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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地点的基本介绍

对秦岭这座山脉的记录最早是见于公元一世纪，司马迁《史记》中“秦岭，

天下之大阻”这句话之后。在中国版图上，秦岭，最终把中国大陆一分而为南北

两半。科学家们一致认定，以秦岭为界这道东西向的横线，做为南北大陆地理分

界线。正是这座山脉，孕育滋养出一个日后创立千秋伟业，统一全中国的古老族

群，这个由秦岭庇护的古老族群，从秦岭出发历经五百多年的漫漫征程，在华夏

大地上掀开了一场波澜壮阔，最终改变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帷幕。

二、调研结果分析

1.文明源头，群杰辈出。

秦岭无限的自然神韵壮阔了这片土地的胸怀，就连树影、石缝、崖间、润泽

的泥土里都包裹着陈酿的智慧，一字深，道不尽秦岭收录的善思静观；一字大，

说不完秦岭万事万物融于天地之间的丰腴；一字宽，又拘谨了这片土地延伸的力

量。它赋予了每个纷至沓来的文人墨客以灵感，用自然之美撼动了才子佳人无限

诗怀却从未高调，引得人们对它予以无限赞美吟叹。它用浑然天成的自然美收纳

了来自人的智慧大美，无论唐诗宋词如珠玑般散落，秦岭具有天生不可拿来的气

质，大气唯美。

位于秦岭山中的楼观台，2500 年前因为有了与老子这位和西方的苏格拉底

一样，为人类思想夜空带来犀利光芒的圣贤的联系，自古至今声名远扬；早在

1800 多年以前的东汉，厌倦了宫廷生活的蔡伦，便经常来到位于秦岭洋县的封

地，徜徉在山光水影中，公元 105 年，蔡伦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材

料，开启了世界的纸文化；远在 1400 多年前的唐代，盛唐大诗人王维晚年也就

是在秦岭深处一条静谧幽深名叫辋川的山谷谈禅赋诗，礼佛作画的。这时的王维，

以松林明月作伴，与湖光山色为友，这一阶段，王维的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前所

未有的至高境界。“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他在

《山居秋暝》中用这样绝美的诗句描绘秦岭；距今一千多年以前，被称为中国古

代医药学奠基者的孙思邈，就是在太白山脚下度过了 48 年的漫长时光，在这里

完成了他那部重要的药物学著作《千金方》。与其说一位位杰出的大家给这座秦

岭带来无尽的荣耀，不如说秦岭秀丽别致丰富多样的景色给一位位伟人提供了绝

妙的想法与创意让他们名留青史。



2.动物乐园，种类丰富。

在地理学家眼里，秦岭是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是长江黄河的分水岭；在动

物学家眼里，秦岭将动物区系，划分为古北界和东洋界。由于秦岭山地南北存在

着地貌气候和植被等自然因素的显著差异，因此造成动物生活环境的复杂性和多

样性。这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都是极为罕见的。两类截然不同的动物在一座山

交会、融合；使秦岭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动物乐园。在秦岭的高山密林里，还藏匿

着鬣羚、斑羚、野猪、黑熊、林麝、小麂、刺猬、竹鼠、鼯鼠、松鼠等数不清的

哺乳动物，明豹、云豹、豺、黄喉貂、豹猫等多种食肉动物，以及堪称世上最为

丰富的雉鸡类族群。

3.翩翩朱鹭，圆圆熊猫。

朱鹮曾经是分布非常广泛的一个鸟种，历史上西伯利亚、日本、朝鲜半岛、

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东部北部的很多省份都有朱鹮分布的记录。人类发展进入二

十世纪以后，随着人口膨胀、森林破坏、战争和人类狩猎，已经在这个地球上生

活了六千万年的朱鹮，栖息地越来越小，种群也越来越少。从此之后在中国也没

有了朱鹮的消息。大熊猫亦是如此。在秦岭山脉中部的佛坪县境内，茂密的巴山

木竹和秦岭箭竹为大熊猫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在这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这种古

老的物种最终以躲避的形式存活下来，建立起自己的栖息地。

此次的体验，也让我感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和谐。不仅仅是人与人，动物

与动物，更是人与动物的大自然的一种统一，甚至是一种理解，宽容和交流。就

如一首曲子，虽然是由不同的音符组成，但只要做的人用心，它就会变得完整并

表达一种感情，平静中有起伏。大自然也是一样，人只是其中一种很普通的生命，

只是我们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一切，你会发现每种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谁也没有权力去剥夺它的存在于世上的权力。而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每种生物

都有它独特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快乐，而你的视野也会更开阔，你的思想不再

狭隘。大自然不仅仅是批那些由动物，植物组成的群落，而是整个地球上所有事

物。一花一草一木，一滴不，一丝风，一点空气，都是大自然的组成，一切都是

那么自然，有理可循。

三、对环境的心得和体会

人常说，大美秦岭，或许就是因为秦岭有着它独特的历史感与厚重感。或许

在秦岭刚诞生之时，天地还是一片混沌。在这片土地上，崭新的生命正在孕育生

发，一个无限奇迹萌发的时代即将到来。秦岭，纵使世人有万般猜测，也难以追

踪他神秘渺远的足迹。的确，秦岭的自然美似轻纱薄雾，如仙如梦。它沾染了水

的钟灵琉秀，依仗了重重山峦的巍峨，甚至山崖石壁间每一寸缝隙，都有轻轻的

生命的喘息声。它神秘，因为有与现实最遥远的距离；它珍贵，因为他隐匿了来



自尘世的无数足迹。秦岭动植物资源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

七天的通识课程，听过名师教授的课堂，踏过天蓝草绿的高山草甸，看过恢

弘大气的纪录片《大秦岭》，游过熊猫谷楼观台十八丈瀑布，如果说离开时对秦

岭这座万山之祖有什么要说的，除了不舍便是感恩感谢，感谢秦岭孕育出蔡伦张

良王维杜甫这样一批人杰，感谢秦岭包容着大熊猫金丝猴朱鹮这样一批地灵，感

谢秦岭厚厚的云彩闪闪的星星还有凉凉的山风.....

《大秦岭》中这样讲：“秦岭无言，只是默默的守护着胸怀里的万千生灵。”

的确，我们和其他物种一样，都是秦岭胸怀里的万千生灵。七天的通识课让我认

识到一个不一样的秦岭，这座自昆仑山逶迤东进，西起甘肃，穿越陕西，东至河

南。山系庞大，物产丰盛，生物多样，风景壮阔。此次秦岭之行让我感受到秦岭

的壮美与包容，我会将这段经历铭记，并会向旁人说起这片绝美的山川，希望更

多的人会了解秦岭，做一个八百里秦川的守护者。保护它的和谐，敬仰它的雄伟，

守护它的每一方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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