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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刻，你视线所及的文字是我自己写的序。
我估计正在读它的你多半是读过上一本《地图的发现》的，或许因为对上一本的印象，你现在翻开了
这一本。
不过无论是否看过那本同名的书，我希望读者知道这一本不过是那一本延伸，以后如果再有第三本的
时候，索性叫做《地图的发现·再续》罢了。
就像我在买书之前，总喜欢翻一翻关于它的介绍，这篇短文需要完成两个功能：对本书内容的简单介
绍和对这本书的自我评价。
至于前者，我想告诉您这是一本与地图有关的书，不过不是那种“规范”的地理书。
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教授说它“以随笔方式，散乱而且随意地述说着搜藏地图者在地图上所发现的
历史故事和文化信息”，大抵就是这样了。
比起上一本来，这本的文字不一定比上一本强，但涉及到的古今中外的地图面要广一点，附的图也多
一点，后面那一组关于50年前老北京地图的文字可能也有些意思。
如果您对老地图有些兴趣，也想听听故事，就不妨继续往下读；要是有什么很正经的需求，比如写论
文什么的，就可以放下了。
上一本《地图的发现》获得了2007年度国家图书馆评选的“文津奖”。
评委会说“这本小书，由抽象、枯燥的地图中读出了历史长河中大大小小的故事，读出了咫尺天地中
的无限想象空间。
”在每年几百部学术类新书的评选中中了个“彩”，这多少可以算作对于本书的社会评价吧。
其实这个奖得的很意外，我不能假装矜持地好像对得奖无动于衷，自己捋一捋大概情况是这样的：我
是一个职业媒体工作者，对于近现代历史有些兴趣，更关注原始文献，由此也会写点文章。
我又是一个地图收藏爱好者，这些年琢磨出一条读历史、特别是读军史、战史的门道是比着文字把地
图读通。
于是，尽管在史学规范训练上很差着一截，好在有大量的地图原件，尤其是老地图，可以作为读史时
的把玩；尽管在收藏的珍本、善本上远不如某些同好藏家，可是我没闲着，对着地图，把看出来的故
事不断地写下来；尽管不是散文随笔写作的墨客文人，架不住我只好这一口，就写这一路。
就这么一不留神，出了本书，撞了个奖。
说到底，收藏地图就是一个“玩儿”，不过没有“丧志”而已。
笔者的那点小小志向是在历史缝隙里的，地图无非一个载体。
做了一辈子新闻，知道今天是过去的延续，而“过去”不仅是一种宏大叙事，更是一堆可触摸的碎片
。
如果您关注这个叫做“杨浪”的人的文字，你会越来越发现，他以一种新闻式的文字，汇入那个可称
作“非虚构”的文体，而且会一直写下去。
我的自我评价结束，欢迎你继续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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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图是历史和现实的影子，通过它，我们得到的是微观然而生动的历史。
有了这些碎片，那些宏大叙述才是完整和真切的”。
作为资深媒体人的杨浪，业余爱好就是收藏和研究地图，目前藏图五千余幅。
本书通过地图来写历史，写军事，写人，写事，写情。
笑谈中有考据，风趣中见严谨。
文中展示了“老北京的胡同地图”，分析了北京城内为什么没有河，考证了中印边界问题，荆轲刺秦
时手持的地图，日军侵华的军用地图、苏德战争的地图、粟裕指挥孟良崮战役时用的地图⋯⋯既长知
识，又有趣味。
因为配以若干珍贵的地图图片，本书亦有收藏价值。
     作为续集，本书继续“以随笔方式，散乱而且随意地述说着搜藏地图者在地图上所发现的历史故事
和文化信息”，涉及的古今中外的图面要广一点，附图也多一点，后面一组关于老北京天桥、菜市口
、阜成门、西直门、西单、景山等等的地图文字可能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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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浪，作者是一个资深媒体人，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青年》杂志以及
几家财经媒体任高级职务。
地图收藏是其业余爱好，从军营到传媒几十年不辍，已经收藏了几千张（册）各类地图，尤以各个年
代的军用地图为主。

    近年来，作者撰写了一批与地图有关的随笔，2006年结集出版了《地图的发现》一书，受到广泛好
评，并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本书是其续集，除了继续以图证史、循史考图，还以一套完整的北京地图展开了一束老北京的故事。
于咫尺间引出的故事颇为有趣，展示的老地图也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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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图说     　那条谈恋爱的小河现在流淌到哪里了？
    　“万一打散，就凭着它走回云南！
”  　我和夏时制的几次“交手”  　进入欧洲 　发现第戎军用机场 　77年前的《西北东北铁路建设图
》 　这张图俺也有！
  　一幅重要的颐和园地图  　“竹铭”旧藏颐和园导游图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说说青藏铁路
地图 　铁列克提遗恨，为龙将军一辩 　“大庆”何时出现在地图上？
 　你知道香山“梅字石”吗？
  　中国人对彬马那刻骨铭心  　迁都问题  　毋忘在莒 　球星、球场与球市 　菲利普·帕特里西欧的
惊险飞行  　世上本来没有地图  　各取所需  　“最”不能言  图考　寻找“龚教官”  　——民国初年
陆军大学的军事地理教有　关于近代西藏地图   　空战疑云  图史  　张学良赠周恩来地图集的下落   　
理解一部图集的过程   　用“谎言”来保卫胜利   　“文革”中北京街道的更名   　耐人寻味的《太原
市城防工事图》   　图说长白山天池是谁的  图事　兜二斤白面，回家去了    ——半个世纪前的北京之
一：天桥　名人荟萃地，史实沉吟中    ——半个世纪前的北京之二：菜市口　“雏形”是什么形？
看看这里就是了！
    ——半个世纪前的北京之三：阜成门　老刘家的坟地    ——半个世纪前的北京之四：西直门　承载
我童年的地方    ——半个世纪前的北京之五：德胜门　想起了《三联生活周刊》    ——半个世纪前的
北京之六：安定门　“鬼街”上的苏修特务    ——半个世纪前的北京之七：东直门　记忆里的海运仓  
 ——半个世纪前的北京之八：朝阳门　“你见过吗？
”    ——半个世纪前的北京之九：建国门　50年前的“心脏”    ——半个世纪前的北京之十：天安门
　怀旧是有仪式的    ——半个世纪前的北京之十一：西单　“怀旧？
噢，进来吧！
”    ——半个世纪前的北京之十二：复兴门　童年乐园    ——半个世纪前的北京之十三：景山　穿云
入坞寻游伴    ——半个世纪前的北京之十四：西四　永定门的尴尬    ——半个世纪前的北京之十五：
永定门　最是城南说旧事    ——半个世纪前的北京之十六：右安门　“闲将往事思量过”    ——半个
世纪前的北京之十七：左安门　“除却京师到处无”    ——半个世纪前的北京之十八：广渠门　百年
车站    ——半个世纪前的北京之十九：广安门车站　城门是干什么用的？
    ——半个世纪前的北京之二十：广安门图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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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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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本书挺奇特，它以作者个人收藏的地图作为写作和研究的对象，在轻松流畅的随笔式的文字里
，经纬文史，缩放物事，把枯燥的地图写活了。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看地图、收地图、写地图的；我知道写这本书的人是一个有思想有
情趣的人；我也相信读这本书的人一定会开卷有益的。
　　——吴思　　我始终认为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应该是一个历史的记录者。
本书作者给我提供了另一种范例。
对地理的关注是一种大尺度的对事物存在的空间形态的关注，作地图的人是从“天上”看人间的，能
读懂地图的人站在地上，胸怀却必须在“天上”。
　　——凌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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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图的发现(续)》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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