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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山水，大美秦岭

作者：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白崇禧（2018 年学员）

在 2018 年 7 月 14 日，在人文学院老师的组织和带领下，我们一行人来到了

秦岭，参加暑期秦岭生态文明教育通识课程，实地感受大自然的美。我们坐着校

车出发去西农火地塘实验林场，一路上车窗外的风景吸引整车人的眼球。我从小

就生活在大山里，总觉得一切都跟自己想象的差不多，认为会习以为常，但却有

着和他人一般惊讶的感觉。不料到达目的地时，心中更是万分激动，很久才回过

神来，那真的是太美了。在那儿的第一天老师给我们讲了陕西的历史文化，神奇

的陕西让我了解到了陕西的父亲山——秦岭和陕西的母亲河——渭河，第一次知

道秦岭还有四宝:朱鹮、羚牛、熊猫和金丝猴，认识了各类的松树还有更多的珍

惜植物，收集了更多的“露珠”。

数千年来，秦岭见证着华夏大地的朝代兴衰，催化着文明古国思想文化的激

荡，从炎黄文明到西周王朝到秦汉帝国再到隋唐盛世一直到现在，辉煌的历史造

就了多彩的秦巴。中外文化曾经在这儿相互碰撞和融合，“名片修道终南为冠”

也在这里造就了多彩的终南隐士文化。“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

老庄之学也在这里生根发芽，楼观台与道文化表现出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佛教

也正是在这块福地上完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现代人沿着秦岭古道行走，

置身于一个个千年文化的遗存，在这样的环境下就犹如穿越在古今文明的时空隧

道。巍巍秦岭，延绵一千六百多公里，从这头到那头绵延起伏，只能说它很壮观，

使人有一种流连忘返的感觉。秦岭，它经过几千年的风雨磨练，依旧那么巍峨，

甚至更加壮观美丽。

秦岭是一座由巨大花岗岩岩体构成的山脉，老师告诉我们，人们所认为的秦

岭并不仅仅是陕西地段的秦岭，在陕西境内的秦岭只是狭义上的秦岭；那么，在

广义上秦岭西起昆仑山，中经陇南、陕南，东到大别山地带。张老师告诉我们，

秦岭的山体主要是由自然形成的花岗岩石组成的，这种岩石虽然在自然界中并不

是那么显赫和高贵，但它却有着坚硬与朴实这两种不同于其他岩石的特质。也许

正是这种特质赋予了秦岭抵抗现代商业社会冲击的天然能力，既传承了文明的血

脉，又保持了纯洁的环境与清新的空气。秦岭四宝等这些在别处已很难生存的珍

稀动物，依然在这里繁衍生息，把秦岭视为自己的理想家园。

“三千里大秦岭，五千年中华史，中华文化的原生地，中华文脉所在地”。

它的美景依旧那么美，那么的吸引人。像相机这样的高科技电子产品里拍出的美

景并没有质的美，只有当你身临其境用心去感受的时候，那才是真的美。在秦岭

的这些天，每天的生活都是那么的充实，爬高山草甸，过火地沟，穿灌木丛，那



是一种多么爽的感觉啊！登陆西安，下载历史，悠悠华夏千年，秦岭屹立不倒。

从古都西安南行数十公里，就是举世闻名的终南山。它地处秦岭中段，是秦岭中

一颗最耀眼的“天然明珠”。终南山自古以来就是隐士聚集福地，它显示出无穷

魅力。终南山，布满了皇家园林和离宫别馆；无论是迁客骚人还是大臣显贵，一

踏上这座山就流连忘返；一本《全唐诗》，吟咏终南山的绝唱竟不下数千首，李

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无数诗坛巨匠无不留下了赞叹终南山的传世之作；终

南山是古今寺庙最多的地方，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高僧大德云集之地。如此独特

的文化现象，在古今中外实属罕见。

在秦岭及周边的这片福地也涌现了一批文学家，他们的文章显露了陕北、关

中和陕南厚重的文化底蕴。比如，路遥——表现了陕北文化的开放与雄劲；陈忠

实——表现了关中文化地厚重与细腻；贾平凹——表现陕南文化地俊逸和诙谐。

一方水土造就一方人，他们正是生活在秦岭山脚下，文笔凸显的是秦岭的屹立和

巍峨。这里有着充满生机和活力、自信和开放的新的中华民族文化，逐渐地形成

了秦岭新四宝：水、森林、文脉和美景，同样也造就了不屈的秦岭精神。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拥有天蓝，地绿、水净的

美好家园，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也是每个小秦岭自然保护区护林人员的使命。

经过这些天的通识课程和深入周边农村的走访调查，我们深知：今天的绿色来之

不易，只有深入山区走访，才使我真切的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内

涵。在周边居民访问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人们对大美秦岭的热爱。习近平总书记

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然的生态系统就是我们生活的屏障。

这次的实践让我得到很多的锻炼，很多工作都是以前学校和家里很难接触和

遇到的，对于当代的我们而言，我们更加要珍惜眼前的机会，去领略大自然的美，

和大自然对话。这是一场跋山涉水的旅程，穿越秦岭，吹山间清风，感受那浓厚

的自然气息，这是一场难忘的旅程。最后要感谢学院的老师们能提供这样一个机

会，谢谢！

最后的最后，有感而发，小组将《成都》改编为《秦岭》

《秦岭》——改编自成都

作者——2018 秦岭生态文明教育第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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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在秦岭的深山走一走

直到带队的老师不见了也不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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