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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的表象是经济，旅游的内核是文化。
《安徽旅游文化研究》在廓清旅游文化多维概念的前提下，基于旅游者视角，把旅游文化界定在中观
层面、“内涵说”或旅游客体文化内涵上，以安徽最为国内外旅游者欣赏的旅游客体山岳、民居、村
落、牌坊、园林、饮食、宗教、戏曲等为研究对象，阐述其中最让旅游者感兴趣、最值得旅游业界大
力发掘的文化内涵，凝练其中最具普适意义的一般规律，提醒旅游者如何欣赏旅游客体，旨在展示和
传播文化安徽，宣传安徽旅游文化，让读者在阅读和旅游中认识文化安徽，积极研究、发展和参与安
徽文化旅游。
　　《安徽旅游文化研究》适用于旅游学界、业界和政界从业人员，旅游专业师生和一切关注安徽旅
游文化、热心安徽文化旅游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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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成林，1954年生，安徽贵池人。
1982年1月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留校工作至今。
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主要研究文化地理、旅游经济与文化。
出版著作《黄山旅游与环境研究》（合著）和《安徽省旅游业竞争力研究》（合著），国家级规划教
材《人文地理学》（副主编）和《旅游地理学》（主编），省级规划教材《地理教学论》（主编）和
（（旅游文化》（主编）。
获安徽省科技进步奖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各一项，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一项， “安徽师范大学
皖泰教师教学奖”特等奖；获“安徽师范大学教学名师”、“安徽省教学名师”、“全国第二届教育
硕士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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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险峻。
山岳坡度特别大、山脊特别窄的地方，往往构成险景。
“无奇不险，无险不奇”，道出了“险”与“奇”相互关系，险处往往有奇景。
因为越险峻的地方，去的人越少，越不为众人所知，少见多怪，叹为奇特。
 天都峰是黄山三大主峰中最险峻的一峰。
天都峰有三险：一险登山老道犹如一线天梯，自云霄垂下，攀登者通常要手足并用方能前行；二险天
都新道临深渊，缘峭壁，险象环生；三险“鲫鱼背”，长12米，宽不足1米，只能容一人单向通过，两
侧坡陡深渊，即使胆大好奇者环顾左右，亦有心虚腿软骨酥之感。
天都峰是集奇、险、雄、峻于一体的黄山峰峦风光的典型代表。
 （4）秀丽。
秀丽的山景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良好的植被，或茂林，或修竹，少秃山裸石，色彩盎然
，生机勃勃；二是山体形态丰满，天际线柔和优美。
“山清水秀”说明了“山清”与“水秀”的构景关系。
山之清丽、清幽，必有郁郁葱葱的植被；良好的植被能够涵养水源，减少水土流失，即使多日不雨，
亦有涓涓清泉，偶遇淫雨亦有减缓雨水下泄速率的作用；水土流失小，水色必然秀丽。
我国南方雨量充沛，植被茂盛，许多名山都具有秀丽的景色。
 人称黄山“后山秀丽”，就在于从平天矼到白鹅岭一带黄山山上部分，游览步道时而从茂林中穿行，
浓荫蔽日，密林中偶然透射出散射光，时而徜徉在平旷的小道上，近处、远处的山色秀丽多姿，象形
石、奇松犹如盆景一般。
欣赏山岳的秀丽能给人以赏心悦目、清神洗耳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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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安徽旅游文化研究》旨在展示和传播文化安徽，宣传安徽旅游文化，让读者在阅读和旅游中认识文
化安徽，积极研究、发展和参与安徽文化旅游，适用于旅游学界、业界和政界从业人员，旅游专业师
生和一切关注安徽旅游文化、热心安徽文化旅游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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