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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春风，

松潘这块按文字记载有二千三百多年的行政建置的历史的

千年古城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所谓一业兴、百业兴，正在

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黄龙风景名胜区和她相关连的禹的

疏导岷江的故事一样，曾经深藏于大山密林之中，被尘封

湮埋数千年之久，她的风姿神彩几被世人遗忘。而今，随

着新闻媒体的传播，南来北往的游客的光顾，黄龙以世界

自然遗产，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人类共有的财富，顶

级景区的姿态走向世界，向全球展示她的绰约和秀美。除

了观光游览、考察和审美，在人类强烈地意识到并且呼吁

回归自然、保护生态的当今世界，我们又将从另外一个角

度重新审视宣传、保护、开发、利用景区资源的重大意义，

将为后人如何发展，繁荣并且保护好这块宝贵的园林做出

表率。这便是编辑、撰写这本书的初衷，让后来者从中窥

见前人的经营苦心、反复警醒如何与自然保持一致的用意。

黄龙风景名胜区覆盖了松潘县境，已经开发的主景区

黄龙本部、牟尼沟扎嘎瀑布、二道海、雪宝顶、红心岩、雪

山梁、大草原在今日潮起潮涌的旅游热浪中，作为中国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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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王冠上的明珠已经放射出璀灿的光华，已经为全县人民

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也为全县的未来展示了可观的发

展前景。县境内尚有深闺人未识尚待开发的自然景观资源

和在较长的历史时段上藏、羌、回、汉各民族先民迁徙、融

合、繁衍、劳作、生息和商贸活动·留下的极其丰富珍贵的

人文景观资源，．仍需我们倍加珍惜爱护和科学地开发、利

用，为将我县建设成富裕、文明的新松潘发挥它应有的作

用。
’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委、政府、全县人畏为保护、建

设景区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今人和后人仍然有责任在目前

以至将来良好的旅游发展和经济发展势头下保持清醒的头

脑，去珍爱、去建造好我们的家园、美丽的山川，我们的

未来。黄龙风景名胜区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的内函和博大，

尚待世人去进一步探求、认识。这本书只是勾画了她的一

个轮廓、一个侧面。
’。

’·

进’一步认识家乡，建设好家乡，是历史赋予我们若干

代人的无可推卸的责任。撰写这本书的人们让我们作序，我

们谨以这个良好的愿望在序言中将它托付给全县人民，托

付给读者和海内外游客。 ．

中共松潘县委书记 昌荣河

松潘县人政府县长冯友龙

一九九九年六月 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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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共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力

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998年。

三、以志为主，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

四、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细记述改革开放以来松

潘县的旅游活动和自然、人文景观资源。

五、体现时代特点，突出地方特色。结合景区志的特

点适当增加趣味性和可读性。

六、数据、名称、典章、名物的使用一律按国家有关

规定作规范化处理。

七、资料来源，录自各级档案馆、图书室和县志办公

室所藏史籍、图书、报刊、家谱、碑刻和县内文物、文化

遗址、名胜景点田野调查资料，使用时已反复印证核对，不

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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