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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吴胜明先生的新著《瑰丽的地下艺术殿堂——中国溶洞之旅》第二版展现在眼前，令人耳目一新
！
于是乎，迫不及待地研读，掩卷回味其精华，真有三日不知肉味的感觉。
简言之，本书是洞穴科普著作的报春花，具有四大特色：　　其一，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作者从溶洞类型，洞内外景观诸方面，抓住洞穴特点，“实实在在”指出各个描述溶洞的唯一性
，做到了内容丰富多彩、特点鲜明突出，让读者印象颇深。
至于资料翔实，更是难能可贵。
例如，不少溶洞，尽管在全国不算太有名，但作者仍然一丝不苟地娓娓道来，从地点、洞名由来、开
发时间、代表性景区、特点、文化内涵、游后感，都进行了言简意赅的记载和评述，使读者在旅游时
能胸有成竹，少走了许多弯路。
　　其二，澡入浅出，科学性强。
　　《瑰丽的地下艺术殿堂——中国溶洞之旅》第二版是一本科学性强的旅游地学之书，涉及溶洞知
识的方方面面，介绍深入浅出，一般读者好像进入科学殿堂，专业读者犹如重温基础知识。
特别是在“洞穴知识漫谈”中，开门见山地对发育在不同岩石中的洞穴有一个宏观分类的介绍，而且
对溶洞的形成、分类、形态、年龄等都有概括，特别是有关钟乳石知识、古人对洞穴的论述等，在书
中阐述明确，见解独到。
此外，还一针见血地对溶洞开发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提出了作者的看法和想法。
所有这些，都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感染、受教育、受鼓舞，实是难得。
　　其三，文笔生动，可读性强。
　　本书除了，介绍溶洞的特点，景观的知识、地学知识外，还恰到好处地提及了有关历史典故，充
满文学气氛，无论在标题制作、文章结构、遣词造句上都下了苦功夫，读起来轻松自如，倍感亲切，
是一本厚积薄发，融科学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好书。
　　其四，亲历亲为，无声导游。
　　作者在书中提及的诸多溶洞多用双脚丈量过，这种过硬的调查功夫应该推崇。
作者自述是“五年写成的书”，其实冠以“十年磨一剑”一点也不夸张。
因为，在近30年中，作者为本书写作做了大量的准备和积淀工作。
为了考察一个溶洞，胜明先生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仍然付出300元的花费，这对于一位工薪不多的老
知识分子来说，并非简单易行的事。
由于作者亲历亲为，才能把中华民族的节约美德在自己身上发挥到极致。
因此，作者才有可能处处为旅游者考虑，把每一个溶洞的代表性景观，都有简明扼要的引人入胜的介
绍，应该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无声导游。
　　胜明先生在字里行间不断流露出对明代旅游地学大师徐霞客的敬佩之隋，而且决心继承和发扬光
大，成为洞穴科普著作的报春花，使我们这些追随徐霞客的“粉丝”看到了举火炬之人，兴高采烈之
情可能不亚于胜明先生。
愿金灿灿的报春花迎来百花满园的春天。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谢延淦　　于北京和平里　　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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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胜明先生的新著《瑰丽的地下艺术殿堂——中国溶洞之旅》第二版从溶洞类型，洞内外景观诸方面
，抓住洞穴特点，“实实在在”指出各个描述溶洞的唯一性，做到了内容丰富多彩、特点鲜明突出，
让读者印象颇深。
至于资料翔实，更是难能可贵。
例如，不少溶洞，尽管在全国不算太有名，但作者仍然一丝不苟地娓娓道来，从地点、洞名由来、开
发时间、代表性景区、特点、文化内涵、游后感，都进行了言简意赅的记载和评述，使读者在旅游时
能胸有成竹，少走了许多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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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胜明先生，国土资源部所属之中国地质博物馆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地学专家。
武汉人，1941年生于昆明。
1963年西北大学地理系毕业，1967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生毕业。
北京科普创作协会创始会员，中国旅游地学研究会首届委员。
先后担任湖南黄道芳“宇宙星盘”(该发明获联合国日内瓦发明金奖)、四川黄龙-九寨沟风景区科研成
果等项目鉴定评审委员。
出版专著二十余种，在《光明日报》《南方日报》《中国国家地理》《地球》《化石》《天文爱好者
》等报刊发表地学作品三百余篇。
先后获得首届、第七届冰心儿童图书奖和全国第七届金钥匙图书奖，个人独立撰稿的《探险世界》《
探险百年》以及主持翻译的《众神之车》均成为当年的畅销书。
呼吁在我国设立北回归线标志和取消夏时制。
从1977年开始，为《中国儿童》《我们爱科学》《中学生》《中国少年报》《中国中学生报》等报刊
撰写的大量科普文章，深受少年儿童读者的欢迎。
 
    吴先生秉承“读千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主张将多学科的广知识和艰苦细致的野外实地考
察相结合。
《中国地书——中国21个国家地质公园全记录》就是他这一治学主张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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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天坑是一种特殊的、大型的喀斯特的负地貌。
它发育在连续沉积厚度及其含水层的包气带的厚度都特别巨大的可溶性岩层中，四周岩壁封闭而陡峭
，平面宽度与深度从百余米至数百米，底部与地下河相连接。
它以雄：坑体巨大；险：坑壁峭立；秀：林木翠绿，暗河潺潺；幽：坑深宁静；旷：分布在一片峰丛
大地之上等5大特点成为旅游业的新宠和热点旅游地区。
说通俗点，天坑也是一个巨大的洞，徐霞客称为“星窟”。
　　目前乐业已发现的天坑达到28个，占到全球的31.8%，占中国的45%；全球25个大型天坑，乐业
有8个，占世界的32%；乐业24个天坑集中分布在大石围附近（又称大石围天坑群）110平方千米之内
，是世界天坑密度最高的地区。
乐业天坑不仅有大型，还有中型和小型；口部形状大多近圆形，但又各不相同；剖面则有倒置漏斗型
、井筒型、漏斗型三种。
综合上面3个数据（总数，大型天坑数，密度）以及形态的多样性，把乐业称为“世界天坑博物馆”
，“世界天坑之都”是名副其实的，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到乐业开会和考察，在两天之内居然看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天坑，大呼意外，大有收获啊！
　　黄獠天坑：比火山口还深，西湖的水也装不满，它还是一个兰花盛开的地方。
我们考察的第一个天坑是黄獠天坑，位于县城西边20余千米处。
从县城乘车1个多小时就到达了。
下车后爬山，不到半个小时就可看到天坑了。
我们围绕着天坑的口部走一圈，边走边看。
口部有三个观景台，以二号最佳。
站在观景台上往下看，好大一个坑啊！
还是用数据来说明，口部直径170～320米，最大深度达到16l米，平均深度140米，容积629万立方米，
坑底高程975米。
　　上面这些数据很抽象，现在让它们具体化，黑龙江省五大连池火山中的老黑山火山口，直径：350
米，最大深度136米；黄獠天坑这个“窟窿”和一个巨大的火山口不相上下，况且黄獠天坑仅仅是一个
中型天坑。
容积629万立方米，杭州西湖的库容仅为593万立方米，把西湖所有的水倒进黄獠天坑也填不满。
坑底高程975米，乐业县城的海拔为970米（是广西海拔最高的县），两者几乎在同一海拔高度。
黄獠天坑的宏大，你会感到具体、实在，笔者站在观景台上往四周眺望时，从内心发出好雄壮的风光
啊！
　　黄獠天坑野生兰花有3个世界之最：世界最大的大香荚兰野生居群，世界最大的莎叶兰野生居群
，世界最大的带叶兜兰野生居群。
正因为如此，这里被命名为“中国兰花之乡”、“中国兰科植物保护区”。
　　黄獠天坑的坑壁与坑底没有明显的斜坡，坑底非常平坦，给人以宽阔、舒敞的感觉；在此建了世
界第一个天坑攀岩速降基地。
爱好这项运动的人可以在此大展身手。
　　穿洞天坑：从穿洞进入坑底，坑底又有洞，洞中有天窗，是一个坑洞一体的大天坑。
穿洞天坑是我们考察的第二个天坑。
11月15日上午，考察完罗妹莲花洞后，乘车大约半个小时就到了，这次不是爬山到天坑顶部眺望，而
是从山的中下部的入口进入了一个喀斯特溶洞，洞内钟乳石不多。
但有一根高10米左右的大石柱像擎天柱在洞中耸立，石柱中部已经风化，似球状风化，从外到里层层
剥皮，在灰岩中还是第一次见到，不少人感到新奇。
洞中还用玻璃瓶陈列了洞中一些动植物的标本。
走着走着，越来越亮，并且见到了一个很大的洞口。
啊，原来这是一个穿洞，其长202米，宽20～28米，高9.5～23.5米，是一个高大的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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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口顶处的石钟乳十分发育。
　　走出穿洞，蓝天如洗，阳光灿烂，一下子就进入到穿洞天坑的底部，离地面有100多米深。
抬头向上看，在6座山峰的包围之中。
我们在坑底行走，林木十分繁茂。
由于已经开发为旅游区，坑底的游路，栏杆修建得很好。
在坑底发现下面还有溶洞，洞口生长着弯曲的绿色的生物喀斯特，并能听见流水声，游人没有专门的
装备是无法进入的。
　　再往前走，又有一个溶洞，走进去一看是一个圆形的厅堂式的溶洞，面积不大（直径为70米），
但十分高（79.3米，约26层楼房之高），更绝的是洞顶有一个天窗，一缕光线射下来，无比精彩，因
为光线先要透过坑中然后才能照进天窗。
一年之中只有很少的时间才能把洞口和天窗以及人和光线，四种景物照在一张照片上。
我虽然在考察时无法照下，但看到别人照的照片，也不禁叫绝。
　　出了这个洞，走不多远，又走到穿洞的洞口。
我们进洞口，又走了一次穿洞，来到洞口，2个小时完成了这次穿洞天坑之行。
我的感受是这个穿洞天坑是一个喀斯特的公园，把天坑，溶洞结合在一起，同时天坑周边洞穴的发育
，充分证明了天坑与地下河是不可分割的。
到了天坑老想到坑底一看，往往由于时间和体力的限制，无法实现。
没有想到老天想到了，特意造就了穿洞天坑这种类型，让人们实现了自己的想法。
　　穿洞天坑是个比黄獠天坑要大的大型天坑。
其最大深度312米；平均深度：175米；容积：90l万立方米。
　　大石围：它是一个既大型又奇特的喀斯特公园。
从县城的西边驰去，大约1个小时就到了大石围天坑。
上山的步道修得很好，大约15分钟就来到了一个具有民族风格，全部用木料建的观景台。
在此眺望，一个好大好大，好深好深的天坑就在眼前，天坑四周由三个陡峭的山峰把其围住，故名大
石围。
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深和最大的坑。
还是用数据来讲话。
　　口部直径420～600米，口部面积16.66万平方米，底部面积10.5万平方米；比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
宫（13.9万平方米）和大观园（12.5万平方米）还要大。
其最大深度613米，平均深度511米；把中央电视台的发射塔（高405米）放进去还绰绰有余。
其容积为7475万立方米，四川九寨沟最大湖泊的长海积满了水倒进大石围天坑中也只能淹没其62%。
大石围坑底面积世界第一，深度世界第二（仅次于重庆奉节的小寨），容积世界第三（次于小寨和广
西巴马的号龙）。
　　它的巨大是骇人心魄的，看黄獠是爬到坑顶往下看，看穿洞天坑是从底往上看；看大石围不仅能
看到坑底，更能仰视其刀削斧劈般的万丈绝壁，视觉的冲击力是十分强烈的。
尤其是那南峰绝壁上挺拔的棵棵松树，给人以无限的启示。
此时不禁想到宋代文学家苏轼在浙江观看黄龙宫（喀斯特漏斗凹地）时写的一首诗：　　梯空上凌绝
，俯视惊一呀；　　神井拥云盖，阴崖垂鲜花。
　　爬梯上到山的绝顶，往下看，让人大吃一惊；凹地好像神仙用的井，云就是井的盖，神井见不到
阳光的井壁上长满了鲜花。
　　大石围的坑底和周围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兰科植物就有15属27种，还有珍贵的短叶黄杉、红豆杉、掌叶木、黄心含笑、福建柏、方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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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瑰丽的地下艺术殿堂：中国溶洞之旅（第2版）》是一本科学性强的旅游地学之书，涉及溶洞
知识的方方面面，介绍深入浅出，一般读者好像进入科学殿堂，专业读者犹如重温基础知识。
特别是在“洞穴知识漫谈”中，开门见山地对发育在不同岩石中的洞穴有一个宏观分类的介绍，而且
对溶洞的形成、分类、形态、年龄等都有概括，特别是有关钟乳石知识、古人对洞穴的论述等，在书
中阐述明确，见解独到。
此外，还一针见血地对溶洞开发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提出了作者的看法和想法。
所有这些，都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感染、受教育、受鼓舞，实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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