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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禹迹图》《浙江禹迹图》在国内外
引起的广泛影响，让《中国禹迹图》的编制迅
速提上日程。

经过专家不懈努力，2022 年 4 月 19 日，
由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市鉴湖研究会
联合编制、中国水利博物馆和绍兴市文史研
究馆参编的《中国禹迹图》首发，打开了大禹
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禹迹图》共收录全国 323 个禹迹
点，涉及 26 个 省（自 治 区 、直 辖 市），分 属
长 江 、淮 河 、黄 河 等 11 个 流 域 。 其 中 ，共
收 录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31 处 ，省 级
文物保护单位 27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 11 处 ；计 不 可 移 动 遗 产 308 处、可 移 动
文物 13 件，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项。《中
国禹迹图》共收录浙江省禹迹点 44 个、河
南省禹迹点 36 个、四川省禹迹点 55 个、安

徽省禹迹点 9 个。
“盖九州之中，禹之迹无弗在也，禹之庙

亦无弗有也。”用这样一幅《中国禹迹图》，就
直观而充分地说明了大禹文化在全国传播
的广泛性和普遍性。

“图上展示的 323个禹迹点，是我们从全
国 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上千个禹迹点
中精选出来的。”邱志荣向记者介绍说，《中
国禹迹图》的编制是一项文化创新和探索性
工作，不是简单的罗列，而是新的历史时期
文化研究的科学排序和展示，一项新的研究
成果，一个新的文化起点，是破解历史文化
大案的一项重要基础性研究，编制要求高、
地域广、难度大。

“早在北宋时期，就有《禹迹图》问世，
绘刻禹迹山川 150 多处，被誉为‘当时世界
上最杰出的地图作品’。”邱志荣表示，《中

国禹迹图》的诞生凝聚了众多编者长期研
究、实地考证的学术成果，综合了全国各地
诸多专家、学者、大禹文化爱好者的智慧与
心血。“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有多名
学者开始了对各个禹迹的走访、考证，历
时已近 30 年。这些文献资料，以及实地考
察的调研数据，都是编制 《中国禹迹图》
的珍贵原始资料。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
文化积累、支持和帮助，是最终取得成果
的最重要保障。”

“《中国禹迹图》信息量大，制图规范。”
负责绘图的设计师戴秀丽说，全图由“正
图”“说明”“表格”“照片”“资料汇编”等 5 部
分组成。“比如，在正图的底图处理上，我们
用设计软件将上千个矢量图层中整合成了
地形、山脉、水系、国家、省及地方分界线、
经纬度、海岸线等十几层基础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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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青海和宁夏境内是古
代羌人长期活动的地方，在中国
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所以，考
古学上发现的齐家文化应是古代
羌人的文化遗存。

齐家文化所处年代为公元前
2200 至公元前 1600 年，大体分布
在甘肃、青海省境内的黄河及其支
流沿岸，遗址总数 350 多处。目前
知名的齐家文化有甘肃的大河庄
遗址、秦魏家遗址、皇娘娘台遗址，
青海的柳湾遗址等。

齐家文化制陶业发达，陶器以
黄色陶器为主，主要是泥质红陶和
夹砂红褐陶，一些器物的表面施以
白色陶衣。齐家文化大量陶器是
素面的，有些罐类、三足器拍印篮
纹和绳纹等，线条流畅，造型以平
底器为主，典型器物有双耳罐、盘、
鬲、盆等。其中，以双大耳罐和高
领双耳罐最富有特色。

齐家文化的住房多是方形或长
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屋内地面涂
一层白灰面，光洁坚实。氏族公共
墓地常位于居住区附近，流行长方
形土坑墓，有单人葬，也有合葬，以
陶器与猪下颌骨等为随葬品。墓中
还出现一男一女或一男二女的成年
男女合葬墓，其葬式是男性仰身直
肢，女性侧身屈肢面向男子。这表
明当时男子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
位，女子降至从属境地。

齐家文化的主要农作物是粟，
在大何庄遗址曾发现这种粮食；生
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其次为骨角
器。从出土的动物骨骼得知，家畜
以猪为主，还有羊、狗、牛、马等。

齐家文化已出现冶铜业，有铜
刀、锥、镜、指环等一类小型红铜器
或青铜器。齐家坪遗址出土了一
件长方形銎，并附一对小钮的铜
斧，刃部锋利，全长 15 厘米，是齐
家文化最大的一件铜器。尕马台
遗址出土的一件铜镜，直径 9 厘
米，厚 0.4 厘米，一面光平，一面饰
七角星形纹饰，保存较好。

齐家文化还具有生产大量精
美玉器的背景和条件。齐家文化
玉器使用的玉材，主要是甘肃、青
海本地的玉，还有新疆和田玉。除
常见的品种之外，还发现有许多新
的品种。如礼器玉琮，除形制各
异、大小不等的素面纹琮外，还有
竹节纹琮、弦纹琮。兵器有戈、矛、
刀、钺、戚，个别的兵器上还嵌有一
枚或几枚绿松石。装饰品有各种
玉佩饰、坠饰、发箍等。

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遗址的
绿松石牌饰、花边口沿圆腹罐常见
于齐家文化；齐家文化的大口双耳
罐也能在二里头遗址见到，反映出
二者的文化交流关系。

宋代《禹迹图》被西方汉学家李约瑟称为
“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作品”，是中国现
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

现存的《禹迹图》有两方石刻图：一幅保
存在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为南宋时刘豫政
权阜昌七年（1136年）刻石；另一幅藏于江苏
镇江焦山碑林，是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
刻石。

这两块刻石图名、比例尺、内容基本一
致。西安《禹迹图》石刻地图原置于凤翔府岐
山县的县学中，刻于《华夷图》同一石碑的反
面。图面长约 80.5厘米，宽约 78.5厘米，描绘
了宋朝时期中国的全景。图上手方框内题
有：“禹迹图，每方折地百里，禹贡山川名，古
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阜昌七年四月刻

石。”注明了图名、比例尺、地图内容和时间
等，相当于现在的“编辑说明”。

《禹迹图》基本为正方形，方位以北为上，
定向上北下南，与现代地图一致。该图采用

“计里画方”的绘制方法，横方 71，竖方 73，全
图总共有 5113个边长为 1厘米的方格。每方
折地百里，换算成比例尺相当于1∶500万。图
中河流的位置、走向以及海岸轮廓线与现代
实测编绘地图非常接近。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
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是《尚书·禹贡》中
描述的大禹十三年历经磨难、遍走华夏的功
绩。其地理记载囊括了各地山川、地形、土
壤、物产等情况。书中以自然地理实体（山
脉、河流等）为标志，分当时天下为九州。《禹

迹图》取“芒芒禹迹，画为九州”之意，在内容
上将“禹贡山川名”冠以图首，表明绘图者对
我国最早的地理经典著作《尚书·禹贡》的重
视和尊崇。《禹贡》中所论述的名山大川，大都
被标绘在图上。

《禹迹图》收录了 86 条水，以及大野泽、
荥泽、巢湖、太湖、彭蠡、洞庭湖、青草湖、青
海、流沙、滇池等 10个湖泊，收录如此之多的
山水地名，在宋代地图中是非常罕见的。从
现代地图的角度来看，更像一幅水系图：图上
黄河、长江等大水系主流突出，分级明确，河
流线条刻绘得清秀光滑，上细下粗变化自然，
清晰流畅，反映出流水由小变大、河面由窄变
宽的实地情况，与现代地图河流的表示方式
无二。

大禹陵景区大禹陵景区

在绍兴市鉴湖研
究会办公室里，三张
挂在墙上的“特殊地
图”格外醒目。这三
张地图分别是《绍兴
禹迹图》《浙江禹迹
图》和《中国禹迹图》，
地图上的那些“点”是
一个一个的禹迹。

何为禹迹？禹迹
是根据史料中有关大
禹治水及其活动足迹
和传说的记载，至今留
存的有关大禹的祭祀
活动、纪念建筑设施、
地物表征、碑刻题刻、
地名遗存物等不可移
动的自然、历史物质遗
存、遗址、遗迹。

“作为我国第一
幅突出重点、学术性
强、较全面编录大禹
文化遗产的分布图，
《中国禹迹图》是在传
统文化印记的研究、
保护、传播、弘扬上的
一次重要创新和示
范。”中国水利学会水
利史研究会副会长、
绍兴市鉴湖研究会会
长、《中国禹迹图》主
编之一邱志荣说。

《中国禹迹图》问世

缘起《绍兴禹迹图》

宋代已有《禹迹图》

编辑 杨 仪
校对 樊迎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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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禹迹图》是破解学术大案的基
础 ，相 信 能 解 决 大 禹 学 案 的 许 多 争 论 问
题。绍兴开了头，有开拓之功。”著名历史
学家、考古学家、大禹研究专家、四川省历
史学会会长谭继和充分肯定了《中国禹迹
图》的学术价值。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研究所副所
长、研究员于冰也认为，《中国禹迹图》
的编制意义重大，将各方面文献资料汇总
整理，包括文物信息、地名信息、史料信
息等，为今后考古实证研究提供了宝贵线
索和方向。

“不断创新发展，深度挖掘大禹文化，
开展多学科、跨区域研究，编制新时代综合
学术、文史研究成果的禹迹图，是历史必

然，也是时代要求，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在撰写《中国禹迹图》编制说明时，邱志荣
郑重地写上了这句话。在他看来，大禹文
化的发展史，也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大
禹文化是活态的，具有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的生命力，文化复兴和国家繁荣昌盛的凝
聚力。从历史记载结合考古发掘来研究、
证明、丰富大禹文化，实现传承、弘扬、转
换，任重道远，璀璨光明。

禹迹图的编制更需要规范。2022 年，
绍兴市将制订 《禹迹图编制导则》 列入大
禹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课题项目，并由中
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和绍兴市鉴湖研
究会具体承担。经过一年多的起草、论
证、修改，该课题顺利结题。据了解，导

则共 8 章 22 节，内容涉及禹迹的定义，禹
迹图编制的原则、资料要求、成果形式、
评审要求和发布形式等。邱志荣特别说
明，这份导则对编制规范的禹迹图将起到
重要作用。

“这种首开其先的绍兴实践，虽然还只
是地方标准，但已经对于省内、国内，甚至
东亚的禹迹留存地区起到了示范意义。与

《中国禹迹图》同时发布的还有经过翻译校
正的《日本禹王遗迹分布图》和《韩国禹王
遗迹分布图》。也就是说，《东亚禹迹图》的
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了。”何俊杰认为，研究
与传播大禹文化，已渐渐成为一种链接城
市的文化现象，对研究、传承和推广大禹文
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禹迹图意义重大

《中国禹迹图》为何能在绍兴首发？这
要从 6年前的一次访日活动说起。

在 2017 年 的 一 次 绍 兴 专 家 访 日 之 旅
中，日本著名大禹文化学者植村善博先生
问道：“我们绘有一幅《日本禹迹分布图》，
境内 132 处禹迹遍布日本北海道至冲绳的
南北各地。你们有没有禹迹图？”一时间问
住了大家。

“虽然绍兴是大禹重要活动地和归葬地，
禹迹俯拾皆是，然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国内的
确还没有一张系统的禹迹图。”9 月 11 日，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那次对话，绍兴市文
史馆副馆长何俊杰至今仍觉尴尬。

正是这次日本之行，坚定了绍兴市编
制禹迹图的决心。从日本回来后，绍兴市
立即组织专家、学者启动了《绍兴禹迹图》
的编制工作。2018 年 4 月，《绍兴禹迹图》完
成并发布。

这张由绍兴市委宣传部和绍兴市鉴湖
研究会联合编制的《绍兴禹迹图》，分为“前
言”“图”“表”“照片”等部分，撷取了以大禹
治水为主体的历史文献记载、民间故事传
说、现存纪念建筑、地名等，共有禹迹 127
处。其中，陵、庙、祠类 21 处，地名类 22 处，
山、湖等自然实体类 25 处，碑刻、摩崖、雕塑
类 59处等，共收录有代表性的照片 14张。

作为全国第一张区域性且完备、系统编
录大禹在绍兴文化遗产的分布图，《绍兴禹迹
图》很快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也交
流到了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随后，应社会各界建议，浙江省人大常委
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倡导并支持在全省范围开
展禹迹普查活动，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绍
兴市鉴湖研究会等部门和单位肩负起了重
任。在全省各地及相关部门配合支持下，经过
一年努力，专家、学者又完成《浙江禹迹图》全
部编制和出版工作。最终出版的《浙江禹迹
图》不仅有正图，还有大量的考释和附录，共计
30余万字，是一部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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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青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
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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