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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１９１６年６月，中国地学会为肃清帝制独裁的逆流，宣扬共和观念，增进国民智识，联合中华书局，
倡议编修集国家、省、县于一体合计达３０００册的大中华地理志。奈何旋即国会解散，中华书局撤资，幸赖林传
甲全力支撑，方得以继续，并成为此一时期中国地学会最大的事业与成就。１９２２年１月，林传甲在完成 《大中

华吉林省地理志》后病逝，系于一人之身的大中华地理志编修事业亦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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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群修书是专门学会的主要功能与事业之一，中国地学会在创建时即将此条列入章程。然

而，缘于学会内外种种因素，一时未能付诸实施。１９１６年６月，袁世凯病逝，黎元洪接任总统，
有意恢复法统。中国地学会会员中多有国会议员、又倾向民党的中国地学会重燃参政议政的热

情，借助学理与学会组织干预时事。

为肃清帝制独裁的逆流，宣扬共和观念，增进国民智识，中国地学会利用学会的研究与组织

特长，联合中华书局，动员国会议员与各界人士，分撰集国家、省、县于一体合计达３０００册的
大中华地理志。此前学界对此关注较少，以 《地学杂志》为主辅以相关资料，勾勒中国地学会

编修大中华地理志的主要脉络，探究其言行的表意与本意，或能推动相关研究的进展。

一　渊源与倡议
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２日，袁世凯称帝。“各省反袁者日多”，民党议员 “多秘密来约”曾为众议

院议员的中国地学会会长张相文南下。因 “袁氏侦探密布车站，防阻敌党离京”，１９１６年４月张
相文化装成老农， “将须染黑，戴笠骑驴，出永定门至丰台，买票上车抵津。抵沪后，寓青年

会，以卖卜度日，假名张半仙。革命党来寓商协国政者，踵相接也”①。风波所及，中国地学会

在编辑出版第７年 （１９１６）第３期 《地学杂志》后停止活动。

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总统后，有意恢复法统，约法与国会成为时人
关注的两大议题。民党对国会寄予厚望，认为中国 “前途之一线光明但在国会”②，因此张相文

随在沪国会议员回京预备开会，并续办中国地学会。７月１６日，《民国日报》称重建受袁世凯专
制压制的有价值集会，唤起言论界的生机，有助民气的恢复。③ １８日，又报道内务总长许世英
在国务会议上提议修改报律，“拟减少保证金，及撤销检察新闻之制”④。加上与张相文甚有渊

源的范源濂出任教育部总长，中国地学会评议员袁希涛为次长，以教育部及农商部的补助为主要

经费来源的中国地学会，迎来难得的发展良机，事业迅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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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开设乡土地理课程，源于近代西方，进入中国学堂则始于戊戌时期。１９０２年，张相文
在 《初等地理教科书》一书中指出：“地理教授之始，不外分解、综合二法。童子初学，宜依综

合法教以乡土志，就目前所见，随处指点使其易于领会。”① 次年，《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

初等小学 “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②，进而至于爱国。

１９０５年，立停科举后学堂大兴，加上地方自治主义兴起，乡土地理的编修出现一个小高峰。
有人统计，１９０５—１９１１年总计约有４６３种。③ 其中，国学保存会编纂的乡土地理志，宗旨明确，
体例统一，成绩较大。他们自称：“盖吾国各省通志失修者久，本会所编虽根据旧志，而参考之

书多至数百种。复证明现今大势，凡地理、历史上与时局有关系者，无不提要钩玄，读者一览而

全省之大势了如指掌，悠然生其爱乡土爱国之心，合各省读之而全国大势无不了如指掌矣。”④

１９１２年，教育部指出，“近因民国更新从前教科书多不适用，而新出版尚属寥寥”⑤。３月
１６日，舆论宣称，“历史、地理之教科书宜从各地方之乡土史先为编辑”⑥，以树立学生的世界
观，及保种、爱国之心。４月２０日，中国地学会总干事长章鸿钊发表 《地学会应行事务之商榷》

称，“我国教科未备，讲授为难”⑦，应合群编辑裨益教育。同时，中国地学会宣称学会宗旨之

一在搜集地理书籍，以备研究。学者谓 “解放前国内收藏志书最多的是北京图书馆”，此外徐家

汇藏书楼、南京国学图书馆、中国地学会等也有收藏。⑧ 丰富的藏书特别是地方志，为中国地学

会修志提供了方便。

二次革命后，北京政府统治渐趋稳定。各级政府与教育机关，屡征乡土志，“于是，疆吏檄

各郡守、县令编辑 《乡土志》以进，化一格式、考订，而为学校课程焉”⑨，种种需求使乡土志

的编修再次兴盛起来。各地呈送的乡土志中，不乏为复上命、临时编造的粗制滥造之作。如

１９１３年吉林民政长 “令各县送乡土志”，双山知县牛尔裕 “又不敢无以复命，爰于风晨雪夜，据

事直书”瑏瑠，仓促草就 《双山县乡土志》，以复上命。

１９１５年１月２０日，《地学杂志》刊登姚明辉 《句容乡土地理序》。姚明辉是与张相文并称为

“南姚北张”的新学地理名家，其以古代中国的地方志附会乡土地理教科书称，“予考古地理书，

往往重乡土”，若 《吴郡记》《吴地记》等 “皆乡土之类也”。为构建中国乡土地理的谱系，姚

曲解 《周官》云：“《周官》云：土训掌地图以辨事物，诵训掌方志以知地俗。其书与志，后世

不可见。要以辨地物知地俗，经文固明示矣。王制言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又言广谷大川异

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乡土地理盖重此也。”又认为，隋仅 《隋书·经籍志》“所载乡土书，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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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余种”。宋元以后，“侈谈文献，州县之志踵事增华，博而寡要，非古法也”。至于乡土地理

的功效，姚明辉声称正如 “孟子云：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

睦”，故姚明辉近１０年辗转在金陵、武昌等地师范学校教授地理，主张乡土教学， “所至提倡
之”①。此外，姚又自著 《高等小学地理书》作为模范，要求师范学生模仿撰写乡土地理志，共

得５００余种。
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２５日，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发起讨袁护国运动，各地群起响应。察哈尔

长官怀疑蒙古教育会会长林传甲 “将举两翼诸生，以响应滇黔，爰避地天津”。林传甲入北京，

驻中国地学会，谋利用其收藏的志书，以及人脉合群编修全国性的乡土志。其与张相文商议后，

发起编辑大中华地理志的倡议，寄望 “苟天不亡我中华”，在１０年之内必撰成， “庶几全国地
理，有所参考”②。

１９１６年６月２５日，《地学杂志》公布林传甲 《大中华地理志序例》，倡议由中华书局出资，

以中国地学会为编辑机关合群修志。其称现在中华 “尚无一完全地理志”，是国民的责任，也是

中华书局的责任。“在昔易姓受命”，必集全国之力编修各级志书。然世易时移以共和眼光视之，

“其散涣支离，漫无统纪，不足以供参考之用”。现在各省设立通志局编修通志，但成书尚需时

日，且 “恐又成官样文章”，故联合中华全国地理专家编修志书，分为甲编全国志；乙编省、区

志；丙编道志；丁编县志；戊编 “志各埠、各名胜、各要塞、各铁道”，“创中华五千年来未有

之巨制，分之三千册，各自为书，合之则名曰大中华地理志”。

例言声称大中华地理志模仿 《中华地理全志》，各册可分可合，分是为了方便在本省、本

道、本县的分销，合则可作为各图书馆各学校的参考，“洵为中华空前之著作”。其中，甲编

为全国志，当在北京编辑，“以中国地学会为编辑机关，京师大学校地理教员为主任”，内政、

外交、海陆军、财政、司法、教育、事业、交通、蒙藏等 “皆据各部院最近调查”。乙编的京

兆志、丁编的大兴县志、戊编的北京城志，亦在北京编辑，作为各省、各县的模范。其余志

书，“由各省、各县学校地理教员，或通志局员，自行编辑，或私人著述，均可自为一书”。

各册 “均由上海中华书局悬赏征集”，编辑费用甲等每千字６元、乙等５元、丙等４元、丁等
３元，版权属于中华书局。各册题名皆为大中华地理志 “某编、某省或某道、某县”，分之以

植地方自治的基础，合之 “可收统一之效”。全编共计约３０００册，每册至少需要花费５００元，
总计约１５０万元，预计销售总额为２００万元，可赢利５０万元。“然编辑尚需岁月，始能陆续
出售”，以１０年计算，每年需要经费１５万元。修成各书由中华书局在各地的分店销售，预计
“大县可销万册，小县亦可销千册。甲编必遍销全国，以百万计，乙编必遍销于本省，以十万

计”。林传甲又邀请各编辑入股，并代为劝股，声称若每县能招１０股，“兹编即完全印成，并
非难事”。最后林传甲展望说， “传甲慕全国之人才，量全国之财力，必能办到，预算计画，

非夸辞也”③。

大中华地理志的编纂模范，是中华书局１９１４年９月出版的由孔廷彰等编译的地理教科书
《中华地理全志》。是书 “以日人西山荣次 《支那大地志》为蓝本，参以英、法人著作及最近调

查”。卷首为绪论，其后依次是本部各省志、东三省志、蒙古志、新疆省志、西藏及青海志，各

志分总说、地文地理、人文地理、地方志４项。是书的特色有：“（一）详备，全书八百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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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四十万言；（二）注重现势，与仅重沿革者有别；（三）注重边地，于满蒙藏尤详；（四）调

查新确，皆择最近调查较为可信者；（五）末附内务部新颁道县名称表①。”

１９１６年７月２５日，《地学杂志》刊登林传甲 《察哈尔乡土志序言》。序言称环球各国以德国

地理学最为发达，“其教科书最切实用者，则为乡土志”。中国在甲午、庚子后，“始发愤兴学”，

然地理教科书多为译印，“遂空谈五洲、万国，而不知本省、本县之地理”，故林传甲主张地理

学的应用 “宜自乡土志始”。林传甲在察哈尔讲学时观其 “旧无专志”，然 “余不搜辑故纸，而

喜从事于新调查”②，所以亲自游历调查外，又发动学生利用假期调查，汇辑而成是书。据此，

大致可知林传甲编纂乡土志的宗旨与方法。

二　体例与方法
大中华地理志多达３０００册，又是众手修书，为统一体例，林传甲撰写 《拟编大中华地理志

各省各县分纂纲要》称，中国地学会编辑大中华地理志的倡议，已经得到国会各省议员 “多数

同意”。原拟编修的道志，因议员公议不若取消，本会亦以为无需保留，故予以取消。招股之

事，因为中华书局附股，将由２００万增加到３００万股，“合中华全国各省之人才财力，以经营此
役”。最后再次申明，期望大中华地理志各册， “分之则为地方之自治，合之则为五族之共和”

之用，以达到 “无人不学，无人不明地理，无人不爱国家，其几已见于国会议员加入中国地学

会为始”。

各册志书分为：一绪论，即缘起；二位置，以实测的经纬度确定方位，其中经线以北京

为中线；三地文，分区域、地势、海岸、山脉、河流、湖泽、沙漠、井泉、地质、气候、物

产；四人文，有人民的种族、言语、衣服、饮食等，以及政治、官制、警察、军政、旗营等，

“并附沿革一篇，胪举历代改革大端”；五地方，省志宜说明某县原属某府道，县志则记载自

治区域、警区、学区与重要的乡镇，“其他村落可择要列表”；六附属，记载各省区兼管的旧

藩属，各县兼管的土司， “或邻近外国属地，外国租地，原属我国者，亦必详记之”；七插

图，卷首地图一张，卷内附照片；八字数及装帧，依照 《中华地理全志》每行 ３３字，每半
页１３行共计４２９字。“省志洋装一大册，依中学地理教科书字数；县志洋装一中册，依高等
小学地理教科书字数”③。确定大中华地理志的体例后，中国地学会会员、国会议员、北大学

生等主持编修，第一批承诺的有会员１０余县志，国会议员９省志、８县志，北大同学会共５
省、县志。

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地学杂志》刊载刘延祺 《吉林乡土志略》④ 称，“凡一代之礼乐冠裳、

人物山川，以及风俗土产，必观于志而后详。后世扩而充之，不仅于一代之史，始有志也。各省

多有通志，一府州县则有一府州县之志”。志可以补正史的不足，“为参考之资料焉”。刘延祺因

居住吉林省城，无暇游历考察，故 “谨以所知，略记数则”，以备方家。林传甲 《易县入京纪

程》主张乡土志是史学，可以补正史的不足。其谓任教易县，每月往返８次，借铁路的便利，
得以考察近畿一带的山川、形胜、人民、风俗及政治、教育，作此文 “以示诸生为游学之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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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地理全志》，《申报》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１日，第１版。
林传甲：《察哈尔乡土志序言》，《地学杂志》１９１６年第６、７合期，１９１６年７月２５日。
参见林传甲：《拟编大中华地理志各省各县分纂纲要》，《地学杂志》１９１６年第６、７期，１９１６年７月２５日。
刘延祺：《吉林乡土志略》，《地学杂志》１９１６年第１２期，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２５日。



已”①。在其示范下，易县 “中学诸生有地理著述者已十余家”②。

１９１７年年初，林传甲以蒙古教育会会长的名义致信中国地学会称：上年发出编修大中华地
理志的倡议后，各省区同人次第赞成，以贵会为总机关，在各省、各区、各县设编辑支部。但中

国省、县数量众多，“或难一致进行”。今为编辑察哈尔的张北、独石、多伦、丰镇、凉镇、兴

和、陶林７县志，蒙古教育会推举察哈尔中学校长吴天澈、察哈尔师范教员钱拭时主持，又将中
学、师范学校学生分为７部分，分任７县志的调查、编辑，预期在一年内均可成书。此种编辑办
法切实可行，现请贵会在 《地学杂志》刊登倡议，“凡有中学、师范学校之处，即希各同志分团

仿办，既可助诸生自助之力。一切例假之时，诸生回籍，尤能实地调查，不糜费而事举”③。

中国地学会以林传甲为大中华地理志总纂，编辑部长章、刘仲仁先后主持其事。根据

《地学杂志》刊发的承修大中华地理志名单，截至１９１８年５月２５日共１６９人自领大中华地理志
省志或县志的编修。因承修者身份有别、学理歧异，张相文与林传甲讨论统一志书体例事，“谓

宜举一县为范本”。是时，林传甲任教易县中学， “悟日月为易之旨，学生百余辈，佐助调查，

不三月而易县志稿竣”④，即 《大中华易县地理志》。其依据 《大中华地理志公纂纲要》将 “雨

雹水旱应附于气候，地震应附录于地质”，“建置沿革则消其繁”，所附疆域、山川、形胜、关隘

等归入自然地理，公署、村社、学校等列于政治地理， “盖地理志注重当时事，不偏于考古纪

事”。故内容有位置、人口、村社、警区、地势、山川、水泽、地震、火山、山之层累、黄土之

成因、矿产、气候、农产、森林、棉业及染料、动植物、民族、言语、服装、饮食、居住、器

用、宗教、家族、节日、教育行政、文化、农工、商实业、公园、交通、电报邮政、沿革、古

迹、城镇乡村等项。

大中华地理志以实测、调查相号召，但限于资金及专业人员的匮乏，一时难以实现。《大中

华易县地理志》的北极高度依然是康熙四十年 （１７０１）测量的旧数据。该志声称因为英国是世
界强国，政治文明、学术发达，中国译西人地图时多以英国伦敦为经线的中线。但在中国内地

“断无用他国经度之理”⑤，故经线以北京为中线，以别内外。林又称书成后刊布在 《地学杂

志》，请承诺编辑的同志指正，重新修订后刊为定本作为模范。⑥

１９１８年５月２５日，林传甲在连载的最后一期 《大中华易县地理志》称，上年倡议修志

以来，“合诸同志暨诸生之力，阅一年而成此编”，是为大中华地理志 １８１８册县志中的第 １
册。同志期以１０年之功，撰成大中华地理志，各界同志承诺编修的已达４００余县。其余各志
书，“余与诸生继此而力图之，必力底于成，但须积日累月而无懈耳”。学生亦对著述感兴

趣，“即助我为大中华地理志者，亦十有六县，他日相见，各出新著作以商榷焉”。又期望

《大中华易县地理志》“亦吾国文明种子乎”，而余 “投笔而起，又岂徒以文章报国欤”⑦。其

寄望远大，然观易县志，载籍稀见，新理亦少，作为小学教科书尚可，距离报国的期望则甚

远。

民国以来，旧志不合于共和时代，亟宜变更体例已经成为各方共识。１９１８年 １月 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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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传甲：《易县入京纪程》，《地学杂志》１９１７年第１期，１９１７年１月２５日。
林传甲：《介绍图书：国文浅训》，《地学杂志》１９１７年第１期，１９１７年１月２５日。
参见林传甲：《蒙古教育研究会来函》，《地学杂志》１９１７年第２期，１９１７年２月２５日。
林传甲：《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自序》，林传甲：《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浙江印刷公司，１９１８年。
林传甲、连德纯：《大中华易县地理志》，《地学杂志》１９１７年第５期，１９１７年５月２５日。
参见林传甲：《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自序》，林传甲：《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

林传甲、连德纯：《大中华易县地理志》，《地学杂志》１９１８年第４、５合期，１９１８年５月２５日。



《地学杂志》刊登胡朴安 《拟续修福建通志体例》① 称，“修志等于修史，首重体例。体例不严，

成书寡色”，故发凡起例为修志之首要。“惟时世变易，守古既嫌拘泥，创例或乖大雅”，勉成其

事就 “深于史学者教正之”。至于志书体例变更的原因，一因 “志所以纪社会之生活及状态，旧

志之眼光不同，则详略弃取根本差别，不能不另事更张者”；二因今日事物，旧志门类不能包

括，故不能不新辟门类。改定体例 “必求适乎今而不戾乎古，方为善美”，因此福建通志拟设

图、表、纪、传、附录各项。

其时，各大学的史地学科，提倡利用假期返乡调查，编修志书。中国地学会会员在北大、北

京高师等学校任教的甚多，他们利用教学之便，鼓励学生调查乡土地理，并推荐到 《地学杂志》

发表。１９１８年３月２５日，北大史学门晁俊昌 《泌阳县地理沿革与地文概况》② 在 《地学杂志》

发表，认为 “自禹画土分州，为吾国地理学祖。周外史掌四方之志，而地理加详焉”。至今 “若

能审山川之形势，地质之所宜，补其缺而助其长，中国之富强，何待他求焉”。同期刊登的还有

北大史学门邹树椿 《蓬莱县地理沿革与地文之概况》，详述蓬莱的沿革、疆域、区划、山川、地

势、城池、古迹、武备、海防、气候以及物产等项。

５月２５日，《地学杂志》载北京高师学生阚国宾 《铁岭县地理志要》③ 称，中国的行政区

域分为省、道、县，“积县而成道，积道而成省，积省而成国，国者县之积也。因此考地理，

必自县始”。中国旧有的地志，详于国略于省、道，“而县则缺焉，窃以为未尽善也。夫山川

城墅，随地呈奇，铁壁铜关，何地不具。百里而风俗殊，各县而政教异”，因此编修志书应以

县为准。然全国共 １８００余县，详细调查不易， “即各县均有详志，而汗牛充栋，亦无可钻

研”。希望各县的学子，汇集本县形势、事迹关系全国、本省者，“萃为数章，以贡益我国地

学界，较之翻阅经史，穷年
"

唔種哔于故纸堆中，差为有益”。国宾本此意，编修铁岭县志，

“以供研究地理诸同仁之参考”。阚国宾要摈弃故纸，据游历调查编修志书。同期杂志刊登的

邓之诚 《省志今例发凡》④，述作省志的缘起与体例，则因多于创。邓指出 “夫良史之作，惟

取证于古。方志之书，则兼详于今”。中国旧学 “每踏空虚”， “自顷改革以还，旧志待续者

恒数十年或百余年”。现在编修志书当与旧志不同，一在国体变，禁忌破；二在西儒专精地

理，“造端宏远，类次相从，而一归实用”，故宜取彼成规，“略事改创”；三在世易时移 “事

变日繁，必宜增辟门类”，重今制。然而方志 “袭取西裁，务求简便。或滥竽陈章，制言不

典，则亦非所取”，所以 “图、表、志、传之体，千古不废。惟增创通纪一类”。二人主创造

与主因袭的不同取径，根源在前者认志书是地理，应详于今；后者认志书为史，须考古为主

兼记现今。

三　编修与终止
大中华地理志的编纂原拟以议员为主，１９１７年６月１３日张勋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加上中

华书局撤资，大中华地理志的编修陷入困境。林传甲对章 “谓时不可失，吾辈必当急策其

成”⑤，故 “近拟
#

笔二十二行省”，游踪所及每省编修一志，“三月成一编”，不出１０年全国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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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朴安：《拟续修福建通志体例》，《地学杂志》１９１８年第１期，１９１８年１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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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之诚：《省志今例发凡》，《地学杂志》１９１８年第４、５合期，１９１８年５月２５日。
章：《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序》，林传甲：《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第１页。



个行省即可修毕。

缘此，林传甲在完成 《大中华易县地理志》后，为修志赴各地调查游历。其在山东 “得师

范生四百人为助”，于是全省１０７县的地理志，已经由各师范、中学学生暨劝学所分担无遗。是
时，黄隽珊任职安徽省省长，“函招游皖，安徽教育费绌，而师范生研究乡土地理博物者，其勤

实亦他省所不及，省教育会请驻会编辑”。不久，又由皖至浙，编修浙江志，不想竟先成 《大中

华浙江省地理志》。

１９１８年７月７日，《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出版，林传甲在自序中指出，“大中华者，中华
人之中华也。浙江者，浙江人之浙江也”，中华人必须知中华，推而及各省、各县。且 “苟地方

皆能自治，斯国家可以共和”，而自治当始于自知，无自知之明，“则学业之根本不立，安望其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乎”①，故编各省、县大中华地理志以树立地方自治的根基。

张朝墉为 《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作序，指出各省通志卷帙浩繁，初学者难懂且价高难买。

若浙江省旧通志１２０卷，“学子应熟何篇？是以浙人知浙事难矣”。是书删繁就简，洋装一大册，
学子 “人手一编，舟车称便”。作为专门为中学、师范学生编修的地理教科书，“其文以简括为

主，教习便于讲演，学子易于领悟”，待 “全国全书告成，了如指掌，中国人无不知中国事也，

其为功于教育界，岂浅鲜哉”②。

中国地学会刊发 《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出版广告》③ 谓，大中华地理志甲编分省、区、蒙、

藏共３０册；乙编分县，每县１册计１８４４册。浙江志按照中学、师范地理教科书的体例编辑，计
有总论１章、位置８章、地文地理３４章、人文地理４２章、地方志７５章，共１６０章，洋装１巨
册，售价２元。全书 “文简意赅，考据精详，有志研究地学者，洵当人手一编”。

１９１８年７月１０日，《大中华江苏省地理志》出版，林传甲谓江苏志的编修本在浙江志之前，
但因游皖编安徽志，江苏志被暂时耽搁，乃与 “宝应卢厅长殿虎，在皖商定例目”，“前江苏程

都督，复指授山脉地势”，又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等 “共研乡土职业之实用”④，终成此

书。１０月，林传甲在上海演说，“传甲矢志任大中华地理志总纂，每省编一册以课中学，每县编
一册以课小学”⑤。据此，大中华地理志省志以中学、师范地理教科书为准绳，县志则依据小学

地理教科书，中国地学会销售志书获利的信心亦源于此。

１９１９年年初，《大中华安徽省地理志》杀青，林传甲在 《安徽地理志之名义》中谓，民国

后安徽始与江苏完全分离，《安徽通志》成书在４０余年前，陈旧无用。今据实测、调查、耳闻
目见新修志书，“心思之所得，晤商安徽父老兄弟千余辈，问业之所积，论次如后，以备大中

华各省志二十二部之一”⑥。甚至有人声称，安徽志 “用资观感，则拜嘉贶正有甚多者，或者

吾皖古代文化复兴之机，即以此卜之乎，是又安能不为之誉”⑦，将其提高到复兴地方文化的

高度。

中国地学会在 《大中华安徽省地理志》的预约卷广告中称，书成后由本会编辑主任黄昌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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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传甲：《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自序》，林传甲：《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第１—２页。
张朝墉：《序》，林传甲：《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第１页。
《中华浙江省地理志出版广告》，《地学杂志》１９１８年第７、８合期，１９１８年８月２５日。
林传甲：《大中华江苏省地理志》，“出版说明”，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８年。
《双十节之大祝典》，《申报》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０日，第１０版。
林传甲：《安徽地理志之名义》，《地学杂志》１９１９年第３期，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５日。
刘道章：《大中华安徽省地理志序》，《地学杂志》１９１９年第３期，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５日。



校刊，“厚三百六十版”①，售价２元，预约每份１元，订１００册以上者８折。为销售志书，林传
甲函请安徽督军倪嗣冲帮助推销到各级学校。倪嗣冲在回信中写道，“皖志一书，良为切要，已

由敝处切实函托吕省长饬属多购”②。安徽省省长吕调元致函林传甲云：“先生主持编辑其事成

书，搜乡土之见闻，供教科之参考，热诚毅力，钦佩良深。”预约卷现已 “交由教育厅转行所属

各校购阅，并饬以后与中国地学会编辑处”③ 接洽。另外安徽督军驻省军需处，也购买了１００册
的预约卷。④

１９１９年８月２５日，《地学杂志》刊发林翰 《大中华福建省地理序》谓，自割让台湾以来，

东南藩屏尽撤，日人窥视福建，屡屡派人来闽考察地理、地质。闽人对此漠然置之，“其不能言

闽之地理者，恐什九与翰等，譬诸纨绔子弟不自明其财产之数”。林传甲编是书，“在非闽之幸

耶”⑤。同时，中国地学会大中华地理志出版部称，已经修成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福建、

京师、京兆、湖北８省志。
１９２０年前后，修改学制的声音渐高。国人呼吁地理教育应当注重乡土教育。陈独秀明确指

出，“而地理一科，亦贵简单明了，切合实用，不必好高骛远，采用西籍，或授外国地理，可以

本地乡土形势，暨风俗人情，逐渐灌输足矣”⑥。

中国地学会为了筹资出版 《大中华京兆地理志》，致信京兆尹公署，请将京兆志作为各级学

校的地理教科书，并赠送 《地学杂志》数十册。京兆尹公署回函称接贵会来函及杂志数十册，

“备悉贵会热心地学，钦佩良殷，复蒙分纂二十县地志，尤于弊区乡土事有关，兹送上洋百元，

用资协助”⑦。

１９２０年春，《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编修完成，林传甲致信时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的中
国地学会元老吴鼎昌，请向各级学校推介。４月２２日，吴鼎昌回信谓 “已将寄件分寄各省立

学校暨各县劝学所，嘱其购买矣”，然 “现值学潮时代，处置不易得手”⑧。林传甲又上书大

总统徐世昌，“叠蒙赏宝，今年京兆、直隶两志，并蒙颁发省区”。中国地学会以出售直隶志

的盈利，编修河南志，作为 “纪念国庆之品，敬检呈二百册，上备乙览，并颁发河南各县各

校，仰见大总统博采刍荛之盛”。同人期望通过编修大中华地理志，“竭匹夫绵力，力求天下

利病”⑨。

《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凡例称，是书依据 《河南通志》及各县志，然 “必折衷于今日之新

制，此外借鉴倭文 《支那省别全志》。倭奴不识中华，称为支那，是以各省志，皆称倭奴”。河

南志是地理教科书，拟另撰河南乡贤传，以课修身；河南文学史，以课国文；河南列女传，以课

女学；河南博物志，以课理科，所以 “愿河南鸿硕，分纂河南百科全书”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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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安徽省地理志预约卷广告》，《地学杂志》１９１９年第３期，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５日。
《来函照登一：倪嗣冲致林传甲》，《地学杂志》１９１９年第４期，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５日。
《来函照登二：吕调元致林传甲》，《地学杂志》１９１９年第４期，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５日。
参见 《来函照登三》，《地学杂志》１９１９年第４期，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５日。
林翰：《大中华福建省地理序》，《地学杂志》１９１９年第７、８期，１９１９年８月２５日。
《陈独秀演说现今教育之缺点》，《申报》１９２０年３月３０日，第１０版。
《本会纪事：京兆尹公署》，《地学杂志》１９２０年第６期，１９２０年６月２５日。
《河南教育厅长来函》，林传甲总纂、林传涛分纂：《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武学书馆，１９２０年，第１页。
《国庆日上徐大总统进呈新印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书》，林传甲总纂、林传涛分纂： 《大中华河南省地理

志》，前附页。

林传甲总纂，林传涛分纂：《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凡例”，第１页。



林传甲在自序中写道，四弟林传涛因为赴湖北５次途经河南，“所调查者则汇交中国地学会
总纂，是以三易稿而后定”。“倭奴蓄谋河南已久，试观倭文 《支那省别全志》，河南省一册，早

已刊行，陈列于地学会。今浅见者但知倭人窥伺山东，岂知倭人窥伺河南省，早已藉游历深入我

内地也”。１９２０年春季河南志修成，因缺少印刷费暂时搁置。９月９日，直隶志编修完毕，二书
得到 “徐大总统资助，乃得付印，于民国九年十月十日国庆日出版”①。９月，陈宝泉在 《大中

华直隶省地理志序》中谓直隶志在关于地文地理、人文地理两方面，皆有详尽、精确的调查。

对全省１１９县当时的状况，“亦各备载无遗”。若人手一本，则全省情形了如指掌，“可供学者
研究之资，可为乡土教材之本”。行政、实业等也可参考， “以为设施之图谋，则此志裨益所

及，岂独学校一方而已哉”②。１０月２５日，中国地学会发布 《大中华地理志十二编》的广告，

计有京师、京兆、直隶、山东、山西、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福建、河南 １２
省志。③

大中华地理志原来计划由中华书局提供资本与销售渠道，版权归其以为回报。中华书局退出

后，编辑费用由中国地学会委托林传甲牵头多方筹集。缘此，林呈书内务部申请注册给照，内务

部批示：“查著作权法第五条内载数人共同之著作，著作权归各著作人共同终身有之。”④ １９２１
年，林传甲任职吉林，“三阅月”成 《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其在自序中写道：“编某省志必至

某省”，前 “在京所编，多据旧籍。来吉始得官书文卷，知在京所据教育部 《教育公报》皆数年

前状况，其余可推矣”⑤。翌年１月，林传甲在吉林病逝，系于其一人之身的大中华地理志编修
事业戛然而止。

中国地学会汇集众手，以林传甲为总纂，计划以１０年之期，编修集国家、省、县于一体的
大中华地理志，作为各级学校的乡土地理教科书，在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外，复能为政治、实业等

各界提供参考，助益民政与实业。又期望各分志书之能树立地方自治的根基，合之能维系共和统

一。然而承诺编修大中华地理志的大多是国会议员，政局的变幻使这些承诺大都成空。虽有林传

甲以一己之力勉强支撑，但限于能力，国家志未能开编，省志完成１０余种，县志修成的数量虽
难以统计，然所成者当百不及一。至于大中华地理志以成为各级学校的教科书为目标，顾颉刚在

１９２３年１月５日的日记中写道：“周越然编英文教科，以抽版税故，每年可入八千元。此事予总
想效法，以予欲赚钱，舍此无他道也。”⑥ 可以作为一解。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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