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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马路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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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 #此种附加
文字说明与城市风景照的形
式也是当时日本城市地图的
流行手法$

!最新上海电车路线图 "%

杉江房造编辑发行 # 日本堂
书 店 明 治 四 十 一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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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月出版 $ 该图是目前
所 知 上 海 的 著 名 日 系 书
社())日本堂书店最早制作
的单幅上海地图 # 现流传极
罕 # 笔 者 仅 得 一 不 甚 清 晰
影 本 $ 然 以 图 式 * 内 容 观
之 # 显然也是利用了此前刊
印 的 北 华 捷 报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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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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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不过
北华捷报社

"#$6

年图上以绿
线表示当时沪上新兴的电车
线 路 # 而 此 图 则 以 红 线 表
示 * 并及时增加了当年法租
界在建或新开通的善钟路至
十六铺 * 十六铺至卢家湾等
线路 #突出了城市交通的商旅
导览图功能 $ 此图不仅及时
反 映 了 上 海 电 车 事 业 的 发

展 # 也真切表现了近代沪上
日本制图社的技术传递以及
积极利用西方测制地图 * 介
入上海乃至我国城市地图绘
制的实况 $

!最新上海地图 "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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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冈繁编纂 # 长崎富松
繁治于明治四十一年 &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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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行 $ 发行者为当时
在虹口的日系书店)))松翠
堂书店 $ 此图现在中外多处
公私机构见藏 # 是早期日绘
上海图中相对多见的一种# 或
为当时较为流行的上海地图$

本图描绘清末上海繁华
区内商业 * 交通等情况 $ 图
上公共租界仍区分为美 * 英
租界 # 对虹口租界内日系机
构或商社的标注较为详细 #

华界部分仅绘出老城厢北部 #

且地物表现疏略 $ 地名均以
英文标注 # 路名等的标注辅
以中文 # 反映此图亦深受北
华捷报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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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图等西文
上海地图的影响 $ 本图也在
地图四周环以当时上海主要
官署 * 名胜或与日人商旅相
关的影像 # 颇具明治大正期
日系城市地图之特色$

!上海市街图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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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阪财藤胜藏
"#$#

年编
制 #大阪足立新兵卫红 *黑二
色套印铜版刊行$ 本图表现晚
清宣统初年上海的城市面貌 #

尤注重对日系商社机构的标
注 $ 图上以黑白相间粗线表
示电车路线 $ 地图周围环以
当时日商照片或店招 # 并附
有细致的文字说明$此图现存
尚多 #可能也是当时较为流行
的一种上海地图$

清末民国初日本堂

的上海地图制作

清末民初 * 尤其是一战
勃发之后 # 以纺织业为代表
的日资企业大举涌入上海 #

上海港成为对日贸易的最大
口岸 # 旅沪日侨数量迅速增
长 #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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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更达创纪录的
""!86

人 # 其人数超越在沪英
人而居外侨之首 $ 在此期间 #

虹口美租界内逐渐形成以北
四川路为主轴 # 包含两侧的
吴淞路 * 百老汇路 &今大名
路 '* 文监师路 &今塘沽路 '*

昆山路 * 南浔路等在内的日
本人聚居区 $ 与之同时 # 上
海的制图业也出现了根本变
革 # 以商务印书馆刊 +实测
上海城厢租界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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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版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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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 为代表的大比例尺实
测城市平面图的出版 # 为日
本人的上海地图绘制提供了
理想的创作底图 # 沪上专业
制图的日系书社)))日本堂
书店由此应运而生$

现今流传的日制上海地图
显示# 自民国初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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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
本 战 败 # 日 本 堂 及 至 诚 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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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开始刊印上海地
图' 这两家日系书社一直是日
本之上海地图创作的主角$ 而
在清末民初# 日本堂最先开展
常态化的上海地图制作# 目前
所知这一时期由该店编制的上
海地图# 除了上面提到的 +最
新上海电车路线图 , # 还有
+最近实测上海地图 , +最近
实测上海新地图, 这两个系列
的数种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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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刊行年代不同的
版本 $

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的 +最近实测上海地图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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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刊行年代为
"#"=

年 #

图幅约为纵
%7

厘米 #横
=!

厘
米 #有线状缩尺 $ 图上的浦西
部分另设边长为

%$$

平方英
尺的方格网 &应是参考了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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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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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上海地图的结果 '$ 图上可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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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筑辟的威海卫路 *

"#"8

年底填洋泾浜并以英王
爱德华七世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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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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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以及
日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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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设的第一家
电影院)))武昌路上的 "东和
活动 !影院等民国初新创的道
路或设施 -此外 #在本图左下
角另附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周
边分图 #这些内容都显示出绘
制者对地物即时更新与日系
机构的重视等特点$

这一类型的上海图 # 在
图式上的突出特点是制图者
灵活采用了不规则十字形图
廓 &实为在一幅矩形大图的
上 * 下边栏中间分别粘贴

7

幅
小图所构成 ' 来加以处理 #

此种特异图式在我国城市图
中亦属仅见 # 它既适应了当
时上海的城市形态 # 又能保
持全图处于同一比例尺下的
查阅 # 并且还节约了纸张 #

虽然装订比较复杂 # 但不失
为一种实用的制图形式 $ 此

外 # 从纸面的破损处透见此
图背面还衬托有一层布面 #

以增加图纸翻折的强韧性 #

这些都反映了近代日系地图
在设计 * 装帧上的功夫 $

+最近实测上海地图 ,目
前已知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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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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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版本 #各图图式
接近 #内容则略有更新 $ 笔者
曾见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
馆 所 藏 + 上 海 卫 生 状 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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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刊 ' 中收有 一 同 名
图 # 与此图最为接近 # 然彼
图有威海卫路而无 "东和活
动 ! 影院 * 爱德华七世路 #

因此考虑是该书编者利用了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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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本之 +最近
实测上海地图 ,$ 从日本驻沪
官方调查报告也采用此类地
图来推测 # 这是民国初日人
所使用的一类较为流行的上
海地图$

日本堂书店是近代沪上
最重要的日系书社 # 该书店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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