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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地理百科”丛书创新地把中国全境按山川形胜划分出数百个地理单元，并力求融“百科全书词
典”的简洁准确，与“有图通俗读物”的生动有趣为一体，通过大量图片和词条之间的互相诠释，充
分展示每一地理单元。
《蓟辽走廊》即围绕“关东南大门”——历史上通往关东的“傍海道”而展开，介绍了这条位于医巫
闾山、松岭一线东南至辽东湾之间，地域覆盖辽宁葫芦岛、锦州、鞍山、沈阳的“海滨长廊”的地理
环境以及历史文化。
作为唯一一条由中原通向东北地区东部、地势较为平坦顺畅的通道，这里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其不仅
成为满、汉民族角逐争夺之地，还是古代流民百姓为躲避战祸而北上的首选之路，历史上著名的“闯
关东”事件即在这里发生。与此同时，书中还介绍了这里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相得益彰、满汉文化交
相辉映、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水乳交融的复杂历史。同时，辽代崇尚礼佛的文化遗留，蒙古族、朝鲜
族、满族、锡伯族等多民族共存的浓郁风情，都有精彩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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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问委员会
·该丛书的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全部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的院士。包括孙鸿烈、赵其国、刘昌明、郑度
、王颖、陆大道、姚檀栋、傅伯杰、崔鹏。
·编辑委员会
·该丛书的编辑委员会成员来自各省（市）的地理学会负责人、业内专家及相关出版负责人。
·撰稿人
该丛书撰稿团队的成员基本来自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地理学会的注册会员。他
们供职于全国知名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包括在自然地理、资源环境、经济地理、城市地理、农业地
理、社会文化地理等学科领域有较高知识水平的资深专家学者，并有部分青年学者和在读硕、博士生
，如：赵焕庭（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广庭（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
所研究员）、杜灵通（宁夏大学副研究员）、李家清（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刘
峰贵（青海师范大学生命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李景保（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等等。
尽管撰稿人均为学科或相关领域的专业学者，但成稿依然必须通过多层次的审稿后才能最终定稿，这
也使该丛书的内容质量得到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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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与一般的旅游丛书和泛泛的介绍性图书比较，此书（大致也可推广到整套丛书）在全面、详实、
权威和图文并茂等方面均做得较好，文笔亦佳，喜好地理者可以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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