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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征纪程》、《中俄界记》二书，是清末地理学家邹代钧（1854-1908）的代表作。
邹代钧，字甄白，又字沅帆，湖南新化（今属隆回）人，中国近代地图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邹代钧出身于舆地世家，其祖邹汉勋、父邹世繇均精通舆地学。
受家学濡染，邹代钧自幼爱好舆地学。
光绪十二年（1886），邹代钧随太常寺卿刘瑞芬出使英、俄等国，研究欧洲测图学，创造了“中国舆
图尺”。
光绪十五年（1889）回国后，任会典馆纂修官。
光绪十七年（1891），受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请，用三年时间主持编纂成《湖北省地图》。
光绪二十年（1894），张之洞开设湖北译书局，邹代钧任海国地图编辑员。
光绪二十二年（1896），邹在陈立三、汪康年等维新派人士的赞助下，在武昌创办中国第一个地理学
术团体舆地学会。
两年后，湖南维新派人士熊希龄、谭嗣同等在长沙成立政治学术团体南学会，邹代钧主讲舆地，并负
责《湘学报》所属的地理舆地部。
戊戌变法失败后，邹代钧被张之洞聘为两湖书院地理教席。
光绪二十八年（1902），经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邹代钧人京任编书局总纂兼学务处提调官，次年任
《钦定书经图说》纂修兼校对官，书成后补用直隶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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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征纪程》、《中俄界记》二书，是清末地理学家邹代钧的代表作。
邹代钧，字甄白，又字沅帆，湖南新化(今属隆回)人，中国近代地图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西征纪程》四卷，是邹代钧于光绪十二年(1886)随太常寺卿刘瑞芬出使英、俄等国的旅行日记
。
刘瑞芬一行共二十人，乘船从上海出发，经东海、南海，西行过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绕亚丁湾、
红海，入地中海，至法国马赛，然后改乘火车、渡轮至英国伦敦。
邹代钧对沿途经过国家和地区的方位、地势、疆域、山川、海洋、政教、历史、风俗、物产、时事等
有详细的记述。
但出使俄国的行程、沿途的所见所闻则未予记载。
　　《中俄界记》重点是研究中俄边界线的走向，及边界线所经之地理形势，对中俄外交的失败，订
约的原委，历次割地情况，沿边内外山川形势险要，卡伦、牌博，道里方位，都做了比较精确的考订
和论述，特别强调中国必须加强边境设施和国防建设。
　　此次湖湘文库整理出版《西征纪程》、《中俄界记》合刊本，分别以光绪二十三年本与宣统三年
本作为底本，并将《两湖书院地理讲义》及《两湖书院日本舆地课程》一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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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又西南行，过玉环厅之东。
玉环本温州东北海中山，东与楚门所对峙，为楚门港。
港口有鸡脐岛横塞鸡脐。
南为大鹿岛。
两岛问甚便轮船停泊，故守鸡脐与楚门之东南觜、玉环之基忙觜为港之门户。
又西南行，过温州弯外。
弯为瓯江人海之口。
瓯水深阔，轮船往来温州城下。
口外岛屿错列，其黄大密、虎头山、河建岛、三盘山、凤皇山数处皆为守口切要，而凤皇山之南有牛
港，轮船每来收泊，又宜守大瞿岛、南策岛以清其外。
又西南行，过北岐、南岐两群岛之东。
两岐南北相距约四十里，均使轮船寄碇。
其西为瑞安县，飞云江人海之口。
口门皆浅沙。
又西南行，人台山洋，以台山群小岛而名也。
其西北为南关港，港北为平阳县之镇下关。
明为水寨，有官澳驻泊舟师。
今港内深阔，甚便轮船停泊。
南关港之东日南关澳。
南关澳之东日北关港。
扼南关港之南觜，及镇关岛、屏峰岛，则三口皆固矣。
南关港为闽浙分界处，又西南行则入闽海矣。
十五日癸卯。
天将明，风起浪作，船荡摇特甚，卧厅、饭厅食具有顷倒作破碎声者。
少顷，风稍平。
自人闽海则过福瑶山之东。
福瑶为福宁东海中之岛，西北为流江，西南为烽火门，明代皆水塞重地。
福瑶西与大地间之里山澳，及福瑶东北二十里之引考克群小岛，皆为轮船寄泊处。
引考克之东即台山群小岛也。
又西南过七星群岛之东。
七星之北日镇岛。
又西南过东引山之东镇岛，与东引均便收泊。
东引，罗源县东三沙弯口外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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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征纪程中俄界记》：湖湘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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