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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图的测绘利用，是人类最古老的科学之一。
远在奴隶社会的年代里，中国就和其他古老的东方国家一样，具有比较特殊的生产方式——利用季节
性泛滥的冲积平原，发展农业。
国家掌握着土地，兴办大型水利工程。
因此，在那些被淹没过的大平原上，测绘出原有的疆界和堤岸，很早就是一种经常的必需的生产技术
了。
“自从开始以来，科学的兴起与发展，都决定于生产。
”（恩格斯）我国古代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不同于希腊，地图测绘技术的发展，也沿着自己独特的
方向，土地图的测绘，成为最主要的内容；而希腊却偏重于航海地图的测绘，彼此显然有些不同。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初期的上升阶段里，土地图籍的数量不断增加。
从周秦开始，中央都设置了专门的官吏来管理。
在累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公元第三世纪中叶，我国伟大的制图学家裴秀和他的助手们，就
科学地总结了前人的制图方法，拟订了汇编小比例尺地图的工作规范，称为“制图六体”。
无疑的，这是世界史上最早的制图方法论的提纲。
中国的裴秀和希腊的托勒密（公元99-168年），从地图测绘的发展史上来看。
就好像是两颗灿烂的明星，东西辉映。
他们标志着古代地图测绘科学的最高成就。
他们的余晖，长久地照耀着黑暗的封建时代，延续了好几个世纪。
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制度，使得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都长期陷在发展迟缓甚至停滞的状态之中。
但是每当政治比较开明，经济比较繁荣的阶段，仍然可以找到一些科学的进步史迹。
例如公元724年，唐太史监南宫说根据前人的建议，在河南一带平地.用水准绳墨测量距离，从黄河北
岸滑州到豫州，并测定开封等四个地点的纬度。
结果测出纬距每度之长为351里80步，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的子午线测量，比阿尔曼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
测量早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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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地图学史》属于自然科技史范畴，较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地图事业与地图学发展的历史和成
就。
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地图方面对人类社会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
《中国地图学史》共分三篇23章。
第一篇共7章，阐述从先秦时期至元代中国古代地图与地图学发展的历史，主要是谈从裴秀至朱思本
的传统地图与地图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第二篇共3章，阐述从明代至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地图与
地图学发展的历史，主要是明代郑和航海图以后转变为经纬度投影新法制图的地图与地图学发展的历
史轨迹，以及帝国主义对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进行地图测绘的侵略史；第三篇共13章，阐
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现代地图测绘事业及地图与地图学发展的历史，着重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将
若干现代化新科技引入地图与地图学领域的变化和成就。
在时代跨度较大的古代和近代地图学史中，作者在每个篇章之末都提出了小结性的历史回顾和评述；
对于新中国的地图学史，则专门列出一章以总结历史启示与成功经验。
插图中包括有许多古代地图珍品和反映现代地图发展与水平的彩色地图。
《中国地图学史》最后还附有为新中国地图测绘事业和现代地图与地图学发展作出贡献的资深地图学
家和部分地图测绘事业老领导的简介以及现代地图学专家名录，还有中国地图学史及有关事（史）迹
的大事记（公元前26世纪-公元2007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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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喻沧，1924年11月生于湖南省浏阳市。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1949年初毕业于中央测量学校大学部制图系，随即进入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调入广东军政大
学、中南军政大学军事教育研究班学习，后在总参谋部测绘局任编绘员、作业组长、训练队教员、业
务助理员等职。
1956年转业到国家测绘总局，先后任制图队工程师、训练队教员、综合测绘队制图室主任、测绘科学
研究所制图室主任.并于1963至1968年奉派赴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府测绘局作为制图专家执行援越任务
。
1973年，国家测绘总局重建，任测绘科学研究所筹建组成员、制图研究室和科研处负责人、国家科委
测绘专业组地图制印分组组长。
1980年调测绘出版社任副社长兼总编辑，1981年调地图出版社任副社长代总编辑，1983年调任国家测
绘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代书记主持全局工作，在此期间兼任国家测绘局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及
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测绘法》起草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1986年离休。
离休后被选为中国测绘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测绘学会荣誉会员，并被聘为国家测绘局特邀顾
问、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测绘专业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人事部测绘专业技术资
格评审条件审定委员等。
参与策划“1993年首届全国地图展览会”，任《当代中国的测绘事业》副主编及主要撰稿人，任《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普通地图集》主编并获国家测绘局科技进步一等奖。
廖克，1936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
1961年以优等生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地理系地图学专业.硕士学位。
现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
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测绘学会荣誉会员，国际地图学协会国家与区域地图集委员会委员和荣
誉奖评选委员会委员。
1995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主席团常务成员、中国科学中心主席。
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地图研究室主任、地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
：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测绘学会常务理事、地图制图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
京测绘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副会长，中国地学哲学委员会副理事长等
。
对专题地图与综合制图、遥感制图、地图应用与地图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系统地发展了专题地图
与综合制图的理论方法，拓宽和加深了专题制图及其应用领域，促进了地图编制的技术改造和地图学
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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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中国古代地图史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地图第一节 远古时期关于地图的神话和传说第二节 三代时
期有关地图测绘的传说和史籍记载第三节 先秦时期有关地图史迹的回顾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地图第
一节 秦代的地图测绘第二节 汉代的地图测绘第三节 中国古代地图测绘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第三章 三国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图与地图学第一节 区域性和全国性地图的测绘与收集第二节 地记、地志、
水经的发展第三节 其他地图制图活动第四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地图学的历史地位第四章 隋、
唐、五代十国时期的地图测绘与地图学第一节 隋代的地图测绘与地图学第二节 唐代的地图测绘与地
图学第三节 五代十国时期的地图测绘与地图学第四节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其他地图第五节 中国
古代地图测绘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第五章 宋代的地图测绘与地图学第一节 宋代与地图测绘有关的活动
第二节 宋代的农田土地测绘第三节 宋代的工程建设测绘第四节 宋代全国性疆域地图的测绘与编制第
五节 宋代边区地图测绘第六节 宋代图经、地志的成果，第七节 宋代石刻地图及木版刻印地图第八节 
地图模型第九节 天文图第十节 江河湖海图第十一节 中国古代地图测绘与地图学令人瞩目的高峰时期
第六章 辽、金、元时期的地图测绘与地图学第一节 辽、金、元时期与测绘地图有关的活动第二节 土
地丈量测绘第三节 疆域测绘第四节 水利工程测绘第五节 建筑工程测绘第六节 地图制作第七节 辽、金
、元时期地图学的历史地位第七章 中国古代地图与地图学发展的历史启示第一节 中国古代地图与地
图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第二节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地图测绘技术进步的影响第三节 中国古代地图与地
图学发展的历史启示第四节 中国古代地图测绘与地图学发展的主要因素第二篇 中国近代地图与地图
学史第一章 明代的地图测绘与地图学第一节 明代地图测绘与地图学的主要成就第二节 明代地图测绘
与地图学发展的历史回顾第二章 清代的地图测绘与地图学第一节 清代地图测绘与地图学的主要成就
第二节 清代地图测绘与地图学发展的历史回顾第三章 民国时期的地图测绘与地图学第一节 民国时期
地图测绘与地图学的主要成就第二节 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地图测绘第
三节 民国时期地图测绘与地图学发展的历史回顾第三篇 中国现代地图事业与地图学的发展第一章 总
参测绘局和国家测绘(总)局与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及“数字中国”的建设第一节 总参测绘局
系统的建立和发展第二节 国家测绘(总)局系统的建立、重建和改革第三节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的测
绘第四节 构建“数字中国”及有关数字测绘的保障第一章 国家各部门地图测绘机构的发展及其成就
第一节 民用航空总局的航摄机构和空军航空摄影及制图部队第二节 海军司令部航海保证部的海图测
制和国家海洋局的海洋调查制图第三节 地质矿产部门的地图测绘第四节 水利电力部门的地图测绘第
五节 煤炭部门的地图测绘第六节 农垦和农业部门的地图测绘第七节 林业部门的地图测绘第八节 交通(
铁路、公路、水运)部门的地图测绘第九节 城市规划与建设部门的地图测绘第十节 石油部门的地图测
绘第十一节 地震部门的地图测绘第十二节 冶金部门的地图测绘第十三节 建筑材料部门的地图测绘第
四节 其他部门的地图测绘第三章 各地方地图测绘机构的发展及其成就第一节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所属测绘部门的地图测绘第二节 香港、澳门的现代地图与制图技术的发展第三节 台湾现代地图与地
图学的发展第四章 地图编制与地图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第一节 中国科学院系统第二节 测绘系
统第五章 地图测绘与地图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第一节 高等测绘与地图学人才的培养第二节 中等测绘与
地图学人才的培养第三节 高级测绘与地图学人才的培养第六章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小比例尺普通地
理图与专题地图的编制第一节 普通地理图第二节 普通地图集第三节 专题地图的发展第四节 《中华人
民共和国自然地图集》的编制第五节 地图制图技术的革新和地图学理论方法的研究第七章 20世纪70年
代至21世纪初中国现代地图学的进一步发展第一节 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地图学发展的国际环境与
时代背景第二节 制图自动化与计算机制图及出版系统的发展第三节 遥感制图第四节 多媒体电子地图
与互联网地图的研制与发展第八章 专题制图的进一步拓展第一节 传统的专题制图继续发展第二节 新
的部门专题地图迅速兴起第九章 国家地图集的继续编纂及全国性与区域性地图集的编制第一节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地图集的编制概况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图集的特点与创新第三节 编纂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地图集的意义和作用第四节 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图集的成功经验第五节 全国
性与区域性地图集的编制第十章 地图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第一节 传统地图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第
二节 地图学新概念、新理论与体系结构的研究与探索第三节 现代地图学的整体研究和发展第四节 地
名学研究与地名管理第十一章 地图出版事业的发展第一节 地图出版事业的初步发展第二节 地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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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进一步扩展第三节 地图出版事业迅速发展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地图出版社教学
地图的出版第十-章地图学学术组织、学术交流与学科建设第一节 地图学学术组织的建立与国内学术
交流第二节 中国加入国际地图学协会与国际学术交流第三节 地图学学术刊物和教材与专著的出版第
四节 地图学名词的标准化与辞书的出版第十三章 中国地图学发展的历史启示与成功经验第一节 中国
地图制图发展的历程与特点及对世界地图学发展的贡献第二节 地图事业的发展必须适应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的需要，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第三节 重视和积极培养各层次的地图学专业人才第四节 重视地
图学的理论研究，不断提高地图编制的技术水平第五节 发扬优良传统，继续开拓创新第六节 新世纪
的展望附录附录一 现代资深地图学家与部分老领导简介和地图学专家名录一、现代资深地图学家简介
二、为现代地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部分老领导简介三、现代地图学专家名录附录二 中国地图学史及
有关事(史)迹的大事记(公元前26世纪一公元2007年)附录三 中国历代尺度演变表及中国历代亩积、里
长表一、中国历代尺度演变表二、中国历代亩积、里长表附录四 参考资料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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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五帝”时与少吴、颛顼、帝喾有关的测绘地图的神话、传说和记录不多。
《史记》有颛顼“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和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并定颛顼历，其活动范围也较大，并设置了司天、司
地的职官和制定历法，这些都与测绘地图有关。
《史记·五帝本纪》中有关帝喾的记载仅有“历日月而迎送之”，即用历法来掌握日、月、节气变化
的规律，属天文观测和造历，和测绘有一定联系。
《淮南子·天文训》有“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
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这是当时神话中对日月西行、河川东流的地理现象的认识和解释。
  尧舜时期有关测绘的神话传说和史料记载稍多，《史记·五帝本纪》有尧“乃命羲和敬顺吴天，数
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日呖谷⋯⋯日中星鸟以殷中春⋯⋯申命羲叔居南交⋯⋯日
永星火以正中夏⋯⋯申命和仲居西土，日昧谷⋯⋯夜中星虚以正中秋⋯⋯申命和叔居北方，日幽都⋯
⋯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以及《宋史·方技传·韩显符传》有“尧
即位，羲氏、和氏立浑仪，定历象日月星辰，钦授民时”。
记述了尧时期曾依据日月星辰的行迹制定历法，向百姓传授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春分、夏至、
秋分、冬至）的农时。
一年366天用置闰月的方法来准确调整四季。
为农、牧、渔业生产服务，这些也是和测绘地图有关联的。
舜继尧位，《史记·五帝本纪》有舜“乃在睿玑玉衡以齐七政⋯⋯望秩于山川⋯⋯同律度量衡”以及
《尚书·舜典》载舜巡行天下“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记述了舜通过早期的浑天仪观测
天文来查对日、月及五星方位、校定四时和改正日差，并统一尺度计量标准，以及建州、定界、封山
和疏浚水利，这些也都是与测绘地图密切相关的。
《史记·五帝本纪》还记有舜任命22人为大臣，其中如伯禹任司空管平定水土及治水，弃管农业，益
为虞官管山林原野等，都涉及测绘地图，确立了官职，从组织上推动了测绘地图的发展。
传说远古时西北高原火山爆发与地震，引起了洪水泛滥，洪水对于远古农业社会危害最大，因此，尧
舜时期的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流传十分广泛。
相传，天帝降洪水于凡世，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鲧向天帝恳求收回洪水，让下界百姓恢复正常生活
，但遭天帝拒绝，救民心切的鲧只得窃取神土——“息壤”（传说中一种无限生长的土壤），以堙塞
洪水，减轻了人民的苦难。
但天帝大怒，令火神祝融惩办违反天条的鲧而杀之于羽山之郊。
这就是《山海经·海内经》所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
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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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喻沧教授和我在计划撰写这部《中国地图学史》的论著时，不仅想详细论述在世界地图发展史中占有
重要地位的中国古代地图的出现和发展，地图测绘与制图技术的演进，还力求反映中国近代地图的成
就及地图学的初期发展，以及新中国地图事业与中国现代地图学的最新进展。
书稿写成之后发现章节很多，感到有必要划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大部分，即：第一篇，中国古代地
图史；第二篇，中国近代地图与地图学史：第三篇，中国现代地图事业与地图学的发展。
每篇设若干章节，可视为相对独立的部分，三篇构成完整的中国地图学史，这样更加强了全书的系统
性。
在中国古代，尽管地图和地图的测绘得到较大发展，也总结出“制图六体”、“计里画方”这样的制
图原则与方法，但地图学作为一门学科，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尚未诞生，因此第一篇的各章节均未提
及地图学。
只是到了近代，地图学才开始诞生，特别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二i十年代逐步形成一门学科。
20世纪下半叶以后，计算机制图与遥感制图技术的出现，标志着进入了现代地图学发展阶段。
在确定本书书名时曾考虑用《中国地图史》、《中国地图与地图学史》、《中国地图学史》，最后定
名《中国地图学史》。
本书第一篇、第二篇由喻沧教授撰稿；第三篇的第一章至第三章也由喻沧教授撰写（其中第二章第二
节中的“海军司令部航海保证部的海图测制”部分由中国航海图书出版社提供资料；第三章第二节和
第三节由我编写）；第四章至第十三章由我撰稿：附录一中的《现代资深地图学家简介》与《现代地
图学专家名录》主要由我编写，《为现代地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部分老领导简介》和附录二的《中
国地图学史及有关事（史）迹的大事记（公元前26世纪一公元2007年）》主要由喻沧教授编写，我作
了些补充。
我国现代地图学的倡导者与开拓者陈述彭院士原来答应为本书撰写序言，2008年11月7日，我去探望重
病住院的他，并送去本书样稿请他过目。
陈院士见到样稿后非常高兴，他说：“这么全面详细地论述中国地图学史，还是第一次，你们做了一
件很重要的工作。
我现在眼睛看东西不行了，序言写不成了，我给你们用毛笔题个词表示祝贺！
”l1月16日我再次去医院探望时，他的病情恶化，未能交谈。
但竞没想到后来继续恶化，于11月25日不幸仙逝。
我和喻沧教授及本书责任编辑和参与审稿的全体同志都深感悲痛！
陈述彭先生对我国现代地图学发展所作的贡献，在本书中有多处作了介绍。
他的光辉业绩永远激励着我们，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本书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中国地图出版社和测绘出版社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被列为社重点出版
书籍之一，并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财力。
同时将该书上报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一五”重点出版计划，并获批准。
在此，对出版社的领导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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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地图学史》是由测绘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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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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