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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地 图 出 版 社

（SinoMaps）是我国规模最大的

国营文化企业之一，是全世界

教学地图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社，

也是我国地图科学的培训基地。

地图产品种类之齐全，印数之

巨大，首屈一指，对青年的爱国

主义教育，树立科学发展观，贯

彻落实“科教兴国、可持续发

展”战略贡献很大，影响深远。

为维护国家尊严，捍卫祖国领

土主权的完整，促进国际文化

交流，弘扬民族文化，中国地图

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经典之作。

欣逢建社50周年的辉煌盛典，

对于她为祖国和人民建立的丰

功伟绩，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作为一名地图科学工作者，

我为中国地图出版社50年来的

辉煌业绩深感自豪，也为50年

来我与地图出版社的不解之缘

而深感欣慰。从我进中学开始，

至今一直是她的忠实读者。大

学毕业以后，我开始成为她的

作者；进入中国科学院之后，更

有幸成为地图出版社的一名

“职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的重托，担

任编辑部的副主任，并联合当

时大专院校的青年师生参加

“大会战”。20世纪70年代初，

我返回中科院，负责研制制图

自动化设备，推广电脑辅助制

图的工作。地图出版社的同事

们对此表示出极大的热忱和关

注，终于打破传统观念，克服小

比例尺地图多样化的困难，实

现了编辑出版流程的计算机作

业和自动化，并出版发行了电

子地图和多媒体产品，构建了

现代化的新型工业，使我国地

图出版事业适应了“数字地球”

与全球化的浪潮。如今，中国地

图出版社巍然屹立，与时俱进，

自立于世界出版业之林，我由

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从读者到作者
近代地图的公开发行，始

于清代湖广总督胡林翼，他率

先将宫廷秘藏的内府舆图刻版

问世。后来由湖南新化邹氏家

族创立武昌“亚新地学社”，经

营地图出版(源远流长，后来公

私合营，成为地图出版社的成

员之一)。他们出版的地图，就

是我童年最早接触的地图。

当我初中毕业，报考湖南

省立长沙高级中学的时候，有

一道历史试题就是有关胡林翼

的历史贡献的。对于所有的地

理试题，我都喜欢用地图作为

答案。例如，问：从上海到伦敦

沿途经过哪些著名城市?我当时

就默画出一张欧亚大陆略图，

标明那些城市的位置和名称，

口试时，受到了校长(兼地理教

师)的夸奖。我的幼稚的空间形

象思维能力，就是从邹氏地图

中启蒙的。由此可见，中小学教

学地图是多么重要啊!它不仅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引

发了我爱好地图、攻读地学的

强烈兴趣。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华地

图社在南京成立，由曾世英先

生任社长。我在杭州浙江大学

当助教时，和几位同仁一起绘

制了一些三维的“西湖图景”，

塑造了球面的全国立体模型，

受到了曾世英先生的青睐。于

是，他交给我一些教学地图的

绘制工作。首先是一幅小学地

图册上的“北京鸟瞰图”，我当

时虽然没有来过北京，还是认

真地完成了任务；接着，我和郑

威、吕人伟合作，彩绘了一系列

中小学教学系列挂图，记得有

《荆江分洪》、《都江堰》、《一定

要把淮河治好》以及《祖国改造

自然的开端》，印数都超过10万

份，畅销全国，曾先生很高兴。

1954年我徒步考察自然地理分

区界线时，走进太行山区山西

晋城的穷乡僻壤里的一所小学，

我们想在教室借宿，老师起初

不同意，当有位同行告诉他我

就是墙上这些挂图的作者时，

老师就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教学挂图显示了社会效益!

1949年，我酝酿编绘《中

国地形鸟瞰图集》，计划提交给

曾世英先生后，曾先生马上约

我到南京面谈，由新华地图社

资助，并指派章高炜、黄剑书二

位高级工程师协助解决透视地

图上手写特体注记的难题。我

每星期提交一幅水彩原稿，主

要是采取全球视角，立足于地

球之外的一个支点，俯瞰地球

的一角。这是在人造地球卫星

上天之前，根据对区域地形地

貌的知识，凭借经纬线地图投

影及高程控制，尝试描绘而成

的一种臆念地图(Mental Map)。

可没有想到，1954年这部小型

地图集的出版却引起了轩然大

波，“反响”强烈，受到几位著

名地图学同仁的严厉批评。他

们认为这种鸟瞰地图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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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了“上北下南”方位的读图

习惯，是“不科学的”；甚至“上

纲上线”，说是“立场问题”，是

“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为了遵

循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为地理

学报的编委，我要求把这些批

判我的文章登了出来，最后写

了一篇解释和答复的文章(地

理学报，第21卷，第1期，1955

年)，说明鸟瞰地图在技术上确

有缺陷。然而同样使我没有想

到的是，在事隔44 年之后的

1998年6月，美国地理学会邀

请我和家人专程去密尔沃基，

给我颁发了奥·米纳地图科学

金奖，同时受表彰的还有美国

地图学家罗宾逊( R . A .

Robinson),认为我们是分别代表

东西两半球，在1957年人造卫

星上天之前，通过“科学的、艺

术的方法”，从太空描绘大地，

创作“臆念地图”(Mental Map)

的地图学家。美国国会为我们

能够顺利出行，还向驻华大使

馆发出了优先签证的照会；当

美国海关人员查验到这枚金质

大奖章的时候，也向我们举手

敬礼，表示祝贺。如果说《中国

地形鸟瞰图集》为我国地图科

学事业赢得了国际的认可，那

么这分荣誉首先应该归功于地

图出版社的远见卓识和大力支

持，归功于曾世英先生的精心

栽培!

国家大地图集编辑部
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订

了《12年国家长期规划》，竺可

桢副院长倡议编纂国家大地图

集，列为“04”重大项目，由中

国科学院与国家测绘总局合作，

聘请50名专家组成编委会，组

织实施。国家测绘总局白敏副

局长任副主任，刘德隆处长和

我担任学术秘书。1958年，在

地图出版社成立国家大地图集

编辑部，由地图出版社总编张

思俊兼任编辑部主任，刘德隆

先生和我兼副主任。吴忠性、胡

毓钜教授负责地图投影的设计

研究，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

山大学地理系分别由毛赞猷教

了这套地理图的科学水平和实

际应用价值。这些科学研究实

验成果，在国家大地图集的设

计资料汇编（共13册）中都有

较详细的记录。这些具有一定

深度的技术创新，使国家大地

图集编辑部的许多同志荣获了

国家测绘总局“红旗手”的光荣

称号。

回想起来，在地图出版社

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国家大

地图集编辑部为普通地图集做

了大量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工

作，对于我国普通地理图的编

制，做出了一些历史性的贡献，

其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经过近20年的努力，国家

大地图集的自然、农业、经济、

普通地图集相继问世，各省市

自治区的地图集和各部门的专

业（或专用）地图集陆续出版，

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地图出

版社出版的。

我国在国际地图界的声誉

明显提高，受到了国际地图学

协会(ICA)的尊重和表扬。胡

毓钜、李莉两同志先后当选为

副主席，我和廖克教授代表中

国地图界先后荣获2001年和

2003年度最高荣誉奖，中国

地图出版社更是功不可没的

“后台”。

中国地图出版社是我国地

图文化的化身，是她为我们提

供了地图的启蒙教育；是她为

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学习和工作

园地；还是她，开拓了新中国

的地图科学事业。50年来，她

大力发展教学地图，支持科学

地图，自立于世界出版业之

林，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我以

个人切身经历描述的这几个事

例，不过只是冰山一角!中国

地图出版社50年来求真务实、

开拓创新的业绩，有目共睹。

我衷心向她表示庆贺!祝愿她

与时俱进，日新月异，更加兴

旺发达，为全国建设小康社会

做出新贡献，也期待进入太空

时代和信息社会的中国地图出

版社能够再铸辉煌!

授、李海晨教授、缪鸿基教授领

队参加会战。中国地图出版社

著名编审陈潮、凌大夏、黄秉成

等在当时都全力投入了工作。

此外，还聘请了苏联地图专家

加蕾耶芙斯卡娅指导工作。白

敏副局长亲自指挥组派代表团

赴莫斯科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先

进经验，征求对国家大地图集

设计方案的意见。苏联提出合

作方案，周总理指示：“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设计编制”。于

是，国家测绘总局在三里河办

公楼发动群众，用“大字报、大

辩论”的形式，评审对普通地图

集编制方案的意见，还组织了

分组竞赛，进行等大与放大编

图技术方案的对比实验⋯⋯济

济一堂，盛极一时!在跨部门的

红红火火的大会战中，普通地

图集的设计方案数易其稿，修

改达12次之多。资料组派出大

批青年同志，分赴全国各省甚

至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调查

现势资料变化情况。当时试图

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大搞科学实

验，其场面是十分激动人心，至

今仍令人记忆犹新。

普通地图集的编绘任务，

终于在1969年坚持完成。早期

完成的东中部省区的1∶150万

比例尺的普通地图原稿，由钱

金凯同志等改编为《中国自然

地理基础地图》，全国统一投影

分幅共计64幅，由国家测绘总

局作为临时版，填补了新中国

新一代1∶100万地理图（内部

发行）的空白。在改编过程中，

南京大学地理系师生协助解决

了海陆衔接的问题；中科院地

理研究所在华北平原、内蒙古

高原和西部盆地，采用了加密

辅助等高线（灰色）的创意；编

辑部为内流、外流水系的选取，

参照降水分布、岩性特征制订

了指标体系和等级，并为城市

和居民点选取，参照人口密度

及交通、河流网络，以及综合文

化、政治特点，提出了定量的

上、下限指标。可以说，这是我

国普通地理图上实现定量地图

概括的初步尝试，也大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