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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  万里图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出版                                 

 任昳霏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形象画法是中国古代地图最常见的地图绘制方法。以形象画法绘制的地图，见山画山，

见水画水，城池、村落散布在山水之间，颇具艺术气息。与实测地图相比，形象画法的地图

起源时间更早，表现地形地貌更直观，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地图的主流。西晋年间，制图学家

裴秀总结了以往制图经验，提出地图绘制的基本理论“制图六体”。在此基础上，计里画方

的画法逐渐在传统地图中流传下来。计里画方地图比形象画法地图更为精确，但图上地理要

素的标绘采用抽象的符号来表示，缺少了山水意境的表达。形象画法比实测画法更容易实现

山水意境，于是，在传统制图理论形成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形象画法仍然是传统地图最常用

的绘图方法。传统形象画法的地图大都以水系为脉络。历史上，如果河流水系发生变化，山

脉就成为地图绘制中，除水系之外最重要的参照。无论是城池村落的分布，还是道路走向、

区划分界，都以水系、山脉为地理参照物。正因为山与水在传统地图中如此重要，所以流传

至今的大部分政区图、综合地理图中，山水几乎成为标配。与此同时，以山水为主题的古代

地图，还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地图类别——山川地图。 

国家图书馆是国内古旧舆图的主要收藏单位，保存了大量的明清山川名胜地图。2021

年 4 月，由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师范大学联合整理编著的大型地图图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

川名胜舆图集成》十卷本，由上海书画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图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汇集国家图书馆山川名胜地

图 74 种 100 多幅（册）。本次出版成书的山川名胜地图，大都以全貌首次公之于众。全书按

照主题分卷编纂，分为川图卷、山图卷和名胜卷。其中，川图卷包括长江、黄河、运河、湖

泊及其他川图五类；山图卷包括五岳、佛教名山、道教名山和其他山岳四类；名胜卷包括皇

家园林、私家园林及其他名胜古迹三类。在分类的基础上，地图排序以绘制年代先后为依据。

每幅地图均附有相应的文字介绍，说明地图版本信息、绘图背景等基本情况。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通过图文对照的展示形式，将地图的基本信息

一一考证，把地图置于当时绘图的历史背景之中去考察，试图为读者查阅地图提供有价值的

参考。然而，由于地图保留下来的线索有限，并不是每幅地图的版本信息和历史背景都能准

确判断出来。因此，此次大规模地全面展现山川地图的全貌，旨在为学术界提供一手的直观

的地图资料，供更多的学者共享。由于山川地图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传统山水画的影响，除特

定的地理要素之外，山川名胜地图同山水画一样，具有强烈的人文性。文人雅士流连在名山

大川之中，自然与人文因素相结合，形成了图中有诗、图中有画、图中有意的特点。山川名

胜地图直观地展现了名山大川的人文意境，也保存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历史事件和地图思

想。由于传统手绘地图涉及地域广大，绘制极为不易，流传至今的古代地图，基本上都属于

明清时期。此次出版的山川名胜地图，时间跨度上起金代，下至民国。在单幅地图考证清晰

的情况下，全书按时间先后排序，还可以展示不同类别地图的源流谱系和发展脉络。此外《中

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将山川地图与相关文字记载相对应，有关地图版本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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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背景才能更加形象立体地展现出来。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所选地图具有丰富性、系统性和珍贵性的特点，

代表古代山川名胜地图的绘图水平。以山川名胜为主题的大型地图集公开出版，填补了古旧

专题舆图出版研究的空白，也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地图学等学科理论建设奠定资料基础。当

我们试图解读地图，了解地图背后的历史时，经常发现这些地图无论是以山川河流为主题的

山川地图，还是以传统形象画法绘制的其他门类地图，都涉及历史、地理、考古、艺术等多

学科的知识内容。很难想象，笔画千里，山河意境，洋洋洒洒地布满幅面，我们却对地图本

身知之甚少。因此，有关山川地图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势在必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

胜舆图集成》展示的地图全貌，是古地图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基础资料。 

国家图书馆作为此次出版山川地图的收藏单位，负责整理、考证版本、数字化等基础工

作。为此，图书馆人每天沉浸在故纸堆中，重复做着考证地图版本、编目书目数据、整理地

图书库、更换地图装具等工作。山川地图基本是采用传统形象画法绘制而成，大都缺少最基

本的版本信息。这为图书馆的地图整理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也无法为读者提供有效的资料获

取信息。经过几个月的考证，书中涉及到的大部分地图，著录信息都逐渐清晰。由于国家图

书馆藏古旧地图数量庞大，针对每幅地图的考证工作仍然十分艰巨。今天，开放的图书馆将

曾经秘不示人的古旧地图陆续展示出来，供更多的人观览研究。读者与文献的距离拉近了，

需求也提高了。作为负责地图整理研究的图书馆人，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有兴趣关注和了解古

代地图，也希望当人们看到这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时，我们的地图整

理工作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我们为此将继续努力。 

 
图 1《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