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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otal of 1,387 maps contained in 275 local gazetteers are examined. These 275 

gazetteers are sampled out of 650 titles from the Ming dynasty available in Taiwan 

libraries. Several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can be generalized. More than ten different 

types of maps are recognized. All features on these maps are depicted by a dozen 

different cartographic symbols, including various dot, line and areal symbols. Nearly 

nine out of every ten maps are of a rectangular layout in order to fit with the book 

format of the gazetteers. A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of the lettering is that most 

place names are enc10sed in rectangular boxes, a graphic feature which originat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that was popularized in the Song dynasty. These maps 

are not based on precise scientific survey, but rather are drawn by freehand. They 

are not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six cartographic principles out1ined by Pei Xiu, 

nor do they have the rectangular grids. Therefore, they represent a retrogression 

from the high quality of the Qin and Han maps discovered by Chinese arc;haeologists 

in 1986 and 1973 respectively. Nevertheless, they do provide arich source of materi

als for historical geographers in the studies of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and geographi

calchange豆.

持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H本所82學年度碩士

167 

docsriver.com商家古籍书城



168 地學研究報告第八集

一、導論

我國領土廣大，歷史悠久，歷來所修的方志，為數相當多，據估計，今日存

世之我國地方志有八千五百多種，其中宋元方志有四十多種，明代八百多種，清

代五千五百多種，民國以來一千五百多種(註 1 )。我國地方志流傳到海外者不

少，亞歐美澳等洲各國均有收藏，尤以日本為最多，其次是美國，再次是歐洲。

方志數量之龐大，內容之豐富，記述年代之久遠，在世界上獨一無二。方志中的

地圖，明代以前者、明代者、和明代以後者，皆各有特色，不盡相同，明代居

中，承先啟後，值得研究。

我國方志體例，至宋代始稱完備，郡縣志編暮之風氣亦漸盛;但地方志書之

普遍，起於明而盛於清，此點可由其方志數量之多得到證實;加以印刷地圖開始

普及，散見於各類方志之中，始於明代，亦無可置疑。是以，明代方志中的地

圖，十分值得研究。本文分別探討台灣現存明代方志的數量、樣本方志的數量與

分佈、總體與樣本方志地圓的數量與分佈、方志地圓的種類、地圓的比例尺與版

式、地圓的符號、地圓的文字與標題、以及明代方志地圓的學術價值。

二、台灣現存明代方志的數量

本文以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編印之〈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

(註2 )一書為根據，從中選出一部分明代方志。該書收錄目前台灣各學術文化、

黨政機構和大學之圖書館或檔案資料室所皮藏之方志，總計4，600多種，所包括之

單位有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國史館圖書室、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行政院內政部圖書館、孫逸仙紀念圖書館、國

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圖書館、東海大學圖書館、及中央日報社資料室。其中羅列之方志，則包

含宋元明清以迄民國後所暴修者。登錄之方式則依民國三十六年我國行政區劃之

三十五行省，及蒙古西藏兩地方為統計和編列單位。另外，每一方志之前，皆冠

修成付梓之朝代帝王年號，其下依次為志名、卷數、首宋之附錄、華修朝代和黨

修人、以及刊印年代，並有編號數碼。

根據〈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一書，台灣現存明代方志共646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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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文第二作者在中央圖書館藏書中，又發現四種(註3) ，所以，台灣實際

現存明代方志總共至少是650種。

三、總體與樣本方志的數量與分佈

在分析明代方志地圖特徵之前，有必要先瞭解明代方志的一般狀況，根據歷

朝所修方志數量的絕對和相對次數分佈，同時為了行文方便，我們將明代分為五

個時期，第一個時期 1368 至 1464年，包括洪武、建文、永樂、洪熙、宣德、正

統、景泰和天順八朝，長 97年;第二個時期 1465 至 1505 年，包括成化和弘治兩

朝，長41年;第三個時期 1506至 1561年，包括正德和嘉靖兩朝，長 56年;第四個

時期 1562至 1620年，包括隆慶、萬曆和泰昌三朝，長 59年;第五個時期 1621 至

1644年，包括天啟和崇禎兩朝，長23年。現存與樣本方志在這六個時期的分佈如

表1所示。

表 1 各時期現存與樣本方志的數量

時期 現存方志 樣本方志樣本所佔比例
(A) (ß) (ß/ A) x 100 

種 % 種 % % 
1368-1464 17 2.6 9 3.3 52.9 
1465-1505 43 6.6 21 7.6 48.8 
1506-1561 250 38.5 95 34.5 38.0 
1562-1620 263 40.5 124 45.1 47.1 
1621-1644 54 8.3 21 7.6 38.9 
不 詳 23 3.5 5 1. 8 21. 7 

社會、 計 650 100 275 100 42.3 

從明朝開國到天順，共歷八朝，即 1368到 1464年間，為期長達97年，在時間

長度上，佔整個明代的三分之一以上，但修志不多，佔明代方志總數的比率，不

足 3% '平均幾乎每六年才修志一種。成化弘治兩朝四十一年間，即 1465 至 1505

年，在時間長度上約佔 15% '所修的方志比以前較多，但所佔比萃，也只增高到

6.6% '平均大約每年修志一種。正德和嘉靖兩朝長達56年，即 1506到 1561 年，在

時間長度上幾佔五分之一，正德時修志已比以前更多，到嘉靖時，所修方芳、之

多，達到明代的第一個高峰，兩朝所修方志之多，高(占38.5% '平均每年約修志九

種。隆慶和萬曆兩朝，為期長達59 年，即 1562到 1620年，在時間長度上所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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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略多於五分之一，所修方志更多，在萬曆時，達到明代的第二個高峰，兩朝

所修方志之多，高佔40.5% '平均每兩年也約修志九種 0 萬歷以降，修志減少，但

仍能保持平均水平，明代最後的天啟和崇禎兩朝，為期23年，在時間長度上佔8.3

%'所修方志，也佔8.3% '平均每年修志超過兩種。這是台灣現存明代方志的情

形，實際上明代歷朝所修方志，必然較此數為多。

現存與樣本方志的地理分佈表2

樣本所佔比例
(B/ A) x 100 

樣本方志
(B) 

現存方志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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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將全國主要分為十三布政使司，即山東、山西、河南、俠西、四川、湖

廣、漸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貴州、和雲南，簡稱行省，男有北直隸和

南直隸。其中湖廣相當於現在的湖北和湖南，南直隸相當於現在的江蘇和安徽，

俠西相當於現在的俠西和甘肅，其餘各省分別相當於現在同名的各省(註4 )。從

空間上來說(圖 1和圖 2) ，南直隸和漸江所修方志最多，分別超過全國方志總數

的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其次修志較多的是北直隸、河南、福建、湖廣、俠西、

山東、及江西，各所佔比例，超過百分之五，但不足十分之一;其餘所修方志，

所佔比例，皆少於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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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T 台灣現存明代方志數量

(圖中數值表示方志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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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2 本研究所引用方志數量

(圖中數值表示方志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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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代方志地圖的數量與分佈

以所有台灣現存方志為總體，從中抽取樣本，為了兼顧在時間和空間上，樣

本能具有高度代表性，採用分層抽樣，時間上以朝代為層，空間上以行省為層，

使樣本的各層在數量上盡可能與總體成比例，因為有時間和空間兩個不同的層，

自不可能完全成比例。各層的比例，最低和最高者，與總比例的差距，約為總比

例的四分之一到一半左右。總的來說，本研究抽取275種， {占總數的 42.3% (見表 1

和表2) ，這是一個很高的比率，這些方志中的地圖，應可代表台灣現存明代方志

中的地圈。研究樣本方志275種，總計包含地圖 1，387帽，以下就是對這些地圖所作

的分析。

各種方志中地圓的數量，多寡不一，最多的如〈萬曆紹興府志} ，多達 78

帽，最少的如〈隆慶丹陽縣志》等，一幅也沒有，為清楚瞭解明代方志所舍地圖

數量分佈上的狀況，以地圖數量多少分類，如表3所示，完全沒有地圍的方志有48

種，佔方志總數的比率，略多於六分之一;包括 1-5幅地圓的方志，有 159種，所

佔比率超過二分之一;包括6-10幅地圓的方志，有 38種，所佔比率略少於七分之

一。包括地圖超過 10幅以上者，為數不多，包括 11-15幅地圖的方志，只有 12種，

所佔比率，不足百分之五;有8種方志包括話-20幅地圖，所佔比率，約為百分之

三;有 10種方志包括的地圖多於20幅，所佔比率，不足百分之凹，其中，除了前

面已提到的〈萬曆紹興府志》有78幅地圖外，另外〈萬曆武進縣志〉有48幅地

圖，是有地圖最多的兩種方志，值得一提的是這兩種方志都是在萬曆年間藝修

的，兩者又都位在中國最富庶和文風最盛的江南地區，這當然不是偶然的。總的

來說，平均每一種方志，約有地圖5幅，這一數字，自然不算高，原因之一可能是

印刷上的問題，因為地圖刻版自然比較困難些。此外，不但充分說明在明代的方

志中，地圍的功能，還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問時也足證明代方志學者的地圖學

水準，可能沒有達到應有的水準，不曉得如何應用地圖。

樣本方志275種有地區 1，387帽，根據這一數字估計，則總體650種方志，應該

有地圖 3，278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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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明代方志所包含的地圖數量

地圖數 方志數 百分比

O 48 17.5 
1 - 5 159 57.8 
6 - 10 38 13.8 

11 - 15 12 4 .4 
16 - 20 8 2.9 
多於20 10 3.6 

合計 275 100.0 

五、明代方志地圖的種類

明代方志之體例門目，並無一定嚴格標準規定，各地黨修者，素質不齊，各

種方志的內容，遂互有差異，水準高低亦復不一。受此影響，方志中的地圖，內

容繁雜，繪圖技術優劣，互有差異，加以年代久遠，有些地圖己殘破模糊，不易

辨明，增加研究分析上的困難。

有關方志地圖的名稱，明代尚無標準，根據地圓的內容和外觀，可以將明代

方志地圖分為以下十三類:

1.疆域圖 有數種名稱，包括疆域園、總圖(圖3 )、總屬圖、地里圖(圖4 ) 

四境圖(圖 5 )、及全境圖等，表示各省府州縣的轄區範圓，圖上繪有各地重

要的山脈、水體、城池、道路和聚落等，有相當多的地名。〈隆慶儀真縣

志》有歷代沿革圖，也是疆域圖，表示歷代疆域的變革狀況。

2.小行政區圖 是各地轄下較小行政區的地圖，簡單表示一鄉的山脈、水文、

道路和聚落，內容上類似疆域圖，這類地圖之一為鄉固，僅見於〈萬曆武進

縣志}另一為里園，內容比較簡單，僅見於〈萬曆富平縣志》。

3. 街圖 租略表示街道的分佈狀況，大比例尺地圖，僅見於〈萬曆武進縣志》

(圖 6 ) 

4. 城池圖 為各省府州縣治所，表示城牆(圍 7 )、城門、城嚎、以及城內官

署、寺廟等。

5. 山圖 表示各地重要山、嶽、巖等的高下地勢，有地名，類似山水畫。

6. 水文圖 表示各地之江、河、溪、泉、湖、池、塘、渠、海等的延展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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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

7. 山川圖 類似疆域圖，差別在對山川形勢的描繪，更加詳細(圖 8 ) 

8. 官署圖 又稱府(或州、縣)治圓、府(或州、縣)署圓、芭治團、及街廳

圓等，相當詳盡地表示各地街署重要建築物的分佈，並特別強調各個單位的

院牆與進出的大門，是大比例尺地圖。

9.儒學圖與書院圖 前者亦稱縣學圓、學圖、學宮圓、學署圓、學廟園、及廟

學等，更清楚地表示府(或州、縣)儒學之各建築物的外觀與分佈，儒學圖

通常可由其所繪有儀門和明倫堂分辨出來。後者表示書院建築的外觀與分

佈。這兩種圖，類似官署圖，是大比例尺地園，都是平面圖( plan )。

10. 風景圖 表示一地重要的名勝風景，地名偎少，其風格比山圖更類似山水

畫。

11.廟圖與墓區 類似官署圓、儒學園、及書院圖，表示廟宇和墓園的屋宇配置

狀況，是大比例尺平面圖。

12. 兵防圖 有衛所圖、邊防圓、及營隘圖三種，分別表示衛所、邊境山川險

要、以及軍營隘口的相對位置、配置狀況、和整體佈局。

13.教場圖 又稱草場圓，表示一地教場設施的佈局，大比例尺地圖，類似官署

圖。

這些地圖，以疆域園、城池圖、以及儒學圖與書院圖三者為最多。上列十三

類地圖，除了頭三類，其餘的各類都可視為主題地園，包含了豐富的人文資訊。

六、地圖的比例尺與版式

在我國地圖學史上，最早提出比例尺概念者，可能是公元三世紀西晉裴秀，

他在「製圖六體」中所講到的「分率 J 就是現在所說的比例尺，他將漢朝的全

國地圖，以一寸折百里(約為 1:1 ，800，000 )的比例尺，縮小為「地形方丈圖 J 這

就是計里畫方，繪製小範園地圖，十分有用，就樣本地圖來說，明代方志地圖，

並未採用計里畫方方法，所有地圖都沒有標明比例尺，同一地圖上，各部分的比

例尺不盡一致，是隨意勾畫的，只能表示各種現象大概的相對位置。這種情形，

究其原因，第一，明代方志賽修的人，多屬一般文史學者，鮮有地圖學的訓練，

不語地圖繪製方法;第二，我國傳統文人，不少喜愛山水畫，有些更有相當的造



H
Y小

吝
惜
咱
們
洶
揖
時
鞘
〉
糊

圓 3 登封縣之總圓

注意圖中有兩種等級不同的城鎮符號，幾乎所有地方只有地名，卻沒有符號。

(採自隆慶〈登封縣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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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海軍宋四境圓

(採自嘉靖〈海寧縣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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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7 河聞城牆與街道圓

(採自萬曆 (i可間府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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詣，所以方志中的地圖，很受山水畫的影響，比較著重寫意(圖 9) 。

本文所引用的方志，全部是顯微影片，故無法計算各圓的真正比例尺，暫無

法作進一步深入的分析。

地圓的大小和形狀，叫做版式( map format) ，亦稱圖框或圖廓，版式可以配

合一本書刊中的整個全頁或一頁的一部分，換言之，地圖可以有任何形狀與大小

的版式。

概言之，地圖長闊之比接近黃金分割的比例，即X:L=(L-X):X ，也就是

1 : 1.618的比例，大約是3 : 5的長方形，是看著最舒服的形狀(註5 )。不知道原

圓的實際尺寸，只好採用長闊的比例，也就是圖框之垂直高度(高)與水平寬度

(底)的比例，作為分析的基礎。以 1，387幅地圖長闊比值不同所作的分類，各種

版式分佈如表4所示，表中所列版式的比值，比值是1.00的表示是正方形，小於

1.00的是橫的長方形，大於1.00的是豎的長方形，明代方志中沒有正方形的地圖，

幾乎有十分之九的都是橫的長方形，略多於十分之一的是豎的長方形。最小的比

值為 0.13 '也就是橫向很長的地圖，最大的比值為 1.67 ，也就是上下的高度是左右

寬度的1.67倍。代表地圖版式的比值，所以集中於0.51 與1.00 之間，主要受地方志

本身一頁紙張大小的影響，為了配合一頁的大小，地圖多繪於一頁或摺疊的兩

頁，其中又以摺疊兩頁的為最多，正好是方志印刷刻版的一個版，超過八成，一

全頁者超過一成。各種方志一頁紙張的大小各有不同，但差異通常不太大。地圖

版式也受所表示現象的性質影響，例如水文園，可能須要跨越好幾頁，不過這類

版式並不多。

表4 明代方志地圓的版式

比 值 地圖數 百分比

0.13 - 0.25 5 0.4 
0.26 - 0.50 13 0.9 
0.51 - 0.75 875 63.1 
0.76 - 1. 00 341 24.6 
1. 01 - 1. 25 
1. 26 - 1. 50 67 4.8 
1. 51 - 1. 67 86 6.2 

þ.. 計 1.387 100.0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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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圓的符號

我國古代地圖大致可分為兩大類型，一為計里畫方以抽象符號為主的地圖，

另一為立體形象式的地圖，許多明代方志地圖屬於後者，不是實測的，以「寫景

法」為主，未完全採用系統化的地圖符號，所謂「寫景法 J 類似山水畫，用象

形的方法將實地景物描畫在圖上，而不是用抽象的地圖符號來表示各種現象，例

如城池用城牆和城門樓的圓形來表示，街署和廟宇用房舍、門樓及圍牆的正面圖

象來表示等(註6 )。這些地圖所糟的區域範圈，一般都較小，地區比例尺較大;

至於所繪之地區面積範圍較大者，無法盡用寫景法來描寫地理現象，則以地圖符

號來表達地圓的內容，諸如使用點或圓圓等點符號表示建築物和聚落，使用延展

的線符號表示水系、道路、或分界線，使用具有均一圖案之面符號表示水域、城

廓、山地。另外，使用方形或精圓形的框，內附文字，表示建築物、聚落、島

嶼、衛所、或營隘等，圓 10所示為明代方志地圖所見的幾種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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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10 明代方志地圓的若平種符號



明代方志地圍的研究 185 

地圖上的面符號，英文叫做pattern '國人稱為花紋或圖案，是用點、線、形

象或圖案等組成的，在一定面積範圍內，是一個重要的地圖要素。明代方志地

圖，用花紋表現水體和城牆，用波紋表示的水體，包括海洋、河流、湖泊、水塘

等，用粗細波紋線條間隔排列，構成花紋符號，至少有十種不同的畫法(圓 12 ) 

用以表現水面波浪的起伏與水的流動情形。用祖細橫直線條問隔排列構成花紋符

號，表示城牆，看上去像是磚塊或石條堆砌的形狀，有六種不同的畫法(圖 11) , 

用以表現城牆的形狀與大小，其中以橫線條表示城牆的延伸，可能是承襲了元代

〈至正金睦新志》的傳統，金志中「集慶口城之圓 J 便是以橫線條表示城牆的

延伸(註7 )。關於表示城池的符號，力求能反映城池形態的實際狀況，如山東東

昌府府城為正方形，在平縣城為1晴圓形，觀城縣城為半圓形(註8 )又如南直隸

准安府鹽城縣城為不規則形狀(註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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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地圓的文字與標題

明代方志地圖文字的字體、字形和字的大小，各方志頗有差異，概言之，對

所表現的地景地物，通常標注的文字比較祖大，而對作為底圖背景的要素，標注

的文字比較細小。文字注記的方式，幾乎完全是水平字列和垂直字列兩種，雁行

字列和屈曲字列(註10) ，幾乎完全沒有。垂直字列出現的頻率，較水平字列為

多，這自然跟中國文字直寫的傳統有關。標注地景地物時，文字放置的位置，也

沒有一定的標準，不僅各志地圖間有差異，即使在同一幅地圖上，也是如此，有

的放在地景地物的上方，有的放在下方，有的在左，有的在右。明代方志地園地

名文字注記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地名外加有長方形的框，這無疑是承襲我國唐

宋以來地名加框的傳統(註11) 。

地圓的標題，是地圖設計的一個重要部分，具有知識與視覺的雙重意義，除

了指示地圓的內容，也是一種符號，有時候有助於地圓的平衡。明代方志地圖標

題表現的形式有多種，標題所用字的字體、字形的大小、字與字的間隔排列，互

相不同。字體有的地圖採用仿宋體，有的採用正楷體;字形大小有的大而明顯，

有的小而不彰;字的問隔有的寬，有的窄;字的筆劃有的較粗，有的較細。標題

的位置也多變化多概言之，有兩類，一是置於地圓的右上方，空間不多，字形通

常較小，字與字的間隔較窄，常顯得不夠清晰顯著;另一是置於地圓的正上方，

少數位在圖廓外，字形通常較大，字與字的間隔也較寬(圖 13和圖 14 )。明代方

志地圖標題的放置在地圓的正上方，有助於地圓的平衡明代方志地圓圓幅多為

一頁或兩頁，標題置於地圓的右上方，每翻閱一頁，易於看見標題，是一個優

點。

九、明代方志地圓的學術價值

明代方志地圖的繪製，距今已有數百年的歷史，為傳統中國古地圓的一部

分，以呈現當時各地地理現狀為主，這麼多年後，原來的地理自然轉變成為歷史

了。今日看來，一幅幅明代方志地圖，就成為各地地理狀況的歷史記錄，蘊含了

大量有價值的資料，成為研究明代歷史地理最佳的素材。就地圓的內容來說，明

代方志地圖保存了許多自然和人文地理資料，包括山脈、水文、府縣界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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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朔方西路圖

注意橫寫的地名，在明代方志地園中很少見。

(採自萬曆〈朔方新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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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治戶丹、道路、關隘、營賽、寺廟等，極有助於過去地理重建和古今地理變遷

的研究。

此外，暸解明代方志地圓的特徵，也有助於瞭解中國地圖學史的發展。

十、結論

我國地方志書之普遍，起於明代而盛於清代。方志中大量出現地圖，始於明

代，無可置疑。是以，明代方志中的地圖，值得研究。今日存世之明代方志，有

八百多種，台灣各圖書館收藏的有六百五十種，本文從其中抽取兩百七十五種，

這些方志中，有地圖一千三百八十七帽，估計明代方志中的地圖，總共約有三千

三百幅。

根據地圍的內容，明代方志地圖約可分為多類，其中以疆域圖，城池圍，及

儒學圖與書院圖三者為最多。明代方志中沒有正方形的地區，幾乎有十分之九的

地圖都是橫的長方形，略多於十分之一的是豎的長方形，這種情形，主要受方志

本身一頁紙張大小的影響。

明代方志地圖不是實測的，以所謂寫景法為主，類似山水畫，但是也有點線

面符號多種，諸如用點符號表示建築物和聚落等;用線符號表示水系、道路、界

線等;用面符號表示水域、城廓等。地圖所表示的區域範圍一般都較小，比例尺

較大。文字注記的方式，幾乎完全是水平字列和垂直字列兩種，雁行字列和屈曲

字列幾乎完全沒有，垂直字列出現的頻率，較水平字列為多，這自然跟中國文字

直寫的傳統有關。

明代方志地圓的一個極重要的特徵，就是沒有按照我國以裴秀六體為主的計

旦畫方傳統，是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與馬王堆出土漢代地圖和天水出土的秦代

地圖比較，或者與後來的計里畫方地圖比較，是一種退步，這反應了方志饗修者

貧乏的地圖學知識。不過，明代地圍的繪製，已有幾百年的歷史，蘊含了大量有

價值的資料，成為研究明代歷史地理最佳的素材，極有助於過去地理重建和古今

地理變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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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見宋啼， (方志學研究論叢) ，頁 4 。

註2 :見王德毅主編、劉靜貞協編，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

註3: 這四種是安徽〈太平縣志》、湖北〈重刊公安縣志》、河南〈穎川郡志》、

及遼寧〈重修全遼志》。

註4: 見譚其膜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 ，第七冊， (元、明時期) (上海:

地圖出版社， 1982年出版) ，頁44-的。

註 5 See Arthur H. Robinson et a1., Elements of Cartograph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4), pp.148-149. 

註6 :見劉建圈 r 明代緝本南京(部分)府縣地圖初探 J 頁的-50 ;陳正祥，

〈中國地區學史} ，頁36 。

註 7 :見張錯撰， (至正金陵新志) ，元至正四年(公元 1344年)集慶路刊明正

德十五年(公元 1520年)修補本。又見黃燕生 r元代版刻地圖考錄」

〈文獻} ，第32期( 1987年出版) ，頁 139-141 。

註8 :見〈嘉靖山東通志} (1533年刊本) ，卷 15 ， r 東昌府圖」。

註9 :見〈天啟准安府志} (1685年刊本) ，卷首 r 准安府境全圖」

註 10 :金瑾樂等將中文文字注記佈置方式，分為水平字列、垂直字列、雁行字列

和屈曲字列四類，見金瑾樂等編著， (地圖學)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 1987年出版) ，頁90 。

註 11 地名外加長方形框的作法，最早見於敦煌莫高窟第61窟西壁的〈五台山

圖} ，該圖是五代(公元907-960年)畫師根據唐代( 618-907年)流傳的底

稿繪製的，這種方法可能始於唐代，到宋代( 960-1279年)普遍流行。見

曹婉如等編， (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一-元)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0年出版) ，圖 41 (五台山圓摹繪本) ，圓 72(地理圖墨線圖} .、及以

後其他地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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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樣本所包括的方志

(阿拉伯數字為〈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中各方志之數碼，一併

列出，方便查閱。

南直隸 01-198 嘉靖吳江縣志

01-013 正德金陵古今圖考 01 月 209 萬曆重修常州府志

。1-029 萬曆江寧縣志 01-212 萬曆武進縣志

。1-031 萬曆上元縣志 。1-216 萬曆無錫縣志

01-038 萬曆重修鎮江府志 。1-228 萬曆宜興縣志

01-041 正德丹徒縣志 。1-236 嘉靖荊溪外紀

01-051 萬曆漂水縣志 。1-237 嘉靖江陰縣志

01-060 崇禎江浦縣志 01-246 嘉靖通州志

。1-063 嘉靖六合縣志 01-247 萬曆通州志

01-064 萬曆六合縣志 01-252 萬曆如舉縣志

。1-068 隆慶丹陽縣志 01-256 萬厝泰興縣志

01-076 弘治漂陽縣志 01-259 嘉靖清河縣志

01-090 正德華亭縣志 01-265 正德准安府志

01-096 萬曆上海縣志 。1-267 天啟准安府志

01-112 萬曆清浦縣志 01-284 萬曆鹽城府志

。1-117 正德金山衛志 01-289 萬曆揚州府志

。1-127 崇禎太倉州志 01-306 隆慶儀真縣志

01-145 正德崇明縣重修志 01-310 嘉靖興化縣志

。1-146 萬曆新修崇明縣志 的-311 萬曆興化縣志

01-152 嘉靖海門縣志集 01-314 崇禎泰州志

。1-163 洪武蘇州府志 。1-332 正統彭城誌

01-169 萬曆長洲縣志 01-333 弘治重修徐州志

01-181 嘉靖常熟縣志 。1-342 隆慶豐縣志

的-196 弘治吳江志 01-351 嘉靖重修主ß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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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0 萬曆廬州府志 的-132 嘉靖壽州志

03-013 萬曆合肥縣志 03-135 弘治直隸鳳陽府宿州志

03-018 弘治桐城縣志 03-137 萬曆宿州志

03-030 萬曆舒城縣志 03-141 嘉靖穎州志

叮叮32 隆慶巢縣志 03-147 萬曆太和縣志

03-034 正德無為州志 03-149 萬曆霍邱縣志

的-035 正統和州志 03-155 嘉靖毫州志

03-037 萬曆和州志 。3-159 萬曆帝鄉紀略

03-。但嘉靖含山芭乘 03-166 嘉靖皇明天長志

03-044 嘉靖六安州志 03-169 萬曆?除陽志

的。51 弘治太平府志 03-171 天啟新修來安縣志

03-055 嘉靖廣德州志 太平縣志

03-。但嘉靖建平縣志

03-064 嘉靖新安志補 新江

03-065 弘治徽州府志 02-001 嘉靖斯江通志

03-066 嘉靖徽州府志 02-022 成化杭州府志

03-081 萬曆祁門縣志 02-037 嘉靖海寧縣誌

03-083 萬曆績溪縣志 02巾的正統重修富春誌

03-101 正德池州府志 。2-063 嘉靖嘉興府圖記

03-103 萬曆池州府志 02-064 萬曆嘉興府志

03-109 萬曆銅陸縣志 。2-128 嘉靖安吉州志

03-1日嘉靖石蝶縣志 02-150 天啟慈給縣志

03-116 萬曆東流縣志 02-172 萬曆紹興府志

的-120 萬曆青陽縣志 02-180 萬曆會稽縣志

的-122 成化中都志 。2-206 成化新昌縣志

的心24 天啟鳳書 02-212 弘治赤城新志

03-125 萬曆鳳陽縣志 02- 22l 萬曆黃巖縣志

03-130 嘉靖懷遠縣志 02-236 嘉靖衛州府志

。3-131 萬曆懷遠縣志 。2-237 天啟衛州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