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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京东：近代法国的地图出版与媒介文化变迁
2022-02-08

　　在研究阅读史的学者们（如美国的达恩顿、法国的夏蒂埃等）看来，“印刷文字催生新的思想，征服了人们的头脑，形塑了他们的存在方

式”，甚至一定程度上“制造了革命”。不过，传统学者的研究大多聚焦在书籍行业，忽略了地图这一重要的出版物类型，后者在制作方法、印

刷工艺、出版形式与阅读体验方面都具有其特殊性。

　　在16世纪以后的欧洲，新航路开辟带来了海量的图文信息与资料，地理学、天文学的发展孕育了新的制图技术，与此同时，蚀刻印刷工艺也

得到了普及，这就促成了一种新型出版物——地图集的出现与流行。随着弗拉芒制图师奥特里乌斯的《地球大观》（1570年出版）在商业上的成

功，新地图的出版与贸易很快风靡欧洲各国。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与主权国家的兴起则进一步刺激了公众对空间及地缘政治的兴趣，人们

开始热衷于购买和阅读地图，用以获悉前线战况、领土谈判、海外殖民事业等最新进展。作为这一时期崛起的欧陆霸主，法国很快成为制图业的

重镇。17─18世纪地图行业在法国的兴盛，同其地缘形势、社会治理、科学研究与海外扩张密切相关，这就带来了一种媒介─技术变革基础之上的

新型观念与实践。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察：

　　首先是形象化的国家意识及其历史书写。作为一种不同于文字的物质载体，图像在传递信息与知识方面本就有直观、生动的优势，16世纪后

期出现的新式地图集则采用了统一的投影法、比例尺和图文编辑规则，更直接地呈现出世界和各国的古今疆域、政治地理与人文概貌，因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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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书本之外民族国家历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继奥特里乌斯的《地球大观》出版之后，法国的莫里斯•布格罗在1594年也推出了《法兰西大观》，

尽管在标题和排版形式上效仿了前者，但这部作品也有明显的创新之处：一是地图的收集、汇编以高卢历史和法兰西的疆域空间为叙事框架；二

是为宗教战争中的国王辩护，强调各省、地方对君主的服从，有鲜明的国家主义取向。进入17世纪，制图开始系统地服务于主权的建构。对内，

同“国王史官”一样，宫廷也资助“国王地理学家”，这些制图师群体以桑松、德利尔家族为代表，在制作地图的同时，他们也负责王室教学，

撰写有关疆域和历史地理的书籍。对外，以民族国家为绘制单位的地图，不仅反映了战争与和平下的领土变动，而且时常在外交谈判中作为一种

历史依据和参考手段。此时适逢地缘政治与国际法意识在欧洲兴起，不同民族国家的风俗、意象、法理人格等往往也会依托地图的视觉形式来展

现，比如低地国家通常会顺着其领土的轮廓将地图描绘成一只雄狮，而法国则流行着“四方”“五角”“六边形”这样的几何理念。

　　从宫廷到社会，地图在政治启蒙方面发挥了与众不同的作用。1776年，路易十六的战争部长圣日耳曼伯爵在其《教育计划》中指出，“历史

地理的学习需要通过眼睛，也就是借助地球仪和地图来实现”。大革命之后，地图出版与阅读继续构成国民教育中的关键环节，对公民意识与爱

国主义形塑有重要意义。比如在1790年后，由雅各宾派的工程师皮埃尔•杜梅埃领导成立了法兰西国民地图集公司，不仅在出版领域同旧制度时期

的桑松、卡西尼等展开竞争，而且致力于为中小学教育提供清晰、准确和印制精美的教材。包括《国民地图集》《口袋国民地图集》系列在内，

这些出版物一方面普及了法国最新的地理和区划知识，另一方面则持续培育了民众的政治信仰与爱国之情。

　　其次是技术型的空间规划和治理实践。随着1666年皇家科学院与巴黎天文台的先后成立，政府性的职能机构与学术团体开始主导制图的实

践，测绘成果的应用也成为国土勘界、调查与空间规划的重要技术手段。以波旁王朝在17世纪启动的“卡西尼地图”工程为代表，国家治理的视

野由传统王权及其领地逐步转向国界线以内的土地、人口、资源、财富等要素。政府利用新兴的科学知识与工程师群体，不仅逐步实现对领土空

间的量化统计与数理信息采集，而且强化了技术应用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出版与贸易领域也相应出现新的利益整合、行业标准及权

威秩序。在此进程中，看似客观、中立的地图制作，其组织与实施却是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社会活动，在国内通常体现为科学院、天文台、测绘局

等组织的大型制图计划，国外则往往构成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与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在普及技术与管理实践的同时，新地图的出版也渗透着特殊的利益考量和权力意志。首先，在信息的采集与加工阶段，绘图过程伴随着制作

者的认知、偏见与价值取向，反映了一段时间内的主流话语结构与政治社会立场；其次，在成图的印刷与发行阶段，地图出版不仅受限于行业内

的技术分工与经营模式，而且要配合主权国家在统治、安全、外交及战略上的需要；此外，在流通与传播的过程中，地图产品不仅要迎合新兴的

时髦话题和读者群体，还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具体目标。更为关键的是，对这些新地图的阅读及使用，不但折射出知识型权力与国家治

理的兴起，而且改变了人们看待自身、周边与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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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全球性的探索行动与知识流通。现代性的知识传播不仅依赖于文本和语言，同样也借助于图片。在17─18世纪的欧洲，地图集一方面

反映了最新的地理发现与海外考察进展，另一方面也依赖于探险者、商船、水手、科考人员和传教士们所带回来的资料与信息，这就在专业化生

产与海内外旅行之间搭建了一种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不过，传统研究通常将这种制图学传播简化成点对点的转移，忽略了它们在实际流通中的空

间圈层与循环网络。从原产地的数据、知识采集到读者手中的精美读物，新地图的测绘与出版实际串联着各个环节的人员与信息流动。

　　在产业上游的制图师及其支持者们为了得到最新的资料，往往会主动发起、组织、实施一系列的考察行动。在法国，宫廷自17世纪后期便有

计划地资助海外探险与传教队伍，皇家科学院、地理学会等也会在全球范围内安排测量团队，配合科学研究与地图绘制的需要，比如在1735年就

同时派孔达米纳和莫佩尔蒂前往南美的安第斯山脉和北欧的芬兰地区，测量相关的经纬线数据。在下游的印刷及发行环节，新地图的生产除了在

欧洲的知识界会引发一系列的论战和交流，在行业内部造成大量的版权争议与诉讼，而且还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种知识的流通循环。这种循环不

是机械式的信息打包、传递与接受，而是互动式、参与式、相互依赖、彼此影响的知识旅行过程。在终端的消费领域，多种规格尺寸、故事性地

图的流行继续推动了平价地图的销售与阅读，催生传统书籍之外新的读者群体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阅读文化。过去那些依靠文字所表述的道

路指南、游记故事、乌托邦小说和冒险文学，现在不仅可以用插图的形式来丰富其内容，甚至可以仅用地图及其合集的形式来完整呈现，比如皮

埃尔•杜瓦尔推出的旅行地图集就通常以十二开本（约29×27.5cm）的排版形式来讲述法国或者欧洲古代传说中的冒险故事。换言之，空间知识的

生产不再仅仅依托于语言、文字的中介作用，而是综合借助图像、符号、色彩等视觉和表象技术，这既带来了地理学习与海内外旅行的潮流风

尚，又对正在形成中的公共舆论和市民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在17─18世纪的法国，地图一方面同书本一样，作为知识累积的“显示器”，另一方面又因其视觉与技术属性成为政治社会发展的

“助推器”，不仅凝结着新的空间意识与国家观念，还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支持，并且形塑了一段时间内的公共舆论文化。更为关键的是，这些由

地图所引发的认知、实践与生活变迁同时也融入了制图业内部的绘制、出版与流通环节，持续构成并影响了19、20世纪的知识生产与经济全球化

进程。

（作者：于京东，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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