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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对太翻苏州三山岛旅游区的区位
、

自然景观
、

文化内硒和科学潜能作了

初步评论
。

同时提出三山岛旅游业应瞄准国际旅游业趋势
、

四大热点
,

以离的起点将可持续性旅

游作为三山岛立足之本
,

建议开展旅游地学研究
,

加大宜传力度提离三山岛的知名度
。

关锐词 自然景观 历史名人史进 旅游文化与科学 三 山岛 太溯

太翻苏州三山岛为江苏先奇集团着力开发中的新的旅游区
,

为驰名中外江南山水
、

太湖

风光中一顺新的明珠
,

将成为长江三角洲
、

上海经济开发区 的后花园
。

我等蒙先奇集 团总裁

杨景明先生安排
,

三山岛俱乐部接待
,

对三山岛旅游地学
、

旅游资源开发问题作粗略的考察
,

留下深刻印象
。

可以预望
:

具有特别优越 区位
、

融湖岛 自然风光与文化科学于一体
、

涵盖休闲

度假
、

生态旅游
、

参与旅游
、

保健旅游等多种功能
、

面向 21 世纪的新旅游区将在太湖中崛起
。

特别优越的区位 太湖为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
,

面积 2 4 2 0k m 2 ,

是江苏乃至东南沿海经

济发达地带中最大的湖泊
。

湖岸线长 3 9 3k m
,

其北岸钾湾曲折
,

而南岸弧形平整
。

太湖有岛

屿 48 个
,

暗礁 42 个
,

半岛 2 个
。

三山岛位于太湖南东水域
,

由大山
、

行山
、

小姑山组成三山岛

并与邻近泽山岛
、

厥山岛构成岛区
。

三山岛虽座落于湖区
,

但交通十分方便
,

距上海虹桥机场

1 1 0k m
,

离苏州工业园区 3 0k m
、

光福机场 1 5 k m
、

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 1 0k m
,

从吴县市

东山陆港
、

西山石公快艇行驶仅 8 分钟
。

这一地理与交通赎予三山岛 的地域优势
,

地处长江

三角洲 (苏锡常
、

杭嘉湖 )梦华与经济发达的地区
,

却保留
“
一片净土

” ,

成 为人们享受回归自

然的一个场所
。

三山岛临近上海浦东开发区
、

苏州中新工业园区
、

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国

家太湖旅游度假区
,

具有国际国内
、

外地本市多种客源市场结构
。

太湖周边旅游业的发展一

方面在开发新的景区
、

景点
,

形成面向 21 世纪世界旅游的
.

热点带
,

另一方面已有的一些老景

区也与国内不少地区相同
,

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
,

出现与 自然环境不协调的城镇化
、

商业化

现象和文化科学品位重视不够等问题
。

三山岛旅游应置于大旅游业的框架中
,

充分发挥优越

我等于三 山岛初步考察
,

逗留时间甚短
,

只能说为议论和建议

中国地质科学院火山地质矿产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
,

地质矿产部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研究员
,

中国旅游地学研

究会成员
.

中国观赏石协会理事
。

苏州市地展办公室离级工程师
,

区人民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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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区位条件
,

立足于旅游资源特性创出具有
“

先
” “
奇

”
的旅游商品

,

力求与邻近旅游区并驾齐

驱
。

旷
、

秀
、

奇
、

幽并蓄的景观 自然景观的形象美是指景观的总体形态与空间形式的美
,

包

含人们对各类景观的心理与生理感受
。

历代诗人
、

画家
、

旅行家
、

游客和地学家对我国名山大

川 自然景观美的评价概括为
:

雄
、

奇
、

险
、

秀
、

幽
、

奥
、

旷
、

野等特征 lj[
。

三山岛地学特性决定了

它的美学特性一融旷
、

秀
、

奇
、

幽于一体
。

三山岛挺立于广阔湖面
,

登高远眺
,

湖面时而水平如

镜
、

水天相连
,

时而微波荡漾
,

气势非凡
,

渔帆
、

快艇
、

莺雁
、

小岛
、

奇峰
,

动静相谐
,

一览无余
,

犹如登黄鹤楼眺望
“

孤帆远影碧空尽
” 、

登大观楼
“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

” 。

登高远望视野广

阔
,

心旷神怡
、

回味无穷
。

释岛植被丰茂
,

果林满山郁郁葱葱
,

环湖平地拔起奇特
“

板壁峰
” ,

亚

明先生曾题词
“
吴越干戈史

,

此峰可作证
,

中华今一统
,

江南享太平
” 。

太湖石造型别致的
“

生

肖
”

乃大 自然神工塑雕之作
,

牛
、

羊
、

马
、

虎… …玲珑削透
,

栩栩如生
,

维妙维 肖
。

板壁峰 (拜壁

峰 )
、

生 肖石
、

叠石
、

金鸡石
、

仙人洞
、

牛背石
、

香炉石
、

石码头
、

马脚石 等
,

称 为秀山临湖十景
。

它们构成了天然巨型观赏石并与湖岛山水构筑了奇
、

幽之景
。

由此
,

如在建筑布局上能运用

依山傍水
、

林木掩映
,

因水为势
,

出其不意
、

不拘一格的巧妙设计
,

则更能展现景区的奇幽之

特
,

旷秀与奇幽并蓄之景观
。

名人与三山岛 三山岛 自然景色之美早 为古人称颂
。

清吴大纯诗 日
“

三山岚景泛波光
,

石屋烟提韶女装
,

莫是西施仙去后
,

芳魂犹在水云乡
”
图

。

三山有吴妃祠
,

或云即西施也
,

临近

吴妃祠有舀野山
,

为春秋战国范盘隐居之处
。

范蚕带西施出姑苏
,

载舟太湖而隐居
。

范截山

旁有水葬台 (谐名梳妆台 ) 为 1
.

sm 左右
,

由青条石所筑
,

其东西向为平行铺设
,

南北方向为

辐射铺设
,

传说 为吴王夫差爱妃西施之墓
,

又传为吴王阖间爱女胜玉之冥宫
。

李商隐有诗日
:

“
惆怅吴王宫外水

,

浊泥独得葬西施
。 ”
皮 日休有诗

“
不知水葬归何处

,

落月弯弯欲效攀
, ”
清代

诗人吴庄《三山诗 》日 : “
长沂龙气接三山

,

泽厥绵廷一望间
,

烟水漾中分聚落
,

居然蓬岛在人

寰
。 ”
吴庄三山诗中有泽厥二字

·

,

显然指泽山
、

厥山岛
,

因此
,

三山诗应指太湖苏州三山岛
。

友

人所赠 《江苏山水胜迹 ))( 19 81 )将吴庄《三山诗 》列人无锡三山显然有误
。

徐霞客对名 山大川

风景资源的考察和评价贡献是前无古人的
,

他不仅研究名山大川自然美的特征
,

而且探求其

科学成困
。

徐霞客是否到过三山
,

历史记载甚少
,

但赋有醉中漫歌诗文圈阔
:

吴妃当 日将香采
,

此地遗名遂千载
。

香魂芳草几悠悠
,

泡玉连珠为谁在?天留名壤待名人
,

吾

家季兄能采真
:

九龙万妨掉头过
,

受此荒寂之瞬峋
。

冰雪长盟物外契
,

烟霞幻出人间世
。

一斧劈开

混沌天
,

千株忽现腔炯树
。

绕屋梅花香更清
,

当窗竹影云俱轻 ;梅香宜月竹宜雨
,

一时雅致谁与

并 ? 我来恰值阴晴会
,

晓色空蒙夜明媚
,

雨中移竹月中裁
,

客与梅花同一醉
。

不知孰主孰为客
,

不

知是梅还是月
。

此时香色已俱空
,

三岛十州竞谁别 ? 自怜从来汗漫偏
,

将无失却壶中天 ? 何如向

此媚 幽独
,

长艳月明朝紫烟
。

(引自徐霞客记下卷 (附编 ) 1 150 页 )
。

据年谱
:

徐霞客于万历 35 年 ( 1 6 07 年 )
,

年仅 22 岁
,

婚后即游太湖
。

陈函辉墓志 云
“

万历

丁未
,

始泛舟太湖
,

登眺东西洞庭两山
,

访灵威丈人遗迹
” 。

徐霞客初游其母王孺人制远游冠

以壮其行
。

徐霞客也曾二游太湖
,

崇祯 5 年
,

壬申 ( 1 6 3 2 年 )
,

是年 47 岁
。

曾有
“

是年七 月十五

日与黄道周
“
泛头洞庭

,

以孤云独往返
,

各作五律五首
” 。

黄所作洞庭诗 中有
“
缥缈亦佳 山

,

为

高无不及
” 。

此
’

之游太湖是在徐霞客第二次考察雁荡山返回途经太湖洞庭 山
,

泛舟游湖
。

徐

霞客游太湖虽 无游记
,

但
“
醉中漫歌

”
诗文中

“
三岛

” 、 “

昊妃
”
显然指三山岛

。

作者引述几位文

人雅士诗作
,

足见三山岛人文历 史丰富
,

建议发掘历代文人为三山岛留下的诗文
、

题词
,

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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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景点建设 中配置诗碑
,

这将大大提高三山岛文化 品位
,

使人们在欣赏 自然美景中
,

受到中

华优秀文化的熏陶
。

三山岛科学潜能 太湖成因仍为一迷
,

是陨石撞击 ? 是火山岩浆沉陷叠加构造断陷 ? 抑

或泻湖 ? 尚难作出定论
。

三山岛地学与三山岩石均为太湖形成史的记录
。

揭开太湖成因之

迷
,

三山岛地学研究极为重要
。

岛上岩石 以石灰岩为主
,

系 3 00 一 2 50 百万年间海底沉积而

成
,

含有多种古生物化石
。

此外尚有多种待研究的岩石
,

一种
“

角砾岩 ,’( 金鸡石 )的成因类型

更为引人注目
。

岛上被古人类作为刮削器
、

砍砸器
、

打击器的健石
、

玉髓
、

玛瑙来自何处 ? 三

山岛及其周边是否有火山爆发
,

地下岩浆活动的产物等等
,

均为具有科学意义之研究课题
。

此次调查
,

采集样品经室内鉴定已确认三山岛有火 山爆发所形成的岩石
。

值得进一步研究

之
。

这或许对三山岛及整个太湖周边 100 万年一 80 万年 间地质历史提供新的资料
,

乃至对

太湖成 因历 史提供一个合乎实际的解析与证据
。

清风洞旧石器 文化遗址
,

已发掘石器上 万

件
。 “
吴县三山文化证实太湖一带万年前即有人类 ,’( 文汇报 1 9 8 6年 12 月 4 日二版 )

,

是太湖

地区乃至长江流域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

这对探讨远古人类在这一地区生息劳动

和繁衍
,

探讨它与我国其他 旧石器时代差同性
,

将有深远的文化和科学意义
。

旧石器文化洞

穴发现标志着地壳抬升
,

而现今溶洞是否向湖中延伸
,

太湖水面升降历史如何 ?在龙头山
、

小

姑 山晚更新世 ( 1
.

8 百万年 )古哺乳类动物化石群种类之多较为罕见
。

三山岛旧石器文化遗

址与古哺乳动物化石群对长江三角洲
、

太湖古地理
、

古气候变迁研究有重要科学价值川困
。

大 自然与古人类赋于三山岛科学之宝
,

注 人了三山岛文化与科学血液
,

在三山岛开发中应该

受到高度重视
。

这不仅具有学术意义
,

而且随着旅游业发展
,

游客文化需求提高
,

旅游与科学

文化结合是大势所趋
。 “

人知游山乐
,

不知游山学
”
这是清末学者魏源所言

。

发掘研究三山岛

丰富科学文化内涵
,

在旅游中向人们展示
,

在欣赏湖岛风光的同时受到
“
一游胜读十年书

”
之

益
,

对普及全民文化科学素质有着重要意 义
。

如何提高旅游的科学品位 ? 这是今年举行旅游

地学学术讨论会专题
,

三山岛在发展规划 中应给予充分重视
。

瞄准国际旅游业趋向以高的起点扬三山岛之长 21 世纪国际社会旅游业发展趋势有

四大热点
:

生态旅游
、

文化旅游
、

参与旅游和保健旅游
。

人们在回归大 自然的热潮中
,

利用假

期周末奔向江河湖海
、

名山大川
,

避开都市的喧嚣
、

污浊
,

享受野外的清新纯朴
。

三山岛区位
、

旷 秀奇幽的湖岛山水
、

丰满的植被果园
、

广阔水面和久远文化均为三山岛休闲度假旅游
、

生

态旅游
、

参与旅游 (特别是水上活动
、

水上运动 )
、

文化科学旅游和保健旅游创造 了良好的条

件
,

三山岛发展应以此为目标迈人 21 世纪
。

“

可持续性旅游
”
应作立足之本 西班牙沙罗特国际会议通过 《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 》和

亥可持续旅游发展的行动计划 》两个文件
。

会议强调五个问题
:

①旅游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

②发展旅游立足长远
,

克服短期行 为
;③旅游与环境保护结合才能持续发展 ;④旅游业持续

发展应与经济文化等其他领域发展相协调
;⑤ 21 世纪是环境保护关键时期

。

上述五个方面

体现旅游业必须持续发展的总思路
,

预料国家有关部门将把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旅游

的发展列 人议程
,

把问题解决在旅游项 目建设之初
,

并有可能在沿海地区
、

湖岛地区
、

历 史名

城等地建立一批旅游生态实验示范工程
。

建议三山岛将
“
可持续性旅游

”
作为立足之本

。

加大宣传 力度提高三山岛知名度 先奇集团及所属三山岛俱乐部着力展开宣传
,

但三

山 岛为新 开发的旅游区
,

其自然景观
、

科学文化
、

旅游功能
,

人们还 比较生疏
。

去年 5 月我赴

台湾考察
,

台岛四大国家公园与大陆旅游景区的宜传相比较
,

大陆不少风景区宣传广度与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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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显然不够
。

我也曾在南京有关涉及旅游座谈会上提出加大宜传力度的建议
,

得了广泛的关

注
。

对开发中的三山岛的建议
:

①组织有关人士撰写
“
可爱的苏州太湖三 山岛

”
一书

,

公开出

版 ; ②编写印刷英文
、

日文宜传品
,

利用一些机会散发 ; ③引进一些会议在三山岛召开
,

适当

时机建议先奇集团三山俱乐部主办 (与有关部门联合 )召开三山岛旅游
、

文化与科学讨论会
。

总之
,

应利用各种机会与媒介
,

加大宜传力度
,

重视宜传质 t 和效果
,

提高知名度
。

建议开属三山岛旅游资派研究 三山岛发展中加强旅游资源研究具有现实和长远可持

续性旅游的意义
:

①旅游资源是旅游业赖以发展的基础
。

三山岛旅游资源的个性
、

容量
、

价

值
、

功能
、

地域组合特点等
,

对三山岛发展战略 目标作出客观的论述
。

如何与太湖风光带连结

和发挥三 山岛的个性功能 ? 旅游客源结构确定与招来策划
。

②旅游资源的地学特性
,

三山岛

各种岩石
、

板壁峰
、

峭石
、

金鸡石
、

溶洞成因以及生物化石科学意 义
,

这对提离三 山岛旅游的

科学品位是不可缺少 的研究专题
。

③地下热水存在可能性的论证
、

开发热水 (温泉 )
,

其经济

与社会效益是巨大的
。

④旅游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措施
,

尤其水源环境更为重要
。

面向 21 世

纪制定三 山岛可持续性旅游行动规划
,

以适应当代国际旅游业发展的潮流
。

不容忽视旅游商品在旅游业经济效益中的份翻 旅游业发达的国家
,

旅游业创汇中旅

游商品 (主要特色产品与旅游纪念品 ) 占 60 %
,

我国占 24 一 28 %
,

浙江省仅占 12 %
。 “
行一方

山水
,

知一方风物
” ,

人们到旅游区总会留点纪念
。

建议以大的视城去开拓旅游商品
,

发挥综

合性集 团优势
,

面向国际国内旅游业形成旅游商品产业
,

使扛南 山水
、

太湖风光
、

东吴文化
、

三山岛特性体现在旅游商品之中
。

江苏先奇集 团对三山岛旅游区已勾画出宏伟的蓝图
,

已建
、

拟建招商项目有
:

环岛景点
,

佛教山庄
、

亚太会议中心
、

中国女人城
、

三山大酒店
、

森林情侣屋
、

异国风情别里
、

天然游泳场

等
,

总投资数亿元
,

应该视为跨世纪旅游工程
。

笔者通过对三山岛的考察
、

认为对三山岛的旅

游资源应作出研究
。

1 9 9 6 年 9
`

月全国旅游地学研究会第 11 届年会各界人士认为旅游资源

不等于旅游产品
,

由资源转化为产品
,

如缺少旅游资源的研究将会影响旅游业持续发展
。

期

望三山岛成为镶嵌在太湖之上的一倾璀璨明珠而被世人注目
。

主要今考文献

【1〕陈安泽 卢云李
.

旅游地学概论
,
19 91

。

〔2〕韦鹤鸣
.

三山胜进幽
,

何必间桃裸
, 】9 93

,

太湖文化历史研究
,

苏州大学
。

〔3」徐弘社
,

徐艘客游记 (褚俗普
、

吴应寿整理 )
,

上海古摘出版社
。

〔叼陈淳筹
,

三山岛旧山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月报告
,

19 9 3
,

太溯文化历史研究
,

苏州大学

s[ 〕张祖芳
,

太湖三山岛喃乳动物化石
,

19 9 3
,

太翻文化历史研究
,

苏州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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