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及日本地圖屏風 

 

概要 

這兩幅八折屏風繪有世界地圖和日本地圖，堪稱是江戶時代（1603-1867）前的珍品，

目前展出的是複製品。原本的世界地圖採用了橢圓形繪圖法，這種畫法被認為是日本最古

老的地圖繪製方式，至今僅有東京·小林家本、福井·淨得寺本及本圖三例流傳於世，皆被

列為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產。從地圖中可以看出，當時正處於地理知識飛速普及的時代，

人們對朝鮮半島、中國東北部、西歐和新世界等地區均有所瞭解。這兩幅折疊屏風曾在小

濱一個富商家中珍藏數代，由此可見小濱作為港口城鎮在日本與外界連接中所扮演的角色。

屏風原件現收藏於博物館庫房中。 

 

瞭解更多 

16世紀末的珍貴地圖 

日本在江戶時代出現了許多地圖製品，但這兩幅裝飾性折疊屏風上繪製的地圖年代更

為久遠，或許可以上溯到 16 世紀末。兩幅屏風中，一幅描繪的是日本列島，另一幅則是

根據西班牙或葡萄牙水手所用地圖繪製的世界地圖。每幅屏風寬約 3.8公尺，高約 1.2公

尺。透過地圖上的地域邊界、顏色和標注符號，，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繪圖者對於日本及世

界地域疆界情況的認識。 

 



兩幅折疊屏風的歷史 

此折疊屏風很可能繪製於京都，主人應該是一位「大名」（大領主），且與 16 世紀末

期日本的實際統治者豐臣秀吉（1537-1598）關係密切。後來，這兩幅屏風被帶到小濱，

被成功經營海運的富商川村家收藏並流傳數代。一個港口城鎮的商人家庭能擁有如此傑出

的藝術珍品，這正表明了小濱繁榮的商貿活動為部分商業經營者帶來了巨大的財富。 

 

展品介紹 

在這幅繪有日本地圖的折疊屏風上，整個國家被藍色的海洋和以金箔貼就的雲朵環繞，。

圖上準確繪出了九州、四國、本州西南部的關西地區與中國地方（本州西部地區名，包括

鳥取、島根、岡山、廣島、山口五縣）的海岸線。相比之下，東北地區和更遠的北海道等

日本東北部的海岸線就沒有那麼精准了。 

另一幅屏風上繪有橢圓形的世界地圖。中央的橫帶代表赤道，每隔 10 度以紅色標記

標出經度。當時的製圖師用不同的顏色標記不同地區。和日本地圖類似，這幅地圖上的很

多區域已經繪製得與現代地圖十分接近，但仍有部分區域不太精准，顯示出當時人們對於

各大陸的認識和文獻記載水準的參差。地圖周圍的屏風表面覆蓋著金箔，與深藍色的海洋

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