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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似乎从学地理开始，这个词就一直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伴随左右，

挥之不去。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有了重要的地理意义，0°等温线、800mm

年等降水量线、南北方地区分界线、长江黄河流域分界线……等等等等。觊觎了

许久的秦岭，终于得以有幸，在这个暑假一睹其真面目。

丛林断雨幕，云山锁缈雾，是我见到秦岭群山的第一印象。从学校出发，经

历了四个多小时的大巴，越过一路上的山山水水、隧道桥梁，到达了火地塘基地。

从不曾见到过如此多的绿树青山、溪水潺潺，只一初见，便心情愉悦，心生欢喜。

许是刚下过雨的缘故，景色更清亮了许多，空气中也带着淡淡的凉意，一眼望去，

基地四周环山，山顶隐藏在缥缈朦胧的雾意里，不肯让人窥伺其真容。

秦岭的天气也是多变的，上一秒的太阳，下一秒就会是珠子般的雨幕。晴晴

雨雨、暖暖凉凉，沐浴在天气的交织变化中。

在秦岭的这七天里，既有理论课又有实践课，将知识传授与实地考察结合了

起来。最喜欢的课是付少平教授讲的社会调查方法课，他还给我们讲了一个比较

有趣的话题——中国人的面子，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社会学讲坐，讲述了社会学

视野下的中国人面子文化。19 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傅在《中国人的特性》一

书中把面子看作是中国人性格的第一特征，拉开了面子研究的序幕。他认为中国

人的面子概念源自对戏剧的喜爱，甚至人们把生活当成了戏剧，所以面子行为就

是一种“做戏”行为。在生活中，还有好多关于“脸”和“面子”的常用语，脸

的含义是群体对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声望人的尊重，而面子代表一种社会所重视的

声誉，体现的是等级化的社会关系。此外，还讲了面子的正功能，如社会控制和

一定的规范功能等。讲完面子文化之后，付教授给我们开展了简要的社会调查知

识培训。

还有樊志民教授讲授的“登录西安，下载历史”——陕西历史文化课，分为

了神奇陕西、帝都关中、四通八达、泾渭文明、多彩秦巴、雄劲塞北六个方面，

教授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倾情讲授了陕西的历史文化，并鼓励我们“登陆西安，

下载历史”，让我对陕西和秦岭的历史与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常庆瑞教授

的《秦岭起源与环境》课程，从秦岭概况、秦岭的形成与演变、秦岭的自然环境

三个方面，讲述了秦岭的起源与地质构造，丰富了我的地理学知识，让我对秦岭

更加的感兴趣；张磊教授娓娓讲授了秦岭楼观台与道家文化，声情并茂、风趣幽

默，使我感受到了道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张硕新老师的《秦岭生态环境与生

态系统》报告，丰富了我对秦岭生态知识的认识；李卫忠教授的《秦岭生物资源



与可持续发展》，讲了秦岭精神、秦岭植物资源、秦岭主要野生保护动物与大型

真菌、秦岭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策略等等内容，让我领略了秦岭生物资源的丰富

多彩，感受了不朽的秦岭精神。

理论课之外的实践课上，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爬了高山草甸、参观了火地塘。

第一次见到高山草甸，感觉很新奇，也很开心。爬了四十多分钟的山路，看着一

路上的植物从阔叶林到针叶林再到草甸，经历了垂直地带性分异规律，总有一种

无法言说的兴奋感。抵达草甸后，整个人都累的不行，只想躺在草甸上，看蓝天

白云、绿树繁花。参观火地塘的过程中，带领我们的张硕新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

知识，带我们认识了很多秦岭的珍稀植物，并一一讲述了这些植物的某些特性；

我们趟过小溪流、爬上山头，参观了火地塘的观测基地、站点等等地方，听老师

讲了它们的发展历史以及使用方法；我们还学习到了如何收集森林资料，更好地

保育森林等知识以及了解了地表地下径流、森林水资源再分配、穿透降雨、环境

因子梯度等专业名词，补充了一下浅薄的生态学和林学知识。

最后一天里，我们来到秦岭的周边农村做了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问

卷调查。村里的民众知道我们的来意后，都很积极的帮助我们完成了问卷，不到

半天时间，所有的问卷都填写完成了。随后，我们去村里的一处景点——半山栈

道欣赏了美景。在返回到火地塘的过程中，我们又去参观了十八丈瀑布，令人惊

叹的景观，让人流连忘返。半山千步有栈道，

深处瀑布十八丈；竹林小径幽然处，自有美景与风舒。

当然由于持续的阴雨，给实地考察造成了诸多不便，平河梁高山草甸的远遥、

火地沟山脊的湿滑都给我们们带来了不小挑战，时有人跌倒、掉队，很不幸的我

在下山之时也摔了一下。后来有人改编了歌词，是这样写的：让我掉下眼泪的，

不止摔过的跤；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山路还要爬多久，你攥着我的

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你跌倒不起；分别总是在七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夏

嫩绿的油松，扎伤过我额头；在那阴雨火地塘里，我从未忘记你，秦岭，带不走

的，只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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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

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你拉上山头；结果还是摔了跤，从山头滑落至山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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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挽着我的衣袖，这

次我们并肩携手，走到火地沟的尽头，坐在小食堂的门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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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的实践课，越发觉得秦岭的美丽，更是觉得欢欣。植被浓郁的青山苍翠

欲滴，飘逸的云朵在蓝蓝的天空上卷舒，长安河的潺潺流水犹在耳畔，满山的清

香不断灌满胸膛。平河梁千余亩的高山草甸蔚为壮观，火地沟的珍稀植物让人流

连忘返，城隍庙村的问卷调查使我们近距离接触了秦岭深山淳朴的民众。



除了这些课程之外，每天晚上还看了《大秦岭》纪录片，进一步深化了我对

身边大美秦岭的认识，其波澜壮阔，只有亲身来到了秦岭方能感受。

终于不得不说再见。最后一天的晚上，各个小组都准备了精彩的节目，给我

们留下了一次难忘的秦岭之行。在火地塘的六天里，我们从初见的陌生，到后来

的熟悉、成为朋友，学到了知识之余，还收获了满满的友谊和成长。确实很舍不

得啊，离开了秦岭后，想它。希望还能有这样的机会，让我再次回到秦岭，在秦

岭的深山走一走，不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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