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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是我国1985年评选的十大风景区之一。也是我国列为

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990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委员会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黄山峰林雄伟多

姿。美妙神奇．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称。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

赞黄山为“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

矣。”凡游览过黄山的人们．都对黄山的奇观美景称赞不已，享

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誉。也正是如此。黄

山亦留下了许多动人的神话传说。千古流传。以寄托人们对黄山

的美好情感。
‘

‘

黄山之所以成为“天下第一奇山”．并非神工鬼斧所成．而

是有许多科学道理的；她是我国长江以南典型的花岗岩峰林地貌

景观区。具有丰富多彩的地质现象及难得的大自然遗迹。这就需

要人们去研究它、认识它．以便让人们在欣赏到奇美胜景的同

时。还知道这些奇观异景形成的科学知识。为此，作者在安徽省

地质矿产局积极支持和指导下。经过三三二地质队精心组织和安

排．承担了“黄山旅游地质”研究任务。为了适应我国旅游事业

发展的需要。作者在“黄山旅游地质”研究成果基础上．收集了

前人的许多工作成果资料。尤其是应用了三三二地质队近期的一

比五万区域地质调查成果资料。编写了<黄山旅游地学志>。以

供广大读者旅游或研究参考。

旅游地学是以地球科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同时又吸取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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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科学知识，并以旅游业为服务对象的-f-j新兴学科。(黄

山旅游地学志>是我国为山水旅游服务的一部科普性旅游地学著

作。<黄山旅游地学志>内容丰富，作者借助地球科学理论和研

究方法，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叙述了黄山地学研究史、自然地理

及地质概况；用山水文学的笔法。描述了黄山地学旅游资溉J支旅

游景区的特色。并提出了一些开发与保护的建议。与此l州时，还

对黄山周边的山岳风景、水上风光、岩溶洞穴、生物化石、自然

保护区及名胜古迹进行了介绍。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力求用地球

科学知识解释花岗岩地质地貌现象及奇巧怪石造型的成因。它具

有知识性、趣昧性、文学性。将会使读者耳目一新。

旅游地学是我国改革开放后为促进旅游事业发展而兴起的一

门边缘科学。<黄山旅游地学志>又是我国旅游地学发展中的一

本专著。1996年9月获全国首届旅游地学成果金奖。我们深信。

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我国旅游地学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将

会推进黄山旅游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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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二

黄山乃历史名山。早在汉朝已被人知。唐宋以来成为旅游盛

地。但其真正成为世界性旅游名山。则是在1978年我国改革开

放方针提出之后。改革开放方针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也促进了我国对外交往急速增

加。从而导致了旅游业的空前发展．黄山成为中外游客首选景

区，游人与日俱增。1985年黄山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黄山的价值被全世界所公认。黄山不但历史文化淀积深

厚，自然遗存亦很丰富，其一山一石都有深刻内涵。是一座不可

多得的自然大课堂。游黄山者既想领略黄山之美．更想知道黄山

山水之由来，热切盼望能有一本描述黄山山水之科学读物。

-胡济源先生之(黄山旅游地学志>，是迄今为止从旅游角度

阐述黄山地质结构演化规律。奇峰怪石飞瀑温泉形成原因的最系

统、最完整的一部专著。是国内各风景名胜区不可多得的一本科

学导游读物。用旅游地学的理论和方法为风景名胜作志。本书亦

属首创。令人欣慰。

旅游地学是80年代中期由我国科学家创立的一门边缘学科．

它把地球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旅游中去。对自然景观资源进

行科学分类。科学评价，科学解释旅游景观的形成原因和演变规

律。并提出旅游景观的科学保护措施。进而提出旅游景区的开发

规划方案．为促进旅游业发展服务。十余年来，旅游地学学科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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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结合旅游业的实际需要，为促进我国旅游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

献。旅游地学专家群体已成为推动我国旅游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

量。(黄山旅游地学志>是应用这一学科为风景名胜区作志的先

驱，它为黄山游客提供了一部高水平的科学导游读物。也为旅游

地学在风景名胜区的应用树立了楷模。笔者走过全国半数以上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在众多的导游资料中，讲文化古迹者有之，讲

文人墨客的故事者有之．讲风土民情者有之，讲神话传说者更是

比比皆是，唯独讲自然科学之渍物寥寥无凡。这种现象和我国提

倡科教兴国之国策极不相配．是我斟穗噼业之大弊，应于极力改

进。

旅游业是经济产业，也是科学文化事业，我ff J应当大，力稍寸

寓科学知识教育于旅游，使游人在游山赏景中增长科学知识，提

高自身科学素质。<黄山旅游地学志>深入浅出．图文并茂。文

字流畅，寓地学知识于全书。值得效法，值得推广。希望全国旅

游地学工作者都能像本书作者一样，为我国众多的风景名胜区作

旅游地学志，把地学科学知识渗透到旅游中去，倡导科学，宣传

科学。．匈提高我国旅游业的科学水平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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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鲁童}
丽 吾

黄山．峰林似海。雄奇伟丽，沟壑纵横，险幻清幽。它背负

长江。独卧皖南．是驰名中外的山岳风景区。如今，它已和黄

河、长江、长城齐名，’成为中国壮丽河山和中华民族的又一象

征。

黄山古称黟山。因峰岩青黑苍黛而名。相传轩辕黄帝在完成

中原统一大业，并创造了文字、音律、算数、舟车等文明事物之

后，曾和容成子、浮丘公同来黄山采芝炼丹，沐浴汤泉，化羽成

仙。故好道家之说的唐玄宗李隆基．特于唐天宝六年(747)六

月十七日下诏。将原名黟山敕改为黄山，意为黄帝之山；此后，

就一直称之为黄山。同时．就在这充满神奇色彩的黄山峰石林泉

之间。也留下了许多美妙动人的神话与传说。当然。对于这些无

从稽考的神话与传说．如今人们并不真正的信以为真，但却还是

一代又一代地流传着，并不断地丰富着它的神奇色彩．以寄托人

们对黄山的美好情感和希冀。
‘

黄山风景。索以峰、石、松、云、泉称奇天下。黄山峰林，

雄伟多姿。气冠群伦；七十二峰。高低错落。叠蟑连云。黄山怪

石．造型别致，鬼斧神工。奇巧天成。黄山奇松。盘根虬干。裂

石而出，抱崖而立。黄山云海。烟云缥缈。起落跌宕．变化莫

测。黄山灵泉，清碧莹澈．经年喷涌。可泳可浴。这峰林和“四

绝”。同灿烂壮观的云海日出、绚丽多彩的落日晚霞、神奇美妙

的摄身佛光和满树银花、玉琢冰雕的雾凇雨凇。以及湖、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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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潭等诸多自然佳景。组成了一幅幅瑰丽奇特的立体画卷。此

外。还有那遍布景区的崖刻碑刻、楼舍亭阁和磴道古桥等丰富的

人文胜迹。真正奇妙的”天人合一”。共同造就了黄山这座“天

下第一奇山”。黄山风景。兼收了许多名山胜景之长，凡泰岱之

雄伟，华山之峻峭，衡岳之烟云．匡庐之飞瀑，雁荡之巧石，峨

嵋之清凉．黄山无不兼而有之。因此，引来了历代游客盛赞“天

下名景集黄山”的美誉。1982年，经国务院审定公布。黄山列

为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985年，又被国内外评选为我

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黄山是当选的唯一山岳风景名胜区。1990

年12月6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四届会

议审查批准．黄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

界文化、自然遗产名录>；1991年6月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官员代表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北京向黄山风景区管理局颁发了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证书．黄山同时戴上了两顶桂冠．成为

人类宝贵的双料遗产；从此。艳名远播，被公认为世界上最负盛

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黄山，是祖国锦绣河山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她那绝美的风光

和奇待的景观。古往今来，一直令人向往。引来了无数的游览观

光者：人们用诗歌、美术和其它艺文形式，来赞颂她那出俗的风

骨和无与伦比的自然美。早在1200多年前。唐代“诗仙”李白

在游览黄山时就赋诗赞道：“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崖夹

石柱。菡萏金芙蓉。”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称颂黄山“秀甲

九州”。明代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徐霞客。两次登临黄山游览．他

在对比了国内众多名山后。发出了“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的千古感叹。由此．后世遂引出

了。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说。对于徐公之如此

高度评价，300多年来。竟无他人提出过异议。由此可见黄山自

然景观的价值与地位。清代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游人，却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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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广为传诵的佳作：“踏遍峨嵋与九嶷，无兹殊肿幻迷离；任

他五岳归来客。一见天都也叫奇。”1990年5月11--20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持派官员吉姆·桑塞尔博士．右l“【J考察自然和

文化遗产时。一次又一次地赞叹黄山“太美太美’、“确实是一座

神山”，并说：“我经手报批的山岳风光．这是景特殊的、最绝妙

的、再好没有的了；没有一个超得过黄山。”1996年9月1—4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冯·德罗斯特。在考察

黄山后留言称赞：“黄山，具有伟大的文化意义，拥有无与伦比

的美丽，是最特别的世界遗产。”他们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广博的

见识。对黄山胜景给予了最高的评价和最权威性的肯定。

黄山的自然胜景形成于地质作用。在亿万年漫长的历史长河

里，永无休止的地球内、外营力。时而暴怒。令地覆天翻：时而

柔情。琢山水增色；从而造就了巍峨壮美、峰林竞秀的花岗岩地

貌奇观。在景区内，陈列着造型各一的峰石和各类奇胜自然景

观．都是大自然造化的结果，而不是鬼斧神工、仙道点化的产

物。现代科学的进步，为我们敞开了黄山地学研究的大门；而黄

山花岗岩多姿多彩的峰林地貌景观和丰富典型的地质现象。正是

我们探索研究黄山地质演化特征和自然旅游景观形成地学条件的

最有意义的命题。

黄山虽称“秀甲天下”。贵为国之瑰宝、世界奇观：然在古

时．由于地处偏僻，交通闭塞。舟车隔绝，游人罕至。这种绝妙

的自然胜景。长期以来．一直“养在深圈人未识”；由此而未能

排入五岳之列。扬名亦晚于五岳。及至清代。六下江南遍游河山

的乾隆皇帝，碍于山道险阻亦未能驾临山门．以致为迎迓圣驾而

修建的工程．也只是给黄山增添了几处人文景观而已。如今。黄

山胜景名播天下。慕名而来旅游揽胜的中外游客与日俱增．在每

年的旅游黄金季节里．山上人流如潮。黄山风景区的交通状况也

已大为改观。联结区外客源地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建设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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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发展。景区内索道缆车，凌空飞渡，省力省时。微波程控

电活．亦已全面开通。实现了国内外的电话直拨。连接各个景区

景点整修一新的6万余米盘山磴道，安全整洁。黄山风景区良好

的内、外旅游环境，为黄山旅游业的发展和慕名而来的五洲宾朋

游客，提供了必要的旅游条件。

今日的黄山，交通方便，通讯快捷，旅游服务设施比较完

善，游览休憩环境舒适幽雅，现代化的旅游服务管理体系亦已初

步形成；年接待中外游客已逾百万，日接待游客最高亦已突破2

万。1994年，黄山已建成“卫生山”，被国家建设部授予“全国

环境卫生管理达标风景名胜区”荣誉，景区山道之整洁博得了游

客的赞许；1995年，又建成了“安全山”，以确保这份珍贵的世

界文化、自然遗产和登山游客的绝对平安；1996年。正着力创

建“文明山”。把黄山旅游业推向新的起点。今日的黄山，正以

其独有的魅力和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跻身于世界级旅

游胜地的行列，走向灿烂辉煌的明天，走向未来的旅游新越纪。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