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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的文化记忆》

前言

我们的生命来自历史，我们现今获得的一切都来自历史。在我们还未存在的某个遥远的时代，我们现
在的一切就早已注定了。当我们经过每一天、每一分钟的时候，当朋友问我们“我们正在干什么的时
候”，这个“我们”正在经历着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和“正在干什么”的瞬间就成为了历
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追问今天做了什么和追问历史是什么具有同样的价值。我们既来自历史，又活
在历史之中。历史像一支无形的大军，时时向我们所处的现在的每一个时刻紧逼，我们每时每刻都不
得不丢失堡垒，直至向它奉送出整个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成为历史。历史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当我们感到历史正向我们袭来时，我们时时感到惶恐和不知所措。人类在伟大的历史面前是渺小的
；但渺小的人类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对历史的吸纳和抗争，又显示出人类的伟大。因为历史毕竟是人类
创造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当我在写《风景的文化记忆》的时候，我们又一次被抛到历史的荒野上
，历史的钟声为我们敲响，历史的洪流穿越远古的冰山向我们涌来，我们不再是旁观者，我们又投身
到历史之中。我们在寻求历史的公正。人类在不断扼杀自己优秀人物的同时，又接连推拥出自己的伟
大英雄。我们常常感到，历史是宽容的。历史是值得信赖的审判者，它审判人类一切善行与恶行，它
使人最终相信：人类尽管勾心斗角，干尽了邪恶坏事，人类终究是伟大的，历史终究是美好的。认识
历史是异常艰难的。历史对研究者来说，首先呈现在面前的，是一条巨大的深长的黑洞，里面什么都
看不清，你借着尸骨的白光摸索前进，有的人由于害怕退了出来，有的人永远在黑洞里摸索寻找，而
你也许终于走了出去。但外面仍没有光明。那里到处是层峦叠嶂的山峰，黑云罩住峰顶，云雾缭绕山
间，你无法辨明前进的路径。当你终于站到峰巅的时候，天宇顿开，一片光明，四周广袤的原野为你
展开。往后看，那里遍布着祖先的小木屋；往前看，那里阳光灿烂，开满鲜花。历史智慧是一种堆积
的文化成果，随着历史的演进，历史智慧堆积得越来越丰厚，如同大江大河的沙洲积淀一样。越到后
来，人们能够打捞和吸取的智慧就越多。我常常游历于山水之间，打捞着历史和文化的碎片。我知道
这种打捞也许是徒劳无益的。离“真实”的历史差了好长的距离。其实，历史不仅仅是文献的记载，
不仅仅是考古学家从地下挖出来的记忆。活的历史赋存在山水之间，赋存在人们的传说中。从山水文
化的赋存中，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历史，一种后来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历史，所希望领略到的文化。
也许这就是后人的历史文化心理，这种历史文化心理代表了市井百姓对历史的价值判定。显然，它与
历史学家、当政者的历史价值判定是有所不同的。难道这不是历史？难道这不是文化？山水文化是活
着的文化。它以特定的形态附着在山水之中，与特定的地质特征、地貌特征、地理现象相连，在特定
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中生长。所有的风景都是历史的风景，所有的风景都是文化的风景。大自然的
风景镌刻着历史的年轮，建筑和人们的生活承载着人类的记忆。我是以旅游规划者的视野来审视这些
特征的。白天在考察、在访谈、在规划景区，夜晚就打捞着这些文化的碎片。这种思考往往将历史、
地理、宗教、文化、建筑等学科进行综合考察，最后发现，也许这样的视野更广，更接近老百姓的文
化心理。于是，就把它们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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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的文化记忆》

内容概要

《风景的文化记忆》是旅游策划、规划专家杨振之原创的科考散文、随笔，是作者多年来在旅游考察
途中辛勤采撷的结晶。书中插图多为作者第一手拍摄资料，图文并茂。书中内容多以四川、西藏、湖
南、陕西、甘肃、贵州等地景区、村寨、寺院和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为对象。作者从贴近百姓视野的角
度，把僵硬的历史化为鲜活的文化，视角独特，触点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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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的文化记忆》

作者简介

杨振之
生于1965年4月，重庆市人。国内著名旅游策划、规划专家，四川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旅游规划与景区
管理系主任，旅游管理、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专业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中国休闲与旅游研究中心主
任，全国区域旅游开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成都来也旅游策划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来也旅游规划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为全国160个景区编制了旅游规划策划和项目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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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的文化记忆》

章节摘录

天国裸女九寨沟过了弓杠岭，不远处就是“童话世界”九寨沟。位于岷山大山怀抱中的九寨沟，114个
高山海子星罗棋布地分布在“Y”字形的山沟之中，与雪山、翠海、森林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九寨沟的灵魂是水。从雪山上流下来的清纯的水，注入梯级式的高山湖泊，然后又从红柳密林中漫溢
而来，组成高瀑布、珍珠滩瀑布、诺日朗瀑布、树正群海瀑布群，如此翠海叠瀑，逶迤数十公里，泉
水流过之处，全是钙华沉积物，在阳光的照射下，每个海子里的水顿时五光十色，华光流彩。从不同
的角度，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季节看九寨沟的水，所呈现出来的色彩迥然不同，真是一步一景，步移
景异。水景的色彩、声音、动静、节奏组合得如此完美的景点，在全世界也难得一见。天下的瀑布、
泉水看得多了，到九寨沟之前，尽管九寨沟的水已美名天下，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见她的美丽动人之
处，以为只不过是在大山深处，流泉飞瀑组合得更完美，水质更本色罢了。不管是大海的水，江河的
水，还是小溪里的水，给人的快感多半是听觉的，你置身于这样的水的世界里，闭上双眼，如同进入
了交响乐的世界，所以许多人都以“乐章”一词来形容水泉在大自然发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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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的文化记忆》

后记

《风景的文化记忆》在写作过程中，对四川大学的国学大师、历史学大师徐中舒、蒙文通、胡鉴明、
冯汉骥教授，以及历史学和民族学家冉光荣、李绍明教授，历史学和考古学家林向、张勋僚教授，四
川省社科院《山海经》研究的著名专家袁珂教授的观点有所参照和引用，由于《风景的文化记忆》的
文体所限，不能一一注明，谨在此深表谢意。学兄粟品孝教授曾为我提供了一些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我所考察的景区和各级地方政府在我做景区规划、策划和考察的过程中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地方文化
资料和史料，为我提供了许多帮助，由于涉及的地方较多，不能一一注明，《风景的文化记忆》算是
对他们的感谢和回馈。《风景的文化记忆》不少篇章于1999年以旅游线路考察的专文形式发表，由四
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叫《中国后花园》。《风景的文化记忆》一出，立即引起导游们的兴趣，至
今在他们的QQ群上都还在到处求购，可惜，出版后第二年就已售罄。正当我准备把这几年新写的游
记和原来《中国后花园》的部分章节整理成新集子出版的时候，科学出版社成都公司的编辑陈梦找到
我，希望我将平常所写的游记收集成册出版，并乘势在科学出版社推出“来也思想库”。《风景的文
化记忆》就算是该思想库推出的第一本著作。四川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杨民老师，多次深入景
区调查，为《风景的文化记忆》提供了都江堰景区、中岩景区、三苏祠、峨眉山景区的照片，在此深
表谢意。成都来也公司景观设计师杨强专程为《风景的文化记忆》的拍摄了黄龙溪、洛带等地的照片
，在此深表感谢，同时绵阳市旅游局、蜀南竹海景区和三星堆博物馆等单位也友情提供书中部分插图
，在此一并致谢。我的妻子李玉琴为我整理了部分考察照片，并为我提供了一些她拍摄的照片，感激
之情难以言表。成都来也旅游策划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来也旅游规划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同事们
为我做了不少辅助性工作，四川大学旅游学院我的博士生及硕士生们王汝辉、赵婷婷、周坤、王进等
人给了我大量帮助，让我有集中的一段时间来最后完成这一书，也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感谢。感谢科学
出版社的编辑陈梦女士、美工陈思思女士为《风景的文化记忆》所付出的心血。就在《风景的文化记
忆》正准备付梓的时候，四川汶川大地震于2008年5月12日爆发，整个龙门山脉城市、村庄被夷为废墟
，震中正是羌族聚居区，那是古史传说中的昆仑山。许多羌寨被毁，都江堰等景区受损严重，世界文
化遗产二王庙几乎被震跨，李白故里清代建筑群大多垮塌。由于这次地震的影响，《风景的文化记忆
》中所写的部分景点也就成了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碎片。为了唤起人们的记忆，我又把以前写的关
于1933年叠溪大地震的文章收入《风景的文化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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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的文化记忆》

编辑推荐

山水文化是活着的文化。它以特定的形态附着在山水之中，与特定的地质特征、地貌特征、地理现象
相连，在特定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中生长。《风景的文化记忆》适合散文与随笔爱好者、文化与旅
游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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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的文化记忆》

精彩短评

1、是一本游记散文，看了之后就算没去过这些地方也对这个地方有所了解了，作者从不同的视角看
待旅游文化，很深刻，还可以了解很多历史方面的知识
2、相信读完后，对我的工作会很有帮助。
3、可以当做历史书来看！一般
4、大致浏览了下，确实不错，值得拥有，就是包装上有点小瑕疵
5、经朋友的推荐知道这本书~~~~  旅游专业的书看过不少， 散文游记的书也看过很多，但是如这种
以旅游专业的角度写出的散文却是第一次看到。作者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为旅游资源进行评价，视角
新颖，加之作者丰富的见闻和专业规划的背景，是一本不错的好书~~~~~~
6、感觉作者能写出这本书应该是作者真实的游历，以及真实的感受并融汇了真诚的态度，读毕受益
颇深，如此的游历才有意义
7、每个做旅游的人都有其独特的视角，从朋友那里看到，很喜欢便也买了一本。杨老师的其他数目
看来是理性的，严谨的，而这本书则充满了对风景的喜爱和其中文化的理解，丰富的感性色彩。从他
那细腻的笔触中更多能从深层次学到他如何对待工作和怎样把这样的思路、这样的美转化为未来的景
区当中去，还可以品味杨老师的文采。
8、自己是学旅游的，也曾在山水之间体会到那种情感恣意迸发的感觉，这本书真实的纪录了山水、
文化以及洋溢期间的情感与思索，相信读过这本书的人，在今后的生命中游历山水之时，会别有一番
风味！
9、巴蜀地域的放浪形骸之闲适，应当亲身去体会一番。
10、喜欢这本书中关于四川各个山水文化景点的历史记忆，但是缺少了串联，如果能辅以地图能更加
出彩。
11、川蜀的地理历史文化
12、风景的记忆需要有文化历史内容才能恒久。到过作者写的一些地方，无专业的眼光和角度逊色多
多，遗憾多多。这本书于我帮助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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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的文化记忆》

精彩书评

1、本书中主要介绍了四川省的著名旅游景点，如题目所言，作者想大家阐释了风景中所蕴含的文化
底蕴。有幸在这个暑假去四川实习和游玩，期间便是带着这本书翻看那些去过或是将要去的景点，对
于理解景区的文化，更好地在景区游玩与品味是十分有帮助的。把风景与文化结合在一起，增添了旅
行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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