山
、

庐山
、

黄山
、

衡山
、

九疑山
、

伏牛山
、

青城山
、

峨眉大山
、

中峨眉山
、

番

山
、

罗浮山
、

灵鸳山
、

大庚岭
、

鸟鼠山
、

积石山
、

峨山
、

祁连山
、

雪山
、

昆仑山
、

三危

山
、

大山等
。

大的山还有多个方向和里程的记录
:

如
:

“
天山

,

一名白山
,

一名折罗漫山
,

在州北一百二十里
。 ” (卷四十

“

伊州 ,’)

“
天山

,

在县北二十里
。 ” (卷四十

“
柔远县,’)

“
天山

,

夷名折罗漫山
,

在县北三十里
。 ” (卷四十

“

前庭县 ,’)

“
天山

,

在县东北
” (卷四十

“

柳中县
” )

“

终南山
,

在县南五十里
。 ” (卷一

“

万年县
”)

“

终南山
,

在县东南二十里
。 ” (卷二

“

都县 ,’)

“

终南山
,

在县南三十里
。” (卷二

“

哪县 ,’)
“

太行山
,

在县南四十里
。” (卷十五

“

晋城县 ,’)

“

太行山
,

在县西南百里
。” (卷十五

“

陵川县
”)

“

太行山
,

在县北二十五里
。 ” (卷十六

“
河内县 ,’)

“

太行经
,

在县西北三十里
。

连山中断日 隆
。

《述征记》 日
:

太行山首始于河内
,

自河内北至

幽州
,

凡百岭
,

连亘十二州之界
。

有八隆
:

第一日 软关隆
,

今属河南府济源县
,

在县理西十一里 ;

第二太行隆
,

第三白隆
,

此两隆今在河内 ; 第四盗口隆
,

对绑西 ; 第五井胫 ; 第六飞狐径
,

一名

望都关 ; 第七蒲阴隆
,

此三隆在中山 ; 第八军都隆
,

在幽州
。

太行隆阔三步
,

长四十里
。 ” (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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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河内县 ,’)

“

太行山
,

在县北五十里
. ” (卷十六

“

武德县
” )

“

太行山
,

在县北四十二里
。 ” (卷十六

“

修武县 ,’)

4
.

4 记录有大的江河湖泽的方向和里程

《元和志》 中记有方向和里程的江河湖泽名有近百个
,

重要的有
:

马牧泽
、

百顷泽
、

煮盐泽
、

龙台泽
、

八部泽
、

望仙泽
、

温泉盐泽
、

金河泊
、

稠桑泽
、

广成泽
、

圃田泽
、

荣

泽
、

永泰湖
、

硕护湖
、

大野泽
、

消沟泊
、

菏泽
、

雷夏泽
、

夷安泽
、

奚养泽
、

女盐池
、

晋

泽
、

文湖
、

护泽
、

大陆泽
、

武强湖
、

广阿泽
、

天井泽
、

马骨湖
、

练湖
、

新丰湖
、

玄武湖
、

娄湖
、

太湖
、

临平湖
、

蒲析湖
、

云梦泽
、

武湖
、

洞庭湖
、

巴丘湖
、

彭盆湖
、

丹阳湖
、

慈

湖
、

丹阳湖
、

沧湖
、

漱池
、

居延海
、

咸池海等
。

跨州跨县的大水体
,

有多个方向和里程的记录
,

如黄河便有 60 多个方向和里程数据
:

“

河水
,

在县西三百里
。 ” (卷十四

“

都阳县
” )

“

黄河
,

在县南八十步
。 ” (卷三十九

“

化城县")

“

黄河
,

在县西南六十里
。 ” (卷三十九

“

龙支县
” )

“

河水
,

在县北五十里
. ” (卷三十九

, “

抱罕县
” )

“

黄河
,

流经县北
,

去县二十里
. ” (卷三十九

“

五泉县勺

“

黄河自迥乐县界流人
。 ” (卷四

“

灵武县
” )

“

贺兰山
,

在县西九十三里
。

⋯⋯其山与河东望云山形势相接
,

迄通向北经灵武县
,

又西北经

保静西
,

又北经怀远县西
,

又北经远城西
,

又东北抵河
,

其抵河之处亦名乞伏山
,

在黄河西⋯⋯
。 ”

(卷四
“

保静县")

“

在 (灵 ) 州东北
,

隔河一百二十里
. ” (卷四

“

怀远县
” )

“

黄河
,

西南自夏州朔方界流人
。” (卷四

“

愉林县")

“

黄河
,

在县东一十五步
。 ” (卷四

“
河滨县")

“

黄河
,

在县西二里
. ” (卷十四

“

合河县 ,’)

“

黄河
,

在县北二十里
。 ” (卷十四

“

临泉县
” )

“

黄河
,

在县西二百步
。 ” (卷十四

“

定胡县勺

“

黄河
,

西去县一百四十五里
。 ” (卷十四

“

平夷县
” )

“

黄河
,

东去县九十九里
。 ” (卷十二

“
石楼县 ,’)

“

黄河
,

在县东八里
。 ” (卷三

“

延水县
”)

“

黄河
,

东去县六十里
。” (卷十二

“

永和县
” )

“

黄河
,

北去县六十八里
。 ” (卷十二

“

大宁县勺

“

黄河
,

在县东三十五里
。” (卷三

“

门山县,’)
“

黄河
,

在县东七里
。” (卷三

“

汾川县
”)

“

黄河
,

北去县六十里
。” (卷十二

“

吉昌县
” )

“

黄河
,

北去县七十九里
、” (卷十二

“
昌宁县

”)

“

黄河
,

北去县二十五里
,

即龙门口也
. ” (卷十二

“

龙门县
, ,

)

“

黄河
,

在县北十一里
。 ” (卷十二

“
宝鼎县 ,’)

“
河水

,

经县西四十里
。 ” (卷十二

“

临晋县 ,’)

“

河水
,

北自桑泉县界流人
” 。

(卷十二
“

河东县
” )

“

黄河
,

在县北三里
。” (卷六

“

阅乡县 ,’)
“

河水
,

经县南二里
。 ” (卷十二

“

永乐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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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
,

在县南二十里
。 ” (卷六

“

苗城县 ,’)

“

黄河
,

自灵宝界流人
。 ” (卷六

“

陕县
” )

“

黄河
,

西自陕县界流人
,

东经砒柱
。 ” (卷六

“

破石县
, ,

)

“

黄河
,

在县南五十里
。 ” (卷五

“
王屋县")

“

黄河
,

西 自很师县界流人
。 ” (卷五

“

巩县
” )

“

黄河
,

自巩县界流人
。 ” (卷五

“
祀水县

” )

“

黄河
,

北去县十五里
. ” (卷八

“

荣泽县
” )

“

黄河
,

县北二十里
. ” (卷八

“

原武县
” )

“

黄河
,

县北三十里
. ” (卷八

“
阳武县

” )

“

黄河
,

在县北二十里
. ” (卷八

“

酸枣县
” )

“

黄河
,

西自新乡县界流人
,

经县南
,

去县七里谓之棘津
,

亦谓之石济津
。 ” (卷十六

“

汲县 ,’)

“

黄河
,

在县北一十里
. ” (卷八

“

灵昌县
” )

“

黄河
,

去外城二十步
. ” (卷八

“

白马县 ,’)

“

黄河
,

南去县五里
。 ” (卷十六

“

临河县")

“

黄河
,

在县南五十里
. ” (卷十六

“

清丰县
” )

“

黄河
,

北去县一十五里
. ” (卷十一

“

浪阳县
” )

“

黄河
,

在县南三十五里
. ” (卷十六

“

顿丘县
” )

“

黄河
,

南去县三十六里
. ” (卷十六

“

临黄县 ,’)

“

黄河
,

北去县二十一里
。 ” (卷十一

“

哪城县")

“

黄河
,

在县东二十九里
. ” (卷十六

“

朝城县")

“

黄河
,

南去县二十二里
. ” (卷十六

“

武水县")

“

黄河
,

在县北十二里
。 ” (卷十

“
阳谷县

”)

“

黄河
,

南去县四十三里
. ” (卷十六

“

聊城县勺
“

黄河
,

在县南二百步
. ” (卷六

“

平陆县与
“

黄河
,

去县十里
. ” (卷十

“

平阴县")

“

黄河
,

北去县五十五里
。 ” (卷十

“

长清县
”)

“

黄河
,

在县东四十五里
. ” (卷十六

“

高唐县")

“

黄河
,

在县南五十里
。 ” (卷十七

“

平原县勺

“

黄河
,

在县南五十里
. ” (卷十七

“

安德县
”)

“

黄河
,

在县北七十里
. ” (卷十

“

临邑县
”)

“

黄河
,

在县南八十里
。 ” (卷十七

“

消河县与

“

黄河
,

在县北八十里
。 ” (卷+

“ I愉济县
”)

“

黄河
,

在县南三里
. ” (卷十

“

厌次县与
“

黄河
,

西北去县八十里
. ” (卷十一

“

邹平县
” )

“
黄河

,

西南去县七十五里
。 ” (卷十七

“
蒲台县 ,’)

据此
,

可以在地图上绘出黄河
。

除黄河外
,

还有大江
、

淮水
,

以及这三条干流的较

大支流均有较为详尽的里程
、

方向记录
,

据此可以具体地画出图来
。

另外还有不少大的湖泊也有多个方向和里程的记录
,

如
: “

百尺堰
,

在县西北一百里
。 ”

(卷七
“

汝阴县 ,’)
“

百尺堰
,

县东北三十五里
。 ”

(卷八
“

项城县 ,’)
“

云梦泽
,

在县南五十

里
。 ”

(卷二十七
“

安陆县 ,’)
“

云梦泽
,

在县西七里
。 ”

(卷二十七
“

云梦县 ,’)
“

硕护湖
,

在

县北一百六十里
,

与海州胸山县中分为界
。 ”

(卷九
“

涟水县 ,’)
“

硕护湖
,

在县南一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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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里
。 ”

(卷十一
“

胸山县 ,’)
“

硕护湖
,

在县东八十里
,

与胸山连水
,

三分湖为界
。 ”

(卷十一
“

沐阳县 ,’)
“

丹阳湖
,

在县东南七十九里
。

周回三百余里
,

与漂水分湖为界
。 ”

(卷二十八
“

当涂县
”

)
“

丹阳湖
,

在县西南二十八里
。

与当涂县分中流为界
。 ”

(卷二十八
“

漂水县 ,’)

4
.

5 记录有海岸线的方向和里程

中国有很长的海岸线
,

这在 《华夷图》
、

《禹迹图》上均有表示
,

那么 《元和志》中

是如何用文字来表达这一内容的呢 ? 《元和志》上有 36 条关于海岸线的记录
,

笔者按照

实际地理情况从北至南进行依次排列
:

“

大海
,

在县东九十里
。” (卷十八

“

鲁城县勺
“

大海
,

在县东一百六十里
。 ” (卷十七

“

渤海县")

“

海
,

在县东一百四十里
。 ” (卷十七

“

蒲台县 ,’)

“

海浦
,

在县东北二百八十里
,

即济水东流人海之处
。 ” (卷十

“

博昌县,’)

“

海水
,

在县东北一百一十里
,

西接北海县界
,

西接博昌县界
。 ” (卷十

“

寿光县")

“

海水
,

在县东北一百二十里
. ” (卷十

“
北海县 ,’)

“
海

,

在县北五十二里
。
” (卷十一

“

掖县
” )

“

海
,

在县南六十里
,

县东一百八十里
,

三面俱至于海
。 ” (卷十一

“

文登县,’)
“
海

,

在县东四十三里
,

又在县南一百里
。 ” (卷十一

“
即墨县 ,’)

“

海
,

在县东南六十里
。 ” (卷十一

“

高密县
” )

“

海
,

在县东一百五十里
。 ” (卷十一

“

诸城县 ,’)

“

大海
,

在县东二十八里
。
” (卷十一

“

东海县
” )

“

海水
,

在县东北一百四十里
。 ” (卷九

“

涟水县 ,’)
“

海水
,

在县南七里
。
” (卷二十五

“

盐官县
” )

“

大海
,

在 (越 ) 州东四十里
。 ” (卷二十六

“

会稽县
, ,

)

“

大海
,

在县北三十里
。 ” (卷二十六

“

徐姚县
” )

“

大海
,

在县北六十里
。 ” (卷二十六

“

慈溪县
” )

“

大海
,

在县东七十里
。 ” (卷二十六

“

哪县
” )

“

大海
,

在县东六里
。 ” (卷二十六

“
宁海县

” )

“

大海
,

在县东七十里
。
” (卷二十六

“

黄岩县
” )

“
海

,

在县东五里
。
” (卷二十九

“
连江县

” )

“

海
,

在县东南一百六十里
。 ” (卷二十九

“

闽县
” )

“

大海
,

在县东七十里
。 ” (卷二十九

“
长乐县

” )

“

大海
,

在县东四十五里
。 ” (卷二十九

“

福唐县
” )

“

大海
,

在县东一十五里
。 ” (卷二十九

“

莆田县
” )

“

海
,

在县东南九十里
。 ” (卷二十九

“

南安县
” )

“
大海

,

去县五十四里
。 ” (卷二十九

“

龙溪县
” )

“

大海
,

在县东南一百一十三里
。 ” (卷三十四

“

海阳县
” )

“

大海
,

在县西南一百三十里
。
” (卷三十四

“
潮阳县

” )

“

南海
,

在县南二十五里
。 ” (卷三十四

“

海丰县 ,’)
“

南海
,

在县南一百一十里
。 ” (卷三十四

“

归善县
” )

“

南海
,

在县西二里
。 ” (卷三十四

“

东莞县
”)

“

南海
,

在县南
,

水路百里
。” (卷三十四

“

南海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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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
,

在县北一百五十里
。
” (卷三十四

“

新会县
”)

“

大海
,

在县东四里
。” (卷三十八

“

龙池县
”)

“

海
,

在县东七十里
。” (卷三十八

“
日南县

”)

据此
,

也可以概略地画出海岸线来
。

4. 6 控制点与极坐标投影法

按照现代地图学的理论和方法
,

凡小比例尺的地图所用的地理要素的数据一定是它

们的经度纬度
。

而这些经度
、

纬度的计算均有各自的原点
,

如经度
,

按国际规定是以本

初子午线 (即通过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子午线) 为起算点
,

而纬度则以赤道为起算点
。

中国传统的地图学中并无经纬度的概念
,

所以测绘中也就不会用经纬度的表示方法
。

那

它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

从上文可知
:
《元和志》中所有的府州治都有一个至上都

、

东都的方向和里程
。

反过

来说
:

二都均有至各府州治的方向和里程
。

从地图学的意义上讲
:

这
“

二都
”

就是全国

地图数据的起算原点
。

又 由于各县治只有一个至府州治的方向和里程
,

府州治的位置确

定了
,

县治才能确定
,

故此府州治可称为一级控制点
。

县以下的地理要素也只有一个至

该县治的方向和里程
,

县治的位置确定 了
,

它们才可以确定
,

因此县治也可称为二级控

制点
。

有了原点
,

控制点
,

又有了方向和里程
,

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这就是极坐标投影

法
。

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也有类似的方法
,

如在 《甘石星经》中就有
“

去北辰度
”

( 《周稗

算经》中称为
“

去极度
”

)闭
,

如
:

北斗
“

枢人张一度
,

去北辰十八度也
。

衡去极十五度
,

去北辰十一度
。 ”

天桔
“

人氏一度
,

去北辰二十八度
。 ”

太阳
“

人张十三度
,

北极四十五

度
。 ”

大角
“

人亢三度半
,

去北辰五十九度也
。 ”

此
“

北辰
”
是原点

,

相当于 《元和志 》中

的都城 (所不同的是
,

天文学上只有一个原点
,

而 《元和志》中有二个原点
。

)
, “

去北辰

度
”
相当于 《元和志》 中府州治至都城的里程

。

《甘石星经》中还有
“

人宿度
” ,

它的实

际 作用也是为了确定星官的方向
,

相当于 《元和志》 中所记录的方向
。

有了
“

去北辰

度
” 和

“

人宿度
” ,

便可在星图上把星官标示出来
。

中国古代星图采用的是一次极坐标法
。

而 《元和志》所显示的是在绘制地图时多次使用
“

极坐标
”

法
:

以上都为原点
,

第一次

使用极坐标
; 以东都为原点

,

第二次使用极坐标
,

这二次的使用
,

就给府州治定准了位
。

以各府州治为原点
,

第三次使用极坐标
,

用以确定县治的位置 ; 以各县治为原点
,

第四

次使用极坐标
,

用以确定县以下级别的地理要素的位置
。

四次重叠使用
,

最后完成全图
。

4. 7 沈括地图思想的印证

宋人沈括 《补笔谈》卷三
“

杂志
”

中说
:

“

地理之书
,

古人有 《飞鸟图》
,

不知何人所为
.

所谓
‘

飞鸟
’

者
,

谓虽有四至里数
,

皆是循路

步
,

道路迂直而不常
,

既列为图
,

则里步无缘相应
.

故按图别量径直四至
,

如空中鸟飞直达
,

更无

山川回屈之差
。

予尝为 《守令图》
,

虽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
,

又立准望
、

牙融
,

傍验高下
、

方斜
、

迂

直之法
,

以取鸟飞之数
。

图成
,

得方隅远近之实 ; 始可施此法
。

分四至
、

八到为二十四至
,

以十二

支
、

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
、

乾坤良龚四卦名之
。

使后世图虽亡
,

得予此书
,

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
,

立可成图
,

毫发无差矣
。 ”

[6j

这段话有四点重要信息
:

4
.

7
.

1
“

虽有四至里数
,

皆是循路步
,

道路迁直而不常
,

既列为图
,

则里步无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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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
此句表明

:

沈括以前的古人曾用
“

四至
”

所记
“

里数
” “

列为图
” ,

但
“

道路迂直而

不常
” ,

使得图上
“

里步无缘相应
” ,

地图不精确
。

《元和志》上的里程就是这里所说的
“

里数
” ,

也就是
“

路程
” 。

可以用它来绘制地图
,

但不太准确
。

4
.

7
.

2 “

飞鸟图
”
所用之法为

: “

按图别量径直四至
” ,

有
“

如空中鸟飞直达
” ,

使

得距离
“

无山川回屈之差
。 ”

这种方法是在
“

图
”

上
“

量
”

取
“

径直四至
” ,

而不是在测

量当中获取直线距离
,

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很难取得范围较大地区的直线距离的
。

这也就是 《元和志》仅记有路程的原因
。

4
.

7
.

3 沈括曾用裴秀的
“

制图六体
”
绘制成 《守令图》

,

但是他的地图所采用的里

程仍为路程
,

而不是直线距离
,

只有等
“

图成
” 以后

,

方能得到
“

方隅远近之实
” ,

因为

这时才能开
“

始
” “

施
”

用
“

飞鸟图
” “

量径直
”

的方法
。

4
.

7
.

4 沈括在图上所量取的不只是
“

四至
” ,

而是
“

二十四至
” ,

这样
,

即
“

使后世

图虽亡
”

只要得到这记录
“

二十四至
”
数据的书

,

用其
“

布郡县
” ,

便
“

可成图
” ,

其图

也就
“

毫发无差
” 。

这一思路是与 《元和志》所采用的方法是一致的
。

只是沈括记录的是

图上两点的直线距离
,

而 《元和志》记录的是其路程
.

总之
,

沈括在测量上并没有进行什么大的改进
,

并不象李约瑟所说的那样
“

用这七

种方法
,

就可以象飞鸟一样得到直线距离
,

所绘成的地图具有完全符合比例尺的方隅

(四至
、

方圆和分界 )
。

,,[ 7〕沈括的方法只有二点小创新
:

第一点是用
“

二十四至
” ,

第二点

是在图上量取直线距离以记录于书中
。

如果从认识 《元和志》的角度来看沈括这段话
,

它

恰好给
“
《元和志》所记数据为绘制地图的数据

”

的立论提供了佐证
.

4. 8 《+ 道图》与数据集

《新唐书
·

艺文志》记载
,

李吉甫曾绘有 《十道图》十卷[aj
,

而且 《元和志》中原也

有四十七镇的地图
,

因而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断
:
《元和志》的方向和里程数据既是绘制

《十道图》 的数据
,

也是绘制 《元和志》中四十七镇图的数据
。

5
.

1

渊源与演变

极坐标投影法的渊源

以都城为原点的方法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
,

《后汉书
·

郡国志户〕就记录有郡国至都

城洛阳的方向和里程
,

如
:

河内郡在
“

洛阳北百二十里
。 ”

辽东属国在
“

洛阳东北二千二

百六十里
。 ”
九真郡在

“

洛阳南方一千五百八十里
。 ” 日南郡在

“

洛阳南万三千四百里
。 ”

东汉以后也仍有继承
,

如刘宋时也是以都城为原点
,

《宋书
·

州郡志户0] 载
:

会稽
“

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五十五
,

陆同
。 ”

吴郡
“

去京都水六百七十
,

陆五百二十
。”

唐初李泰的 《括地志户
, 了也是以都城为原点

,

如
: “

昆州
、

郎州等地本滇国
,

去京西

五千三百七十里也
。 ”

(卷四 ) 河州
“

在京西一千四百七十二里
。 ”

(卷四 ) 株辐国
“

在京

东北八千四百里
。 ”

(卷四 ) 楼国
“

在京南方三千五百里
。 ”

(卷四 )

《括地志 》中不仅以
“

京
”
为原点

,

也以州治为一级控制点
,

如
:

雷泽县
“

在 (淮 )

州东 〔南〕九十一里
。 ”

(卷三 ) 淮阳县
“

在 (淮 ) 州西八十六里
。 ”

(卷三)

并以县治为二级控制点
,

如
: “

太行山
,

在怀州河内县北二十五里
。 ”

(卷二
“

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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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

鸣泽在幽州范阳县西十五里
。 ”

(卷二
“

范阳县")
“

居延海
,

在甘州张掖县东北

[千〕六十四里
。 ”

(卷四
“

张掖县
, ,

)

杜佑于唐贞元十七年 (公元 8 01 年) 完成 《通典》
,

其
“

州郡典
”

也记录有各府
、

郡

至西京 (长安)
,

东京 (洛阳 ) 的方向和里程
,

同时也记录有各府
、

郡的
“

八到
” 。

如
:

京

兆府
“

去东京八百三十里
。 ”

(卷一 ) 华阴郡
“

东至弘农郡二百三十五里
。

南至武当
,

山

涧阻远无路
,

取西京路一千一百十九里
。

西至京兆府百八十里
。

北至咸宁郡三百三十里
。

东南至上洛郡三百里
,

隔华山
。

西南到洋川郡
,

山涧阻远无路
,

取京路八百十里
。

西北

到中部郡二百二十里
。

东北至冯翎郡七十八里
。

去西京百八十里
。

去东京六百七十里
。 ”

(卷一 )

此书也以府郡治为一级控制点
,

如
:

阳武县在郡
“

西北七十五里
。 ”

中牟县在郡
“

西

五十里
。 ”

太康县在郡
“

东南二百十里
。 ”

都陵县在郡
“

东一百五十里
。 ”

(卷一 )[l 2]

5
.

2 《元和志》 以后的继承和演变

《旧唐书
·

地理志》所记的里程与 《括地志》
、

《通典》和 《元和志》中所记不同
,

应

是另一次测量的数据
。

然而它也是以京师
、

东都为原点
,

如
:

京兆府
“

去东京八百里
。 ”

华州
“

在京师东一百八十里
,

去东都六百七十里
。 ”
凤翔府

“

在京师西三百一十五里
,

去

东都一千一百七十里
。 ”

[l3 〕

宋代乐史于建国二十年后撰成的 《太平寰宇记》也是以都城 (长安
、

东京) 为原点
,

标明
“

四至八到
” ,

并以府州治为一级控制点
,

如
:

开封府
“

四至八到
:

西至 (西 )

〔东〕京四百二十里
,

西至长安一千二百五十里
。 ”

(卷一 ) 封邱县在府
“

北六十里
。 ”

雍

邱县在府
“

东八十七里
。 ”

(卷一)

该书也以县治为二级控制点
,

如
: “

温汤
,

在县南一十六里
。 ” “

曹阳墟
,

俗名七里涧
,

在县西四十五里
。 ” “

大阳故关
,

在县西北四里
。 ” “

貌山
,

在县西三里
。 ”

(卷六
“

陕州陕

县)
" [ l一〕

宋王存 ((元丰九域志》同样以京城为原点
,

如
:

河南府至
“

东京三百八十二里
。 ”

应

天府至
“

东京二百八十五里
。” (卷一 )

也以府州治为一级控制点
,

如
:

沂水县在
“

(沂 ) 州北一百八十里
。 ”

费县 在
“

(沂 ) 州西九 f 里
。 ”

(卷一) [ , 5〕

元代
,

仍以都城 (上都
、

大都) 为原点
,

如 《元一统志》卷一载
:

大兴县
“

西北至

上都八百里
,

北至大都三里
。 ”
松州

“

西南至大都九百里
,

西北至上都七百里
。 ”
东昌路

“

西北至上都一千八百里
,

西北至大都一千里
。 ”

但取消了府州治这一级控制点
,

而直接以县治为一级控制点
,

如同书卷一载
: “

天坛

山
,

在济源县西一百二十里
,

洞天之一也
。 ” “

黄河
,

在河阳县南一十七里
。 ” “

程庄古城
,

在今河阳县北十五里
。 ” “

沁台
,

在济源县东北三十里
。 ”

[le 〕

《大明一统志户
7〕

、

《大清一统志 ))[l 幻也有类似的记录
,

此处不赘述
。

以上史料说明
,

《元和志》所记录的极坐标法并非一孤立的现象
,

它前承汉魏
,

后启

宋元
,

是一种延续上千年而又行之有效方法
。

详情见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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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

鸣泽在幽州范阳县西十五里
。 ”

(卷二
“

范阳县")
“

居延海
,

在甘州张掖县东北

[千〕六十四里
。 ”

(卷四
“

张掖县
, ,

)

杜佑于唐贞元十七年 (公元 8 01 年) 完成 《通典》
,

其
“

州郡典
”

也记录有各府
、

郡

至西京 (长安)
,

东京 (洛阳 ) 的方向和里程
,

同时也记录有各府
、

郡的
“

八到
” 。

如
:

京

兆府
“

去东京八百三十里
。 ”

(卷一 ) 华阴郡
“

东至弘农郡二百三十五里
。

南至武当
,

山

涧阻远无路
,

取西京路一千一百十九里
。

西至京兆府百八十里
。

北至咸宁郡三百三十里
。

东南至上洛郡三百里
,

隔华山
。

西南到洋川郡
,

山涧阻远无路
,

取京路八百十里
。

西北

到中部郡二百二十里
。

东北至冯翎郡七十八里
。

去西京百八十里
。

去东京六百七十里
。 ”

(卷一 )

此书也以府郡治为一级控制点
,

如
:

阳武县在郡
“

西北七十五里
。 ”

中牟县在郡
“

西

五十里
。 ”

太康县在郡
“

东南二百十里
。 ”

都陵县在郡
“

东一百五十里
。 ”

(卷一 )[l 2]

5
.

2 《元和志》 以后的继承和演变

《旧唐书
·

地理志》所记的里程与 《括地志》
、

《通典》和 《元和志》中所记不同
,

应

是另一次测量的数据
。

然而它也是以京师
、

东都为原点
,

如
:

京兆府
“

去东京八百里
。 ”

华州
“

在京师东一百八十里
,

去东都六百七十里
。 ”
凤翔府

“

在京师西三百一十五里
,

去

东都一千一百七十里
。 ”

[l3 〕

宋代乐史于建国二十年后撰成的 《太平寰宇记》也是以都城 (长安
、

东京) 为原点
,

标明
“

四至八到
” ,

并以府州治为一级控制点
,

如
:

开封府
“

四至八到
:

西至 (西 )

〔东〕京四百二十里
,

西至长安一千二百五十里
。 ”

(卷一 ) 封邱县在府
“

北六十里
。 ”

雍

邱县在府
“

东八十七里
。 ”

(卷一)

该书也以县治为二级控制点
,

如
: “

温汤
,

在县南一十六里
。 ” “

曹阳墟
,

俗名七里涧
,

在县西四十五里
。 ” “

大阳故关
,

在县西北四里
。 ” “

貌山
,

在县西三里
。 ”

(卷六
“

陕州陕

县)
" [ l一〕

宋王存 ((元丰九域志》同样以京城为原点
,

如
:

河南府至
“

东京三百八十二里
。 ”

应

天府至
“

东京二百八十五里
。” (卷一 )

也以府州治为一级控制点
,

如
:

沂水县在
“

(沂 ) 州北一百八十里
。 ”

费县 在
“

(沂 ) 州西九 f 里
。 ”

(卷一) [ , 5〕

元代
,

仍以都城 (上都
、

大都) 为原点
,

如 《元一统志》卷一载
:

大兴县
“

西北至

上都八百里
,

北至大都三里
。 ”
松州

“

西南至大都九百里
,

西北至上都七百里
。 ”
东昌路

“

西北至上都一千八百里
,

西北至大都一千里
。 ”

但取消了府州治这一级控制点
,

而直接以县治为一级控制点
,

如同书卷一载
: “

天坛

山
,

在济源县西一百二十里
,

洞天之一也
。 ” “

黄河
,

在河阳县南一十七里
。 ” “

程庄古城
,

在今河阳县北十五里
。 ” “

沁台
,

在济源县东北三十里
。 ”

[le 〕

《大明一统志户
7〕

、

《大清一统志 ))[l 幻也有类似的记录
,

此处不赘述
。

以上史料说明
,

《元和志》所记录的极坐标法并非一孤立的现象
,

它前承汉魏
,

后启

宋元
,

是一种延续上千年而又行之有效方法
。

详情见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