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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圖 10：  〈區域一覽圖〉局部，錄自學生社復刻，《台湾五万分の一地図集成》，

1982年。本圖顯示學生社給予日治時期 5萬分 1地形圖的新編號，由於
遺漏本應列為 3號的〈花瓶嶼〉，〈基隆〉以下圖號其實各少 1碼。

22

圖 11：  〈臺灣地形圖檢索地圖〉局部，錄自遠流出版社復刻，《日治時期臺灣二
萬五千分一地形圖》，1998年。本圖顯示遠流出版社給予日治時期 2萬
5千分 1地形圖的新編號。如按日式地形圖的一般圖號順序，〈彭佳嶼〉
應列為第 1號，臺灣本島則以〈鼻頭〉幅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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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位置，天馬行空自創新編目法，

未必能有更好的效果。

3. 地形圖書目資訊的提供，應能與世

界地形圖的研究接軌。如果編目者

把地形圖跟一般書籍一視同仁，只編

列作者、圖名、出版地、出版單位和

出版時間，這資訊肯定不夠。當代地

形圖的使用者需要辨別版本，同一個

圖幅也會發行多種版本，比如軍用和

民用的地形圖，提供的資訊就不同。

使用者必須根據多種時間（測圖、修

正、製版、發行時間，以上尤以測圖

時間最為關鍵，而圖書館常以書本思

考，所登記的是發行時間）、秘等

（公開發行、秘、軍事秘密）、版別

（假製、應急），甚至發行單位的寫 

法 3，來辨識地形圖的版本。收藏單

位提供這樣的資訊，才能和世界地形

圖的研究接軌。

4. 編目者必須體會地圖具有空間關係。

編目者如果僅就分幅圖名不同，就給

予不同索書號，如此就忽略地圖本身

具有的空間關係。前言以論及兩圖分

幅圖名不同，但覆蓋範圍相同的情況

是很常見的，甚至兩圖圖名相同，覆

蓋範圍不同的情況也是存在的。列舉

同一範圍圖幅歷年版本的圖名、時間

資訊成為清單，稱為「圖歷」，才能

把同圖幅的脈絡串連在一起。國外制

度良好的收藏單位能提供圖歷給讀者

檢索，如日本國會圖書館、國土地理

院等，是我國編目單位可以學習的地

方。

5. 現代地圖編目可考慮與 GIS（地理資

訊系統）技術的結合。為了使編目資

訊能顯示與其他同圖幅相關地圖的關

係，編目者不能光只是看圖，抄錄圖

名、圖號、出版資訊而已，需設計把

同圖幅地圖串連在書目資料庫的方

法。比如一幅地形圖的空間覆蓋，編

目者辛苦在編目欄位填寫主要地名，

還不如結合 GIS，立刻可以顯示該圖

幅覆蓋現在（及歷年）的哪些行政

單位，如透過 Google Map等 web gis

的便捷傳播，圖資典藏的價值更易彰

顯。

附註

1. AMS存在於 1941-72年，1968年後先歸併至 Army Topographic Command (TPC)，

再整合至 Defense Mapping Agency (DMA)。

2. 比如清代保定府與清苑縣同城，濟南府與歷城縣同城，1912年以後，聚落地名在

舊府名和縣名之間游移。

3. 如日治後期陸測《五萬分一地形圖》的測量工作均由陸地測量部進行，發行單位

的寫法卻因版本不同而有差異：

　(1)  公開發行且販售的普通版：大日本帝國陸地測量部

　(2)  不記年份複製的秘版（如遇要塞區做部分遮蓋）：參謀本部

　(3)  要塞地區軍事秘密版（僅限戰地使用的極密版，圖幅完整不遮蓋）：陸地測量

部、參謀本部（並列）（黃清琦，20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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