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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客谓顾子曰：“子所著《方舆纪要》一书，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
论。穷年累月，矻矻不休。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
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子于是书，
可谓好之勤，思之笃矣！后有起者，考求险要，辨别攻寺，远而周知天下之
故，近面都邑之间，非子之书，何所适从焉？”
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明于匠石之
任者，或昧于雕镂之细。予也未尝溯江河，登恒岱，南穷岭海，北上燕冀。
间有涉历，或拘于往返之程，或困于羁旅之次，不获放旷优游，博观广询。
间尝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或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
反若聩聩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者，不可胜数也。
余之书，其足据乎？且孙子有言：‘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
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夫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
如孙子。使信余之书而不取信于乡导，譬之掩耳而求闻，闭目而求见，所误
必多矣！
“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
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
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土
娄）之邱、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是故九折之坂、
羊肠之径，不在邛崃之道、太行之山；无景之豁、千寻之壑，不在岷江之峡、
洞庭之津。及肩之墙，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也。渐车之浍，有时天堑之险不
能及也。知求地利于祟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乌足
与言地利哉！善乎，孙子之言曰：“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能与我
战。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然则变化无穷者，地利也。
地利之微，图不能载，论不能详，而变化于神明不测之心；所谓可以意会，
不可以言传者乎？故曰：方圆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画八卦，大禹以
之演九畴。伍两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阵，李靖以之变六花。城
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于西北者可以并东南，而起于东南者又未尝不可以
并西北。故曰：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阴阳
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知此义者，而后可与论方舆。使铢铢而
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尖必多矣。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惚，其所出之
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彼岂尝求之于山海之
图、里道之志哉？然则求地利于吾书，无乃犹是刻舟之见乎？吾虑举足动步
或将有碍焉者也。客其益广所闻，无过恃吾之书也已。”
或曰：“审如子言，则乡导之于地利重矣。然则子之书其可废乎？”
曰：“何可废也？孙子言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书，亦不可
以用乡导。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辕也，东泛之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尝无沮洳之地
；东南多水，而未尝无险仄之乡。此易知而不易知
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则泰山不见；十步易辙，则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
陷大泽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执途之人而求其为乡导，乡导其可恃
乎哉？何也？乡导用之于临时者也，地利知之于平日者也。平日未尝于九州
之形胜、四方之险易，一一辨其大纲，识其条贯，而欲取信于临时之乡导，
安在不为敌所愚也？是故先知马陵之险，而后可以定入魏之谋；先知井陉之
狭，而后可以决胜赵之计。不然，曹瞒之智，犹惕息于阳平；武侯之明，尚
迟回于子午。乃谓求地利于临时，而不求地利于平日，岂通论哉！是故途有
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径出此途者，乃善
于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于攻此城者也。此知之于平
日，而不得不资于临时者也。攻则攻敌之所不能守，守则守敌之所不能攻；

Page 2



《读史方舆纪要 (精装)》

辨要害之处，审缓急之机；奇正断于胸中，死生变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
为权衡焉。此固大将之任，而非可问之于乡导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
分用合、用实用虚之处，既已灼然知之，而后博求之于乡导，从其可信，缺
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岂徒寄耳目于仆夫云尔哉！此吾书所以必不可废
也。
“且不独行军之一端也。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
腹重轻之势，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措
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为天子综理民物，则财赋之所出，军国
之所资，皆不可以不知也。监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则疆域之盘错、山泽
之薮慝，与夫畊桑水泉之利、民情风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
来，凡水陆之所经、险夷趋避之实，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
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
“然则孙子之说固未当乎？”
曰：“非也。孙子之言，国以地利者行军之木，而乡导者地利之助也。
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利行军，而复取资于乡导，夫然后可以动无
不胜。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
所适从者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
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遗命，采旧闻，旁搜记载，规
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为一十八部，分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来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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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读史方舆纪要》，原名《二十一史方舆纪要》。
有清一代地理著作层出不穷，其中，清初顾祖禹独撰的《读史方舆纪要》颇
受后世称道，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
作者简介
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 年），
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由于久居无锡城东宛溪，被学者称为宛
溪先生。他自幼聪颖过人，好学不倦，背诵经史如流水，且博览群书，尤好
地理之学。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长期躬耕授业，过着“子号
于
前，妇叹于室”的清贫生活。虽如此，亦耻于追名逐利，走入仕途。相反，
选择了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以图匡复亡明的道路。秉承父亲遗命，立志著述
《读史方舆纪要》，“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顺治十六年（1659 年）始，
他边教私塾，边开始《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述。
康熙十三年（1674 年），三藩起兵，顾祖禹只身入闽，希望投靠耿精
忠，借其力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继续
撰写《读史方舆纪要》。康熙年间，虽曾应徐乾学再三之聘，参与《大清一
统志》的编修，但坚持民族气节，不受清廷一官一职，书成后甚至拒绝署名。
在此期间，顾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徐氏传是楼藏书，为《读史方舆纪要》
的修撰，积累了大量资料。经过 30余年的笔耕奋斗，约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前，也就是顾祖禹 50 岁左右时，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
巨著。
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产是否发达，对敌斗争是否有利。由于建
都的各种因素是在经常变化的，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他的这种观点与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的。
第四，注重经世致用，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尤其重视。顾祖禹认为：舆
地之书不但要记载历代疆域的演变和政区的沿革，而且还要包括河渠、食货、
屯田、马政、盐铁、职贡等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内容。当他开始
撰写时的确对此十分重视，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
侵事扰”，顾不上补缀，但其大略亦能“错见于篇中”。不过他在论述各地的地
理形势时，尽量做到以地理条件为印证，使历史成为地理的向导，地理成为
历史的图籍，互相紧密融汇。全书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多写，无关的少写，
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这也是《读史方舆纪要》有别于其他地理著作之
处。由于黄河之患历来不止，直接对国计民生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顾祖禹
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大量辑录前人治水的主张，以留给后人借鉴。他十分
赏识潘季驯的治河方针。认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
切要而不可易也。”（《读史方舆纪要》卷 126）书中对潘季驯的主张颇多
引证。此外，书中对漕运的记载也十分重视。顾祖禹认为漕运相当重要，因
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为了漕运而置运河沿线百姓生命财产于
不顾的观点。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和海运，
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此外，对于明
代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松地区，以及扬州、淮安等转漕城镇冲要地位，书
中都一一作了记载。同时，《读史方舆纪要》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
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都详略得当地有所记载。由此可见，不但对于军
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读史方舆纪要》有十分重要的记述，而且在经济地
理方面亦有相当可观的内容。
本书意义
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 《读史方舆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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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撰成，当然与顾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开。
为了编撰这本巨型历史地理著作，他先后查阅了二十一史和 100 多种地
志，旁征博引，取材十分广泛。同时，他也比较注重作实地考察，每凡外出
有便必然观览城廓，而且对于山川、道里、关津无不注意察看。并且深入作
调查，无论过往商旅、征戍之夫，乃至与客人谈论时都注意对地理状况的异
同进行考核。但无论实地考察或是调查，囿于条件所限，他都只能“间有涉
历”而已。主要工作还是限于对图书资料的探索和考校。尽管全书考证严谨，
描述论证也多确实可靠，但他本人总觉得未能十分满意，尤其以缺乏只有从
实地考察中才能获得的感性知识为憾事。当然，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加
上全书仅为顾祖禹一人独撰，难免有疏漏、谬误之处，但这些并非其主流，
毫不影响它闪耀于历史地理巨著之林的光辉。
《读史方舆纪要》长期以来由于内容丰富、地名齐全、考订精详、结构
严密，不但胜于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
而且超越明代成书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若与清代历史地理巨
著、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相比，也是各有千秋，并不逊色。至今仍成为历
史地理学者乃至研究历史、经济、军事的学者们必读的重要参考书.

Page 5



《读史方舆纪要 (精装)》

书籍目录

历代州域形势纪要序
北直方舆纪要序
南直方舆纪要序
山东方舆纪要序
山西方舆纪要序
河南方舆纪要序
陕西方舆纪要序
四川方舆纪要叙
湖广方舆纪要序
江西方舆纪要叙
浙江方舆纪要叙
福建方舆纪要叙
广东方舆纪要叙
广西方舆纪要叙
云南方舆纪要叙
贵州方舆纪要叙
川渎异同序
共130卷

Page 6



《读史方舆纪要 (精装)》

精彩短评

1、书生忧国、纸上谈兵之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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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读史方舆纪要 (精装)》的笔记-第7页

        巫山，县东三十里。亦曰巫峡，有十二峰，蜀人谓之东峡，以在蜀境东也。晋咸和中凉张骏欲通
使建康。。。。。。。
建康，地处鄂西。。我貌似去过，在十多年以前。。。

老的巫山县，是不是已经在三峡水面之下了？截断巫山云雨是不可能的，还有鱼水之欢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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