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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是描绘六安直隶州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情况的地图，是地方官员熟知其管辖区域

历史与地理形势的重要依据。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中的图形符号呈符号化趋势，具有个别化的特点，

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舆图的图形符号与文字相互作用，共同向读者展示地理信息，体现了方志舆图中图

形符号与文字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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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cal chronicle map of Liu’an Zhili Prefec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is a map that depicts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of Liu’an Zhili Prefecture, and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local offi-
cial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ical situation of their jurisdiction. The graphic sym-
bols in the local chronicle map of Liu’an Zhili Prefec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showed a trend of 
symbolization and had individualized characteristic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raphic sym-
bols and text in the local chronicle map of Liu’an Zhili Prefec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presente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to readers, reflect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phic 
symbols and text in the local chronic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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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图是地理信息的呈现的载体，它通过特殊的地图语言——符号来表示各种复杂的自然和人文信息。

地图上的各种符号与文字相互组合所构成的一种视觉语言，它承担着地图对自然和人文信息进行概括和

记录的功能。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主要运用了各种图形符号和文字来描述和标识地理空间，为读者

呈现出六安直隶州地理空间格局。 

2. 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的图形符号及特点 

方志地图作为古地图的一种，图形符号也是其构成的基本要素。但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中的图

形符号并不像现代地图规范化，它会因为地区和地图绘制者的习惯和风格而有所不同，清代六安直隶州

方志地图用图形符号表示山脉、道路、河流、城池等地理要素。 

2.1. 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的图形符号 

2.1.1. 河流 
中国以农业为本，农业又与水息息相关，河流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自然是方志舆图主要的表达

内容之一。古代地图河流符号主要有单线和双线表示的两种方法，单线表示法是我国古代地图出现最早

的河流表示方法[1]。清代六安直隶州所有方志地图都是用双曲线表示河流，这种双曲线表示又分为三类，

一类是空白双曲线，即曲线之间没有绘制任何波纹。如康熙乾隆《六安州志》中的“庐州府境总图”、

《六安州志》中所载州县总境图、嘉庆《六安州志》中六安州地图、道光英山县中所载县境之图等。空

白双曲线表示的河流，大小不一的，犹如树杈，这种表示方法简洁明了，能清晰地勾勒出了河流的走向

和范围。另一类是中间绘有各式各样的波纹，如顺治《霍山县志》中的县境图、康熙《六安州志》中的

六安州图、雍正《六安州志》中所载州县境总图、州境图，康熙《英山县志》中的县治图、道光二十六

年《英山县志》种的新增县境图以及同治年间《英山县志》所载的县境全图等，它们有的以多条连绵起

伏的鱼鳞纹表现水的涌动；有的绘作 S 形加 C 形组合曲线，模拟河流流动的形态，这种更接近于面状抽

象交叉线符号的绘法。通过填充纹理，能够增加事物的识别度，这种表示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更加形象，

使方志舆图增添一份艺术气息[2]。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以外，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在表示河流时会把

以上两种表示方法结合起来，如同治九年《英山县志》所载县境全图在绘制河流的上游地区是用的空白

双曲线进行表示，而绘制境内河流的中下游的则用花纹加双曲线表示，通过填充纹理与未填充纹理部分

形成强烈的疏密对比。这种利用河流中的纹理来辨别河流的流向，区分河流上下游的方式与用线条粗细

区分河流上下游的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之不同的是这种表示方法的更加的形象，增加了视觉上的

美感。 

2.1.2. 道路 
清代的交通系统是以清代的官马大路(简称官路)、官道支路(简称大路，又称州县大道)、小路(又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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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与官路、大路相联系的道路)与大路为载体，交通是联系地区之间的重要媒介，是文化传承与交流

的重要桥梁，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现文明物质文化水平的极其重要的象征。按

理说道路应该是方志舆图的主要表达内容之一，但从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来看，道路在舆图的呈现

中并没有得到它应有的重视。在康熙《六安州志》中的县境图、乾隆《六安州志》的州域图以及康熙二

十三年、乾隆、道光三年的《英山县志》的县域图中甚至没有绘制境内的道路。其他舆图中虽绘有道路，

但也仅限限于数条单线简单表示，在图幅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多种双曲线表示的河流。在清代六安直隶州

舆图中，道路用点状的单虚线进行符号表达。清一代道路符号并没有太大变化，要么是单虚、实线道路，

要么就是双实线道路，之所以这样的符号形式一直沿用，是因为它本身既有象形符号的性质，又具有几

何符号的特征，易于定位，又能让读者清晰易懂。 

2.1.3. 山脉 
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中山脉的表示方法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写景法，另一种为符号法。在顺治

和康熙时期，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对山体的表示是比较简洁，仅用简单线条勾勒出山体的大致的形态，

其带有类符号化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对山体的表示却变得愈来愈复杂，不仅

采用绘画写景法表示山脉的走向与地理位置，并且有的还在山上绘有树木，使得山体更加形象传神。随

着方志地图绘制技术的进步，在清末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就出现了用符号法表示山体。写景法以直观形

式呈现山体的大致走向起伏等总体轮廓，注重对山体的真实描绘，力求表现出山体的真实面貌，兼有实

用功能与艺术美感。在采用符号法表示山脉的地图上，有采用三角山形符号法表示山脉地理位置，这种

表示方法在中国全图上有广泛的应用。采用这种符号法表示山体确实是一大进步，因为这样的符号有利

于综合减小图面载负量，使得图面更加清晰明了。清代中后期随着西方绘图技术的传入，也逐渐有用毛

虫法、晕滃法来表示山脉走向及地理位置[3]。 

2.1.4. 城池 
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上的城池符号一般为写景法与符号法并存并用。清前期，方志地图为区分

不同行政级别的城池，用写景法形象地绘制出六安州城池的城墙、城门及其不规则的城池形态，展示出

城池内重要地物的相对地理位置。其辖境下的英霍二县则只勾勒出城池大致的形状，以彰显城池的主次

地位，由此可见符号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具有内在的联系，通过符号的变化可以把舆图内容的分级、次

要等情况表达出来。 

2.1.5. 居名点、建置及重要建筑 
六安直隶州内居名点、建置及重要建，在清代方志地图中或多或少都有体现，只是“地位不同而已”。

清前中期六安州方志地图对境内的居名点、城外的行政、军事建置及其境内的重要建筑绝大部分都是采

用较为形象的绘制手法，直观地展示了这些地物的外形。如六安州境内的铺舍与营隘都会用一个小房子

或表示一个小房子加小旗子的图式。城外的居民点、庙宇、行政建置均用形象的小房子的图式，这种在

同一幅图中，一类图式表示多种地理要素的制图表达，在没有文字注记的情况下是很难进行区分，容易

给读图者造成困扰。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类图形的符号的趋势就愈来愈显著，如光绪《霍山县志》所绘

的疆域图，就已附有完整的符号体系，并注明用“o”符号表示聚落。 

2.2. 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形符号的特点 

2.2.1. 呈现出符号的趋势 
顺治与康熙早期的六安州方志地图中的图形符号虽为象形符号，但其图形符号的画感并不明显，只

是简单临摹出地理事物的大体轮廓与形态，图形符号的符号性趋势十分明显。但在此后，六安直隶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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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地图在绘制时注重山水画加以修饰，增加舆图的美观。如城池就用一圈城墙表示，城内的建筑包括城

门、府衙、学宫、庙宇、等都用写实的手法画出。在描绘山地河流时还带有传统的山水画的烙印，山峦

以皴法描绘，河流用波纹写实。但随着方志地图的图符逐渐简化，画感减弱，方志中的一些表示城池、

桥梁、聚落的图形符号性变强，山峰图符为三角形符号表示，桥梁用长方框表示。到清末时如光绪《霍

山县志》所绘的疆域图，就已附有一份完整的图例，并注明这些简单的符号用以表现自然地理要素如山

峰、水体、以及人文地理要素城池、聚落、道路等。总的来说，清代六安州方志地图的图形符号经历了

由“写景法(符号化趋势明显)–写景法–符号法”的发展过程，但其表示方法总体是朝着符号化方向发展

的。 

2.2.2. 符号差异大，呈个别化的特点 
由于中国传统时代并没有统一的地图绘制机构，也没有通行于全社会的绘制规范，所以在近代投影

测绘体系推广之前[4]，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中聚落的符号差异很大，呈个别化的特点。在清代大多

数六安方志地图的符号并无统一的规范，在同一幅图中同类景观的符号差异比较大。除此之外，在同一

方志不同图幅的同类景观符号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而不同方志、级别相同、性质相同、形态相近的聚

落的符号也有不同方面。由于同类景观本身存在诸多的差异，其符号有差异也是理所当然，另一方面是

因为各方志地图的绘制者之间很少有沟通交流，绘制者往往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审美来绘制舆图。所

以符号的绘制要想统一也存在很大难度。所以在解读舆图时，不能仅凭符号的形状和大小来判断景观的

性质和规模，还需要结合其他信息和背景来进行综合分析。 

3. 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中的文字 

方志地图上除了图形符号外，通常都有大量的文字，这类文字被称为注记。它是图形符号的必要补

充，用以标示地点、名称等。而文字注记可以分为名称注记、说明注记和数字注记。在清代六安直隶州

方志地图中，名称注记占比最大，名称注记虽然量大，它也不是把所有的地物名称都罗列到图上，而是

有选择性标识出较为重要的地物。在清代六安州直隶方志地图中，名称注记的放置位置并没有统一的标

准，有的放在地理要素的上方，有的放在下方，有的在左，有的在右，但一般都是紧靠被说明的地理要

素，保持与所注对象与符号之间的紧凑性与协调性，以凸显所注对象为原则。说明注记常用简注表达，

如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中所记载各州县的“四至八道”，这种说明注记一般放在舆图的四周的空白

处，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数字注记主要出现在清末，随着西方绘制技术的传入，经纬线被广泛运用到

地图绘制中，一些方志地图中就使用数字标注出经纬度。但在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的绘制的技术虽

有进步，但一直没有突破传统的图画式的形象画法与计里画方，所以这种数字注记并未在图中有所体现。 
在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中，多数采用图形符号加注记的表示方法，文字注记大多是作为图形符号

的附加说明，它通常依附于相应的图形符号与它共同指示的事物方位与地点。但由于舆图的图幅的空间

有限，有时候也会存在直接用文字作为地理符号，即只有文字，而没有象形或几何符号，达到合理利用

图幅空间的效果。例如乾隆《六安州志》中的州县总境图就直接用文字“丁家集”、“徐家集”表示六

安州境内的居民点，用文字“白杨铺”来表示境内的铺舍。这时候文字就承担了定位和名称说明双重功

能，兼具文字符号和图形符号的两重性质。 

4. 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中图形符号与文字的关系 

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大多数是图形符号加注记的表现方式。在地图中，通常图形符号主要用于

定位，而文字注记主要是配合图形符号说明图形符号所无法表达的有关定性、定量等方面的问题。清代

六安直隶州的方志地图中大多数时候图中文字注记与图形符号是形影不离，文字注记跟随着图形符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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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文字注记扮演着方志地图中的“解说员”的角色，没有文字注记的方志地图便成了“哑图”。 
由于，中国古代的方志地图中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的符号表

达在形状、尺寸等方面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即使在同一幅舆图上的符号的同类景观都有差异，更别说不

同舆图中的符号。有的时候，方志地图中还存在着用同一种符号去表示图幅中的多种地理事物的情况。

因此，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中的符号的运用就存在很强的随意性与不科学性。所以，在清代六安直

隶州方志地图中单凭图像本身是无法传达准确的地理信息，在这一情况下，图中的文字就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在方志地图中，绘图者会利用文字去弥补舆图中图形符号的不足，有时候甚至利用文字去代

替图形符号。正如余定国在阐述中国地图学特点时就认为传统中国地图学“依赖文字描述来弥补地图中

信息展示之不足”[5]。图形符号与文字虽然在清代六安州直隶方志地图中的分工不同，但关系密切，它

们一唱一和，互相补充，二者共同向读者展示地理信息，分别说明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体现了方志地

图中图形与文字的互动关系。 

5. 结语 

清代六安直隶州的方志地图中的图形符号虽然存在个性化、差异大的特点，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向

着更加符号化、标准化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不仅提高了地图的可读性和实用性，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

于地理空间和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表达方式的不断进步和创新。而清代六安直隶州的方志地图的符号与文

字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幅生动而详细的地理画卷，为后人了解清代六安直隶州

的地理地貌、城池布局、道路系统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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