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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世
界
地
圖
在
中
國
的
傳
播

盧
雪
燕

年
︵
一
六
二
三
︶
，
耶
穌
會
士

傳
教
士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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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
人
合
製
了
一
個

地
球
儀
，
球
上
不
但
詳
細
描
繪
世

界
地
理
，
同
時
還
註
記
西
方
人

的
天
體
和
地
圓
理
論
。
清
初
，

傳
教
士
持
續
繪
製
中
文
世
界
地

圖
，
順
治
五
年
︵
一
六
四
八
︶
，

畢
方
濟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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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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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繪
了
︽
坤
輿
全

圖
︾
，
這
張
圖
基
本
仿
照
︽
坤
輿

萬
國
全
圖
︾
形
式
，
將
中
國
置
於

圖
的
正
中
央
，
再
配
合
當
時
新
的

地
理
知
識
改
進
部
份
內
容
，
可
說

名
稱
︶
，
其
採
經
緯
度
測
量
並

用
投
影
方
式
繪
圖
也
與
傳
統
中

國
地
圖
有
所
不
同
，
因
此
使
得

這
類
地
圖
在
中
國
地
圖
史
上
獨

樹
一
格
，
佔
有
相
當
特
殊
的
地

位
。
繼
利
瑪
竇
之
後
，
龐
迪
我

︵D
id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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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ja

, 1
5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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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熊
三
拔
︵S

a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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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d

e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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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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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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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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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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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
奉
旨
翻
譯
西

文
︽
萬
國
地
海
全
圖
︾
，
艾
儒

略
︵J

u
liu

s
, 1

5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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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撰

的
︽
職
方
外
紀
︾
卷
首
亦
繪
有

世
界
地
圖
；
︵
圖
二
︶
天
啟
三

明
末
清
初
，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伴
隨
著
地
理
大
發
現
，
一
個
又
一
個
地
來
到
中

國
，
為
了
傳
教
，
他
們
不
辭
辛
勞
地
一
次
又
一
次
地
譯
繪
世
界
地
圖
，
不
意
這

些
與
中
國
傳
統
地
理
觀
大
相
逕
庭
的
地
圖
，
竟
成
為
中
國
地
圖
史
上
，
既
特

別
，
又
具
時
代
意
義
的
一
環
。

世
界
地
圖
在
中
國
的
傳
播

在
中
國
地
圖
發
展
史
上
，

以
漢
文
注
釋
，
同
時
採
用
投
影
製

圖
法
繪
製
世
界
地
圖
的
，
始
自
明

末
來
華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利
瑪
竇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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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
多
次
譯
繪
和
增
訂
世
界
地
圖
，

︹
註
一
︺

從
早
期
的
︽
輿
地
山
海
全

圖
︾
、
︽
山
海
輿
地
全
圖
︾
，
到

後
來
的
︽
坤
輿
萬
國
全
圖
︾
、

︵
圖
一
︶
︽
兩
儀
玄
覽
圖
︾
，

除
帶
來
當
時
最
新
的
世
界
地
理

概
念
︵
如
地
圓
說
、
五
大
洲
的



專
輯南懷仁《坤輿全圖》與世界地圖在中國的傳播

19 故宮文物月刊‧第304期

是
︽
坤
輿
萬
國
全
圖
︾
的
簡
圖
。

康
熙
十
三
年
︵
一
六
七

四
︶
，
南
懷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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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繪
巨

幅
︽
坤
輿
全
圖
︾
，
這
張
圖
除
繪

有
五
大
洲
、
四
大
洋
外
，
四
周
還

繪
有
橢
圓
形
邊
框
裝
飾
的
圖
說
，

地
表
、
海
洋
繪
出
奇
魚
、
怪
獸
、

珍
禽
、
帆
船
等
；
同
年
，
南
懷

仁
繼
續
編
撰
︽
坤
輿
圖
說
︾
二

卷
，
用
來
解
說
︽
坤
輿
全
圖
︾
。

一
般
認
為
，
︽
坤
輿
圖
說
︾
取

材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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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職
方
外
紀
︾
、

利
瑪
竇
︽
坤
輿
萬
國
全
圖
︾
以

及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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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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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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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度
說
︾
等
書
，

因
此
可
說
總
結
明
末
以
來
傳
教
士

在
華
編
繪
世
界
地
圖
的
最
終
成

果
。

康
熙
末
年
，
因
為
﹁
禮
儀

之
爭
﹂
，
皇
帝
下
令
禁
教
，
包
括

世
界
地
理
圖
志
在
內
的
西
學
傳
播

於
是
中
斷
。
從
康
熙
禁
教
到
十
九

世
紀
初
，
近
達
百
年
期
間
，
用
中

文
編
繪
世
界
地
圖
的
，
僅
蔣
友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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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   
萬曆36年彩色摹繪本，明宮太監據利瑪竇萬曆30年原繪本摹繪，南京博物院藏。（本圖翻攝自《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圖版77。）

圖二    艾儒略《職方外紀》附圖之〈利未亞洲〉  （明）李之藻等輯    崇禎中刊《天學初函》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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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蔣友仁《坤輿全圖》    （清）蔣友仁繪，乾隆間繪本，現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本圖翻攝自《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圖版52。）

一
人
，
蔣
友
仁
的
世
界
地
圖
也
叫

做
︽
坤
輿
全
圖
︾
，
︵
圖
三
︶
同

樣
以
南
懷
仁
舊
圖
為
本
，
然
後

添
入
乾
隆
間
所
得
的
新
測
資
料
編

繪
而
成
。
現
存
蔣
友
仁
圖
有
兩

幅
，
皆
彩
繪
，
第
一
幅
是
為
祝
賀

乾
隆
五
十
壽
誕
︵
一
七
六○

︶
時

所
獻
，
另
一
幅
則
是
皇
帝
收
到
地

圖
後
命
蔣
友
仁
重
新
繪
製
的
，

完
成
時
間
約
在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
一
七
六
七
︶
。 

︹
註
二
︺

十
九
世
紀
中
，
受
鴉
片
戰

爭
戰
敗
的
刺
激
，
部
份
留
心
世
務

的
士
大
夫
開
始
注
意
中
國
以
外
的

世
界
，
不
但
藉
由
明
末
清
初
那

些
由
傳
教
士
編
繪
的
地
圖
來
獲

得
地
理
知
識
，
同
時
也
著
手
繪
刻

世
界
地
圖
，
魏
源
︵
一
七
九
四

─

一
八
五
七
︶
的
︽
海
國
圖

志
︾
，
徐
繼
畬
︵
一
七
九
五

─

一
八
七
三
︶
的
︽
瀛
環
志

略
︾
以
及
姚
瑩
︵
一
七
八
五─

一
八
五
三
︶
的
︽
康
輶
紀
行
︾

皆
附
有
世
界
地
圖
。
︵
圖
四
︶

這
些
圖
一
般
較
為
常
見
，
然
而

還
有
一
種
與
上
述
大
約
同
時
，

而
且
是
清
人
利
用
圓
錐
投
影
親

繪
的
巨
幅
中
文
世
界
地
圖
，
非
但

罕
見
，
而
且
它
的
圖
幅
之
大
，
繪

製
之
精
，
幾
可
媲
美
南
懷
仁
︽
坤

輿
全
圖
︾
。
據
圖
上
文
字
注
記
，

該
圖
的
初
繪
者
是
滄
州
葉
子
佩

︵
生
卒
年
不
詳
︶
，
道
光
二
十
五

年
︵
一
八
四
五
︶
湯
景
為
之
刊
刻

出
版
，
咸
豐
元
年
︵
一
八
五
一
︶

春
，
六
嚴
︵
生
卒
年
不
詳
︶
重

刊
，
名
為
︽
萬
國
大
地
全
圖
︾
。

同
年
秋
，
六
嚴
再
次
摹
繪
重
刊
，

改
名
︽
大
地
全
球
一
覽
之
圖
︾
。

︵
圖
五
︶
初
刻
本
未
見
收
藏
與
著

錄
，
︽
萬
國
大
地
全
圖
︾
藏
於
河

北
石
家
莊
市
博
物
館
，
本
院
藏
有

︽
大
地
全
球
一
覽
之
圖
︾
。

十
九
世
紀
下
半
，
伴
隨
洋

務
運
動
，
西
學
潮
湧
而
入
，
不
管

是
譯
編
或
是
由
中
國
人
自
繪
的
世

界
地
圖
，
皆
遠
遠
超
過
前
期
，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
一
八
九
五
︶
，
專

門
譯
印
西
文
地
圖
的
﹁
地
圖
公

會
﹂
在
武
昌
成
立
，
宣
統
二
年

︵
一
九
一○

︶
，
︽
地
學
雜
誌
︾

創
刊
，
中
國
傳
統
地
理
學
逐
漸

過
渡
到
近
代
意
義
上
的
新
地
理

學
，
傳
統
的
﹁
天
下
﹂
、
﹁
大
九

洲
﹂
、
以
﹁
中
國
為
世
界
中
心
﹂

的
觀
念
逐
漸
被
取
代
，
世
界
地
圖

的
繪
製
也
完
全
過
渡
為
近
代
地
圖

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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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海國圖志》之〈地球正背面全圖〉 
魏源撰，清光緒二年（1875）平慶涇固道署重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大地全球一覽之圖》之

北半球第一條幅   葉子佩

繪，咸豐元年（1851）

秋，六嚴（生卒年不詳）

重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

藏。



南
懷
仁《

坤
輿
全
圖》

概
說

︽
坤
輿
全
圖
︾
，
八
條
幅

掛
屏
，
卷
軸
裝
，
木
刻
墨
印
。
每

條
幅
長
一
七
一
公
分
，
寬
五
一
公

分
，
採
經
線
正
投
影
法
繪
製
。

︵
圖
六
︶
首
、
尾
兩
幅
文
字
注

記
，
第
二─

四
幅
主
繪
美
洲
大

陸
，
注
為
﹁
南
北
亞
墨
利
加
洲
﹂

︵
今
南
、
北
美
洲
︶
。
第
五─

七
幅
主
繪
歐
亞
大
陸
及
非
洲
，
注

為
﹁
亞
細
亞
洲
﹂
︵
今
亞
洲
︶
、

﹁
歐
邏
巴
洲
﹂
︵
今
歐
洲
︶
、

﹁
利
未
亞
洲
﹂
︵
今
非
洲
︶
，
此

外
﹁
墨
瓦
蠟
尼
加
洲
﹂
︵
今
南
極

洲
︶
、
﹁
新
阿
蘭
地
亞
洲
﹂
︵
今

澳
洲
︶
亦
繪
入
。

就
內
容
言
，
南
懷
仁
︽
坤

輿
全
圖
︾
除
地
圖
本
身
︵
即
前
述

之
五
大
洲
︶
外
，
首
尾
兩
幅
及
東

西
兩
半
球
大
圓
上
下
空
白
處
還
刻

注
十
四
篇
文
字
，
內
容
大
致
是

十
六
、
七
世
紀
西
方
天
文
地
理
的

理
論
與
概
念
，
題
名
依
次
為
﹁
四

元
行
之
序
並
其
形
﹂
、
﹁
地
球
南

北
兩
極
必
對
天
上
南
北
兩
極
不
離

天
之
中
心
﹂
、
﹁
地
圓
﹂
、
﹁
地

體
之
圓
﹂
、
﹁
雨
雲
﹂
、
﹁
或
問

潮
汐
之
為
﹂
、
﹁
風
﹂
、
﹁
海
之

潮
汐
﹂
、
﹁
氣
行
﹂
、
﹁
海
水
之

222008 年 7 月



圖六    南懷仁 《坤輿全圖》    （清）南懷仁繪 康熙13年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全圖係八條幅分開，此為拼接後圖版）。

動
﹂
、
﹁
地
震
﹂
、
﹁
人
物
﹂
、

﹁
江
河
﹂
、
﹁
山
岳
﹂
。
地
名
與

注
釋
也
是
本
圖
極
重
要
的
組
成
部

份
，
一
般
認
為
中
國
的
地
名
多
來

自
於
利
瑪
竇
、
艾
儒
略
的
舊
譯
，

︹
註
三
︺

美
洲
、
澳
洲
、
東
印
度
群

島
所
見
則
多
是
南
懷
仁
增
譯
。
至

於
注
釋
則
來
自
艾
儒
略
︽
職
方
外

紀
︾
或
南
懷
仁
參
考
十
七
世
紀
地

理
大
發
現
的
消
息
所
撰
。

為
增
加
美
感
，
南
懷
仁
仿

十
七
世
紀
西
洋
古
地
圖
之
例
，
在

地
圖
空
白
處
繪
刻
船
舶
若
干
及
數

十
種
海
陸
奇
異
生
物
，
並
注
有
圖

說
。
例
如
第
二
幅
﹁
伯
西
兒
﹂
右

上
洋
面
繪
具
主
桅
二
桿
大
船
一

艘
，
船
的
前
後
風
帆
十
餘
道
，
比

對
右
下
︿
海
舶
﹀
一
文
，
大
約
能

看
出
這
是
一
艘
航
行
於
大
西
洋
海

面
的
大
型
帆
船
。
除
了
海
船
的
規

模
及
結
構
，
︿
海
舶
﹀
內
容
還
述

及
當
時
的
航
海
技
術
與
船
上
人
員

編
制
，
甚
至
提
到
中
下
及
尊
貴
之

人
上
住
所
的
區
別
。

分
布
於
各
大
洲
，
數
十
種
海

陸
奇
異
生
物
使
得
︽
坤
輿
全
圖
︾

更
有
看
頭
，
更
具
吸
引
力
，
縱
然

這
是
十
七
世
紀
阿
姆
斯
特
丹
地
區

地
圖
出
版
的
普
遍
手
法
，
然
而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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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種
的
多
樣
性
，
以
及
南
懷
仁
精

心
繪
圖
、
並
撰
寫
圖
說
來
看
，
不

難
體
會
他
的
用
心
。
換
句
話
說
，

南
懷
仁
一
方
面
滿
足
中
國
人
對
奇

珍
異
獸
的
好
奇
心
，
另
一
方
面
則

藉
由
形
形
色
色
的
生
命
揭
示
地
球

世
界
之
大
，
地
球
之
大
，
中
國
僅

僅
是
世
界
一
部
份
的
理
念
。

這
些
奇
異
生
物
基
本
上
分

陸
生
及
海
生
兩
類
，
陸
生
動
物
大

部
份
刻
置
在
墨
瓦
蠟
尼
加
洲
︵
南

極
洲
︶
，
種
類
很
多
，
惡
那
西

豹
︵
長
頸
鹿
︶
、
獅
子
、
意
夜

那
︵
鬣
狗
︶
、
郭
狐
︵
沙
狐
︶
，

喇
加
多
︵
鱷
魚
︶
、
狸
猴
獸
產
於

非
洲
；
加
默
良
︵
變
色
龍
︶
、
印

度
山
羊
、
犀
牛
屬
於
亞
洲
；
般
第

狗
︵
河
狸
︶
、
辣
漫
大
辣
︵
蠑

螈
︶
、
大
懶
︵
舞
蛛
︶
、
獲
落

︵
猞
蜊
︶
是
歐
洲
原
產
；
︵
火
︶

雞
、
蘇
︵
負
鼠
︶
則
產
於
美

洲
。
此
外
，
新
阿
蘭
地
亞
的
極
樂

︵
對
︶
鳥
︵
原
產
於
瓜
哇
、
新
幾

內
亞
︶
，
南
美
的
伯
西
爾
喜
鵲
、

蟒
蛇
、
駱
駝
鳥
︵
產
於
北
美
︶
，

甚
至
是
神
話
傳
說
中
的
印
度
國
獨

角
獸
，
也
為
全
圖
增
添
不
少
光

彩
。

海
生
奇
異
物
種
較
陸
生
少
，

約
十
餘
種
，
分
布
在
各
大
洋
面
，

南
懷
仁
特
別
撰
寫
︿
海
族
﹀
一

文
，
刻
置
在
新
阿
蘭
地
亞
︵
澳

洲
︶
東
部
空
白
處
，
文
中
所
述
既

珍
且
奇
，
如
﹁
身
長
數
十
丈
，
首

有
二
大
孔
，
噴
水
上
出
，
勢
若

懸
河
。
﹂
的
巴
勒
亞
︵
鯨
魚
︶
，

︵
圖
七
、
八
︶
﹁
潛
於
海
底
魚
聚

處
，
凡
魚
近
其
身
者
，
即
麻
木
不

能
動
，
因
而
食
之
，
倘
人
以
手

足
近
之
，
亦
必
麻
木
。
﹂
的
麻

魚
等
，
與
各
洋
面
所
繪
大
致
吻

合
，
不
過
種
類
較
多
一
些
。
除
魚

類
外
，
大
海
裡
還
棲
息
如
﹁
海

女
﹂
、
﹁
海
人
﹂
之
類
的
動
物
，

海
女
的
﹁
上
體
是
女
，
下
體
為
魚

圖七    南懷仁 《坤輿全圖》之第四條幅（局部─巴勒亞） 
（清）南懷仁繪 康熙13年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坤輿圖說》之〈巴勒亞〉圖 
（清）南懷仁撰 乾隆間《四庫全書》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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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
其
骨
為
念
珠
等
物
，
可
止
下

血
。
﹂
海
人
有
兩
種
，
其
一
﹁
通

體
皆
人
，
鬚
眉
畢
具
，
特
手
指
略

相
連
，
如
鳥
爪
。
﹂
其
二
則
﹁
肯

為
人
役
使⋯

見
十
字
聖
架
亦
能
俯

伏
，
但
不
能
言
，
其
身
有
肉
皮
，

下
垂
至
地
，
如
衣
袍
服
者
，
然
但

著
體
而
生
，
不
可
脫
卸
。
﹂
兩
種

海
人
都
能
登
岸
，
不
過
性
情
莫

測
，
不
知
屬
於
何
種
族
類
。

《

坤
輿
全
圖》

在
世
界
地

圖
傳
播
中
國
過
程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從
萬
曆
十
二
年
︵
一
五
八

四
︶
利
瑪
竇
在
肇
慶
繪
製
第
一
幅

中
文
世
界
地
圖
開
始
，
便
開
啟
了

世
界
地
圖
在
中
國
傳
播
的
新
頁
，

這
類
受
經
緯
度
、
方
位
制
約
，
與

中
國
傳
統
地
圖
風
格
迥
異
，
連
帶

附
載
文
字
說
明
，
用
來
介
紹
西
方

地
理
學
新
知
識
的
地
圖
，
從
利
瑪

竇
多
次
譯
繪
、
增
補
、
翻
刻
，
大

概
能
猜
出
這
類
地
圖
起
初
必
然
受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歡
迎
，
然
而
當
土

大
夫
漸
漸
理
解
西
方
地
理
知
識

與
中
國
傳
統
天
下
觀
大
相
逕
庭
時

︵
如
地
圓
說
、
世
界
無
中
心
，
或

是
中
國
僅
是
世
界
的
一
小
部
份
等

理
論
︶
，
所
引
起
的
驚
駭
不
難
想

像
，
舊
文
化
對
新
文
化
的
抗
衡
，

也
就
無
法
避
免
了
。

從
明
末
到
清
初
，
公
開
抨

擊
、
反
對
西
方
地
理
知
識
的
人
很

多
，
最
著
名
的
例
子
是
陳
組
綬

︵
？─

一
六
三
七
︶
，
他
強
烈
質

疑
傳
教
士
將
中
國
畫
得
太
小
，
縱

然
利
瑪
竇
已
經
利
用
移
動
本
初
子

午
線
的
方
式
，
將
原
本
位
於
世
界

東
方
的
中
國
畫
到
中
央
，
︹
註
四
︺

頗
符
合
中
國
位
於
天
下
中
心
的
觀

念
，
但
還
是
無
法
獲
得
認
同
。
陳

組
綬
的
︽
皇
明
職
方
地
圖
︾
，
內

容
根
本
就
承
襲
自
羅
洪
先
︵
一
五

○

四─

一
五
六
四
︶
︽
廣
輿

圖
︾
，
但
刻
意
誇
大
﹁
皇
明
﹂
版

圖
，
使
得
該
圖
價
值
驟
減
，
遠
遠

不
如
它
的
母
本─

︽
廣
輿
圖
︾
，

陳
氏
心
態
可
想
而
知
。
除
了
利
瑪

竇
，
艾
儒
略
︽
職
方
外
紀
︾
也
同

樣
受
到
批
評
，
此
書
撰
成
於
天
啟

三
年
︵
一
六
二
三
︶
，
內
容
大
致

依
據
熊
三
拔
和
龐
迪
我
所
譯
寫
擷

取
的
︽
萬
國
地
海
全
圖
︾
中
的
文

字
抄
本
增
補
而
成
，
卷
前
附
有

世
界
地
圖
，
陳
組
綬
認
為
該
書

︵
圖
︶
源
於
利
瑪
竇
，
而
利
瑪
竇

所
闡
述
的
地
理
知
識
就
像
古
代
鄒

衍
︵
約
三○

五─

二
四○

B
.C

︶

的
﹁
大
九
洲
﹂
說
一
樣
無
稽
，
因

此
︽
職
方
外
紀
︾
也
不
具
參
考
價

值
。

除
了
表
達
對
西
方
地
理
新

知
的
強
烈
反
對
，
士
大
夫
們
又
提

出
﹁
西
學
中
源
﹂
的
理
論
，
用
來

化
解
與
傳
統
天
下
觀
的
衝
突
矛

盾
。
大
學
者
王
夫
之
︵
一
六
一
九

─

一
六
九
二
︶
說
地
圓
說
根
本
就

是
利
瑪
竇
來
到
中
土
，
讀
過
張
衡

︵
七
八─

一
三
九
︶
﹁
渾
天
說
﹂

以
後
才
提
出
的
，
因
此
西
學
源
於

中
學
，
中
學
當
然
優
於
西
學
。
諸

如
此
類
，
代
表
的
是
中
國
人
想
要

摒
棄
西
方
文
化
，
展
現
中
國
優
勢

的
意
圖
，
隨
傳
教
士
東
來
的
世
界

地
圖
遂
在
東
、
西
方
文
化
的
的
矛

盾
衝
突
中
漸
漸
消
逝
，
雖
然
曾
經

短
暫
風
行
，
但
世
界
地
圖
在
中
國

的
傳
播
到
明
末
幾
乎
中
止
，
直
到

康
熙
皇
帝
即
位
，
才
又
掀
起
另
一

高
峰
。康

熙
皇
帝
以
好
學
著
稱
，

對
西
方
科
學
特
別
感
興
趣
，
在

歷
經
楊
光
先
︵
一
五
九
七─

一
六
六
九
︶
事
件
以
後
，
他
開
始

向
包
括
南
懷
仁
在
內
的
多
位
傳
教

士
學
習
天
文
、
曆
法
、
幾
何
等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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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
對
西
方
醫
學
、
哲
學
、
繪

畫
、
音
樂
等
也
多
所
涉
獵
，
隨
傳

教
士
東
來
的
世
界
地
理
知
識
自
然

也
不
例
外
，
︽
坤
輿
全
圖
︾
正
是

南
懷
仁
親
向
康
熙
皇
帝
介
紹
世
界

地
理
工
作
的
一
種
擴
大
與
延
長
。

︹
註
五
︺

從
圖
的
編
繪
時
間
來
看
，
當

時
皇
帝
的
西
學
興
趣
正
濃
，
與
傳

教
士
的
互
動
也
很
頻
繁
，
既
是
為

皇
帝
所
繪
，
其
內
容
豐
富
，
刻
繪

考
究
自
不
在
話
下
，
最
重
要
的
是

大
量
引
用
耶
穌
會
士
在
中
國
的
撰

作
以
及
參
稽
當
時
最
新
的
世
界
地

理
資
料
。

根
據
林
東
陽
教
授
研
究
，
南

懷
仁
可
能
以
康
熙
十
三
年
以
前
，

一
幅
在
歐
洲
出
版
，
名
為
︽
多
種

的
、
水
陸
半
球
、
依
分
至
經
線
和

兩
極
的
不
同
半
球
圖
，
以
及
天

球
正
射
投
影
輪
廓
圖
︾
︵D

iv
e
rsi 

G
L

O
B

I
─

A
Q

V
E

I
 
s

t
a

t
io

n
e
 

v
a

ria
n

te
 e

t v
is

u
 in

te
rc

e
d

e
n

te
, 

p
e

r
 
C

o
lu

r
o

s
 
T

r
o

p
ic

o
r

u
m

, 

p
e
rA

m
b

o
sp

o
lo

s e
t p

a
rtic

u
l⋯

︶

的
世
界
地
圖
為
藍
本
，
︹
註
六
︺

畫

出
大
致
輪
廓
後
，
再
參
照
已
經
出

版
的
中
國
地
圖
，
對
亞
洲
面
貌
做

了
部
份
修
訂
，
內
容
上
除
增
譯
數

百
個
位
在
美
洲
大
陸
、
東
印
度
群

有
趣
的
是
，
南
懷
仁
索
性
將
本
初

子
午
線
定
在
北
京
，
換
言
之
，
皇

帝
的
居
所
既
然
位
於
世
界
中
心
，

中
國
為
世
界
中
心
的
論
點
也
就
沒

有
爭
議
了
。

綜
合
上
述
，
再
加
上
南
懷

仁
運
用
當
代
資
料
，
補
充
利
瑪
竇

以
後
的
地
理
新
發
現
︵
如
繪
入
澳

洲
、
紐
西
蘭
，
及
大
量
譯
注
美

洲
、
東
印
度
群
島
的
地
名
︶
，
筆

者
以
為
在
世
界
地
圖
傳
播
中
國
的

過
程
中
，
︽
坤
輿
全
圖
︾
所
扮
演

的
是
一
種
承
先
啟
後
的
中
繼
角

色
。
首
先
它
總
結
了
明
末
以
來
，

多
數
耶
穌
會
士
們
想
要
傳
達
的
世

界
概
念
。
其
次
是
經
線
正
投
影
法

的
運
用
，
使
得
整
張
地
圖
呈
現
的

兩
大
圓
形
狀
，
無
疑
大
大
加
強

﹁
地
圓
說
﹂
的
理
論
，
正
如
李
孝

聰
教
授
所
說
的
：
﹁
此
圖
代
表

十
七
世
紀
歐
洲
半
球
投
影
製
圖
學

和
地
球
天
體
學
說
對
中
國
的
影

響
，
也
是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在
製
圖

學
方
面
為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所
做
的

一
個
貢
獻
。
﹂
︹
註
九
︺

由
皇
帝
下

令
，
傳
教
士
實
地
測
量
，
後
世

評
價
頗
高
的
康
熙
︽
皇
輿
全
覽

圖
︾
，
雖
然
不
能
說
直
接
受
︽
坤

輿
全
圖
︾
的
影
響
所
繪
，
但
康
熙

島
等
新
近
發
現
或
探
險
陸
地
的
新

地
名
外
，
其
餘
地
名
與
注
釋
則
多

半
沿
用
艾
儒
略
︽
職
方
外
記
︾
和

利
瑪
竇
︽
坤
輿
萬
國
全
圖
︾
的
舊

譯
，
﹁
四
元
行
之
序
並
其
形
﹂
、

﹁
地
球
南
北
兩
極
必
對
天
上
南
北

兩
極
不
離
天
之
中
心
﹂
等
介
紹
西

方
地
理
知
識
的
十
四
篇
長
篇
文

字
，
部
份
來
自
熊
三
拔
的
︽
表
度

說
︾
、
部
份
來
自
高
一
志
的
︽
空

際
格
致
︾
，
還
有
一
部
份
是
南
懷

仁
自
行
撰
寫
。
而
繪
於
空
白
處
的

動
物
、
海
舶
可
能
是
參
考
另
一
幅

彩
繪
摹
本
︽
坤
輿
萬
國
全
圖
︾
所

繪
。
︹
註
七
︺

如
前
述
，
利
瑪
竇
為
迎
合
中

國
為
天
下
中
心
的
概
念
，
將
位
於

福
島
︵F

o
rtu

n
a
te

 Isla
n

d
s

︶
的
本

初
子
午
線
左
移
一
七○

度
，
使
得

原
本
位
於
地
圖
極
東
位
置
的
中
國

轉
而
定
位
在
圖
的
中
央
。
南
懷
仁

繪
圖
時
同
樣
面
臨
﹁
天
下
﹂
觀
的

挑
戰
，
但
因
為
使
用
經
線
正
投
影

法
的
緣
故
，
使
得
︽
坤
輿
全
圖
︾

外
觀
上
呈
現
出
兩
大
圓
球
︵
即

東
、
西
兩
半
球
圖
︶
，
與
︽
坤
輿

萬
國
全
圖
︾
的
一
大
面
橢
圓
形
截

然
不
同
，
︹
註
八
︺

因
此
無
法
沿
用
利

瑪
竇
左
移
本
初
子
午
線
的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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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本文所稱「世界地圖」專指具有近代意義，即包括地球的自

然概貌、國家的地理分布等內容，不包括傳統的「天下圖」

之類。

有關蔣友仁《坤輿全圖》參見鞠德源〈蔣友仁繪坤輿全圖〉，

《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頁120-125。兩幅皆手繪，現藏

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參見汪前進《南懷仁坤輿全圖研究》，曹婉如等編《中國古

代地圖集─清代》，頁102-10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利瑪竇移動傳統西洋世界地圖本初子午線位置的原因及目

的，洪建榮〈明末西方地理新知與中國天下觀念的矛盾〉一

文有詳細的論述。《國立編譯館館刊》第29卷第1期。民國

89年6月。

參見林東陽〈南懷仁的世界地圖─坤輿全圖（1674）〉，《東

海大學歷史學報》，頁69-84，民國71年12月。

不過李孝聰教授則認為此圖原型可能是1648年出版的瓊．

布勞的世界地圖（Joan Blaeu:World Map,Amsterdam）。

中國南京博物院藏有一幅據考為明萬曆三十六年（1608），

由宮中太監依照利瑪竇萬曆三十年（1602）繪本摹繪的彩繪

本《坤輿萬國全圖》，是否為南懷仁所參考，有待研究。

《坤輿萬國全圖》採用橢圓投影法繪製。

李孝聰，《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頁11。

參見李勝伍主編《萬國大地全圖》，頁130。「南半球第四條

幅」。（引文位於本條幅最上端由左倒數第三～四行）

同註7，頁82。

除康熙六年原版外，尚有咸豐六年（1856）廣東版及咸豐十

年（1860）朝鮮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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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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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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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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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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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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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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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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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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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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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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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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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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