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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古今形勝之圖〉作者的新認識

金國平*

* 金國平，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澳門學、澳門史料學及中西交通史。

學術回顧

我們先來試圖比較系統地梳理一下東西方相

關研究的脈絡。〈古今形勝之圖〉在地中海畔的

西班牙塞維亞 (Sevilla) 印地亞斯總檔案館(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中沉睡了四百四十年，20世紀

初才為學界所發現。西方涉及和研究此圖的學

者與專家有：Pablo Pastels 
(1)
、Ettore Ricci 

(2)
、       

Santiago Montero Diáz 
(3)
、Lothar Knauth 

(4)
，Carlos 

Quirino 
(5)
、Carlos Luis de la Vega y de Luque 

(6)
、John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7)
、Marina Alfonso 

Mola y Carlos Martínez Shaw 
(8)
、海野一隆 

(9)
、余定

國 
(10)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鮑曉歐）

(11)
、Vera 

Dorofeeva-Lichtmann 
(12)
、Richard Joseph Smith (

司馬富)
(13)
 等。

(14)
 東方的研究，當以日本中村拓

1933年的論述為濫觴。
(15)
 中國學術界，最早提

及此地圖的是已故中西交流史大家方豪先生。
(16)
 

1952年，他出訪伊比利亞半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

主要檔案館時，曾有幸首次目睹此圖。1962年，

時任日本東洋文庫研究部長的榎一雄，對〈古今

形勝之圖〉做了較詳細的研究。
(17)
 大陸方面的研

究則有任金城 
(18)
、曹婉如、鄭錫煌 

(19)
、張鎧 

(20)
、

孫果清 
(21)
、李孝聰 

(22)
、周振鶴 

(23)
、金國平、吳

志良 
(24)
、呂理政 

(25)
、黃時鑒 

(26)
、王自強 

(27)
、

王逸明 
(28)
、徐曉望 

(29)
、梁二平 

(30)
 等人的涉及

與論述。臺灣方面，近有李毓中教授所做的具有

創新意義的深入研究。
(31)

從大陸的收錄情況來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有兩種〈古今形勝之圖〉的副本，均據西班牙

塞維亞印地亞斯總檔案館所藏明嘉靖三十四年 

(1555) 福建金沙書院的重刻本複製。

具體情況如下：一幅攝影本，大小23.6  x 

20.8cm；一幅影印本，大小 39.5 x 34cm。
(32)
 由

於當時的技術條件所限制，這些副本僅為原圖的

四、五分之一。原圖外框縱113.8cm，橫100.8cm。

印刷尺寸為約92.8cm x 100cm。雕版墨印着色。

目前的兩種藏本，雖經精心複製，仍漫漶不

清，致使深入的研究無法開展。

在臺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黃一

農院士的主持下，由李毓中教授和塞維亞印地亞

斯總檔案館聯合實施了原尺寸高清度圖的複製計

劃，不僅提供了清晰的圖像，還為識別上面的手

書西班牙語筆跡提供了可能。

李毓中教授據此修復版所做的研究，尤其是

對西班牙文手寫文字的辨讀與翻譯，在深度和廣

度上均超越了被中國學術界奉若研究圭臬的榎一

雄的論文，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地圖作者

國外，特別是西班牙學者對地圖製作的日期

有涉及，但缺乏可靠的根據，如 Carlos Luis de 

la Vega y de Luque 認為：“通過對這份文件 
(33) 

的仔細分析，可以看到，這是一份1452年的地圖

在1522年進行的翻刻本。”
(34) 
不知Carlos Luis 

de la Vega y de Luque得出這兩個刻印年代的根

據是甚麼。

榎一雄稱：“可以說，它是繼承了喻時 
(3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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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形勝之圖〉(現僅存有嘉靖三十四年 (1555) 的

重刻本) 的歷史地理的特色，而且更加以詳盡地發

揮。此圖的直接藍本正是這一〈古今形勝之圖〉，

可以看到，不僅在繪製態度上，而且就圖形本身來

說，兩者都非常類似。”
(36)

這一結論與當年榎一雄未能準確識別關於編者的題

記有關。他的識讀是“依 (？) 覽編集”
(37)
。由於中國

學者無條件接觸到原圖，也就更無法識別了，所以

任金城得出了“圖上沒有繪製人姓名”
(38)
 的結論。

榎一雄的觀點雖然影響了幾乎所有中外研究過

此圖的學者 
(39)
，但也有不完全肯定的意見。任金

城即認為：

在鄭若曾《籌海圖編》卷首所列舉的參考地圖

目錄中就有“古今形勝圖，都御史喻時”字樣 
(40)
。

在《千頃堂書目》卷六中也有“喻時古今形勝圖”

的記載。這裡喻時的〈古今形勝圖〉與金沙書院重

刻的〈古今形勝之圖〉圖名祇有一字之差，兩者是

否就是一種地圖，尚不能貿然肯定。
(41)

在中國學術界，近期錢江和陳佳榮對榎一雄的

結論提出了質疑。
(42)

榎一雄言之鑿鑿，而任金城的見解則比較謹慎。

鑒於喻時的〈古今形勝圖〉早已失傳，因此缺乏〈古

今形勝之圖〉便是〈古今形勝圖〉的鐵證。二者為一

圖的看法，不過是一種基於標題相近的推測而已。

隨着學術的進步，榎一雄的觀點有了商榷的餘

地。實際上，〈古今形勝之圖〉本身有關於其作者

的明確信息。不過在高清複製件問世之前，無法正

確識讀，致使編者問題成為了一個疑案。

圖右下角方塊內文字為：“依統誌 
(43)
 集此圖，欲

便於學者覽史，易知天下形勝、古今要害之地，其有

治邑、原無典故者，不克盡列，信豐甘宮編集。”

信豐為江西省信豐縣。甘宮為一人名。編集是 

“編輯纂集”的意思。“信豐甘宮編集”一語明確

地告訴了我們，“編集”者為“信豐縣人甘宮”。

這一題記明確地說明，本圖的作者不是喻時，而是

甘宮。

[圖1] 〈古今形勝之圖〉右下角方框內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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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敖文禎《薜荔山房藏稿》卷六〈塘湖甘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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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欣慰的是，在明人文集中，我們居然見

到了關於甘宮繪製此圖的確鑿記載。敖文禎 
(44) 
的

《薜荔山房藏稿》卷六載〈塘湖甘公傳〉曰：

塘湖甘公宮者虔之，信豐人也，字宗奇，其

先徙自丹陽，家於邑之水東坊 
(45)
，遂為水東著

姓。[⋯⋯] 凡所經歷名山大川，開徼險易，隨筆

橐記。足所不到，則必周訪而博識之。退而訂之

往牒，參以時務，作〈九邊圖說〉、〈古今形勝

圖〉。劈畫井井，一覽而輿圖可指諸掌也。
(46)

此處不但透露了甘宮繪有〈古今形勝圖〉，而且

明確指出，他還作有〈九邊圖說〉。
(47)

這是首次發現關於〈古今形勝圖〉，即現藏

於西班牙的金沙書院重刻本〈古今形勝之圖〉作

者的明確文字記載。

既然題記曰“信豐甘宮編集”，而且〈塘湖甘公

傳〉亦記“作〈九邊圖說〉、〈古今形勝圖〉”，那

麼其作者為甘宮應該是確鑿無疑的。

刻印地點

圖左下角刻有“嘉靖乙卯孟冬金沙書院重

刻”，說明此圖為嘉靖三十四年 (1555) 十月金

沙書院重刻本。

據（光緒）《漳州府誌》載，此書院由龍溪

縣知縣林松在其任內所創立。

林希元之《林次崖先生集》卷十有〈金沙書

院記〉。 文中的“林侯”即指林松。

金沙書院具體在何處？據 (崇禎)《海澄縣

誌》載：“金沙書院在沙坂。今廢。”
(48)
同誌輿

圖上有標示。

“沙坂(又名金沙，即今後井)。”
(49)
“沙坂

村原名金沙社，位於角美鎮中南部，九龍江下

游，東鄰石美村西門社，西鄰楊厝村丁厝社，

南鄰蔡店村和滄里社，北鄰角江路和福龍開發

區，村道穿過角江路經過開發區中閩大道通至

國道324線。”
(50)

[圖3] 《漳州府志》卷十一〈秩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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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金沙書院記〉  

[圖5] 崇禎《澄海縣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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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形勝之圖〉有數張題目類似的繁衍圖

存世。

我們看到，(明) 章潢的《圖書編》
(51)
 中有很

相似的〈華夷古今形勝之圖〉
(52)
 和同書四庫版的

〈古今天下形勝之圖〉
(53)
。吳學儼等編繪於1645年

的《地圖綜要》內附的〈華夷古今形勝圖〉也是一

幅類似的圖籍。 
(54)

從整體和細部來分析，這幾張圖很明顯地沿

襲了嘉靖版〈古今形勝之圖〉的特點。

此外，據有關研究，尚存一清康熙四十年的

繪本：

在鄭若曾《籌海圖編》卷首所列舉的參考

地圖目錄中就有“古今形勝圖，都御史喻時”

字樣。在《千頃堂書目》卷六中也有“喻時古

今形勝圖”的記載。這裡喻時的〈古今形勝

圖〉與金沙書院重刻的〈古今形勝之圖〉圖

名祇有一字之差，兩者是否就是一種地圖，

尚不能貿然肯定。最近筆者在清康熙四十年繪

本的《輿圖畫方》一書中，發現其最後部分也

轉繪有一幅〈古今形勝圖〉，內容與〈古今形

勝之圖〉基本相同。這就有力地證明兩者實為

一圖無疑，而圖的作者就是喻時。
(55)

前面我們已經論證了〈古今形勝之圖〉是甘

宮，而不是喻時的作品，那麼結論說《輿圖畫

方》中的轉繪本〈古今形勝圖〉的作者為喻時，

不是顯得有點倉促嗎？

查《輿圖畫方》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為一

摹繪本，一冊，大小21 x 21cm。其作者為華士

[圖6] 《澄海縣志》〈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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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明版〈華夷古今形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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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四庫版〈古今天下形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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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圖凡十五幅，主要為各省分圖。據作者自

序稱，‘是圖乃元人朱思本所畫也’，但內容

則與明羅洪先《廣輿圖》中兩京十三省圖基本一

致，於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摹繪。末附〈古今形

勝圖〉一幅，其內容與西班牙賽維利亞市印度總

檔案館藏明刻〈古今形勝之圖〉大致相同。”
(56) 

因中國國家圖書館南館裝修尚未完畢，筆者無法

查閱原件。

還有一些題目雖不近似，但在圖形輪廓和文

字說明的方法與內容上，看得出與〈古今形勝之

圖〉有直接的傳承關係，如萬曆癸巳 (1593) 梁

輈鐫刻的《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蹟》
(57)
 和祟

禎甲申 (1644) 曹君義刊行的《天下九邊分野人蹟路

程全圖》
(58)
，以及嘉慶丁丑 (1817) 陶晉刻印的《大

清一統天下全圖》
(59)
 等。

關於刊刻此圖的目的，Lothar  Knauth 認

為：“毫無疑問，本圖有許多對未來的中華帝國

管理者有用的資訊。”
(60)

送出者考

在這個問題上，西方學術界曾有一個誤區，

認為是由利瑪竇於1854年呈送給訪問澳門的西班

牙駐菲律賓二號人物皇家收稅官羅曼 (factor Juan 

Bautista Román) 的，但這全是“推測研究”。
(61)
 

先是在1902年，西班牙的一份屬於耶穌會的宗

教雜誌《理性與信仰：西班牙美洲文化雜誌》

(Razón y Fe: Revista hispano-americana de cultura) 

發表未署名文章，認為此圖是利瑪竇在1854年9月

28日 
(62)
 函中附發給羅曼的。

(63)
 1904年，窮畢生

精力鑽研印地亞斯總檔案館中存關於菲律賓檔案

的西班牙耶穌會士巴斯特爾斯 (Pablo Pastels) 神

父重複了同樣的觀點。
(64)
 估計1902年文 

(65)
 的作

者也是巴斯特爾斯神父。

《理性與信仰：西班牙美洲文化雜誌》在第

465頁上刊出了修復前的原圖並配有圖例：“住

肇慶城耶穌會神父利瑪竇於1854年9月28日致皇

家收稅官羅曼 (Juan Bta. Román) 函內附中國地

圖，印地亞斯檔案館145.-7. -7.”
(66)

1911年，Joseph Brucker 持同樣看法。
(67)
 

1939年，中村拓也這樣認為。
(68)

2000年，我們在《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

追昔》附錄八刊登的便是巴斯特爾斯神父在1904

年發表的圖。
(69)

利瑪竇1584年9月13日函內並無涉及此圖；有

的卻是關於中國全圖和分省地圖的信息。

這次，我不能給閣下繪整個中國地圖，中

國地圖是畫在平版上的，按我們西洋的方式，

每省各有地圖，因為尚未排好次序；但希望天

主保祐，很快地能將它們寄給閣下。各處都有

記載，並可看到各省和其中的城市，非常美觀

悅目。
(70)

原文是：

Nó puedo por esta vez enbiar á vuestra 

merced toda la china, pintada en cartas planas, á 

nuestro modo, y después cada provincia de por sí 

en su carta, por nó averlas aun puesto en orden, 

mas espero en Dios de embiarlas muy presto á 

vuestra merced donde quiera que se hallare y allí 

verá todas estas provincias y ciudades todas en 

lindísima vista. 
(71)

這段話對於澄清這個疑團很關鍵，我們重譯如

下：

此次，我不能給您呈送按我們的方式，繪

製在平面圖上的全中國地圖，然後還有各省地

圖，因為尚未編排好；但希望上帝保祐，無論

您身處何處，很快能將它們寄給您。您將可以

看到各省及其城市，非常美觀悅目。

利瑪竇函很明確，他要呈送的是在繪製中的中國

全境及分省地圖。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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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真理與信仰》所刊修復前的原圖，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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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特爾斯神父未仔細閱讀此段文字，便倉促

得出了〈古今形勝之圖〉是由利瑪竇送出的結論。

這一看法在一定範圍內影響了數位中外學者。
(73)

榎一雄文曾引用謨區查（C. R. Boxer）的看

法，懷疑過巴斯特爾斯神父的說法。
(74)

看來，在何人送出這個問題上，巴斯特爾斯

神父因閱讀的疏忽，製造了一個誤區。

Lothar Knauth 則認為：“儘管利瑪竇可能送

出了一幅相同的圖，毫無疑問的是，今藏於塞維

亞印地亞斯總檔案館的地圖就是附在菲律賓第二

任總督報告中的那幅。”
(75)

〈古今形勝之圖〉的送出者不是利瑪竇，而

是由第二任西班牙駐菲律賓總督基多．德．拉維

扎列斯 (Guido de Lavezares) 於1574年送呈給西

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 (Felipe II)的。

結 語

總體而論，中國與歐洲的地圖交流，始於16

世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遠東的出現。先是中

國人繪製的一幅中國及其毗鄰地區的地圖，通過

閩南人和西班牙人於1575年傳到歐洲。之後，歐

洲人繪製的世界地圖，則通過耶穌會士於1582年

傳入中國。

〈古今形勝之圖〉傳入歐洲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義，因為它是迄今為止所知最早輸往歐洲的一

幅中國全境圖。

〈古今形勝之圖〉是否對歐洲人後來所繪製

的中國及周邊地區地圖產生過影響？現有的研究

表明，由葡萄牙人巴爾布達繪製、1584年刊行的

《中國新圖》
(76)
 首次畫出了中國各個省份。其信

息來源或出自於當時已經傳至歐洲的《廣輿圖》，

或源自於此圖。還有的研究說明，西方人對朝鮮

輪廓的繪製，也可能參考過它。
(77)

至於如何解釋現知的大部分著名地圖與海圖

均出自福建，有學者指出：“我們從現存海內外

的明朝刻本地圖還發現，明代地圖的民間刻印本

多出自閩省 (福建)，這恐怕與福建省從南宋以來

刻書業的發達不無關係。此外，福建是中國明朝

出海遠洋貿易的到發地，一些閩版輿圖之繪製的

目的也許是為了外銷。”
(78)

本文取得了四大進展：

1、首次發現關於西班牙藏〈古今形勝之圖〉

作者為甘宮的明確文字記載。

2、金沙書院在 (崇禎)《海澄縣誌》中的具

體地點。

3、澄清了〈古今形勝之圖〉的送出者不是

利瑪竇。

4、據嘉靖本《籌海圖編》，〈古今形勝圖〉

的最早編者為“宋學士鄭韶”。

需要考證的是，甘宮在編集〈古今形勝之

圖〉時，是否參考了“宋學士鄭韶”和“都御史

喻時”的〈古今形勝圖〉。

如今，我們有了〈古今形勝之圖〉原尺寸的

高清複製件，便有了深入研究此圖的條件。可以

相信，在各方面專家的參與和努力下，它所包含

的豐富文本及地理信息將會得到進一步的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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