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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附舆图要览四卷，清顾祖禹撰。
顾祖禹，字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公元二六三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二八
九二年），享年六十二。
因其家对宛溪，学者又尊称为宛溪先生。
其父顾柔谦，为赘婿常熟谭氏，故祖禹生于常熟，常自署“常熟顾祖禹”。
他生逢明亡变故，随父隐居，潜心著述，终身不仕。
其生平著作，虽然只有读史方舆纪要一种流传下来，却是“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大”（魏禧序
）。
这部书，他从二十九岁做起，“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穷年累月，砣砣不休”（总叙二），
“远追禹贡、职方之纪，近考春秋历代之文，旁及裨官野乘之说，参订百家之志”（总叙二）“虽十
易草所不惮，经二十年始成是书”（彭士望序）。
书稿初成之后，祖禹并不满足已有成果，对稿本仍不断的有修改和润色。
五十岁以后，他客昆山徐干学家，得干学艇饩笔札书史之佽助，不求闻达，又潜心读史方舆纪要一书
多年。
至康熙二十六年，徐干学奉命修大清一统志，延致祖禹及太原阎若璩、常熟黄仪、德清胡渭于幕下，
共同研讨及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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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史方輿纪要(套装共12册)》清初地理著作。
原名《二十一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1631－1692)撰。
祖禹字景范，号宛溪先生，江苏无锡人。
他自顺治十六年(1659)开始编纂该书，前后历时二十年成稿。
全书共一百三十卷。
首为历代州域形势九卷，记述历代王朝的盛衰兴亡和地理大势；次为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一百十四
卷，分叙其名山、大川、重险，所属府、州、县及境内部分都司卫所的疆域、沿革、古迹、山川、关
津、镇堡等，并记载其地发生的历史事件，考订其变迁，剖析其战守利害；再为川渎异同六卷，专叙
禹贡山川的经流源委及漕河、海道；末为分野一卷。
另附《舆图要览》四卷，内容有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九边、黄河、海运、漕运及朝鲜、安南、海夷、
沙漠等图。
全书参考二十一史、历代总志及部分地方志书达百余种，集明代以前历史
地理学之大成，在当时即被誉为“数千百年所绝无仅有之书”。

　　该书成稿在清顺治、康熙年间，但内容以明代末年以前的疆域政区及史事为断限，定稿本刊行前
后又有局部修改，故今存稿本、抄本与刊本略有参差。
清初刊本亦有改窜。
稿本现存上海图书馆，另有抄本、刊本多种，最早的嘉庆十六年(1811)龙万育敷文阁本为目前通行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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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有清一代地理著作层出不穷，其中，清初顾祖禹独撰的《读史方舆纪要》颇受后世称道，被誉为"千古
绝作"、"海内奇书"。

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
）。
由于久居无锡城东宛溪，被学者称为宛溪先生。
他自幼聪颖过人，好学不倦，背诵经史如流水，且博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
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长期躬耕授业，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
室"的清贫生活。
虽如此，亦耻于追名逐利，走入仕途。
相反，选择了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以图匡复亡明的道路。
秉承父亲遗命，立志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
自顺治十六年（1659年）始，他边教私塾，边开始《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述。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起兵，顾祖禹只身入闽，希望投靠耿精忠，借其力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
，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继续撰写《读史方舆纪要》。
康熙年间，虽曾应徐乾学再三之聘，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但坚持民族气节，不受清廷一官一
职，书成后甚至拒绝署名。
在此期间，顾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徐氏传是楼藏书，为《读史方舆纪要》的修撰，积累了大量资
料。
经过30余年的笔耕奋斗，约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前，也就是顾祖禹50岁左右时，终于完成了这
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

《读史方舆纪要》共130卷（后附《舆地要览》4卷），约280万字。
综观全书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选材得当，体裁新颖。
《读史方舆纪要》选取材料与一般地志不同。
着重记述历代兴亡大事、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而游观诗词则大多"汰去之"。
前9卷撰述历代州域形势。
接着，以114卷之多，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为纲，分叙其四至八到、建置沿革、方位
、古迹、山川、城镇、关隘、驿站等内容。
与各地理实体有关的重要史实，附系于各类地名地物之下。
并常在叙述中指出该地理实体得名的原由。
随后，以6卷记述"川渎异同"，作为"昭九州之脉络"。
最后一卷是传统之说"分野"，作天地对应，有"俯察仰观之义"。
前面历代州域形势以朝代为经，以地理为纬；后面分省则以政区为纲，朝代为目，全书经纬交错，纲
目分明，且自作自注，叙述生动，结构严谨，读之趣味无穷。

第二，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
顾祖禹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然是为反清复明之需，当然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
。
他鉴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险要，未能记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最后遭致亡国的历史，在
书中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
舆"。
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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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前面9卷专门论述历代州域形势，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险要、形势得失开端。
各省形势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皆有总序一篇进行论述。
《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山川险要总论，几乎每篇都是甚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

而且每叙述某一地理实体时，必穷根究源备述其军事上的地位和价值。
顾祖禹认为，地利是行军之本。
地形对于兵家，有如人为了生存需要饮食，远行者需靠舟车一样重要。
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军，加上"乡导"的帮助，"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
这正是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于地理环境与战争得失成败的关系着重记述的初衷。
难怪张之洞认为"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
"梁启超也认为，"景范之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

第三，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
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的《读史方舆纪要》，始终贯穿着天险地利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
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的正确思想。
因为"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
虽是"金城汤池"之故，若"不得其人以守之"，连同"培塿之丘"、"泛滥之水"都不如。
如若用人得当，纵使"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
也就是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所起的作用更大。
在论述历代都城的变化和原因时，顾祖禹认为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并非地势险固决定一切。
首先，都城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可以建都的地方，而到彼时则不一定适于建都，其次，是
否适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势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产是否发达，对敌斗
争是否有利。
由于建都的各种因素是在经常变化的，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
他的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的。

第四，注重经世致用，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尤其重视。
顾祖禹认为：舆地之书不但要记载历代疆域的演变和政区的沿革，而且还要包括河渠、食货、屯田、
马政、盐铁、职贡等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内容。
当他开始撰写时的确对此十分重视，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扰"，顾不上
补缀，但其大略亦能"错见于篇中"。
不过他在论述各地的地理形势时，尽量做到以地理条件为印证，使历史成为地理的向导，地理成为历
史的图籍，互相紧密融汇。
全书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多写，无关的少写，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这也是《读史方舆纪要》有
别于其他地理著作之处。
由于黄河之患历来不止，直接对国计民生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大量辑
录前人治水的主张，以留给后人借鉴。
他十分赏识潘季驯的治河方针。
认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
"（《读史方舆纪要》卷126）书中对潘季驯的主张颇多引证。
此外，书中对漕运的记载也十分重视。
顾祖禹认为漕运相当重要，因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
但他反对为了漕运而置运河沿线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
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
坝、堤防和济运诸泉。
此外，对于明代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松地区，以及扬州、淮安等转漕城镇冲要地位，书中都一一作
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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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读史方舆纪要》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都详略得当地有所
记载。
由此可见，不但对于军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读史方舆纪要》有十分重要的记述，而且在经济地理
方面亦有相当可观的内容。

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的撰成，当然与顾祖禹本人
的努力分不开。

为了编撰这本巨型历史地理著作，他先后查阅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志，旁征博引，取材十分广泛。
同时，他也比较注重作实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观览城廓，而且对于山川、道里、关津无不注意
察看。
并且深入作调查，无论过往商旅、征戍之夫，乃至与客人谈论时都注意对地理状况的异同进行考核。
但无论实地考察或是调查，囿于条件所限，他都只能"间有涉历"而已。
主要工作还是限于对图书资料的探索和考校。
尽管全书考证严谨，描述论证也多确实可靠，但他本人总觉得未能十分满意，尤其以缺乏只有从实地
考察中才能获得的感性知识为憾事。
当然，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加上全书仅为顾祖禹一人独撰，难免有疏漏、谬误之处，但这些并非
其主流，毫不影响它闪耀于历史地理巨著之林的光辉。

《读史方舆纪要》长期以来由于内容丰富、地名齐全、考订精详、结构严密，不但胜于唐代成书的《
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而且超越明代成书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
。
若与清代历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相比，也是各有千秋，并不逊色。
至今仍成为历史地理学者乃至研究历史、经济、军事的学者们必读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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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史方舆纪要>>

编辑推荐

《读史方舆纪要(套装全12册)》成稿在清顺治、康熙年间，但内容以明代末年以前的疆域政区及史事
为断限，定稿本刊行前后又有局部修改，故今存稿本、抄本与刊本略有参差。
清初刊本亦有改窜。
稿本现存上海图书馆，另有抄本、刊本多种，最早的嘉庆十六年（1811）龙万育敷文阁本为目前通行
版本。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史方舆纪要>>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