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岭之行 感受文明

作者：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樊欣楠（2017 年学员）

在大一的学校生活刚刚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行人乘车踏上了前往秦岭的生态

文明体验活动，体验的时间虽短，但在心里留下的烙印和痕迹却不浅，细数起来，

我们看过了蕴含丰厚道教文化的仙都、爬过了威严壮阔的秦岭，聆听了教授们充

满激情的讲座……有很多的体验，自然每到一处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和感受。此时

此刻，那些天的场景在我的脑海里一一回荡起来……

一、楼观台道文化

还记得那是第一天，我们都带着刚刚开始旅程的兴奋，在背靠秦岭的仙都下

了车。在那里我们跟着导游，听他讲述关于老子及其思想的故事，还有道教文化

的发展、演化、传承。那天天很热，导游讲解得满头大汗，我们更是紧跟不舍，

生怕错过了这一场文化盛宴。之后又听教授对楼观台及其中文化的精彩讲解，我

真切地感受到道家学说创始人——老子的智慧博学，道家“无为”思想的伟大，

还有道教文化的玄幻神秘。同时也不禁感慨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试问当

今世界上有哪一种历史文化能如中国文化这样来得悠久，而且历久弥新，甚至弘

扬国外？老子的思想发展成辩证法为世界各国哲学家所佩服和学习；再如孔子的

儒家思想，我们如今的种种行为、中国人的国性都与这儒家思想脱不开关系，在

海外还设置了孔子学院。说起这些，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先哲们，感谢我们的祖先

为世人留下了如此精妙的思想文化。

二、美丽的高山草甸

最让人难忘的是爬秦岭、看高山草甸之行，我们驱车走过了弯弯曲曲的山路，

来到 1000 多米的半山腰，我们各小组在组长的带领下纷纷向山上爬去。一路上

坡，我们走过高高的“小陡崖”，路过湿滑的石头路，踏过泥泞陷脚的小沼泽，

路途虽然艰辛，但队友相互鼓励、彼此照顾，每到不好走的地方就互相提醒，我

们说说笑笑、在欢声笑语中一路向前，终于抵达期盼已久的美丽的高山草甸，大

饱眼福，果然一切美丽的风景总要历经艰辛才能看到。没有谁不被这低缓起伏的

高山草甸所折服，各小组纷纷拍照留念，都想记住这一次难得的爬行。再望向远

处，就可看见高低起伏、巍峨挺拔的秦岭，让人为这秦岭所折服。风景固然美好，

但停留的时间总是那么短暂，在下山时才感觉到明显的高山植被变化，慢慢下山，

从高山草甸到低矮的灌木丛再到林立的树林，果真看到了曾经的地理课本上的高

山垂直变化情况。这次的爬行，除了收获美丽的风景之外，更有浓浓的队友情，

正是队友之间的相互鼓励，我们才能坚持到最后，不畏路途的艰辛和困难；正是

这次的爬行，彼此陌生的伙伴变得熟悉，变得有默契，拉近队友之间的感情。



三、教授们的讲座

既然是一项课程，当然少不了听课。我们很荣幸，聆听学校不同学院优秀的

老教授们为我们讲述关于秦岭和他们的故事。从秦岭的起源到历史的演变到今天

的样貌，从秦岭的生态环境到其生态系统，从秦岭的生物资源到可持续发展，教

授们为我们讲授有关秦岭的一点一滴，那是他们爬过很多次的秦岭、探索过许多

遍的秦岭，秦岭上有他们留下的足印，他们也曾在其中迷失方向，遭遇野兽，但

即使这样艰辛和危险，教授们还是毅然踏上秦岭，去探索它、发现它，只为能够

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保护它；在其中的一些物种濒临灭绝或者尚未被发现之前去

发现它们，找到它们，从而让它们避免灭绝或遭人破坏的危险；只为尽快找到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让这有着悠久历史的秦岭和它丰富的资源得以长久地保留下去，

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所合理利用。在聆听讲授的过程中，从那些教授的眼里，

可以看到他们对秦岭的喜爱和对我们的期待，他们在秦岭之上挥洒了自己的青春，

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呵护这方热土，养育这方资源。我敬佩他们，为他们的

精神点赞，试想如果没有他们，如今的秦岭又会是什么模样？老一辈们为此奉献

了他们的青春，而最为年轻一代的我们又何尝不该为了秦岭的可持续发展和永续

利用付出行动和努力，它或许只是不随意丢弃垃圾、对不文明行为的一个劝阻，

尽管个人的力量卑微，但如果每个人都如此，那样的力量将是无穷！

四、关于秦岭生态文明的社会调研

既然说到了对秦岭的保护，那必然要提人们的保护意识和生态文明意识，为

了对当地居民的意识情况有所了解，我们采用了社会调研的方式，通过问卷访谈

在佛坪县展开了调研。都说佛坪县的人热情好客，果不其然，尤其是我遇到的那

个奶奶，人很和蔼，耐心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遗憾的是忘记了拍照，没有记录

下那一刻。那是我第一次进行调研活动，完全不知道如何很好地交谈、沟通，只

是一股脑儿地将问题直截了当地问出来，还好奶奶有耐心，如果遇上一个不乐意

配合的人就不好了。万事总得有个第一次，虽然这一次很糟糕，但从中也收获了

不少东西，比如说与人沟通的能力，交流得多了，自然而然就会知道如何把问题

恰当地问出来，不显得那么突兀，在与人交流中就调研完了整个问卷，这不是轻

易就能做到的。从中我也锻炼了自己的勇气，在找调查对象的过程中，在开口问

别人之前，这都需要勇气，很感谢这次调研给了我锻炼和提升自己的机会，让我

有了一次练习，这样为我暑假里开展土地改革口述史调查和思想政治实践课的作

业有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也让我学到了许多。

五、总结

在还没放假的时候，听学长学姐说学院会有这个实践活动，我就抱满了期待。

在活动通知出来之前，我担心今年学院会取消这项课程；通知下来后，又害怕自



己不会被选上。最后，终于一切都尘埃落定，要前往的时候，不知道心里有多开

心和激动。之后，抵达火地塘，经过各种体验，更是觉得不枉曾经的期待、担心

和激动。火地塘是一个让人神往的地方，像一个避暑山庄，即使在那里手机没了

信号，但被青山环绕，抬头就是清澈的蓝天和美丽的白云，沉醉在这样的风景里，

抛却了一切烦恼，谁还会去想着手机？

在这期间，我们还参观了城隍庙，那个道长一一为我们讲述关于神仙的故事，

在他的讲述中，我看到了一种虔诚，对那些神的尊重和敬佩。通过神仙的故事，

他总结出一些人生道理，讲给我们听。或许关于神仙的故事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但在那些传说里蕴含的哲理却值得我们奉行和遵守。有时候我在想，可能我们的

祖先们缔造这些传说就是要启迪后人，让后人学习那些神仙身上优良的品德，而

这些传说之所以能够一直流传下来，也是因为这些美德直击人心吧。

在离开前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们举行了联欢表演，这是小组与小组之间进行

才艺比拼的时刻，各个小组都把自己最好的表演展示给大家。我们小组为了这次

表演也是下了功夫，每天晚上观影活动结束以后，我们小组就找地方进行排练，

虽然大家对有些歌曲不熟，甚至不会唱，但为了小组的荣誉，不会唱也都很认真

地学。我们为能够在最后的晚上嗨翻全场而欢呼，为自己舞蹈的进步而高兴，被

这样认真的自己而感动。因为时间短暂，到最后准备得不是很充分，但我们都把

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了大家。这就是年轻的我们，因为年轻，所以对一切都充

满了热情，勇于去做，就算结果可能会很糟但也没关系，这就是青春。

最后，这次秦岭生态文明选修课的有序开展离不开老师们的精心策划和组长

们的细心照顾。每一次的实践活动，都是老师们在前方为我们探路，竭力保护每

位学生的安全。在炎热的天气里，还为我们准备了矿泉水；担心我们因曲折不平

的车程晕车，还特地买了清凉油和塑料袋……老师们和组长们的体贴关怀，我们

都有目共睹，心存感激。

再一次回首这次的秦岭生态文明体验，除了对这次体验活动的不舍外，更多

的是感慨秦岭的威严壮阔、资源丰富。然而如今的秦岭已大不如从前，有很多人

为了经济利益而大肆砍伐珍贵树材、猎捕稀有动物，如果我们不对这种恶劣行为

采取强硬措施，那么秦岭早晚会面目全非。最为年轻一代的我们，应该勇于挑起

保护秦岭的重担，即使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行为、一声劝阻，但如果这成为多个

人的行动，那结果将会大不一样，秦岭需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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