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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旅游业被称为世界性的“朝阳工业”和“无烟工业”，是当今世界产业规模最大和发展势头最强
劲的产业之一，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第三产业的支柱产业。
目前，世界旅游业的总收入已占GDP的10％～15％。
　　我国5000年的文明史，积淀了许多世界性的文化遗产。
我国幅员辽阔，山河壮丽，横跨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从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到滨海平原，落
差8000多米，形成了多样性的自然遗迹。
目前，我国已申请获批准的世界自然遗产6处，文化遗产24处，自然与文化遗产4处，世界地质公园18
处。
此外，另有国家地质公园138处。
　　我国是世界上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和多样化的国家之一，各类景点美不胜收。
有最美的大山、最美的峰林、最美的丹霞地貌、最美的峡谷、最美的瀑布、最美的湖泊、最美的冰川
、最美的湿地和草原⋯⋯　　旅游地质是一门新兴学科，从事旅游地质研究的人不但要具备扎实的地
质专业知识，还要有较深的文学素养，丰富的历史、地理、人文知识以及活跃的想象力，更需要有环
境保护意识。
本书的作者们把地质科普知识与文学的笔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介绍了我国著名的山水峰林风景的形
成和特点，并从地学环境角度进行了科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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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由国内资深地质学专家合作编写的地质旅游类美文集。
它融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历史文脉之美于一身，颇具当代《徐霞客游记》的风采。
    全书共分名山、秀水、胜迹、特别四篇，从地质学角度，对我国最具代表性的风景名胜和地质景观
，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文学描述和准确精练的科学阐释，特别是对于如何科学合理地开发旅游资源、长
期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积极主动地防范天灾与人祸，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和发人深省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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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名山篇　　三重世界遗产——巍巍泰山　　“名山大川，五岳为先；五岳之尊，首推泰山。
”　　矗立于齐鲁平原之上的泰山，东望沧海，西襟黄河，宛若东天一柱，高峻挺拔，雄峙天外。
泰山融雄伟壮丽的自然风光与悠久辉煌的人文景观于一体，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华夏文
化的缩影。
　　巍巍泰山，是一座天然的山岳公园。
主峰玉皇顶海拔1532.7米，环绕主峰的知名山峰有12座、崖岭98座、溪谷102条、名洞72处、名泉72眼
、瀑潭64处、奇石36处，构成了群峰共峙、山水相连、气势恢弘的泰山山系。
　　泰山之美在于巧织丽、幽、妙、奥、旷于一景，精绘人、文、山、水、木子一图；云桥洞天，谷
山胜景，松柏苍劲，四季景色变化万千。
最著名的，当属“旭日东升”、“晚霞夕照”、“云海玉盘”和“黄河玉带”四大自然奇观。
　　泰山是一部浓缩于大地之上的历史画卷，她生动记述了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的中国文化史，是中
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宝库。
自古以来，泰山被认为是天地的分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尊崇和重视，以此为巡狩祭祀、封禅朝
拜之地。
他们在山上建庙、刻石、立碑、赋诗，遗迹随处可见。
历代文人学者，对泰山更是厚爱有加，纷纷慕名前来，留下了大量赞颂泰山的诗文、典籍和题字。
孔子的“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等传世佳话、千古绝唱，更是早已
传遍华夏大地。
　　丁亥年秋，笔者第四次登泰山时，有感而发，曾步杨辛先生原韵，吟诗一首赞之：　　上接九天
高可临，下连万仞雄可亲。
　　青松覆体石为骨，涧溪如脉泉为心。
　　呼吸宇宙吞日月。
吐纳风云化甘霖。
　　海天之怀容星斗，民之肝胆华夏魂。
　　登泰山的经典旅游步道，是从泰山脚下的岱庙开始，直至岱顶。
岱庙在原泰安城的西北角，是供奉泰山之神——东岳大帝的地方。
它始建于秦代，从唐代起，经宋、金、元、明、清各代直至近代，屡毁屡修，越修越壮观。
历代帝王来泰山参拜，均要在此举行正式大祭。
岱庙的主殿名曰天贶殿，重檐八角，彩绘斗拱，它与北京故宮太和殿、曲阜孔庙大成殿，并称我国古
代三大宫殿式建筑。
由此可知，泰山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庄重。
　　出岱庙北行一里，便是岱宗坊。
由岱宗坊再向北便是一天门，登山由此开始。
过一天门坊，有“孔子登临处”石坊，上有对联：“秦王独步传千古；圣主遥临庆万年。
”再向上过天阶坊，就是红门宫。
过红门宫北行约一里，即达万仙楼。
万仙楼是一座阁楼式建筑，原祀王母列仙，后又祀碧霞元君。
在万仙楼北盘路西侧石壁上，刻有著名的“（丿虫）二”字谜，为清代名士刘廷桂所书。
清光绪年间，刘氏陪同一位浙江来的友人登泰山至此，两人谈起杭州的“无边风月之亭”，并说，泰
山虽无此亭，却有风月无边之景，便写下了“虽二”，请石匠刻于岩壁之上。
汉字风月（繁体）把边去掉，即为“（丿虫）二”。
　　沿路继续北行，便至斗母宮。
斗母宮古称龙泉观，为一尼姑庵。
宮外路西有株古槐，虬枝盘地如卧龙翘首，这便是著名的“卧龙槐”。
　　过斗母宫后，有一向东岔路，直通经石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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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石峪又称“晒经台”，在一方大约有一亩地面积的基岩露头上，刻着佛教经文，字大50厘米，
有1000多字。
对这一大字石刻，历代文人均给予极高评价，尊称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等，说明了它独一
无二的人文价值。
　　从经石峪再回到登山主道，至歇马崖北，为一盘道。
因道两旁尽为柏树，人行其间犹入洞中，故名“柏洞”。
从这里往北约行半里，便至壶天阁（原阁已毁，现阁为1980年重建）。
阁门两旁对联曰：“登此山一半已是壶天；造极顶千重尚多福地。
”阁北有元君殿、回马岭坊等。
　　回马岭向北即为中天门。
中天门位于泰山半山难得有的一块平坦台地上。
上世纪80年代，在此修建了缆车站，乘高空缆车可由此直达南天门西侧的月观峰下。
但笔者认为，登泰山之险和趣，恰在中天门至南天门这段山道上，若非体力不支，还是继续步行登顶
为佳。
　　过中天门后，有一段路较平坦，行二里许，便到五松亭。
路西的大石上，刻有“斩云剑”三字。
这里海拔高度约在1000米，天空行云时，往往在此处以下成雨，以上则无雨，故称“斩云剑”。
这也表明了，我们的老祖先对气象的观察是很细致的。
由此向上，过云步桥、御帐坪、三磴崖，便到了五松亭，有名的五大夫松就在其南侧。
《史记》中曾明确记载：公元219年，“始皇之上泰山，中途遇雨休于大树下”。
因大树“护驾”有功，被秦始皇封为“五大夫”爵位。
“五大夫”系秦朝第九级官爵，并非指五株松树。
秦松早巳不复存在，现在登山看到的三株松树，是清雍正年间栽植的，至今也有280多年历史了。
　　从五大夫松北上半里，至朝阳洞，内祀元君神像。
其东北为御风岩，刻有乾隆皇帝歌颂朝阳洞的诗，称古丈碑。
从朝阳洞再北上半里，即达对松山，又称万松山。
此处两峰对峙，苍松茂密，云出其间，风起时松涛轰鸣，似巨浪飞涌，堪称奇观。
乾隆皇帝曾有诗赞曰：“岱宗最佳处，对松真绝奇。
”　　从对松山谷底至岱顶南天门的一段盘路，长约1000米，称为十八盘。
盘东为飞龙岩，西为翔凤岭，两峰高耸入云，峭壁直立，这是登顶最难行的一段路。
共有石阶1594级，垂直高度400余米。
在登十八盘至南天门途中，有登仙坊，此处悬崖峭壁，山势陡峻且越上越陡，回视山下，常有腾身云
霄之感。
乘缆车登顶之人则无缘身临其境欣赏如此美景。
　　十八盘的终点便是南天门。
南天门又名三天门，位子玉皇顶与月观峰两山的鞍部。
门两侧有石刻楹联一副：“门辟九霄伸步三天胜迹；阶崇万级府临千嶂奇观。
”此联不仅工整，而且真实表达了登顶人的当时心境。
赞赏之余，颇觉惭愧，因笔者学浅，至今尚不知此联的作者究竟为何许人也。
门内原有关帝庙，1965年翻修后改称”未了轩”，乃取杜甫《望岳》“齐鲁青未了”之诗意。
　　从南天门向东北约有一里坦途，称“天街”。
它北依悬崖，南临深谷，店铺一字排开，颇有商业气息。
天街的东头，便是大名鼎鼎的碧霞祠，即供奉碧霞元君的上庙。
　　碧霞祠是一组宏伟壮丽的古代高山建筑群，以布局周密、结构严谨、铜铁建筑构件精巧、避雷防
火措施完善而著称。
古人就曾用“天门遥指碧霞祠，云雾衣裳日月旗”的优美词句赞颂它。
作为”天人合一”的典范，泰山集儒、释、道各教于一山，相互包容，相互融合，各方“神仙”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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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占有一席之地。
但泰山最有名望的神，并非“泰山之主”东岳大帝，而是碧霞元君，民间称之为“泰山老母”。
如同佛教中的观音菩萨和沿海地区的妈祖一样，她受到中国北方地区老百姓的尊崇。
关于碧霞元君的来历，至今尚无一个固定的说法，不过在民间流传最广的，是说她出生子普通农家，
是一个不屈的形象，曾与玉皇抗争，与龙王相斗，“统摄岳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
她最同情女人的痛苦，保佑她们可以早生贵子⋯⋯所有这些，大概就是她之所以如此受人崇拜、有雄
厚牢固社会基础的原因。
随着人们对碧霞元君崇拜的不断升级，“与时俱进”的香火道人们也创造出了各种和妇女生育有关的
娘娘神供奉在碧霞祠中。
这些娘娘“团队”的”神通”越来越大，分王也越来越细，神的“编制名额”不断增加。
送子的、催生的、哺乳的、治斑疹的、治青光眼的⋯⋯真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这也是有更多普通百姓，特别是中老年妇女执著登山、虔诚朝拜碧霞元君的原因。
看来，神威不威、灵不灵，香火旺不旺，主要是看这些神仙干事能不能“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
了！
　　过去，碧霞祠的庙祝往往在碧霞元君的坐像下放一些泥娃娃，供前来烧香的善男信女抱取。
求子者烧香、叩头后，就用红线拴个泥娃娃回去，叫做“偷子”；生了孩子以后，还要为泥娃娃披红
挂彩，敲锣打鼓送回原处，叫做”还子”。
在上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许进碧霞祠烧香，更不许送泥娃娃，老百姓又创造出了新
的风俗，那就是压枝（谐音：压子）和拴枝（谐音：拴子），即用石头压在树枝上，再用红布条拴住
。
此风俗一直沿袭至今。
看来，风俗并非一成不变，也是”与时俱进”的呢！
　　过碧霞祠，便可直上泰山极顶天柱峰。
因为极顶石被包围在玉皇庙院内，紧靠玉皇殿，故天柱峰又叫玉皇顶。
有石栏杆将极顶石露头包围在其中，石上刻有“极顶”二字。
　　玉皇顶东有曰观峰，著名的拱北石（俗称探海石）即位于日观峰东。
日观峰南还有舍身崖、瞻鲁台、仙人桥等，都是独具特色的绝佳景点。
　　在玉皇顶西北不远处，有一巨石耸立，状似老人，人称“丈人峰”。
　　中国人素称妻子的父亲为老丈人，尊称“岳父”或“泰山”。
雄伟的东岳泰山是我国名山之首，怎么会同“老丈人”一词联系在一起的呢？
这就要从1200多年前发生子泰山的一个真实故事说起了。
　　远在公元725年，即唐开元十三年，处在鼎盛时期的唐玄宗李隆基（后称唐明皇），为了宣扬他的
国力和功绩，在泰山组织了一次盛况空前的封禅大典。
他委派时任宰相的张说为封禅使（即封禅筹委会主任），提前赴泰山做准备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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