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的地图! 由此也就显现出
宋代地图的爆发性增长! 与此
形成对比的就是! 唐代及其之
前绘制的地图在目前存世的宋
代及其之后的各类文献中基本
找不到痕迹"其次!某类地图的
长期延续和广泛流传! 使得以
此为基础的知识加工! 也就是
基于知识积累的新知识的创造
成为了可能! 因此我们可以看
到某些地图在长期流传过程
中! 逐渐被添加进了形形色色
的元素! 形成了不同的地图类
型!最为典型的就是#广舆图$!

当然这种新地图%知识&的创造
速度与今天相比依然是缓慢
的"最后!这些宋代之后创造和
流传的地图累积下来! 逐渐形
成了较为完整的脉络! 也就是
形成了一套知识体系' 上述情
况也同样适用于文本文献' 总
体而言! 印刷术的出现促使中
国古代地图的绘制在宋代出现
了爆发性增长! 由此也从根本
上改变了地图知识的积累和发
展的过程'

再回到本节所提出的问
题 ! 如果本节对这一问题的
回答成立 !那么宋代地图之前
的地图的散佚虽然遗憾 !但
(丢了也就丢了吧 )! 毕竟不
会影响我们对宋代之后地图
的研究 '

现存的地图是否可

以代表中国古代地

图的主流!

如上节所述! 中国古代大
量地图都散佚了! 即使是大量
地图保存下来的明清时期也是
如此! 可以肯定地说! 现存地
图! 尤其是绘本地图只是这一
时期曾经绘制过的地图的一小
部分! 这一现象给目前中国古
代地图学史的研究带来了一个
潜在的但一直被忽略的隐忧 !

即* 现存的明清时期的地图是
否能代表这一时期曾经绘制过
的地图 ! 或者说现存的明清
时期的地图是否体现了这一
时期地图的主流 + 这确实是
一个要命的问题 ! 因为如果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
的! 那么目前对于中国地图学
史的研究就不会存在太大的问
题" 但如果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是否定的! 那么目前中国地图
学史的研究可能只是揭示了中
国古代地图的冰山一角! 远远
不及全貌,

与上一个问题一样! 这也
是一个需要用已经散佚的史料
来对比现存史料才能得出结论
的问题! 如果用传统的研究方
法同样是无解的! 当然我们也

可以绕过史料本身来对这一问
题进行分析'

-文渊阁四库全书 .-四库
全书存目丛书 . -续修四库全
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和-四库
禁毁书丛刊. 及其补编中收录
的古籍! 可以说代表了宋代之
后中国古代士大夫所能看到的
重要的和主要的文献, 按照对
古籍中收录的地图的分析 !明
清著作中出现的地图大部分都
能找到其渊源! 也就是说属于
某一谱系! 比如关于春秋时期
的历史地图! 直至明代基本使
用的都是-历代地理指掌图.中
的(春秋列国之图),在关于-禹
贡.的著作中!同样直至明末使
用的基本是 -六经图.(禹贡随
山浚川图)以及宋代-历代地理
指掌图. 中与此有关的一些地
图, 古籍中出现的无法找到其
渊源的地图的数量不是很多 !

且这类地图通常在后来的古籍
中也极少会被引用! 也就是说
难以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 !如
-帝王经世图谱 .中的 (周保章
九州分星之谱),而且!根据各种
迹象!中国古代除了少数(天才)

之外!刻本中出现新的地图是很
少见的!或者说在现存的古籍中
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 大部分
都是抄袭/复制和改绘的!纯粹
新的地图很少' 因此不可否认!

除了现存古籍中的地图之外 !

明清时期的古籍中确实还存在
其他的地图! 而且可能数量还
不少! 但这些地图要不就是与
现存的某类地图相近!要不就是
虽然是新创的! 但缺乏影响力!

没有被当时的主流书籍所采用!

因此并不能代表当时流通的地
图的主流' 对于这一回答!还有
一个重要的旁证!就是现存的明
代的各种类书! 尤其是以收录
0图)为主的#三才图会.!其中收
录的大部分地图都能在之前出
版的书籍中找到'基于此!在明
清时期存在一幅当时广为流
传! 但在现存古籍中又没有太
多痕迹可寻的地图是不可想象
的' 由此也就旁证了!我们目前
看到的古籍中作为插图存在的
地图代表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日
常所能见到的书籍中的地图'

这一研究思路也能推广到
绘本地图' 中国现存的绘本地
图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
因时因事而绘的专题地图 !绘
制者主要是政府各级官员 !这
类地图虽然大部分都佚失了 !

但这些地图主要是因时因事而
绘!本身所针对的对象就有限!

因此注定缺乏影响力" 另一类
是士大夫为了阅读经史类著
作 / 增长见识而绘的地图 !如
#古今形胜之图.! 或者针对某
些重要且得到普遍关注的现实
问题而绘制的地图! 如海防图
和沿海图! 但目前存世的这类
绘本地图! 大都能找到具体的

渊源关系! 几乎不存在与存世
的其他任何地图都没有渊源关
系的地图! 因此目前存世的绘
本地图也能代表古代士大夫平
日所能看到的绘本地图'

如果上述对问题的回答可
以成立! 那么中国地图研究中
的阴云也就一扫而空了' 顺带
提及的是!按照对这一问题回
答的逻辑 !如果在研究中或者
在市场中发现有在内容或绘
制方法上 ! 0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 )的地图 !那么就要考虑这
一地图是否是后人的伪作 !或
者是否不是出自中国人之手 !

前者如 #天下全舆总图 .!后者
如#雪尔登中国地图.!又名"东

西洋航海图 # 等 $' 而且基于
此 !认为 #坤舆万国全图 .主要
出自中国人之手的研究也是不
成立的 !道理很简单 !因为 #坤
舆万国全图. 无论是内容还是
绘制技术都是 0前无古人后无
来者)'

如何评价古代地图!

以往以0科学)0准确)的视
角研究中国古代地图的学者 !

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 !

大部分中国古代地图实在是与
0准确)0科学 )相距甚远 !因此
他们或者对这一问题视而不
见! 或者对中国古代地图的主
流进行了否定'当然!以0科学)

0准确)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古代
地图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对
此本人已经提出过批评! 简单
来说就是0科学)0准确)并不是
地图所唯一追求的目标! 此处
不再赘述' 下面将从中国地图
的0近代化)入手 !从另一个角
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以往对于中国地图的研究
基本都认为! 中国地图近代化
的直接原因是受到西方测绘技
术的影响! 这点当然是毫无疑
义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时
期不仅是城市地图! 而且包括
几乎所有种类的地图! 都开始
抛弃原有中国地图的绘制方
法!开始向西方!也就是近代地
图绘制方法转型' 但地图绘制
方法的转型除了技术本身的发
展之外! 更应当是为了满足时
代的需要! 那么由此而来的问
题就是!与中国传统地图的0写
意)相比!西方现代地图更侧重
于0准确)!而在中国近代!就满
足时代需要而言 !这种 0准确 )

所具有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对
于以往的中国地图的研究来
说! 这一问题似乎有着一个显
而易见的答案! 即近现代时期
大至国家疆界的确定! 小至铁
路的施工/ 房产所有权的确定
都需要依赖于更为准确的地
图'可能正是因为答案0显而易

见)!因此以往的学者对于这一
问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 !也
没有认真对待! 但这一问题的
回答实际上并不像表面看起来
那么简单'

很多所谓的近代对地图准
确性的 0要求 )!实际上在古代
也是存在的' 如近代城市中出
现了大量市政工程! 但中国古
代的城池中也有着基础设施的
建造和维护问题 !如城池中水
道的疏浚和维护 / 城墙的修
建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也绘
制有地图 ' 还有产权的问题 '

中国古代土地的产权虽然与
西方相比可能存在一些差异 !

但同样强调对于地产范围的
明确记载! 只不过中国古代对
此主要以文字记载为主! 虽然
绘制有地图但基本只是示意
图! 最为典型的就是明代的鱼
鳞册'那么!古代的这种需求与
近现代的需求是否存在本质性
的差异+ 这是一个确实需要认
真研究的问题'

不仅如此! 以往对于中国
近现代城市图转型的研究 !基
本都强调西方或者近现代城市
图在测绘技术上! 或者说就是

绘制准确方面的优势! 这确实
是事实!但问题在于!当时所有
的需求是否只能通过准确 /科
学的地图来满足+ 这一问题的
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历史上!无
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地图! 除了
基于准确性! 或者说需要用准
确性来满足的各种功能之外 !

还存在大量其他可以不依赖于
准确性的功能'如西方地图!中
世纪时期存在大量以宣传基督
教教义为主的地图! 典型的就
是
!"#

地图' 文艺复兴时期!很
多地图只具有装饰功能! 中国
古代地图也具备这些功能 !相
对而言! 准确性和科学性就是
次要的'

如果将中西方地图绘制技
术的近代化放在整个地图绘制
史的背景下进行观察! 就会看
到这一时期也是地图绘制技术
乃至科学技术发生重大变革的
时期 !即是在一个 0科学主义 )

诞生并占据主流的时期! 而正
是在这一时期以地理坐标为基
础! 从垂直的视角来绘制地图
的方法! 成为绘制地图的一种

方法! 且日益成为唯一一种被
接受的方法! 这一过程本身就
带有一定程度0被科学化)的意
味!正如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
图 尔 明 %

$%&'(&) *+&,-%.)

!./,01)

&所说!0对于托勒密提
出的作为一种地图绘制控制点
的经线与纬线交叉的使用 !与
一名研究者搜集关于世界的观
察资料然后将它们与自然法则
的框架进行比较的过程没有什
么不同'毫不奇怪的是!地图被
用作现代科学的一种象征)'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 !

古今中外地图所蕴含的某些功
能不需要建立在准确性和科学
性基础之上! 而在近代地图的
0科学化 )过程中 !用于表达这
些功能的绘图方法由于不符合
0科学)的要求!被逐渐抛弃!而
建立在这些方法之上的功能也
就逐渐消失或弱化'因此!中国
地图的 0近代化 )和 0科学化 )!

实际上是在追求科学性和准确
性的同时! 对地图功能的 0窄
化)!由此形成的现代地图可以
被看成是某种程度0被科学化)

的结果! 即虽然科学和准确的
地图可能满足了现代社会发展

的某些需求 !但这种 0科学化 )

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是盲
目的! 是以不自觉地抛弃某些
功能为代价的' 由此我们是否
可以不要再以中国古代地图的
不准确/不科学而感到自卑了!

是否可以不再穷尽心思地去挖
掘中国古代地图中的科学和准
确了呢+

! ! !

本文算不上是正经的学术
研究! 所得出的结论也不是确
论! 只是希望由此激发研究者
从具体研究中跳出来! 对整个
学科的架构/关键性问题/今后
的发展方向进行思考和讨论 !

由此回过头来! 我们才能阐述
具体问题研究的意义! 而不只
是空泛地说0填补了空白)' 我
个人认为! 学术研究最终应当
回应一些 0形而上 )的问题 !当
然文本所涉及的问题还远远算
不上0形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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