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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書是作者從事古地圖研究十餘年間的階段性總結，主要涉及總圖、運河圖和海圖等的版

本、圖系、繪圖觀念和地圖背後的歷史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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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瞬間，我從事古地圖研究已有 13 年了。之前主要專注於清代京杭大運

河輿圖的研究，並已出版相關書籍兩部。這期間，我還零散撰寫了一些古地

圖方面的文章，主要涉及總圖、運河圖和海圖等，研究了它們的版本、圖系、

繪圖觀念和地圖背後的歷史。古地圖的類型眾多，數量龐大，雖然這本書關

注到的僅是古地圖研究這棵大樹上的幾個枝杈，但是自信每篇文章在專、深

上尚有可取之處。古地圖研究具有共通性，希望從事相關研究的有心人看到

這本書時，能有所收穫。 

這些文章的撰寫，大部分是機緣巧合，小部分是為了深化之前的運河圖

研究。 

《廣輿圖》和《太平天國萬歲全圖》的研究以及清代大運河全圖初探這

三篇文章，完成於我的碩士階段。其中清代大運河全圖初探這篇文章，開啟

了我的古地圖研究，目前看來，在專題性上仍有可參閱之處。《〈太平天國萬

歲全圖〉考釋》是碩士階段選修課的一篇作業，探討了繪圖觀念和地圖傳統

的中外、古今差異。此外，明代大運河地圖研究的基本內容撰寫於碩士階段，

但是直到清代大運河輿圖研究的專著出版後，才最終定稿，可視為延伸性研

究。另外兩篇關於《運河圖》和《大運河地圖》的文章，則是發現新材料後

的個案探討。 

2013 年進入中國社科院民族所工作後，我對民族所圖書館藏圖進行了整

理和研究，首次披露了館藏總體情況，並就彩繪《天下全圖》撰寫了專題文

章。2016 年，受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邀請，對其庋藏的兩幅海圖進行研究。

這個過程中，先後撰寫了三篇文章，首先進行了圖系總體狀況的研究，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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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 

基礎上，具體對文研院藏圖和新會博物館藏圖進行了闡釋。而對《江海全圖》

的研究則出於偶然，當時對於海圖很有熱情，恰巧瀏覽到這幅身世未明的地

圖，深入探討後發現，這幅地圖暗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涉及漕運、黃河、

海運、南北黃豆貿易等。 

目前，我的研究興趣已經轉到新疆古地圖領域，今後一段時間的主要精

力也將用於這個新領域。在研究中，我將更加注重古地圖史料價值的挖掘，

綜合運用文獻、檔案、古地圖等，進行圖文並茂地歷史研究。在開啟新的研

究領域前，編輯這本文集，也算是對過往讀書生活的一個階段性總結，留下

一份凝固的記憶。 

2018 年 10 月 20 日記於京北回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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