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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郡县图志》

前言

　　臣聞王者建州域，物土疆，觀次於星躔，察法於地理．考中國山河之象，求二儀險阻之匱，天漢
萌而兩界分，南官正而五均敘。自匯呵之方制萬國，厦厲之分别九州，辨方經野，因人緯俗，其揆一
矣。及除隆并i届，則罷侯而置守。膜武討＼P繼，則窮兵而黷武。雖裂為郡縣者遠過於殷、阅，而教
令之所行，成懷之所服，亦不越於三代。失天地作限之意，非皇王尚德之仁，誇志役心，久而後悔。
由此觀之，則聖人疆理之制，固不在荒遠矣。吾國家肇自貞觀，至於開元，兼厦、商之職貢，掩糜、
嘆之文軌，梯航累乎九譯，廄置通乎萬里，然後分疆以辨之，置吏以康之，任所有而差貢賦，因所宜
而制名物，守其要害，險其走集，經理之道，冠乎百王，巍巍乎，無得而稱矣，惕曰天險不可升，地
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甩大矣哉。然則聖人雖設險，而未嘗恃險。施於有備之内，
措於立德之中，其用常存，其機不顯，弛張開闔，因變制權，所以財成二儀，统理萬物。故膜阻入關
，諸將争走金帛之府，惟蕭何收秦圖書，临阻所以知山川陀塞，户口虚實。厥後受命帅尿，定都路腸
，留候演委辂之謀，田百賀入關之策，事關興替，理切安危，舉斯而言，斷可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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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郡县图志》

内容概要

《元和郡孙图志(上下)》主要内容：元和郡图志，李吉甫撰，是唐朝地理名著，为我国现存最早又较
完整的地方总志。写成于唐宁宗元和八年（公元八二一一年》，因以当代年号为称，并非是元和时实
际控制的疆域地志。它的体例，和初唐魏王李泰地志相同，是正史地理志的扩充，但较为简括，在某
些方面又超越于括地志的内容形式，为后来的太平寰宇记等书开创了先例。元和郡县围志，原有图和
志共四十卷，又旧录二卷，总四十二卷。它以贞观十三年《公元六三九年》大簿规划的十道为纲领，
配合当时的四十七镇，每镇一图一志，分镇记载府、州与属县的等级、户、乡的数目，四至八到的方
里，开元、元和的贡赋，以及沿革、山川、盐铁、垦田、军事设施、兵马配备等项。图的部分，在北
宋时就亡佚了，志的部分，南宋淳熙三年《公元一一七六年》限隘仲首刻此书时亦有缺佚，大体上还
保持四十二卷之数，宋以后目录亡佚，又缺第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三一十五三一十六卷，今
天流传下来的只有三十四卷了。因为图已亡佚，故宋陈振孙直主齐绿懈题称为元和郡县志，现传各本
仍用[图志]旧称，今仍题为元和郡县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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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郡县图志》

作者简介

李吉甫（758～814），中国唐宪宗时宰相，地理学家。字弘宪。赵郡（今河北赵县）人。以门荫入仕
，颇为宰相李泌、窦参推重，后出为刺史。宪宗即位，入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元和元年(806)参与
策划讨平剑南节度使刘辟叛乱 。次年 ，因赞助平浙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之乱，以功封赞皇县
侯。三年，发生了一起贬谪制科考官和压抑对策高第的牛僧孺等的事件，遭到舆论指责，遂自请出为
淮南节度使。在淮南3年，筑富人、固本2塘，溉田数千顷；又修浚漕渠，使其畅通。六年，吉甫复入
为相，奏准精简冗官808员，吏1769员；废京城诸僧的庄田、水硙免税之特权，以减轻贫民负担。安史
之乱平定后，淮西节度使吴少阳跋扈不臣。吴少阳死后，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吉甫认为淮西在内地，
不能依照河北强藩父死子继的惯例，主张乘时进取。但他于同年暴疾死。宰相武元衡、裴度等坚持讨
伐，终于十二年平定淮西。吉甫深明时政，为相时多所建树，著有《元和郡县图志》，为地理名著，
深为后世学者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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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郡县图志》

书籍目录

元和郡县图志序元和郡县图志总目元和郡县图志目录元和郡县图志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三卷附录： 
1 程大昌跋  2 洪迈跋  3 张子颜跋  4 孔继涵跋  5 新唐书艺文志  6 陈振孙直齐书录解题  7 四库全书提要  8 
孙星衍序  9 严元照悔庵学文  10 孔继泰跋   11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  12 黄丕烈跋  13 叶德辉郋园读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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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郡县图志》

精彩短评

1、元和郡县图志上下册--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
2、看了梁启超的推荐，才发现买的太晚了
3、文学色彩很浓的地理方面的著作，值得一读，印刷一般
4、书本身的印刷也不错，还行
5、《元和郡县图志》评价
6、凑单买了这书，其实早就应该买了
7、半价买的,自己喜欢就好.慢慢品读吧1
8、出门带一本棒极了
9、半价买的，不错的史料，感觉黄马甲不如飞远
10、本书繁体竖排，但不是影印本，字体比较大也很清晰。其中的内容，比较简明，扼要。概括性好
。对于了解古代地名的流变还是比较好的。文字读起来也不困难，比较容易理解。
11、看繁体字，有点费劲
12、地理总志。。。梦寐以求。。。
13、半价买到的。纸质差点。别的还行
14、收藏为主，印刷很不错
15、不错，正需要
16、开卷有益，遗憾的图部遗失，遗憾啊！不知可有人能补全
17、书是很好，书品却差
18、工具书。
19、经典的古代地理书籍
20、对研究历史和方志很有用。
21、地史不分家
22、很不错 虽然没细看，但是凭感觉 绝对物有所值的哦 ；纸张不错 物流速度也快，顶哦
23、了解古代时代各郡县的位置
24、先给好评。慢慢看
25、其实没看完不过估计没机会看了。当年似乎是为了写东西才看的
26、质量好 价格好
27、早就关注，以前的版本没有了，新版本购得
28、书内容很不错，没有图哦！纸很薄的，买着收藏吧
29、书很正规，开发票，和书店里买是一样的。
30、写文用
31、纸张、印刷均佳。没想到著者竟然是奸相李吉甫。古人之学行不可轻议也如此。
32、上下两册
33、繁体竖排，字迹清楚，字体大小适中，纸张质量较好。还有地名索引。
34、了解中国地区区划的沿革。
35、非常好的书啊，非常满意！
36、编纂结构倒是简单 罗列州县而成 县下情况介绍不是很详细 所以感觉有点枯燥 和《中国历史地图
集》第五册结合着看才有点趣味
37、中华书局的元和郡县志繁体竖排，字体还可以还比较清晰，不是爱好古文和地理的建议就不要买
了，因为定价太高。喜欢收藏的和做学问的可以入手。
书送的不慢，昨天下的单今天就到了。只是给我送来的书太脏，还有点破损！
38、记得根据此书画有《元和郡县图》。典藏之
39、沿革地理学的名著，研究古代政区演变不可不读
40、经典的地理著作
41、另外，什么时候返还购物礼卷
42、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元和郡县图志》是唐朝地理名著，是我国现存最早又较完整的地方总志。
因此，这本历史资料书，非常适合家庭收藏。古人写书，认真严谨，词简意丰。这本书，也很适合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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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郡县图志》

时随意翻翻，开卷有益吧。不过，这套书是平装的，60克双胶纸（很薄），约1100面，印装质量很一
般，价格每套96元，显然，价格高了些。
43、此书和《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我的常备书，研究唐史者尤其需要
44、当我拿到《元和郡县图志》时，我欣喜若狂，我终于买到我要的资料了。书封面设计非常精巧，
内容更是纵横捭阖，囊括四海，让我爱不释手。
     书的版本是中华书局的，一如既往的好，对于版本，我特别讲究。研究生我就是读的古典文献学，
对于目录、版本最为紧要。中华书局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都是我喜欢的出版社。主
要因其编辑认真，用纸甚好，摸在手上，感觉也是特别的好。最重要的还是学术上的严谨，可以作为
撰写论文的参考资料。
     于天下山河，莫不想走而观之，见而述之，怎奈囿于经济缘故，不能饱览山河。故购之《北齐地理
志》，聊以慰藉。翻开书页，繁体、竖排、轻质、墨香一一流淌心间，让我兴奋的血液在山河间流走
。我翻到了我的故乡，翻到了心仪的古城，我在北齐的天空里肆意遨游，在一一黄昏的路口，冥思苦
想着历史的风云是如何将这些城墙化为乌有。站在历史的深处眺望，怎不为沧海桑田的变化而慷慨。
     作为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的《元和郡县图志》，只是我深深喜爱的其中一部。我同时购买的还有
：《北齐地理志》二册、《元丰九域志》二册、《方舆胜览》四册。
     对于它们的到来，我感到既开心又沉重。我想以后每走一个地方，回来便对照研究一个地方的历史
，写出一篇文化散文，这样以后就可以出成一本小册子，作为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一点见证。
45、配合学历史再好不过了。
46、书是好书可惜我买的这本书纸张很差，不适合阅读，拿在手里软趴趴的，提不起阅读的兴趣
47、基本史料。
48、喜歡何須多說，保佑自己快快讀完，現在早就該有這樣的書了，是不是看谷歌就行了。
49、研究历史地理必备的工具书
50、中国古代地理比较详细的一本书，魏晋以前比较适合看汉书地理志，之后的就是这本比较好
51、2007-12-14 购于当当
52、棒极了，两天到货
53、价值自有公论。印装质量不错。有点贵。
54、在中国古代地理书籍中，这本书写得很好，使读者了解到唐代及其以前朝代的地理状况。
55、帮朋友买的,他说很不错,很满意
56、补记 非常之好的本子
57、研究唐代历史沿革地理的必读书。这套书，慢慢地收齐中。
58、内容不错，印刷还行，等待阅读。
59、唐代历史地理必须的
60、书店里难得找到的东西，而且价格很合适
61、花了三週才啃完一千多頁的大部頭，全程需借助百度地圖、維基百科、中國歷史地圖冊與古漢語
常用字典等工具。總算把唐代的歷史地理概況了然于心，能讀下去是因為自己本身就喜歡地圖。可惜
有殘卷數編。#馬上學術#023
62、宋代图已亡佚改为《元和郡县志》，此版本未改，有些名不符实。
63、印刷精美，对得起这部名著！
64、历史地理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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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郡县图志》

章节试读

1、《元和郡县图志》的笔记-第1页

        項籍滅秦，分其地為三：以章邯為雍王，都廢邱；【今興平縣是也。】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
董議為翟王，都高奴，【今延州金明縣是也。】謂之三秦。高祖入關定三秦，復并為內史。
廢邱 
1.  班志：扶风槐里县，周曰犬丘，懿王所都也；秦曰废丘；汉高祖三年更名。韦昭曰：犬丘，周懿王
所都；秦欲废周，故曰废丘。括地志：废丘故城，在雍州始平县东南一十里。

2. 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

3.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六月改废丘县为槐里县（陕西兴平市），属右内史。建元二年（公元
前139年）析槐里县东部于茂乡（今西吴乡窦马村）置茂陵县，同属右扶风。东汉右扶风治由长安迁至
槐里县。三国魏改右扶风为扶风郡，槐里县仍为治所。西晋扶风郡改称扶风国，治所由槐里移至郿县
（今眉县东北15里）。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在槐里县置始平郡，槐里县为郡治。后秦皇初元年（公
元394年）姚兴称帝于槐里。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徙槐里县于今兴平市西25里。北周撤销
槐里县。

2、《元和郡县图志》的笔记-第71页

        三川县，中。本汉翟道县地，古三水郡，以华池水，黑源水及洛水三川同会，因名。苻坚时于长
城原置长城县，属长城郡。后魏废帝改为三川，属中部郡。隋开皇三年属鄜州。

3、《元和郡县图志》的笔记-第72页

        坊州，中部。下。
禹贡雍州之域，古之翟国。秦属内史，汉为左冯（píng）翊翟道县之地。魏晋陷于夷狄，不置郡县
。刘，石，苻，姚之时，于今州理西七里置杏城镇，常以兵守之。后魏孝文帝改镇为东秦州，孝明帝
改为北华州，废帝改为鄜州。元皇帝以周武帝时天和七年放牧于今州界置马坊，结构之处尚存。武德
二年，高祖驾幸于此，聖情永感，因置坊州，取马坊为名。

4、《元和郡县图志》的笔记-第71页

        直罗县，中下，东至州一百里。本汉雕阴县地，后汉因之。魏省雕阴县，晋时戎狄所居。后魏置
三川郡。隋开皇三年，使户部尚书崔仲方筑城以居之，城枕罗原水，其川平直，故名直罗城。武德三
年，分三川洛交於此置县，因城为名。

5、《元和郡县图志》的笔记-第75页

        云岩县，中。武德元年分义川县置，在库利川南，有云岩山，因以为名。

6、《元和郡县图志》的笔记-第67页

        順化縣，「中。]本漢郁郅縣。後漢迄晉，戎虜所侵，不立州縣。後魏及周，以為鎮防。隋開皇十
六年，於今州城西南一里置合水縣，在馬領，白馬二水口，因以為名，屬慶州。
隋开皇是指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後人一般将隋文帝的大治誉为「开皇之治」。

郁郅縣：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年)灭义渠后所置,属北地郡，故治在今甘肃庆城县。东汉末年，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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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郡县图志》

入侵时废。

7、《元和郡县图志》的笔记-第74页

        丹州：
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时为白翟所居。隋图经云：【义川本春秋时白翟地，今其俗云丹州白室，胡头汉
舌，其状似胡，其言习中夏。白室即白翟语讹耳，近代号为步落稽胡，自言白翟后也。】秦置三十六
郡，属上地郡。汉因之。魏文帝省上郡。其地晋时戎狄居之，苻，姚时伪三堡镇。后魏文帝大统三年
，割鄜，延二州地置汾州，理三堡镇。废帝以河东汾州同名，改为丹州，因丹阳川为名，领义川，乐
川县。隋大业三年废丹州，于义川县置延平县，十三年为胡贼刘步禄所据。义宁元年，于义川县置丹
阳郡。武德元年改为丹州，九年置都督府，贞观元年罢府为州。永徽二年移于赤石川。

8、《元和郡县图志》的笔记-第71页

        洛川县，上。本汉鄜(fu)县也地，后秦姚苌于此置洛川县，以县界有洛川水为名。后魏置敷城郡。
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县属鄜州。

9、《元和郡县图志》的笔记-第72页

        甘泉县，中下。南至州七十五里。武德元年，分洛交县于伏陆城置县，取城为名。天宝元年，改
为甘泉县。本汉雕阴县城，今在县南四十里。
伏陆山在县理东北。有阿伏斤谷，其水出又潜流伏川陆，故号伏陆，天宝元年改为甘川谷。

10、《元和郡县图志》的笔记-第75页

        汾川县，上。
本秦上郡地，二汉因之。魏省上郡。后魏孝文帝置安平县，理薛川，属乐川郡。文帝改安平为汾川。
隋开皇三年罢郡，县属丹州，大业二年属延州，武德元年复属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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