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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新入藏中文古旧全国地图题记 

鲍国强 

 

    2005 年至 2006 年，国家图书馆入藏了若干批次的中文古旧地图。其中有木刻分幅地图、石印扇面地图和

新式技术彩印地图等，均比较稀见。笔者从中选择 13 种全国地图按其刊印出版时间顺序扼要介绍给广大读者，

并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大清一统全省地舆图大清一统全省地舆图大清一统全省地舆图大清一统全省地舆图 

许馨编绘，清光绪许馨石印本，1 幅，单色，印于 19×43cm 扇面上。比例尺不详。原图装潢成折扇。正面

地图有手工着色痕迹。地图后附东半球、西半球图。图后有“荣桂轩主人许馨记志”：“是图因限于扇幅尺寸，

惟台湾一岛移动少许，余省均依巨幅。今将五湖五岳标明，并增安南、南掌诸邦，而长江大河特用三线以醒眉

目，祈博雅君子鉴之。”相比于中国大陆，日本岛及朝鲜半岛的面积略微放大。背面附印《全国府州县地名表》。

每个省上面加盖红字，其中红字台湾省下有：台湾府(彰化县、凤山县、台湾县、嘉义县、恒春县)，台北府(新

竹县、淡水县、宜兰县)，台南府(安平县、云林县、苗栗县)，台东州。苗栗、云林等置县为光绪十三年九月初

七日（1887.10.23）事，即此图制作不能早于此时；此表台湾省会尚在台湾府，光绪二十年二月三十日（1894.4.6）

才徙省会至台北府，故此扇面当制作于光绪十三年至二十年之间。表后“荣桂轩主人许馨记志”云：“谨遵国朝

会典、一统志摘要，各省属府，各府属州厅县，各直隶州属县，各直隶厅属县，京师至各直省督抚驻扎所路程，

统列于右，瞭如指掌。”正背面各钤“实事求是”阳文竖长方朱章一枚。扇骨计 9 枚，制作精致，墨绿色油漆完

好，能正常发挥扇风功能。扇口所包绫缎基本留存。首尾扇骨所粘云龙纹厚纸，裁口平整，当属后人所为之物。

整扇残破少许，基本未伤及文字与图案。将中华版图绘制成扇面，让人在清风徐来之际接受中国地理信息，也

算是一种振兴中华的民族教育见证。2005 年 11 月自天津今古斋拍卖会购入。 

 

京师学堂新定中国各省府州厅县名山大河铁路电线并附方里人口土产各国时辰商旗地球全图京师学堂新定中国各省府州厅县名山大河铁路电线并附方里人口土产各国时辰商旗地球全图京师学堂新定中国各省府州厅县名山大河铁路电线并附方里人口土产各国时辰商旗地球全图京师学堂新定中国各省府州厅县名山大河铁路电线并附方里人口土产各国时辰商旗地球全图 

余家范编绘，清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元年( 1906—1909)黄陂和顺斋刻本，1 幅（分裱 4 轴），单色，每幅

91×25cm。画方不计里。镌刻笔画线条清晰，当为初印。图中“寧”字避讳，且未记载 1909 年建成的京张铁路，

但已反映 1906 年建成的京汉铁路，此图当刊印于 1906-1909 年期间。原件渤海湾处镌有画轴展开式牌记：“黄

陂宁家店和顺斋印刷发行”，并镌：“是图谨依中国新图，于各省界限山河道里铁路电线人口土产毫发无遗，惟

新疆限于尺幅移上少许。至各国时辰商旗地球全图皆列图中，无美不备，洵为舆图之大观。楚黄余家范志。”在

山西省位置镌有“韩青亭刻”字样。地图上方附：各省方里、各国商旗。地图下方附：各省会府州厅县人口表、

地球图、各国时辰、世界全图，并附“观图凡例”。画有经纬度线。零度经线经过北京。第 1、3 轴略有烟熏残

破处。本图地名存在比较多的简化字，如有阴、义、边、罗、数、阳、寿、远、荣、夹、云、来、独、丰等字，

且文字镌刻粗疏，如台湾“嘉义”刻成“加义”，河北“雄县”之“雄”刻成“厷”，直隶之“朝陽”与陕西之

“合阳”并存，等。2005 年 11 月自北京海王村公司拍卖会购入。 

 

中国全图中国全图中国全图中国全图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民国二年(1913)三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第 4 版，1 幅，彩色，129×161cm。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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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1∶3000000，原图为华里线性比例尺。用晕滃法表示地形。版权页原印“民国二年三月四版”。此为 1913

年 1 月 8 日民国政府公布《划一现行各省行政官厅组织令》﹑《划一现行各道行政官厅组织令》和《划一现行

各县行政官厅组织令》的规定后仍保留前清府州厅建置标记的比较稀见的全国地图。图中所画全国政区计有：

直隶、奉天、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外蒙古、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甘肃、青海、四川、江苏、安徽、

湖北、湖南、浙江、江西、福建、台湾（日占）、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新疆、西藏。“图例”中分列：府、

直隶厅、散厅、直隶州、散州、县、藩部城等。如宁波府辖鄞县等。图中所反映的，除热河特别区、绥远特别

区、察哈尔特别区尚称内蒙古外，二十二省及外蒙古、青海、西藏的区划与《划一现行各省行政官厅组织令》

大体吻合。2005 年 5 月自北京海王村拍卖会购入。 

 

中国全图中国全图中国全图中国全图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民国三年(1914)一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第 5 版，1 幅，彩色，130×161cm。比例尺

约为 1∶3000000，原图为华里线性比例尺。用晕滃法表示地形。版权页原印“民国三年一月五版”。此为 1913

年 1 月 8 日起全国政区改为省道县建置后比较早出版的全国地图。从辛亥革命至民国二十四年（1911—1935），

军阀混战，政权更迭，权力影响瞬息万变，地方建置特别复杂。全国府、州、厅改县，县的设置与归并，道的

恢复与废止，县名更改，土地划拨，新旧交替，头绪纷繁。1913 年 1 月 8 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发布

命令，由民国政府公布的《划一现行各省行政官厅组织令》、《划一现行各道行政官厅组织令》和《划一现行各

县行政官厅组织令》的规定：全国行政区划分省﹑道﹑县三级。其省级为：一地方，即京兆地方；二十二省(不

包括日占台湾省)，即直隶省、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山西省、江苏省、安徽省、江西

省、福建省、浙江省、湖北省、湖南省、陕西省、甘肃省、新疆省、四川省、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贵州

省；四特别区，即热河特别区、绥远特别区、察哈尔特别区、川边特别区；外蒙古、青海、西藏。省、特别区

分道。京兆地方、道分为县、设治局，为初级行政组织。取消前清府、州建置，各地一律实行省、道、县三级

政区制。如山东省设岱北、岱南、济西、胶东 4 个道。“图例”中分列：县、府、厅、州等。鄞县县署驻宁波城

（府）。此图中二十二省及外蒙古、青海、西藏的区划与第四版相同，也未标示出京兆地方和四个特别区内容（热

河特别区、绥远特别区、察哈尔特别区尚称内蒙古），而“图例”及原图中还保留有“府、厅、州”等标记，说

明此图的图版虽改，但内容修订却不彻底。2005 年 5 月自北京海王村拍卖会购入。 

 

最新中国分省全图最新中国分省全图最新中国分省全图最新中国分省全图 

    上海远东地理学会译订，民国元年至四年(1912—1915)上海远东地理学会出版，1 册，彩色，53×40cm。

比例尺不等。图名据封面题。英文图名为 New atlas of China 及 The new productions map of China。其英

文题名页并题上海远东地理学会英文名称：FAR EASTERN GEOGRAPHICAL ESTABLISHMENT SHANGHAI CHINA。版权

保护英文说明题为：ALL RIGHT RESERVED By EDWIN JOHN DINGLE and HAROLD JOHN FRUIN。中文图名下注有“附

地名表及民国政府改革各地名表”字样，其改革地名当是 1913 年 1 月之事。图册第一部分为中国本部十八省：

直隶、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

云南、贵州；第二部分为属地：满洲、新疆、蒙古、西藏。所注地名不少为外国人命名者，如世界最高峰珠穆

朗玛峰注为埃佛勒斯峰，均应予注意。附地名索引和物产索引。各省的物产仅言其大略，遗漏颇多。如醋，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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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四川、巴州、西北”，实山西、镇江等地之醋也十分有名。再如茶，共注明全国有 34 个产地，其中，浙江

即有 8 处，却未提“西湖龙井”。如酒，也仅有“浙江绍兴府”，酒岂绍兴黄酒一地一种，更属挂一漏万。但其

中注明的金、银、铜、铅、锡、铁、锑、锰、锌及煤等产地，至今仍有参考意义，个别的甚至还属于保密内容。

2005 年 11 月自天津今古斋拍卖会购入。 

 

最新大中华帝国道县形势全图最新大中华帝国道县形势全图最新大中华帝国道县形势全图最新大中华帝国道县形势全图 

卢彤编绘，民国五年（1916）一月北京同伦学社石印本，1 册，彩色，26×18cm。各图比例尺不等。土黄

色素皮封面，手写手绘，套色石印。图名页题：“附说明书”，已缺。扉页印：“教育部审定  内务部存案”。版

权页题：“中华帝国洪宪元年一月二十六日初版”。洪宪元年一月二十五日浏阳卢彤《序例》云：“余自壬子秋冬

蛰居京邑，即矢愿编纂是书。供役参部，时作时辍。乙卯夏秋之交，乃复奋袂兴起，未明而执笔，夜分而深思，

日中稍暇，则据白木案作蝇头细书，仡仡而未有已。计前后共历三载，至是始克告厥成功。”内收地图 98 幅。

第 1 幅为《中华帝国省道总图》，第 2 幅为《京兆地方》，第 3 幅至第 96 幅均为各道图，第 97 幅为《蒙古》，第

98 幅为《青海西藏》。每图撰文注明该道地势，左下侧题：“北京同伦学社石印”。末附《中华帝国道县形势全

图校勘表》1 页。内封有墨笔题识云：“袁世凯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一九一六年元旦后改为洪宪元年，

准备即皇帝位。一九一六年三月廿二日袁宣布取消帝制。”此地图集的编辑历经三年，出版之日恰逢袁世凯复辟

帝制，遂成为八十三天复辟时期正式出版的比较稀见的地图集。卢彤另著有《中国历史战争形势全图》（民国五

年(1916)北京同伦学社出版）等。2006 年 7 月，山西藏家范业俊先生经由中央电视台《鉴宝》节目组无偿将此

册地图集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收藏。范业俊先生在《鉴宝》节目上说：“2004 年 7 月 19 日，在北京海淀区的一个

小旧书店里头买的。关键是这个洪宪元年，冲这个洪宪元年几个字，我就把它买下来了。当时标价是 200 块，

人家还打了几折，打了九六折，192 块钱就买下来了。”此图册所缺“说明书”，山西省图书馆等单位有藏，1 册，

330 页，分卷首、北部黄河流域、中部长江流域、南部珠江流域、关东三省、特别区域、外藩等 6 卷。按道分

节，说明各道所辖各县的名称、地理位置、县衙所在地、历史沿革等内容。 

 

最新大中华民国地图最新大中华民国地图最新大中华民国地图最新大中华民国地图 

    洪懋熙编，民国十三年（1924）九月南京刘霖记石印本，1 幅，彩色，印于 20×48cm 扇面上。比例尺约为

1∶19000000。有说明文字。图中为华里线性比例尺。用晕滃法表示地形。此为扇面地图。扇骨已全部不存。背

面附《全国重要城市旅行一览表》。图末题“中华民国十三年九月初版”。2005 年 5 月自北京海王村拍卖会购入。

图前编者题记云：“我国地大物博，寰宇之内罕与俦匹。惜百年来国势陵替，人遂讥为东亚病夫。辛亥鼎革，举

国喁喁望治，乃瞬逾一纪，而阋墙之争，择肥之噬，几无岁无之！民国四年，日人所提之廿一条要求，乃莫大

之耻也！今虽举国否认，而旅顺、大连收回究在何日？引领东北，能无杞忧？甲子秋，丹阳洪懋熙编制浼作一

中日两国合图，俾吾人手而目之，览旅大之变色，相与比较两国疆土之大小，强弱之悬殊，何以弹丸黑子竟雄

踞于赤县神州之上！庶几群策群力，一德一心，使我国地位并驾欧美而上！四十万方里之坤舆，庶几有豸有心

之士，尚其有感于斯！制图毕，率成七律一首：‘人道中华是睡狮，睡狮应有睡醒时。可怜败衲攒虮虱，况复萧

墙斗虎貔。正论徙薪徒逆耳，阴谋撒饵正扬眉。填平沧海知何日，且向中山把酒卮。’”拳拳忧国之心溢于言表！

洪懋熙（1898—1966），字勉哉，号慕樵，江苏丹阳人。他先在父亲私塾就读，后毕业于镇江中学。1916 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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肄业于南京工业学校。他从小酷爱史地，更喜好舆地之学，考试成绩为全班之冠，深得南京工业学校教师童世

亨的赞赏和关爱。但由于家境不济，洪懋熙不能继续求学，乃入童世亨在上海开办的中外舆图局当练习生，学

习编绘地图。1917 年底，中外舆图局盘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童世亨负责舆图科的工作，洪懋熙为绘图员。1922

年 2 月，应屠思聪之邀，洪懋熙到上海世界舆地学社编制地图，是世界舆地学社的“开社元勋”之一。1924 年

5 月，与上海大东书局合作，创办并主持东方舆地学社，编绘出版地图。直到 1941 年 12 月，日军侵入上海租

界后，才被迫停业，至 1945 年 9 月抗战胜利后立即恢复营业。1954 年 12 月，上海私营地图出版社与北京国营

新华地图社合并，组建为公私合营地图出版社时，洪懋熙进入新机构，负责指导教学地图的编制，在编辑行政

室负责全社各类地图的审校验收工作。后因病回上海休养，1966 年逝世，终年 68 岁。 

 

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华民国新地图    

洪懋熙编绘，民国十五年（1926）八月上海广益书局第 5 版，1 轴，彩色，77×110cm。比例尺 1∶5500000。

有文字说明。图中原印“中华民国十一年四月出版  中华民国十五年八月五版”。零度经线经过北京。附图有《西

沙群岛形势图》、《满洲丧失地图》和《江浙繁盛地方详图》。其《编辑大意》云：“欧战以后，失败各国之舆图

已依据《凡尔赛议案》而改变。兹届太平洋会议，竟有倡言长城以外非我属壤者，将来华夏神区能否保全，殊

难逆料。编者窃抱杞忧，爰将我国屡次丧失之土地详细考核，句稽成图，以便阅者触目惊心，外察列强侵略之

机变，内审国势陵替之由来，早息纷争，急谋自知。此为本图特别之主要意旨。至如边徼海港之险要，山脉河

流之源委，铁路电线之交通，都市物产之饶富，一一句注详明，俾军政界明了国防扼要之形势，实业界稔悉地

利天产之便宜，教育界资为参考地理之作用，而其视线所注重，尤能使我全国人士咸知中华地图之缺陷，相与

奋勉，以雪此国耻，盖不仅足为最新挂图之美观已也！”以详细考稽我国屡次丧失土地为绘制地图的主要意旨，

其用意足可让国人振聋发聩！细观此图，各处失地均详尽注明丧失年份。如云南国界线外侧江心坡地区四周注

明：“乾隆三十四年前国界”、“乾隆三十四年后国界”、“光绪二十年滇缅界约丧失地”。图中的中缅未定界已划

在江心坡东侧（即迈立开江东面恩梅开江位置），中缅界线已逼近片马和腾冲。2006 年 1 月购自天津国际拍卖

有限公司今古斋。此图出版者广益书局，1900 年由魏天生、杜鸣雁、萧伯润、李东生等合伙创办，初名广益书

室，出版科举考场用书和童蒙读物。因经营不善濒临破产。1904 年改名广益书局，出版古籍、医卜和村塾用书。

1947 年参加“小五联”(广益书局、北新书店、大中国图书局、新亚书店、中联书局)，担任一部分“国定本教

科书”的印刷发行工作。该书局拥有石印印刷厂和铅印印刷厂，在北京、成都、广州、汉口、开封、长沙、沈

阳、南京、南昌、重庆等地设有分店。解放后并入四联出版社等单位。 

 

表解说明中华析类分省图表解说明中华析类分省图表解说明中华析类分省图表解说明中华析类分省图 

欧阳缨编著，民国十八年（1929）七月武昌亚新地学社印本，1 册，彩色，38×27cm。各图比例尺不等。

版权页题：“编著者  邵阳欧阳缨  校阅者  新化邹兴钜”。此地图集除全国政区图和各省区划图外，还有全国

地质、地势、山脉、水系、气候、矿产、铁路、航路、邮政、电政等类地图，并增附《全国通商口岸一览表》、

《历年中外贸易一览表》、《历年中外贸易比较表》、《历年主要出口货别表》、《历年主要出口国别表》、《不平等

条约一览表》、《各国在华权利一览表》、《各国在华租界一览表》等。末附《中华析类分省图说勘误表》。各图编

辑十分详尽，不少内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如《第六  全国矿产图》，除总图外，另附《沿海盐场图》、《云南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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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图》、《盐池凹详图》、《花定惠安两池详图》、《卤泊滩详图》、《解池详图》、《甘盐池详图》、《白墩子盐池图》，

并附《全国矿产一览表》3 页。其中金银矿产不少至今仍在产出，且属保密范围。各省区图所附市县图亦颇为

详明，具有参考价值。如第十三《浙江省图》所附《鄞县（宁波）城市图》，甬江往南上游图中注明鄞江（说明

文字中并称奉化江），图中紫微街，今称镇明路，天一阁前之天一池即有河与月湖相通，城内河道纵横，今均不

可见。2006 年 1 月购自天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今古斋。欧阳缨（1891—1984），字梅林，湖南省隆回县丁山乡

泌水村人。1910 年，毕业于本乡官田高等完全小学，因品学兼优且擅长文史，乃留校任教。1913 年，考入武昌

两湖书院，但因军阀混战危及武汉，他未曾毕业就随旅鄂湖南学生返回原籍，并在清举人卿本离门下继续攻读

文、史、地、舆专著，自学英语和俄语。1917 年，经其兄欧阳梅溪介绍，就职于武昌亚新地学社，翌年即负责

该社的地图编辑工作，后升任主编，先后达 30 多年。1951 年，亚新地学社迁沪与亚光、世界等上海十多家私

营地图出版机构联合组成私私联营的地图联合出版社。1953 年地图联合出版社改组为私私合营地图出版社，他

任副总编辑。1954 年，上海私营地图出版社与北京国营新华地图社合并，组成公私合营的地图出版社，他作为

编审负责指导历史地图编绘室的工作。1960 年退休。1984 年 7 月病逝，终年 93 岁。 

 

最新中华形势一览最新中华形势一览最新中华形势一览最新中华形势一览图图图图    

洪懋熙编，民国二十年（1931）十月上海东方舆地学社新增订版，1 册，彩色，25×19cm。比例尺不等。

封面题：“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  中等学校适用  表解说明  最新中华形势一览图  丹阳洪懋熙编  东方舆地学

社发行  中华民国二十年新增订版”。版权页题：“新式表解说明  最新中华形势一览图”。本图册计有《中华民

国全图》及各省图共三十二幅。各图以参谋部百万分一《中国全图》为蓝本，根据新课程标准重新改版，更新

较多。每图均附文字说明。地图后附表，计有《全国山脉系统一览表》、《全国内河航路一览表》、《全国河流水

系一览表》、《主要内河航路计程表》、《全国铁路一览表》、《全国通商口岸一览表》、《国际主要条约一览表》、《各

国在华租界一览表》、《各国在华权利一览表》。末附《孙总理实业计划图》及民国十九年仲春月戴传贤节录之《建

国方略题表》。图册前冠《江心坡研究》短文一篇。2005 年 8 月自天津今古斋拍卖会购入。 

 

中华民国全图中华民国全图中华民国全图中华民国全图    

张泳如编制，陈铎校订，民国二十八年（1939）八月上海舆地学社第四版，1 幅，彩色，69×102cm。比例

尺 1∶5550000。图中原题：“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四版”。原图中还有线性比例尺。采用亚尔勃斯投影法。亚

尔勃斯投影，又称等积圆锥投影，由德国人亚尔勃斯（H.C Albers）于 1805 年提出的一种保持面积不变的正轴

等面积割圆锥投影。在投影时為了保持投影后面积不变，将投影经纬长度相应的比例变化，是目前应用较广的

投影方式，适合东西间距较大的中纬度国家。例如美国、中国的地图都广泛使用此种投影方式。附《中国地势》、

《中国南海各岛屿》、《南京市》、《上海市》、《武汉三镇》和《广州市街》等 6 幅小图。2005 年 11 月自天津今

古斋拍卖会购入。张泳如编制此图时为上海舆地学社主要职员，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他还是北京地图编辑界的

骨干力量。陈铎（1887—1968），号稼轩，江苏省淮安县人。20 世纪 20 年代初，他离家去沪求职，进入商务印

书馆编译所工作。他入馆不到两年便由助理编辑提升为编辑。他在工作中深得主管王云五的好评和嘉奖，不几

年得到连续提升，从一般编辑提升为舆地部主任和史地部副主任，襄助史地部主任竺可桢先生主持地图编辑工

作，直到 1932 年才脱离该馆。陈铎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期间，主要工作是编写和校勘中、小学地理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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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编制各种地图（包括挂图及册图），先后编制出版了数十种地图，其中比较主要的有《新制中国地图》、《袖珍

中国地图》、《袖珍世界地图》、《上海市街道图》、《香港街道图》、《中国分省象形地图》、《京、沪、杭、甬地图》、

《中国暗射地图》、《世界暗射地图》、《小学中国地图》以及中国挂图和世界挂图等。1952 年，陈铎积极参加私

私联营上海地图联合出版社的筹建工作，并被推任为董事长。1954 年 10 月，私营地图出版社和国营新华地图

社实行公私合营。陈铎在地图出版社担任编审职务，从事地图编校工作。1960 年退休。1968 年逝世，享年 81

岁。 

 

新中华地图新中华地图新中华地图新中华地图    

        安乐礼编著，民国三十三年（1944）七月北京亚洲舆地学社第 12 版重制修正本，1 册，彩色，24×18cm。

比例尺不等。封面题：“中等学校适用”。初版于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图册计有《地球图》、《中国行政图》及各

省市区图三十九幅。每幅均附有文字说明，计有“总说”、“自然概说”、“人文概说”和“地方志”（介绍主要地

区概况）等内容。地图前冠有《编辑例言》。其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安乐礼识语云：“本图取材新颖，遵照新政府

教育部编审会出版之地理课本绘制。凡国界省界一律实际化。”其再识语又云：“本图自出版后，荷蒙新政府管

辖下各级学校之采用，以及社会一般人士之购读参考，佥谓最新中华舆地之南针，为研究地理学者之良助，以

致初版万册未一载即告售罄。编者当此既感且愧！兹适再版付印，特会集编辑同人详加校订，修正多处。如内

地四川省西南之十三县一设治局改划入西康省。每幅分省图内增刊电报局航空站，增加最近新筑铁路公路等，

不胜详举，不惜尽弃旧版，重制新版，改换鲜明彩色，订正内容，以求益趋精确，藉副读者之爱护焉！”上述两

个“新政府”中第一个是指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二个是指“华北政务委员会”，均是华北沦陷时期成立于

北京的日伪政权。安乐礼还编著有《现代最新世界挂图》（1942 年北京亚洲舆地学社出版）、《新世界地图》（1943

年 1 月北京亚洲舆地学社出版）等地图。2006 年 3 月购自天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今古斋。 

 

大中国全图大中国全图大中国全图大中国全图    

赵真如编著，民国三十五年（1946）七月新中国文化出版社东北分社石印本，1 幅，彩色，51×71cm。比

例尺 1∶8000000。图廓右上角原印“最新编著”。此当为图名题上项。图中原题：“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初版

发行”。此图中外蒙古已从中国版图划出，并注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六日，我政府承认其独立。”附《西沙群

岛全图》、《前清极盛时代疆界备忘图》；并附《地志参考》，注明各省市主要特产、面积及人口；还有《古迹及

名胜》，简要列举全国各地主要的名胜古迹。2006 年 3 月购自天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今古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