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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山多娇  魂脉永系历史文化图书《话说中国》的工作暂告一段落后，我随即开始了它的延伸产品—
—中国地理文化系列的图书出版工程《行走中国》的策划和编辑。
与《话说中国》的策划思路一脉相承，《行走中国》系列丛书是要秉持“普及人文地理知识，弘扬祖
国民族文化”的编辑方针，结合更多的文化资源，向广大读者倾力推出又一批大众文化精品力作。
《行走中国》，顾名思义，显然要讲祖国的地理知识，讲我们脚下的这块大地的故事。
但如果光讲自然地理，不讲生活在这块美丽的大地上的人，不讲我们民族的先人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
绚丽的文明，也许难以激发我们对中华民族生存的这块大地的激情，更难以激发对曾经为她付出辛勤
劳动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先驱们的崇敬，我们面对的这块大地会因此失去光彩，这套丛书也会因此失
去灵魂。
显然，《行走中国》要做到人与大地的结合，也就是地理与文化的结合。
这就是编辑出版这套地理文化系列丛书的宗旨。
面对祖国神秘的高原、险峻的峡谷、辽阔的草原、巍峨的群山、万年的冰川、奔腾的大河、澄净的湖
泊、浩瀚的森林以及这自然界的万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在中华民族生存的这块大地上，我们
拥有着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质地貌和自然风光。
《行走中国》将带你走进被喻为“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探寻世界上最幽深、最
奇险、最壮阔的地质地貌：峻美的雪山、圣洁的湖泊，就像高原神灵的化身，神秘而美丽。
而每逢盛夏，广袤的草原之上，杜鹃花盛开、点地梅争妍、黄羊奔突、野驴悠闲、云雀恬唱、雪鸡盘
旋，又完全是一派动植物天堂的景象。
《行走中国》将带你走进中国乃至世界地理环境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
自然遗产的“三江并流”地区。
发源于青藏高原冰山雪峰中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这三条大江并肩南行，飞流直下、一泻千里。
“三江并流”的名字由此而来。
在这里，山河险阻，雪峰林立，高大的雪山和滚滚长河构成了滇西北地区大山大水大气派的地形地貌
，也成就了一块神奇雄壮的土地。
身临其境，人们的精神就会飞越万水干山，眼前展现的是一个圣洁的世界，那样洁净、明亮，没有一
丝杂质。
《行走中国》的力量，不仅使我们为祖国的壮丽河山所惊叹、所感动，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奇造
化所折服，更使我们的灵魂为一种人类文明的力量所震撼，那就是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披荆
斩棘、生生不息，在历史长河里所创造的灿烂文明。
今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到处都留下了我们民族世代相承的文明遗迹。
这些文明遗迹，有的是无形的、有的是具实的；有的深处崎岖险地、有的遗落于风景绝胜，它们长存
于天地之间、和谐于自然之中，依附于大地也照亮了大地。
而如果要说最具代表性、最密切地关联着中国自然地理的古代文明遗迹，则无疑要数绵延万里连接中
西商贸及文化交往的古代“丝绸之路”、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观”的万里长城，以及遍布祖国大江南
北的旷世奇观——古代建筑地标。
这些也正是《行走中国》要带你穿过的必经之路。
在这几条路上，我们将充分了解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前如何打通连接欧亚大陆之路，为世界文明发展所
做出的贡献；我们将充分认知，中国古代建筑，如伺独树一帜，并影响了许多亚洲国家，成为和伊斯
兰建筑、欧洲建筑并列的世界三大主要建筑体系之一；我们会更加坚信：长城，不仅是为了抵御外来
入侵而建造的，她绵延万里的雄伟身姿，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形象符号，深深镌刻在人们的脑海里，挥
之不去，每个中华儿女，都为祖国拥有万里长城而感到骄傲。
《行走中国》，让我们循着大自然的瑰丽，沿着古文明的踪迹，期待着一次次震撼和感动。
与此同时，一路走去，我们将接触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不同习俗、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不同民族
，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让华夏大地异彩纷呈、魅力无限。
正是这些绽放在中国大地上绚烂的民族之花，给沉寂的大地带来了无限生机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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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去，我们还将沿着历代英雄的足迹，遥想他们为民族的生存发展所创建的丰功伟绩，以激励自
己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壮丽的自然风光，灿烂的中华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国的瑰宝。
在大地之上建设着家园、创造着文化、守护着文明、延续着民族精神的华夏儿女，更是这片神奇土地
永恒的灵魂。
《行走中国》，固然是对中国自然地理、历史文明的一次深刻的记录，更是一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
激情呈现。
我深深地相信，读完《行走中国》，你会更加热爱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这块大地和生活在这块美丽大
地上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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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走中国》的力量，不仅使我们为祖国的壮丽河山所惊叹、所感动，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
奇造化所折服，更使我们的灵魂为一种人类文明的力量所震撼，那就是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披荆斩棘、生生不息，在历史长河里所创造的灿烂文明。
    今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到处都留下了我们民族世代相承的文明遗迹。
这些文明遗迹，有的是无形的、有的是具实的；有的深处崎岖险地、有的遗落于风景绝胜，它们长存
于天地之间、和谐于自然之中，依附于大地也照亮了大地。
而如果要说最具代表性、最密切地关联着中国自然地理的古代文明遗迹，则无疑要数绵延万里连接中
西商贸及文化交往的古代“丝绸之路”、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观”的万里长城，以及遍布祖国大江南
北的旷世奇观——古代建筑地标。
    壮丽的自然风光，灿烂的中华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国的瑰宝。
在地地之上建设着家园、创造着文化、守护着文明、延续着民族精神的华夏儿女，更是这片神奇土地
永恒的灵魂。
《行走中国》是对中国自然地理、历史文明的一次深刻记录，更是一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激情呈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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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园收尽四季山——个园假山景观　　非传统格局的汪氏小苑　　江南寺院园林——大明寺西园　　
悠悠寄畅园　　山明水秀的寄畅园西施泛舟西湖柳　　“蓬莱三岛”——杭州三潭印月　　兰渚山下
胜景——兰亭　　书法胜地兰亭　　南湖及其周边的建造景观岱宗山水小园林　　北方建筑风格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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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伊甸园（天府川西）消逝中的风情（恋恋摩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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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册封面：插图：诗情画境（中国园林）皇亭圣阁御花园颐和园内宫殿区建筑颐和园的正门为东宫门
，位于湖山交接处，进门即为颐和园内的宫殿区。
这是皇家园林建筑布局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先宫后苑的形式。
颐和园宫殿区与紫禁城一样采取对称形式，当然相对于紫禁城内的宫殿，其建筑样式要轻松活泼得多
。
颐和园宫殿区的建筑主要包括东宫门、仁寿门、仁寿殿、玉澜堂、宜芸馆、乐寿堂、大戏楼等，座座
建筑均富丽堂皇。
这是清代皇帝们来园中时处理政务之处，也是他们和后妃在此的生活起居场所。
雄狮护卫的东园门东园门也就是东宫门，即颐和园的正门，它面阔为五开间，中央三开间辟门，檐前
立有两根红柱，两侧两个开间设红色隔扇窗。
正中开间檐下悬有“颐和园”匾，匾后梁枋上绘有精美的和玺彩画，室内为平棋天花。
门前两侧，置有一对铜狮，雄踞在汉白玉石雕的须弥座上，威严地守卫着园门。
皇帝临朝听政的仁寿殿仁寿殿是颐和园宫殿区中最重要的殿堂，它是当时皇帝在园中临朝听政的地方
，规模宏大，气派不凡。
不过，为了与园林的整体环境协调，大殿特以较为朴素的青瓦代替华丽的琉璃瓦，并在殿前植有常青
树木。
仁寿殿的初名为“勤政殿”，慈禧太后重建颐和园后，据《论语》中“仁者寿”之旬改名“仁寿殿”
。
乐寿堂前殿“水木自亲”乐寿堂是颐和园生活区里的主要建筑，水木自亲是乐寿堂的前殿，也可以说
是乐寿堂的正门，为一座五开间的穿堂殿，殿顶为单檐卷棚歇山式，殿前临码头。
由图中可以看到，在水木自亲殿旁边树有高大的探海灯杆，双杆直立，上托有半圆形的铜弯梁，可以
悬灯来照糊，方便夜间乘般游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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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消逝中的风情(恋恋摩梭)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摩梭人，我一直在关注那片土地，阅读那里的历史，体
悟那里的生活，感受那里的变化。
那里是我生命的故乡，也是精神的故乡和灵魂的故乡，所以，一直怀着一种激情，抒写我眼中的泸沽
湖，记录我所理解的摩梭生活。
但我始终没能读透那片土地的年轮，没能参悟那里的沧桑岁月和历史的深邃，所以，还得继续读下去
。
而跃波作为一个都市里的汉人，自从遭遇泸沽湖之后，痴迷地爱上了那方山水和那里的人，一直用镜
头在记录着他们“发现”的摩梭，大概已有10余年了吧。
他试图记录平凡的生活，也想捕捉闪光的亮点，特别是那些将消失的和还在发生的，这些是极为珍贵
的，这是正在发生着的历史。
昕以，他每年都要到泸沽湖去，他不是去旅游，他是去生活、去工作、去发现。
我和跃波在多年前有过一次合作，出过一本图文并茂的书，许多朋友看后，觉得不过瘾，希望能够有
更深一点的东西，于是，又有了这次合作。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罗小韵女士和吕先生，为这本书的面世，他们辛苦了一年多的时间，从策划、编
辑到印刷，他们付出了许多心血。
也要感谢泸沽湖畔的乡亲，每一次采访和拍摄，都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祝愿大家吉祥如意！
拉木·嘎吐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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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走中国2(套装共5册)》，让我们循着大自然的瑰丽，沿着古文明的踪迹，期待着一次次震撼和感
动。
与此同时，一路走去，我们将接触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不同习俗、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不同民族
，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让华夏大地异彩纷呈、魅力无限。
正是这些绽放在中国大地上绚烂的民族之花，给沉寂的大地带来了无限生机和魅力。
一路走去，我们还将沿着历代英雄的足迹，遥想他们为民族的生存发展所创建的丰功伟绩，以激励自
己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壮丽的自然风光，灿烂的中华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国的瑰宝。
在大地之上建设着家园、创造着文化、守护着文明、延续着民族精神的华夏儿女，更是这片神奇土地
永恒的灵魂。
《行走中国2(套装共5册)》，固然是对中国自然地理、历史文明的一次深刻的记录，更是一场关于中
华民族精神的激情呈现。
 读完《行走中国2(套装共5册)》，你会更加热爱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这块大地和生活在这块美丽大地
上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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