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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旅游对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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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

在我们家的餐桌上，分工是相当明确的：老妈负责买原
材料以及生产饭菜，老爸负责点评。这点评以批评为主，因
为“骄傲使人落后”。批评的理由通常有三：一曰主、辅料搭
配不当，一曰刀法没有顺应原材料纹理，一曰火候把握不够
精准。被批评的老妈每每扬言罢工，却总是在老爸“跟绝大
多数人相比你的厨艺很不错，但还有进步空间。”的劝慰下
复工。

但有一道菜，老爸无话可说、无“刺”可挑，那就是老妈
做了几十年、技艺丝毫没有退步的红辣椒焖熏腊鱼！

每当一盘香香辣辣、略带醋溜味道的焖熏腊鱼端上桌，
老爸总是说，嗯，色香味全，这道菜还像个样子！此时，一向

“多嘴”的我不说话，因为只顾得上吃了。
你看，熟的腊鱼经过油焖醋溜，肉色偏红，配上切段儿

的干红辣椒，有时起锅时添加一些翠绿的蒜苗，装在白净的
磁盘里——再闻着淡淡醋香与腊鱼充分缠绕的混合味道，
是不是能有陶醉的感觉？

我不止一次向老妈请教过这鱼的做法，她的回答用卖
油翁的话来表达就是“我亦无他，唯手熟尔。”总结如下：1、
把腊鱼剁成块，干红辣椒切段备用，香葱蒜八角少许，姜丝
儿多一点。2、取炒菜锅烧热，放入花生油烧至七八成热，
辣椒等佐料下锅，煸炒出香味。3、下鱼块，放一汤匙生抽，
两汤匙老陈醋，半汤匙老抽，半汤匙白糖，一汤匙料酒。开
水适量，炖。4、20多分钟之后，大火收汁。为了美观，有蒜
苗时放些切段的蒜苗，没蒜苗时放些青椒片儿，翻炒两三
下，起锅装盘即可。

往往是鱼还没端上桌，我们已经被香味深深迷醉，跑进
厨房，手指当筷子，一叠连声地喊着烫烫，呼呼吹着气，用牙
齿撕扯着一柳柳的鱼丝儿，解馋止住口水……

其实，热气腾腾的焖熏腊鱼虽然味美，但不如冷的好
吃。这鱼块儿冷了之后，炖出的鱼汁儿会结冻，先将鱼冻嗦
干净，再从容地、一丝一丝地品鱼块——要是面前有一碗绿
豆汤，而电视机里正放映着你点播的电影……快意人生，不
过如此！

红辣椒焖熏腊鱼
记者 李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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