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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
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
院香。”这是晚唐诗人高骈描绘的山
亭夏日景色。立夏已过，“槐柳阴初
密，帘栊暑尚微”。我们来到了京城
之南的新公园——榆园，一窥亭台轩
榭，尽享园林景色。

榆园，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位
于北京市丰台镇西约两公里处，距卢
沟桥、园博园不远，全称榆树庄郊野
公园。这是一座在建中的京南园林。
2003年，丰台区榆树庄村整治并美化
环境，平整了荒地、废地，利用建设
开槽积土回填了历史形成的废弃坑
洼，在整治后的土地上，由村委会筹
建一个公益性公园，全园分为湖泊、
山岳、丘陵、平原四个景区，设定了
烟雨观林、梅园晴雪、镜湖秋艳、樱
园春浓等 32 个景点。自 2004 年春动
工，经过十余年不懈努力，北园景区
基本完工，并对公众开放。北园景区
已为北京市民和来京游客增添了一处
休闲、游览、赏园、摄影的好去处，
南园仍在招标待建中。

我们来到北园的西门。刚一下
车，远远就望见公园内一座高塔。免
费入园、经过一处儿童游乐场，踏上
丘陵景区的游览大道，迎面就是那座
高塔。这是一座造型古朴的仿隋唐木
塔，高约 48 米，共 5 层，名为文峰
塔，就像在颐和园和北海公园到处都
能看到佛香阁和白塔一样，在榆园漫
步，处处可见文峰塔的倩影，在垂柳
和亭台回廊等不同景物的映衬下，木
塔呈现风格异样的古典美，它是丘陵
景区的主体标志性建筑，也是俯瞰公
园全景的制高点。

文峰塔下的园中园名为文园，此
园建有三圣祠，供奉着老子、孔子和

释迦牟尼的铜质坐像。文峰塔与文园
中的三圣祠组合，便有了文峰夕照、
圣祠钟声的景色。

离开丘陵景区，沿湖而行，走过
小桥，穿越回廊，驻足亭榭，观赏水
景，仿佛漫步在江南水乡，微风拂
面，心旷神怡。荡着细细涟漪的湖水
中，建有烟雨楼、荷花榭、八角亭、
拱洞木桥、曲廊、月亮门……令人目
不暇接，颇有置身苏州园林的感觉。
移步前行，不断变换地点和角度，可
无论站在哪里，眼前总是一幅画。古
朴的亭台轩榭，层峦叠嶂的假山，岸
边的丝丝垂柳，密实挺立的修竹，步
道旁的茂林花草，相互映衬，层次丰
富，共同成就一幅完美的图画，“人
在画中游”，成为到此游客的共同表
达。

湖水灵动。榆园有了水，景色分
外秀美。追溯湖水来源，当地村民
说，公园内建有雨水收集智能系统，
能对 3.6 平方公里区域的雨水做到全
程智能化收集，公园的湖水几乎全部
来自于此。榆园有了水，就有了“血
液”与“灵魂”。湖水波光粼粼，塔
桥倒映，亭榭飘浮，山水相依，柳影
摇曳，鱼鸭游弋，扁舟穿梭，有了这
一汪湖水，榆园景色更显灵动、精致
与富有韵味。事实正是如此，荷池夜
雨、翠湖行云、曲水流觞、烟雨观
林、廊桥消夏、芙蓉映日、半园鱼
跃、别有洞天……游人能在榆园分享
到这赏心悦目的景色，几乎全与灵动
的湖水相关。

游园所见，榆园无论亭台轩榭布
局、假山与湖水相依，或是远景与近
景的层次及树木花草的映衬，景物错
落有致，韵味浓浓，足显苏州园林的
影子。榆园既有江南园林的婉约情

趣，又有隋唐古典园林之美。漫步榆
园，综观园内建筑，均以木结构为
主，未进行任何彩绘，毫不雕琢，素
面示人，呈现出松木本身的原色与花
纹，让人享受一种古朴的自然美，微
风吹拂，似可闻到原木的淡淡清香。
榆园那些带阑珊的窗和典雅的月亮
门，飞檐翘角的亭台轩榭，造型多变
的小桥，确有隋唐建筑雄浑壮丽、舒
展开朗、粗狂灵动而富有活力的特
色，特别是移步换景和建筑的本色
美，令人印象深刻，予人穿越历史梦回
隋唐的幻觉。

沿文峰塔后面的步道前行，在平
原景区可见一个颇具规模的石雕艺术
展区，那里摆放着几十件残碑、石
像、动物石雕、建筑栏柱等古石刻艺

术品。据介绍，这些多是从丰台区不
同地方收集的石刻文物。石人、石
兽、雕花栏柱、汉白玉石雕炉座，展
现眼前。其中“威严门”石雕门匾特
别引人注目，据悉，那是京南宛平城
西城门的门匾，是清代石雕文物，非
常珍贵。

在榆园南部有一处樱花园。园
内 植 有 3 万 多 株 樱 花 和 近 千 株 黄
栌，樱花包括早樱、晚樱、垂直樱
及紫叶樱等近 10 个品种，这里也成
为 华 北 地 区 面 积 最 大 的 樱 花 观 赏
区。游客漫步林间，春可见樱花绽
放，秋可赏红枫摇曳，尽享一份自
然 美 色 和 山 野 情 趣 。 只 是 夏 初 游
园，自然看不到樱花与红叶，等到
秋季，我们再踏榆园。

一群美国的背包客到黄山旅
游后，对此行的评价是“大失所
望”，因为黄山的旅游讲解以神话
传说为主，这些美国人根本听不
懂。

作为世界地质公园，景区里
却找不到专门介绍黄山地质的外
文旅游指南。对这群美国游客来
说，美丽的黄山并不能满足他们
对地质奇观由来的好奇心。

美国游客在黄山的经历并非
偶然，它折射出中国旅游业发展
的短板。随着我国旅游的形式和
项目日益多元化，旅游的科学教
育功能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不管是旅游从业者，还是一些游
客都把旅游当作休闲放松的途
径。当习惯于在旅游中学习科学
知识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自然
就与这样的旅游氛围格格不入。

中国并不是没有发展科学旅
游的客观条件，恰恰相反，在这片
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冰川地貌、火
山地貌、丹霞地貌、喀斯特地貌等
地质奇观比比皆是。光是冰川，
中国便有46298条，其中，西藏的
绒布冰川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
海拔最高的山谷冰川，四川泸定
县的海螺沟冰川则作为同纬度最
低海拔冰川而著称于世。中国境
内有 600 多座火山，其中有的还
在活动，有的休眠已久。吉林长
白山就是一座休眠火山，火山口
积水成湖，便是天池。此外，鞍山

白家坟五亿年花岗岩、广东丹霞
山丹霞地貌、黄果树瀑布群、桂林
岩溶地貌、新疆风蚀地貌等，都是
科学价值极高的地质奇观。

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像发
达国家那样发展出成熟的地学旅
游形式呢？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历
史上长期重人文而轻科学，这既是
今天发展旅游业的一大优势，也是
一大劣势。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
许多景点都有口耳相传的人文故
事和神话传说，这种文化传承更为
中国游客所喜闻乐见，旅游业者也
乐于迎合游客听故事的习惯。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越来
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旅游，人
文背景的差异使他们难以理解导
游口中的传说故事，在国外培养出
的对地学知识的需求又得不到满
足。不重视开发科学产品正严重
阻碍中国旅游业走向世界，也滞塞
了中国地学旅游的发展之路。

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中
国旅游地学学科创始人陈安泽不
无遗憾地说，“喀斯特地貌”因近
代研究发轫于前南斯拉夫喀斯特
地区而得名，而徐霞客早在明朝
末年就已开始研究云南、贵州、广
西地区的石灰岩岩溶地貌，如果
我国早一点重视发展近代科学，
说不定它就叫“桂林地貌”了。

在旅游中重视科学，尤其是
开展地学旅游有助于培养民众重
视科学的观念，提升全民科学素

质，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中国旅游业
而言，要走向国际，也必须依靠科
学的武装。在文化差异巨大的情
况下，用科学知识和科学语言进
行导游是中国旅游业与世界沟通
的最佳方式。地学旅游是中国旅
游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地学旅游对于很多人来说是
一个新鲜的概念，事实上，作为一
门学科的旅游地学也不过诞生仅
仅30多年。1991年，陈安泽等人
编著的第一部旅游地学专著《旅
游地学概论》在中国问世，标志着
中国旅游地学学科的创立。

地学是地球科学的简称，研
究对象包括地质、地理、海洋、气
象等。因此，地学与旅游本就有
着天然的联系。

旅游地学是以地球科学的理
论与方法为基础，研究旅游业涉
及的地学问题的一门学科，而地
学旅游是以旅游地学为指导的一
种旅游类型。

陈安泽分析说：现在正是发
展地学旅游的黄金时期。一方
面，与国际旅游的隔阂意味着中
国旅游对既有的旅游元素的开发
到了瓶颈期，需要“研学旅行”等
新元素的参与。另一方面，随着

教育的普及，中国游客的科学文
化水平显著提高，开始有意识地
在旅游过程中获取科学知识。

陈安泽以自己的经历来说明
地学旅游大有可为。2013年，他
受邀去辽宁葫芦岛考察。当地导
游告诉他，“现在的游客太不好伺
候了”。葫芦岛景区是典型的喀
斯特地貌，过去，导游总是讲传说
故事，把景区内的石柱描述为“东
海龙王的定海神针”，可保此地风
调雨顺，游客听了哈哈一笑，心满
意足。现在再讲这些，游客却不
乐意了，他们会追问这是什么地
貌，这是什么石头，是哪个年代形
成的。神话故事满足不了游客们
日益增长的求知欲了。与此同
时，兼具科普性和趣味性的地学
旅游迎来了春天。北京某亲子教
育团体组织的“地球探秘之旅”把
小学生们带到天津蓟县参观中元
古界地质剖面，感受 18 亿至 8 亿
年前的地质变迁。孩子们非常喜
欢这项活动——就在脚下的方寸

之地，几步的距离就可以跨越千
万年，是何等的奇妙！地学旅游
不是机械地灌输知识，它寓教于
乐，即使是小孩子也能从中收获
无穷的乐趣，在玩耍中就初步建
立了科学的地球观。发展地学旅
游，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旅游业
的品质，而且顺应民众在旅游中
的求知需求，可谓正当其时。

地学旅游的形式在我国正付
诸实践，但发展之路仍然漫长。
政府要加强引导，媒体也应大力
推广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地学
旅游、开展地学旅游。景区和旅
游主管部门要适应游客的需要，
增加对景区相关地学知识的介绍
和讲解。据陈安泽透露，中国地
质科学院组织编写的《地学旅游
九百问》即将问世，这是一本面向
大众的科普读物，图文并茂，简单
易懂。游客亦可登录中国旅游地
学网，随时随地获取地学知识。

刊头题字 徐 炜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地学旅游对话世界
蔡竞仪

本报电（记者赵 珊） 国家旅游局日前正式发布《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工作导则》，为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提供行动指南。

导则指出，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要实现“五个目标”，并起到相应
的示范引领作用。一是实现旅游治理规范化，成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的典范；二是实现旅游发展全域化，成为目的地建设的典范；三是实
现旅游供给品质化，成为满足大众旅游消费需求的典范；四是实现旅
游参与全民化，成为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典范；五是实现旅游效应最
大化，成为旅游业惠民生、稳增长、调结构、促协调、扩开放的典范。

国家旅游局将根据导则制定 《全域旅游示范区考核命名和管理办
法》，对符合条件并能够发挥示范作用的予以命名。同时，将建立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管理系统，加强对各创建单位的指导和评估，确
保示范区创建能够有序有效开展。

2017大连国际大樱桃节日前启动，来自俄罗斯、欧美、日韩及台
湾客商参加了开幕式。大樱桃节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届，成为现代农
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有机载体。大连金普新区是中国大樱桃之乡，栽
培大樱桃有百年历史。为期一个月的大樱桃节将推出“北纬 39°大樱
桃”浪漫采摘季、“名人眼中的樱桃节”采风行；“摄影人眼中的樱桃节”创
作大赛等系列活动。图为外国游客在樱桃园中采摘樱桃。

蒋永贵摄影报道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导则》发布 北京南城有榆园
冯 霄/文 于世文/摄

大连樱桃节喜迎海外游客

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

黄山黄山

“闲上山来看野水，忽见水底见青山”在古代
文人笔下，山与水像一对恋人。山多情，水中倾
倒；水有意，山间环绕。山因水而奇，水因山而
秀，穿行在翠峰环绕、溪流纵横、层峦叠嶂、泉幽
林深的滇西南临沧市五老山国家森林公园绿色海洋
中，缕缕清香沁人心脾。漫步其间，看到林木繁茂
之盛，花海烂漫之美，让人感受到郑板桥“潮平浪
花逐沙鸥，歌笑山青水碧流，”诗中别具特色的山
水神韵。

五老山因山峰酷似五位仙人坐而论道得名。五
老山保存有完好的数百年原始森林，宛如绿色海
洋，那纵横的溪流深潭，飞悬的流泉瀑布，构成它
独有的灵性；南低北高的地势中，主山脊由五老山
峰向南北延伸，形成澜沧江水系和怒江水系的分水
岭神奇景观。五老山主峰海拔 2583 米，位居园区
中心位置，整个景区属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年平
均气温 17℃，境内山川地貌壮观，奇石林立，湖光
山色，鸟语花香，森林覆盖率达 99%。茫茫原始森
林，像谜一样的地方。徉徜凉爽的深箐间，听着各
种雀鸟欢鸣，看着涓涓流淌的溪流，从天而降的粗

大藤条，裹满绿色苔藓的苍劲古树，尽情和山水亲
热，仿佛将自己投入到那翠绿绵延，纤尘不染的怀
抱和山水融为一体，忘情地感受原始古老秘境的风
韵。

五老山完好地保存着第三世纪以来的植被，遮
天蔽日的常绿针阔混交林海中，乔木树种多达 30 余
科 100 多种（属）。曲折、险峻的林间小径可见，悬岩
上耸立着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须弥红豆杉，国家
二级保护植物桫椤以及水青树、野茶树、青果树等 10
多种珍稀植物历经沧桑的身影。民间喜爱的杜仲、
厚朴、黄岑、雪山一枝蒿等上百种野生宝贵药材遍布
林间。在参天古树茂密枝叶掩映下，云南山茶、杜
鹃、兰花等 100 多种野生花卉，野竹、藤蔓组成巨大
的绿色海洋。数十种珍稀飞禽走兽生灵在此繁衍生
息，为五老山增添了无限的野趣和美妙。

水，是五老山的灵气，生命之源泉。这里的水
是秀媚的，潭是静谧的，瀑是潇洒的。在这里，可
领略到云南“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无限风光。
这里与临沧大雪山紧密相连，由于山脉的南北和东
西走向各异，在相互交叉的山顶中，分山倒水的分
水岭四处可见，独特的山势构成“一山之水淌两江
归两洋”的罕见奇观。东面之水流入澜沧江汇入湄
公河奔向太平洋，西面之水流入南汀河到缅甸归入
萨尔温江，流入印度洋。一山水进两大洋出于天
然，堪称奇绝。神秘的五老飞瀑从悬崖峰壁飞流而
下，巨大的水帘让人惊心动魄。鹿恋湖、郁林湖、
仙女湖四季清澈幽静，晶莹如镜，绿如碧玉，山围
着水，水倒映着山，山水拥抱，秀丽迷人。

如今，五老山已成为“生态观光、生态养生和
生态休闲度假”的风水宝地，全域旅游热潮正扑面
而来。越来越多的游客把目光聚焦这块集雄、奇、
峻、秀为一体神奇的绿色瑰宝，争先探寻五老山钟
灵毓秀的山光水色，沉醉美不胜收的森林。

一山清水归两洋

绿色秘境五老山
李家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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