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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图”的认知与保护实践谈
———记一次古旧纸质地图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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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代舆图历史悠久，是我国文献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图书馆文献保护开发利用的薄弱环节。如

何依据舆图文献本身史料价值及收藏特征做好对其科学的保护与整理正日渐成为专业性课题。本文重点介绍笔者近期

修复完成的几幅珍贵地图的实践经历，进而引发对舆图文献保护工作的认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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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图亦称“舆地图”。舆的本意是车箱，用来

承载物体，因为地图上载有山川、城镇、四方地物，
所以古人就把地图叫作舆图，把地理学叫作舆地

学，甚至把看风水叫作勘舆学。《汉书·江都易王

非传》记：“具置军官品员，及拜爵封侯之赏，具天

下之舆地及军阵图。”
在古代，舆图作为国家疆土的象征、土地主权

的凭证，具 有 庄 严 神 圣 地 位。周 朝（前１０４６－前

２２１）天子分封诸侯时，同时将所分属地的地图赐给

他们，如发生争执，则“以图正之”。延至今天，随着

人类的进步传统舆图也已步入高科技信息化时代，
先进的网络地图、三维地图、卫星定位地图在给人

们带来了便利的同时却依然保留着其本源属性，既
舆图的珍贵档案史料性；舆图的艺术观赏性；舆图

的理性分析与测绘和感性的神采与风韵。近年在

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多期大型文献特展上，每次总能

看到独具风格特色的珍贵舆图藏品。如何依据舆

图本身文献史料价值及收藏特征，做好对其科学的

保护与整理，加快舆图数字化进程等专业性课题正

逐渐走入研究者的视野。本文将介绍笔者近期修

复完成的几幅珍贵地图整理经过，并由此引发对舆

图文献保护工作的认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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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舆图”的认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知

　　中国古代舆图历史悠久，其发展大体上经历了

原始地图、传统地图和实测地图三个阶段。原始地

图是人类社会初期出现的简陋地图，它尚未摆脱图

画和神话传说。传说中国最早的原始地图是夏禹时

的“九鼎图”，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汉代。公元前１１
世纪的西周初年，周、召二公为营造东都洛邑，绘制

了《洛邑图》，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城市建设

图。１９７７年在河北平山县三汲村出土了战国时期
（前４７５－前２２１年）的《兆域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

地图。它用金银片镶嵌在青铜版上，图形和注记表

明了此图是按一定比例尺和方向制作的。西晋出现

了制图学理论专著《制图六体》，随即地图绘制进入

了形象画法和计里画方的传统制图阶段。明代罗洪

先（１５０４－１５６４年）绘制了《广舆图》，共４４幅，对以

后地图编制产生了较大影响。１５８２年后，西方利玛

窦等传教士相继来华，带来了西方的地图投影和经

纬测量等制图方法。清代在全国组织了大规模的经

纬度测量和三角测量，分别于１７０８－１７１８年和１７６０
－１７６２年绘制了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

图》，使中国地图学有了新发展，地图制图方法也真

正进入到实测阶段。中国古地图的绘制方法与众不

同，独具风采，它不仅注重实用性，而且讲究艺术性。
笔者曾见过现存中国古代舆图里尺寸最大的《福建

舆图》，采用的是中国古地图绘制中的传统形象画

法，通俗地讲这种画法就是见山画山，见水画水，一
目了然，直观生动富有艺术性。

地图是以图像作为信息符号，有着语 言 文 字

不可相比的优点，因此古旧地图作为特殊文献载

体相对于古籍和普通书而言具有“大、厚、重”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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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是 指 地 图 尺 寸 一 般 较 大，图 幅 纵 横 超 过

１００厘米属于 常 见 现 象；厚 是 指 制 图 所 用 的 材 料

无论是绢是绫是纸经过加工都会很厚，这样目的

是为使地图坚固耐用；重是指单张地图或整本地

图册分量较重，这点又与传统地图的装帧装池与

存放装具制做紧密相关。当我们开始进行古旧地

图整理之前，必须先要了解这些，只有掌握到每件

地图藏品的文献价值及形式特征之后有针对地制

定出 相 适 合 的 保 护 方 案，才 能 做 到 理 性 科 学。
２０１０年笔者接到四幅纸质地图的修复任务，在一

段时间的修复实践中，我们严格遵循文献保护与

修复原则逐步进行。首先从收藏者那里听说了其

收藏“故事”，了解了每幅地图的史料文献信息，这
些都为修复任务的顺利完成提供了帮助。四幅地

图文献情况介绍（内容由孟庆宇先生提供）：
（德）克 里 格（Ｋ０ＩＧＬ）绘 制。比 例１：２５０００，

有图例９个。１９０３年 德 国 皇 家 出 版 社 出 版。套

色石 印，图 廓６０×６０ｃｍ。经 查 是 图 为１９０１－
１９０２年由德国远东军大尉哈斯（ＨＡＳＥＥ）主持下

用现代实测法绘制的第一张天津地图，图文信息

同步准确。租界内有３处主要公署、领事馆、旅馆

均以阿拉伯数字标识，并在图下方以文字作出索

引，同时对一些重要建筑形式地貌作出文字标著，
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天津城市的整体格局。该

图年代久远印量不多，且为西方国家出版社出版

的外文地图，收藏价值颇高（图１）。

图１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天津）

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内务部职方司测绘 处 绘 制，
京师京华印书局代印。比例１：８５００，方格网标识

一方格为一平方华里，采用传统测绘和近代测绘

兼用方法。套色石印，图廓１００×１１５ｃｍ。经查该

图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张北京全图，图中较为

详细地标识了民国初年北京内外城区域内的城市

格局变迁及地名变化等信息。有图例３２个分别

标识城垣、城门、水道、湖泊、桥梁、学校、医院、警

局、消防、水井、寺庙、公署、驻军 等 诸 多 要 素。最

有特点的是图上标有大量自来水图例，关乎民生

十分难得。此图由官方测绘，不仅尺幅大内容且

详，其信息准确性优于一般商业出版社，加之官方

出版物多不公开发行，更觉难得（图２）。

图２　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

安仙生绘 制。比 例１：１０５００，民 国 二 十 二 年
（１９３３）五月出版，安警众发行，采用实测地形地貌

的方法。套色 石 印，图 廓１０８×７８ｃｍ。该 图 以 测

绘年代分 析 正 值 北 京 城 市 街 巷 名 称 出 现 频 繁 更

改，图中不仅将改后名称全部替代原名称标识图

上，同时附带新旧路名一览表，为同时期出版地图

所少见。有图例２８条，特点是图例中没 有 公 署、
警察等行政执法机构，却对苇地、尖叶树、阔叶树

等有所反映，如测绘准确的话看此图我们即可想

见北京城七十年前的绿化景况。国家图书馆善本

部舆图组编辑出版的《舆图要录》中就此图有不错

的评价，称其为三十年代初期北平地图出版较为

详细准确的一幅（图３）。

图３　北平市内外城分区地图

天津县警 务 局 第 五 分 局 编。比 例１：１００００，
有图例７０个，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八月天津屏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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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书馆制。套色石印，图廓２１５×１５５ｃｍ。该图尺

寸较大（相当于４个全开尺幅），是日本占据天津

后重新划分 行 政 区 域 后 第 一 批 地 图。１９２８年 北

洋政府倒台后天津地区经济发展迅猛，与此同时

城市规划也得到同步发展。１９３４和１９３６年先后

两次将天津县所属部分区域共计４３个村划入市

区，使天津市区总面积达１４０多平方公 里。此 图

绘制应以同时期天津地图为基础而成，除改绘了

区域划分外，重点侧重绘出治安管理的有关信息，
对这一时期天津历史研究有着重要作用（图４）。

图４　天津特别市现行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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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实践记

　　在了解以上待修地图文献信息之后，接下来

就要考 虑 具 体 整 修 方 案。地 图 作 为 人 们 日 常 生

活、工作使用的工具，经常会被展挂陈列因而容易

出现缺损、开裂、褶皱、板结等现象，稍有年代的旧

图更是这样。如何使完成的地图信息得到恢复并

让地图存放即有合理装具又方便使用将是这次工

作完成的重点，以下总结修复过程及采取的方法。
２．１　分析地图修复的难点、要点

观察这四张图时发现其用纸均为近代机械纸
（即地图纸木浆纸），存在问题是：整图幅面较大，
纸质本身发脆，颜色偏黄，缺少韧性，折痕、拼接缝

处断裂开裂严重，局部撕裂缺损。
２．２　方法研究及档案的建立

分析实际存在问题后，我们按照以往古籍修复

方案要求进行档案记录。除对地图本身资料信息、
破损情况逐一认识记录以外，还对每张地图不同位

置纸性做了ＰＨ值测定；在修复过程中利用摄录机

和拍照设备，详细工作步骤及细节处理方法，这两项

工作的实施为今后判定修复得失增加了科学凭据。
２．３　修复过程技法举例

　　图１、ＴＩＥＮＴＳＩＮ（天津）的修复：此图之前经

过托裱成镜片式样，纸质很厚，绫边残破严重，覆

背原用粗质布料且有字迹，因此复原性修复成为

该图完成重点。
第一步：展开、清洗 图 面。为 揭 取 方 便，在 此

图展开之前，先将大于整图尺寸的塑料薄膜服帖

在裱案上，先从正面观察图面情况记录后将背面

冲上展开，用温热水反复清洗，这样做一来可以去

脏降低纸张酸度，同时又为揭旧覆背环节做到提

前润湿闷透的准备。
第二步：润透、揭去旧装。揭背时发现原图装

裱共用两层背纸另加一层布料，局部加上嵌条有

三四层厚，修复用糊又稠，因此揭旧时要特别细心

小心，能搓动的先揭，暂时不能动的要使水多次浸

透些，直至两层分离方好。该步骤要注意水分多

少的掌控，不应使图面位置有丝毫移位错位。
第三步：拼接裂缝、补齐破损。揭去背纸的地图

需要进行补破，该图补纸选用揭下来的单层旧背纸，考
虑到旧纸材质、颜色与原图非常接近且纸性尚好，补后

效果不错。接缝处采用贵州皮纸链接，韧性较好。
第四步：原镶料修复、新配材料做旧。完成复

原性修复关键要对拆下来破损绫边继续补救，尽

量保留原镶边上文字信息。该图原边经过修补拼

接只保留了上下两条，左右两边则采用新绫染色

加镶，使其最终达到协调统一。
第五步：装裱还原、压平整理。接下来就是以镜

片制作步骤还原装裱，由于该图破损较重，在托覆背

还原有字迹粗质布料后，我们并没有上墙蹦平，而是

在地面垫上两层撤潮纸后将地图平铺，上面马齐盖

上中密度板阴干压平。最后整理少量施腊呀光，使
图面舒卷自如。图４、天津特别市现行区域图的修

复：与其它三幅地图相比此图尺幅过大，破损严重，
修复有些难度。在完成并总结了其它三张地图修复

心得之后，我们最后开始这张的工作。与以上步骤

重复方法不再赘述，仅就特殊做法加以说明。
（一）图在展开清洗之前先将两大块塑料薄膜

相搭，用水使其服帖在整张裱案上。然后把地图

正面朝上逐一置于准确位置，随后用热水排刷淋

洗，反复多次。在清洗时要不停校看地图每处拼

接笔画线条，确保“毫厘不差”，这点非常重要，因

为我们知道地图是实际地旷地貌的真实缩影，如

果因修复使图面产生毫厘误差，那可就会出现“谬
之千里”的笑话了。这也是我们修复每帧地图时

特别谨慎小心之处。
（二）由于图幅过大（原为四开纸组成）且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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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破损，在保证图面准确无误后，我们选用６公分

皮纸条先从正面，用稀浆水以２０公分见方的十字

分布整张图面进行加固（覆背后要从正面将皮纸条

全部揭去）。再用两大张塑料薄膜附上排实，随后

整张地图反转背面朝上，揭去背面薄膜开始地图修

复，这里要说明的是，图大修补不可能很快完成，薄
膜要随修随起，避免因水分干湿不均造成修补不平

现象发生。缺损补纸选用藏家提供的废旧图纸。
（三）修补完成后进行覆背，该图采用馆藏高丽纸

做背纸，拼接时遵循“下压上、右压左”的规范，这是我

们此前没有做过的。另外，为方便修后地图的保管和

利用，这次装裱全部采用纯棉豆包布加固为托衬，这样

裱得地图即柔软又容易折叠，效果十分明显。
２．４　舆图的装帧装具处理

如前所述，四幅地图修复完成装帧基本采用加

阔镶边，豆包布做加固托衬的形式。与此同时，我
们对存放实用的装具设计也一直研究。经过多方

选择比较，结合地图本身特征，最终购买到直径５
公分，壁厚为１公分的硬牛皮纸棒，使用时量出每

图的宽，两端分别留出２－３厘米截取，再用同样牛

皮纸封堵纸筒，然后把地图卷起并包裹纸张，使修

后的地图即可平放又可插架。实践说明，这种以纸

筒装具收束地图的方法具备灵活便利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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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作为地形地貌地名变迁的平面载体历来

被政府职能部门、军事组织、历史学者及各级建筑

部门所重视，同时对于喜欢追忆旧事、关注家乡变

化的人们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其更是鉴

证城市发展和地图收藏爱好者的至爱。通过这次

舆图的修复经历，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地图文献在图

书馆文献收藏中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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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高校古籍特色数据库建设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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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建设全文数据库，提升数字化服务能力

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古籍数字化总体上还

处于书目数据库建设阶段。当今社会，全文数字

化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单纯的书目信息已

经无法满足人们对数字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的

用户希望通过互联网直接获取原始文献。加快古

籍全文数字化的步伐，为用户提供更多在线浏览

的全文，提升高校图书馆的古籍数字化服务能力。
４．２　发挥大学图书馆的教育职能

古籍特色库的建设要优先考虑为重点专业教

学科研提供文献保障，强调学术信息服务。还要

创造条件发挥大学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古籍文献

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物质载体，也是对大学生进行

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素材。通过古籍特色数据库

建设，适当增加知识性内容和设置阅读导航，对于

合理引导大学生的网络阅读、弘扬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４．３　按照统一标准，规范建库

数据库建设是否标准规范，关系到数 据 库 的

兼容性和互操作性，进而影响数据交换和资源共

享。在古籍特色数据库建设过程中，应采用符合

标准规定的软件平台，必须遵循相关标准规则，建
设符合数据质量要求的资源，以确保用户能够准

确、完整、迅速地检索到所需信息资源，保证网上

各图书馆之间数据能够兼容。
４．４　加强古籍特色数据库的联合共建

古籍特色数据库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有

资金、人员和技术投入。馆藏特色古籍的规模、完整性

及稀缺性，更是直接关系到数据库的特色和实用性。
为了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古籍特色资源优势，联合具

有同类特色馆藏的图书馆共建数据库，优势互补，提供

更多有价值的文献。具有相同专业学科的高校也可

以在人员、资金和技术等方面展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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