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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意义】秦岭作为中华民族的祖脉，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拥有

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值得我们去探索。【研究媒介】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设的秦岭

火地塘生态实践课程为契机，通过理论授课，实践探索，进一步尝试挖掘秦岭的自

然人文奥秘。【研究结果】生态实践课程的开展有利于加强学生自然环保意识，促进

学生探索自然。在寻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寻求其背后的人

文精神。做好弘扬秦岭背后所寄托的人文精神工作，在推行秦岭各种生态文明保护

条例的同时，真正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文明和人文精神比翼双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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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秦岭生态一直备受大家关注，它的开发利用保护一直是国家领导人重视强调的。

一方面，我们不能对秦岭持有放任不管的态度，任其自由发展并不加以利用。另一

方面，我们不能过度开发秦岭的各种资源，采取破坏性手段去利用。在关注秦岭的

各种资源生态环境的同时，我们采取了很多的保障性手段，例如立法保障，科学技

术保等。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宣传手段，例如«大秦岭»等系列大型纪录片的放映。我

们在试图唤醒大众对秦岭的保护态度和认知，也试图挖掘秦岭背后的历史文化意义。

我们希望在秦岭推行文化生态，让秦岭传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让秦岭这

条中华民族的祖脉真真正正地发挥其润泽天下的作用。

2.秦岭的重要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

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在地理位置上清理也是南北分界线，从气候上来讲，

它是 800 毫米等降水量线。它连接了南北，贯通东西。从文化上来讲，它是南方文

化和北方文化的分界线。它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以它独特的胸襟容纳各种文化，

使文化相互交融，更具魅力。它以其强大的森林系统来涵养水源，孕育着一个又一

个地区的生命。滋润着一种又一种文明的兴起。秦岭的最主要地区位于陕西省，它

与陕西省的命运息息相关，拥有轩辕黄帝陵等遗址及十多个政权长达上千年的建都

历史陕西，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陕西的历史文化发展已然给秦岭增

添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无论是秦汉唐王朝的霸气磅礴，还是后来党伟大革命的

光辉历程，都能在陕西秦岭寻到这段厚重历史文化沉淀的影子，这可以说是秦岭人

文精神的一个体现。所以做好秦岭人文精神传承工作，不仅有利于秦岭自身的历史



脉搏的跳动，更能够保护好中华民族的祖脉，确保中华民族发展欣欣向荣。做好秦

岭的利用保护发展，真正地将秦岭打造成生态中国的芯片，文化中国的底片，美丽

中国的名片。

3.秦岭现状

3.1 自然资源丰富，具有极大科学研究价值、经济开发价值的秦岭，目前也面

临着一些问题。比如开发不当造成的生态破坏问题、非法砍伐树木、非法采集矿石、

非法捕杀动物、违规建设等一些问题。部分相关地方政府和地方居民还未充分认识

到秦岭目前所面临的生态资源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缺乏真正去切实行动保护秦岭生

态持续发展的主体责任意识和积极态度，

近年来对秦岭保护开发乱象的整治颇有成效，例如，整治秦岭北麓违建别墅问

题，拆除上千栋别墅，并出台纪录片«一抓到底正风纪——秦岭违建整治始末»，揭

露批评了地方政府在秦岭保护工作上走形式主义，不作为的不良风气。国家正在加

大秦岭资源环境保护力度，力争在合理适度开发秦岭的同时，不对秦岭资源环境造

成破坏，使秦岭能实现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

3.2 从人文资源来说，秦岭是一座历史文化上的名山，它曾一度被认为是

华夏龙脉，是我们祖先和民族文化的诞生地之一。孕育了滋润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

明。作为我国的南北分界线，它连接南北，横贯东西，东西南北的各种文化在秦岭

一带相互交流交融。秦岭集各地风土人情，人文景观于一体。秦岭涵养着万物，是

中华民族的祖脉，孕育着华夏文明，滋润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他是璀璨的，中华

文明发源地，是我们需要守护的地方。我们要发掘好，保护好，利用好秦岭的各种

人文资源，做好人文精神宣传工作，将秦岭作为一种中华文化的象征，使它面向大

众，面向世界。

4.秦岭火地塘生态实践课程

4.1 我校火地塘林场位于秦岭深处，承担着科研教学实践重任，对开展秦岭自

然资源研究，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建设以来，已经有了几十年发展史，

已经具备教学实践的基本条件。我校依托火地塘这一独特的生态文明教育资源，开

展生态文明教育，有利于我们增强对秦岭的生态保护意识，提升自己保护自然的责

任感，培养我们对类似于秦岭之类的历史文化起源地的主体担当责任意识。这种在

秦岭，赏秦岭，讲秦岭，学秦岭的实地生态教学，可以使我们亲近自然，尊重自然，

自觉保护自然。更好的激发我们的祖国山河情怀和民族情感，寓教于乐，同时也提

升了我们学习能力和水平，有利于课堂专业知识的扩展学习。在课程中深度挖掘秦

岭的自然文化资源，切实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4.2 集学校各大资深教授于火地塘实行理论教学，为大家通俗易懂地讲解秦岭



的生态文明、历史文化。你可以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了解到秦岭的环境与起源，认

识秦岭自然生态环境发展规律，探索秦岭历史文化的奥秘，挖掘它的历史文化，农

耕文化，地域文化，以及宗教艺术等内容，享受天人合一思想的浸润，看到现在科

技对秦岭科学研究的影响，扩展对秦岭开发保护的更科学途径，对秦岭的有一个初

步宏观的认识，激发我们进一步的求知欲。

5.探索实践，实地观察

火地塘高山草甸之行，让我们对植被垂直分布有了更直观地认识，在爬山过程

中，感受随着海拔增加，周围植被会逐渐变化，高大树木逐渐过渡到灌丛草地，由

树荫遮蔽到阳光直射。火地沟之行，观察到了水利勘测仪器的运转，不同种类树木

岩石的特征。十八丈瀑布之行，看到了秦岭水的魅力。宁陕县周边环保民意调查之

旅，则让学生在调查的过程中实现了向居民粗略普及保护秦岭相关知识的初衷，强

化了学校在保护秦岭方面研究的知名度，

6.课后感想

记忆中秦岭的模样，还停留在初高中地理课本上的南北分界线：网络上的风景

图，以及每次从湖北十堰到陕西西安高速中途必经的冗长隧道上。这次的课程，让

我真真切切的初步感受到了秦岭的山水人文之美。

初到秦岭火地塘，感受着凉爽的微风，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和队友互相介绍认

识，一切节奏都慢下来了，没有学校期末考的紧张气氛，没有为作业抓狂的烦恼，

但又不同于家里的躺尸生活。我感受到了在火地塘的乐趣，寓教于乐，在生活实践

中学习，同时在学习中体会生活的快乐。

课程是理论讲座和观察实践交叉进行的，不论是专题讲座授课，还是高山草甸

之旅、十八丈瀑布之行，抑或宁陕县周边民意调查，都让我有了很多收获。让我把

视线从只关注秦岭的景，到开始兼顾秦岭的人。

专题讲座授课的老师都很幽默，课程内容很生动，每个老师都在尽力用浅显易

懂的方式为我们这群来自各个学院的大一学生讲解秦岭的山水人文内涵，希望我们

能在短短一周左右的时间形成对秦岭的初步了解，培养我们对秦岭的求知欲。从常

庆瑞教授那里，我了解到了秦岭地起源及环境概况；在樊志民教授那里，我知道了

陕西三大圣地:人文圣地-黄陵，革命圣地-延安，农业圣地-延安，聆听着樊教授对

秦岭的历史文化解密，我对陕西文化有了深入了解。在朱宏斌教授那里，我看到了

时代对秦岭意义的新解读；在张磊教授那里，我发现，秦岭能和一种思想流派的产

生发展息息相关。而在李卫忠、张硕新教授那里，我看到了一座充满自然科学、生

态文明奥秘的中华龙脉......在教授们的讲座里，秦岭是多姿多彩，富有蓬勃生机

的，这打破了我对秦岭固有的肤浅认知，秦岭开始在我的脑中生动了起来，不再仅



限于地理上冷冰冰的标志，它开始与一个省份，一种文明乃至全国上下，中华民族

联系起来，绝不负于中华祖脉的称号，它和我一样，是拥有生命的。

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是高山草甸之行。前一个小时左右一直在爬山，纵使有梯子，

但又长又陡，对于我一个微胖平时又不爱运动的人来说，还是有点吃不消。爬几步，

就已经满头是汗，胃里翻滚。看到其他队的队员因为特殊情况放弃了，我就想，我

放弃算了吧，太累了，我走不动了。但组长特别负责，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每当

我想放弃时，组长就会让大家休息两分钟，休息完毕还督促大家，担心大家掉队，

而且队友也很友好，看我累到不行，都会问我还能坚持吗，在上坡时总会拉我一把。

我就咬了咬牙，继续爬山，毕竟同样爬山，都累到不行，他们都能坚持爬，我为什

么不再坚持坚持，说不定下一秒就到目的地了。抱着这种想法，我最终到达了目的

地，当时就猛灌了两口水，瘫坐在草地上不动了，然而，当我看到那位女旗手扛着

旗漫山遍野地跑时，我是崩溃的，原来，这就是王者和青铜的区别，看来我以后还

是要让自己多运动一下。其实高山草甸的景色也并不是很美，但是站在那里看天却

有一种异样的满足感，内心真的会随着那里拂面清风平静下来，忘记来路的汗水和

劳累。看来先苦后甜不是没有道理的。没想到最初奔着看风景的目的上的高山草甸

的我没有从景中领略太多，反而对上山过程感慨颇多。

火地塘的生活条件没有来时想象得那么艰苦。不像网络给我们传达的那样信号

不好、生活条件差。反而空气清新，温度适宜，宿舍基本没有蚊虫，食堂饭也挺好

吃，除了洗澡没有单间不太方便外，我觉得相对预期来说简直完美。而且这里的课

余活动也挺丰富，可以打篮球羽毛球之类的，晚上除了在多媒体教室观看《大秦岭》

之余，还能看看篮球场外小屏幕上随机播放的电影、新闻、纪录片之类的。同样是

和学校里一样的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却让我感觉比学校更亲近自然，让

我更愿意驻足留心生活。每个人的生活节奏都很慢，都沉浸在这种到秦岭讲秦岭的

课程里，除了能够放松自己，还能够获取知识，真的是一大享受。

秦岭的风景很美，远望山水树木的颜色都是绿的，层层叠叠的绿渲染开来。粗

看和我老家的山的姿态别无二样，却平白多了分大气，端庄之美。近看，秦岭的一

花一木，姿态各异，都展示着这座山脉的蓬勃生机。虽然参观秦岭的十八丈瀑布的

时候水位比较低，瀑布水很小，但教授的描述还是让我想象到了水飞流而下拍击岩

石的壮观。秦岭的人很美，热情大方却又不失分寸。记得洗澡时遇见的基地烧煤供

应热水的叔叔，在得知我们晚下课错过洗澡热水供应时间后，主动加班再供应一小

时热水；记得路途中遇到的老奶奶，看到野外参观返程的我们，热情的塞给我们核

桃，和我们拉家常。无疑，秦岭是美的，从她的景到她的人，都是美的，她的历史

渊源美，她的文化底蕴美，她的科研价值美，她对民族情感延续美。我不知道怎么

去形容她，初看时和我家乡的山无异，但细看则发现她有魅力的多，她的美全部隐

藏在她苍翠的外表下。



作为学社会学专业的我，学习方面收获更多的是宁陕县周边民意调研，这是我

第一次将专业课本上的知识和具体操作联系起来。我搞懂了问卷调查的问卷具体是

怎么去设计的，如何根据自己选择的研究课题去更好的去设计问卷的题目，怎样去

判断被调查者属于哪一类别人群，以及怎样去问被调查者能得到更接近真实情况的

答案。还有重要的一点，某些必要课题需要拍照留证，比如厕所变革之类的话题。

在《秦岭山区居民环境行为》问卷调查过程中，我发现，会有被调查者隐瞒自己的

真实想法，比如在询问和秦岭相关的保护条例的时候，被调查者虽然犹豫很久，但

仍旧选择以前知道。还有调查人员可能过多的在陈述问题时，采取带有观点诱导性

的词，例如调查者询问，乱扔不容易降解、对土地有污染的塑料薄膜对环境有影响

吗，被调查者一听这问题，绝对填有影响啊。还有，问卷调查，不能图方便，把问

卷发完后再一个个去收，这样问卷回收率是很低的，真实性也是很低的，大部分人

会采取应付你的态度，甚至直接扔掉问卷。所以问卷调查有条件的话还是自己监督，

向被调查者询问问题，征求每道题答案。当然，这次的民意调查，大部分宁陕县居

民还是有比较强的环保意识，我们通过和居民的聊天获取有效信息，并对那些不了

解秦岭环境保护条例的居民进行知识普及，拉近了西农学子和居民的距离，促进了

西农学子和居民的关系和谐。

这次的生态实践课程，除了以上这些，可能最大的幸运是认识了组长，认识了

来自各个学院的新朋友。 十分感谢朋友们对我的照顾。说实话，我平时是个特别宅

的人，朋友圈也很小，这次认识了很多朋友很高兴。一起聚餐、一起聊天，各自分

享自己的经历都是很美好的体验。虽然大家为晚会排练的节目不堪入目，最终并没

有用上，但是我也学会了，凡事得提前有个准备，在做事之前多为自己准备几个计

划，并且学会在做一件事的过程中向周围人面前隐藏自己真实目的。和大家交流后，

我开始去思考自己以前尚不明确的目标，以前听周围的人说考研、保研、考公务员

之类的计划，我也随大流，说那就考吧，实际上，我并没有行动上的切实努力，我

现在在返回来看自己的真实想法，我发现我是不太想考这些的，所以，我得开始抓

住机会实践、实习，丰富自己的履历。我得学会去向大家展示自己的优点，而不是

在自己的退缩犹豫中丢失了机会。

终南阴岭秀，壁嶂插云天......云横秦岭家何在，试登秦岭望秦川。一周左右

的秦岭实践课程，不仅让我看到了秦岭的地理还看到了秦岭的人文，秦岭是有温度

的。总之这次活动收获满满，真心感谢学校给了我一次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机会。

这次秦岭之行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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