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透過對於《山海經》的文獻考察，發現歷來對《山海經》性質的各種見解，莫衷一是，即

使是現今研究者也存有個別片面研究《山海經》而失之偏狹的焦慮。

因此本文試以其地理特徵切入，觀察歷來地理觀點在各朝代的發展，並發現除了學術角度

外，《山海經》在類書及地圖上也有相當精彩的呈現。回過頭來針對《山海經》明顯的地理性

質在漢代卻遭到否定的疑點，重新檢討《山海經》的性質當具地理特點，卻又不只有地理性質

的特徵，提出可以統合《山海經》的觀點即是「旅行」，而從「旅行記錄」進行探究，發現「旅

行記錄」必須回歸是誰完成這些記錄的問題，因此再從「旅行者、記錄者」的角度進行探討，

確認「放士」當為重要的線索，這可能就是指明了方士是《山海經》背後重要的文化傳統，而

歷來線索亦指向了同一事實。

然後進一步在旅行角度下，討論《山海經》中呈現的各種旅行方式、其中包括了平面乃至

於上下，換句話說這解釋了《山海經》中有實的旅行也有虛幻之旅的並存之因。而在旅行記錄、

旅行者、敘述者之後進一步討論《山海經》的一位重要讀者秦始皇，研究秦始皇將《山海經》

視為旅行指南的五次巡行，在其中找出秦始皇對《山海經》的解讀角度，進而討論《山海經》

的成書以及流傳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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