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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部以历代疆域政区为主的普通地图集。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同类地图中质量最高、内容最

详、印制最精的一种。由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

所、中央民族学院、南京大学、云南大学数十位学者历时三十余年合作完成，1974年起曾以中华地图学社名义出版内部

试行本；1980年决定进行修订后公开发行；1982－1988年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1992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繁体字

版。 

《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按历史时期分为8册：第一册：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

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第三册：三国•西晋时期；第四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

期；第六册：宋•辽•金时期；第七册：元•明时期；第八册：清时期。按年代分为20个图组，共有304幅地图（不另占篇

幅的插图不计在内），549页。地图上的内容包括：已知原始社会遗址和其他时期重要遗址的分布，中国历史上各民族

建立的政权的疆域政区或活动范围、民族分布，秦以前见于记载的全部可考地名，自秦代开始全部县以上地名、一二级

政区的界线，可考的长城、关津、堡寨、谷道、陵墓、庭帐等，主要的河流、湖泊、山岭、海岸线、岛屿等，共收地名

7万多个。各册均有中、英文的编例和地名索引。 

本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均受到关注和好评，其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疆域辽阔的统一政权，但由于封建正统观念和大汉族主

义的影响，也由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大多未得到足够的记载和研究，以往的历史地图集只画中原王朝或汉族政权，抹煞了

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图集》以充分反映几十个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事实为目的，确定以19世纪40年

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为历史上中国的基本范围，各历史时期所有在此范围中的民族建立的政权，无论是

汉族或其他民族，都得到了显示。一些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如突厥、吐蕃等也尽量选用它们的极盛疆域的年代。《图集》

既反对只承认汉族政权、中原王朝为主的谬论，也否定了把少数民族政权、边疆地区政权都当作中原王朝附庸的错误观

点，有利于正确了解历史，增强爱国主义、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观点。 

2.以前的历史地图集大多以文献资料为定点上图的依据，而历史记载极为浩繁，编者精力有限，错漏很多。在文献

记载本身错误的情况下，地图上的差异更难避免。《阁集》尽量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前的考古学、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的

研究成果，用于核实校正文献记载。边区图的编绘还吸收少数民族文献资料，参考国外研究成果，因而内容更加精确完

整。对基本靠文献确定的点线，也组织认真研究，尽可能纠正前人的错误。 



3.我国以往的历史地图，一般都以一个朝代为一幅全图，内容非常简略，地名位置也不准确。杨守敬《历代舆地

图》才采用了将全国分解为数十幅图的方法，但因所有图幅采用同一比例尺，而历史时期各地区开发程度和记载的详略

极不均衡，因此中原地区往往地名过密，几乎难以辨认，而边疆地区却显得空白过多。同时这种平均分割往往将同一政

区分属不同图幅，查阅十分不便。《图集》在总结了杨图经验的基础上，采用以各历史时期大行政区（或监察区、地理

区）分幅，按内容密度确定不同比例尺，彻底解决了问题。由于采用高精度地图为底图，古今对照更为精确，科学性

强，便于查阅。 

4.历史上疆域、政区、地名变化很大，大多在同一政权时期内屡有改易，而各正史《地理志》对时间断限一般不够

重视，往往混淆一朝不同年代的建置，前后相差数十、百余年。《图集》无论总图或分幅图，都确定标准年代（个别无

法确定的，尽量确定一较短的标准时期），各时期尽量显示同一年代的政权疆域和政区建置。对时间较长的朝代，使用

多幅总图显示不同年代的形势。 

5.《图集》编者在河流、湖泊、海岸线等历史上变化较大的自然要素的处理上，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吸收了最

新研究成果，改正了不少传统的错误说法，如云梦泽、洞庭湖、郡阳湖、黄河、长江、海河的变迁过程都在经过深入研

究的基础上，采用了新结论。这对于正确认识自然环境变化的规律，进行国土整治的长远规划都具有积极意义。 

《图集》不愧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一项重大成果，不仅是以往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制作的科学总结，

也为今后进行编绘反映历史时期各种地理要素及其动态变化的专门地图和综合地图奠定了基础。 

由于《图集》内部本的定稿正值“文化革命”期间，不可避免地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修订本中己尽可能作

了增改，但限于时间，尚未能完全清除。另外，大多数地名主要根据文献资料定位，与实际情况不免有所距离；古代水

道的复原更难十分准确；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有的只能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而逐步得到补充和修正。 

《图集》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高度评价，中央领导胡乔木等称之为建国以来最重大的两项社科成果之一。

新华社、中新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解放日报》、

《文汇报》及港台报刊均有报道，《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历史地理》、《读书》等刊物先后发表多篇评

论，一致认为《图集》集中反映了我国历史地理学和相关学科已取得的成就，是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图集》在

历史学、地理学及相关学科得到广泛运用，目前在学术著作、工具书中的各种历史地图，基本上都以《图集》为底图，

或据《图集》中有关图幅改编，绝大多数《图集》的画法和相应的依据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论；各类教学挂图基本

都据《图集》中地图改编。 

谭其骧先生在《图集》的《前言》中指出： 

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地图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历史地理知识和绘制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随着近代科学技术在我国

的传播和发展，人们迫切希望出现一部用现代制图技术绘制的详细而精确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然而为什么直到解放以

前，始终没有出过一部这样的图集呢？这主要是由于：一、详细而精确的今地图是制作详细而精确的历史地图的先决条

件，而解放前的中国不论在技术上还是在财力上都无法提供这种保证；二、历代疆界、政区、城邑、水系等各项地理要

素的变迁极为复杂频繁，而文献记载或不够明确，或互有出入，要一一考订清楚，并在图上正确定位、定点、定线，工

作量繁巨，需要大批学者、专家的通力合作，这在解放前的中国自然是很难做到的。本世纪二十年代顾颉刚先生倡导成

立的禹贡学会，曾经把绘制这种图集作为学会的重点工作之一。可是限于经费和人力，经过三年多的时间，连用作底图

的今地图还没有画全，就因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中断，编绘历史地图的计划，终成泡影。实践证明，这一良好的愿望只

有在解放后的新中国才能实现。 

很显然，政府的重视、经费和人员的保证，是《图集》这样一项大型研究和应用项目得以完成的前提。 

只有健全的主编负责制才能保证学术权威能真正发挥主导作用。“文化革命”期间，主编负责制受到批判，红卫

兵、工宣队一度决定一切，对《图集》造成很大破坏，虽经修订，至今还留下隐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主

编负责制，使修订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图集》从开编至公开发行本出全，历时三十多年。但实际上，政治因素造成的方案一改再改，多次推倒重来，特

别是“文革”期间的破坏，浪费了大量时间。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得到恢复，

才通过了尊重历史事实、讲究科学性的修订方案，并在修订工作中得到贯彻。国家的安定、党的路线的正确是社会科学

研究能够正常开展蓬勃发展的基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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