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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兴起的历史考察

李　 鹏

　 　 【摘　 　 要】在晚清社会维新、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伴随西方新式印刷技术的传播,以武昌、上海等地为

中心,各类地图出版机构相继成立,初步建立起地图编绘、出版与发行的流通体制,有效促进了新式地图的

出版与传播速度,进一步提升了地图出版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标志着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的初步形成。
本文通过考察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兴起的历史过程,分析不同类型机构地图出版发行与经营流通的特点,
认为近代地图市场主体从官方向学会和民间转换,由西方印刷技术、专业出版机构成立所催生的新式地图

出版物,极大推动着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的转型,进而深深嵌入社会文化变迁的脉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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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商品的印刷品是孕育全新的同时性观念

的关键。①

在很多方面,地图有助于人们了解关于国家的

知识。 作为一种符号,它是一种有效而积极的媒

介,通过这种媒介能够塑造出一种地缘机体;作为

一种元符号,它本身是一种参照对象,并可以创造

出超越其本源的更多意义与价值。 它不仅垄断了

人们设想国家这一人造宏观空间概念的方法,而且

它两方面的角色都让它轻松地控制人们关于民族

性的知识,并让国家感成为一种更接近自然的

存在。②

晚清以降,伴随西方新式印刷技术的传入,以

雕版印刷技术为支撑的传统地图出版逐渐式微。

新式地图出版业以近代西方印刷技术为基础,不同

类型的地图出版机构相继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地

图出版业的初步形成。③然而,相比传统地图出版,

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是怎样兴起、发展的? 其背后

有着怎样的社会影响? 这都是近代中国地图出版

史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

就学术史而言,最早关注“近代中国地图出版

业”这一论题的,当为 1953 年葛绥成《清季民初地

图出版工作及出版物》一文。④近年来,研究者多从

地理学史的视角审视晚清“译印地图公会”的源流

派分。 例如,郭双林对“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的性质

进行了探讨,认为其既是一个地图出版机构,也是

一个学术研究机构。⑤邹振环则从学术网络的建构

展开分析,评价该会是“中国近代史上成立最早、历
史最长、出版地图最多、在社会上流传最广、贡献最

大的一家私营专业地图出版社”。⑥上述研究将近代

中国地图出版业的发展,同地理知识转型、社会文

化变迁有机融合,呈现出 “知识社会史” 的外部

理路。

相比地理史学者的外史视角,出版史研究者更

关注近代中国地图出版机构的经营模式与内部运

作。 例如,傅良瑜、周岩、陈竹、文士员等学者对“译

印西文地图公会”、亚新地学社的地图出版物、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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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股票发售等诸多方面展开论述,颇具参考价

值。⑦陈潮编著《图情六十年》一书,内容涉及近代中

国地图出版机构、出版图目、出版群体等诸多方

面。⑧李明杰、石冰洁等则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分

析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的文化贡献,可惜未及

深入。⑨

对于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研究来说,不仅需要

从地理学史、出版史的角度分析近代地图出版机构

的经营模式与知识水平,更需要从文化史角度分析

地图出版物与文化政治的互动关系。 因此,系统考

察近代中国地图出版机构的专业化与市场化,深入

分析地图出版物对传播地理知识、形塑国民认同的

影响,就成为本文的方向所在。⑩有鉴于此,本文的

研究对象,主要是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的兴起过程

及其社会影响。 从性质上,是指近代中国地图印

刷、出版与发行的专门化;从主体上,包括官方、学
会与民营地图出版机构三大类型。

一　 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兴起的历史条件

(一)传统地图出版的历史积淀

现有研究表明,由于中国古代地图编绘与使用

的主体主要是宫廷或政府,占相当比重的地图文本

都“藏之内府”。 即使版刻地图在宋明以来书籍市

场大量出现,甚至有士人参与其间,但多是“著刻一

体”,多属非营利性的官方或半官方行为。 换言

之,受限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国古

代地图的使用与流通多局限于皇室贵族、政府官员

与士人阶层,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不脱“王朝地理

学”的范畴。
尽管中国古代舆图多因藏之内府,未能在社会

上广泛流传,但传统地图出版并未因此而停滞。 特

别是自宋代雕版印刷术在地图上的广泛运用以来,
地图的使用与流通逐渐向下层知识阶层传播,有的

甚至成为年画、折扇与屏风装饰的重要形式。 由于

普通知识人或民众对于地图,并不需要特别精确和

详细,反而地图尺幅越小越容易流通。 而这些民间

舆图虽不甚精确,但适合大众;尺幅虽不大,却便于

携带,因此受到普通知识阶层的广受欢迎,起到了

向民间社会普及地理知识的作用。

以清代前中期为例,传统地图出版市场的繁

荣,客观上促成了《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和《大

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等私绘舆图的广泛传播,这
些舆图逐渐发展为有别于官方谱系的“大清一统”
系全图。 早在康熙十二年,黄宗羲便绘制过一幅全

国地图,其图绘范围主要为内地各直省,并不包括

蒙古诸部、西南未开辟的地区,以及西北哈密、喀尔

喀、西套、西海等地,这被视为“大清一统”图系的源

头。 至康熙五十三年,阎詠、杨开沅根据黄宗羲图,
增补改绘为《大清一统天下全图》,此图增绘了黄宗

羲图所没有的蒙古四十八旗、红苗、八排、打箭炉、

哈密、喀尔喀、西套、西河等地。在上述两图的基础

上,雍正三年,汪日昂又进一步改订《大清一统天下

全图》,该图系纸本彩绘,现仅韩国首尔奎章阁有

藏,纵 138cm,横 117cm,与前述阎詠图主要为昭示

清代版图“大一统”之盛相似,图绘内容“不仅有东

海的海上漕运线,在南海沿岸也画了海路”。

此后,黄千人在上述舆图的基础上,进一步改

绘为《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 应该说,此图的最

终完成,也标志着清代前中期私绘本“大清一统”系

舆图初步完成。 此图之后,民间开始出现不同版

本、形制、表现内容大多相似的舆图,不少传本被制

作为屏风和折扇,用作装饰,流传甚广。如牛津大

学图书馆就藏有清嘉庆十九年木刻本《大清万年一

统天下全图》,纵 140cm,横 240cm,32 张印张拼合,

以便于携带,就是以黄千人所绘舆图为蓝本,增订

而成的新图。 全图覆盖范围东起朝鲜,西抵中亚,
北自黑龙江,南至马六甲海峡,以展示清朝疆域版

图之盛。总之,在版刻技术的刺激下,清代前中期

“天下一统”系舆图的大量刻绘,有的甚至借助年画

铺房刻印发售的形式,不仅占据了当时的民间地图

市场,也反映了宋以来传统地图出版的文化下移,
为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的平民化、市场化奠定了

基础。

(二)西学东渐与地理知识转型

19 世纪以降,西方人挟船坚炮利之威,以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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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的西方学术文化,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

科学与工程技术再次大规模传入中国。 特别是晚

清以来,西学东渐日涌日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

习西学,并开始用“新学”的概念取代西学之说。特

别是受惠于晚清西方地理学的传入,大量来自西方

和日本的地理学名词或专业术语开始进入中国知

识界的概念之中,极大丰富了中国地理学的词汇

库。正因为“地理学之关系于民智,诚一国兴衰强

弱之本”,在晚清危殆的社会局势下,“地理一科,不

可不视为学堂中重要之科目”,西方地理学的实用

价值越来越受到知识阶层的重视,普通知识人的新

式地理知识水平逐渐得以提高。 截止到清末,伴随

近代学制的变迁和地理学教育体系的确立,估计已

有 200 多万人在接受着不同层次的西方地理学教

育,这都为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的兴起奠定了社

会基础。
换言之,在清末新旧地理知识范式转型的大背

景下,特别是新式地理教育体系的建立,必然要求

扩大教科书的编纂范围。由于地图是地理学的第

二语言,地理知识非图不明,新式地理学教育体制

与地理知识共同体的形成,客观上也促成新式地图

市场的形成。 而从晚清整个社会需要来看,无论是

开辟商埠,还是对外交往;无论是划定租界,还是民

族工商业的发展,都要了解国内外地理形势,对地

图的需求必然进一步扩大。 特别是新式学堂教育

的创立,为供应新式地理学教科书,作为辅助的教

学地图也随之诞生。 在晚清西方地理学的广泛传

播下,一批受西方影响的地理学人,通过翻译、介
绍、编绘新式地图,不仅为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开

辟新局面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晚清新式地图出版

机构的兴起奠定了专业基础。

(三)新式印刷技术的传入与地图出版

所谓近代新式印刷技术,就是 15 世纪以来,由

谷腾堡开启的,在西欧诞生的以机械操作为特征的

印刷术。 依据印刷方式与油墨使用的不同,大致可

分为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和凹版印刷三种。应该看

到,近代西方新式印刷技术的大规模传入,对于晚

清以来新式地图出版业的影响十分明显。 尽管这

一时期传统雕版复制地图的做法仍有较强的生命

力,但对于日益精细的新式测绘地图来说,西方的

平版石印与铜版凹印技术有着诸多优点。 例如,有

学者就指出:“近代的地图印刷……仰赖于近代印

刷术中平印和凹印技术之采用。 客观上,近代的地

图早已进入实测地图阶段,故注重地图的正确性要

求,图上用经纬度来控制相对位置。 因此,在地图

印刷方法上也需要能适应这一要求。”

毋庸讳言,相比于传统雕版印刷地图而言,平
版石印地图不仅成本低廉,且图绘精美,往往“细如

牛毛,明如犀角”,不差毫爽。 特别是五彩石印地

图,无论内容、图绘、装帧上都十分新颖,令人耳目

一新,反映了时代的气息、西学的影响和大众的期

待,因此广为流行,很快占据了晚清的地图市场。
当时上海的洋报刊———《北华捷报》就有这样一篇

报道,言该报记者曾获得一张“标示清晰、排版合

理”的上海地图,此图系由平版石印,由上海湖北路

一家中资石印商出版。 这位外国记者极力夸赞此

图绘制者对于距离、方向和地名拼写的精确把握,

还评论说:“这么高水准的地图竟是由一名中国石

印商出版,这对那些断言中国人在他们视为蛮夷的

西方艺术毫无建树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有力的回

应。 就这份地图的外观而言,我们本土任何一家印

刷公司都会称赞不已。”

此外,凹版印刷技术对于近代中国地图出版而

言,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凹版印刷地图甚至比石

印地图更为精细。 如晚清光绪十四年(1888),一位

叫王肇 的学者曾游学日本,专攻舆地之学,十分

留意东瀛沿海之地形特征,广搜日本地图资料,编
绘成《日本环海险要图志》一十二卷。 然而,由于此

书中图幅纤微,难以付梓,作者遂将总图留在日本

国采用凹版雕刻印刷。 又因各分图系沿海各岛险

要,不便交付外人,就自己潜心学习,最终学会了采

用凹版印刷地图的技术。 在其 1889 年所撰写的

《铜刻小记》一文中,作者就坦言:
鋐一介诸生,痛先人之赍志以终也,思为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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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学,以继先志,遂东游日本。 自揣不文,惟于舆地

为性之近。 但孤寒无力,提挈无人,薄游三载,始尽

得其沿海各岛险要,有未备者,更转辗求诸彼国海

军署中。 成书十二卷,于口岸形势,纤细毕载。 是

时遵义黎公,出使是邦,先以呈之公,公阅而首肯。
今年春,始得以咨达海军及总署北洋诸处。 只以卷

帙繁重,图幅纤细,力难付镌,仅于戊子春将总图付

诸铜版。 因知彼国刻铜之法,创自泰西,较之石印

为精。 虑分图之未便再假手东人也,乃考求其法,
研精而习之,尽得其方。 爰分绘刻铜诸器,各系

以说。

由此可见,正是在西方新式印刷技术的推动

下,晚清以降中国地图出版业的技术水平有了较大

的提高。 特别是从 19 世纪末开始,近代中国的地

图出版技术已经从单色印刷发展成彩色印刷,地图

的承印材料、装帧风格都有了较大改变,地图成品

的质量更加精细美观。 新式地图出版机构积极采

用新的印刷技术,从而带来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的

技术升级与行业转型。 如 1896 年武昌舆地学会邹

代钧就积极运用五彩石印技术印刷地图。 1898 年

成立的亚新地学社使用两台四开石印机印制地图,
成为第一家采用西方印刷技术的专业地图出版机

构,由此也带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积极改进地

图制版印刷技术。由此,近代中国的地图出版业逐

渐兴盛起来。
二　 晚清官方地图编译与出版事业的发展

(一)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地图编译与出版

1867 年,徐寿向位于上海的江南制造局会办提

出设立翻译馆,在征得曾国藩的同意后,1868 年 6
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见图 1)正式开馆,该馆位

于江南制造局西北隅,是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由政府出面,组织人员进行西书翻译的官方出版机

构。 翻译馆创立之后,十分注意对西方新式航道舆

图的翻译与出版,特意 “从外洋购得中国沿海各

图”,服务于近代中国的江海行轮与海防建设。 对

此,曾国藩赞许道:“(翻译馆)拟译西人所画长江沿

海各图以测水道深浅,轮船行驶海中,断不可无此

二法。 而舆图之学,又不仅为船行江海之用。”

1874 年,由傅兰雅(John Fryer)等翻译的《海道

图说》正式出版,开启了晚清官方新式地图出版的

序幕。此图志直接转译英国海军海道测量局 China
Sea Directory 一书,并充分利用英国海军所测绘的

中国海图资料,分类叙述中国沿海沿江的航道港

湾、道礁浅滩、潮汐流速、气象条件等有关轮船航行

的技术指南与地理条件。作为晚清最早由官方翻

译出版的西方海道图志,《海道图说》很快在当时知

识界传播开来。 在清末报刊时论中,就提到“凡西

士新译《地理备考》《海道图说》西洋兵书,皆足资我

图 1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外景

资料来源:上海图书馆编《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图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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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在当时出版的目录学著作中,《海道图说》
也备受青睐。 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录》就评价:

《海道图说》十五卷,附《长江图说》一卷。 海

道总图一幅,分图十二幅,长江图五幅。 制造局本,
十册,上海石印本。 英兵船部原书……起自琼州,
迄于辽东、台湾。 后附朝鲜、琉球、日本各处沙线、
飓风、礁石诸忌,胪列详尽。

与此同时,翻译馆又参照英国海军测绘资料,
自行编制《八省沿海全图》,成为晚清官方海图出版

的一部力作。 《八省沿海全图》全部采用西方铜版

技术印刷,由翻译馆傅兰雅、金楷理、王德钧编制,
第一版于 1874 年公开发行,此后多次再版。全套

图集共 18 大张,79 分幅,按照自北向南的顺序,分
省配置各海区的航行图、港湾图与航道图,系统、全
面、完整地反映了中国海区地理形势,在某种程度

上还带有了海防图与兵要地志的功能。除去上述

新式海图的翻译出版,1976 年,李凤苞等人陆续译

印了整套《平圆地球图》,共有分图 2 大幅 12 张。
在晚清新旧交替、中西激荡的文化氛围中,《平圆地

球图》的印行与传播无疑具有文化启蒙的意义。
1903 年,宋育仁为四川高等学堂购书的清单中,就
有翻译馆出版的《平圆地球图》。 钱基博《读舆地

书宜兼看图表》一文亦说道:
自西学兴,而图学愈新,愈详愈确……制造局

之《平圆地球图》,益智书会之《平圆地球图》、《皇

朝一统舆图》、《日本地舆方图》,其图皆精于中国。
此图之宜看者也。

截至 1879 年 6 月,翻译馆共“刻成地图与海道

图共二十七张,海道图大半为英国者,译出后俱在

局镌铜板印之,已销售者共四千七百七十四张”(见
表 1)。在印刷技术上,所出“地图与海道各图,乃
局内所刻阴文铜板所印者”,有力带动近代中国地

图出版印刷技术从手工操作向机械操作的转型。
在出版流程上,经过中外译员的通力合作,分成翻

译、编辑、刊印、发售等各个环节,组织严密、程序规

范。 为进一步扩大销售渠道,翻译馆还将地图发行

事物委托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借助近代中国的邮政

事业邮递至全国各通商口岸,由此开始改变中国传

统地图以官方为主体的流通格局,开始迈向“半官

半民”的地图发行模式。

总之,作为晚清官方译书机构的代表,江南制

造局翻译馆的地图编译出版活动,促进了近代中国

地图出版技术的发展,提升了地图出版内容的水

平,在地图出版规模、出版选题、出版流程、出版规

范等方面都有新的进步。 与此同时,作为晚清洋务

运动出版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所译印的诸多测绘、舆图书籍,不仅契合了当时关

注海防与军事建设的主要内容,更成为中国传统地

图流通向近代地图出版事业转型的关键一环,有力

推动了中国地图出版与地图市场的近代化发展。
　 　 表 1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印舆图、测绘书籍

书名 卷数 类别 连史纸版价目 赛连纸版价目 附录

《测地法原》 一卷,一本 图学 二角 一角五分 附图,附表

《测地绘图》 十一卷,四本 图学 九角 六角五分 附一卷,附表

《测绘海图全法》 八卷,六本 图学 一元五角 九角五分 附一卷

《行军测绘》 十卷,二本 图学 五角五分 三角五分 无

《海道图说》 十五卷,十本 地图 二元八角
一元六角(另有扇

料,一元二角)
附《长江图说》

《平圆地球图》 一幅 地图 四元八角 不详 无

《八省沿海全图》 一套 地图 四元八角 不详 无

　 　 资料来源:《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参见王韬、顾燮光等编《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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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湖北官书局的地图刊印与出版

就晚清官书局的地图刊印与出版而言,首推湘

军名将胡林翼(1812 ~ 1861)设局编印《皇朝中外一

统舆图》(见图 2)。 胡林翼在青年时代就推崇经世

之学,“笃嗜《史记》《汉书》《左氏传》《司马通鉴》暨
中外舆图地志,山川扼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

1853 年,清廷调其赴鄂镇压太平军,官至湖北巡抚。
胡氏于戎马倥偬之中,发现李兆洛所编《大清一统

舆地全图》“州县旗部不无易位,地名亦转多论错”,
遂决定在武昌设局,聘请邹世诒、晏启镇“另行编纂

舆图供军国之用”。然而,此图稿甫成而胡即死,后
由严树森继请李廷箫、汪士铎修订,书名《皇朝中外

一统舆图》,于次年由湖北抚署刊行(即湖北景桓楼

刻本)。 对此,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中这样写道:
树森始终在胡林翼幕,书札著述,皆经树森手。

《读史兵略》 《一统舆图》二书,纂助最多。 ……林

翼鉴于三河之败……官军每为向导人所绐,故一败

涂地,皆由不明地理所致。 乃与树森先治湖北、江

西、安徽三省舆图,凡溪港山阜,小路捷径,详细著

明,某地至某地若干里,某村至某村绕出快若干里,
用以行军。 每乘太平军之虚,先据要地,而太平军

用兵上游,不得逞。 乃推治各省,远及藩属,所谓

“胡文忠地图”也。 故该图于长江各省最细密。 胡

又嘱树森关于史籍所载长江各省用兵,古人成败之

略,分条提出,为证明地图之运用;以地图为棋盘,
以兵略为棋子。 浸久成书,遍及全史,此《读史兵

略》所由滥觞。

然而,《皇朝中外一统舆图》的刊印只是晚清官

书局地图出版的滥觞,真正推动并大规模出版各类

地图者,则是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 作为晚清湖

北的官方出版机构,湖北官书局在刊书宗旨上,“往
往有官为之引导,且竭国帑以尽刻一切有用之书

籍”,即以追求实用价值和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
特别是张之洞在两湖地区大办洋务后,湖北官书局

的书籍刊刻类型,除去经史、算学、兵学书籍之外,
舆地图志就成为出版的重点。 据不完全统计,晚清

湖北官书局先后刊印过《大清一统分省地舆全图》
《大清一统地舆图》 《南北洋联界图》 《光绪湖北舆

地记》《鄂省营汛州县驿传全图》《长江全图》《鄂省

全图》《两湖合界地图》 《武汉城镇合图》 《新疆图》
等十余种地图,涉及全国图、防务图、区域图、城市

图等多种地图类别。

图 2　 《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书影

资料来源:《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同治二年湖北抚署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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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904 年美国圣路易万国博览会期间,湖北

官书局出版的这批舆图因为版本珍罕、纸墨精良、
刻工精雕,还被当时的湖北省政府选入 “崇文丛

书”,作为中方的参展图书,不仅受到当地万博会主

办方的重视,也收到美国文化界的好评。如美国著

名报业家 Murat Halstend 在其《路易斯安那购地舆

圣路易万博会历史图录》中,就认为中国以出版物

的形式向西方世界揭开她的神秘面纱,其中“富有

艺术性的照片、地图和地球仪……在人文艺术宫展

示世界进步,构成独一无二的展览”。作为官方出

版机构,湖北官书局地图刊印与出版主要服务于地

方行政,并以振兴文教、保存文献、服务乡邦为宗

旨,但这并不代表其不追求地图等书籍出版的商业

盈利价值。 如在晚清湖北官书局的章程中,就有关

于售书定价与书籍交易的详细规定:
1. 售书价值照详定章程、不折不扣。
2. 近年经费支绌,业已停刻,仅将现成板片刷

印发售。 如各衙门有公件饬刊,均由各衙门自行

发价。
3. 所售书籍逐日开单呈报,购书如须退换,务

在本日之内,次日已经呈报则不及退换矣。
4. 详定章程,先交书价,再行发书,概不赊欠。
5. 本处自裁减后,所留司事、夫役无多,购书交

价,自行搬取,概不挑送。
6. 如 有 因 公 提 取 书 籍, 须 奉 文 照 发, 以 便

备案。

尽管在上述章程中没有言及地图销售的专门规定,但
作为湖北官书局书籍出版的重要内容,其地图发售原

则无疑需遵照上述规定。 换言之,按照上述章程的规

定,除去官方因公提取外,湖北官书局的地图出版,不
仅遵守了书籍市场的等价交换原则,拥有版权和成本

意识,而且还规定了买卖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绝不赊

欠。 同时,在晚清《湖北官书处书目》的书单中,更有

关于湖北官书局部分所刊地图的具体价格信息(见
表 2),由此可知在具体经营上,湖北官书局也积极采

取各项措施,加强地图的销售和流通。
　 　 表 2 湖北官书局所刻部分地舆图价目

图名 册数 纸张 价格

《大清一统分省地舆全图》 二十六册(面) 竹连纸
装裱每部钱二串九百二十一文(匣子在内),未

裱每部钱五百二十一文

《皇朝内府舆地图缩摹本》 二本 竹连纸 每部实价钱二百四十文

《长江图说》 五册 竹连纸 装订每部钱七百三十八文,布套在内

《新疆图》 一套 竹连纸 每部实价钱二十六文

《武汉城镇合图》 一幅 白宣纸 每张七百文

《省城内外总图》 一幅 白宣纸 每张八十文

《省城内外分图》 一套 竹连纸 每套一百文

《汉镇街道图》 一张 白宣纸 每张一百二十文

《南北洋联界图》 一套 竹连纸 每套六十文

《鄂省全图》 一张 白宣纸 每张七百文

《鄂省营汛州县驿传全图》《鄂省营制驿传汇编》
一套 图 四 本,

书四本
竹连纸 每部实价钱一串二百文

《光绪湖北舆地记》
一套 图 四 本,

书二十四本
竹连纸 每部书实价钱二串一百文,图三串五百文

《两湖合界地图》 一套 竹连纸 每套二百文

《光绪湖北舆地大图》 四本 竹连纸 每部实价钱三串二百文

　 　 资料来源:《湖北官书处书目》,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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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地图出版种类的多元化,湖北官书局的地

图出版方式也日趋多种多样,或为自刻自印,或为

他刻自印,或为代刻代印等。 或由湖北其他官方机

构主持刻版,而由湖北官书局重印;或由湖北其他

机构主持编制,由湖北官书局代印,故地图版权上

多署其他机构名称。 如《清一统地舆图》《皇朝内府

舆地图缩摹本》等就属于他刻自印,而《湖北省城内

外街道详图》 《湖北汉口镇街道图》就属于代刻代

印,虽为湖北官书局刊刻出版,却分别署名为湖北

善后总局刻本和湖北藩司刻本。浙江官书局也是

如此,有的甚至属于私人代刻。 与此同时,湖北官

书局的地图发售活动,每种都有详细的册数、用纸

和精确定价。 其地图定价根据质量和成本,规定不

同的价格,以满足不同客户的购买需求。 如竹连纸

往往用于地图集的刊刻,而白宣纸则用于单幅精装

地图的出版,因白宣纸成本较高,故其地图售成本

也随之增高。 湖北官书局刊刻出版的各类地图,所

订“书价较廉,多士易于购置”,主要服务于政府人

员与普通知识阶层,这种“半官半民”的地图经营虽

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但也不乏商业盈利与市场追

求,无疑带有了近代民营地图出版机构的若干特

征,为近代中国地图出版转型奠定了基础。

三　 学会体制与“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的地图

出版

(一)“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的地图出版计划

自《海国图志》 《瀛寰志略》出版以后,依靠地

理图籍文献的文本阅读和知识交流,逐渐形成了一

个非体制化的地理学知识共同体。这期间,邹代钧

创设的“译印西文地图公会”,致力于译印、出版新

式中外地图,不仅是近代中国新式地图出版业肇兴

的起点,更是清季体制化地理学知识共同体兴起的

标志。 邹代钧(1854 ~ 1908),字甄伯,号沅帆,湖南

新化人。 他自幼喜欢史地之学,“于测绘地图之事,

肆力探穷”。甲午战争,深深触动了邹代钧的家国

情怀,他尝言:“英国兵部、海部之舆图学,开办至

今二百余年,未尝或辍。 是知彼之雄长五洲,于地

理固研习有素焉。 朝廷万几勿遑,吾草莽臣且为

之。”在几位好友的支持下,他于 1895 年在上海创

设“译印西文地图公会”。 为推动公会的地图编译

工作,邹代钧特意在《时务报》上发布了《译印西文

地图召股章程》,制订了一套庞大的地图出版计

划。具体而言,有如下特点。

首先,就地图出版工作的具体内容而言,“译印

西方地图公会”力求在广泛搜集最新中外地图资料

的基础上,出版一套更为精确的、中外合璧的世界

地图全集,全面超越当时国内市场上流通的各种世

界地图。 要达到这样的宏伟目标,第一步就要慎选

底本,保证地图数据来源的准确性。 其中,依照《译

印西文地图招股章程》,国内部分以胡林翼《皇朝中

外一统舆图》、各省新测地图以及光绪《会典舆图》

等最新地图为底本,国外部分则参照最新出版的西

文实测地图,最大限度地利用所能找到的第一手外

文地图资料。 第二步则在前述基础上,规范地图译

绘流程,统一地图比例尺。 不仅要将西文地图全部

翻译为中文,也要将中文地图计里画方数据转为经

纬网数据,并以北京子午线为本初子午线,最终全

部改为邹代钧自制的中国舆地尺。

其次,在地图出版活动的经营特色上,“译印西

文地图公会”首次采取“股印”的方式,公开向全社

会招股集资,以预约销售的方式吸纳社会资本,筹

集地图编译、印刷与出版的费用,这在近代中国地

图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在《译印西文地图

招股章程》中,邹代钧所提出的中外地图翻译与出

版计划,国外部分达 410 幅,国内部分为 260 幅,其

图目总数达到 670 幅,图绘内容涵盖全球范围,且

多采用小比例尺,这无疑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单靠个人或公会社员出资显然无力承担。 因此,公

会集资招股编绘、印制地图,并不是要“招股合印”

进行投资,购股者只是预约购买公会刊印的地图。

换言之,这种“股印”的经营模式,就是预收读者认

股预订的地图书款,来启动地图公会印制与出版计

划的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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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邹代钧与“译印西文地图公会” 的惨淡

经营

1897 年,“译印西文地图公会”开始遭遇诸多

困难,导致地图出版工作一度出现停滞。
首先是地图印刷风波。 由于地图公会是民间

社团,并无自己的印刷机构,只得到处接洽印刷商。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石印厂商,却在签约过程中遭遇

讹诈。 而且这家厂商采用的是传统的石印方法,
印制出的地图字小模糊,质量不佳。 对此,夏曾佑

就抱怨“所印样本,苦不佳,何以子仁竟不能作细

工,亦一恨事”。面对此种情形,邹代钧只能违约

停止与前述印刷商的合作,“旋以石印不如铜版之

精细,且铜版又可永久留存,随时修改”。1897 年

初,邹代钧筹集二千余元,由王肇 带图前往日本

刊印,每张千份。 第一批图终于在当年四月得以

出版。

其次是政治与资金风波。 1898 年夏天,因戊戌

变法,清廷下旨禁会。 “译印西文地图公会”在政治

压力之下,只得改为“舆地学社”,再后改为武昌“舆
地学会”。 为度过困境,邹代钧惨淡经营,四处求

援,为译印地图一度“倾家荡产,炊烟几绝”。特别

是由于地图印刷技术的改变,所用资金数倍于前,
整个公会又出现资金周转困境。 最终经过慎重考

虑,地图公会只得在 1897 年后停止向社会公开招

股。及至 1902 年,为推进第二批地图的刊印出版,

邹代钧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此前编印的地图内容过

于细致,一般读者并不需要,不如先改印大比例尺

地图,作为普及地理知识之用,这样销路必广。他

在给汪康年的信件中,这样写道:

原议第二批出中国地图二百余张,其数既多,
且所出尚属一隅,于销路必不能畅。 兹已改章,第

二批所出,系中国各省总图(一省一张,分图一省多

至十余张)、外国各国总图(一国一张,分图一国多

至七八张),现在赶办,明春必可出全二批,于中小

学堂甚便。

1902 年,张百熙邀请邹代钧入京任职,资助二

万元作为译绘地图之资,并答应将地图发给各省学

堂作为教学之用,地图公会的困境暂时得以缓解。
1903 年,第二批图面世,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中外

舆地全图》。从内容上看,辑入《中外舆地全图》的

68 幅地图中,有世界地图 1 幅,半球图 2 幅,各大洲

全图 6 幅;国内图幅计全国总图 1 幅,分省图 24 幅,
此外为外国图,共 34 幅。 无论是在资料采用,还是

数学基础与表现方法上,都堪称近代地图集的代表

性作品。
为保证地图印刷的精美,邹代钧还通过黄遵宪

专门引进了新式印刷机,使用烂铜版法印制《中外

舆地全图》。由此方法印制的地图色彩鲜明美观,

与旧式地图有天壤之别,故《中外舆地全图》也是近

代中国最早的彩印地图集。《中外舆地全图》出版

后,不仅受到当时教育界的喜爱,也受到文化界与

政府部门的重视,如在 1906 年外务部《地图分编简

明目录》中,就将该图列于“中”字部“总图”之首,

推荐为外交人员的常备参考用书。正是“译印西文

地图公会”与邹代钧的不懈努力,使地图出版作为

一种独立的出版事业得以初步形成,“由是邹氏地

图,屹然为天下重”。然而,由于地图公会以推广舆

地学为任,不以盈利为宗旨,加之学会松散的管理

体制,邹代钧的地图经营一直面临诸多困难,这也

是困扰其市场拓展的根本因素。

四　 清末民营地图出版业的兴起和发展

(一)亚新地学社与民营地图出版业的初兴

应该看到,邹代钧在早年创办“译印西文地图

公会”时,该会仅仅是一个地学团体,缺乏专门的地

图印刷机构,所以常常受到承包商的掣肘。 因此,
创办属于自己的地图印刷出版机构,或者说最终将

学会性质的“译印西文地图公会”转型为专业地图

印刷出版机构,当是邹代钧梦寐以求的事情。在近

代中国地图出版史上,最早成立的专业地图出版机

构是亚新地学社,延续时间长达 54 年。 它的成立

代表了清末以来地图出版业的产业化方向,标志了

近代民营地图出版机构的逐渐崛起,预示了近代中

国地图出版市场的初步繁荣。
亚新地学社的创办人是邹氏地学的第五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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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邹永煊(1870 ~ 1950),字焕廷,系邹代钧族

侄。 1898 年,邹代钧命其前往上海,代为购买石印

机二台,开办一个地图印刷所,取名为“亚新舆地学

会”。邹代钧辞世后,邹焕廷将在上海的“亚新舆地

学会”迁回武昌细横街(今民主路),先改为“亚新

铜版彩印地图局”,后改名为“亚新地学社”。之所

以命名为“亚新”,是取“亚洲”和“新化”的第一个

字,寓意既要有世界眼光,又不能忘家学渊源。对

此,罗元鲲就坦言:
光绪三十四年,学部拟以山东提学使任用,而

公(指邹代钧)已病偏枯,卒于武昌舆地学会,年五

十五。 其时公弟子宁乡周震麟在侧,以师身后萧

条,舆地学会无力续办,建议当道将学会地图底片,

收归学部得取代价以赡后人,周君报师之功伟矣。
其一部分底片,由公房侄邹永煊及子兴钜继承,在

武昌另创“亚新地学社”,邹氏世业,得以不坠。

可以说,无论是“译印西文地图公会”还是亚新

地学社,都是邹氏家族的传承,两者之间相互交融,
是一脉相承的共同体。 因此,在亚新舆地学会在上

海成立之初,邹代钧出大量资金支持亚新地学社的

创办。 换言之,亚新地学社的前身———亚新舆地学

会在 1898 年初创于上海之时,明显是“译印西文地

图公会”(武昌舆地学会)的印刷分部。 至 1908 年

学会解散,亚新地学社回迁至武昌后,在继承邹氏

地图遗产的基础上开始独立发展,向编绘、出版和

印刷三位一体的专业地图出版机构转型。
成立之初的武昌亚新地学社规模较小,因陋就

简,除去百余平方米的厂房,只有两台手摇的四开

落版石印机,印刷地图时由家人亲戚帮助,以减少

成本,可谓艰难创业。然邹代钧去世后“译印西文

地图公会”所存留的铜版仪器,特别是皇朝一统图

铜版、世界全图铜版、历朝图铜版以及湖南省图铜

版全套,均由亚新地学社所继承。 这些宝贵的地

图铜版成为日后亚新地学社在近代中国地图出版

市场崛起的重要基础。 亚新地学社在清末出版的

地图中,最早的是 1905 年的《皇朝分省图》,此图以

邹代钧武昌舆地学会《皇朝直省图》为基础,内有全

国总图和各省分图,比例不等,彩色印刷,图廓 25.
2cm×17. 5cm,至 1909 年已经出 5 版,并增加“中国

地势图”1 幅,地势分层设色。总的来看,亚新地学

社在清末仅仅是一家小规模家族企业,其发展还处

于起步阶段,所出版的地图尚是“译印西文地图公

会”(武昌舆地学会)的余绪。 但作为首家独立的专

业地图出版机构,其成立在近代中国地图出版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商务印书馆与民营地图出版事业的发展

相比亚新地学社成立初期的局限性,对于清末

地图出版市场有重大影响的综合类出版机构,首推

上海商务印书馆。 据统计,辛亥年间商务的出版物

顺序,依次为①教科书、②政法书、③地图、④杂志、

⑤小说、⑥簿册、⑦排印古籍。换言之,清末商务印

书馆的出版业务格局中,地图的贡献仅次于面向学

子的教科书和考试所用的政法书,成为排位第三的

重要出版物类型,由此也可以推想地图部在商务印

书馆编译所内的重要性。 至 1912 年,商务“历年编

译图书已出版者,凡一千二百余种,计书四千余册,

又图一百数十幅”。其中,属于地图类的,计有“世
界总图,七种,十二幅;本国总图,五种,十幅;各省

分图,二十种,二十幅;都会商埠专图,六种,六

幅”。应该说,商务这一时期内的地图出版业绩,在

近代中国地图出版史上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在清末商务地图出版物中,《大清帝国全图》是
最著名的“拳头”产品,在近代中国知识界流传甚

广,影响深远。 此图初版时间为 1905 年,总计 1

册,共列彩图 25 幅,其中第一图为全国总图,余下

依次为分省区域地图,绘制风格与邹代钧 1903 年

出版的《皇朝直省图》相近,当年 4 月初版发行不久

即发行第 2 版。 1908 年又发行第 3 版,封面改题为

“宣统元年第三版”,1910 年又发行第 4 版,在数年

之间连版四次,足见其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19

世纪后半期以来,伴随西方测绘技术和制图工艺的

传入,地图集的风貌也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 相比

于此前出版的传统地图集,《大清帝国全图》不仅采

用新式铜版精印工艺,使用红、绿、蓝、棕、黑五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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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还采用进口胶版或铜版纸印刷,图面清晰悦目,

一改过去线装旧图面貌。相比于中国传统的线装

地图集,此图采为单面印刷蝴蝶装订技术,图册封

面、封底均为淡绿色麻布装裱,正中自上而下书“大

清帝国全图”六字,下方配以“上海商务印书馆发

行”字样,制印十分精美,是清末采用新法编印、装

帧和出版地图集的代表之作(见图 3)。

图 3　 商务印书馆 1905 年版《大清帝国全图》封面

资料来源:商务印书馆编辑《大清帝国全图》,商务印

书馆,1905。

此外,商务印书馆还积极通过广告营销的手

段,大力推销商务地图出版物。 例如,在当时上海

最重要的报刊媒体———《申报》上就有关于《大清帝

国全图》的广告。 近代以来,广告的刊登,品牌的塑

造与标记的确立,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商

务版地图广告的一个特征,就是以较突出的字体标

出“商务印书馆新出五彩地图”的字样,通过强调

《大清帝国全图》地图文本的权威性,进而树立明确

的商务版地图品牌形象。与此同时,地图作为清末

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代表性作品,“凡有国家或地

方赛会,如劝业会、博览会、展览会、陈列所等之组

织,恒蒙征集出品,叠获褒奖”。商务印书馆在中外

博览会所获奖励中,地图大多是排位第二的重要

类型。
作为清末民间地图出版机构的代表,商务印书

馆无论是在技术水平、内部管理还是市场营销上,
都与新的历史时代合拍,使上海逐渐成为当时中国

地图出版业的中心,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国地图出版

业的新潮流。 特别是商务印书馆依托雄厚的资本、
多元股份制和发达的发行网络,使新式地图编印与

新式出版发行实现了紧密结合与良性互动。 不惟

如此,在晚清危殆的时局中,商务印书馆所做出的

一系列努力,都试图弥合国家与民众、学术与政治

之间的缝隙,进而激发民众的爱国精神与民族主义

观念,地图出版物也由此深深嵌入晚清以来中国作

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成为讨论近代中国

知识与制度转型的重要文本之一。

五　 结语: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兴起的总体

特征

从历史分期来看,以 1895 年为界标,晚清新式

地图出版业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段。 前期主要是以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官书局等官方地图出版活动

为主,在技术层面上开始引入西方的印刷技术,但

传统雕版技术也占据重要地位。 后期则是“译印西

文地图公会”、亚新地学社和商务印书馆等公会与

民间地图出版机构的兴起,在技术上西方印刷技术

得到大规模应用。 作为传统地图出版活动与新式

地图出版业的分野,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明显带有

过渡期的特征。
从空间布局来看,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的活动

中心有二:一是上海,二是武昌。 这种局面的出现,
前者可看作近代中国都市化的集聚效应,后者可以

看作两湖舆地学传统的现代回响。 特别是上海,作

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凭借特

殊的地理条件,不仅成为近代西学东渐的入口与中

心,也是西方“印刷资本主义”传入的桥头堡。 在这

样独特的城市文化氛围下,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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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勃兴,绝非偶然所致。 武昌作为近代地图出

版业的另一个中心,其形成背景则与清代湖湘舆地

学的繁荣与经世致用的学风有关。 特别是 1861 年

汉口开埠以后,又得对外开放风气之先,其成为晚

清地图出版第二大中心顺理成章。
从发展脉络来看,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走向现

代性的具体标志有四:一是新式机器印刷技术开始

运用于地图出版,使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逐渐摆脱

了传统雕版印刷的局限;二是地图出版专业化水平

逐渐提高,从事地图出版的专业机构开始出现,地
图出版物得以大规模面向知识阶层,促使行业主体

逐渐过渡到以公会、民间为主,官方为辅的格局;三
是在经营方式上,晚清的新式地图出版机构虽性质

各异,但大都独立面向市场经营,专门化的地图发

行网络与流通体系因此得以初步形成;四是在文本

内容上,新式地图出版物多吸收西方地理科学知

识,在内容上突破了传统知识体系。
综上所述,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以专业出版机

构的兴起为标志,以产业经营与地图市场的相互结

合为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地图出版业走向现

代性的特征,这也为民国时期地图出版业的进一步

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晚清中国地图出版业的兴起

过程中,官方、学会与民间地图出版活动相辅相成,
一方面以救亡图存为旨归,一方面寻求市场支持,
逐渐摆脱了传统地图出版与文本内容的局限。 在

中西文化交汇的大转折时代,由新式印刷技术、新
式出版机构成立所催生的新式地图出版物,深深嵌

入社会文化变迁的脉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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