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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阴 阳 而 构 成 ， 和 谐 由 阴 阳 而 产 生 ， “ 万 物 负 阴 而 抱

阳 ， 冲 气 以 为 和 ” 。 据 统 计 ， 《 道 德 经 》 共 8 1 章 ， 有

2 0 章 涉 及 和 合 思 想 ， 约 占 全 文 的 四 分 之 一 ， 其 中 ， 言

“和”者有七处，如“音声相和”（2章）、“六亲不

和 ” （ 1 8 章 ） 、 “ 冲 气 以 为 和 ” （ 4 2 章 ） 、 “ 和 之 至

也”、“知和曰常”（55章）、“和其光”（56章）、

“和大怨”（79章）；言“合”者有二处，如“天地相

合”（32章）、“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55章）等。

董 仲 舒 在 秦 岭 山 下 传 播 以 和 合 为 核 心 的 “ 天 人 合

一”思想，认为和合是天地的本原，他说：“中者，天

下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

和，而道莫正于中……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

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循天之道》

第七十七，《春秋繁露》卷十六）将《中庸》的中和观

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宋代张载居住于秦岭北麓，著书立

说，培养弟子，创立关学。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

他 在 《 西 铭 》 开 篇 写 到 ： “ 乾 称 父 ， 坤 称 母 ； 予 兹 藐

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

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也是成语“民胞

物与”的来源，意思是人民为同胞，万物为同类，强调

人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与我都是天地所生。所以，要

爱人，也要爱万物，还要爱大自然，这是“天人合一”

思想的重要体现，在传统观点的基础上推进了人与自然

关系的思想探寻。

隋 唐 时 期 中 国 佛 教 诞 生 了 八 大 宗 派 ， 其 中 多 数 宗

派诞生于秦岭，其多数祖庭至今仍立于秦岭山中，如华

严 宗 祖 庭 之 一 至 相 寺 、 净 土 宗 祖 庭 之 一 悟 真 寺 、 律 宗

祖 庭 净 业 寺 和 丰 德 寺 等 。 华 严 宗 最 重 要 的 思 想 是 “ 圆

融”，强调“理事圆融”、“事事无碍”。具体到人与

自然的关系来说，华严宗认为人和自然是圆融的、和谐

的，所以人要尊重大自然，善待大自然。大自然中的秦

岭高高耸立在中国大陆腹地的中央，具有调节气候、保

持水土、涵养水源、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 此

区域“自然地理相连、人文历史共生、经济社会相融，

历史地形成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核心文化圈、中华民

族持续发展的核心经济圈”。[12]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

调的：“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

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

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 和 谐 共 生 视 域 来 看 ， 秦 岭 在 自 然 上 和 合 中 国 南

北 ， 在 人 文 上 和 合 多 元 文 化 ， 在 人 与 自 然 关 系 上 体 现

“天人合一”之思想，不仅是一座雄伟的自然之山，也

是一座厚重的文化之山；不仅是一座地理山峰，也是一

座精神高峰；不仅体现出包容特点，而且彰显出和合理

念 。 作 为 一 座 兼 具 重 要 自 然 与 文 化 价 值 的 亚 洲 重 要 山

脉，秦岭和合了自然、和合了文化、和合了人与自然，

是中国文化中的“和合岭”，绵延并传承着和合理念与

文化。因此，秦岭也是中华和合文化的重要表征。我们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秦岭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

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

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同时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

秦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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