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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來，書桌上堆滿待讀的書籍

和資料中，有一套18世紀英國史學家吉朋

（Edward Gibbon）所著的《羅馬帝國衰亡

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之中譯本；這是以前訂閱三

年《歷史》月刊的贈送品，我一直希望能在

每日閱讀或寫作之閒隙，能抽空讀完這套對

我來說，是浩浩蕩蕩的課外讀物。

吉朋在245年前，於羅馬卡庇多山古蹟

裡的沉思默想中，聽到神廟傳來赤足僧侶的

晚禱聲，而在內心醞釀出來，為羅馬古城和

帝國所寫下的這套曠世名作，全書辭章典

雅，文字優美；但我發現，這江河滔滔，氣

勢雄偉的史學名著，雖然有些學者認為已文

勝於史，但就史事而言，於我讀來，還是有

點障礙，原因何在？其一當然是筆者雖然對

歷史有興趣，但畢竟史學知識涵養不足，無

力駕馭繁雜之中古時期歐洲各國歷史之來龍

去脈；其二，就是手邊缺乏一本詳盡的歷史

地圖及古今地名對照等參考工具書，讓我

對歷任羅馬皇帝的遠征、羅馬疆域或重

大事件的變遷，有對照、查閱並釐清、

整理的參考。而且，吉朋這套《羅馬帝

國衰亡史》，一個段落即浩長數百或數千

字，少有中斷，加上附註、註解幾乎頁頁具

有，所提人名、地名、制度、官銜太多，沒

三兩下功夫的讀者（如我之類），有時實在

被搞得迷迷糊糊的不知前因後果。中文版的

第一冊之後，即使附有一份「羅馬帝國歷代

皇帝簡表」和「羅馬帝國行政區180 A.D.」，

但實在簡陋的可以，可說於事無補。

所以，當我看到天衛文化公司新近出版

的《中國歷史地圖大圖鑑》三大冊，不禁驚

嘆：「這真是一本讀歷史時很好配合參考、

使用的工具書呢！」⋯⋯假如某人也為《羅

馬帝國衰亡史》也編個類似的輔助閱讀參考

書，那讀吉朋的曠世名著，也就不會那麼困

難了。

《中國歷史地圖大圖鑑》並非只是單

純的歷史地圖而已，它其實彙集地圖、圖

表、地名辭典、大事年表、史事紀要、專題

分析、照片、古今地名對照、手冊⋯⋯等等

以圖表輔助讀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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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參考書功能，而結合編成的兼具輔助和

學習的工具書。編者長期投入教育工作，熟

稔有關歷史科課綱、各版本教科書及參考

書，本書編排及內容歸納分析的方式，雖然

有點補習班講義的味道，但不能否認的是，

坊間也少有能將中國（此為廣義、正統的中

國）歷史整理的如此清晰、具有助讀功能的

參考書；也少有出版社，在出版事業不景氣

的年代，願意花費如此成本，出版如此多大

彩圖、大表格的工具書了。也因為如此，本

書適讀對象雖以因升學考試而苦於歷史考題

刁鑽的莘莘國、高中學子或青少年為主，其

實也適合教師教學歸納，分析史事之參考使

用，一般文史研究者或對歷史有興趣的讀

者，亦可當作瀏覽閱讀及案几查閱工具書之

參考。

本書分為三大冊，先按朝代來排序，上

冊為原始時代到唐代，中冊為五代十國到清

代，民國到政府遷臺後則獨佔下冊。若按遠

略近詳的原則來看，可謂符合歷史學習的興

趣和規律。當然，本書之精華，在於收錄120

幅以上之歷史地圖，以及超過240組之各式各

樣表格。地圖讓我們讀史可以按圖索驥，增

加對當時歷史事件演變軌跡的了解，表格則

重於分析歸納，有助於讀者對事件發展前因

後果的整理和認識。

不過，本書還發揮更多的功能。以每

個朝代的內容而言，主文除了是一個該朝的

大事簡表和當時的地圖外，（這些圖表都是

分色的彩圖，故清晰且悅目，吸引人閱讀又

不傷眼力，青少年讀者當會歡迎），又常會

衍生許多相關的簡表或地圖，如周朝這一單

元，除了西周、東周大事簡表以及周代疆域

圖外，又衍生了「歷代周王徙都表」和「歷

代周王徙都路線圖」；以表對圖，讓讀者對

整個大事件更加清楚明白。又如漢朝疆域

圖，除了兩漢時期的地圖外，也延伸了許多

相關地圖，如「兩漢經濟發展圖」、「西

漢亞洲形勢圖」、「匈奴勢力擴展及西遷

圖」、「漢代中外交通示意圖」、「西漢張

騫、東漢班超出使西域圖」⋯⋯等等，連重

要戰役或事變，如赤壁之戰、官渡之戰、黃

巾之亂路線等都有圖示；以圖領文，就是本

書的特色。四、五十歲讀者以前在史地課本

看不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政區分布圖，

在本書當然也看得到了。

大事年表的構造，除時代、歷任君王、

國都（附今地名）、主要紀事外，也有相關

的西元年代和世界大事，讓讀者讀中國史，

也能知道當時世界其他各國在發生甚麼事，

像開了一扇門窗一樣，不致不知戶外事，也

能對中外史事隨時做比較。歷朝年表中，以

中華民國最詳盡，逐年記事到民國97年馬英

九當選第12任總統及兩岸正式直航為止；對

照的世界大事則到2008年底歐巴馬當選美國

總統及全球性金融海嘯事件。中共的紀事，

則另以紅字，記錄於同年的中華民國紀事欄

內，比較好對照。大年表外當然也會衍生出

許多小年表，如五代十國中的「十國興亡

表」、明朝之外的「明鄭王朝興起年表」⋯

⋯等等。

事件發展圖表化，也是本書除地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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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另一特色。或許有人覺得為升學考試的

斧鑿頗深，但工具書原來的性質，本也是編

者將繁雜的資料加以整理，以便於讀者查

檢、使用，故本書透過「一地圖一表格」的

編寫方式，既能按圖索驥，又能以「表格」

比較分析，清楚呈現各朝代、各事件複雜的

歷史緣由與脈絡發展，相信也有助於一般讀

者讀史時之沉澱和思考。像「倭寇之亂」的

表格，便呈現有「時代背景」、「時間」、

「決戰地點」、「重要人物」（含其國號、

君王、權相、將領）、「經過」、「意

義」、「備註」等項目，非常詳盡。本書之

表格，有縱向之延續性者，多以史實之發展

為主，如清季到民初一系列外強侵華事件的

分析；亦有橫向，屬於專題性議題之分析，

如宋朝「士大夫精神：經世思想的實踐」、

「士大夫精神：理學的發展」、「城市生活

新貌」⋯⋯等等，都是以表格來歸納某主題

的演變和發展的。當然，也有跨越許多朝代

的大表格，有助於讀者以擴大格局的眼光來

讀史（對學子而言，此種跨越朝代的分析，

實亦為大考常有的題目）；如第二冊有一系

列的「中古到近世的政治變動」、「中古到

近世的社會變動」、「中古到近世的經濟發

展」、「中古到近世的思想新局面」⋯⋯等

等。以專題為主的題材，也有跨時空的聯結

分析，如「國共內戰」、「國民政府撤守大

陸的原因」和近年「兩岸關係的演變」表

格，便集中在一起。

表格資料也講求新穎，像「臺灣原住民

族的分布」表格，便採用2008年行政院原住

民委員會認定的「官方十四族」，而非大家

早期「九族文化村」的印象。

相信本書的編者一定是累積多年的教學

經驗和資料，才能彙集、整理如此詳盡的圖

表。但浩大的資料和編輯過程中，不免也會

有點小疏失，如上冊18頁周代大事簡表中，

幽王對照的世界大事欄，註明「（西元）前

776年第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實應寫為

「第一屆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以免讀者

和現代奧運之屆數算法（現代奧運第一屆是

1896年）相混淆。另同頁西周大事簡表，國

都「鎬」，今地駐明是「陜西西安」，但在

隔頁「歷代周王徙都表」中，今地卻寫為

「陜西長安」，已不統一了。同樣不統一的

情況，還有92頁，「隋代大事簡表」中的國

都是「長安」，但右（93）頁隋代疆域圖裡

的是「大興」，也很容易讓讀者搞不清楚緣

由。同時代地圖，國都標示不一的還有中

冊的明代。又如上冊70頁「西晉大事年表」

中，註明司馬炎篡魏，表右邊的司馬懿簡介

圖照裡，卻寫著「司馬昭正式篡魏」，後

者顯然是沒校訂好的錯誤。中冊78頁，「清

代大事簡表」中，康熙28年，施琅率清兵攻

佔臺灣，也應是康熙22年之誤，這從旁邊的

西元對照表就可看出的。另外，下冊80-81

頁，臺灣原住民分布圖和右邊的表格，可能

取材資料不一的關係，地圖呈現的是「洪雅

族」，表格寫的卻是「和安雅族」；表格多

了一個「雷朗族」，是地圖中沒有的，也會

令讀者困惑。

這些小錯誤，顯見參考工具書資料龐大

以圖表輔助讀史的《中國歷史地圖大圖鑑》》



34 ．書是生活中最寶貴的財富之一 ◆ 史邁爾斯

繁雜，更需小心和費神校正，期望在再版時

能更正過來。

本套書還有一本附冊──《中國古今

地名對照編冊》，收錄4千則以上中國歷代

古今地名，雖然沒有國家圖書館參考室或日

韓文室幾套「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那麼詳

盡，但對青少年讀者而言，也是訓練和認知

地名變遷的開始。以最近大陸知名書畫家，

將圓山飯店地下室男廁所懸掛的明朝王寵書

畫，誤認為真跡的事件而言，報紙馬上有王

寵的介紹，說他是明朝長洲人（今蘇州附

近），那麼青少年讀者就可翻閱這本手冊看

看，果然查到長洲苑，今地在蘇州市西南。

但這本手冊，臺灣舊地名較少收錄，筆者覺

得，出版社以後不妨也為青少年出版一本專

門的「臺灣古今地名對照」，那麼青少年以

後看李潼的少年小說，如《少年噶瑪蘭》

（也是天衛出版的呢！）、《望天丘》等，

就不會被書中的「加禮遠社」、「頭圍」、

「叭哩沙」、「槍櫃城」⋯⋯等宜蘭縣舊地

名和相關位置，搞得迷迷糊糊的了。

總的而言，這套《中國歷史地圖大圖

鑑》是近年國內出版界來難得一見的史地參

考書，雖然不免有些小缺失，但瑕不掩瑜，

我們仍然要向編者和出版社致敬，他們為讀

者的查檢和閱讀，做了很大的蒐集和整理的

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