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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1986年3月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发现的战国晚期古墓葬群中的木板地图的作者与绘制年代等进
行了研究。
自近代著名学者
王国维开创“二重证据法”研究古史以来，运用考古新材料与文献记载互相参证研究历史，不仅成为
我国史学研究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法之一，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天水师范学院雍际
春教授新著《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正是利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古史的成功尝试，是一部将
古地图实物资料与文献记载，实地考察有机结合，以图证史和以史释图探索先秦史和中国地图学史的
成功之作。因而，该书一出版即受到学术界好评。
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放马滩战国秦墓中出土的4块7幅木板地图和一批竹简，由于其在先秦史和中外地
图学史上的独特价值而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轰动和高度关注。围绕地图作者、绘制年代、地图组合关
系、地域范围与水系、地图性质与内容、地图绘制技术与价值等重大问题，产生了一批学术成果。但
由于古今差异悬殊和地图文学注记释读困难，致使这些成果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关于地图绘制年代和地
图组合关系等关键环节上，结论分歧很大。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地图学、民族学和训
诂学等多学科方法，一方面提出地图复原的7条基本原则，并遵循释读、考证、纠谬、辨析、复原、
比较、评价等步骤进行微观探讨，从而构建了对地图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和评价体系。另一方面，作者
紧紧抓住地图与文献中互有关联的点滴信息，深入挖掘史料，探隐索幽，见微知著，透过蛛丝马迹和
层层表象揭示地图与历史的真貌。在地图涉及的各个方面都一一提出更具科学性的见解、观点和结论
，体现了言必有据、信而有征和史论结合的严谨学风。
地图以其特有的语言直观而生动地将一定时空的地理事物展现出来。该书充分利用了地图语言展示研
究成果。全书共有图表30余幅，作者无论是进行地图组合与水系复原，还是对地图内容的具体探讨，
乃至分析比较中外地图的起源与技术，都在深入论证的同时又通过图表表达研究成果，这样既便于读
者加深对地图的认识和进行比较勘验，又对深化地图的研究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通观全书，作者对
于地图作者墓主丹身份的索隐考订，地图绘制年代的确立，地图组合关系的判断，水系地域的复原，
地图注记体例和性质的分析，图中关隘、地名的破解，?丘、上?县地名沿革与治地变迁的揭示，地图
绘制技术与科学价值的评价等各方面均有创新和建树。其成果不乏在他人学术基础之上的纠谬补缺和
推陈出新，而更多的则是通过另辟蹊径而获得创新性的结论。
该书深化了对先秦史和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作者的研究表明，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绘制于公元前323
年至前310年之间，地图所绘主要为秦国?县地区即今天水一带地域。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征服?、冀
戎后所设?、冀二县，为文献确切记载的中国设县之始。作者认为放马滩地图中“?丘”一名既是秦武
公始设?县的治地所在，同时它又隐含着秦人早期西迁的历史文化信息。作者对?丘来源及治地的考证
，包括地图作者与绘图年代的研究，对于深化先秦史特别是秦人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传统
观点认为，中国传统地图学理论形成于魏晋时期。作者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证实，放马滩地图是世界
上最早的实用地图，以此为标志，说明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地图学理论已初步形成；而从目前发现的中
外实物地图及其绘制技术分析，中国与西亚、欧洲一样，是世界上古时代几个在地图绘制技术和地图
文化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国家之一。这一结论既振聋发聩又令人信服，将中国地图学理论的形成时间从
魏晋上推到战国时期，这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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