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图史兴起背景下方志地图研究
概况及其发展趋势

潘　晟

　　提　要：最近十多年以来，地图史研究日益得到关注，取得了较大发展，方志地图研究是其中一个极为重
要的方面。虽然有关方志地图展开的断代研究还不多见，但是各分支领域都取得了不少成果。综观已有成果，

目前方志地图研究中，将方志地图与城市及地方社会相结合，与近代学术转型相结合，从知识史和空间认知角

度展开讨论，所展现出的多学科交叉与理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明显。相对来说，关于方志地图的存量、质量、

类型与作者群体等基础问题的研究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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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来，地图史，特别是围绕地图展开的史地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无论是旧题

新论，还是新题拓展，在学问与经世两方面都有精彩的表现。① 其中方志地图研究也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兹就近年来国内外研究作一扼要回顾，以窥方志地图研究之现状与趋势，供参考批评。

一　近年来中国地图史研究概况
华林甫曾分别从 “通论、目录与资料影印出版”“地图理论与出土地图研究”“传世地图研

究”“中外地图交流研究与海外中文舆图的搜访”几个方面对２０００年以来国内地图史研究进行
了系统的回顾与展望。② 文中所述各方面，在此后多有发展，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为热烈。

首先，古旧地图整理与出版。代表成果如钟罛 《旧城胜景：日绘近代中国都市鸟瞰地图》（上

海书画出版社，２０１１），《温州古旧地图集》（上海书店，２０１４）；孙逊、钟罛主持的 《上海城市地

图集成》（上海书画出版社，２０１７），胡阿祥等主持的 《南京古旧地图集》 （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８），
龚缨晏主持的 《地图上的宁波》（中国地图出版社，２０１８）等，数量众多。而孙靖国 《舆图指要：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古地图叙录》（中国地图出版社，２０１２）则是馆藏编目方面的新成果。
其次，海外中文舆图的搜访与研究。如乌云毕力格等编著的 《蒙古游牧图———日本天理图书

馆所藏手绘蒙古游牧图及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华林甫对德藏中文古地图的搜访与研
究③，等等。该领域李孝聪教授主持的海外中国城市古旧地图整理与研究项目也正在进行中。

再次，舆图与边疆史地热点问题的讨论。如张耀光等 《从地图看中国南海海域疆界线的形

成与演进》④ 利用地图对近代中国南海海疆形成的深入讨论。廖大珂 《早期西方文献中的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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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① 在长期关注钓鱼岛问题的基础上，利用西方文献深化了该问题的认识。利用西方早期文献

特别是地图文献展开海疆问题讨论，成为热点，如韩昭庆 《从甲午战争前欧洲人所绘中国地图

看钓鱼岛列岛的历史》②、费杰 《新发现１９世纪西文地图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归属》③、
夏帆 《从１８８５年前西方绘制地图看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归属》④、吴巍巍 《从西文图籍看西

方人对钓鱼岛认知的演变》⑤ 等。周振鹤、林宏 《早期西方地图中澳门地名与标注方位的谜

团》⑥ 则对早期西方地图中的澳门问题进行了探讨。林宏 《元代海运地名 “万里长滩”考》⑦

以中文古地图结合海运文献对元代海运具体问题展开了讨论。而丁雁南 《地图学史视角下的古

地图错讹问题》⑧ 则通过对中外西沙群岛地图的系统考察，从地图学史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理论

反思。汪前进在长期地图学史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海疆观念与地图绘制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反思，在各大会议上多次宣讲，使相关问题的讨论日趋成熟。

此外，在海道针经与更路簿方面，较新的系统论述如单丽 《异源杂流：海道针经的撰述与

流传》⑨，周伟民 《更路簿的形成、盛行和衰亡的年代及其性质、用途》瑏瑠。

最后，古地图数字化与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这方面的讨论十分热烈，如王均、孙冬虎、周荣

《近现代时期若干北京古旧地图研究与数字化处理》瑏瑡；韩昭庆 《康熙 〈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

及意义》瑏瑢；张萍 《地理信息系统 （ＧＩＳ）与中国历史研究》瑏瑣；潘威 《“数字人文”背景下历史

地理信息化的应对———走进历史地理信息化２０时代》瑏瑤 等，特别是张萍与潘威的论述中有系统
的回顾、总结与展望。

总体上，古地图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热潮正在形成，最具代表性的是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５—１６日
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 “古地图中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瑏瑥，以及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４—１５日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 “古地图学术研讨会”瑏瑦，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理论方法，都呈现出丰富

的多样性。在地图史繁荣局面下，方志舆图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２１１ 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参见廖大珂：《早期西方文献中的钓鱼岛》，《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参见韩昭庆：《从甲午战争前欧洲人所绘中国地图看钓鱼岛列岛的历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参见费杰：《新发现１９世纪西文地图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归属》，《台海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参见夏帆：《从１８８５年前西方绘制地图看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归属》，《边界与海洋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参见吴巍巍：《从西文图籍看西方人对钓鱼岛认知的演变》，《丝路的延伸：亚洲海洋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

讨会》会议论文，２０１５年。
参见周振鹤、林宏：《早期西方地图中澳门地名与标注方位的谜团》，《海洋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参见林宏：《元代海运地名 “万里长滩”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１８年第３辑。
参见丁雁南：《地图学史视角下的古地图错讹问题》，《安徽史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参见单丽：《异源杂流：海道针经的撰述与流传》，《海交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参见周伟民：《更路簿的形成、盛行和衰亡的年代及其性质、用途》，《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１５
年第２期。
参见王均、孙冬虎、周荣：《近现代时期若干北京古旧地图研究与数字化处理》，《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０年
第３期。
参见韩昭庆：《康熙 〈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及意义》，《清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参见张萍：《地理信息系统 （ＧＩＳ）与中国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参见潘威：《“数字人文”背景下历史地理信息化的应对———走进历史地理信息化２０时代》：《云南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参见韩昭庆：《古地图中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地理》第３４辑，２０１６年。
参见赵逸才：《“古地图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地理》第３６辑，２０１７年。



二　方志地图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有关方志地图展开的系统的断代研究并不多。较早的工作，如胡邦波 《宋代方志地图》，姜

道章、刘廷祥 《明代方志地图的研究》①。最近有一些硕士学位论文以此为选题，如张俊贤 《清

代地方志中的地图与文字》（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以及刘高伟 《清代方志地图

作者初探》（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７）等。目前而言，虽然地图史研究蓬勃发展，但
是方志地图研究相对来说还不够热烈，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方志地图绘制技术等理论问题的探索。关于方志地图的绘制技术等理论问题很早就得到

学者关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曹婉如在 《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 〈严州图经〉》

中②对宋代 《严州图经》所存地图的讨论。她还指导学生汪前进完成了 《宋代城市地图研究》（硕

士学位论文，１９８６）。胡邦波则专门致力于方志地图研究，发表了 《景定 〈建康志〉和至正 〈金陵

新志〉中的地图初探》③、《景定 〈建康志〉、至正 〈金陵新志〉中地图的绘制年代与方法》④，留

学美国后撰写了题为 《宋代方志地图》的博士学位论文 （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斯分校，１９９４）。上
述研究，在关心方志中地图与文字关系的同时，注重从科学测绘的角度讨论与评价方志地图。

有些研究则另辟蹊径。有在测绘技术的基础上结合绘画理论，对方志地图的绘制技巧展开论

述，如阙维民 《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⑤ 一文，首次全面系统地从古代绘画空间布局的

角度讨论了方志地图绘制方法，是后续研究的奠基石。而有些学者则从知识史角度探索方志地图绘

制方法，如丁一 《“源流派分”与 “河网密切”———中国古地图中江南水系的两种绘法》⑥，在对

比全国地图和地方文献中的地图之后，从知识史角度阐述了两者的绘制问题；刘再聪、李亚栋

《“图”“画”说史：方志地图与国家舆图绘制方法的分流及回流———以 〈安西采访底本〉附图为中

心》⑦ 则在个案考察的基础上对方志地图与国家舆图的关系提出新说。潘晟在 《地图的作者及其阅

读———以宋明为核心的知识史考察》一书中 （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以作者和读者为中心，以知
识史的视野对方志地图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而成一农的 《“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

绘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在则对包括方志舆图在内的古旧地图史研究进行了系统的
实证基础上展开了理论反思，有力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上述研究都推进了方志地图的理论探索。

黄燕生通过系统梳理早期方志地图的情况，呈现了方志地图与版刻出版的关系，见氏著

《宋代版刻地图考录》⑧、《元代版刻地图考录》⑨、《〈永乐大典〉地图考录》瑏瑠。汪前进 《地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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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中的分布及其社会功能》① 则全面梳理了古代地图与典籍的关系，为我们认识方志地图

的价值提供了参考。而苏品红 《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②、唐雅芝 《方志地图的起源和发

展》③、王旭 《论宋代图经向方志的转变———以图的变化为中心》④ 各自从文献学角度分别涉及

或专题讨论了方志地图起源、类型、功能等问题。

第二，方志地图与近代化的关系。比较典型的有张慧芝 《郭象升与陕西方志图编绘的近代

转型》⑤ 和刘增强 《近代化进程中云南地理志舆图演变》⑥，两者都将方志地图置于近代学术转

型的背景下展开论述，展现了方志地图研究的新方向。

第三，明清方志地图概论。如张安东 《清代安徽方志舆图之解读》⑦、《明清时期方志中的

图学思想简述》⑧，史五一 《简析清代方志中的舆图》⑨ 等，通过概括性的总结，描绘了明清方

志地图的一些总体情况，对于继续深化研究具有参考价值。此外，沈波 《明代地理学与历史地

理学》（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年）、禹瞡 《李兆洛的舆地学成就》（陕西师范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２０１１年）等专题研究中也涉及方志地图问题。
第四，以方志地图为对象的区域专题研究。方志地图研究的一个新动向就是对区域方志地图

展开专题讨论。龚缨晏 《象山旧方志上的地图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是这方面的
代表性成果，为方志地图与区域研究的结合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样本。王毅 《明代三峡地区方志

地图的地理要素考释》瑏瑠 对明代三峡地区方志地图的地理学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讨论。还有一

批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如胡孝忠 《明清香山县地方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
李园园 《明清海南方志 〈舆地志〉研究》 （海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６）等，在区域方
志研究中也都涉及方志地图的讨论。

第五，以方志地图为基础，讨论相关历史、地理问题。这虽然是较为常见的研究方法，但是

在引入新视角和新方法之后，会有耳目一新之感。这方面，叶凯蒂利用上海地方志地图在内的各

种地图，观察不同主体对城市形象认知的主导的讨论瑏瑡，以及范德 （ＥｄｗａｒｄＬＦａｒｍｅｒ）从地方社
会与中央王朝的权力关系观察方志地图及图像对地方的构建作用的阐述瑏瑢，对利用方志地图展开

地方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价值。葛兆光在 《古舆图别解———读明代方志地图的感想三则》中对方

志地图的思想史阐述瑏瑣，也常常成为启发方志地图研究的思想资源。

钟罛近年来利用地图及方志地图展开的一系列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极为值得关注，如 《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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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汪前进：《地图在中国古籍中的分布及其社会功能》，《中国科技史料》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参见苏品红：《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文献》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参见唐雅芝：《方志地图的起源和发展》，《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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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叶凯蒂：《从十九世纪上海地图看对城市未来定义的争夺战》，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３辑，商务印
书馆，２０００年。
参见范德 （ＥｄｗａｒｄＬＦａｒｍｅｒ）：《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
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１２页。
参见葛兆光：《古舆图别解———读明代方志地图的感想三则》，《中国典籍与文化》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城的早期筑城史及其原初形态初探》① 《上海老城厢平面格局的中尺度长期变迁探析》②，以及钟

罛、秦钟沛、陈吉 《无锡城历史形态的资料整理与空间复原方法》③ 等一系列论文，展示了方

志地图与城市研究的方法与新的技术路径。

此外，于凤军的博士学位论文 《符号、景观与空间结构》（２００５年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修改后２０１１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即以方志地图为中心，对明代至于民国期间陕西地区历史景观
的演变进行了系统讨论。曾新 《明清广州城及方志城图研究》（广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则将方志地
图与城市研究结合起来，讨论明清广州城相关历史地理问题。还有，杨宇振 《图像内外：中国古代城

市地图初探》④、罗艳春 《明清时期的县城：万载县 “城池建置形胜图”释析》⑤、唐有伯 《广州湾

地名考辨———明清方志舆图中的广州湾》⑥ 等，都从不同层面推进了各专题领域的实证研究。

署名为 “城市笔记人”的 《一张明代方志地图呈现地貌的方式》⑦，以及董枫 《明清县域地

图与地方地理认知———以明清之际泰顺县域地图的分析为中心》⑧，阴稢、徐杏华、李晨晨 《方

志城池图中的中国古代城市意象研究———以清代浙江省地方志为例》⑨，则发展了方志地图与地

方认知研究的思路。另外，美国学者包弼德在中国的一系列讲演与学术报告中，阐述了他对于新

地方史研究的看法，将方志看作地理学知识与地方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小　结
有关方志地图的研究成果已经很丰富，上述所列虽然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从中也可以

看到一些方志地图研究的趋势。其一，方志地图作为研究对象，正日益得到各类研究者的关注，

有较大的发展。其二，将方志地图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或城市空间研究相结合的实证工作，在方志

地图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方志地图研究论题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其三，对方志地图绘制与

编纂理论的讨论正日益深入。其四，将方志地图与地方社会发展相结合，有可能成为新的学术增长

点。其五，方志地图研究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多元化趋向明显，如城市、规划、建筑等

学科的关注，城市意象，空间认知理论的引入等，都大大丰富了方志地图研究的方法与思路。

未来方志地图研究的发展，一方面多学科交叉、理论方法的多元化会成为一种趋势；另一方

面基础问题，比如各断代方志地图的数量、质量、类型、作者等基本信息的综合整理等，也应该

加强。通过基础问题研究的深化，推进方志地图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５１１地图史兴起背景下方志地图研究概况及其发展趋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钟罛：《温州城的早期筑城史及其原初形态初探》，《都市文化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参见钟罛：《上海老城厢平面格局的中尺度长期变迁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参见钟罛、秦钟沛、陈吉：《无锡城历史形态的资料整理与空间复原方法》，《城市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参见杨宇振：《图像内外：中国古代城市地图初探》，《城市规划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参见罗艳春：《明清时期的县城：万载县 “城池建置形胜图”释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参见唐有伯：《广州湾地名考辨———明清方志舆图中的广州湾》，《岭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参见城市笔记人：《一张明代方志地图呈现地貌的方式》，《建筑师》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参见董枫：《明清县域地图与地方地理认知———以明清之际泰顺县域地图的分析为中心》，《复旦学报》（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参见阴稢、徐杏华、李晨晨：《方志城池图中的中国古代城市意象研究———以清代浙江省地方志为例》，《城

市规划》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