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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中文地图总目》编纂构想

古籍馆舆图组 鲍国强

一、中文地图收藏概况

1.中文古旧地图

舆图组收藏 1949 年以前编制的中文地图达 7,000 余种。其中尤以明、清以

来各种木刻或手绘的政区图、边界图、古河图、区域图等较有特色，无论在数量

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全国少有的，是舆图中的精华。

地图的保存和流传比书籍更加困难，因此得以传世的古代地图极为难得。据

目前所知，全国现存的宋代地图不过 10 余种，其中绝大部分舆图组都已入藏。

如元丰三年吕大防的《长安城图》（1080 年）、四川荣县的《九域守令图》（1121

年）、西安的《华夷图》和《禹迹图》（1136 年）、湖北阳新的《鲁国之图》（1154

年）、苏州的《地理图》（1187 年）和《平江图》（1229 年）等，舆图组都先后得

到原图拓片。解放后考古发现的古地图，如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爨墓中出土的《兆

域图》及长沙马王堆古汉墓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复印件已被纳入馆藏。

舆图组还珍藏了我国最早的综合地图集《广舆图》的明嘉靖初刻本、我国最早的

历史沿革图集《历代地理指掌图》的明刻本及我国最早以经纬测量为基础绘制的

《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十三排铜版地图》。此外，舆图组所藏原清内阁大库

中的《黄河图》和绫木青绿画、黄缎绣龙边广袤七米见方极为壮观的《福建舆图》

均为海内孤本。明代绢绘本《陕西舆图》、《江西全省图说》以及清代《热河避暑

山庄图》、《西陵全图》等清代皇家园林图、陵墓图亦十分珍贵。

舆图组的中文古旧地图还包括清末以来我国运用新方法测绘出版的各种地

图及各种版本。这些地图既是研究我国近代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交

通的重要资料，又可反映出当时的制图水平及其演变过程。馆藏清末以及民国时

期的地图主要有旧陆军测量局绘制的各省详图、当时政府机关及其各种出版机构

出版的省区图和专题地图，如陆军测量局绘制的《浙江省全图》、《北京附近图》，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清帝国全图》、《世界新舆图》，申报馆出版的《中国分省

新图》以及武昌亚新舆地学社出版的《中外舆地全图》等。

2.中文新地图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版的中文地图，馆藏有 19,000 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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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图组收藏的中文新地图以中小比例尺为主，包括普通地图、专题地图、地

名图以及县、市地名录等。建国以来出版的优秀地图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然地图集》、《世界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

地质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地图集》、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土壤图集》、《中国人口地图集》等，舆图组均已收藏。

另外，各省测绘局出版的自然图集、经济图集以及省、地、县、市政区图、地形

图等，绝大部分舆图组都已入藏。各种交通旅游图在每年入藏的中文新地图中也

占一定的比例。

二、总体编纂要求

1.如实地向各级读者群揭示所藏文献是图书馆人的天职。2006 年，舆图组

召开了修订《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 2 月出版）讨论会，讨论了

如何更好地向读者揭示我们馆藏古旧地图问题。现在，馆里要求我们编辑《馆藏

中文地图总目》，就是在《舆图要录》基础上的修订和扩充，是我们应该完成的

一项基础业务工作。它的出版将有利于整合改进地图书目数据库，有利于中文地

图排架的统一工作，也可为以后编制全国中文地图联合目录及地图联机编目创造

条件。

2.总目收录 2010 年底以前入藏的汉文及汉外对照的单行地图或地图集。

3.不收各类文献所包含的地图。

4.款目及其著录要求根据 FRBR、GB/T 3792.6-2005《测绘制图资料著录规

则》（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5 年 8 月出版）和《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北

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 4 月出版）的有关原则设定。

三、选录标准

1.收录各类纸本地图，包括单幅地图、成套地图和地图册。成套地图就是一

次性或分若干次连续出版具有总名和编号的内容上具有某种关联的若干幅地图。

地图册就是正文全部或主要由地图（所含文字是地图的说明文字）组成的书本。

2.收录具有保密意义的地图，在《凡例》着重说明这一点。其他手绘与印刷、

出版与非出版的地图均予收录，以全面反映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文地图藏品全

貌。

3.部分社会参考价值不大的地图不收，如中小学学生练习用地图、部分制作

简陋的景点旅游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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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目组成结构

1.前言

2.凡例

3.目录（世界图具体到国家，中国图具体到地级市）

4.图目正文

5.索引：

（1）图名拼音索引

（2）著者拼音索引

（3）古旧地图简要主题分类索引（如海疆图、河工水利图、长江图、黄河

图、运河图、山脉图、长城图、水陆路程图、军事图、园林图、宫殿图、庙宇图、

陵寝图、风俗图等，款目及编号可互见）

6.后记

五、总目正文分类

1.正文按地图所反映的地区分类：

（1）世界图再分国别小类。

（2）中国图再分省区及地级市小类，县级市县区暗分。

（3）世界政区按 1999 年《世界行政区划图册》为序，个别新的变化按原国

家适当集中；行政区划按 2010 年版《中国行政区划简册》为序。

2.每小类之内排序依据：

（1）按地理范围先大后小排列。

（2）地理范围大致相同的地图按专题性质排列（暗分），其次序如下：综合

性地图、数理地图、地质地图、自然地理地图、社会文化地图、经济地图、政治

地图、历史地图、工程技术用地图、其他地图。

（3）每个专题内的地图按《地图分类主题词表》顺序排列（暗分）。

六、同类地图款目序列

1.图目正文中同类地图著作顺序先按各著作人生年或主要活动年份为序，同

一著作人地图按各著作原创时间为序，其不同派生著作按派生时间先后排列其

后。

2.每一种原创或派生地图著作按版本不同分别编制款目，不同版本款目按地

图制作年代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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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朝代不同年代的版本款目顺序如下（以清为例）：

.--清初

.--清顺治

.--清嘉庆

.--清嘉庆十六年[1811]

.--清嘉庆十六年[1811]至光绪元年[1871]

.--清宣统

.--清末

.--清

4.古图新图统一按地图品种为序混排，不再按制作年代分开。

5.同一版本地图的不同复本按馆藏顺序在同一版本款目下先后著录。

七、款目著录规则

1.地图的版本款目按 GB/T 3792.6-2005《测绘制图资料著录规则》的规定

著录。即著录地图出版或绘制时已经形成的特征，属于这个版本所有复本的共性

特征。各个复本的幅数或册数（包括尺寸）不一且原有数量不可考，版本款目中

可省略幅数或册数（包括尺寸），在各个复本注记中著录各自的幅数或册数（包

括尺寸）。成套地图不做分集款目和单图款目。地图册不做单图款目。

2.每个款目附有必要的附注，不予编写提要。

3.复本注记按《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第六章“测绘制图资料”的

相关规定著录。复本注记主要包括残缺、题跋、批注、钤印、形态与内容改变、

修复改变等有关流传与递藏重要信息的说明。绘本也应记录“部一”的复本特征。

4.每部复本注明个别登录号。

5.每个款目注明顺序号以便正文排序和编制索引。

6.著录用文字为规范简体字。

八、款目格式样例

1.只有一部复本

例 1：

款目顺序号

舆地总图 / （清）顾祖禹编制.-- 绘本.-- 清[约 1661].-- 2册 : 单色 ；22.8×23cm.--

朱格朱丝栏抄暨绘本。内容：“舆地总图”后有京师第一至贵州第十五，“九边总图”后有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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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第一至虔镇图第十二附，最后附黄河图说等篇。

部一1947：首叶钤“学部图书之印”、“吴兴姚伯子觐元鉴藏书画图籍之印”等印。

（此为绘本例）

例 2：

款目顺序号

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图 / 屠思聪编.-- [1∶10500000].-- [上海]：[世界舆地学社]，

[1929.4].-- 1 幅 : 彩色 ；33.9×49.5cm.-- 比例尺一千零五十万分之一。零度经线经过

北平。正面附：整治扬子江水路计划图等7 幅。背面为屠思聪辑朱印宋体字《孙中山先生建

国方略撮要》。本图原为屠思聪编世界舆地学社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第二版订正本《表解说

明中华最新形势图》后附贴图。

部一42745：左下角钤“中华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廿日收到”蓝色铅印字。

（此为印本例）

2.藏有多部复本

例：

款目顺序号

大清邮政舆图 / （清）通商海关造册处制.--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1 册 : 彩色 ；

47×32cm

部一 0093：封面绿色精装，题名为烫金。第十九号云南省处又另夹一张云南省邮政图，

其下有墨笔题：“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改正”字样。此张图中有墨笔修改数处。邱北至

开化无连线（即不通邮）。

部二11264：封面绿色精装，题名为烫金。图册第十九号云南省中用墨笔直接增改。邱北

至开化墨笔画有连线（已通邮）。蒙自至河口的连线旁有墨笔添加的若干小字地名。钤“归

安胡氏”印。此册增补笔迹与第一部增补笔迹为同一人，但增补时间晚于第一部增补时间。

部三 9464：封面红色精装，题名为模压凸字。第二十一号《中国官职图》有铅笔增改，

如沪杭间补画了铁道标记。扉页钤“横滨正金银行北京支店图书室之印”。

（此为印本有多部册数相同复本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