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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随处可见，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于学生来说，除了出行外，接

触地图机会最多的莫过于地理课的学习了。最初学习地理时，我对地理并不感冒，

甚至有些害怕，深奥难懂，特别是一张张不同主题又信息量巨大的地图，更是常

常困得我找不着北！直到有一天，听见一个同学说，班里的地理课代表能够对着

美国的州地图指出上面的 NBA 球队，听到这件事后，我震惊了，没想到，让我

头疼不已的地图原来还能这么用，地理原来可以这么学。转变了态度之后，我迷

上了地理课，原来一张张地图后面还有这么多有趣的信息！ 

初二的地理教材是对各大洲一些典型的国家和地区的介绍，这时，老师们总

会列出它们的一些我们所学的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性信息，例如一些排名，以加深

我们的印象和对他们的理解，这果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例如，讲到北美洲时，

会说到格陵兰岛是世界上第一大岛，美国和加拿大交界的五大湖是世界上最大的

淡水湖区；讲到东南亚时，会告诉我们新几内亚岛，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分

别是世界上第二，第三，第六大岛。讲到非洲时会介绍其东部的马达加斯加岛是

世界上第四大岛。当我将前后学到的知识串联起来时就发现世界第五大岛从来没

被老师提及过，而且我咨询了老师，得到的答案是不知道，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于是我翻起了课本的世界地图，但是我看到的却是课本的世界地图里，地图上两

极被极其扭曲地放大了，两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格陵兰岛看起来居然比美国还大，

而轮廓与澳大利亚大陆相似的南极洲被拉成了长条状，我当时觉得课本上的地图

是不准确的，想在那上面通过比较大小找出这个岛屿是不现实的。而当时由于没

有手机，电脑等工具上网查询，而且学习比较紧张，这个疑问只能就此作罢。 

直到上了大学后，有机会更多的接触网络，我才查到世界第五大岛就是加拿

大的巴芬岛，而今年，通过这学期报的趣说地图选修课的学习，我终于知道原来

当时课本上的地图并没有错，之所以会出现变形，是因为使用了地图投影法，由

于地球是一个类似椭圆的不规则球体，所以要将球表面上的陆地在一个二维平面

上展示出来时，就必须使用地图投影的方法，而且不可能将其形状和大小精确地

表示出来，当时我看到的课本上的地图就是使用了横轴方位投影和圆柱投影的地

图。前不久看到一个视频，内容是中国科学家利用了一种新的方法绘制地图，传

统的地图绘制大多都是以太平洋或者以大西洋为中心，并遵循南北对称的原则，

在这些地图里，我们没法看清南北两极的全貌，越靠近两极的地区变形越夸张，

到了南极只能看到一片被极度拉伸的白色图案，其图形面积是澳大利亚大陆面积

的 3.8 倍，而实际上，南极大陆的面积只有澳大利亚大陆面积的 1.8 倍。这次科

学家们打破了传统以经线“分割世界”的制图方式，分别以经线和纬线来“分割”

世界。在这张新版世界地图南半球版上，南极洲“躺”在印度洋，太平洋，大西

洋的怀抱中，像一直正在开屏的孔雀。视频中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北京飞到纽约，

最近的航线应该怎么走？在传统地图上看，我们很可能会选择飞越太平洋再横跨

差不多整个北美大陆。但是如果用这张新版地图，我们会发现，如果跨越北冰洋，

航程会比前者缩短三个多小时！没想到只是换了一个角度看世界，变化就那么大！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套方案真的就成为现实航线了! 



 

讲到俄罗斯时会说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里海是世

界上最大的湖泊，面积大概是 37 万平方千米，与日本的国土面积差不多，把小

日本扔进里海，就能把它给淹了。后来我惊奇地发现，日本还有德国（日本国土

面积还小于云南省，德国国土面积约为 35 万平方千米）两个弹丸之地的经济总

量竟然曾经排在全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直到这几年才被人口超级大国兼面积大

国——中国勉强超越。我不得不佩服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高。要知道在

过去十几年里，这两个国家在人口增长率地图上，均显示为极低，德国甚至出现

了人口负增长，以至于拖缓了经济发展的步伐，使得当地政府绞尽脑汁鼓励人民

生育。试想，要是他们的人口增长模式跟中国一样，中国的经济总量估计要等到

猴年马月才能赶上他们。 

如果将地图和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其它因素结合起来看时，我们会发现很多



有趣的事，例如中东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国旗上都有星星月亮的图案，当时老师打

趣地说：“中东地区的人大部分都信仰伊斯兰教，而且几乎都是炎热干旱的沙漠

气候，而且白天那里经常要经受毒辣的阳光的炙烤，所以那里的人都不喜欢白天

和太阳，而是期待夜晚月亮的到来！所以那个地区的国旗普遍都有月亮的图案！”

通过地图，我对中东地区又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此类似的还有北欧五国的十字旗，

有一次看到以各国国旗为主题的地图，不经意间发现，挪威，瑞典，芬兰，丹麦

还有冰岛的国旗图案竟是一样的，只有颜色不同而已，而在地理上，挪威和瑞典

同处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并在半岛北部与芬兰接壤，丹麦与以上三国仅是一

水之隔，而冰岛就漂在这四个国家和丹麦属地格陵兰岛中间的大西洋中，记得书

中说过冰岛和格陵兰岛就是北欧海盗发现的，冰岛就是北欧人发现格陵兰岛的跳

板，但这跟五国的国旗一样有什么关系呢？我请教了老师，这次老师没能给我答

案，只是说可能是宗教方面的原因。可是就连上面提到的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国

家都不能做到如此的相似！后来在一本杂志看到一项无线通讯技术——蓝牙的介

绍：蓝牙技术最初是由两个通讯巨头：瑞典的爱立信和芬兰的诺基亚联合开发，

科研人员考虑到历史上，两国曾经都曾同在丹麦的统治下，而那个时代丹麦一位

较有影响力的国君非常喜欢吃蓝莓，而把一枚牙齿染成了蓝色并因此被称为蓝牙

王。于是便把这项技术命名为蓝牙……我觉得这似乎就是那个问题的答案，后来

上了大学，有接触到网络，我才从资讯丰富的网络中得到确认：除了 1918 年从

丹麦独立开来的冰岛，北欧四国同处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民族文化相近，宗教

信仰相同，都是基督教路德宗，历史上丹麦曾统治过冰岛和挪威，而瑞典就是从

挪威分离出去的，又曾经统治过芬兰。五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丹麦的

国旗是现今各国国旗中历史最悠久的国旗。结合以上这些信息，北欧五国的国旗

有相同的图案就很好理解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几年前在我爸的书桌上看到了一本 90 年代前的世界地图，那时世界上还有

苏联这个国家，地图里苏联雄踞了差不多整个欧亚大陆的一半，书里面介绍，苏

联面积 2240 平方公里，占陆地总面积 1/6！苏联解体后，在世界国土面积居世界

前十的排行总中，继承了前苏联大部分领土的俄罗斯以 1707 平方公里的国土面

积依然排在世界首位。它曾经的一份子，哈萨克斯坦也以 2772 万平方公里的面

积跻身第九位。在那幅地图里，我还看到了中国的西南部还有一个国家-锡金（后

来并入印度），结合新华字典附带的世界各国领土面积表，我想，现在的印度国

土面积应该有 300 多万了吧。后来才知道锡金在 1975 年在被印度占领多年后正

式与印度合并，成为印度国内的一个邦。但是由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矛盾。中国

大陆当时一直没有承认印度与锡金合并的事实。教科书中一直都将锡金列为一个

独立的国家。这一态度直到 200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与印度总理瓦

杰帕伊会面期间，才有所改变。2005 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地图上已

不再把锡金标示为主权国家。如今网上有些资料还写着印度国土面积是 298 万，

而有些则是 329 万，逐渐才明白，原来政治对地图原来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几



年前在我的记忆里，排名第十的国度是苏丹，因为当时的“苏丹红”事件还有在

它大约二百五的国土面积，所以我对它有很深的印象，在排名前十的国家中，除

了中国外，我记得最清的排名还有国土面积就是它了。直至 2011 年，苏丹分裂

成两个国家，原本排在第十一位，同属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排名上升到了第十，而

北苏丹排名则降至第 16，对于我来说，这仅是一个有趣的数字的消失和看到的

地图改变了，而在这背后，却是一场异常残酷的权力斗争和角逐，对当地甚至整

个非洲的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不久在选修课上看到老师播的一个视频，

才知道，原来伊拉克，科威特原来是属于沙特阿拉伯的，最初阿拉伯半岛上的居

民一年随着季节变化，牧草分布在阿拉伯半岛上迁徙，过着游牧的生活，由于近

代英国的野蛮干涉，强行将伊拉克将沙特阿拉伯划分出来，并不考虑现实，蛮横

地画出两国的分界线，才造成了中东地区的社会动荡不安，骨肉分离的局面，并

使得本来在当地占有较高比重的放牧经济彻底崩溃。让人看了唏嘘不已。这让我

想起了现在的中国和蒙古，还有被列强侵略不堪回首的近代史。有些地图上有着

太浓的政治因素，想要小小的一幅地图能够始终不变，需要做的真的太多太多！ 

我原本以为地图的绘制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直到上了“趣说地图”这门选修

课，我才发现我错了，原来地图的绘制竟是一个如此艰难的过程，单单就一张海

拔高度主题的地图，我们看到的只是简单的蓝色海洋，绿色平原，黄色的高原，

褐色的山地等等，很少人会去关注具体海拔高度这些细枝末节，而对于地图的制

作者来说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他们必须一个点接一个点地去测量出来，这项工作

一点都不简单，为了确定每个位置的准确的海拔高度，首先必须确定一个基准—

—大地高程，高程的确定也有很多讲究，还要经过长年累月的测量，记录，计算。

同时，还需建立一个空间参考坐标系，空间参考坐标系的建立同样是一个艰难的

过程，中国受于技术限制，直至二十一世纪才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更加准确实用

的以地球质心为坐标原点的大地坐标系！高程和坐标系确定好后要进行重复繁琐

严格的实地测量，计算，接着又要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汇总，处理，然后再将数

字用一定的地图投影方法还有特定的比例尺进行绘制，转换成图像，经过严格的

审核通过后才能被送到普通读者眼前。其它类型的地图的制作难度更是不言而

喻。之前曾听说过，医生眼里看到的不是人，而是一副副骨架还有肌肉。不知道，

在地图制作者们眼里，人们所说的美景会不会是一张张地形图还有一个个的数

字。小小的地图后面，不仅包含着它要向世人展示的信息，更承载着地图制作者

们的辛勤的汗水和艰苦的付出！我对他们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我对地图有了更深的理解，纠正了很多之前错误的认识，

也激起了我对地图更加浓厚的兴趣。我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每张地图，我相信，我

会在地图中发现更多的趣事。“趣”看地图，“趣”学习，生活将会多一份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