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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野王《舆地志》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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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　中国历史上完成过许多地理志方面的著作 ,其中相当一部分失传。 本文从散佚

的此类著作中挑选出南北朝末期顾野王所编的《舆地志》进行了探讨 ,根据 集到的佚文对建康、

京口及其它地方的地理情况做了分析、研究。

[关键词 ]　顾野王　《舆地志》　地理志　中国地志史　南北朝科技史

顾野王 ( 519～ 581年 ) ,字希冯 ,吴郡吴县 (今江苏州市 )人 ,生活于南北朝时南朝梁陈之

间。幼以儒术知名 ,年七岁 ,通五经 ,十二岁便作有《建安地记》二篇。 “及长 ,遍观经史 ,精记默

识 ,天文地理、蓍黾占候、玉篆奇字 ,无所不能” ,“又善丹青”。著有《玉篇》 20卷、《舆地志》 30卷、

《符瑞图》 10卷、《顾氏谱》10卷、《分野枢要》 100卷、《通史要略》 100卷、《国史纪传》 200卷、《续

洞冥记》 1卷 ,《玄象表》 1卷、文集 20卷 ,并行于世①。这些著作包括文字学、地理学、历史学、占

候等多方面的内容。他是当时博学多才的著名学者。但他的著作 ,大都早已失传。

《舆地志》 30卷是顾野王的地理专著 ,篇幅虽不算很大 ,但也不小。 由于该书失传 ,人们了

解极少 ,更无专门研究。李约瑟在著作中当讲到南北朝陆澄 ( 425～ 497年 )所著《地理志》后 ,接

着说: “与此同时 ,还出现了顾野王的一部巨著《舆地志》。”②可是 ,他未引用书中的任何内容。

本文准备对《舆地志》作一初步探讨。

《隋书》说: “陈时 ,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 ,作《舆地志》。”
③
是《隋书》作者的评论。 《隋书》中

著录的地理学著作有 139部 , 1432卷 ,而给予评论的不过 10部。 《舆地志》为这 10部之一。可

见 ,它是一部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但是 ,说《舆地志》系“抄撰众家之言”的作品 ,并不公允。根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 ,该书的资料来源显然有两方面 ,一是前人的有关著作 ,即所谓“众家

之言” ;一是顾野王亲履其地而搜集的资料。前者可能占据份量较大 ,能保留了前人的成果同样

有价值。

据调查 ,知清末王仁俊 ( 1866～ 1913年 )编辑有《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 ,共中包括“《舆地

志》一卷 , (梁 )顾野王撰”。 但是 ,该书只有稿本 ,藏于上海图书馆 ,一般不易查阅。辑本仅为 1

卷 ,估计份量不太大。笔者经过初步搜集 ,已得到差不多 100条有关记述 ,去掉少量内容重复

者 ,还有约 90条。 不过 ,我们的目的不是辑佚 ,而是作为对一部书进行的研究。

《舆地志》大约在宋代尚有少量抄本存在 ,因此在《太平御览》、《方舆胜览》等书中 ,有较多

的引用 ,但在一些著名书目中都不著录。笔者估计 ,该书至迟在元代已经失传。

《舆地志》的编写体例没有任何记载供我们研究 ,只能根据搜集到的佚文内容、书名和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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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的体例进行推测。 该书的体例可能是按当时行政区划依次记述各地的地理情况 ,包括山

川、湖泊等自然地理内容 ,地理沿革 ,城市建设布局 ,寺院道观 ,陵寝 ,名人住宅等等 ,还有些有

关传说和某些地名的来源 ,可以说相当丰富。书中的许多重要内容 ,至今无人引用 ,未受到应有

的重视。

南北朝时期 ,除南北分割外 ,而南朝则是政权频繁更迭 ,在短短的 170年中更换了 4个朝

代 ,平均每个朝代才 40多年。再加上南北势力的消长 ,行政区划也多次变化。西晋初 ,全国有

16州 ,后来经过变动 ,增加为 20州。《宋书》的作者指出: “地理参差 ,其译难举 ,实由名曰骤易 ,

境土屡分 ,或一郡一县 ,割成四五 ,四五之中 ,亟有离合 ,千回百改 ,巧历不算 ,寻校推求 ,未易精

悉。”不得不参考前人著作 ,“互相考 ”才写成州郡志
④
。 梁天监十年 ( 511年 )所辖州 23,郡

350,县 1022,大同中 ( 535～ 546年 )州增为 107。到陈时 ,疆域缩小 ,州有 42,郡 109,县 438⑤。但

是《梁书》和《陈书》均无地理志或州郡志 ,唯《南齐书》有。 《南齐书》所列州郡 ,不限于当时所辖

地区 ,也包括北方的。齐时的州有扬、南徐、豫、南豫、南兖、北兖、北徐、青、冀、江、交、越、荆、巴、

郢、司、雍、湘、梁、秦、益和宁 ,共 23,下领郡 384。当时的政治中心 ,南朝在建康 ,归扬州管 ,因

此 ,该书把扬州列为首州⑥。梁、陈时地域虽多有变化 ,但是大轮廓并无多大更动。

根据上面的资料和分析 ,笔者认为 ,《舆地志》的编排不会离上述区划相差太远。因此 ,以下

将按齐时的州郡进行讨论 ,重点在扬州的丹阳郡 ,而建康县的建康为重点之重点。

本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 唐许嵩的《建康实录》、宋乐史 ( 930～ 1007年 )的《太平寰宇记》、

宋李日方 ( 925～ 996年 )等的《太平御览》和宋祝穆的《方舆胜览》 ,分别以“建”、“宇”、“御”和“方”

字为代表 ,引用时在其后写上卷数 ,如“方 15” ,为“《方舆胜览》卷 15”。还有少数零散资料 ,引用

时则直接注出。

建康原称建业 ,东晋初改称建康。三国时吴曾在此地三次为都。东晋、宋、齐、梁、陈都在建

康建都 ,持续了三四百年。历代都有改建或扩建 ,内有宫殿 ,外有苑囿、寺院等 ,规模相当大。此

次搜集 ,发现了不少有关建康的重要史料。

1.关于建康的布局。建康苑城六门:苑城即建康宫城六门 ,“都城周围二十里一十九步 ,本

吴旧址。晋江左所筑 ,便有宣阳 (门 )。至 (晋 )成帝作新宫 ,始建城 ,开陵阳等五门 ,与宣阳 (门 )

为六 ,今谓六门也。南面三门 ,最西曰陵阳门 ,后改为广阳门 ,门内有左上方 ,世谓之尚方门。次

正中宣阳门 ,本吴所开 ,对苑城门 ,世谓之白门 ,晋为宣阳门。 门三道 ,上起重楼 ,悬楣上刻木为

龙虎相对 ,皆绣木而藻井。南对朱雀门 ,相去五里余 ,名为御道 ,开御沟 ,植槐柳。次最东开阳门 ,东

面 ,最南清明门 ,门三道 ,对今湘宫寺巷门 ,东出青溪港桥。正东面建春门 ,后改为建阳门 ,门三

道。尚书下舍在此门内 ,直东今兴业寺后 ,东渡青溪菰首桥。 ……正西 ,南西明门 ,门三道。 东

对建春门 ,即宫城大司马门前横街也。 正北面用宫城 ,无别门。苑城即吴之后苑也 ,一名建平

园。” (建 , 7)这是东晋成帝 ( 326～ 342年 )时的情况 ,六门为宣阳门 (白门 )、广阳门 (陵阳门 )、开

阳门、清明门、建春门 (建阳门 )、西明门 ,南三、东二、西一。这里讲的布局非常清楚 ,同时还讲了

某些门名的改变或别名 ,宣阳门的建筑结构 ,由宣阳门至正南的朱雀门五里长的“御道”植有柳

槐等 ,都是重要资料。

上面提到的青溪是孙权时开凿 ,通城北堑潮沟 ,其上有七桥 ,一座名为鸡鸣桥。 《舆地志》

“所谓今新安寺南 ,东度开圣寺路度此桥。” (建 , 2)同时“凿城北沟 ,北接玄武湖。” (建 , 4)在北郊

潮沟后与东近青溪的地方有一处”药圃地。义熙中 ,卢循反 ,刘裕筑药园垒 ,即此。更西 ,即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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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子馆也。” (建 , 7)在青溪之东有金华宫 ,“梁大同中所筑 ,昭明太子蔡妃所居 ,在青溪东。” (方 ,

14)

2.关于建康的苑囿。 建康的苑囿很多 ,有的著作中介绍了由吴到梁的苑囿 ,而梁就有 24

处⑦。但是 ,讲的都比较简略 ,看来作者未查到《舆地志》中的相关佚文。下面引述一下在科学史

研究中 ,有时要提到的乐游苑和华林园。

乐游苑: 《舆地志》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 ,该苑即在晋时药园垒的旧地上于宋元嘉所建成。

“县东北八里 ,晋时为药圃 ,卢循之筑药围垒即此处也。其地旧是晋北郊 ,宋元嘉中移郊坛出外 ,

以其地为北苑 ,遂更兴造楼观于覆舟山 ,乃筑堤壅水 ,号曰后湖。其山北临湖水 ,后改曰乐游苑。

山上大设亭观 ,山北有冰井 ,孝武藏冰之所。至大明中 ,又盛造正阳殿。 侯景之乱 ,悉焚毁。 至

陈天嘉二年 ,更加修葺 ,于山上立甘露亭。” (建 , 12)陈亡以后 ,苑内建筑全部被毁废。

乐游苑位于宫城之东北 ,苑内有山有水 ,还有楼、观、亭、殿等建筑。宋、齐、梁等统治者常到

这里来活动。 宋齐时 ,乐游苑曾是科学实验的场所。 其中最有名的实验是著名科学家祖冲之

( 429～ 500年 )进行的。 有记载的共二次:一次是宋末萧道成 ( 427～ 482年 )命祖冲之按古法重

造指南车。“冲之改造铜机 ,圆转不穷 ,而司方如一 ,马钧以来未有也。时有北人索驭　者 ,亦云

能造指南车 ,太祖 (萧道成 )使与冲之各造 ,使于乐游苑对共校试 ,而颇有差僻 ,乃焚毁之。”一次

是祖冲之在乐游苑造水碓磨 ,齐“世祖亲自临视”
⑧
。 根据这些情况来看 ,乐游苑在当时是个比

较重要的场所。

华林园:目前未见有关于华林园的较详报道 ,据《舆地志》称:该园是在吴时旧苑址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 ,并有详细记载: “ (华林园 )吴时旧宫苑也 ,晋孝武更筑立宫室 ,宋元嘉二十二年

重修广之。又筑景阳、武当诸山 ,凿湖名曰天渊 ,造景阳楼以通天观。至孝武大明中 ,紫云出景

阳楼 ,因改为景云楼。又造琴堂 ,东有双树连理 ,又改为连玉堂。又造灵曜前后殿 ,又造芳香堂、

日观台。元嘉中 ,筑蔬圃 ,又筑景阳东岭 ,又造光华殿 ,设射棚。又立凤光殿、醴泉堂、花萼池 ,又

造一柱台、层城观、兴光殿。梁武又造重阁 ,上名重云殿 ,下名兴光殿 ,及朝日、明月之楼 ,登之而

阶道 ,绕楼九转。 自吴、晋、宋、齐、梁、陈六代 ,互有构造 ,尽古今之妙。陈永初中 (陈永初年号 ,

似为永定 557～ 559年之误 )更造听讼殿。 天嘉三年 ,又作临政殿。 其山川制置 ,多是宋将作大

匠张永所作。” (建 , 12)

华林园里的楼、堂、殿、阁特别多 ,还有人造糊、人造山等 ,真是“尽古今之妙”! 对于这些建

筑设施 ,大约《舆地志》都有某种程度的记述。例如 ,我们找到了层城观的简短佚文“齐武帝起层

城观 ,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 ,世谓之穿针楼。” (御 , 31; 830)

建造华林园的工程师主要是宋时的张永 ( 410～ 475年 )。他“涉猎书史 ,能为文章 ,善隶书 ,

晓音律 ,骑射杂艺 ,触类兼善 ,又有巧思 ,……纸及墨皆自营造” ,元嘉二十三年 ( 446年 )“造华

林园、玄武湖 ,并使永监统。 凡诸制置 ,皆受则于永。”后来兼将作大匠⑨ ,还营建过其它一些工

程。

华林园内的陈设 ,《舆地志》是否有记载 ,不好下结论。 《隋书》上有一条资料可略作补充:

“梁华林重云殿前置铜仪” ,并对铜仪的结构和使用作了较详细的描述。这架仪器原是前赵刘曜

光初六年 ( 323年 )孔挺所造 ,义熙十四年 ( 418年 )由刘裕从咸阳运回江南10。究竟有否 ,就不得

而知了。

3.关于建康的寺院。建康的寺院相当多 ,据载: “都下佛寺五百余所 ,穷极宏丽。僧尼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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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资产丰沃。”
11
这是说的梁初的情况 ,后来可能还要增加。 前面已经提到湘宫寺、兴业寺等 ,

而《舆地志》则记载了一座与宫门相连的重要寺院——同泰寺。此寺即为五百余所佛寺之外的

一例。据记载: “大通元年辛未 ,祀南郊 ,诏流亡者复其宅业 ,蠲役五年 ,尤贫者勿令出今年三调 ,

孝悌力田赐爵一等。帝 (梁武帝 )创同泰寺 ,寺在宫后 ,别开一门 ,名大通门 ,对寺之南门 ,取返语

`以协同泰’为名。帝晨夕讲义 ,多游此门。寺在县东六里。”
12
可见 ,这是梁武帝于大通元年 ( 527

年 )亲自创建的 ,因此 ,对这座寺院也特别重视。 他“晨夕讲义”于此 ,院内的建筑和设施自然也

多。 《舆地志》较详细地记载了该寺院: “在北掖门外路西 ,寺南与台隔 ,抵广莫门内路西。梁武

(帝 )普通中起 ,是吴之后苑 ,晋廷尉之地 ,迁于六门外 ,以其地为寺。兼开左右营 ,置四周池堑 ,

浮图九层 ,大殿六所 ,小殿及堂十余所。宫各象日月之形 ,禅窟禅房 ,山林之内 ,东西般若台各三

层 ,筑山构陇 ,亘在西北 ,柏殿在其中。东南有璇玑殿 ,殿外积石种树为山 ,有盖天仪 ,激水随滴

而转。 起寺十余年 ,一旦震火焚寺 ,唯余瑞仪、柏殿 ,其余略尽。即更构造 ,而作十二层塔 ,未就

而侯景作乱 ,帝 (梁简文帝 )为贼幽馁而崩。” (建 , 17)

这座豪华的同泰寺仅存在十余年 ,就被震火焚毁 ,后来虽计划重建 ,但又遇上侯景作乱未

就而罢。该寺位于皇城的东北 ,在华林园之北 ,其重要性不在于寺院本身 ,而主要是它曾是文化

活动场所。在那里建有中国少有的天文仪器—— 盖天仪。这仪器是“激水随滴而转” ,动力是水

力 ,没有进一步说明其结构。据记载 ,“梁武帝于长春殿讲义 ,别拟天体 ,全同《周髀》之文 ,盖立

新意 ,以排浑天之论”13。这架“别拟天体”就是盖天仪 ,长春殿很可能是同泰寺内大殿之一 ,梁

武帝“晨夕讲义”的地方。笔者对这架盖天仪的样式和构造原理等进行了初步研究 ,包括在另一

篇论文中。

还有一些有关建康的地理资料包括在《舆地志》中 ,不再讨论。下面介绍建康以外的某些地

理情况。

京口: “吴大帝亲自吴迁朱方 ,筑京城 ,南面、西面各开一门 ,即今润州城也。因京岘立名 ,号

为京镇 ,在建业之北 ,因为京口。 或云汉时已有京口 ,未详。” (建 , 1)此地即为今江苏镇江市 ,市

北的长江岸有北固山 ,《舆地志》载: “在北固山上 ,天色晴明 ,望见广陵城如青霄中 ,鸟道相去五

十里。” (方 , 3)广陵即今扬州市。

永兴县翠屏山:山在州西北七百一十里 ,“水入富池一百八十里 ,新奉上流三百里有城 ,山

三面壁立 ,一面峻极 ,水是新奉大源 ,本名石城。” (宇 ,《丛书集成初编》本 , 22～ 23页 ) ; (御 , 48)

朗州武陵县: “梁大清四年 ,湘东王承制于荆州 ,割武陵郡置武州 ,陈文帝天嘉元年分武陵

立沅陵郡。” (宇 , 126页 )该地在今湖南北部。

澧州阳郡: “晋末以义阳流人在南郡者 ,立为南义阳郡 ,寄在荆州。” (宇 , 119页 ;御 , 168)。

浙江镜湖: “南湖在城南百许步 ,东西二十里 ,南北数里 ,萦带郊郭 ,连属峰岫 ,白水翠岩 ,互

相映发若鉴若图。 故王逸少云: `从山阴路上行 ,如在鉴中游湖’ 。 水高平涛丈许 ,筑塘以防之 ,

开以泄之 ,水适中而上。故山阴无荒废之田。” (方 , 6)其湖址在今浙江绍兴。

赣县黄唐山: “赣县黄唐山有石室如数个间屋 ,上通天窗 ,下有方榻者 ,二石人中栉 (? )而

坐。傍有小石室七所相通 ,悉有石人。室前时有车马迹 ,春夏草不生 ,无诸毒虫。 林木繁茂 ,水

石幽绝 ,盖灵仙窟宅也。山下居 ,每丙 (? )日辄闻山室有茄鼓萧乐之音。” (御 , 48)

会稽秦望山: “会稽秦望山 ,始皇刻石。 前有石广数丈 ,云是始皇坐之石 ,两边有方坐八所 ,

云是丞相己下坐石 ,故今有丞相石之名。” (御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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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陵县女观山: “南陵县有女观山 ,俗传云: 昔有妇人 ,夫官于蜀 ,屡愆秋期 ,忧思感伤 ,登此

骋望 ,因化为石如人之形 ,所牵狗亦为石 ,今狗形犹存。” (御 , 52)南陵县属于当时的交州九德

郡。

郴县马岭山: “马岭山在县西北五里。 昔有仙人苏耽入此山学道 ,白日上升 ,今有祠。” (宇 ,

97页 )郴县在湘州桂阳郡。

在《舆地志》中也包括北方的地理资料 ,现列举几条。

嵩山石室: “少室山石室内 ,有自然书经 ,自然饮食。”14

洛阳宫殿: “洛阳有显阳殿 ,皇后正殿也 ,魏明 (帝 )所建。” (御 , 175)又“洛阳昭阳殿 ,魏明

(帝 ) )所治 ,在太极之北 ,铸黄龙高四丈 ,凤皇二丈 ,置殿前。” (御 , 175)

还有其它许多佚文 ,这里不再引录。

根据所引佚文已完全证实 ,《舆地志》是一部包括当时全国的地理情况 ,是中国历史上较早

的大型地理志专著。在此书之前有陆澄的《地理书》 129卷 ,录 1卷 ,系“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

十家 ,以为此书。澄本之外 ,其旧事并多零失。见存别部自行者 ,唯四十二家” ,即到随唐时存有

单行本的只有 42家。《地理书》部头很大 ,但是较杂。任日方 ( 460～ 508年 )在引书的基础上又增

加 84家 ,而成《地记》 252卷
15
,部头更大。从保留的书目和佚文等来看 ,这两部大书都不一定是

典型的地理志 ,但也不好断言肯定不是。从卷数看 ,顾野王的《舆地志》30卷 ,居第三位 ,而且流

传下来的佚文比前两者多得多。因此 ,笔者认为《舆地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资料可研究的

地理志专著。

《舆地志》中包括不少珍贵资料 ,例如有关建康的资料就比较细致、具体 ,有的是顾野王在

世时兴造的建筑群 ,不久又被毁掉了 ,他处绝少记载。魏明帝在洛阳铸造的大型“龙凤” ,可能是

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早的金属制品 ,虽然关于怎样铸造的未予说明 ,但是工艺是值得研究的。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著作 ,包括地理著作在内可以说浩如烟海 ,失传的为数也相当多。 研

究者多从现存著作入手 ,对失传著作研究较少。 笔者认为失传著作是大有可研究的内容 ,前此

笔者对医学著作16、农学著作17 ,进行了一些尝试 ,数学专著也有人作了同类工作1819。可做的工

作还很多 ,能开辟一个领域20 ,本文只是在地学方面的一个开头。

注释:

①《陈书》卷 30“顾野王” ;《南史》卷 69“顾野王” ;许嵩: 《建康实录》卷 20。

② Needham , J. Science and Civilisa tion in China , Vol. Ⅲ , 1959, Cambridge Vuniv ersity pr ess. 520.

③15《隋书》卷 33“经籍二”。

④《宋书》卷 35“州郡一”。

⑤《隋书》卷 29“地理上”。

⑥《南齐书》卷 14“州郡上” ,卷 15“州郡下”。

⑦ [日 ]冈　大路著 ,范氵云生译: 《中国宫苑园林史考》 ,农业出版社 , 1988年版 ,第 59～ 66页。

⑧《南齐书》卷 52“祖冲之”。

⑨《宋书》卷 53“张茂度子永”。

1013《隋书》卷 19“天文志上”。

11《南史》卷 70“郭祖深”。

12许嵩: 《建康实录》卷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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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国维: 《水经注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4年版 ,第 1270页。

16李迪: 《忽泰必列与〈金兰循经〉初探》 ,《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第三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1988年

版 ,第 130～ 137页。

17李迪: 《〈务本新书〉辑佚》 ,《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 (一 )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1991年版 ,第 409～ 435

页。

18严敦杰: 《宋元数学书录》 ,《科学史与博物馆—— 荆三林教授执教五十周年及七十寿辰纪念文集》 , 1986

年版 ,第 1～ 50页。

19郭书春: 《贾宪〈黄帝九章算经细草〉初探》 ,《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7卷第 4期 , 1988年版 ,第 328～ 334

页。

20李迪: 《失传中国科技古籍佚文的研究价值》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第 11卷增刊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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