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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在 «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陈安泽文集»将要临梓之际,本想请一位院士写一个

序.想来想去,那种利用名人为自己著作写序的事,最好不要做,还是自己写吧!

时光如流,不知不觉已在世上渡过了二万九千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但回忆性事却历历在

目.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我生于河南临颍县一个晚清遗宦之家.先祖陈星聚 (１８７１~１８８５年),

曾任台湾台北府知府.值得说明的是 “他是首任开府台北的知府,也是与府城的建筑相始终而

劳瘁不辞的知府”.在他策划下,于艋舺和大稻埕之间一片水田上,先后五年多时间建设了一

座台北城.正如２００４年时任台北市市长马英九所述:“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年),台北府知府陈星

聚正式开府台北,开始筑城终于在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年)十一月完工”.台北府城竣工不

久,法帝国主义出兵侵台,陈星聚时年６９岁,亲率军民抗法,终于将法国侵略者赶下大海,

陈却因年事已高积劳成疾,病累而卒,我为先祖因捍卫宝岛鞠躬尽瘁献出生命而感到骄傲.幼

年、少年阶段,恰逢中国多事之秋,九岁时即遇河南大旱和蝗灾,我亲眼看到遮天蔽日的蝗群

以及哀鸿遍野的饥民,其悲惨之状至今不忘.１９４３年初小尚未毕业就遭到日寇侵占家乡,小

小年纪就饱尝了亡国奴的滋味.因与小伙伴商议中国人不说日本话,而遭日本教官的鞭笞,从

而在心灵深处埋下憎恨日本鬼子的种子.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笔者从一个亡国奴一下子成

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当时欢乐之情真是无以言表,这是我少年时代最为舒心的一件大喜事.

不久喜事再次光临,我因小学成绩优异,以全县第二名免试被临颍县中学录取.但好景不长,

国内战争爆发了,１９４７年秋初二学业尚在进行,就在炮火中失学了.接着临颍获得解放,

１９４８年春我进入解放后的临颍县中,新的思想、新的理念的指引,使我找到了新中国青年的

前进的道路,也奠定了我终生的政治方向.但因受遗宦家庭成分之连累,复学后因失去正常的

经济支撑,生活是极为艰苦的,只能同几位小同学寄宿于一个远房大伯临街小屋中,每周从乡

下带些干粮自己做饭吃.初期还有白面馍 (一种薄饼),后来只能带混野菜的粗粮馍了,用一

个小沙锅以棉秆 (麻去皮的白色枝秆)作燃料,烧点开水,加点盐泡馍吃.因为带的干粮要吃

一个星期,到周三后馍都发霉了,为了充饥霉馍也得吃,这种生活直到１９５０年春初中毕业.

总之,从１０岁到１６岁度过了艰辛屈辱的童年、少年.这是历史所致,个人是无法选择的,也

无需抱怨.正是这段苦难生活的磨砺,对我一生都有用处.孔子说过一段很有哲理的名言: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

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虽没干出什么大事,但童年、少年时的这段经历,确实使我

终身受益.初中毕业后,因经济问题不能继续读高中,当时可以去教书,但我认为初中程度教

书会误人子弟,决心择机深造.机会终于来了,１９５１年中南第一高级工业学校招生,我去许

昌应考,一举而中.从此离开了生活１７年的故乡,走向了外出求学之路.到武汉后不久,学

校一分为三,即地质、煤炭和纺织,我因幼年时常到京汉铁路上玩,而对道渣的石头产生兴

趣,就选择了地质专业.我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地质学学习,野外实习,于１９５４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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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武汉地质学校地质勘探专业.正当满怀希望投身野外找矿工作时,却被分配到地质部教

育司地质陈列馆 (即中国地质博物馆前身)工作.由于该馆处于筹备阶段,为了准备展出用地

质标本 (同时为承担供应全国地质学校教学标本任务),有机会跑遍当时主要勘探矿山 (如大

治铁矿、中条山铜矿、鞍山铁矿、白银厂铜矿、锡矿山锑矿、江西各钨矿、锡铁山铅锌矿、柴

达木油田等)及各种地层剖面、古生物化石产地等,这大大充实了我的矿产、地层、矿物、岩

石、古生物实践经验.但也深感知识不足,必须择机深造.良机再次光临,恰好此时地质部教

育司一位司长也想学习地质知识,便在其主管的北京地质学院,为地质部职工办了一个干部特

别班,学制五年,但需考试入学.我以高分被录取,遂于１９５６年秋如愿进入北京地质学院学

习.由于该位领导开始也是学员,学校派最有经验的老师授课,记得有边兆祥、王鸿祯、彭志

中教授,先后五年边学习边工作,完成了全部课程、实验和实习,终于在１９６１年秋获得

高元贵院长签署的 “北京地质学院金属非金属地质及勘探专业毕业证书”.先后八年的地质学

习,积累了较扎实的地质学知识,加上工作中有机会接触众多老一辈地质学家,如高振西、程

裕祺、王曰伦以及黄汲清、李春昱、孙殿卿、池际尚等,能亲自向他们学习野外工作方法和室

内岩矿鉴定方法等,加上地质博物馆丰富的馆藏及多种多样的地质展览,为我从事地质研究和

科学普及工作奠定良好的地质功力基础,１９６５年便顺利获得地质工程师称号.１９６６年文化大

革命开始,便被卷入其中,直到１９７３年才重新回到技术岗位,使我中断了地质工作七八年.

重新工作后,我利用地质博物馆岩矿标本藏品丰富的条件,与北大、长春地质学院教师合作编

写出版了 «火成岩结构构造图册»,这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岩石学专著,获得地矿部科技成果二

等奖.１９８７年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思想的解放,迎来了经济的大发展和中国旅游业的

蓬勃兴起.突然兴起的旅游业迫切需要各学科的介入,历史的机遇将我推向将地球科学与旅游

业相结合之路.工作性质也有所变化,从纯技术工作转向了管理岗位.１９７９年受组织指派组

建 “中国地质学会地质科普委员会”,先任秘书长,后任主任委员,并以此为平台与志趣相投

的同仁一起,于１９８５年创建了 “中国旅游地学研究会 (筹)”(即现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

地质公园研究会),并着手创建一门地球科学与旅游相结合的新学科———旅游地学.１９９１年与

卢云亭教授等合作编著出版了 «旅游地学概论»,成为旅游院校参考教材,为我国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培养旅游人才,促进旅游业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１９８９年我从中国地质博物馆副馆长岗

位上调到中国地质科学院任中国地质学会专职副秘书长,参与筹备第３０届国际地质大会,使

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旅游地学工作.在开展旅游地学活动的基础上,产生了应当建立一种传播

地球科学知识基地的想法,先向国务院提出建立 “地学公园”、又向地矿部提出建立 “国家地

质公园”的建议,并千方百计地使其成为现实.直到２０世纪末,在国土资源部各级领导,特

别是孙文盛老部长的亲自领导下,云南石林等１１个首批中国国家地质公园,终于在２０００年降

生在中国大地上,这也是世界上首批国家地质公园.地质公园的诞生意义重大,其在地质工作

发展史、园林建设史及中国旅游业发展史上都有里程碑的作用.旅游地学同仁不但促使地质公

园诞生,还为其健康成长提出了一整套建议与方案.在此期间还为中国旅游业、风景名胜事

业、森林公园事业、世界遗产事业的发展作了大量工作.２０１３年８月,经过１０余年精心组织

与编纂的 «旅游地学大辞典»问世,是旅游地学迈向新阶段的标志性著作.以上工作内容大都

反映在文集中,在此不作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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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８７年介入用地球科学知识为旅游业发展服务起,３０多年转瞬即逝,年至八旬已入暮

年,但促进 “旅游地学”学科发展,使其扎根教育、科研领域,促进地质公园事业健康成长,

使其成为中国旅游业走向科学之路的基石和典范的壮心尚存.让我引用 “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名言来激励自己,以期利用不多的余生,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再做些力所能及之事.拙作 «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陈安泽文集»,虽然入不了品级,

但他却记述了我走地学为旅游服务之路的经历,也许有些可借鉴之处,特刊于下,盼 “后之览

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要特别感谢旅游地学专家、四川大学旅游学院杨振之教授为本文集的出版提供资助.

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

陈安泽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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