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坤舆全图及图说
《坤舆全图》是清康熙时期来华传教士南怀仁仿明末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绘制的

屏风式世界地图（由八长幅拼接），地图空白处画有欧洲的船舶和数十种奇异的海陆

生物。随后又刊印《坤舆图说》一书对此图进行解说，卷上为自然地理常识，卷下的

内容，多为人文地理方面。此内含《坤舆全图》五种、《坤舆图说》两种。

由于地理大发现之故，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陆陆续续地来到中国。透过多次的地图

绘制，他们带来了当时（十七世纪初）最新的世界地理观念。《坤舆全图》完成于康

熙十三年（1674），正是比利时耶稣会教士南怀仁向康熙皇帝解说当时西方世界地理

知识的工具。

比利时人南怀仁，于 1659 年到达中国，起初在陕西传教。1660 年奉召入京修历。康熙

八年（1669  年），南怀仁特命治理历法，授钦天监监正、太常寺卿，又加通政使司通

政使等职。卒谥勤敏，为在中国任官传教士中身后唯一有谥号者。清康熙十三年

（1674 年），他仿明末利玛窦 (Matteo Ricci) 所绘之坤舆万国全图，刊印成屏风式世

界地图，称为坤舆全图。随后又刊印此书，即《坤舆图说》，分二卷，以作说明。

（介绍参考）

《坤舆全图》为木刻，由八长幅拼接而成。首尾两幅共有14篇文字注记，中间六幅分

别绘制东、西两半球，东半球绘有“亚细亚洲”、“欧逻巴洲”、“利未亚洲”（即

亚洲、欧洲和非洲），西半球则为“南北亚墨利加洲”（南、北美洲），另外，“墨

瓦蜡尼加洲”与“新阿兰地亚洲”（南极洲、澳洲）也同时画入，这是中国地理学史

上现存唯一的东、西半球图。

《坤舆全图》内容特色有两点。第一，首尾两幅刻有注文十四篇，分别讲述十六、十

七世纪西方天文地理的理论与概念，包含地圆说、世界无中心、雨云、潮汐、地震等

知识，不同于中国传统天圆地方的天下观。第二，地图空白处画有欧洲的船舶和数十

种奇异的海陆生物，这些珍奇异兽向当时的中国人指出世界之大，也成功地满足时人

的好奇心。南怀仁所画的奇兽包含如恶那西豹（长颈鹿）、加默良（变色龙）、般第狗

（河狸）、 巴勒亚（鲸鱼）等等。（介绍参考）

1，日本东洋文库藏，清康熙十三年刊本（八长幅）

https://new.shuge.org/view/kun_yu_quan_tu/
https://www.wdl.org/zh/item/15115/
https://theme.npm.edu.tw/exh102/animecarnival/ch/ch03.html
http://124.33.215.236/gazou/index_img.php?tg=J1


2，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可能是铜板印制的版本（其中缺一幅）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133751m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代着色版。

4，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咸丰十年降娄海东重刊本

5 #增补，神户市立博物馆（图源），清代木板笔彩本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7200283b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066754n
http://www.city.kobe.lg.jp/culture/culture/institution/museum/meihin_new/309.html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asset/map-of-the-world/2AEndoCIl640pQ


这一组 《坤舆全图》共八幅，现藏于神户市立博物馆，188X411.2厘米。在墨版上再加

添彩绘，就是日本人所说的“木板笔彩”。

文件已增加到末尾文件夹内，或者单独下载此文件

坤舆全图.南怀仁绘制.清代木版笔彩本.23868X10000像素.神户市立博物馆藏

《坤舆图说》是十七世纪西洋比利时人南怀仁用汉语编写地理书，初刻于康熙甲寅年

（1674）。该书分上下二卷，为解说同年所刻的《坤舆全图》而作。

上卷论述自然地理，地体之圆，地月关系、南北两极、地震、山岳、海水之动、潮汐、

江河、气行、风、云、雨、四元行之序并其术、人物等十余章。

下卷载国外诸国城池山川风土物产，分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即非洲）、南北阿

墨利加（美洲）五大洲，附珍禽异兽图说 25 幅，而终之以西洋七奇图说，及其与人文

地理之关系，颇可增广当年国人之“异闻”。

1，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时期刻本（注）。

http://www.city.kobe.lg.jp/culture/culture/institution/museum/meihin_new/309.html
https://t.shuge.org/kyqtbc
https://t.shuge.org/kyqtbc
https://t.shuge.org/kyqtb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D%A4%E8%88%86%E5%9B%BE%E8%AF%B4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9006098w


2，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图源），清道光时期李文田手批钞本。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1caa1cf1288d4e24936f9040f6931bcdfDY1NjI20
https://www.wdl.org/zh/item/15115/




此本据道光年间（1821-1850 年）刊印之《指海》第 12 集抄录，卷末录原刻题记云“皇

清道光廿一年（1841  年）岁次辛丑金山钱熙祚锡之甫校梓”。原书为晚晴道光中内阁

学士礼部右侍郎李文田旧藏。眉端多有其朱墨批注，名家手迹，弥足珍贵。此本据道

光年间（1821-1850 年）刊印之《指海》第 12 集抄录，卷末录原刻题记云“皇清道光廿

一年（1841  年）岁次辛丑金山钱熙祚锡之甫校梓”。原书为晚晴道光中内阁学士礼部

右侍郎李文田旧藏。眉端多有其朱墨批注，名家手迹，弥足珍贵。（介绍参考）

https://www.wdl.org/zh/item/15115/




南怀仁神父（1623年10月9日－1688年1月28日），原名费迪南德·维比斯特（荷兰

语：Ferdinand  Verbiest），字敦伯，一字勋卿。尼德兰弗拉芒人，生于皮特姆（今属比

利时），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神父，清康熙朝来华传教士，1658年来华，是清初最有

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此系列PDF包含分卷书签。包含《坤舆图说》两个版本，《坤舆全图》五个版本。

上文分别标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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