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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本期专题为“海疆研究”。
我国海洋疆域的形成有着悠久历史，从基于地理环境、习惯传统、自然天成的海域范围，到

基于海洋行政管理、海域经济社会发展、沿海地区稳定安宁等而勘定的海洋区域界线，无论是

国家内部，还是与周边国家间外部，都呈现出由模糊和不稳定，到逐步清晰和渐趋确定的动态

化特征。事实上，直到今天，我国海域由“疆”到“界”递进的过程仍在持续，从内部而言，省际、
县际海域行政区域界线还面临一些亟待勘定的问题；从周边海域而言，与多个周边国家之间还

存在海洋权益争议和海上划界问题。几乎所有现实问题，都有其历史根源。追溯历史，辨析曲

直；探究本源，廓清史实，在明晰历史流变和历史经纬的基础上，方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滋

养，方可从历史中找到现实问题的回应。由此观之，本期刊发的《中国人的航道：论南海“Ｐｒａ－
ｃｅｌ牛角”的性质》《清代沿海政区海域勘界及其影响》两篇文章，正是在海疆史领域的有益探

索。尽管两文尚有深化空间，但它们的问题意识以及对问题的深度解析，不仅有助于海疆史学

术研究的深入，而且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相信阅读两文的同仁必将从中受益。
（学科主持人：李国强，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

为中国边疆研究。）

中国人的航道：论南海“Ｐｒａｃｅｌ牛角”的性质
———以１６世纪西文古地图为中心＊

许盘清，　顾跃挺，　曹树基
（三江学院 历史与文化地图研究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１２）

［摘　要］　在１６～１９世纪初的西文古地图中，越南近岸一直存在一个长达数百公里或千余公里的

“牛角”状海域，被认为是暗礁地带。文 章 主 要 采 用 要 素 分 析 与 模 型 分 析 相 结 合 的 方 法，将１５２９～１６００
年之间１２３幅西文古地图中的“Ｐｒａｃｅｌ牛角”分 解 为 岛 屿 符 号、牛 角 图 案、对 牛 角 的 命 名、对 牛 角 功 能 的

说明等四项，建立起“Ｐｒａｃｅｌ牛角”不 同 要 素 表 达 的 不 同 模 型，证 明“Ｐｒａｃｅｌ牛 角”的 头 部 是 岛 礁；“牛 角”

主体是对航线危险性的提示；航线本身则是中国人前往西南洋的航道。
［关键词］　南海；Ｐｒａｃｅｌ牛角；西南洋航线

［中图分类号］Ｋ９０１；Ｄ８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１１０（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０１－１５

一、问题、资料与方法

１．问题、资料与方法

众所周知，我国 西 沙 群 岛 的 西 文 名 为“Ｐａｒａｃｅｌ／Ｐｒａｃｅｌ”。然 而，１９世 纪 中 叶 以 前，西 文 地 图 中 的

Ｐｒａｃｅｌ群岛，并不是西沙群岛，而是与越南东海岸线平行的，一大片形状类似“脚”状（本文称为“牛角”）
的岛屿或沙礁。早在１９７９年，韩振华先生就证明，１９世纪２０年代～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后，牛角Ｐｒａｃｅｌ
（即古Ｐｒａｃｅｌ）消失，Ｐｒａｃｅｌ移至西沙群岛，成为今天西沙群岛的英文名称。① ２０１４年，我们证明，在１８１２
年艾伦·阿若史密斯（Ａａｒｏｎ　Ａｒｒｏｗｓｍｉｔｈ）绘制的一幅地图中，牛角沙礁不见了，Ｐｒａｃｅｌ移至原牛角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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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盘清，男，江苏宜兴人，三江学院教授，江苏海洋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越南与中国南海地名考证及历史地理信息平台建设研究”（１８ＢＴＱ０４８）。

韩振华．古“帕拉塞尔”考（其一）———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外国记载上的帕拉塞尔不是我国的西沙群岛［Ｊ］．
南洋问题研究，１９７９，（５）；韩振华．古“帕拉塞尔”考（其二）———十六、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外国地图上的帕拉塞尔不

是我国西沙群岛［Ｊ］．南洋问题研究，１９７９，（５）．１９８１年，韩振华将其两篇论文收入其编辑的《南海诸岛史地考证》一书中，

在中华书局出版。



礁东部的西沙群岛，成为Ｐａｒａｃｅｌｓ。这就是今Ｐａｒａｃｅｌ的由来。① 其中Ｐｒａｃｅｌ是古葡萄牙语，Ｐａｒａｃｅｌ为

英语、法语。
越南学者对于中国学者的研究置之不理。在他们的著作与 网 站 上，仍 然 不 分 古 今Ｐｒａｃｅｌ，只 要 是

Ｐｒａｃｅｌ，就一定是西沙群岛。海外有学者在其著作中引用了２２幅西方地图证明牛角Ｐｒａｃｅｌ全是西沙群

岛。他的论证方法相当独特，他寻找支持他论点的地图，不支持的地图基本不用，没有办法时，他创造出

北Ｐｒａｃｅｌ，即将牛角的头部说成为西沙群岛。②
实际上，所有不承认古、今Ｐｒａｃｅｌ的学者无法解释两大难题：其一，几乎所有古Ｐｒａｃｅｌ均有纬度标

识，古Ｐｒａｃｅｌ最南端在北纬１１°以南，而西沙群岛的最南端是１５．８°；其二，在我们所见２８３种西文古地图

中，既有牛角Ｐｒａｃｅｌ，又有西沙群岛Ｌｕｎｅｔｔｅｓ（来自法语，一般译为“眼镜滩”）。这说明西文古地图中的

牛角Ｐｒａｃｅｌ根本不是西沙群岛。
再回到韩振华先生的研究中来。韩先生的研究还包括了对于Ｐｒａｃｅｌ的溯源。我们则给予韩先生

的论述以图像的证明。例如，在韩文列举的七幅标识有Ｐｒａｃｅｌ的古地图中，有六幅源于《葡萄牙海外活

动杰出地图集》③。为了行文方便，韩振华先生将其简称为《地图集》，本文将 其 简 称 为《杰 出 地 图 集》。
在２０１４年的 研 究 中，我 们 引 用 了 其 中 两 幅 标 识 有Ｐｒａｃｅｌ的 地 图，皆 为１５６０年 佚 名 绘 制，以 此 作 为

Ｐｒａｃｅｌ之源起。
在今天的网络时代，由于所能见到西文古地图更多，版本更具权威性，所以，我们有可能对韩振华先

生有关Ｐｒａｃｅｌ的所有论点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检验。正确的加以肯定，错误的予以纠正。为此，我们选

取了从１５２７年到１６００年包括南海且有确切年份的西文古地图１２３幅，作为讨论的对象。它们大部分

来自《杰出地图集》，小部分来自其他。
在方法论上，本文主要采用要素分析与模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而言，本文将“Ｐｒａｃｅｌ牛角”分

解为岛屿符号、牛角图案、对牛角的命名、对牛角功能的说明等四项，着重讨论４个要素间的３组关系：
岛屿符号 与 牛 角 图 案 的 关 系、各 种 命 名 与Ｐｒａｃｅｌ的 关 系、各 种 命 名 与 说 明 的 关 系，并 建 立 起Ｐｒａｃｅｌ０－
ｐｒａｃｅｌ３的４个模型，并附带讨论一个与牛角无关，却与南沙群岛岛礁有关的Ｉ．Ｐｒａｃｅｌ模型。

２．Ｐｒａｃｅｌ的定义与南海Ｐｒａｃｅｌ牛角模型

由于Ｐｒａｃｅｌ用于群岛名曾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必要弄清楚它的真实含义。英文版维基百科称：
“本文是关于地理和航海术语的文章。主要用于采矿和地质学术语，比如积砂矿床。最早是在１７６２年

法语地图中将巴哈马群岛之ｌｏｓ　Ｒｏｑｕｅｓ砂矿被标记为Ｐｒａｃｅｌ。”④详见地图１。

地图１　１７６２年法文地图中巴哈马群岛中的Ｐｒａｃｅｌ　　　　　地图２　１７０８年法文地图中古巴北部的Ｐｒａｃ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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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许盘清，曹树基．西沙群岛主权：围绕帕拉塞尔（Ｐｒａｃｅｌ）的争论———基于１６～１９世纪西文地图的分析［Ｊ］．南京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５）．
黎蜗藤．被扭曲的南海史：二十世纪前的南中国海［Ｍ］．台北：五南图书公司，２０１６：２８６～３２３．
Ａｒｍａｎｄｏ　Ｃｏｒｔｅｓāｏ，Ｐｏｒｔｖｇａｌｌｉａｅ　Ｍｏｎｖｍｅｎｔ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Ｌｉｓｂｏａ．Ｃｏｍｉｓｓａｏ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ａ　ｄａｓ　Ｃｏｍｅｍｏｒａｃｏｅｓ　ｄｏ　Ｖ

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ｉｏ　ｄａ　Ｍｏｒｔｅ　ｄｏ　Ｉｎｆａｎｔｅ　ｄ’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Ｉｍｐｒｅｎｓ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Ｃａｓａ　Ｄａ　Ｍｏｅｄａ，１９６０．《葡萄牙海外活动杰出地图集》是一

本用葡萄牙文与英文两种语言对地图进行说明的学术著作，共七卷。前六卷为世界地图，航海工具等，最后一卷为索引．
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Ｐｌａｃｅｒ＿（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２２－０４－２１．



图１　南海“Ｐｒａｃｅｌ牛角”的四个模型

进一步的解释则是：“Ｐｌａｃｅｒ（葡萄牙语：ｐａｒｃｅｌ或ｐｒａｃｅｌ）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领航员和制图员用来特

指某种水下暗礁的术语。通常这种珊瑚礁的底部是沙质的，但也有一些底部是泥泞或石质的地方……
砂矿通常为海船提供锚地。”①该词条中附了３张地图，第１幅详见地图２。其余两幅来自中国南海的

Ｐｒａｃｅｌ牛角，属于Ｐｒａｃｅｌ３型。显然，Ｐｒａｃｅｌ的本意为“礁滩”。
本文将Ｐｒａｃｅｌ牛角的起源与演变归纳为４个类型，详见图１，并依次展开分析。有意思的是，尽管

Ｐｒａｃｅｌ的本意是滩礁，本文却证明，在１６～１９世纪初的西文古地图中，越南东海岸一直存在着的那个长

达数百公里或千余公里牛角状海域，并不全是暗礁地带，而是中国人南下西南洋前往今印度尼西亚等地

的一段航线。
二、１５２７～１５３３年的牛角图案

在上引１９７９年的论文中，韩振华先生找到了一幅１５２２年绘制，包括南海并绘制了“牛角Ｐｒａｃｅｌ”的

地图，“牛角”标注的是葡萄牙文“Ｂａｒｒａｉｒａｓ”，意为“栏”或“栅栏”。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却没有找到这幅

地图，仅找到韩振华先生提及的《杰出地图集》中收录的一幅绘制于１５２７年的地图，图上字迹模糊，牛角

边上的文字说明无法辨认，暂不予讨论。在２０１４年的研究中，我们引用了来源于《杰出地图集》中的另

外一幅地图，即１５２９年地亚哥·利伯罗（Ｄｉｅｇｏ　Ｒｉｂｅｒｏ）绘制的《包含全部已知世界的环球地图》（Ｃａｒｔ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ｅｎ　ｑｕｅ　ｓｅ　ｃｏｎｔｉｅｎｅ　ｔｏｄｏ　ｌｏ　ｑｕｅ　ｄｅｌ　ｍｕｎｄｏ　ｓｅ　ｈａ　ｄｅｓｃｕｂｉｅｒｔｏ　ｆａｓｔａ　ａｇｏｒａ，１５２９），下文简称《环

球地图》②。该图包括南海且清晰地标识出牛角，只是地图上的文字不够清晰。
１．《环球地图》中的文字释读

现在，我们找到了《环球地图》的清晰本，释读后形成对于牛角图案的新解释。

地图３　《环球地图》的南海部分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ｏｃ．ｇｏｖ／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ｇ３２００．ｃｔ００２４５０，２０２２－１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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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Ｅｓｃｒｉｔｏ　ｐｏｒ　Ｍａｒｔíｎ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ｄｅ　Ｎａｖａｒｒｅｔｅ．Ｄｉｃｃｉｏｎａｒｉｏ　ｍａｒíｔｉｍｏ　ｅｓｐａñｏｌ［Ｍ］．Ｍａｄｒｉｄ　Ｅｎ　Ｌａ　Ｉｍｐｒｅｎｔａ　Ｒｅａｌ．
１８３１：４２３．

在２０１４年发表的论文中，我们将此图简称为《世界地图》，现在看来，简称为《环球地图》不易与其他地图混淆．



地图３的底部有两条说明：
（１）“塞维利亚，地亚哥·利伯罗制作的第二幅博尔吉亚地图，１５２９年”。据此可知地图的作者，地

点和年代。博尔吉亚（Ｓｔｅｆａｎｏ　Ｂｏｒｇｉａ，１７３１～１８０４年）是意大利的红衣主教兼历史学家。
（２）“从罗马传道总会博物馆的原本中复制下来的，借于教皇利奥十三世，伦敦 Ｗ．Ｇｒｉｇｇｓ”。据此可

知此图不是原绘，而是临摹本。
该地图中还有一个关于作者的说明：１５２９年地 亚 哥·利 伯 罗 在 塞 维 利 亚 被 任 命 为 皇 家 宇 宙 志 学

家。塞维利亚（Ｓｅｖｉｌｌａ）是西班牙的一个城市。详见地图３。
地图３在越南南方的沿海标注了９个港口，在我国南方标注了６个港口，５个岛屿。这说明１５２９

年前来到远东的西方人，将有关资料给了地图师地亚哥·利伯罗。地图３中“Ｍａｒｅ　Ｓｉｎａｒｖ”是拉丁语，
意为“中国海”。地图３中有清晰的“牛角”图案，地图３的最下面是ｙａ　Ｃｏｎｄｏｚ，即今天越南的昆仑岛；红
字为Ｃｏｍｂｏｊａ，即当年的柬埔寨，今天的越南南部。

牛角状图案上方有一行文字，地图３中用小红框框了出来。韩振华先生认为“ｙａ　ｂａｓｔｉｇａ（葡文，意

即栏、栅、亦即石栏、石栅）”，即是群岛之意。它的左边有９颗红点，表示群岛。以后地亚哥·利伯罗绘

制的牛角图案均用这个岛屿名。
由于西南洋与澳大利亚接近，所以，澳大利亚学者理查森（Ｗ．Ａ．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对于西文古地图中

的西南洋诸地名深有研究，发表过一系列论文。根据理查森的辨认与研究，这个字并不是韩振华先生辨

识的“ｙａ　ｂａｓｔｉｇａ”，而是“ｙａｓ　ｄｅｌ　ａｔａｂａｌｅｒｏ”。在西班牙语中，意思是“鼓手”岛。我们也多次辨认，确定了

这个字的确是“ｙａｓ　ｄｅｌ　ａｔａｂａｌｅｒｏ”，其原意，是大浪打在礁石上发出的巨大声音。这个字标识的礁石名

为“破浪礁”。这也许就是“破浪礁”英文名Ｂｒｅａｋｅｒｓ的来源。
理查森这样说：

葡萄牙人对于Ｐａｒａｃｅｌｓ没有使用明显来自马来语或中文的词。这一群岛通常就用Ｐｒａｃｅｌ或

Ｐａｒｃｅｌ来命名。这是现在英语名称Ｐａｒａｃｅｌｓ的来源。但是地亚哥·利伯罗（Ｄｉｅｇｏ　Ｒｉｂｅｒｏ）在西班

牙塞维利亚工作时，使用西班牙文ｙａｓ　ｄｅｌ　ａｔａｂａｌｅｒｏ来命名，意思是“鼓手”岛（ｋｅｔｔｌｅ　ｄｒｕｍｍｅｒ）。①

在这段文字中，理查森将“鼓手”岛与Ｐｒａｃｅｌ联系了起来。“鼓手”是浪拍打礁石的声音，而礁石所

处的地带为滩礁，其意相同。显然，理查森将“鼓手”当作Ｐｒａｃｅｌ的来源。
在“ｙａｓ　ｄｅｌ　ａｂａｌｅｒｏ”小红方框的下面有３行文字，我们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专门函请外国专

家释读了这３行文字，其字母为：“Ｅｓｔｏｘ　ｂａｘｏｓ，ｔｉｅｎｅ～ｃｏｎ　ｏｌａ　ｐｏｒ　３０，ｄｅ　Ｖａｎ　ｌｏｓ　ｉｒｑｕｊｏｓáｂｏｉｓｍｏ　ｆｚ
ｏｕｔｒａｓ　ｐａｒｔｅｓ”，其中的“～”表示不能识别。“Ｅｓｔｏｘ　ｂａｘｏｓ”是这些船只，ｔｉｅｎｅ～ｃｏｎ　ｏｌａ指其他部分，“ｐｏｒ
３０”是指南针术语。

外国专家给出的推测性意见是：
这段文字的左侧是说如何绕过地图上的这些浅滩，换成现代语言，就是说，如果风或浪来自（西

南）３０度方向，这些浅滩会出现白浪花，这时候，你就将浅滩调至左舷方向，赶紧驶向其他海域。②

西方航船由南向北驶入“牛角”区中时，就可以在“牛角”之顶端看见“破浪礁”Ｂｒｅａｋｅｒｓ。这说明船

只一定航行在越南沿海。当进入破浪礁海域后，如遇来自西南方向的风力过大，就需要左舷，向海岸方

向行驶。牛角中的一排排黄色的点是提示符号。直到１８１３年，英国航海指南仍然提醒船只在西南季风

·４·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５４卷　
　

①

②

Ｗ．Ａ．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Ｊａｖｅ－ｌａ－Ｇｒａｎｄｅ：Ａ　Ｐｌａｃｅ　Ｎａｍｅ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ｉｔｓ　Ｅａｓｔ　Ｃｏａｓｔ［Ｊ］．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Ｃｉｒｃｌｅ，１９８４，（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函询 外 国 专 家 的 回 答 原 文：Ｉ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ｒｅａｄ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ｌｉｋｅ“Ｅｓｔｏｘ　ｂａｘｏｓ，ｔｉｅｎｅ～

ｃｏｎ　ｏｌａ　ｐｏｒ　３０，ｄｅ　Ｖａｎ　ｌｏｓ　ｉｒｑｕｊｏｓáｂｏｉｓｍｏ　ｆｚ　ｏｕｔｒａｓ　ｐａｒｔｅｓ”，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２ｗｏｒｄｓ　ｍｅａｎ“ｔｈｅｓｅ　ｓｈｏａｌ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２ｏｎｅｓ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ｓ”，“ｐｏｒ　３０”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ｓｓ　ｃｏｕｒｓｅ．Ｓｏ　ｍｙ　ｇｕｅｓ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ａｙ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ｏ　ｎａｖｉｇａｔ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ｓｈｏａｌｓ　ｐｉｃｔｕ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ｐ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ｌｉｋｅ“ｔｈｅ　Ｓｅａ（ｗａｖ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ｒｅａｋ　ｏｖ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ｓｈｏａｌｓ　ｉｆ　ｗｉｎｄ／ｗａｖｅｓ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３０ｄｅｇｒｅｅｓ，ｓｏ　ｙｏｕ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ｅａｖｅ　ｔｈｅｍ　ｔｏ　ｐｏｒｔ　ｂｏａｒｄ　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ｓａｉ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ａｓ．



季节与夜间航行时的航线大约离越南海岸线８～１１公里。①

这段文字可以简称为“环球地图航海说明”。“环球地图航海说明”不仅仅给予“牛角”图案以全新的

解释，而且提示我们，可以尝试对１６世纪地图中的其他“牛角”图案说明进行类似的释读。

２．《环球地图》中的岛礁位置

为了研究这片海域的地理位置，本节将地图３投影到现代地图，可以发现，越南南部的海岸线与今

天的地图对应得比较好。详见地图４。显然，这一段海岸线是采用某种“准现代”技术测绘过的。详情

则不可知。
地图４中越南海岸线北部缺口中的红字Ｃａｕｃｈａｃｈｉｎａ即交趾支那。仔细比较，地图４中越南北部

海岸线与今海岸线 则 有 相 当 大 的 差 距。即 便 考 虑 到１６世 纪 以 来 红 河 三 角 洲 的 向 东 伸 展，结 论 依 旧

不变。
尽管如此，由于有了越南海岸今外罗山位置的４个红点，我们可以判断其东部海洋中９个红点标注

的“破浪礁”（ｙａｓ　ｄｅｌ　ａｔａｂａｌｅｒｏ）就是今越南占婆岛及李山（惹岛）洋面，其纬度与西沙群岛大致相当。只

不过，在经度方向，地图４中的“破浪礁”距离海岸太远，“牛角”的位置也距离海岸太远。事实上，地图４
中的“牛角”航线应当穿过占婆群岛与李山群岛，即图１各模型中的“牛角”应位于西南季风的航线上。
由于占婆群岛与李山群岛距岸实在太近，所以，在我们读过的５８５种１６～１７世纪西文地图中，“牛角”与
海岸的距离不得不被明显的放大。参见图１。

从地图４看，“牛角”图案分为两个部分，ｙａｓ　ｄｅｌ　ａｔａｂａｌｅｒｏ应当是占婆岛，或者是占婆岛洋面，其南

面的整个“牛角”是航行说明。于是，我们将地图４中这一图案，命名为Ｐｒａｃｅｌ０。简化后的清绘版本，详
见图１。具体而言，Ｐｒａｃｅｌ０型的总体特征是上面有数个红点表示岛礁，其名为ｙａｓ　ｄｅｌ　ａｔａｂａｌｅｒｏ“鼓手

岛”，其纬度与西沙群岛一致。下面用黄色的点组成“牛角”状图案，北到占婆群岛，北纬１５．３°，南达越南

中部的龙海，即富贵岛，北纬１０．５°，一串串黄点提示这是航行时需要注意的区域。

地图４　将《环球地图》投影到谷歌地图

总之，由于时间较早，其他绘图师很少有人使用这一图案。限于１９６０年代的印刷条件，《杰出地图

集》是黑白印刷的，而且清晰度较低。所以，图中的文字一直没有被研究者们识别。现在，我们可以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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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文曰：“我们沿着昆仑岛离岸２里格向东行驶，然后转向南和西南偏南航行８０里格，以便离岸１．５里格或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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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讨论地亚哥·利伯罗绘制的其他１０幅地图，兹简述如下。
如上文所述，１５２７年地亚哥·利伯罗绘制的地图出自《杰出地图集》第一卷ｐｌ．３８，南海中的文字看

不清。１５２９年，地亚哥·利伯罗绘制的世界地图比较多，其中《杰出地图集》第一卷ｐｌ．３９和ｐｌ．４０收录

２幅，图上的文字皆为ｙｓ　ｄｅｌａｃｏｂｏｌｅｚｏ“破浪礁”。没有找到“Ｐｒａｃｅｌ”的标识，韩振华先生所本，我们也一

直找不到。此外，我们还在图书馆及网络上找到了１５２９年地亚哥·利伯罗绘制的另外３幅地图，分别

珍藏于 梵 蒂 冈 图 书 馆、澳 大 利 亚 图 书 馆、梵 蒂 冈 教 廷 图 书 馆 等，因 内 容 相 同，不 予 讨 论。１５３０年 地 亚

哥·利伯罗的一幅再版地图，收录于《杰出地图集》第四卷ｐｌ．５２３Ｂ，由于该地图未按年代排列，很少有人

知道。此外，在《杰出地图集》中还找到３张１５３３年地亚哥·利伯罗绘制的地图，仔细考证后发现均为

１５２９年地图。编辑们在地亚哥·利伯罗名字后加上了“－１５３３”。这是他的去世年代，造成误解。
总之，在包括南海的西文古地图中，地亚哥·利伯罗所绘《环球地图》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幅。它不仅

提供了岛礁与航线的不同标识，而且对于航线图标给予清晰的说明。这为我们进行同类地图的识别与

分析，提供了标准与思路。
三、Ｐｒａｃｅｌ１型与“Ｐｒａｃｅｌ”的出现

Ｐｒａｃｅｌ０型图案是地亚哥·利伯罗一人的专用型，以后并无跟进者。在西文古地图中出现得较多的

是Ｐｒａｃｅｌ１型，可惜创建该图案的作者已无考。另外，与Ｐｒａｃｅｌ１型相伴随的是１５６０年“Ｐｒａｃｅｌ”的出现。
１．１５３５～１５５６年的Ｐｒａｃｅｌ１型图案

Ｐｒａｃｅｌ１型是最早的“牛角”图案，整体形状如一个长长的牛角尖，一般由四到七段组成，其中最南边

的图案是用点填实的细长圆弧状三角形，其余数段是用点绘制而成的梯形。第一个矩形的左上角常常

镶嵌有大小不一的数个圆。详见地图５。简化后的清绘模型，详见图１。
与Ｐｒａｃｅｌ０型相比，“牛角”图案Ｐｒａｃｅｌ１变化不大，仅仅是绘制成了比较规则的图形，在Ｐｒａｃｅｌ１的

西北端还有７个小圆圈：北边两个，西边５个，而不是仅仅９个小圆排列成不规则的图案。

地图５　１５３５年Ｐｒａｃｅｌ１型图案 　　　　　　　　　　　地图６　１５３７年Ｐｒａｃｅｌ１图案投影到现代地图上

资料来源：地图５来自《杰出地图集》第一卷ｐｌ．５８Ａ；地图６来自《杰出地图集》第一卷ｐｌ．５１Ｃ。

地图５现在珍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德文郡（Ｂｏｉｅｓ　Ｐｅｎｒｏ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ｖｏｎ，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的收

藏馆中。从地图５看，越南北部海岸线是没有测绘过的。图中的南海，虽然没有文字，但其牛角图案清

晰，形状非常优美。于是，地 图５出 版 后，Ｐｒａｃｅｌ１图 案 很 快 成 为 主 流 图 形，替 代 了 地 亚 哥·利 伯 罗 的

Ｐｒａｃｅｌ０型。
由于Ｐｒａｃｅｌ１型地图非常 简 洁，没 有 文 字 说 明，所 以 很 难 确 定Ｐａｒａｃｅｌ１的 意 义。只 是 需 要 注 意 的

是，Ｐｒａｃｅｌ１图案的头部多有圆圈，证明这个岛屿是占婆———李山岛。据地图５，牛角状的南端延长到了

北纬１０°左右。
地图６的作者是加斯帕·维埃加斯（Ｇａｓｐａｒ　Ｖｉｅｇａｓ）。他在“牛角”图案上下端增加了两个岛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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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ｌｏ　ｃｉｃｉ（西塞尔岛）与Ｐｕｌｏ　Ｃｏｄｏｒ（昆仑岛）。其中的“Ｐｕｌｏ”是当地土著人语言，即岛屿。值得注意的

是，地图６中出现了海南岛。海南岛的东边有３个岛屿，并有岛屿名。从方位上判断，它们分别是文昌

七洲山，铜鼓山和独猪山。由于地图６是最早出现海南岛的西文地图，且绘有海南岛东部的３个重要岛

屿，所以，这张地图非常重要。

　地图７　１５４０年汉斯与施密特的地图里没有Ｐｒａｃｅｌ　　　　　 地图８　１５６０年第一次出现Ｉｌｈａｓ　ｄｏ　Ｐｒａｃｅｌｌ　　
资料来源：地图７来自莱比锡大学图书馆；地图８来自《杰出地图集》第一卷ｐｌ．９５Ｂ。

其他Ｐｒａｃｅｌ１型地图 还 可 见１５４１年 汉 斯（Ｗ．Ｈａｎｔｚｓｃｈ）与 施 密 特（Ｌ．Ｓｃｈｍｉｄｔ）合 作 绘 制 的《尼 古

拉·地士林世界平面图》（Ｎｉｃｏｌａｓ　Ｄｅｓｌｉｅｎｓ　ｐｌａｎｉｓｐｈｅｒｅ，１５４１）。① 我们从莱比锡大学图书馆中购买到了

本图的电子版。全书包含地图３张，其中第二张地图带有Ｐｒａｃｅｌ１型图案。详见地图７。韩振华先生也

引用了这幅地图。只是在“牛角”图案边上，没有找到韩文中所说的“Ｉ．ｄｅ　Ｐｒａｃｅｌ”。另外，在这张图中，
“牛角”顶部左端的岛屿，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占婆岛。

在这１２３幅地图中，现存１５６０年之前的Ｐｒａｃｅｌ１型地图还有以下８种：（１）如１５４３年纪尧姆·布鲁

斯康（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Ｂｒｏｕｓｃｏｎ）绘制的《世界地图：包括美洲与澳大利亚》（Ｗｏｒｌｄ　ｃｈａｒｔ，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Ａ－
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Ｔｅｒｒａ　Ｊａｖ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１５４３）。② 韩振华先生引用的是１５４５年地图，收录在《杰出地

图集》第一集ｐｌ．７９Ｂ，由于过于模糊，本文不予讨论。（２）１５４６年皮埃尔·德塞利耶（Ｐｉｅｒｒｅ　Ｄｅｓｃｅｌｉｅｒｓ）
绘制的《波特兰地图》（Ｐｏｒｔｕｌａｎ　ｄｅ　Ｐｉｅｒｒｅ　Ｄｅｓｃｅｌｉｅｒｓ，１５４６）。③ （３）１５４７年迪耶普学校（Ｄｉｅｐｐｅ　Ｓｃｈｏｏｌ）
绘制的《瓦拉尔德地图集》（Ｖａｌｌａｒｄ　Ａｔｌａｓ，１５４７）。④ （４）１５４７年《瓦拉尔德 地 图 集》，收 录 于《杰 出 地 图

集》第四卷ｐｌ．６２１ＡＢ，图案是典型的Ｐｒａｃｅｌ１，文字却无法辨认。由于该地图夹在第四卷中，韩振华先生

没有引用。（５）１５５０年皮埃尔·德塞利耶（Ｐｉｅｒｒｅ　Ｄｅｓｃｅｌｉｅｒｓ）的《世界地图》（Ｗｏｒｌｄ　Ｍａｐ，１５５０）⑤，“牛

角”图案是典型的Ｐｒａｃｅｌ１型，但图中没有韩振华先生所说的Ｐ．ｄｕ　Ｐｒａｃｅｌ。（６）１５５３年再版了皮埃尔·
德塞利耶（Ｐｉｅｒｒｅ　Ｄｅｓｃｅｌｉｅｒｓ）的《世 界 地 图》（Ｍａｐｐｅｍｏｎｄｅ－Ｐ．－Ｄｅｓｃｅｌｉｅｒｓ－１５５３）⑥。地 图 中 加 了 不 少 旗

·７·　第６期 许盘清，等：　中国人的航道：论南海“Ｐｒａｃｅｌ牛角”的性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Ｗ．Ｈａｎｔｚｓｃｈ　＆ Ｌ．Ｓｃｈｍｉｄｔ，Ｋ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　Ｄｅｎｋｍäｌｅｒ　ｚｕｒ　Ｅｎｔｄｅｃｋｕｎｇｓ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ｅｔ　ｖｏｎ　Ａｍｅｒｉｋａ，Ａｓｉｅｎ，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ｅｎ　ｕｎｄ　Ａｆｆｒｉｋａ［Ｍ］．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　ｚｕ　Ｄｒｅｓｄｅｎ，１９２３．

ｈｔｔｐ：／／ｃｏｍｍｏｎｓ．ｗｉｋｉｍ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Ｆｉｌｅ：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Ｂｒｏｕｓｃｏｎ．Ｗｏｒｌｄ＿ｃｈａｒｔ，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Ｔｅｒｒａ　Ｊａｖ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ＨＭ　４６．ＰＯＲＴＯＬＡＮ　ＡＴＬＡＳ　ａｎｄ　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ＡＬＭＡＮＡＣ．Ｆｒａｎｃｅ，１５４３．２０２２－１１－１６．

ｈｔｔｐｓ：／／ｆｒ．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Ｐｉｅｒｒｅ＿Ｄｅｓｃｅｌｉｅｒｓ，２０２２－１１－１６．
ｈｔｔｐ：／／ｃｏｍｍｏｎｓ．ｗｉｋｉｍ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Ｆｉｌｅ：Ｖａｌｌａｒｄ　Ａｔｌａｓ　ＨＭ２９ｆ．２　０００４１６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ｊｐｇ？ｕｓｅｌａｎｇ＝ｚｈ－ｃｎ，

２０２２－１１－１６．
ｈｔｔｐ：／／ｃｏｍｍｏｎｓ．ｗｉｋｉｍ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Ｆｉｌｅ：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Ｐｉｅｒｒｅ　Ｄｅｓｃｅｌｉｅｒｓ，１５５０－ＢＬ　Ａｄｄ　ＭＳ　２４０６５．ｊｐｇ

２０２２－１１－１６．
ｈｔｔｐ：／／ｖｏｕｓｖｏｙｅｚｌｅｔｏｐｏ．ｈｏｍｅ．ｂｌｏｇ．２０１３／０４／２０２２－１１－１６．



帜，说明 是 另 一 版，图 中 也 没 有 找 到 韩 振 华 先 生 所 说 的Ｐ．ｄｕ　Ｐｒａｃｅｌ。（７）１５５４年 罗 伯·霍 曼（ｌｏｐｏ
Ｈｏｍｅｎ）绘制的《世界地图》（ｍａｐａ　ｍｕｎｄｉ，１５５４）。① 在这幅地图中，原来的“牛角”被分成两块，第一块

是用三横四纵１２个小圆 点，外 加 一 框，下 面 仍 为 一“牛 角”。这 种 画 法 很 快 成 为 流 行 的Ｐｒａｃｅｌ图 案 之

一。《杰出地图集》第一卷ｐｌ．２７Ｂ也是这幅地图。（８）１５５６年卡提喀拉（Ｋａｔｔｉｇａｒａ）绘制《勒·泰斯图第

四次投影图》（Ｌｅ　Ｔｅｓｔｕ，１５５６－，４ｔ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② 这一幅地图上的Ｐｒａｃｅｌ２图形比较特殊，分成３块，用
点表示，最后一小段尖尖的尾巴没有了。

２．１５６０年出现Ｐｒａｃｅｌ名称

１５６０年出现了第一幅将“牛角”命名为Ｐｒａｃｅｌ的地图，《杰出地图集》第一卷ｐｌ．９５ｂ，详见地图８。这

幅地图说明过于简单，韩振华先生引用了该图，并作说明如下：其一，这幅地图的作者佚名；其二，一只脚

的形态分成二段，北段为北纬１７°～１６°，南段为北纬１６°～１０°，其文字为Ｉｌｈａｓ　ｄｏ　Ｐｒａｃｅｌｌ。“牛角”上方

的葡萄牙语“Ｉｌｈａｓ　ｄｏ　Ｐｒａｃｅｌｌ”是复数，指Ｐｒａｃｅｌｌ群岛。
至此，虽然可以确定将“牛角”图案命名为Ｐｒａｃｅｌ群岛，但仍然不知Ｉｌｈａｓ　ｄｏ　Ｐｒａｃｅｌｌ是指整个牛角

图案还是牛角图案上的第一个长方形，它由１２个圆点构成；从位置上判断，应该是占婆———李山群岛。
另外，地图８中还出现了海南岛ＡＩＮＡＯ，以及独猪洋Ｉ．Ｔｉｎｈｏｓａ和文昌七洲洋Ｐｕｌｏ　ｌｏｌｏ。

１５６０年代，类似的地图还有以下５幅：（１）１５６０年佚名绘制，出自《杰出地图集》第二卷ｐｌ．２３４。（２）

１５６１年地亚哥·霍曼（Ｄｉｅｇｏ　Ｈｏｍｅｍ）绘制的无名地图，出自《杰出地图集》第二卷ｐｌ．１２４Ａ。该图采用

的是３段图案，头部是 三 横 四 纵，１２个 圆 点，接 下 来 是 一 长 方 形，右 上 角 有 一 个 圆 点，下 面 是 长 尾“牛

角”。这二个图案是用“＋”和“×”填充。“牛角”的底端尖部为ｐｕｌｏ　ｃｃｃｉｍ，即１９世纪越南的西塞尔岛

一带。（３）１５６５年佚名绘制的无名地图，出自《杰出地图集》第二卷ｐｌ．１７７，地图下面无说明，其年代的

确定是依据韩振华先生的研究结果。③ “牛角”分为三段，韩文错为二段。第一段为长方形，它的左边是

标注了Ｉａ．ｄｏ　Ｐｒａｃｅｌ，韩文记为“无文字名称”。Ｉａ．ｄｏ　Ｐｒａｃｅｌ是单数，表示Ｐｒａｃｅｌ岛。（４）１５６６年 尼 古

拉·地 士 林（Ｎｉｃｏｌａｓ　Ｄｅｓｌｉｅｎｓ）绘 制 的《地 图》（Ｍａｐ，１５６６④）。“牛角”图案为Ｐｒａｃｅｌ１型，却没有文字

标注。（５）１５６８年地亚哥·霍曼（Ｄｉｅｇｏ　Ｈｏｍｅｍ）绘制的无名地图，出自《杰出地图集》第二卷ｐｌ．１３９Ａ。
“牛角”分为三段，韩文记为二段。第一段为长方形，左边是标注了Ｉａ．ｄｏ　Ｐｒａｃｅｌ。

总之，直到１５６０年才开始出现葡萄牙语Ｐｒａｃｅｌ，仅指“牛角”图案的头部。在全部１２３张地图中，有

２２张Ｐｒａｃｅｌ１型地图，约占总数的１８％。
四、Ｐｒａｃｅｌ２型中的“牛角”即航道

在叙述Ｐｒａｃｅｌ２型“牛角”图案的特征之后，再分别讨论４幅地图中对于“牛角”是中国人前往西南

洋的航线的四段说明。

１．Ｐｒａｃｅｌ２型地图的特点

Ｐｒａｃｅｌ２型的地图不多，其特点是其“牛角”比Ｐｒａｃｅｌ１要短得多。大致北起越南龙海群岛与甘比尔

岛之间，即北纬１１．４°，南至昆仑群岛，即北纬８．６°。显然，这类图案与位于１８．２°的西沙群岛毫无瓜葛。

１５４０年第一次出现的这一图案源自《杰出地图集》第一卷ｐｌ．７１Ｂ。作者佚名。地图中的Ｐｒａｃｅｌ仍

然是“牛角”形状。韩振华先生描述道：“一只脚形状，分成三段，北段在广东群岛之南，南段超过柬埔寨

角。”“广东群岛”是外罗山与李山岛的统称。经仔细辨认后，本图中的“牛角”是四段，北端远没有到李山

岛，详见地图９。另外，地图９中的越南南部海岸线呈规则矩形，很不准确。
类似的地图还有以下６幅：（１）１５４５年的佚名绘制的《波特兰地图》（Ｐｏｒｔｕｌａｎｓ，ｒｅｐｒｏｄ．ｐｈｏｔ．），源自

·８·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５４卷　
　

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ｃｏｍｍｏｎｓ．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Ｆｉｌｅ：１５５４ｌｏｐｏ　ｈｏｍｅｎ　ｍａｐａ　ｍｕｎｄｉ　０３ｊｐｇ，２０２２－１１－１６．
ｈｔｔｐ：／／ｃｏｍｍｏｎｓ．ｗｉｋｉｍ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Ｆｉｌｅ：Ｌｅ　Ｔｅｓｔｕ　１５５６　４ｔ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ｊｐｇ，２０２２－１１－１６．
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２０８．
ｈｔｔｐ：／／ｄａｂｒｏｗｎｓｔｅｉｎ．ｆｉｌｅｓ．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２０１３／０５／ｎｉｃｏｌａｓ　ｄｅｓｌｉｅｎｓ－ｗｏｒｌｄ－ｍａｐ－１５６６－ｗｉｔｈ－ｊａｖａ１．ｊｐｇ，２０２２－１１－

１６．



《杰出地图集》第一卷ｐｌ．７９Ｂ。（２）１５６５年再版１５６１年弗拉尼和加斯塔尔迪（Ｆｏｒｌａｎｉ　＆ Ｇａｓｔａｌｄｉ）绘制

的《亚洲地图》》（Ａｓｉａ）。① （３）１５７８年杰拉尔德·德·鸠德（Ｇｅｒａｒｄ　Ｄｅ　Ｊｏｄｅ）出版的《亚洲第三部分地

图：现代东印度准确地图》（Ｔｅｒｔｉａｅ　Ｐａｒｔｉｓ　Ａｓｉａｅ　ｑｕａ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　Ｉｎｄ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ｄｉｃｉｔｕｒ　ａｃｕｒａｔａ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ｉｏ
Ａｕｔｏｒｅ　Ｉａｃｏｂｏ　Ｃａｓｔａｌｄｏ　Ｐｅｄｅｍｏｎｔａｎｏ）。② （４）１５８０年加斯塔尔迪（Ｇｉａｃｏｍｏ　Ｇａｓｔａｌｄｉ）绘 制 的《带 有 衬

板 的东南亚地图》（Ｉｌ　Ｄｉｓｅｇｎｏ　Ｄｅｌｌａ　Ｔｅｒｚａ　Ｐａｒｔｅ　Ｄｅｌｌ’Ａｓｉａ［Ｇａｓｔａｌｄｉ’ｓ　Ｗａｌｌ　Ｍａｐ　ｏｆ　ＳＥ　Ａｓｉａ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ｒａ
ｐａｎｅｌｓ！］）。③ （５）１５８８年乔瓦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奥（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Ｂａｔｔｉｓｔａ　Ｒａｍｕｓｉｏ）和贾科莫·加斯

塔尔迪（Ｇｉａｃｏｍｏ　Ｇａｓｔａｌｄｉ）绘 制 的《第 三 图〈东 亚 及 东 南 亚〉》（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ｍａｐ［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１５８８）。④ （６）１５９０ 年 丹 尼 尔 · 科 勒（Ｄａｎｉｅｌ　Ｋｅｌｌｅｒ）出 版 的《新 版 亚 洲 地 图》（Ａｓｉａｅｎｏｖ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Ａｎｔｗｅｒｐｅｎ，１５９０．Ｌ）。⑤这些地图中的“牛角”图案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２．关于“牛角”是中国人航道的四幅地图

１５５４年乔·巴·拉穆西奥（Ｇ．Ｂ．Ｒａｍｕｓｉｏ）绘制的《中国、东南亚、菲律宾等》第三版（《东南亚地图》，
（Ｃｈｉｎａ，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ｅｔｃ．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Ｇ．Ｂ．Ｒａｍｕｓｉｏ，１５５４）⑥是典型的Ｐｒａｃｅｌ２型。该

图的变形非常严重，投影套叠非常困难。幸好地图中有纬度线，因此我们选择昆仑岛及越南最南端为基

准点（见红色箭头），北边以 三 亚 市 的 最 南 端（北 纬１６°，见 红 色 箭 头）为 北 部 基 准 点。由 于 该 图 没 有 经

度，又“牛角”图案在南部，故以越南南部为古今地图投影套叠之基准线。

　　地图９　１５４０年第一次出现的Ｐｒａｃｅｌ２型图案　　　　　地图１０　套叠后１５５４年《东南亚地图》中的牛角

经过投影套叠后，我们标注了几个重要地名。红色地名为今地名，不一定与今地名对应，如当年的

柬埔寨现在已经为越南占领。套叠后的地图详见地图１０。
地图１０中的粉红字为当时地名的译名：顶部是“中国”，往下是“交趾支那”，即当时的占婆，再往下

是当时的“柬埔寨”，实际名称是水真腊，时属柬埔寨。“牛角”图案的地理位置大致北起越南龙海群岛与

甘比尔岛之间，即北纬１１．４°，南至昆仑洋群岛（８．６°）。“牛角”图案成了三角形，旁边有３行文字说明：

·９·　第６期 许盘清，等：　中国人的航道：论南海“Ｐｒａｃｅｌ牛角”的性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ｕａｒｅｚ．Ｅａｒｌｙ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Ｍ］．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Ｐｅｒｉｐｌｕ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９：１３６～１３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ａｒｅｍａｐｓ．ｃｏｍ／ｇａｌｌｅｒｙ／ｄｅｔａｉｌ／３６１４１／Ｔｅｒｔｉａｅ　Ｐａｒｔｉｓ　Ａｓｉａｅ　ｑｕａ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　Ｉｎｄ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ｄｉｃｉｔｕｒ　ａｃｕ－

ｒａｔａ／Ｄｅ％２０Ｊｏｄｅ．ｈｔｍｌ，２０２２－０４－２１．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ａｒｅｍａｐｓ．ｃｏｍ／ｇａｌｌｅｒｙ／ｄｅｔａｉｌ／３０５５４ｈｂｐ／Ｉｌ＿Ｄｉｓｅｇｎｏ　Ｄｅｌｌａ　Ｔｅｒｚａ　Ｐａｒｔｅ　Ｄｅｌｌ　Ａｓｉａ　Ｇａｓｔａｌｄｉｓ　Ｗａｌｌ

Ｍａｐ　ｏｆ　ＳＥ　Ａｓｉａ／Ｇａｓｔａｌｄｉ．ｈｔｍｌ，２０２２－０４－２１．
Ｍｉｎ－ｍｉｎ　Ｃｈ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ａｐ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５５Ｍａｐ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ｔｓ）［Ｍ］．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０３：４３．
ｈｔｔｐ：／／ｃｏｍｍｏｎｓ．ｗｉｋｉｍ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Ｆｉｌｅ：Ｄａｎｉｅｌ　Ｋｅｌｌｅｒ．Ａｓｉａｅ　ｎｏｖ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Ａｎｔｗｅｒｐｅｎ，１５９０）．Ｒ．ｊｐｇ，２０２２－

０４－２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ｔｔｉｓ．ｃｏｍ．ｈｋ／ｇａｌｌｅｒｙ／ｍａｐｓ／２０／３１９７／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ｔｅｒｚａ－ｏｓｔｒｏ－ｔａｖｏｌａ．ｈｔｍｌ，２０２２－０４－２１．



Ｃａｎａｌｉ　ｄｏｎｄｅ　Ｖｅｎｇｏｎｏｇｈ　ｌｉｑｕｙ。《东南亚地图》一书对于这一“说明”又有以下说明：
拉穆西奥（Ｒａｍｕｓｉｏ）地图手写的另一群岛是Ｐａｒａｃｅｌｓ，这是一沙洲，旁有意大利语说明：Ｃａｎａｌｉ

ｄｏｎｄｅ　Ｖｅｎｇｏｎｏ　ｇｌｉｌｉｑｕｉｌ（琉球人从这一航道出入）。在１５６１年，加斯塔尔迪（Ｇｉａｃｏｍｏ　Ｇａｓｔａｌｄｉ）对

这一文字做了更好 的 解 释，他 把 这 一 群 岛 认 定 为：中 国 人 从 这 一 航 道 去 巴 拉 望 和 婆 罗 洲（Ｃａｎａｌｉ
ｄｏｖｅ　ｐａｓｓａｐｏ　ｉ　ｃｈｉｎｉ　ｐｅｒ　ａｎｄａｒｅ　ａ　ｐａｌｏｈａｎ　ｅｔ　ａ　ｂｏｒｕ）。

《东南亚早期地图集》的作者将此句译成了英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ｓｓ　ｅｎ　ｒｏｕｔｅ　ｔｏ　Ｐａｌａｗａｎ　ａｎｄ　Ｂｏｒｎｅｏ．①

这一“说明”不仅与上文所引“环球地图航海说明”的基本精神相同，而且补充了这是中国人前往西

南洋的航道这一重要内容。当然，尽管地图４中“牛角”位置要比地图１０更靠北，但这两段均属一条航

道的两个部分，性质是一样的。我们将该图简化后的清绘模型，作为Ｐｒａｃｅｌ２的标准模型，见图１。
事实上，地图４与地图１０对于这一航道的描述，完全符合当时我国所有针路簿的记载。也就是说，

“牛角”图案实际上是一条中国人通往西南洋的航道，这条航道也可以称为“西沙七洲洋航道”，以昆仑洋

为其终点。

１５６１年贾科莫·加 斯 塔 尔 迪（Ｇｉａｃｏｍｏ　Ｇａｓｔａｌｄｉ）绘 制 的《亚 洲 第 三 部 分 地 图》（Ｉｌ　Ｄｉｓｅｇｎｏ　Ｄｅｌｌａ
Ｔｅｒｚａ　Ｐａｒｔｅ　Ｄｅｌｌ’Ａｓｉａ，１５６１）②，原文说明这张地图是１５５９年至１５６１年加斯塔尔迪制作的３张亚洲地

图的最后一张。图中增加了许 多 重 要 的 地 理 信 息，与 本 文 有 关 的 就 是“牛 角”下 面 的 意 大 利 文：Ｃａｎａｌｉ
ｄｏｖｅ　ｐａｓｓａｎｏ　ｉ　ｃｈｉｎｉ　ｐｅｒ　ａｎｄａｒ　ａ　ｐａｌｏｈａｎ　ｅｔ　ａ　ｂｏｒｎ，即“中国人通过此航道到达巴拉望和孛泥国”。详见

地图１１。

１５９３年杰拉尔德（Ｇｅｒａｒｄ　Ｄｅ　Ｊｏｄｅ）出版了《亚洲第三部分地图，即现代东印度》（Ｔｅｒｔｉａｅ　ｐａｒｔｉｓ　Ａｓｉａｅ
ｑｕａ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　Ｉｎｄ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ｄｉｃｉｔｕｒ　ａｃｕｒａｔａ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ｉｏ［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１５９３）。③ 图中牛角旁有意大利文的说

明：Ｃａｎａｌｉ　ｄｏｎｄｅ　Ｖｅｎｇｏｎｏｇｈ　ｌｉｑｕｙ，意即“琉球人从这一航道出入”。“牛角”是航道而非礁石。

地图１１　１５６１年贾科莫·加斯塔尔迪《亚洲第三部分地图》

１５７０年杰罗姆·奥吉阿拓（Ｇｉｒｏｌａｍｏ　Ｏｌｇｉａｔｏ）绘制的《东南亚地图》（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１５７０），④其牛

角图案为Ｐｒａｃｅｌ３型，说明文字为：Ｃａｎａｌｉ　ｄｏｖｅ　ｐａｓｓａｎｏ　ｉ　ｃｈｉｎｉ　ｐｅｒ　ａｎｄａｒ　ａ　ｐａｌｏｈａｎ　ｅｔ　ａ　ｂｏｒｎ，意为“中国

人通过此航道到达巴拉望和孛泥国”。

·０１·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５４卷　
　

①

②

③

④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ｕａｒｅｚ．Ｅａｒｌｙ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Ｍ］．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Ｐｅｒｉｐｌｕ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９：

１４７．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ａｒｅｍａｐｓ．ｃｏｍ／ｇａｌｌｅｒｙ／ｄｅｔａｉｌ／５５８７９／ｉｌ－ｄｉｓｅｇｎｏ－ｄｅｌｌａ－ｔｅｒｚａ－ｐａｒｔｅ－ｄｅｌｌ－ａｓｉａ－ｇａｓｔａｌｄｉ，２０２２－１１－１６．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ａｒｅｍａｐｓ．ｃｏｍ／ｇａｌｌｅｒｙ／ｄｅｔａｉｌ／６２４１３／ｔｅｒｔｉａｅ－ｐａｒｔｉｓ－ａｓｉａｅ－ｑｕａ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ｉｎｄｉ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ｄｉｃｉｔｕｒ－ｄｅ－ｊｏｄｅ，

２０２２－１１－１６．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ｕａｒｅｚ，Ｅａｒｌｙ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Ｍ］．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Ｐｅｒｉｐｌｕ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９：

１３６．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Ｐｒａｃｅｌ２型“牛角”图案主要指的是中国人通过此航道到达西南洋之航线。在全

部１２３张地图中，Ｐｒａｃｅｌ２型牛角图案有１７张，占１４％。
五、Ｐｒａｃｅｌ３型及其他

本文选用的１２３张地图中有４１张是Ｐｒａｃｅｌ３型，占３３％。如果包括１９张变形的Ｐｒａｃｅｌ３，则接近一

半。如果去掉２１张没有任何图案的古地图，在带Ｐｒａｃｅｌ牛角图案的１０２幅地图中，大约６０％属于Ｐｒａ－
ｃｅｌ３型。其实，从１６４０年后，Ｐｒａｃｅｌ３成为主流，最后几乎替代了其他所有图案。正因为Ｐｒａｃｅｌ３型数量

众多，所以，其分型也较其他类型显得更为复杂。

１．Ｐｒａｃｅｌ３的主要特征

１５６３年拉萨罗·路易斯（Ｌａｚａｒｏ　Ｌｕｉｓ）绘制的《十张地图集》（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Ｓｈｅｅｔｓ，１５６３）中的第６幅地

图（ｆｏｌ．６ｒ．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Ｔｅｎ　Ｓｈｅｅｔｓ，１５６３）出自《杰出地图集》第二卷Ｐｌ．２１７。牛角图案的右上角标注了“Ｉ．
ｄｏ　Ｐｒａｃｅｌ”，图案非常规则，整个Ｐｒａｃｅｌ形成一个直角斜边梯形，图案中用点和“＋”填充，边界用致密的

点围成，梯形的尖角下面有三个椭圆，而后又加一条线，带一个点。这说明，航海家已经知道了从小昆仑

岛到甘比尔岛之间是有群岛的，只是岛礁的数量很少。详见地图１２。
地图１２的底层是现代地图。细读则可以发现，较之以前的各型，“牛角”的面积大大缩小了，梯形顶

点（南边）是越南的芽庄（Ｎｈａ　Ｔｒａｎｇ）北边，北纬１２．６°；梯形底部到达北纬１６．１°岘港（Ｄａ　Ｎａｎｇ）东边的

洋面上。从越南南部的海岸线与今天海岸线的吻合程度看，这一时期，人们有可能对越南南部海域作了

测量，由于没有发现该区域中存在危险的礁石区域，所以用单线条表示，而往北还没有测量，则依旧保持

“牛角”图案。图１２中的Ｉ．ｄｏ　Ｐｒａｃｅｌ是采用４５°的斜角书写的，表示该名称是岛屿名，是对代表岛的圆

圈的命名。
总之，Ｐｒａｃｅ３型主流图案是用点和“＋”字或“×”以后也用点，绘制而成一个直角斜边梯形，下面有

数个小岛屿，大多 是３个，再 用 一 条 圆 弧 连 接 几 个 圆。这 一 图 案 以 后 被 法 国 人 称 之 为“蝎 子 的 尾 巴

ｑｕｅｕｅ　ｄｕ　Ｓｃｏｒｐｉｏｎ”。① 与Ｐｒａｃｅｌ２相比，其“牛角”图案要小得多。我们将地图１２简化后的清绘模型，
作为Ｐｒａｃｅｌ３的标准模型。

这一模型代表的地图有许多，兹不一一列举。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１５９３年杰拉尔德·德·久德

（Ｇｅｒａｒｄ　ｄｅ　Ｊｏｄｅ）绘 制 的《世 界 地 图 册 之 亚 洲 地 图》（Ｇｅｒａｒｄ－ｄｅ－Ｊｏｄｅ－Ａｓｉａ－Ｐａｒｔｕｍ－Ｏｒｂｉｓ－Ｍａｘｉｍａ，

１５９３）②中，第一次在“牛角”图案的左上角画了５个圆点，并标注Ｐｒａｃｅｌ的头部（Ｔｅｔｅ　Ｐｒａｃｅｌ），Ｐｒａｃｅｌ标

识于梯形中间。详见地图１３。

地图１２　拉萨罗·路易斯《地图集中的第十张地图》　　　　　地图１３　德·久德《世界地图册之亚洲地图》

·１１·　第６期 许盘清，等：　中国人的航道：论南海“Ｐｒａｃｅｌ牛角”的性质
　

①

②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ａｖｉｄｒｕｍｓｅｙ．ｃｏｍ／ｌｕｎａ／ｓｅｒｖｌｅｔ／ｄｅｔａｉｌ／ＲＵＭＳＥＹ～８～１～３９８２～４９００６１：Ｉｎｄｅ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ｓ－？ｓｏｒｔ
＝Ｐｕｂ＿Ｌｉｓｔ＿Ｎｏ＿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ｏｒｔ％２ＣＰｕｂ＿Ｄａｔｅ％２ＣＰｕｂ＿Ｌｉｓｔ＿Ｎｏ％２Ｃ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ｑｖｑ＝ｑ：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ｏｒｔ：Ｐｕｂ＿Ｌｉｓｔ＿Ｎｏ＿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ｏｒｔ％２ＣＰｕｂ＿Ｄａｔｅ％２ＣＰｕｂ＿Ｌｉｓｔ＿Ｎｏ％２Ｃ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ｌｃ：ＲＵＭＳＥＹ～８～１＆ｍｉ＝１７１＆ｔｒｓ＝２４７，２０２２－１１－１６．

ｈｔｔｐ：／／ｃｏｍｍｏｎｓ．ｗｉｋｉｍ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Ｆｉｌｅ：Ｇｅｒａｒｄ－ｄｅ－Ｊｏｄｅ－Ａｓｉａ－Ｐａｒｔｕｍ－Ｏｒｂｉｓ－Ｍａｘｉｍａ－１５９３．ｊｐｇ，２０２２－１１－１６．



２．其他Ｐｒａｃｅｌ－组合

Ｐｒａｃｅｌ－Ｓｉｒｓｉｒ型。早期的Ｐｒａｃｅｌ型图案还存在一些小的形态，如牛角图案上不标注Ｐｒａｃｅｌ，仅有图

案，但牛角尖处标注了Ｐｕｌｏ　Ｓｉｒｓｉｒ；也有在图案的上面标注Ｓｉｒｓｉｒ的。这类地图一共只有５幅，我们将其

划分为Ｐｒａｃｅｌ－Ｓｉｒｓｉｒ。

１５７８年 墨 卡 托（Ｍｅｒｃａｔｏｒ）父 子 所 绘《简 明 世 界 大 地 图》（Ｏｒｂｉｓ　ｔｅｒｒａｅ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ｏｓ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ｑｕａｍ　ｅｘ　ｍａｇｎａ，１５７８）①的特点是，直角图案是很短的一段，全部用点表示。Ｓｉｒｓｉｒ标注在牛角图案的下

面，少量标注在牛角图案的中间或顶部。详见图１４，余不讨论。

Ｐｒａｃｅｌ－Ｂａ型。１５６９年墨卡托（Ｍｅｒｃａｔｏｒ）绘制《多张拼接地图》（Ｗｏｒｌｄ　Ｍａ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１５６９），②牛

角图案是从今天越南的老虎岛南边的Ｐｕｌｏ　Ｉ：Ｐｏｌｅ延伸到越南富贵岛北边的Ｐｕｌｏ　Ｓｉｒｓｉｒ。其牛角的说

明为“Ｂａｘｉｅｓ　ｄｅ　Ｃｈａｐａｒ”，所以将这一组地图命名为Ｐｒａｃｅｌ－Ｂａ型。详见地图１５．

地图１４　１５８７年的《简明世界大地图》　　　　　　　　地图１５　１５６９墨卡托《多张拼接地图》

Ｂａｘｉｅｓ　ｄｅ　Ｃｈａｐａｒ是西班牙语。Ｃｈａｐａａ或Ｃｈａｐａｒ当为“占婆”，相当于今天越南中部与南部地区；

Ｂａｘｉｅｓ是浅滩，Ｂａｘｉｅｓ　ｄｅ　Ｃｈａｐａｒ应该是“占婆的浅滩”。从牛角图案的位置判断，其位于占婆国的海面

上。韩振华先生认为：西 班 牙 语 的“Ｂａｘｉｅｓ　ｄｅ　Ｃｈａｐａｒ”的 译 文 是：“永 兴 岛（林 岛 Ｗｏｏｄｙ　Ｉ．）属 于 中 国

的。”③这一译文是不对的。另外，采用Ｐｒａｃｅｌ３－Ｂａ的地图还有两种，主要出现在１７世纪，兹不展开。

总之，尽管我们还不能说Ｐｒａｃｅｌ牛角的４个模型包括了所有，却可以说包括了绝大多数。对于不

包括在这４个模型中的例外，除了采用以上两例Ｐｒａｃｅｌ－之外，还可能出现一些处于两类模型之间的“牛

角”。对于这些图案，可以采用更为弹性的分类方法，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例如，１５９４年派特鲁斯·
普兰修斯（Ｐｅｔｒｕｓ　Ｐｌａｎｃｉｕｓ）绘制《印度地图》（Ｉｎｄｉｅｓ　Ｐｅｔｒｕｓ－Ｐｌａｎｃｉｕｓ　１５９４）④，图中的“牛角”图案与图８
相似，属于典型的Ｐｒａｃｅｌ１型；然而，其牛角的右边中间标注了Ｐｒａｃｅｌ，牛角的上方又标注了Ｄｏａ　Ｔａｖａ－
ｑｕｅｒｏ，就属于Ｐｒａｃｅｌ１型的变体。Ｄｏａ　Ｔａｖａｑｕｅｒｏ是西班牙语，意为“鼓手”，海浪拍击礁石，声音很大，

像鼓手在敲鼓。这应该是从《环球地图》中的ｙａｓ　ｄｅｌ　ａｔａｂａｌｅｒｏ演变过来的，与Ｐｒａｃｅｌ０型相通。
六、Ｉ．Ｐｒａｃｅ是南沙群岛岛礁区

上文所述４种“牛角”图案主要与越南海岸有关，即与越南近岸中国人去西南洋的航线有关。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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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有一条途经南沙群岛岛礁区域航线值得讨论。

１５７０年亚伯拉罕·奥特柳斯（Ａｂｒａｈａｍ　Ｏｒｔｅｌｉｕｓ）所绘《奥特柳斯之新版亚洲地图（第一版）》（Ｏｒｔｅ－
ｌｉｕｓ　Ｍａｐ　ｏｆ　Ａｓｉａ（ｆｉｒ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ｕｓ－ＡｓｉａｅＮｏｖａ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　Ｏｒｔｅｌｉｕｓ，１５７０）创 造 了 一 种 新 的

Ｐｒａｃｅｌ图案：用 六 七 个 圆 表 示 群 岛，在 群 岛 下 面 命 名 为Ｉ．Ｐｒａｃｅｌ。Ｉ为 英 文 岛 屿Ｉｓｌａｎｄ的 缩 写。详 见

图１６。

地图１６　１５７０年绘制的Ｉ．Ｐｒａｃｅｌ

图１６中标注了多个大地名，如ＣＨＩＮＡ（中国）、ＧＡＶＣＩＮＣＨＩＮＡ（交趾支那）、ＣＡＭＰＡＡ（占婆，为

占婆补罗之省译，即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ＣＯＭＢＯＩＡ（柬埔寨，当时的柬埔寨分为真腊和水真腊，今

天的越南南部）、Ｐａｌｏ　ｈａｍ巴拉望（巴拉是Ｐｕｌｏ的对音，直译为望群岛）和Ｂｏｒｎｅｏ（婆罗洲），利用这些地

名完全能确定Ｉ．Ｐｒａｃｅｌ的洋面，即今天南沙群岛有岛礁的洋面。

地图１６是一幅写意地图，南海海域被明显压窄，巴拉望岛被明显夸大。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够采

用投影套叠的方法，进行古今地图的对照。不过，从这一组圆圈的纬度，以及与Ｐａｌｏ　ｈａｍ（巴拉望群岛）

和ＢＯＲＮＥＯ（婆罗洲）的位置关系看，它们一定是南沙群岛之岛礁，也就是中文的“石塘”。更重要的，Ｉ．
Ｐｒａｃｅｌ洋面还是１７世纪以前西方人常用的一条航线。

Ｉ．Ｐｒａｃｅｌ型的地图还有７种，其中有５种是奥特柳斯《新版亚洲地图》的再版。如１５７０年奥特柳斯

《新版亚洲地图》（Ａｓｉａｅ　Ｎｏｖ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　Ｇ７４００　１５７９．Ｏ７）①、１５７２年《奥特柳斯之新版亚 洲 地 图》德 文

版，１５７９年、１５８１年、１６０１年奥特里斯的《亚洲新图》（Ａｓｉａｅ　ｎｏｖ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其中Ｉ．Ｐｒａｃｅ都没有变化。

此外，１５７４年贾 科 莫·加 斯 塔 尔 迪（Ｇｉａｃｏｍｏ　Ｇａｓｔａｌｄｉ）出 版《新 亚 洲 地 图》（Ａｓｉａｅ　Ｎｏｖ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

１５７４），②大 约 于１６００年 阿 尔 诺 迪（Ａｒｎｏｌｄｏ　ｄｉ　Ａｒｎｏｌｄｉ）在 意 大 利 锡 耶 纳 出 版《亚 洲 地 图》（Ｍａｔｈｅｊ
Ｆｌｏｒｉｍｊ　ｆｏｒ．Ｓｅｎｉｓ，１６００）③。这两张地图中的Ｉ．Ｐｒａｃｅｌ也都是南沙岛礁区。

七、讨　论

本文以１５２７～１６００年 包 括 南 海 且 有 确 切 年 份 的１２３幅 西 文 古 地 图 为 研 究 对 象，主 要 采 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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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关系———模型”分析法，建立了１６世纪从Ｐｒａｃｅｌ０至Ｐｒａｃｅｌ３的４个有关越南东海岸的“牛角”图

案模型，并讨论一个与“牛角”无关，却是南沙群岛岛礁区的Ｉ．Ｐｒａｃｅｌ模型，从而揭示了西方地图学界对

于中国南海及越南东部沿海岛礁与航线认识的形成与演变。

概括地说，早在１５２９年，地亚哥·利伯罗（Ｄｉｅｇｏ　Ｒｉｂｅｒｏ）不仅将越南的占婆岛———李山岛或破浪礁

命名为“鼓手岛”，而且创造出一个特殊的“牛角”图案，对航海人进行风险提示。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

１６世纪末。不过，在１６世纪下半叶，也有一批地图学家并不了解南海Ｐｒａｃｅｌ。地亚哥·利伯罗创造的

知识体系，并没有完全被后来所有的地图学家所继承。以亚伯拉罕·奥特柳斯（ＡｂｒａｈａｍＯｒｔｅｌｉｕｓ）为

例，在他所绘２２张地图中，有７张以Ｉ．Ｐｒａｃｅｌ表示南沙岛礁洋面，４张表示越南东部沿海的群岛，是Ｐｒａ－
ｃｅｌ３型，还有１０张根本没画Ｐｒａｃｅｌ，即南海中什么岛礁也没有。

直到１５６０年，佚名地理学家用Ｐｒａｃｅｌ取代了原来的ｙａｓ　ｄｅｌ　ａｔａｂａｌｅｒｏ（鼓手），并形成以后时间长达

两个半世纪的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牛角”图案的解释，却产生了变异，演变为暗礁、浅滩密布的迷

宫，直到１８２７年，法国地理学家马尔特－布伦（Ｍａｌｔｅ－Ｂｒｕｎ）说：

普拉塞尔或帕拉塞尔，是一个由岛状礁石、浅滩组成的迷宫，按照最可靠的海图记载，它平行于

交趾支那海岸，在北纬１０°４５′和１６°３０′之间展开，平均经度为东经１０９°。一些法国航海家越过了其

中一部分，却没有遇见任何岩石或浅滩，就此，我们应该断定，现实中的这个群岛的范围并不如我们

的地图中那么辽阔。①

马尔特－布伦的这段话以及他所绘制的相关地图，使得被一直错误解读的“牛 角”图 案 回 到 了 地 亚

哥·利伯罗的知识体系。正如上文所言，在地亚哥·利伯罗之后的１６世纪下半叶，乔·巴·拉穆西奥

（Ｇ．Ｂ．Ｒａｍｕｓｉｏ）、贾科莫·加斯塔尔迪（Ｇｉａｃｏｍｏ　Ｇａｓｔａｌｄｉ）、杰拉尔德·德·久德（Ｇｅｒａｒｄ　ｄｅ　Ｊｏｄｅ）、杰

罗拉姆·奥吉阿拓（Ｇｉｒｏｌａｍｏ　Ｏｌｇｉａｔｏ）等，在他们的Ｐｒａｃｅｌ２型牛角图案旁，不仅正确地指出牛角是航

线，而且还是“中国人经此航道去巴拉望和婆罗洲”的航线。西文古地图中的Ｐｒａｃｅｌ牛角之谜，至此大

白于天下。

至少从宋代就存在的中国人前往南洋的这条航线，我们通常称为内沟航线，欧洲航海家们习惯的是

外沟航线。这幅地图是由美国纽约州霍夫斯特拉大学，全球研究与地理系让－保罗·罗德里格博士（Ｄｒ．
Ｊｅａｎ－Ｐａｕｌ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Ｄｅｐｔ．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ｏｆｓｔｒ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专门为《荷兰东印度公

司：荷兰贸易黄金时期》（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ｇｅ）绘制的。图

中顶部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徽标 ，总部在巴达维亚，今天的印尼首都雅加达。该图展示的是巴达维

亚到世界各地的来回航线，以及贸易的主要材料。从巴达维亚穿过中国南海，即从巴达维亚出发，经印

尼纳土纳群岛的东边，在南沙岛礁区的西边航行，至南沙与中沙的广阔海面分开，形成３条航线。第一

条航线穿越中沙群岛，即中国人命名的红毛浅，直抵澳门，此为外沟航线。第二条航线直达大员（今天的

台湾省台南市）。第三条从台湾岛东边经过，到达日本长崎；台湾与大陆之间是澎湖列岛，水太浅，不利

航行。②

韩振华先生曾提及：“八只船所组成的葡萄牙船队，其中有四只船是中国帆船，但全部船只，都配备

有中国人充当舵师。”③也就是说，即使是中国人不常行走的外沟航线，也是中国人常用的航线。比较而

言，下南洋的中国商人更习惯走内沟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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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１６世纪欧洲地图学家们的航线标识“中国人从这一航道

去巴拉望和婆罗洲”所隐含的意义。结合我们关于南海航线中的方向、里程、速度、地名、海域等一系列

研究，就可以说，南海既是中国的领海，也是国际航线。历史时期，南海的两种性质同时存在。

这是因为，历史时期中国与越南、菲律宾两国政权之间的分分合合，藩属关系的若即若离，都不涉及

海洋权益的变化。中国人对于南海的认知、利用与管理，是关于南海主权最有力的依据。而从１６世纪

甚至更早时代开始的欧洲人对于日本、菲律宾等国的贸易，走的就是南海航线。这说明，自古以来，南海

就是一条国际航线。正如西南洋既是东南亚诸多周边国家的领海，同时也是国际航线一样，领海与国际

航线，这两个概念可以同时共存，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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