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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一句绵延华夏辽阔疆域百万时日的谚语！我们想要吃透这座山，那就需要进山！

恰逢秦岭选修课招募学生，我们出发。

秦岭，华夏文明的龙脉，是陕西省内关中平原与陕南地区的界山，同时也是中

国地理南北分界山脉。严格来说秦岭分为狭义上的秦岭和广义上的秦岭。狭义上的

秦岭，仅限于陕西省南部、渭河与汉江之间的山地，东以灞河与丹江河谷为界，西

止于嘉陵江。广义的秦岭，西起昆仑，中经陇南、陕南，东至鄂豫皖-大别山以及蚌

埠附近的张八岭，是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由于秦岭南北的温度、气候、地形

均呈现差异性变化，因而秦岭-淮河一线成为了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

秦岭山地对气流运行有明显阻滞作用。秦岭以北属于温带气候，以南侧为亚热

带气候。综合来说，夏季使湿润的海洋气流不易深入西北，使北方气候干燥；冬季

阻滞寒潮南侵，使汉中盆地、四川盆地少受冷空气侵袭。因此秦岭成为亚热带与暖

温带的分界线。秦岭以南河流不冻，植被以常绿阔叶林为主，土壤多酸性。秦岭以

北为著名黄土高原，1月平均气温在 0℃以下，河流冻结，植物以落叶阔叶树为主，

土壤富钙质。秦岭山地、白龙江流域尚保存连片森林，并有珍贵动物和植物。

水文方面，秦岭以北河流较少，以南则水系比较密布。汛期多集中在雨水较多

的夏季，秦岭以北的河流有结冰期，以南则没有。秦淮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河湖冬

季结冰，每当冬季来临，北风呼啸，大部分的树会落叶，不落叶的树叶多呈针状，

叫做针叶树。由于北方地区年降水量较少，降水多集中在夏季，所以河流的水量不

大，水位变化大，只有夏季才形成汛期，时间也比较短，河流的含沙量较大。而在

秦淮以南地区则正好相反，冬季不结冰，树木不落叶，一年四季常绿。河流的水量

较大，水位变化不大，汛期时间长，河水含沙量较小。

综上所述，秦岭表现了分明的南北气候，也营造出了十分适合居住的环境，促

进了地区发展。南北人们安居乐业，离不开秦岭的气候特征。

巍巍秦岭，横亘东西，地分南北，绵延八百里的山川。秦岭，不仅是一座自然

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这里孕育了丰富而别具特色的生态资源,也诞生了中国最

为繁盛的周秦汉唐文明。秦岭南北的人文景观亦各具特色。北面的关中平原史称"

八百里秦川"，自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人类农耕、定居，是中国有名的文物古迹荟萃之

地。秦岭间南北向的深切河谷自古就是南北交通孔道，其中著名的有今宝(鸡)成(都)

铁路经过的陈仓道、西安至宁陕的子午道、傍褒水和斜水的褒斜道，以及傥骆道、



周洋道。在秦岭北坡及关中平原南缘现存众多的文物古迹及流传着丰富的历史故事。

面对秦岭，历代才子或挥笔豪放，从李白的《蜀道难》到白居易的《长恨歌》，

从王维的《辋川图》到山水田园诗派，他们用手中的笔墨书写秦岭的雄浑、奔放，

或淡雅、内敛，挥洒自己对秦岭山水的感悟。说到秦岭就不得不说到陕西，陕西即

是古时的关中，关中在历史上是一个地区名称，所指范围大小不一。当代所说的关

中，即关中平原。它东起潼关，西至宝鸡，南接秦岭，北抵陕北高原，号称“八百

里秦川”，包括了宝鸡、咸阳、西安、铜川、渭南五个地市，属麦粟文化地带，是组

成历史悠久、光辉灿烂的黄河中游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因境内有泾、渭两条河流，

有人也称其为“泾渭文化”。

这一地区原始文化层十分深厚，是周秦汉唐以来的典型封建文化地区。古代原

始文化的遗址、古老的神话传说特别多。古代神话中的女娲、黄帝、炎帝、姜原、

后稷的故乡均在这里，巨灵擘山、夸父逐日、禹凿龙门、唐尧避水、仓颉造字、杜

康造酒，美不胜数。俗语有“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咸阳塬上埋皇上。”众多的帝

王将相的陵墓佐证了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故乡，是道教、

佛教、伊斯兰教文化的汇聚之地。这块黄河文化的摇篮、周秦民族的发祥地，汉唐

雄风吹过的平原，除龙凤文化之外，在民间还潜藏着狮、虎文化的雄厚实力。它吸

引着大量的海外游子、国际友人，成为国内外瞩目和向往的陕西民俗文化代表性地

区。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确乎是深刻意识到秦岭在方方面面的贡献人文方面，在这

次活动中，我的沟通交际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也感受到了实践和理论之间的现实

差距，我逐渐培养了从农民角度出发，从他们的视角和知识水平出发思考问题的意

识。这种意识有助于我在今后专业课的学习中有所侧重，帮助自己可以在今后从事

农业工作时将自己所学有效合理的转到实践生产中。巍巍秦岭，延绵一千六百多公

里，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秦岭没有辜负大自然的造化，它为中华文明造就了一

座座丰碑。正是在秦岭的荫庇下，秦王朝完成了中华统一的千秋伟业，奠定了中国

两千多年“以农为本”的治国方略，开创了中华农业文明的高峰。生态方面，秦岭

素有“国家中央公园”之称，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

天然氧吧，被称为中国的脊梁、华夏民族的龙脉。保护秦岭生态环境，使命光荣、

职责重大；整治秦岭北麓违建，所以说守护好秦岭绿水青山，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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