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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阴岭秀，碧嶂插遥天。”自古以来，赞扬秦岭的诗句便层出不穷。众

所周知，秦岭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别样的人情地貌响彻中外。此次，我们有幸

来到秦岭火地塘，一睹这条神奇山脉的秀丽，更有幸学习秦岭的相关知识，真是

不亦悦乎!

赏 秦岭之优

秦岭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是横贯中国中部的东西走向山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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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它还享有许多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干旱半干

旱地区分界线，800 米等降水量线等等。

从 6亿年前的秦岭古海开始，随着地球的版块运动及岩石岩浆侵入，亿万年

来，秦岭这个中国地貌上的传奇在不断成长。秦岭北部是渭河，黄河最大的一级

支流；南部是汉江，长江最大的一级支流。中国大地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两条河

流上最大的一级支流，夹裹着这样一座奇特的山脉。更确切地说，是这座博大精

深的山脉养育出两条具有非凡意义的河流。

不得不说，秦岭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河流的孕育，更有山川的茂密。倘若谈及

秦岭，那具重要代表意义的无疑是国家级景区太白山，秦岭山脉上的最高山峰(号

称群峰之冠) ，其具低山、中山、高山等地貌类型，界限清楚、特点各异，特别

是第四纪冰川活动所雕琢的各种地貌形态保留完整、清晰可辨。

品 秦岭之奇

凭借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最终，秦岭孕育了使人流连忘返的山川美景，正

是因为秦岭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鲜明的特点，也正是其独特的自然景观，这里蕴藏

着丰富罕见的的野生动植物，因而为原本已美不胜收的景色增添了更多的生机。

诚然，山水秦川的孕育，无疑更显现出使秦岭是我国中西部交界处最重要的

动植物基因库，有着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是我国野生动植物的重要保护地区。

其中，极具代表特色的便是秦岭四大金刚，金丝猴，熊猫，羚牛和朱鹮。

正所谓地理上的“不南不北，不东不西”；文化上的“不秦不蜀，不豫不鲁”。

秦岭的地理极具特色，它的人文风貌也是别具一格。秦岭以北为显著的北方风情，

种植小麦，性格豪爽粗犷，而对于秦岭以南，则当地人民种植水稻，更显南方特

色，虽同属陕西省，却被一座山脉相隔形成两种文化，独具特色，也是映衬了“山



水秦岭，人文陕西。”

思 秦岭之殇

我们一直倡导人文地理，可是，近些年来，70%的植物濒临灭种，全球变暖，

水资源污染严重等等问题徘徊在我们耳边久久不愿离去。人们总是只为一己之利，

开山填海，残杀动植物，对大自然的破坏日益严重，试问如若不是大自然的恩惠，

又何以得来现在的我们？这次秦岭之行，不得不说，最后一天的实践调查对我意

义非凡，由于当地环保局的宣传，当地人民对爱护森林的基本行为很是遵守，不

乱砍滥伐，此乃幸事。但是，由于水资源丰富，当地人民爱护水资源，节约用水

的观念却未深入，因而，在此呼吁，节约用水，保护自然资源是我们每一个人必

须做到的，并不能因为资源的多少去制定标准，这是不公平的，亦是不合理的。

因为有秦岭的气候屏障和水源滋养，才会有八百里秦川的风调雨顺，才会有

周、秦、汉、唐的绝代风华。中华民族最引以为骄傲的古代文明，确得益于这样

一座朴实无华的由巨大花岗岩体构成的山脉。那么，为了这座孕育我们一代又一

代无私山脉，我们是否也应该回报它们？保护森林资源，刻不容缓。

游 秦岭之乐

秦岭之行第 2日下午，我们一行人欲爬向高山草甸，置情于大自然。还记得

当天下午，那山路，真的可谓是崎岖陡峭，再加上早上的雨水淋漓，窄窄的小道

时不时还有些许泥泞，慢慢的，随着高度的增加，轻微的缺氧及乳酸的积累使我

们很难继续前行，幸亏有同伴们不断地激励，咬牙坚持，最终才来到了草甸，才

足以享受微风轻抚脸庞的柔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也许许多美景只

有在历尽艰险之后才可以领略，尽管那天很热，我们依旧很开心，依旧享受着滚

草甸带来的美好，享受着自然之景的无穷乐趣。

此外，不得不谈，这次秦岭之行也使我交到了很多朋友，从刚开始的陌生，

接着渐渐熟悉，到最后，已成为亲密的朋友，组长的倾心呵护，悉心照顾，同伴

间的互相鼓励，一同前行，仿如一股暖流流入心田，挥之不去。我相信，那天晚

上的欢送会定会是我们人生旅途中难以忘怀的一幕，我们组别样的话剧，别样的

公主与王后，都是我们内心深处永远的纪念。由最初的排斥到最后成功的喜悦，

我们经历了，更享受了，乐在其中，岂不最好？

秦岭之行，丰富了我的人生，也是我对秦岭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值得庆幸，

我为其中一员，更为庆幸，得此一周纪念，当以一生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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