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岭 秦岭

作者：水利工程与建筑学院 郭鹏（2017 年学员）

山脉总是分割着广袤的大地，裂起道道轮廓，它好像总是那么肆意，你永远

想不到它会在哪拐个弯，在哪凸起成山脊，但是也就在这偶然间的变化，造成了

文化生态等不同。而横贯中华大地的秦岭更是吸引了我们的关注。

很幸运的参加了秦岭生态文明的课程，一直很想走进一座名山，去了解它究

竟有怎样的迷人之处，又与平常的大山有着怎样的不同。古人说：“山不在高，

有仙则灵”。而在现在看来，一座名山它肯定承载了许多的历史，而历史的承载

取决于各个方面，如它的地理位置以及生态资源，又或者是它所拥有的文化资源。

当一座山反复的出现在古人的诗中文章中时，它就较其它山有更大的名气。很显

然这些方面秦岭都具备。

从教授们的讲解中了解到了秦岭横贯中国东西，将广袤的中华大地分成南北

两半，为中华文化的丰富提供了切迹，南以稻作北以粟作为主的农业分布状况，

同时也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提供了保护。南北文明的差异见证了着我国古代长期以

来的冲突是，北方游牧文明和南方耕种文明的冲突，同时为华夏文明的延续与发

展提供了不可缺失的外在动力。“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外在的威胁强迫着自身必

须时刻保持强大。

同时也认识到了由于山脉的影响，所造成的风俗不同，秦岭以南的安康是典

型的稻作农耕文化，以北的关中平原是典型的粟作文化，而再北的黄土高原则是

明显的塞外风光，而这正好孕育了陕西的三路文化大军：以路遥为代表的陕北文

学，以陈忠实为代表的关中文学，和贾平凹代表的陕南文学。他们风格迥异，各

有千秋，又同在陕西这块大地上，真的挺令人好奇的。而美丽的《大秦岭》，又

像是给我们准备好的礼物一般，它为不远外的都城提供了一个资源、归隐之地，

与其说千年古都选择了西安，还不如说秦岭为西安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可以说秦岭兴则西安兴。还记得教授讲秦岭山区的柴夫给西安城送木炭的场

景，偌大一个西安城的取暖全落在一个秦岭上，这想想就可怕，也许这就是在中

国古代后半期西安并没有了前半段那么重要的一个原因。

古代名士总喜欢将山作为自我的心灵寄托，“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而长安城旁边的秦岭无疑为这些名士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心灵庇护场所。仕途上的

不得志，往往使名士既对仕途感到失望，又不想从此远离。而离官场中心不远的

秦岭山脉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去处。昔日王维隐居于终南山，正是这

段隐居生活，让他进入静坐澄心般的“天人合一”，将他早年的禅意与山林融入

一体，形成了充满禅趣空静之美的诗风。而在当代也有许多人隐居在终南山。形



成了秦岭与众不同的隐居文化，更是为人文与自然的天人合一创造了前提。而入

秦岭的第一站就是楼观台。其传承千年的道教文化绵绵不息，更是在今天留下了

炫彩的一笔。宁静的自然环境给人以心灵的寄托，往往这种环境能让人排除掉内

心的不良情绪，留下一颗空静澄澈的内心，去感悟自然，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兴许算是佛家的禅意或是道家的道吧。

进入秦岭山区感受到最多的是自然环境的美好，是人与自然不同程度上的合

一。绿油油的植被、清爽的空气、今人愉快的蓝天都能够给人以内心的宁静，就

像是潜藏在基因深处的自然基因被激活了般。自然环境的美好同样也为人类提供

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河堤不需要过分的加固，也不需要刻意的去疏通，因为只需

要就给自然足够的空间，它就能够自我修护。一个地区过多的人为干扰并不是个

好的征兆，往往会影响自然朝坏的一方面发展。当然适当的基于生态的研究，又

能够揭示自然的发展规律，给我们更好的经验去管理运营自然。而通过这么几天

的学习与观察，我比以前更好的理解了这来之不易的美好。在基地的时候天总是

蓝色的，路边的小河清清的，仿佛就如最开始的那种样子。

最能够感受到秦岭美好的是去高山草甸的那半天，一路顺着山势向上，空气

不断地变清凉，滑滑的石头，湿漉漉的树根，时而出现的矮小竹林，狭小的小径，

组成了这幽深的森林，很美好的是一群人走在通往目的地的有说有笑，也许一个

人走的时候是享受宁静，但在这种情况陪伴显的更好。世间上最美好的事是有着

这么一群能够享受宁静生活，嬉笑山林。“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

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千百年来从未改变

过，三两好友一起在闲暇的时光享受美好的自然。或许在动乱的年代难以实现，

但是这在这个时代似乎触手可得，然而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却往往忽视了我们

内心的向往。也许吧，很向往很简单的生活才是最难以实现的。可能事实上这种

简单的生活本就不是能够长期度过的，我们的简单生活只是那么短暂的几天。对，

就只有这这种的生活才是适合我的。那种隐逸生活不是我们对天人合一的追求，

在这个时代我们能保留一颗宁静的心，在喧嚣的生活中，能够在对天空的一瞥中

天人合一，能够激起对人生理想，对价值观的憧憬就是天人合一。

有山有水就是景，有情有意就是人。当人在美好的风景中，就能摒除恶念对

内心的侵袭。美丽的佛坪就像是秦岭中的一颗明珠，一条大河穿城而过，四面大

山环绕，人们享受着这一切的美好，也保留着对自然的那丝尊敬。在大千世界中

我们有着不同的身份，见识学识不同，可我们对自然的尊崇不可失，也许这里的

居民并不懂太多的环保的知识，可是他们知道自然是需要每个人去呵护的。

在秦岭我看到了一种从没有见到过的天人合一，也许在以后的生活中，我能

在偶然之间想起这段在秦岭度过的时光，便不会忘记对自然的敬畏。我们遇到过



许多人，也错过了许多人，可是不会忘记“冠着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对，这

就是简单的生活，这就是对心灵的最好寄托，不会忘记爬过的山，踩过的草，趟

过的河，看过的满天星空，逗过的可爱的猴子，围观过的棕色大熊猫，遇到过的

可爱人。怀着一颗爱自己，爱生活，爱自然的心，即使每天度过忙碌的生活，也

能在忙碌的间隙不忘掉生活的本质。美丽的大自然是我们心的开始，也是最能寄

托心的地方。我们存在是因为我们脚踩着厚实的土地，最终深盖黄土离去。存在

即意味着消耗，可对自然并不是肆无忌惮的虐夺。不管活着是什么身份，死的时

候也不过是留下一具躯壳，所谓对自然的回报，不过是尘归尘，土归土，化作养

料滋润大地罢了。

一次经历，一次感悟，文字终究比起内心所想还是无力了些。和自然山川的

美就更加无力，美丽留在回忆中，就是对美丽最好的承载。一次秦岭行终生难忘，

因为美好早已植根内心。所谓合一只不过是在你恍然之间想起心中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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