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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古旧地图集》

内容概要

台湾诗人余光中曾说过：“茫茫九州缩于一张舆图”。
一张古旧地图中所蕴藏的丰富信息，足以让人们按图索骥追寻那个年代的城市面貌和市井生活。
《温州古旧地图集》中那一张张地图，就如一根线，串起散落在漫漫长河中的历史，书写着温州的千
年文明。 ——题记
汇集海内外172种古旧地图
为研究温州提供重要资料
翻开大8开的《温州古旧地图集》，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从世界各地寻访到的172种与温州相关的古
舆图与近代地图，根据传存特点与地方特色，分为温州府图组、海防图组、温州城图组、分县图组、
山水名胜图组5个图组，大体展现了传世温州古旧地图的全貌。
2011年，日本京都大学人类环境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钟翀先生受《温州通史》主编吴松弟先
生之邀，着手编著《温州古旧地图集》。他花了3年时间，对海内外现存温州古旧地图进行较为全面
地专题调查，收集了温州本地各区县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文博机构，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
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与“中央研究院”等主要藏图机构以及日本、美国等海外
公私所藏的多种温州古旧地图图像资料，将之汇编成册。
为了呼应“古旧”这个主题，钟翀独具匠心地选取了收入该书的《圣朝升改废置州郡图》中的“温州
古旧地图集”字样，作为书名字体。钟翀说，该图选自北宋税安礼所作《历代地理指掌图》，是我国
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集。而宋刻原本仅存于日本东洋文库，故刻本字十分珍贵。
为何宋代之前的地图没有收录？“有可能是宋代之前地图科学并不发达，也有可能是年代太久远，因
此无法保留下来。”钟翀说，由于政权更迭、地图更新等原因，历代传存的老地图存在分散、稀少等
问题，难以寻觅。即使是宋代，也仅搜到一张标有温州字样的省际地图。
回顾这一路，钟翀也留有遗憾：虽然该书汇集了诸多海内外现存的温州古旧地图，但仍有部分珍贵的
地图资料未能编入此书。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类：古代绘画中具有写实的甚至实测性质的温州古图。如
元代宫廷绘画大师、温州人王振鹏于至治三年(1323)所作的《江山胜览图》；温州的近现代地形图与
地籍图；早期外国人所绘的中国地图册与多地珍藏的明清《海防图》、《沿海图》手卷中有关温州的
资料；现存本地明清谱牒中的村落图、居址图、风水图等。
作为一种图像文献，该书的出版有何意义？钟翀在序中表示，古旧地图不仅是解读温州区域地理变迁
、历史发展与地域文化的第一手基础资料，而且它所显示的史地元素与人文信息，以及测绘、印刷等
地图文化与科技文化，乃至近代以来渐至发达的庶民文化等丰富内涵，也大量辐射到其他学科领域，
为研究温州历史文化提供了多元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史料。
温州市社科联调研员洪振宁认为，这部书籍最大的功绩就是把世界各地的温州古旧地图汇编到一起，
为专家学者与普通市民提供了一份查对旧址、探索历史的资料。
学会“望闻问切”
读“活”古旧地图
地图对普通大众而言，是一个工具。通常人们借用地图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便发挥了它的价值。但
是，钟翀却喜欢探寻地图背后的东西——地图制作于什么年代？所处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作者想传
递什么信息？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对他而言，解读这些问号，才算真正把地图读“活”了，才能触摸
到历史的脉络。
“一张地图就是一部历史。”钟翀笑言，这些古旧地图并不是沉寂无声的图，它们在方寸之间，向人
们传递不同时代的特点。
明中期以后，府县一级的方志编修进入高潮。目前流传下来的万历《温州府志》和几种较早版本的县
志中，出现了一些关于府境、县域，甚至府城、县城的方志地图。这些地图中勾画着山水素描，与山
水画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才是明代方志地图最吸引人的。”钟翀娓娓道来，明代中国山水画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许多地图
由画师绘制。因此，地图多为平、立面相结合，且有山有水，这与当时盛行的山水画密不可分。
清朝军事关系较为复杂。前有清廷与明郑的持续紧张，后有西洋列强的觊觎与叩关。因此，海防图是
清代地图一大特色。钟翀以《浙江温州府海防营汛图》为例，指出绘者有意于卫所、城寨、烽堠等海
防设施的表现，还有海防冲要、军额配置及相关战事等的注记，反映出当时局势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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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古旧地图集》

“历史和地图是一脉相连的。”钟翀在搜寻地图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年代不详的图。判断地图所属
年代，需要参照历史。
最初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见到《温州府属全境二十里方图》时，钟翀在注解中找不到任何年代的信息。
根据图幅及图式，钟翀发现该图与清光绪二十年刊《温州府总图》高度一致，故推测它是以清光绪二
十年图为底图绘制而成。然而，图上瓯江等河流及沿海地区用墨线勾绘了河谷平原及沿海平原，并以
不同色块准确区分平原与山地，而营汛、道路等标注则更为详确，由此推断该图绘制于光绪二十年之
后。
“鉴定地图年代，就像中医治病一样，要‘望闻问切’。”钟翀说，“望”就是看图标，文字通常会
表明年代；“闻”就是闻味道，油墨、木刻等气味能传达地图制作的年代；“问”就是找资料，向收
藏人询问地图的流传历史；“切”就是深入到那个社会，想象绘制者的用意。
不少孤品为温州人所作
在地图学史上极具价值
在这本地图集中，有许多地图仅有一件存世，堪称孤品，在中国地图学史上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这
其中有不少为温州本地人所制。
在温州城图组中，记者发现了一张色调淡雅、标注详尽的《温州府城图》。“越早的地图越是珍稀。
”钟翀告诉记者，这是来自瓯海关贸易报告书内的折页地图，估计为本地画师所作，目前为南开大学
图书馆藏。它详细表现了1877年温州开港之初的城市面貌，是极为难得的近代早期城市地图珍品。
在这张手绘地图上，城中的衙署、祠庙以黑线描红框定范围，山形以皴笔表现，城门、牌坊与部分衙
署、祠庙及树木用形象绘法表现，街巷、水道、桥梁等均以平面图或符号表现，另用汉字“屋”“行
”“店”“田”对相应地物作符号化处理。图中的瓯海关、大英公所、大英圣人耶稣教堂、美益洋行
等记载则反映了开港初温州近代化的历史。
最为传奇的是，这本书曾于民国二十六年被日本侵略者劫去。在抗战胜利后，从东京收回。
在温州市图书馆，钟翀还发现了民国《平阳县志》所载《全县地图及各分图》。它是近代浙江方志名
作，也是温州各县方志之中最早的乡镇区分地图，温州本地人参与绘制。
“看到第一眼，感觉特别兴奋。”钟翀说，这套地图根据实测大比例尺地形图编绘，它收录了1：20万
的总图1幅、1：5万的乡图11幅、1：5000的平阳县城及金乡城图各1幅，精确表现了民国初期平阳县的
地形高程、城乡聚落、交通水系、土地利用、行政区划等各方面的状况。
难得的是，这套地图是以《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为底图绘制而成。从绘制手法看出，当时地
图测绘正处于清《会典图》与1921年开展的标准化地形测绘之间，具有历史性意义。
“温州其实很早就有本地人制作实测地图，水平之高，在中国地图史上实属罕见。”钟翀感叹，绘制
地图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温州人制图的精确度和严谨性，充分体现了温州人吃苦耐劳、一丝不苟的
精神。

Page 3



《温州古旧地图集》

作者简介

一幅幅历代珍贵地图展示了温州城市的变迁和历史前进的脚步。昨日上午，《温州通史》“专题史丛
刊”第一部《温州古旧地图集》首发，该书汇集了172种200余幅与温州相关的古舆图与近代地图，由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钟翀历时3年整理编撰而成。
温州城的悠久历史为今人留下许多珍贵的古舆图和近代地图资料，但由于政权更迭、地图更新等原因
，历代传存的温州地图极为分散、稀少，目前已成为十分珍贵的文献史料。本书汇集的200余幅地图时
间上起于宋而迄于1949年，时代上跨越宋、元、明、清、民国，是编者经3年时间从温州本地各区县图
书馆、档案馆等文博机构，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国内知名图书馆，还有台
湾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与日、美等处公私所藏中收集而得。
本书在内容上根据该地古旧地图的传存特点与地方特色，分为温州府图、海防图、温州城图、分县图
、山水名胜图等5个图组，其中，有不少地图为首次公开。如一张出自于瓯海关贸易报告1877年的《温
州府城图》，该图现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图中保留了1876年秋温州开港之初的城市面貌，原图可能
是温州当地所制彩绘本，至今未见流传。
据编者钟翀副教授介绍，作为一种重要的图像文献，古旧地图不仅是解读温州区域地理变迁、历史发
展与地域文化的第一手基础资料，而且其中传递出的史地元素与人文文化，以及测绘、印刷等地图文
化与科技文化等，更是后人研究温州文化历史多元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史料。
据了解，我市自2011年3月份开始启动《温州通史》编纂工作。该项目被定格为高质量、有特色的学术
课题，聘请了温籍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吴松弟教授担任主编，邀请国内外学者与温州地方
史研究者共同参与。《通史》全书计划分导论卷、先秦卷、两汉吴晋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元卷、
明卷、清卷、民国卷等8卷，同时还将编写30个专题史。除《温州古旧地图集》这一专题史外，《温州
曲艺史》《温州政区与地方政治》《近代温州交通史》《温州医学史》《温州海上交通史》《温州方
言史》《温州古代戏曲史》等其他各专题史已经陆续交稿，全部30个专题史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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