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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天津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天津城市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
今年终于出版了。
这部书是献给天津设卫建城600周年的一份厚礼，它的问世是天津城市建设、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领域
中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
　　大家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地图一直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这里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至今沿用的“图书”二字。
一般人多以为“图书”自古就是“书籍”的同义词，其实不然。
在古代，“图”指的是地图，“书”指的才是书籍。
当时，“图”与“书”不但并列，而且“图”在“书”前。
你说，地图在前人的眼里重要不重要呢？
　　再有，古人常用“左图右史”来形容官府或私人有藏书盈侧之富。
这句话又把地图和历史典籍并列，地图同样放在历史典籍之前。
由此也可以引申到地图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前提，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吧。
　　地图对研究历史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地图原本是建立在地理研究基础上的一种图形显示，而
地理从来就是与历史难解难分的一门学科，中西古今，概莫能外。
比如，在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夏书》里有《禹贡》篇，它是中国最早的区域地理著作；
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河渠书》，它是中国最早依附于历史记载的沿革地理著作；在班固
的《汉书》中首创《地理志》，它是中国最早以“地理”命名的疆域地理著作，从此纪传体的“正史
”均把《地理志》作为官修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在中国古代的目录学中，地理类的著作总是列在“史部”之内。
在古希腊，著名学者斯特拉波曾写过两部名著，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一部是47卷的《历史学》
，另一部是17卷的《地理学》。
《历史学》一书除少数残页，现已失传；《地理学》一书则被认为是古代西方地理学的经典之作，至
今为治西洋古史者所必读。
　　其次，则是因为自古以来，人类历史总要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展开，这空间范围，便是地
理环境。
一方面，地理环境总是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创造；另一方面，人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又总是要影响
和改造环境，这种被改造了的地理环境反过来又会影响历史的发展。
因此，某个时期的历史地图必定会为历史研究提供那个时期的空间背景，帮助研究工作者找回已经变
化或消失了的自然条件或人文因素。
历史地图相对于现代地图而言，在历史研究领域，更是不可一日或缺。
一千七百多年前，西晋时期地理学家裴秀绘制的《禹贡地域图》，曾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地图集，
可惜已经失传。
现存最早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北宋时代税安礼编撰的《历代地理指掌图》，后经南宋赵亮夫的增补
，始于传说时期的帝喾，迄于两宋，共有图44幅，十分珍贵。
在国外，直到20世纪才有大型的历史地图集问世，但普及速度极快，如1978年英国出版的《泰晤士世
界历史地图集》，至今已被译成十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发行。
　　天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近百年间发展起来的国际化大都会，是近代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当
代中国的第三大城市。
可是长时间以来缺少一部权威性的历史地图集，以直观地向人们展示城市的快速演进轨迹，这不能不
说是个学术上的缺憾。
对此，有关方面十分重视。
尤其是天津市城市建设档案馆的历届领导和专家，在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的关心、支持、组织和指导
下，毅然承担起了这件繁杂、艰辛的开拓性工作。
十余年来，他们孜孜不倦，矻矻终日，锲而不舍，黾勉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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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丛杂中耙梳条理，在陌生中审慎考辨。
当这部《图集》编纂完毕，并在天津设卫建城600周年之时奉献给全社会的时候，反响之大，超乎寻常
，往昔的巨大付出立即换得了超乎寻常的学术与研究价值。
　　应当说，学术领域的任何一次新的探索，在本质上都是成功的，何况这种探索已经结出了丰硕的
成果。
《图集》对天津的历史、地理，穷源溯流，钩沉致远；对收集到的每张地图，考其原委，判断价值，
充实内容，自成体系。
举凡天津平原的成陆、水系的变迁、聚落的演化、遗址的分布；城市的兴起、发展、建置、沿革、开
发、改造等等，无不涵括在内，许多图幅，弥足珍贵。
《图集》的另一特色是有图有说，图说对照。
所附文字，不单是对每个图幅的说明，也是对该时期历史的高度概括。
一卷在手，纵览古今，阅读、应用，咸受其益。
　　《图集》的社会价值在于，为研究天津这样一座既古老而又年青的沿海城市发展，提供了其他资
料无法替代的依据。
比如我们要建设天津，必须首先探讨天津城市的成长特色和规律。
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仅限于对城市现状和当前地理环境的考察，是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的。
只有通过对历史地理沿革的研究，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地图的研究，才能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天
津城市赖以发展的条件和特点，从而制订出合乎天津实际、具有天津特色的建设方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图集》的出版，对今后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土地开发、河道整治、工业配
置、农业区划、旅游发展、防灾减灾乃至地域文化特色的探索，都具有莫大的参考价值。
　　数年前，《图集》的初稿刚刚完成，我便有幸得以先睹，深为编纂者的用力之勤，网罗之富所感
动。
在没有任何成果可借鉴的情况下，他们奋发图强，埋头苦干，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实属匪易，确实
代表了当前天津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高水平。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部历史地图集已经没有任何罅漏或有待增订之处，因为见仁见智，在所难免。
但我非常了解，不少缺欠是因为一时难以克服的客观条件造成的，终系小疵大醇，瑕不掩瑜。
　　现在，《图集》正式出版了，先后主持这项工作的尧祖馆长和福利馆长问序于我。
承蒙厚爱，感铭斯切，爰书此文，权充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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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津城市历史地图集》共收集、绘制天津历史地图66幅，图文对照，所附文字，既是对每幅图
的说明，又是对该时期历史的高度概括。
这部《天津城市历史地图集》对天津平原的成陆、水系的变迁、聚落的演化、遗址的分布；城市的兴
起、发展、建置、沿革、开发、改造等等，都进行了翔实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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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天津市行政区划图2　天津市卫星摇撼影响图3　渤海湾全新世界海侵示意图4　天津成陆及贝壳堤
、牡蛎滩层示意图5　天津市古遗址分布图6　西汉时期渤海湾西北岸诸水示意图7　泉州演变示意图8
　汉末天津地区洼淀示意图及汉末海河水系初步形成示意图9　魏晋漂榆邑遗址及水系环境示意图10　
隋代永济渠的开凿及海河水系形成示意图11　唐代水运枢纽军粮城及附近水系示意图12　界河南北宋
、辽对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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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津城市历史地图集》收集的最早的原始地图是1674年的《天津卫城图》，最晚的是1946年出
版的《最新天津市街图》。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津城市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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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