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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上午，我怀揣着十分好奇及激动的心情坐上来驶往秦岭火地塘林地

的校车。在此之前已经听闻此次的活动有幸邀请了来自资环、人文、林学院等多

名教授及专家学者为我们授课，感觉这是个十分难得的机会，可以接触到不同学

院的老师，体验不同的教学风格，了解更多的专业知识。

在去往目的地途中我们经过位于西安市周至县境内的楼观台——中国道教

最早的圣地，道教楼观的发源地。这里的占地面积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建筑也

十分的有特色，在导游的带领和解说下，同学们了解道教文化的发展历程、领略

道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参观气势恢宏的道家建筑和别出心裁的精致布局。之前只

在书上接触到道家文化，电视上看过道家楼观，在生活中没有机会参观过道馆。

这次参观还是道家楼观发源地，加上导游的讲解，对道家文化的认识也加深了不

少。

下午我们就抵达了火地塘林地，在自由活动的期间内，我在这四周到处转了

转，不得不说这里真的是山清水秀，环境十分优美。由于在山上的原因，这边的

昼夜温差也比较大，但的确属于夏季避暑胜地。而且，这里虽然远离城镇，居民

稀少，但是却并没有带给我孤寂荒凉的感觉，反而正因为这边人烟稀少，植被生

长更为茂盛，不时传来鸟儿叽叽喳喳的欢闹声，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的画面。晚上师生间进行了授旗仪式，人文学院的党委书记王德连王书记亲临现

场发表讲话，讲述了他之前在秦岭火地塘林地写论文，随着对这里的研究考察地

深入，对其情感也加深了不少。我想，可能一个人如果真的在某个地方留下来难

以忘记的回忆，对这方土地也必然留存一份情感。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个地方的

确是值得我在以后闲暇日子里拿出来怀念的。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7月 8日下午由人文学院张逢军老师带领同学游览高山草

甸。这里丛林茂密，植被的种类甚是繁多，山体坡度也较为陡峭，因此由各组带

队组长在前，依次登山。在这攀爬的几十分钟，同学们得以与自然更进一步接触，

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平日里从远处望向大山，就觉得这里除了单一的树种、单调

的颜色别无其他。但当你真正走进山林你才知道这里别有洞天。正值酷暑季节，

人们极易感到疲倦慵懒。可一踏进这山林，同学们便觉得神清气爽，更有这些令

人赏心悦目的花草树木——郁郁葱葱的叶子形成深深浅浅的绿，不知名的野花点

缀着这山林。潺潺流水声从周边传来，有时候同学们会因为茂密的树丛遮住它的

踪影而看不到它。就这样同学们在观赏之余抵达草甸，而草甸的空旷、充满生机

的绿又引得大家的惊叹连连。这里微风拂面，吹走了同学们的疲惫；野花遍布，



充斥着欢乐的气息。向远处望去，可以看见由于距离变得发蓝的山脉，云雾缭绕，

朦胧的富有诗意，同学们不禁为这风景着迷。我也看得入神，望着远处的山峰，

心中倒是百感交集，也觉得自己怎么也跟个文人似的矫情了起来。倒不如抛开所

有思绪，静下心去感悟这与秦岭难得的接触，去呼吸这清新又带着活力的空气。

在接下来几天的学习里，采用室内教学与室外实践相结合。室内教学一改往

日乏味无趣：有来自人文学院的樊志民教授用诙谐幽默标题“登录西安，下载历

史”吸引同学眼球，系统地向同学展示陕西的历史与文化；张磊教授在授课过程

中穿插着一些传奇故事，情节扣人心弦，激发了同学们对道家生态文化的极大兴

趣；有林学院的庞军柱老师为同学们讲述了秦岭生态环境与生态系统，带领同学

们参观火地沟，同时为同学们解释道路两边的植被差异原因，解答同学们对林中

设的记录水流量仪器的疑惑；李卫忠教授在为同学们讲述秦岭生物资源与可持续

发展这一课题时，结合自己在秦岭的有趣亲生经历及幽默的言语着实活跃了整个

课堂气氛，带动同学们的积极性；还有当地环保局工作人员为同学们具体讲述秦

岭生态资源保护的具体措施。7 月 13 日上午，在宁陕县周边农村同学们进行了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社会调查实践。下午游览动物园，近距离观察金丝猴及我国唯

一的棕色大熊猫。不管是不同学院教授学者的授课，还是室外实践、调查走访及

观看稀有动物等，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少有机会接触到的，实属难得。

在此期间，这里的学生换了几批，都是学校组织来这里调研的。比如刚来那

天下午，这里的工作人员在这大院子内摆上了音响话筒，点歌开唱。我顿时被这

边叔叔阿姨的可爱给逗乐了。晚上就有北林的学生在举办告别晚会，载歌载舞，

气氛甚是活跃，为这因夜幕降临而变得沉寂的山林增添了生机，我也在不知不觉

中享受着这个地方带给我的别样感受。本以为北林学生走后，这里就只剩下我们

这一支队伍，可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陆陆续续来了其他学校的学生、本校其他

专业实习团队，甚是还有从北京来的小朋友。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个地方

的重要性，也可以猜测到其实这里从来都不寂寥，它不乏活力。

这次秦岭之行让我收获了很多——课外的知识、难得的经历，还有珍贵的友

谊。来此之前，就知道自己所在的小组，里面的同学都是来自不同学院，本来还

担心会不会难以相处。但这种顾虑很开就消失了，因为在来的途中我就发现每个

同学包括我们的领队学姐都非常友好。不仅仅是我所在的小组，小组与小组之间、

小组内部成员之间在相处过程中都非常融洽。这也使得我能够接触到更多专业的

学生，从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再到熟悉他们，这个过程中我们关系会发生微妙的

变化，对我个人而言，弥足珍贵。到了秦岭之后，我们小组的女生住在一个宿舍，

在朝夕相处中我们更加的亲近，也会在闲暇之余分享自己在上学中的一些经历，

了解到不同学院同学们的生活，实在不失为一种愉快的体验。在后来准备告别晚



会，我们每个小组都开始组织组员准备节目，有的小组干劲十足，任务刚下达，

他们就已经开始策划排练，有小品演出、舞蹈展示、歌曲串烧等等。我们小组准

备了手语操、歌曲合唱及诗歌朗诵，不得不说在排练过程中欢乐多多。不过大家

能够同心协力为一件事做准备，你会发现大家认真的样子很是可爱，甚至有种莫

名的感动。最后的精彩的告别晚会也在欢声笑语中度过。

截止 7 月 14 日，为期近一周的秦岭生态文明教育活动也就接近尾声了。不

得不说，我来前对秦岭印象只停留在初高中地理课本上所讲的南北分界线、800

毫米等降水线等等；文学上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却从未真正地走进秦岭，深

入感受它历经沧桑却依旧生机勃发。就如《陕西林业》首卷语所说“这座和人类

社会最繁盛的古代文明距离最近的山脉，竟然保留下来最自然的原生态。说山势

险要难以逾越也好，说气候恶劣不宜生存也罢，都统统无法诠释这座山脉的历史

和现实!秦岭就是秦岭，一座中国大地上最有灵性的山脉! ”

同学们的所学所想都从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此次活动带给他们的非凡意义，让

我们认识到秦岭不仅仅只有“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秋风吹白须”、“南登秦岭头，

回首始堪忧”的凄凉，还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重峦俯渭水，

碧嶂插遥天”壮阔。秦岭的深厚文化底蕴的确让我们为之折服，更令我们恋恋不

舍的是“这边绿水青山，风景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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