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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人、事、物涵攝時間
與空間屬性。

時空座標。

‧傳統方法與工具對整
合事物的時空屬性進
行分析與表達有侷限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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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想

‧掌握空間屬性。
時空定位

古今對位

‧創造視覺效果。

‧時空整合建立適合人
類認知模式的系統環
境。



4

方 法

‧利用地理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與網路技術
的整合，形成Web-GIS環
境。

‧整合地圖與遙測（航空與
衛星）影像。

‧建構歷史地理資訊系統。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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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果

兩個虛擬的時空架構平台：

「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ime and Space, CCTS)

「臺灣歷史文化地圖」
(Taiwan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ime and Space, TH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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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

‧譚其驤《中國歷史地圖集》與當代《中國
數字地圖》（1：1,000,000）(Arc/China)套
疊，構成上古至現代，縱深逾兩千年的歷
史時空框架。

歷史地圖集

中國數字地圖

介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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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歷史文化地圖」

‧分荷蘭與西班牙據台、明鄭、清領、日治與光復
後各時期，以實測之《臺灣堡圖》（1：20,000）
（1904）與《臺灣地形圖》(1:25,000)
（1920），作為相關歷史地圖回溯校正的基本圖
資，進一步與當代的台灣地形圖與相片基本圖等
套疊，構成台灣歷史發展的時空框架。

堡圖 當代地形圖 介面環境



8

應 用

‧整合學術資源

‧輔助專題研究

‧促進知識普及



9

整合學術資源

‧文物資料庫

‧統計數據庫

‧影像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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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資料庫

‧「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

‧「明清地方志聯合目錄資料庫」

‧「臺灣研究網路化資料庫」

‧「臺灣地區地名查詢系統」

‧「臺灣總督府檔案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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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系統與本院漢籍電子文獻全文資料庫整合後，
在電子地圖上任何新、舊地名，均可連結到多個相關資料庫，提供所有古籍
文獻中包含該地名的文章內容或書目索引，減少典籍檢索的時間與精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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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歷史文化地圖』系統可與各類型電子文獻資料庫整合，包括漢籍
電子文獻、圖書館目錄、臺灣總督府檔案資料庫等。在電子地圖上任何
新、舊地名，均可連結相關的臺灣文獻資料庫，提供所有古籍文獻中包
含該地名的文章內容或書目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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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數據庫

‧「清代糧價資料庫」

‧「日據初期台灣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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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系統用於清代人口密度與糧價分析，可將
統計資料視覺化，有助於傳統經濟模式與趨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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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舊地圖的數位化工作，建立日據時期各行政區劃的精確空間範圍，
進一步整合當時各類型統計資料（人口、社經、產業…等），可繪製出
精細的統計地圖，提供研究者探討空間分佈特性或進行空間統計分析。

圖中所示為1901年臺灣北部地區各庄人口密度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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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資料庫

‧「中國大陸與臺灣地區地圖資料庫」

‧「中國大陸與臺灣地區遙測影像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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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疊各類型空間資料，如地圖、人造衛星影像、航空照片等，有助於研
究者瞭解某地的環境背景。圖中所示為上海地區地圖與Landsat假色衛星
影像套疊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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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歷史文化地圖』系統包含豐富的空間資料，如舊地圖、人造衛星
影像、航空照片等。不同時期與類型的空間資料進行套疊，有助於比對
與分析。圖中所示台南地區十七、八世紀的海岸線與現代衛星影像套疊
後，呈現該地區（台江內海）的海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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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研究

航空照片（1962年） 衛星影像（2001年）
河南商丘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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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專題研究

‧研究方法的創新

‧研究資源的掌握與整合

‧特定歷史地理資訊系統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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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資料庫提供歷史地名與相關文獻的標定(Mark-Up)，如此可呈現相關
歷史事件或文學創作的時空歷程。透過詩作解析後，可繪製出宋代詩人
蘇軾一生的遊歷路線。與相關詩作連結，有助於研究者瞭解蘇軾文學創
作的時空背景。



24



25



26

《裨海紀遊》紀錄康熙年間郁永河的台灣行腳。透過文字敘述與相關地
理位置的對應，可對當時臺灣人文景觀及生態環境有更深入的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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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既有研究成果，在系統中將舊圖上的地名、地物轉化標示在現代地
圖上，透過與新、舊空間相關文獻與考釋資料的動態連結，研究者因此
可以進行各種新舊資料套疊，以加強研究的佐證與分析。



28

宋元以來閩臺周邊航海路線圖
「閩臺周邊航海路線圖」綜合宋元以來多種海道針經繪製而成。呈現宋以來
閩臺周邊海域較為頻繁的幾條航海路線。圖中顯示澎湖列島的地位至關緊
要。其地不僅是閩臺航路間的跳板，也是航行船隻重要的避風港。



29

促進知識普及

‧雙向溝通、全民參與，共同投入知識的發
掘與積累。

發展參與式的歷史地理資訊系統

‧資源全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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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國中小學分佈當前國中小學分佈

清代及日據清代及日據
時期學校分佈時期學校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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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流

‧「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已提供國內外學術
研究機構使用
–國內：國立臺灣大學、國立師範大學、中華佛學研究
所、中國文化大學。

–國外：美國普林斯頓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哥倫比
亞大學、匹茲堡大學。

‧「臺灣歷史文化地圖」透過網路對公眾開放。

‧支援國內各單位國家數位典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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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柏克萊大學 匹茲堡大學

哥倫比亞大學

法國遠東學院* 中華佛學院

文化大學

師範大學

台灣大學

日本慶應大學

中央研究院

* 洽談中

普林斯頓大學

映射網站 授權使用中央研究院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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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合作
‧美國國會圖書館圖資典藏

1723年中國古地圖1845年台灣古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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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與未來

‧形成虛擬的「漢學研究中心」與「臺灣研
究中心」。

‧建立歷史地理資訊系統開放性實驗室。

‧加強環境與歷史文化的認知，促進人地關
係的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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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