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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仓荟萃

陈仓杂谈

“又到了吃野菜的季节，

今天我就把母亲采回来的香

椿、蒲公英、野葱子、折耳根做

成山里人爱吃的腌菜，这种腌

菜的工艺有点像做红茶……”

跟随着视频解说和场景的转

换，蒋心洋通过短视频拍摄，

向人们展示着充满乡野趣味

的田间生活（见右图）。

蒋心洋，用短视频记录

乡村生活的网络达人，今年

41 岁，是太白县黄柏塬镇高

家坝村村民。蒋心洋告诉记

者，自己很喜欢短视频拍摄，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山里人的

生活，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

力，两年前，他决定用短视频

记录自己和老母亲的日常生

活。“拍摄内容有时是挖野

菜，有时是炒茶，有时是做美

食，因为都是我们这里的特

色，所以不少人对我的视频

很感兴趣。”

蒋心洋说，他刚开始拍时

也不太熟练，就跟着手机上的

教学课程学习拍摄技巧，也会

悉心听取朋友们的意见建议。

慢慢地，他就掌握了更多技巧，

现在发布出来的视频，角度多

变，内容丰富，画面切换自然

流畅。蒋心洋说，拍摄、剪辑的

速度也提升了不少。“两年时

间，我拍摄了300多个短视频，

设备也从一部手机、一个支架

换成了相机和三脚架。”

在蒋心洋的视频里，记者

看到许多并不常见的山野植物

和美食，比如，炒干后手工揉制

的茵陈茶、用树叶做成的神仙

凉粉、油炸的玉簪花、紫苏辣子

菜豆腐……这些散发着独属于

山里人乡土味道的吃食，让人

感到新鲜不已，而农村的慢生

活，也让人心生向往。

视频里的蒋心洋既是大

自然的守护者，又是美

食的制作者。“山里的一切都

是原生态的，大自然是一座宝

藏，它会慷慨地馈赠给人类药

材与舌尖上的美味，我也是想

通过短视频带大家认识

更多山里的植物。”   

蒋心洋说，食

材的发现与制作，

有一些是祖辈传下来

的，山里人都知道，还有一

些是他自己学习积累的。

每当美食出锅，蒋心洋都会和

80岁的老母亲一起享用，有时

也会邀请村民一起品尝。山野

间，那份淳朴、自然、宁静，看起

来格外惬意。

谈及自己的短视频创作，

蒋心洋感慨道：“这里是我从

小就生活的地方，平淡又真

实，自在且舒适，没有城市的

车水马龙，在几声犬吠、几声

虫鸣中，用短视频记录下生活

点滴，我觉得很有意义，也希

望自己的慢生活能与更

多人分享。” 

神农氏与茶叶：

传奇的发现与千年的传承
韩星海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

中，茶饮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

饮品，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世代相传的佳话。据史料记

载，这一佳话与炎帝神农氏紧

密相连，陕西关中西部宝鸡市

姜城堡一带作为炎帝的故乡，

更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唐朝茶学大师陆羽在

《茶经·六之饮》中记载 ：“茶

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

周公。”这一记载为我们揭示

了茶叶的最初发现者——神

农氏。另据《神农本草经》所

述，神农氏在遍尝百草的过

程中，日遇七十二毒，幸得茶

叶（古称“荼”）才得以解毒。

这不仅是对神农氏勇敢与智

慧的赞美，更是对茶叶神奇

功效的认可。

相传，远古时期的一天，

神农氏在姜水畔的天台山一

带采集药草。当尝到一种草

叶而感到口干舌麻、头晕目眩

时，他意外地发现了一种树上

的绿叶，这种绿叶不仅带有清

新的香气，而且嚼食后能够缓

解他的不适。神农氏对这种独

特的树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将其命名为“荼”。

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农

氏继续深入研究这种树叶的

药效，并在秦岭之巅、巴蜀群

山沟壑中寻找此类树叶。终

于，他在不远的山坳里

发现了几棵野生大茶

树。这些茶树的叶子与

之前的树叶相似，熬煮后的

茶水黄绿清澈，口感也与之

前尝过的树叶相同。神农氏

大喜过望，经过多次试验，他

发现这种茶叶具有解渴生

津、提神醒脑、利尿解毒等多

种功效。至此，在百草之外，

一种养生之药方，就是荼（今

日茶）的最早发现与运用。

为了帮助人们驱除五

毒，炎帝神农氏先后配制出

了多种药方。其中，茶叶作为

一种重要的药材被广泛应

用。然而，不幸的是，神农氏

在攀登秦岭峰峦天台山时，

试尝了“火焰子”（俗称“断肠

草”）后中毒身亡。传说，当地

山民找到炎帝神农氏的遗体

时，个个号啕大哭，泪水如

雨。当这不幸的消息传开后，

黄帝也闻讯从黄河岸边的北

部桥山赶到此地，祭奠炎帝。

为了纪念神农氏的丰功

伟绩，当地山民自发修建了三

清宫和“骨台寝殿”。千百年来，

遗址尚存，在此寻根追忆和凭

吊祭祀的人很多，这些建筑不

仅成为人们寄托情感的精神

家园，更将神农氏普济众生、遍

尝百草的典故及采集草药与

茶叶的传奇故事代代相传。如

今，这段佳话已经成为中国民

间传说中的经典篇章之一。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展示普通人的艺术情怀
宝鸡首届素人画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 胡宝林）

6月 9日，“对白”宝鸡首届素

人画展在金台区长乐塬抗战

工业遗址景区开幕（见上图）。

与以往画展不同的是，本次画

展作品的作者不是专业画家，

而是工人、警察、退役军人、卖

肉饼的摊主、铁路工作人员、

大学生等普通宝鸡市民，这也

是他们的作品首次亮相展览。

宝鸡首届素人画展由长

乐塬管委会办公室主办。画展

展出了热爱绘画但习画时间

不长的20多位宝鸡市民的50

多幅油画、水彩、国画作品，内

容有人物、动物、花卉、风景、

静物等，风格多样，展示了宝

鸡市民对艺术的热爱和博大

丰富的内心世界。喜欢绘画并

练习了几个月的市民吴慧平

带着孩子来参观画展，她说：

“普通人不光是忙于生活，还

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举办这样

的画展，让普通人的作品和艺

术追求被公众看见，我觉得非

常有意义。”

据了解，宝鸡首届素人画

展从6月9日持续到6月16日。

农事也可成为乡村旅游金名片
胡宝林

6 月 5 日是“芒种”节气，
“山水郎坝  津津乐‘稻’”太
白 县 第 二 届 郎 坝 插 秧 活 动
在 位 于 秦 岭 腹 地 的 黄 柏 塬
镇皂角湾村开幕，成为太白
县 第 十 五 届 旅 游 避 暑 季 的
热 点，引 人 注 目。乡 村 旅 游
怎 么 做 优 做 强？ 像 黄 柏 塬
镇一样，通过特色农事活动
打 造 乡 村 旅 游 金 名 片 不 失
为一条好路子。  

挖掘地域特色农事活动
亮点，精心打造乡村旅游“吸
睛点”。农事活动尤其是地域
特色农事活动是宝贵的文化
旅游资源，这种特色体现在
差异性、稀缺性、规模性等特
点上。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
等因素影响，宝鸡主产小麦、
玉米，大米只在极个别地方

“小众生产”。插秧，对南方人
来说见惯不惊，但对生活于
小麦主产区的宝鸡人来说却
很新鲜。当关中大地的金黄
小麦正在收割的时候，秦岭
深处的插秧活动却如诗如画
般展开，虽然规模不大，却充
满吸引力，大家都想一观究
竟。特别是长期在城市生活
的人，对这种秦岭乡村农事
活动尤其感兴趣。这就是差
异性、稀缺性构成的特色和
魅力。黄柏塬镇的“山水郎坝  
津 津 乐‘ 稻 ’”插 秧 活 动，正
是抓住特色、展示魅力、吸引
参与、做强乡村旅游之举。宝
鸡种植的农作物品类众多，
农事活动中的播种、耕耘、浇
灌、收获、加工等活动，因地
制宜加以塑造，都有可能成

为吸引城市游客参与的休闲
旅游项目。

不断拓展农事的“附加
功能”，提升乡村旅游“附加
值 ”。努 力 把 特 色 农 事 与 旅
游、文 化、游 客 等 元 素 相 结
合，让 特 色 农 事 活 动 蕴 含、
附 带、提 携、关 联 众 多 值 得
观 光、体 验、品 味 的 乡 村 田
园元素，融合打造乡村旅游
产 品，吸 引 更 多 城 市 游 客，
能为乡村旅游开辟新天地。
这种“农事 +”既开拓农业的
附加功能，也提升农业和旅
游业附加值。以郎坝插秧活
动为例，既向游客展示了农
事 之 美、劳
动 之 美，又
向 游 客 展 现
了 绿 色 生 态

和 田 园 风 光 之 美，还 在“ 芒
种”传统节气展现了传统文
化 之 美，这 是 美 的 三 重 附
加，也是旅游之乐的三重增
值。另 一 方 面，通 过 游 客 体
验有机大米的种植过程，让
当 地 生 态、绿 色、环 保 的 农
产 品 品 牌 形 象 更 进 一 步 深
入 人 心，有 助 于 农 民 增 收，
这是经济“附加值”的增值。

把农事活动的亮点打造
成乡村旅游的卖点，将附加
功能变为附加值，农事活动
在打造乡村旅游金名片、促
进乡村振兴中一定能发挥更
大作用。   

太白县黄柏塬镇村民蒋心洋

用短视频谱写田园诗篇
本报记者 罗琴

物故事
人

笔墨联秦陇  书画歌盛世
陇南书画作品交流展在宝鸡开展

本报讯 ( 记者 张琼 ) 6 月 13

日上午，“笔墨联秦陇·盛世谱华章”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

陇南市美术馆（书画院）联盟第二届

书画作品交流展在宝鸡美术馆开展

（见左图）。展期一个月，市民可前往

宝鸡美术馆第二展厅观展。

本次展览由宝鸡市文化和旅

游局、陇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陇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宝

鸡美术馆（宝鸡书法艺术馆）、陇南

市美术馆（书画院）联盟、陇南美术

馆（陇南书画院）承办，旨在加强宝

鸡与陇南两地文化艺术交流，促进

两地文旅事业融合发展。展览共展

出陇南籍书画家的优秀作品 100

余幅，这些作品内涵丰富、主题突

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

地方特色，展现出陇南书画家的艺

术理念和创作水平。当天下午，宝

鸡与陇南两地书画家还开展了笔

会交流活动，并现场创作了主题鲜

明、题材新颖、意境深远的书画作

品。展览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书画

作品捐赠仪式。

陈仓区孟家塬村文化达人石玉财

临街房子不做生意  建起民俗实物展馆 
本报讯 （记者 马庆昆）

布满锔钉的水缸告诉人勤

俭朴素的美德不能丢，“耕读

传家”牌匾传递良好家风家

训……近日，陈仓区拓石镇孟

家塬村村民石玉财，在通洞街

道自费建起民俗实物展馆，展

出包括红军曾使用过的物品

等300多件，免费供村民和游

客参观。

6月 12 日，记者在石玉

财50多平方米的展厅看到，

各种展品摆放有序，琳琅满

目。有老马鞍子、木犁，有直径

七八十厘米的抬盆、瓷油葫

芦、老油灯，还有记录当地民

风民俗的书报等。石玉财说，

镇馆之宝是其中的木水勺、木

饭勺、木筷筒，这是他祖上传

下来的，有上百年历史，颜色

陈旧，磨得没了棱角，开裂处

用钉子和金属片修复。石玉财

的父亲曾给红军做过饭、领过

路，父亲告诉他，这几个厨房

物件是1932年红军从村上路

过时使用过的。

石玉财是孟家塬村石家

滩村民，曾在原通洞乡任文化

站站长，一直崇尚文化，乡镇

合并后他回乡务农，仍把挖

掘、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视为己任。“再不收集这些东

西就没了，很可惜。把这种文

化传承下去，可以让更多人受

教育。”石玉财把自家临街房

子当展馆，除了展出他20多

年来的收藏品外，还有部分展

品是朋友赠送的，甘肃的朋友

也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把自家

的老物件送来，现在展品共有

300多件（套）。

村民田安明说：“别人的

门面房都用来做生意，石玉财

却在自己的门面房建了个展馆

弘扬优秀文化，他分文不赚，还

搭力气，他的举动让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