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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新入藏中文舆图概述

 吴 寒 任昳霏 古籍馆舆图组

采访是国家图书馆舆图组的基础工作之一，也是沟通读者与馆藏的重要桥梁。这项工作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古旧地图。古旧地图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拍卖，通过全面阅

览拍卖图录，参观拍卖预展等方式，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把握拍卖市场的古旧地图存量，并

从中择优入藏。二是捐赠，一些藏家将自己或祖辈的私人收藏捐赠给国家图书馆。第二是古

地图的影印出版。古地图的影印或将某一种舆图单独影印出版，或以专题、系列集结。这些

影印出版的底本一般为海内外各大图书馆、博物馆的藏品，能够丰富国家图书馆舆图的馆藏。

第三是新图的编绘出版。以下就从这三个方面概述舆图组 2022年中文舆图的入藏情况。

一、古旧地图

一般来说，1912年以前的舆图被称为古地图，而 1912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舆图

为旧地图。2022年，曾任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的刘季平之子刘鲁向国家图

书馆捐赠地图 5种 59幅，其中 4种为新中国成立前所编绘，具体情况如下：

1. [长江中下游附近地区二十万分一图]（1种 13幅）

此图为新四军第一师参谋处翻印，为单色石印本，有破损。13幅地图涉及奉贤县、嘉

兴县、如皋县、阜阳县、正阳县、立煌县、经扶县、英山县、汉口市、萧县城、铜山县、凤

台县、凤阳县、望江县、六安县、巢县、宣城县、盐城县、淮安县、泗阳县、镇江市、南京

市、广德县。图上用朱色笔迹标注重要地名。图廓不等。所有分幅地图可拼成一幅。为保存

地图，图背附麻或牛皮纸，以增加强度，推测为新四军苏浙军区与日伪反攻作战时使用的军

用地图。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苏浙军区部队决定就地向四周发展，独立

自主地举行战略反攻，并作出相关军事部署。此图系对日行军作战时的军用地图，为新四军

部队抗日斗争做出了积极贡献，也是见证长江中下游抗日战争胜利的珍贵文物资料。

2. 华北详图（1种 6幅）

石印本，手工着色，此图系刘季平个人旧藏，是新四军黄河大队北上时使用的军用地图。

图上标有黄河大队北上路线，并有朱色笔迹“黄河大队”的字样。1946年 6 月，国民党进

攻华东解放区，苏皖边区政府为配合陈粟大军转移，将政府内的非战斗人员改编为一支队伍，

命名黄河大队。黄河大队由计雨亭任大队长，刘季平任政委。黄河大队先后辗转苏北及晋冀

鲁豫地区。此图系 1946年底至 1947年 2月，黄河大队由山东北上河北故城的行军路线规划

图。刘季平夫人吴瀚作为机要秘书，负责保管行军地图。此图来源明确，是了解新四军历史

的珍贵一手地图资料。

3. 苏南全图（1幅分切 2张）

此图系刘季平个人旧藏，是渡江战役之后，华东野战军苏南军区进驻江南解放区时使用

的军用地图。1949年 4月 1 日，根据中央军委和华东军区命令，苏南军区筹备机关在泰州

成立。经过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江苏全境解放。苏南全图系江苏全境解放后，华东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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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进军苏南，建立新的行政区划和领导机构时使用的军用地图。此图不仅反映出江苏解放的

历史，还是新中国建立苏南行政区划的历史见证。

4. [南中国十万分一图]（1种 14幅）

此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陆地测量队编绘，为单色石印本。14幅地图分别为

南京、温州、福州、汉口、香港、南昌、贵州、临汾、宜昌、潼关、长沙、桂林、广州、海

南。此图系淮海战役之前，华东野战军测绘印制的军用地图，推测可能在淮海战役中使用。

淮河战役前，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测绘室曾根据指示，测绘南中国地形地势、敌防工事等军事

用图和地形资料。此图是淮海战役的见证，也是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测绘事业历史的文

物资料。

二、古地图的影印出版

2022年入藏的大型古地图集主要有：

1. 西北城市变迁古旧地图集粹

此图册为张萍主编，由西安地图出版社于 2021年出版。这一图集汇集了与西北城市变

迁相关的古旧地图 268幅，编排方式则以地理区域为基本单元，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西北各城

市的历史变迁情况。本图集所收录的舆图大部分来自国家图书馆，也有不少来自其他收藏单

位的舆图，例如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资料室藏《甘肃新通志》中的《舆地志·图

考》，日本东亚同文馆编纂发行调查资料第六卷《甘肃省附新疆省》中的《兰州府城略图》，

西安市档案馆藏《西京市区域图》《西安市区域全图》等等，可以补充我馆在西北舆图方面

的馆藏。

2. 京津冀古地图集·国图卷

此图册为唐晓峰主编，由文津出版社于 2022年出版。此图集作为一部专题地图集，收

录了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关于北京、天津、直隶地区的大量舆图资料。本图集分为三卷，第

一卷为北京城市图，包括北京城、北京宫殿、坛庙、园林、皇陵、漕运、粮仓等主题；第二

卷为畿辅区行政建制图；第三卷为一些专题图，包括州县、河流、交通、长城等主题。本图

册的出版极大方便了社会各界了解和学习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虽然这批舆图已经收藏在国

图，但是本次结集出版将这批文献进行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分类整理，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深入

挖掘。事实上，我馆的北京舆图收藏非常丰富，不仅内容涵盖很广，而且时间跨度很大，其

中也有不少珍本和孤本，而《京津冀古地图集·国图卷》也可以视为对这批北京图专藏的又

一次资源整合。

3. 安徽省历史地图集·古旧地图卷

此图册为安徽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实施、安徽省测绘院（安徽省测绘局）承编，安徽省第

四测绘院编制，由中国地图出版社于 2021年出版，汇集与安徽历史文化相关的古旧地图 339

幅，这些舆图按照主题内容分为四个篇章，分别为觅迹江淮、溯源安徽、巡踪府县、专题舆

图。每个主题之下按照时间排序。其内容不仅涵盖安徽地方舆图，也包括一些大型世界图、

疆域总图中的安徽部分，搜集面非常广。这些文献资料来自海内外多家图书馆、档案馆，如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詹姆斯·福特·贝尔图书馆藏《坤舆万国全图》、四川省博物院藏《九域

守令图》、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禹跡图》、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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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天下舆地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新图志》、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

藏《乾隆内府舆图》、中国地图出版社藏《大中华民国分省图》，等等。

三、现代地图编绘

我馆入藏现代地图的渠道主要有呈缴和购买两种。

1. 呈缴

由于地图的测绘和出版专业化较强，因此长期以来形成了多家以地图为主要业务的大型

出版社，如中国地图出版社、成都地图出版社、西安地图出版社、山东省地图出版社、中华

地图学社等，这些出版社也就成为中文新图的主要来源。相关舆图的类别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城市地图，如中国地图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城市地图集系列；二是交通地图，如中国

地图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公路里程地图分册系列；三是地质地图，如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陆续出版的中国重要经济区和城市群地质环境系列图集。四是地名地图，如成都地图出版社

陆续出版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地名图集系列。近年来，少儿读物类地图的出版热度有所上

升，代表作品有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洋洋兔手绘版《中国地理地图》和《中国历史地

图（人文版）》等。

2. 购买

呈缴地图以近一两年出版的新图为主，而一些以收购二手地图为主要业务的书商，则往

往能够搜集到各种出版年代较早，或者是各单位内部测绘和使用、并未公开出版的地图。这

些地图经过查重之后，便可以考虑入藏。例如今年从松鹤瑞祥公司购入两批舆图，包括大量

国道、高速公路的设计图，这些舆图多在国道的工程投标、初步设计、可行性研究阶段产生，

一般为相关设计研究院内部测绘，反映了关于同一条公路的多种设计方案，有非常重要的文

献价值。例如关于沈海高速福夏段扩容二期工程福州江阴至泉州惠安段路线就有 B+A线、

G线、D线、K线等多个方案的平纵面图，形成同一主题的系列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