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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3 日星期五蒙蒙雨

下午 5 点考完最后一门——社调。走出八教，一个多月来复习的紧张感散去，

浑身轻松。想到明天要去秦岭了，很开心，充满向往。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陕西

女孩，长这么大还未去过秦岭。古今以来，很多文人墨客都对秦岭进行过描绘，

但自己脑海里最为深刻的一个形容秦岭的词是“八百里秦川”，在自己的心中，

秦岭是磅礴的、伟岸的。期待接下来一星期的秦岭之行，去真真切切的感受脑海

里伟大的秦岭之美。

明天出发，秦岭，我来咯！

7 月 14 日 星期六 雨

早上 8 点集合从学校出发前往秦岭，一路上睡得迷迷糊糊。经过两个多小时，

校车停在秦岭收费站，走下车，阵阵山风袭来，车上的闷热感和夏季的酷暑感消

散开，心情一下子大好。想着已经过了收费站，马上就到目的地了，满心欢喜。

但上到车上，几位跟我们一同前往的食堂工作人员说才走了一半的路程，倍感意

外。但山里的凉爽驱散了困意，看着车行过不断后退的山，很惊喜。作为生在西

安市灞源镇的孩子，对大山有着与生俱来的熟悉感和亲切感。在还有半小时车程

到达目的地时，坐在我前排的叔叔介绍到：我们现在走过的路，靠左手边的山林，

都是属于西农的。山上的树都是西农人栽植的。汽车一路向前，山上郁郁葱葱的

树林，那一刻，坐在大巴车上听到叔叔的话，作为西农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车

上的同学也都兴奋的讨论起来。我想，从此，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西农的魅

力又增添了一份色彩。到达目的地—火地塘实验基地，走下车的那一刻，看到周

围的一切，惊喜、特别、自然是内心最真切的感受。

下午三点钟，我们一行 40 余人参加了此次秦岭生态文明教育的开营仪式。

在开营仪式上，人文学院的院长，对我们此行表示了欢迎，对接下来一周的安排

做了简要说明并耐心向我们叮嘱了各项注意事项。而后，来自人文学院的樊志民

教授以“登录西安下载历史”为主题，就陕西的历史文化给我们上了一堂别开生

面的史课。作为一个陕西人西安人，对于这片建立过十三朝古都的土地，从小便

耳濡目染它所具有的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但对其内含的故事却知之不多，课上，

樊老师从多方面、多角度将陕西的历史、地理、地域特色等娓娓道来，一朝一代，

一山一河，都有他们的故事。很幸运自己生长于此，对这片土地，增加了些许热

爱，也更多了一份敬重。

晚上，在我们上课的教室以小组为单位开了一次交流会。我们组共十一人，



大家先做了自我介绍，慢慢熟络之后，我们从陕西蓝田的白鹿原等旅游景点、蓝

田玉谈到延安的窑洞，从陕西、河北的高考谈到全国高考，聊美食、讲旅游胜地、

谈未来、说梦想……几个小时海阔天空的聊天，让我们彼此逐渐熟悉，小组的氛

围显得特别和谐、美好，欢声笑语不断！

秦岭的第一天，看到了心心念念的高山美景；收获了很多的欢声笑语，期待

接下来的行程！

7 月 15 日 星期天 晴

来到秦岭，真切的看到这里的山水虫林，之前秦岭在自己脑海里的神秘感有

了点点减少，但对这里的一切又充满着无限的好奇，想要知道自古以来被古今中

外众多大家所推崇的秦岭，到底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今天早上，对秦岭有

着深入研究的教授，向我们讲述了秦岭的起源与环境，从秦岭的概况讲起到其形

成与演变，如同一个人的一生，秦岭从形成到其少年、青年、成年，走过亿年岁

月，依然魅力无限。这座屹立于中华大地上的伟大山脉，值得我们所有人肃然起

敬！

人生中有很多难忘的第一次，有时是敢于尝试、有时是敢于挑战、有时是勇

于承担。今天，秦岭大山里的第一次爬山成为了我生命中难忘的一次体验。一路

坚持，站在山顶的那一刻，满满的成就感。想起了大诗人杜甫《望岳》中“会当

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真正体验过，诗中的一切就像是在描绘自己的心

情。那种临近终点前身体的透支感和到达终点时的欣喜感之间的强烈对比，真的

是锻炼爬山者的耐力与毅力，感谢这次爬山的经历，带给了我一次成长的机会。

未来的成长路上，今天的真切感受，这份坚持的值得必将让我更加懂得坚持的重

要性。

7 月 17 日 星期二 雨

走进西农近一年了，在这里，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校训里讲的“诚朴勇毅”。

听过东南窑里的故事、听过王辉教授的故事、听过朱显谟院士的故事……西农的

故事很多，每一个都让人动容。东南窑里的“西农精神”，几十年麦田里的坚持，

黄土高原上的不懈努力这些被写在西农成长路上的故事，激励着一届届西农学子。

今天，跟着老师一起上山了解生长在秦岭山上的国家级保护植物及一些特色景物。

林子里，刚下过雨的山坡很滑，也很陡，老师一马当先走在队伍的前列，他对于

那片分布广泛的丛林就如同自家花园一样熟悉，感慨于老师优秀的同时，也默默

要求着自己不断努力。

7 月 19 日 星期四 晴

一个星期的秦岭之行就要结束了，晚上在我们上课的教室开了一场小小的演

出。经过大家精心的准备，每个小组都组织了 3 个以上的节目。演出很开心，但



回想起我们小组一起准备节目的日子内心更是欣喜。

陕西分为陕南、陕北、关中三大区域，在长达 17 年的时间跨度里，从路遥

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到贾平凹的《秦腔》，陕西三位土生土长

的作家，都是以洋溢着秦风秦韵的陕西制造，且都以榜首的位置，三次摘得茅盾

文学奖，荣耀了陕西文学的辉煌。他们分别来自陕北、关中、陕南这三块文化沃

土，以三足鼎立之势，形成了中国文学版图上独特的景观，完整了一个省的文学

地理。感怀于此，我们选择了三位作家的著名代表作的选段，准备了一场朗读，

向他们致敬。在实验基地门前的河边，我们面对流动的河水、面对对面的雄山，

一起排练，一起讨论，丰富了我们的节目，收获了满满的欢声笑语。

7 月 20 日 星期五 晴

分别总是来得猝不及防，一星期的秦岭之行结束了。一星期的时间里，看到

了秦岭美丽的自然风光；了解了这座巍峨大山的“前世今生”；遇到了很多优秀

的老师、同学，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增添了几次难忘的“第一次”……

心怀感恩。

再见，秦岭！愿你雄风依旧，光彩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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