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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乡数十载后， 平利籍知名画家焦勇对家乡
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惊讶。 漫步在家乡的大街小
巷与秀丽山水之间，焦勇说：“用‘流连忘返’一词
亦未能准确表达我的心情。 ”

4 月 28 日，由平利县委宣传部主办的“山辽
海阔 故土思源”平利籍艺术家焦勇中国画作品展
在平利县长安镇洪家大院开幕。 这是焦勇第一次
回乡举办个人画展，此时的他满怀感恩之情，感慨
颇多，脑海中有时代变迁后既陌生又熟悉的画面，
还有对于故乡山水独有的清澈记忆。 回顾自己的
艺术人生，探求、感恩和沉淀是他在创作路上的关
键词。

探求：在传承中感悟“技与道”

焦勇生于 1969 年，擅长青绿山水画，作品充
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文关怀， 同时富含诗情
画意。

幼时受中西合璧的绘画艺术思想启蒙， 焦勇
立志探索中国画结合西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故
乡为他初期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后来，
焦勇成为一名美术教研工作者， 他努力在艺术和
教育领域开辟自己的道路，独树一帜，引导学生探
索更广泛的知识和技能， 这离不开他一直以来对
绘画艺术“技与道”的探求。

技与道， 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蕴含的一对
核心且相伴相生的概念， 是千百年来中国艺术家
在艺术实践中不断要思考的问题。 30 年前，焦勇

离开故乡，奔赴岭南，寻觅更多开阔艺术视野的机
会，对“技与道”也有了更多思考。

焦勇认为“技”是入门必经之路，练就绘画技
巧才能表达所思所想。 而“道”则是一种说不清道
不明的理念，“道”影响画家的创作，让人在创作中
体会“天人合一”的境界，拥有多元视角。 “有时悬
于高空俯瞰大地，有时站在山顶远视平川，有时又
身处河谷仰望巍峨悬崖……” 焦勇如此分享自己
的创作体验。

多年来，随着钻研不断深入，焦勇坚守并弘扬
“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理念，以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创作的精神本体， 一步步
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焦勇表示，要形成个人
独特的艺术风格，需要长时间的磨炼和自我牺牲。
这个过程非常痛苦，需要彻底了解自己，甚至摒弃
旧我，进行新的转变。 “如果不愿意进行这种突破，
那么你的作品永远只会是千篇一律， 无法形成真
正的个性和特色。 ”焦勇说。

如今，焦勇已荣获国家 、省 、市各级摄影 、书
法、美术、教育科学创新成果奖等多达 200 余个奖
项。 他在东莞大岭山成立了焦勇中国山水画工作
室，心无旁骛地潜心从事绘画创作，画了一大批优
秀的国画。

2023 年，作为在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生活多年
的焦勇，在广东省东莞市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在南
粤革命老区举办了 “青绿含丹———焦勇中国画
展”。展览地点是广东东江纵队抗日根据地旧址所
在地，展出的作品包括传统写意山水，也有红色文

化的厚重题材。他从理念到表现手法，对个人在传
统中国画领域的创作进行了一次新的诠释， 获得
高度关注。

不少专家认为， 焦勇对传统青绿绘画的探索
很深入，他对具象与抽象、构图与造型、笔触与色
彩、内容与思想，都有深入的研究与独到的处理，
营造出一个浑厚苍重而又秀美文气的艺术世界。
其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画院访问学者、
中国山水画家罗素民评论道：“不管生活和境遇发
生怎么样的变化，焦勇从来没有放下过绘画艺术。
他画的大多是他身边所熟悉的一些景物、人和事。
这些画作以传统笔墨为根基， 整体风格更轻松随
意，笔墨变化灵动，还融入了岭南画派的色彩表现
技法，色墨相融，构图也是每每出新，整个画面让
人感到耳目一新。 ”

焦勇的艺术创作得到了广州美术学院创院的
诸多老艺术家的关怀和勉励。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广州美术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黄启明教授，
岭南画派第三代代表性艺术家朱永成、洪夫、朱松
青等教授等对焦勇创作的中国画给予了高度认
可。黄启明教授认为，焦勇的作品多年来已形成了
自己的个人风格和艺术风貌， 无论是笔墨语言还
是题材表现，都有很深入的专业探索，未来还需坚
持自己的路线以实现更大的蜕变。

感恩：回乡办展献人文之力

虽已走过千山万水， 多年前在家乡带学生外
出写生的一场邂逅， 却一直萦绕在焦勇的记忆深
处， 这也是故乡潜移默化影响他在青绿山水画创
作的源头。 那日，山雨骤来乍去，被大雨清洗过的
山间烟雾未散，奇境迷蒙，令人心灵震颤。 如何下
笔才能留住转瞬即逝的惊艳？自那时起，焦勇养成
了用眼睛记住风景的习惯。

这次回乡办展， 焦勇展出了多年来创作的中
国画作品，作品题材丰富，涵盖山水、人物写生和
主题性创作，不仅包括他记忆中的故乡山水，还有
爱国情怀的表达，以及他状物绘心的写照，是他近
年来创作、研究和艺术风格的一次集中展示。

“改革开放几十年， 我的家乡在政府的带领
下， 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城变成一个好得我难
以用语言形容的地方。 ”第一次回到家乡举办个人
画展，唯有感恩、感动、感谢可以用来诠释焦勇的
心情。 离开家乡 30 余年，故乡在他心里是一种无
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愫， 还好能用画笔弥补语言表
达上的不足。

焦勇说， 让家乡人看到更多不同的风景与故
事，与他们讲讲自己心里的山与水，这是他多年来
的一个心愿。 如今的平利县正在深化茶旅融合之
路，这里绿了青山，美了景致，富了日子。 遍地绿
茶，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诉说着“因茶而美、因茶

而富”的故事。
回乡举办个人画展， 更加坚定了焦勇为家乡

文艺事业发展添砖加瓦的信心和决心。 “家乡发展
得那么好， 又是茶乡， 同时还在大力发展人文旅
游， 我希望通过个人画展把这些作品献给乡亲父
老，为家乡的文化发展出一点薄力。 ”焦勇表示，对
故乡、对社会、对自然常怀感恩之心是他的人生底
色，这种底色贯穿着他所有创作。 未来焦勇计划多
回家乡采风，开展主题创作，为家乡的文旅发展进
行更多艺术诠释和推介。

沉淀：有一种幸福源于创作

“能画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
“一个艺术家，如果有人能与自己的作品产生

共鸣，这就是最大的满足。 ”
焦勇的艺术思想有一种天然的质朴———希望

通过作品传递对生命的感悟，与世界交流。 他热爱
生命，扎根生活，寄情山水，笔触饱蘸深情。 每每有
了创作欲，废寝忘食都是常态。

焦勇对纯粹的创作有执念。 他把人生视为体
验，不热衷追求名利，也不需要过奢侈的生活。 “我
的需求很少，无论吃住，几乎没有特别要求。 ”在朴
实和平凡的生活中，焦勇忘乎自我，沉浸在寻找艺
术创作的感觉中。

写生是画家的必修课，对于写生，焦勇也有自
己独到的感受。 他会闯入两棵树之间的对话，思考
窗外的树是否有疼痛。 他亦会流连市井，在生活中
的温馨瞬间找到生命的美学。 在长期坚持的写生
中，焦勇捕捉到清新高雅的画面，开启了灵感与顿
悟。 在青绿未干的画卷上，那些起伏的山峦、青翠
的草地、春天的阳光，还有革命老区红色遗址，以
及为革命献身的战士 、 在抗疫一线逆行的身影
……统统融入他的画笔下， 成为一支用绘画吟咏
的心灵颂歌。

焦勇说：“创作需要慢慢沉淀和提炼。 ”“广泛
阅读、沉入生活、专注写生”是供养他创作动力源
源不断的三部曲。 因此， 也使得他的作品气韵生
动，且在形象、布局、笔墨、意蕴等方面都别具一
格。一山一水，一人一事都寄情于笔端。 “当我走入
生活，看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看到繁荣景象，我
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感动。 ”欣赏焦勇的作品，可以
感受到其中自然而然流露着对生命的悲悯和大
爱，这也使他的作品总给人一种关照现实，充满情
感张力的体验。

如今，有空闲时间，焦勇就出门写生，到江湖
山海中去，回家乡走走。 一个亮黄色的写生包，装
着一套绘画专业装备、一个保温瓶、一个马扎。 焦
勇总是如此，迎着朝霞日落，一头扎进自然中、生
活里，近嗅远观、仰视俯瞰，身心沉浸其中，与眼前
的光景相看两悦，对话无声。

“很高兴能拿到这个奖，但说实话，
做好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一定带
着鼓励更加坚定地向着目标前进，让安
康富硒茶的名片更加响亮。 ”4 月 29 日，
安康市汉滨区 2024 年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集中示范暨南山片区制茶技
能大赛在大竹园镇举行。 年轻的制茶师
王康一路过关斩将，取得了第一名的好
成绩。

几年前还在大都市写字楼里工作，
如今却能扎根乡村，以茶为业。 王康的
变化得益于父亲王春久的言传身教。

做一杯好茶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
却并不容易。 汉滨区制茶人王春久数十
年如一日潜心做茶，用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传承技艺、发展产业，带领村民走
上因茶致富的道路。

潜心技艺做好香茗

一场春雨过后，汉滨区大竹园镇茶栈村漫山遍野的茶叶加速生长，
趁着天气晴好，王春久和茶农们一起走进茶园，边采边聊，并就采摘过
后的修剪工作开展指导。 “这是入夏前最后一次采摘。 这一次采完，就要
进行修剪。 我们的标准是离地 15 厘米高，把上面枝条全部剪掉。 ”王春
久说。

生在茶山上，长在茶园里，王春久打小就对茶叶有着特殊的情感。
脚下的这片茶园位于瀛湖上游、汉江北岸，海拔 1000 米左右，独特的地
理位置、优质的富硒资源，让这里的茶叶声名远播。 种茶、采茶、制茶，更
是成了王春久的全部生活和唯一热爱。

“我们这里阳光照射时间长，基本是从早到晚全覆盖。 所以这个地
方的茶叶耐泡，第一泡喝下去感觉润喉，第五泡喝下去仍有余香，所以
就叫五碗香。 ” 王春久对自己家乡的茶叶和他所创立的品牌都相当自
信。

杀青是做茶最重要的环节———这是上一代传下来的秘诀， 也是王春
久多年实践得来的经验。 抚今追昔，思绪万千。 王春久眼前闪过一个勤奋
的少年———为了做好茶叶，他赤手空拳在热锅里练习，翻炒了无数次，也烫
伤了不知多少次。 如今，他的双手早已变成了金刚不坏的铁砂掌。

“杀青也就是炒茶，这个工艺不容易掌握。 要用眼睛看，用双手练，
还要用脑子想。 ”王春久说，老茶树叶肉薄，炒起来温度要低一点，“陕茶
1 号”壮实些，炒的时候可以温度高一点。 如果两个混到一起炒制很容易
出现问题，一部分炒焦了，一部分没炒熟。

热爱为犁耕耘乡土

兄弟姐妹 9 人，因排行老九，王春久由此得名。 早些年，生活困难，
山上不起眼的茶叶经过大人们手工“炮制”，不仅能自己泡水喝，能招待
客人，甚至还能拿到集市上卖钱———王春久认准了茶叶，茶叶也成了他
最可靠的朋友。 从最初的手工制茶，逐步扩大规模，到加大产量、提高销
量，王春久埋头苦干，潜心钻研。 2006 年，王春久建成了茶叶加工厂，现
在年产量达 10 吨以上。 他还创办了安康市汉滨区硒湖茶业有限公司，
流转土地建成 455 亩茶园，研发出银针、毛尖、翠峰等多个产品。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春久的“五碗香”茶叶品牌受到越来越多消费
者的青睐，他本人也获得了多个茶叶类奖项和荣誉。 2020 年，王春久被
陕西省茶业协会评为“十佳制茶工匠”。 面对荣誉，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
脑，“咱们做茶也做了几十年，到老了反而还觉得欠缺很多。 要做出大家
都认可的好茶，我们需要精益求精。 ”

追求卓越，从不止步。 王春久始终相信“金杯银杯都不如群众的口
碑”，真正的好茶需要市场来检验。 受当地茶产业发展水平所限，过去，
山里的茶农只采一季春茶，大量的鲜叶都留在茶树上。 为了更好利用安

康富硒茶资源， 王春久在做好绿茶的基础
上，陆续探索研制了红茶、白茶等多个新产
品，投入市场，广受欢迎。 家乡的夏秋茶终
于也能走出大山，为群众带来收益。

“因茶致富，因茶兴业。 平利茶能做好，
我们汉滨茶也一定能做好。 ”在他热爱的做
茶事业上，王春久显得信心十足。

传承造就生生不息

今年已经 58 岁的王春久根本闲不下
来。 “五一”假期，恰逢厂里新一批红茶生产
启动，他变得更加忙碌。 虽说生产线有儿子
王康在照看，但他总是不放心。 机器是自动
的，但人不能被动，挑选、萎凋、揉捻、发酵、
干燥， 每一步都要用心用功。 作为亲生儿
子，王康却不是他的亲传弟子，像大多数父
子一样，他们之间的沟通并不是很顺畅。 王
春久给儿子找了个“更有本事”的老师。 这
个老师不但手把手教技术，还时不时上上思想课。 王康在老师的教导下
进步飞快，早已不是刚回家乡那个心浮气躁的样子。 王春久说，这也是
“杀青”的过程。

“看到家乡这么好的富硒茶资源， 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有责任把这门
手艺传承下去，把产业发展得更好，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王康说。

王康给自己找了些帮手，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罗振平就是其中之
一。 “我能用一只手劳动，平时在茶厂里打扫卫生，有些活儿还能打个下
手，每个月都有稳定收入。 ”罗振平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

多年来，王春久通过多种方式带动 20 多户残疾人从事茶产业，每户
年增收 10000 多元。 他还以订单农业的形式与附近村民签约，带动大家
种好茶叶、管好茶园，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王春久自己也带了几个徒弟，弟子们都很争气，他们现在已经在汉
滨区多个产茶镇发挥作用。

2022 年， 安康富硒茶区域公用品牌入驻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
形象馆。 2023 年，汉滨区自主选育的“陕茶 1 号”新品种入选农业农村部
农业主导品种。 全区共有茶园 21 万亩，茶叶产量 9500 吨。

随着“朋友圈”越来越大，王春久将安康富硒茶推广到了更远的地
方，经常有外地的客户打电话来订购茶叶。 茶厂的加工能力也在不断提
升，如今已经能加工茶栈、马泥两个村 1500 亩茶园的鲜叶。

东风吹来，心潮澎湃。 王春久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这里就
只有茶叶。 我只求做好一件事，就是把这片叶子带出大山。 ”

现代社会的快节奏让人们更加注重
方便快捷的饮食方式， 轻食的制作简单，
食材新鲜， 非常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
备受许多年轻人青睐。

在汉滨区老城街道北正街 62 号，有
一家名叫“吾甜家庭小馆”的轻食餐厅，连
日来网络热度很高。这家餐厅的老板张聪
和杜纯瑜是一对生于 1999 年的好友，去
年 7 月开业以来，两个人分工合作，杜纯
瑜负责店铺运营， 张聪负责店内日常，将
这家小店打理得井井有条。 每到饭点，线
上下单的提示音就叮咚响不停。

“我们一起开店， 更想用食物传达我
们对生活的热爱。 ”两个小姐妹十分注重
菜单上店内单品的更新，总会根据季节变
化，推出应季单品。夏季炎热，大家都喜爱
清凉饮食，张聪和杜纯瑜便制作了手工酸
奶， 搭配上应季水果和年轻人喜欢的芋
泥， 推出清甜凉爽的双球芋泥厚酸奶、椰
奶等糖水；冬季寒冷，便根据气温变化推
出了冰糖烤梨、姜茶、红糖圆子、鲜奶炖桃
胶等产品满足大家味蕾的需求。

除了这些甜点之外，吾甜的重头戏便
是各类低热量、 低脂肪和高纤维的轻食。

“我们平常会根据食材的热量、颜色、营养
成分等配比，搭配一份口感好、营养足的
轻食。 ”在食物的搭配上，两个小姐妹十分
注重蔬菜、水果、全谷类、蛋白质和健康脂
肪的摄入，有助于提供身体所需的各种营
养。

好的搭配是点缀， 好的食材才是核
心。 每天早晨，张聪都会亲自在市场采买
新鲜的瓜果蔬菜， 在东关选购新鲜牛肉、
鼓楼便民市场购买新鲜的农家蔬菜……
店内除了黑椒牛肉意面、三明治等大家熟
知的单品外，还结合年轻人的饮食习惯推
出了中式减脂餐、 杂粮主食和应季蔬菜，
优质食材的组合一经推出便受到很多人
的追捧。

随着健康饮食的观念深入人心，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调整饮食结构，各种口味和
风格的轻食，色香味俱全的沙拉、清爽可
口的汤品、精致美味的主食和甜点，满足
大众对美味和轻负担的需求。 相比于餐
厅，吾甜家庭小馆更像是年轻人分享生活
的打卡地，在老街巷里、在慢时光里、在旧
房子里，与三五好友畅谈，享受青春岁月。

吾 甜 家 庭 小 馆
通讯员 李梦瑶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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