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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图组提善文献综述 

白鸿叶 

 

经过 2006、2007 年两年的准备，终于在 2008 年 1 月由王丰会、吴碧华和白鸿叶三位同志完成了舆图的提

善工作。共提 138 种 1225 册/件藏品，其中地图 117 种 592 件，照片 21 种 633 件。对于提善前前后后的不易，

所有提善人员都有体会，我就不再详述，本文主要介绍一下提善舆图入藏舆图书库带来的诸多益处。 

读者都知道国家图书馆有一个专门收藏古今中外各种地图的舆图组，尤其是古旧地图的收藏。这些地图都

收藏在善本书库，要到善本阅览室才能阅览。谁曾想到在别的书库或阅览室居然也有不少地图收藏，尤其是古

籍馆的普通古籍书库和地方志书库竟有百种舆图收藏。提善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首先将这百种舆图汇入了舆

图总库，极大地方便了编目、库房管理和读者各类人员，其中一部分舆图是舆图总库未曾入藏，极大地丰富了

舆图库品种，有些舆图与原藏舆图为同一品种的不同版本，这就补充了已有舆图的版本，同时也汇合了版本相

同的舆图。不仅如此，有的舆图也为编目人员著录同类舆图文献提供了相关的参考信息。 

 

一一一一、、、、极大丰富了舆图品种极大丰富了舆图品种极大丰富了舆图品种极大丰富了舆图品种    

提善的百种舆图中，种类极其丰富。有全国图：《大清中外壹统舆图》、《皇朝舆地全图》、《皇清地理图》、

《舆地全图》、《舆地图》等；有分省地图：《黑龙江全省四至地图全集》、《光绪湖北舆地记》、《黑龙江舆图说》、

《湖南舆图说》等；也有一些专题地图，如天文图：《十二月中星图》、《天文占验图》、《星宿图》、《最新星图》、

《道光甲辰元赤道恒星图》等；河工水利图：《二华开河渠图说》、《海宁念汛大口门二限三限石塘图说》、《华阴

县新修河渠图说》、《皇朝沿海图说》、《黄河埽工全图》、《全国水利局治淮施工计画图》、《山东境内全河形势详

细图说》等；有风景名胜图：《广陵名胜图》、《江南省行宫座落并各名胜图》、《钦定避暑山庄图》、《钦定热河志

图》、《热河三十六景诗图》等；有路程图：《出巡各站图》、《启銮路程图》、《圣驾南巡经由山东陆水路程站总图》

等，还有堪舆地图：《永思堂田宅兆图》等。 

其中《兰山县保甲图》绘制虽不精细，但属于官绘本地图，图中绘出了兰山县四隅保共 107 个，整个县境

只绘有一条道路，并用红点线表示，图中还用 24 个红签特别标出西南县境内各保匪首姓名，如卧牛山匪首宋黄、

永泉匪首傅双力等。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制手段，它的最本质特征是以“户”

（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保甲制度起始于宋代。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实行变法，在军事方面，试行

民兵，作为宋王朝的辅助军队，以改进当时军队的腐败状况。其主要内容是，将农村农户加以编制，10 家为 1

保，5 保组成 1 大保，10 大保组成 1 都保。选取有财产、有才能的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明清两代亦

有类似的制度。清初，因袭明制，地方实施里甲制。该制以纳税民户为单位，多 110 户编为一里，设有里长，

里下为甲，每甲 11 户，设有甲长。保甲制在清初与里甲制并行，但其主旨只是治安保警，查察奸宄。清代保甲

组织结构是牌、甲、保三级制，都采用十进制。保甲组织的主要职能是稽查“邪教”及其他不法分子。知县、

巡检等官吏对地方的巡查与保甲制的实施，两者相辅相成，为清廷在地方上构筑了一条较为严密的防御线，有

力地巩固和加强清朝的统治。到了清朝末年，基层乡村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乡设自治公所。清末，中国的传

统乡村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光绪末年和宣统初年，清政府倡行乡镇自治。可见此图当绘于光绪末年之前保

甲制度实施的时候，图中特意标注各保匪首，说明保甲制度还是发挥着治安保警的作用。 

堪舆地图是用来表现堪舆学中的龙脉思想（即人们说的风水），天星与地形的关系，城市、地区或居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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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和周围地理环境，墓地的疆界及周围地理环境等内部的地图，是一种特殊的专用地图。堪舆地图并不

多见，这次提善工作中却遇到《永思堂田宅兆图》，很是难得。图中记述了茔地的面积尺寸：“茔地畛东西宽十

七丈，南北长三十二丈，茔门东西宽二丈，南北长八丈，合计共地九亩三分三厘三毫三丝”。 

绿植数量“外围刺松计一百六十七株，光绪二十九年，因有枯亡屡次补栽不成，经恂（四世裔孙名恂）商

之同族，于松樯之外周围另栽刺松一百五十株。俟此树长成后将原来松树刊去下边即以此作外墙，里围柏树二

层，神道柏树两行共计一百七十四株，前后左右及四隅杨树计二十三株，茔后榆树九株”。 

“茔地东南隅蔚然公墓表碑一座，西南隅乙亭公墓志碑一座，又护茔地存案碑一座，松墙外东南隅守墓房

三间，于宣统元年恂商之同族，添修北屋五楹以备停柩。”绘图者在最后题识中还明确表示：茔地中树木和房间

布置都是有次序的，与风水堪舆有关，不准随意增减，并告诫后人如有枯亡塌毁，需即时添补。 

 

二二二二、、、、补充了已有舆图版本补充了已有舆图版本补充了已有舆图版本补充了已有舆图版本    

《广西舆地全图》是北洋机器总局图算学堂根据清会典馆规定图式经实测编制而成，全图分为上、下二卷，

图凡 104 幅，内有省、府、州、厅总图及各县分图。省总图前冠“广西全省经纬度图”。总图皆附图说，分图皆

附表解。舆图库藏有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本、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本和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印

本，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本系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石印同名图之修订重印本，分上、下二卷，上卷

更正 15 字，下卷更正 28 字。普通古籍库藏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广州十七甫澄天阁印本。这次提善将四种

版本进行汇合，既便于读者阅览，也便于工作人员和科研人员搞清《广西舆地全图》的版本沿革。 

舆图库藏《南岳全图》为彩绘本，全长 211 厘米，全图采用山水画法，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衡州、湘潭、衡

山等府、县城池，以及南岳诸峰、庙宇、古塔和湘江中的行船等，色彩鲜艳。普通古籍库的《南岳全图》与之

相比，城门楼颜色偏蓝，且长沙省城少画两个城门，长沙省城右侧少画一座塔，左侧少画一“猴子石”，且江中

船只上没有船夫。湘潭县城虽城门一致，但城形状略有变化衡州府城也少画一个城门。总的来看，两幅图相同

之处甚多，细微差别也不少，此两幅地图的汇合，对于研究古代地图的摹绘，舆图造送都有参考价值。 

《东陵图式》，舆图库藏本和普通古籍库藏本都有彩绘本，系清帝谒东陵时的往返路线图。一册用山水画法

彩绘，一册仅简要墨绘出道路及沿途村庄。图中绘有两条路线，红虚线是走行宫，黄实线是走芦殿，黄实线进

入定东陵菩陀峪之后就没有返回线路，定东陵菩陀峪是孝钦显皇后即慈禧太后的陵寝，说明此图是将慈禧

的梓宫运抵东陵的路线图。从东直门出发，出朝阳门，到通州，到燕郊行宫、白涧行宫、独乐寺行宫、桃花寺

行宫、隆福寺行宫，从东便门进入东陵，在祭奠各祖陵后，又原途还宫。 

除上述三种舆图外，还有《川边各县舆地图》、《广舆图》、《广西全省地舆图说》、《恒星赤道经纬度图》、《皇

朝一统舆地全图》、《皇朝直省地舆全图》、《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天文图》、《圆明园

图》、《中国舆图》等舆图也不同程度地补充了各自的版本系统。 

 

三三三三、、、、汇合了同一版本的舆图复本汇合了同一版本的舆图复本汇合了同一版本的舆图复本汇合了同一版本的舆图复本    

《中国近世舆地图说》清宣统元年罗汝楠编纂，方新校绘，共有 8 册，是广东教忠学堂舆地学教材。首为

总论，次为各省分论，各有图和说。《福建内地府州县总图》清光绪年间朱宝善绘，1 册，但图有残，仅存 9 府

2 州 50 县地图。《湖南全省舆地图表》清光绪二十二年湖南抚署编绘，共 16 册，单色，画方计里不等。本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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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会典馆规定图式经实测编绘而成，内有省总图和府、厅、县图 94 幅，各图附说或表解。《玄奘西域行迹图》

刘定权绘，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南京支那内学院出版，1 幅，双色，本图是根据《西域记》绘制，对《慈恩传》

载奘师西域行迹之错误有所补正。舆图库原均有上述地图的相应版本。再如《河南省图》、《湖北舆地图》、《皇

舆全图》、《畿辅舆地全图》、《吉林省全图》、《江西全省舆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说》、《历代舆地沿革险要

图注》、《内府地图》、《南巡临幸胜迹图》、《三省黄河全图》、《山东黄河全图》、《万国舆图》、《新绘沿海长江险

要图》等地图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复本，却被分放在两个不同的库房。此次提善将这些分居多年的地图归并在

一起，着实是个好事。 

 

四四四四、、、、为编目提供参考信息为编目提供参考信息为编目提供参考信息为编目提供参考信息    

《东陵图式》，2 册，图纵 13 厘米，横 10 厘米，全图彩色描绘出清帝谒东陵时的往返路线，一册用山水画

法彩绘，一册仅简要墨绘出道路及沿途村庄。舆图库藏本为两册，普通古籍库只有彩绘本，两库藏本山水绘法

基本相同，但普通古籍库藏本的内容注记更清晰，不管是对编目人员还是普通读者都可以更清楚清帝谒东陵的

日程路线。舆图库藏本中注明九月二十七日抵达燕郊行宫，二十八日到达白涧行宫，二十九日到达桃花寺行宫，

三十日到达隆福寺行宫，初四还在隆福寺行宫，初五到达白涧行宫，初六到达燕郊行宫，初七日还宫，对于九

月三十日至十月初四日之间未交待清楚。普通古籍库藏本弥补了这一点，将这四日去向交待清楚了，九月三十

日初到隆福寺行宫，将梓宫安放在定东陵菩陀峪，回到隆福寺休息，十月初一先去昭西陵，再到孝陵、孝东陵、

景陵和裕陵祭拜，回到隆福寺休息，初二日到定陵、定东陵普祥峪、菩陀峪、惠陵祭拜，回到隆福寺休息，初

三日又到菩陀峪，初四日从隆福寺起程返宫。 

《惠陵妃园寝二段铜活图样》内容包括大殿前檐格扇三槽槛窗二槽上面叶图样、大殿前檐格扇槛窗上红铜

镀金云龙腰花二十件、黄铜五供、黄铜香炉、黄铜花瓶、角门红铜金兽面仰月叩环二副等图样。该图册中每一

图样都用黄签明确标注名称，为我们著录样式雷图档提供了可靠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