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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漕运图的绘制内容与图幅特征

王　耀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所新疆研究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清代漕运图作为一类较为特殊的运河图，目前散存于海内外不同藏图机构，尚缺乏系统整理和综合研究。

解析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图等，可以看出漕运图与其他类型运河图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图幅

内容上。相比较而言，漕运图的绘制表现区域更为宽泛。其图幅内容不仅包括京杭大运河流域，而且包括洞庭湖

以下的长江流域；不仅标注运河沿线的水利工程，而且标注长江中下游的沙洲、矶头等与航运相关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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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运河图因为其形象化、符号化地表现历史
时期的运河治理、河湖状况等，所以日益受到研究者

重视。根据绘制内容、图幅特征、绘制功用等，可以

将清代运河图区分为运河河工图、运河咨估类地图

和漕运图。［１］当前学界并未针对漕运图的绘制内

容、图幅特征等进行专题探讨。本文拟重点以美国

国会图书馆藏《全漕运道图》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漕运图为研究对象，图文并茂地研究图幅的绘制内

容、表现年代等，并进一步总结归纳漕运图的图幅特

征，为从总体上认识清代运河图及漕运图提供参考。

一、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全漕运道图》

该图卷由清光绪甲申年（１８８４年）段必魁绘制，

纸本彩绘，长卷折叠裱装，尺寸为２０ｃｍ×６６０ｃｍ，木
板封，贴红，墨书图题，板框２０ｃｍ×１２ｃｍ。图卷卷首
起自北京，卷尾止于洞庭湖，采用传统形象画法描绘

了京杭大运河及长江中下游沿岸的闸坝、山川、湖

泊、城镇、寺庙等状况。图幅绘制比较精美，用色均

匀雅致，线条明快，具有一定艺术价值。

北京的表现方式比较特别，采用城墙符号和城门

符号相结合的方式来表示，同时周围云朵环绕，凸显

北京的神圣地位。其他沿途城镇则采用较为简单的

方形符号表示，沿途寺庙则统一以红墙蓝顶的房型符

号表示，以青色山形符号表示沿途山川。（见图１）
长卷从右往左展开，京杭大运河沿途较为翔

实地绘制了临清州附近堤坝、张秋一带黄河过运



状况、南旺分水口闸坝、淮安一带闸坝等。长江自

洞庭湖、岳州府至入海口出现在图幅中，着重绘制

了沿岸山川和河道中的沙洲等与航运密切相关的

地物，比如龙潭山、朱家嘴、燕子矶、樊山等和沙漫

洲、七星洲、龙袍洲、梅子洲等。沿途重要景点也

一一上图，比如杭州附近详细绘制了西湖、湖心

亭、三潭映月、雷峰塔、天竺等名胜，岳州府的岳阳

楼，武昌府附近的黄鹤楼，南昌府附近的滕王阁

等。自仪征、镇江起至钱塘江畔的杭州，运河与长

江并行出现在图幅中，不注重两者的相对地理位

置。其中淮安一带闸坝仍旧表现的是乾隆、嘉庆

年间的状况，并非是绘制光绪年间的实际情况，其

中绘制黄河从此过运，更是与实际不相符，因为咸

丰五年（１８５５年）黄河已经改道山东入海。

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岳阳至长江入海及自江阴

沿大运河至北京故宫水道彩色图》

该图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舆图组，

在《舆图要录》中仅有基本信息的简单注记，“绘

本，未注比例，清中期，１幅，彩色，３１×９４５厘米。

此图采用传统画法，把长江自荆江以下至海口段

与大运河全程绘于一长卷图上，并标注了沿江水

势、地名、里程及沿运河闸坝等”［３］７１。该图原图题

应该已佚失，现有图题来自卷首钢笔字迹的文

字———“岳阳至长江入海及自江阴沿大运河至北

京故宫水道彩色图，约明末清初所作”，这是现代

人所书写，其所题图题及年代判定均存在问题，下

文将做论述。

该图采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形象画法绘制，全

图将岳阳以下段长江、大运河以及淮安至徐州段的

黄河均绘制在地图上。各条水道沿途的府州县用较

为规则的方形城墙来象征性地表现。京师北京环绕

在祥云之中，可以看到城墙与城门楼。整幅地图用

色较为平淡，色彩朴素。

长卷从右往左打开，长江从荆江段和岳州府开始

出现在地图中，一直到入海口。地图在长江段重点绘

制的是江中的沙洲、滩涂、矶头以及支流、湖泊等，这

应当与长江的航运有关。此段地图以长江的南岸为

上，不太考虑实际方位。长江段的地图中有较多的黄

色贴签，文字注记丰富，详细记载了长江沿岸州县之

间的水程，提到淮安运河沿途闸坝名称及间距，记录

沿途支流的源头、湖泊面积。另外，有几处记载重要

的人文建筑和名人事迹，体现了地图的读史功用。如

“南康城，在濮阳湖中，周莲溪先生曾官于此，今有爱

莲池遗迹在府署西。到白鹿洞二十五里有书院”。再

比如“东昌府，春秋齐地，秦曰钜鹿，汉曰阳平，元曰东

昌，明曰东昌府，城中射书台即鲁仲连遗燕将书处，城

中鼓楼名光鹤楼，五层高十一丈，卞庄墓、单父墓、明

铁铉所守之地，至临清州一百二十里”。

黄河绘以黄色，黄河徐、吕二洪及邳宿运河处都

有较为详尽的文字注记说明，黄河与运河同时出现

在淮安段到徐州之间的地图中。大运河从钱塘江南

岸的绍兴府开始与长江同时出现在地图上，以运河

的东岸为上，不太注重具体的方位。运河与长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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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府到镇江府同时出现在地图上。运道沿岸苏

州、杭州的相关内容绘制相当翔实，两座城市周边的

著名景点都一一在图上呈现。从杭州到镇江府这一

段江南运河，地图上主要表现的是桥梁。里运河段

的水利工程较多，淮安段周边有大量文字注记，水利

工程密集。中河段主要就中河开凿等问题有较为详

尽的文字描述。地图中对山东段运河重点描绘的是

沿途闸坝，此段闸坝密集，不愧有“闸河”之称。从

临清开始，进入以卫河为水源的运河段，此段直至天

津入海口，主要绘制沿途的村镇。

关于年代的判定：“仪征县”出现在图上，说明

绘制在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以后，同时图中贴黄文
字中出现“雍正九年，移建竹络坝于旧坝北”，而图

中的“宁”字的书写（如海宁县、江宁府、济宁州）

都没有避讳道光帝宁而改写，所以粗略推测为

清中期。不过根据淮安府清口附近的水利工程状

况，还可以缩短时间尺度。以下结合文献及地图

（见图２）具体分析。

　　根据文献记载，“（乾隆）四十六年，筑东西兜水

坝于清口风神庙前，夏展冬接……五十年，清口竟为

黄流所夺。钦差阿文成公来江筹勘，议以清口之兜

水坝与束清相宜，每年照旧拆筑，改名束清坝，其旧

有之东西束水坝应再下移三百丈于惠济祠后福神庵

前建筑，名御黄坝”［５］。此段描写可以和地图相对

照，地图中出现最晚的水利工程应该是御黄坝，故而

推断地图反映的应该是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６年）以后

的情况。而在嘉庆九年（１８０５年），束清坝发生了位

置变化，“将束清坝移建于头坝之南”［６］，在地图中

未出现这一变化。故而，此幅地图大致反映的是嘉

庆九年（１８０５年）以前的状况。综合以上分析，笔者

推测此图反映的应该是乾隆后期的运河状况。

地图中部分黄色贴签有残缺。文字注记较为密

集之处———镇江府、扬州府、济宁州、东昌府、瓜仪运

河、高宝运河、中河、微山湖、昭阳湖、沂河、鲁桥、

河、蜀山湖、马踏湖、南旺分水口、会通河等，附有一

篇《?河考》。

三、海内外其他藏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还收藏有另外四幅漕运图，基

本信息如下：

１．《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湖北湖南江
西安徽浙江江苏山东直隶》，清乾隆年间，彩绘

本，２３７ｃｍ×９００ｃｍ．图幅描绘了“自洞庭湖经长
江、运河至北京的水路。其中对山东、江苏河段

两岸的泉源、河道、湖泊以及重要闸坝等水利工

程标注详细”［３］７１。

２．《江西挽运图》，清乾隆年间，彩绘本，２６ｃｍ×
１３９２ｃｍ，“采用山水画法，绘出了江西经水路运粮入

京之路线”［３］７１。

３．《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全图》，清咸丰年
间，彩绘本，２６８ｃｍ×９２５ｃｍ，“绘出了洞庭湖漕粮经
长江、运河到京的路线。所绘黄河已夺大清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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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３］７２。

４．《长江运河图》，清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彩绘
本，２１ｃｍ×６１７ｃｍ，描绘了“自洞庭湖经长江、运河至
北京的水运路线”［３］７２。

国图收藏的上述地图虽然暂时无法查阅地图图

像，但是根据文字注记可以清晰看到，上述几幅地图

均是采用传统山水画技法绘制的长卷轴地图，图幅

内容不仅涵盖大运河，而且涉及洞庭湖以下的长江

流域。

除这四幅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之外，还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

清代，纸本彩绘，１２５ｃｍ×２５ｃｍ，１册。［７］山东省汶
上县档案馆藏《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总图》，清

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彩绘本，２７３ｃｍ×９３７５ｃｍ，
描绘了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南、山东、

直隶八省的情形，详细绘制了沿岸的县、镇、村汛

界及沿岸的行政区划和地形地貌。［８］从网上披露

的一幅照片来看，该图题为原有图题，图幅中山川

涂以青色并绘有树木，沿途州县、闸坝、支流、湖泊

等一一上图。

四、漕运图之图幅特征

漕运图与运河河工图、运河咨估类地图的主要

区别体现在图幅内容上，相比较而言漕运图的绘制

表现区域更为宽泛。其图幅内容不仅包括京杭大运

河流域，而且包括洞庭湖以下的长江流域；不仅标注

运河沿线的水利工程，而且标注长江中下游的沙洲、

矶头等与航运相关的状况。

长江流域的绘制内容基本与航运、行船有关。

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岳阳至长江入海及自江阴

沿大运河至北京故宫水道彩色图》为例：一是绘制

江中沙洲、矶头等，这是航运安全所必须关注的，

地图中长江水道中的各处沙洲等绘制十分翔实；

二是贴黄标注水程，比如标注“湖口县到瓜洲口水

程 湖口至彭泽县八十里，彭泽至东流县七十里，东

流至安庆府九十里，安庆至宗阳一百一十里，宗阳

至大通一百二十里，大通至荻港一百二十里，荻港

至芜湖一百里，芜湖至彩石矶一百二十里，彩石至

南京得胜门一百二十里，得胜门至仪征县一百二

十里，仪征至瓜洲口四十里 自湖口县到瓜洲口共

一千零九十里”，掌握水程远近，便于合理安排航

程等；三是贴黄注记粮船行运路线，比如图中多处

注记江西的漕运路线，“濮洋湖，为江西全省汇水

之处，周围三百余里，江西粮船重运下水到湖口县

出江”，“婴子口系江西省出水口门水涌之至，粮船

由此入湖”，“湖口县江面最阔，名八里，江左系九

江府江口，湖广粮船俱由顺流而来，右系濮洋湖

口，江西船由此出江”。

大运河沿线的绘制内容以闸坝、支流、湖泊等为

主，绘制内容与运河河工图绘制内容基本相同，只是

漕运图的绘制目的不在于河工修治，所绘闸坝、堤防

等工程以示意性为主，并不像运河河工图具有较强

的实用性和时效性。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岳阳至长

江入海及自江阴沿大运河至北京故宫水道彩色图》

中有大量的贴黄注记，较好地体现了漕运图的绘制

目的：一是贴黄注记运河水程，比如“天津至通州水

程 天津至扬村八十七里，扬村至河西务一百里，河

西务至马头一百里，马头至通州坝一百里，共三百八

十七里，总计自淮至通州二千六百零八里”；二是贴

黄注记粮船行运状况，如在武清县、河西务附近贴黄

“粮船由此转上水，上通州坝，白河縥子最多，粮船

防入套子”。

通过分析长江流域和大运河沿线的重点图幅内

容，尤其是分析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岳阳至长江入

海及自江阴沿大运河至北京故宫水道彩色图》的图

幅内容和丰富文字注记，可以明确漕运图区别于其

他类型运河图的图幅特征、绘制重点等。其他藏图，

诸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全漕运道图》虽然没有丰

富的文字注记来说明水程、行漕路线等，但是详细绘

制长江水道中的沙洲、矶头、支流、湖泊等与航运密

切相关的地物。相较于其他类型运河图，漕运图尤

为明显的特征有两点：一是包含长江中下游流域在

内的宽泛地域，二是详细绘制长江水道中的沙洲、矶

头等与航运密切的地物。

漕运图的图幅特征是与其绘制目的和绘制背

景有关的，据《清史稿》志九十七《食货三·漕运》

记载，“顺治二年，户部奏定每岁额征漕粮四百万

石。其运京仓者为正兑米，原额三百三十万石：江

南百五十万，浙江六十万，江西四十万，湖广二十

五万，山东二十万，河南二十七万。其运通漕者为

改兑米，原额七十万石：江南二十九万四千四百，

浙江三万，江西十七万，山东九万五千六百，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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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万。其后颇有折改”［９］。从漕粮的征集范围

来看，不仅包括大运河流域沿线省份，而且包括长

江流域的两湖、江西等省。这种涵盖洞庭湖以下

的长江以及大运河的运河图，重点在于表现漕运

的范围等，而非水利工程的状况。也正是依照其

着重表现的内容，定名为漕运图。漕运图正是基

于对漕运空间范围的理解而绘制。

因此，国图部分藏图的图题，诸如《岳阳至长江

入海及自江阴沿大运河至北京故宫水道彩色图》

《长江运河图》《江西挽运图》，均是描述性的，应该

是现代人所加，未能抓住图幅实质。一般来说，《全

漕运道图》《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等比较符合

漕运图的图幅特征，在图题上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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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并重点扶持生产老年人特需商品的行业，合理规

划老年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及长远目标，在不断

完善保障措施的基础上推动老年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同时，还需因地制宜，推动地方开发特色产品和

服务，发展有特色、有信誉的老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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