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コメント 1 

 

史料、地図と歴史 GIS の総合利用について 

（史料、地圖與歷史 GIS 的整合應用） 

 

郭俊麟 

 
研究近代東亞的土地調查事業與相關議題時，往往需要蒐羅各種不同的空間史料，特別

是描述土地所有權轉移的地籍圖、土地使用現況各式舊地形圖等。隨著資訊技術的快速發展，

日漸普及的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可有效率的協助我們處理、整合，

並分析這些龐大的歷史資料，提供不同尺度的分析方法與研究探索的觀點。筆者首先就多年

從事歷史 GIS 研究的經驗，介紹歷史 GIS 的三個應用層次: Historical GIS(source)，Historical 

GIS(system)，Historical GIS(statistics)。一般來說，Historical GIS(source)乃是對各種地理資訊的原

稿進行數化處理、空間與時間資訊的抽取、資料格式的整合、以及長期資料庫的建置。Historical 

GIS(System)的重點在應用地理資訊技術與空間分析方法，對龐大的空間數值資料作系統性分析

與視覺化的成果呈現，協助研究者從繁雜的資料中推演出一系列合理的假設，有助於研究的

突破。Historical GIS(Statistics)則著眼於歷史資料的缺漏、誤植或空白所造成的不確定性，透過

不同資料的交叉比對與 GIS 空間統計方法的使用，盡可能去還原空間史料的原貌，以解決前

人所無法處理的歷史研究議題或創造出新的文化知識。 
台灣中央研究院(中研院)GIS 中心，近年來除了對近代中國的地圖與遙測影像進行系統性

的蒐集與數位典藏之外，並著手對特定主題的史料、地圖作歷史 GIS 的應用分析。范毅軍研

究員與溫在弘博士之〈傳統中國集市貿易網絡的地理空間結構〉
1
一文，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研

究範例。該研究將清末中國的村圖與現況地圖做精密的校對，將其內容記載的社會屬性抽取

出來，以傳統的集市貿易為個案，利用歷史 GIS 作出了傳統史料研究所無法窺視的空間探討。

通過研究，發現可歸納出三種不同的集市貿易網絡型態，並反映出當時聚落網絡的規模。此

外，中研院所累積的大量中國、台灣的歷史地圖影像，更是值得研究者進一步使用、開發的

研究領域。筆者以日本統治時期東台灣的歷史地圖為例，說明向中研院申請圖資的方法，並

可進一步結合歷史統計等史料與歷史地理的教學作更有效的應用
2
。簡言之，若能將這些珍貴

的史料、地圖與歷史 GIS 作出有效的整合應用，除了可以在學術研究上開創出新的研究方向

之外，也可同時與歷史地理教學作有效的結合，如地名的探討、行政單元的變遷、社會經濟

屬性的分析、人文主題地圖的製作與空間統計分析。 

 

                                                  
1 溫在弘、范毅軍 (2007)，傳統中國集市貿易網絡的地理空間結構，台灣社會學年會暨學術研討會：台北。 
2 郭俊麟 ( 2008)，台灣數位典藏地理資訊在教育與資料提供機制之探討～從學程與工作坊的規劃談起，數位

典藏地理資訊研討會：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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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地図と歴史GISの総合利用について

国立東華大学（台湾）
郷土文化学科
郭俊麟 助教授
Email：jinlin@ntu.edu.tw

１、歴史GISの意味って？

GISource, GISystem, GIStatistics

２、地図情報を用いて空間分析：

清末中国の村図を事例に

３、中央研究院の地図データの利用

日本統治時代東台湾の人文主題図

歴史GISと人文社会研究~GISources

• 歷史GIS(source)的概念乃是對各種地理資訊的原稿進行數化
處理、空間與時間資訊的抽取、資料格式的整合、以及長期
資料庫的建置。

• 目前一般GIS的學習多偏重於現況資料的分析，使用現成的官
方數值資料(如衛星航照影像、經建版數值地圖)，比較缺乏
閱讀空間史料與數化紙張原件的訓練。

• 人文社會學院裡的歷史GIS學程訓練的優勢則是在史學、歷史
地理等人文訓練基礎上，進一步培養學生使用GIS數位技術的
能力，拓展傳統人文學科的研究視野與強化研究議題的深
度。

• 以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累積的大量歷史地圖與遙測影像為
例，這些地理資訊數位內容若非經過歷史GIS的重新加值與抽
取，往往只能說是空間知識與文化的「盤點」，對一般取用
者而言仍只停留在感性的欣賞而難以進入理性與工具性的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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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GISources->GISystem->GISstatistics

GIS Mapping

Geographical investigating

Temporal Visualizing

Data abstracting

Geo‐statistical Analyzing

1919-1920台灣霍亂大流
行的時空結構

• 時代性:霍亂與流感大流行的時間
重疊、日治時期行政區劃的重大變
革。

• 獨特性:法定傳染病紀錄裡台灣霍
亂疫情史最大也最後一次大流行。

• 空間性:霍亂擴散的地理分布、週
期性呈現動態的空間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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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GIS與人文數位學習~GISystem

• 歷史GIS(System)的意義乃是應用地理資訊技術與空間分析
方法對龐大的空間數值資料作系統性分析與視覺化的成果呈
現，協助研究者從繁雜的資料中推演出一系列合理的假設，
有助於研究的突破。

• 特別要強調－繪圖並不是應用歷史GIS的最終目的，其真正
的價值乃在於運用GIS繪圖的過程中對研究進行更細緻的
『空間思考』。

• 傳統的歷史地圖繪製，多是研究者將耗時費工的資料處理、
分析結果委同地圖專家製圖呈現；歷史GIS的應用則可由研
究者自行將資料庫檔案快速地轉換成圖像資料，或有效率地
依研究假設製作數十種甚至數百種以上的主題地圖，在研究
初期即可以空間觀點詳細的檢視資料內容，得以跨越過去傳
統史學研究難以突破的資料處理瓶頸。

學界對歷史GIS使用上的疑慮: 繪圖的工具? 優於傳統製圖?

結合Web2.0技術的GIS製圖與時空資訊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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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gue in Modern Osaka 1906‐1910

Average:23

Average:17

2 years

average:23

2 months
average:17

Historical GISystem

歷史GIS與人文數位學習~GIStatistics

• 歷史GIS(Statistics)著眼於歷史資料的缺漏、誤植或空白所
造成的不確定性，透過不同資料的交叉比對與GIS空間統計方
法的使用，盡可能去還原空間史料的原貌，解決前人所無法處
理的歷史研究議題或創造出新的文化知識。

• 此面向的歷史GIS研究對人文學科的研究者有著較高的難度。
若能在學習階段給予相關領域的學生計量方法或空間統計等訓
練，將能有效培植具完整歷史GIS研究能力的人才。

• 近年來國內外相關研究機構也致力於應用工具的開發，提供
GIS人文數位學習跨國界、跨平台的技術服務，有助於突破人
文學者在使用GIS與空間統計方法的技術門檻。

不管是哪個層次的歷史GIS應用，都是藉由GIS技術來深化這些學科
的研究與學習，最終還是得回歸到人文學門基礎訓練下的歷史或歷
史地理解釋。 GIS並無法取代這些人文基礎學科的訓練，也因此

更突顯人文與數位整合以及跨領域學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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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北省《青縣村圖》、《深州村圖》

– 明清深州含深州本州與武強、饒陽、安平三縣，但
《深州村圖》僅涵蓋本州而已，因此與青縣、正定
相同，其實都是縣級單位內的紀錄。

– 《青縣村圖》與《深州村圖》本身均未注明其成冊
年代，經過百瀨弘的考證，斷定前者約記光緒元年
到六年（1875‐1880）間的事，後者則記同治十二
年到光緒元年（1873‐1875）間的事。

– 村圖是一整個縣的社會普查。

傳統中國集市貿易網絡空間分析
中央研究院

范毅軍、溫在弘

村圖的空間資料

画像出典：范毅軍、溫在弘（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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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圖的屬性

画像出典：范毅軍、溫在弘（2007）

村圖屬性統計的彙整清單
分類  屬性項目  

1. 人口統計  戶口(戶數)、戶口(男丁)、戶口(女口) 

2. 社會結構  

生員、文生、武生、廩貢生、廩膳生、監生、增廣生、

廩生、增生、貢生、附生、歲貢、文舉、武舉、文學、

附貢、文庠、武庠、副榜、六品、花翎侍衛、武千總、

恩生、從九、耆老、節孝、窮民、殘廢  

3. 教育  
義學、義學(講師)、義學(學生) 
鄉塾、鄉塾(講師)、鄉塾(學生) 

4. 貿易  
集市(日期)、集市(地點)、集市地點分類、集市 (距離 )、
權量(斗)、權量(秤)、權量(尺)、客店  

5. 民間信仰與宗教  
廟宇(總數)、大寺廟、文昌廟、玉皇廟、天仙廟、蠶姑
廟、關帝廟、大佛殿、呂祖廟、菩薩廟、五聖祠、三

聖廟、土地廟等 81 類型的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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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圖屬性彙整（例）

画像出典：范毅軍、溫在弘（2007）

画像出典：范毅軍、溫在弘（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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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道光深州直隸州志》，卷首1b-2a 

中國歷代行政地名資料庫
from CCTS (時空基礎平台)

画像出典：范毅軍、溫在弘（2007）

集市
村落

深州

画像出典：范毅軍、溫在弘（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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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
村落

深州

画像出典：范毅軍、溫在弘（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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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出典：范毅軍、溫在弘（2007）

102



Type 2Type 0 Type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ach Type of the Markets

画像出典：范毅軍、溫在弘（2007）

Type 0
Type 1
Type 2

市集型態

画像出典：范毅軍、溫在弘（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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デジタル地図アーカイブのデータ入手、
加工と教育への応用

• 數位典藏地理資訊的應用，已從概念介紹或網路GIS平
台的推廣進入到主題型的教學與研究應用。

• 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如何去有效的解讀、分析，並將這
些數位典藏地理資訊融入課程教學之中。

• 區域性的數位典藏地理資訊的建置與應用，需由教學
單位跟研究機關做某種程度的策略合作。

以東華大學「歷史GIS數位化學程」與中研院GIS團隊作
數位典藏資料庫的屬性加值的策略合作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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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GIS聯合實驗室所提供的〈日治時期蕃界行政區域圖〉數值資料（花蓮
地區）。包括校正過後的地圖影像、蕃地行政邊界圖層以及蕃地地形圖的地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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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中研院的數值資料的基礎上建置的數值資料庫。包含不同時期各行政
單元（大字、街庄、支廳）的詳細地名資料、各年度國勢調查所登錄的社會經
濟統計資料，以及各時期行政邊界圖層的修訂版。

教學實作與學習流程

1.各級行政單元與地名的確認

2.社會經濟屬性資料的連結

3.人文主題地圖的繪製

4.空間統計分析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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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級行政單元與地名的確認

1909年 花蓮港廳從
台東廳分出，行政
管轄範圍僅限於縱
谷及平原地帶，共
計3鄉86個街庄社。

1909-1904.8期間
總督府發動五年理
蕃戰爭。在佐久間
總督太魯閣討蕃
後，控制了蕃地區
域。

1911年在總督府東
部移民屯墾政策趨
使下，花蓮港廳新
增了平野村、吉野
村….等九個日式地
名

1914年則有較大規
模的行政區劃調
整，原有的86個街
庄社與上述9個村
整併為40個聚落。

1.各級行政單元與地名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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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會經濟屬性資料的連結

學生作品 (大三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

學生作品 (大三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

3.人文主題地圖的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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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大三計量史學與空間資訊）

3.人文主題地圖的繪製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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