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文学的形式记录时代的变革
方启雄

中国作协组织的 “新时代山乡巨
变创作计划”惠及文艺界的作家和广
大的读者。 全省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积
极响应， 深入现实生活， 扎根山乡大
地， 以原创长篇小说形式讲述中原大
地多彩壮丽的发展变迁。 省文联、省
作协认真贯彻落实相关的安排部署，
加强选题论证、资源配置、督促指导、
研讨评论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帮助作
家精益求精 、打磨修改 ，协调推进作
品的编辑出版。 经过层层筛选推荐，
柳岸创作的 《天下良田 》从众多的作
品当中脱颖而出，入选 2023 年度中国
作协重点扶持项目。 这既是柳岸聚焦
“四高四争先”、深耕中原沃土、书写河
南故事的文学结晶，也是文学领域在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当中的重
要收获。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安。粮食安
全是“国之大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根本在耕地，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一
个重要的抓手。 柳岸以《天下良田》为
题，以基层干部为主线，将高标准农田
建设与乡村生态变迁交织， 通过废地
复耕、 沟底种麦、 填沟筑坝等具体细
节，既展现了“田成方、路成网”的现代
化图景，也塑造了沾满泥土芬芳的人
物形象，更刻画了土地流转当中的坚
守与阵痛、传统农耕文明的传承与创
新。 它是对现实的深刻洞察，更是对
时代精神的生动诠释，是对乡村振兴
的文学记录，也是对新时代基层干部

精神品格的深情礼赞。
文学是时代的镜子， 记录着人类

的历史，触摸着时代的脉搏，承载着诗
意的栖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
战略从整体上改变了中国乡村的面

貌，《天下良田》 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了
乡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伟大变革。
相信读者会关注它、喜欢它，从中感受
到时代发展的铿锵之音、 农民和土地
的深厚感情， 并积极投入乡村振兴的
洪流之中。

河南已经完成了从天下粮仓到

国人厨房再到世界餐桌的华丽蝶变。
期待柳岸女士能够继续发挥她的聪

明才智，创造更多优秀的现实题材作
品。

土地的诗行：《天下良田》里的时代脉动

“山乡巨变”结硕果
鲍坚

《天下良田》 是柳岸从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实施亲历者的视角，肩负
记录时代进步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历
时三年精心打磨奉献的一部优秀作

品。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柳岸对农村工
作的深厚感情，她是一位深具社会责
任感的作家。 在《天下良田》中，她用
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农村生活的点点

滴滴，用鲜活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农民
的喜怒哀乐，用真挚的感情表达了对
农村未来发展的美好祝愿。河南省是
重要的农业大省，一直以来承担着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同时，令人
瞩目的是，在充分保障农业高质量高
标准发展的基础上，河南省的工业也
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024 年，
河南省实现 GDP6.36 万亿元， 排在
全国第六位，这意味着河南从传统的
农业大省逐步发展为工业与农业并

重的经济强省，经济转型取得显著成
效。 从农业大省到工业大省、科技大
省，河南省的华丽转身也是另外一个
维度、更宏伟壮阔的山乡巨变。 这些
转变，让《天下良田》的讲述呈现出更
有底气的说服力。它不仅记录了中国
农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

中的巨大变化，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
脱贫攻坚乃至当前努力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 努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波澜壮阔历史的一个缩

影。
说《天下良田》，就离不开“新时

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这个话题。“新
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是中国作协
为推动中国文学在新时代进一步繁

荣发展， 以文学反映我国的时代巨
变、社会进步而设立的一个重要创作
计划，是推动新时代文学繁荣发展的
一个重要举措。 2023年 10月召开的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新
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被列为重点
任务， 纳入了中宣部年度工作重点、
工作要点。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 实施三年来， 已经出版作品 14
部，许多著名作家都热切地参与到这
一创作计划当中，刘庆邦老师也为我
们分享了一部精品力作 《花灯调》。
《天下良田》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
计划”中的一部重要作品，早在这个
创作计划发布之初，《天下良田》就被
确定为重点推进选题， 受到多方关
注。

2024 年 11 月，中国作协召开“新
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
学攀登计划”推进会。 中国作协党组
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宏森听
取了我代表作家出版社所作的工作

报告后， 就下一步动员更多作家参
与、尊重文学创作规律、扩大选择范
围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在
那个会上，关于河南的讨论分量也比
较重。 当时我跟书记报告，我要到河
南参加《天下良田》新书发布会，很详
细地说了这部作品的情况，还谈到了
刘庆邦老师的《花灯调》这部力作。今
年 1 月，“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重点推进作品改稿会暨河南省“山乡
巨变创作计划”选题论证会召开。 会
上，参会者对八位河南作家的选题进
行了指导和论证，这是一个非常有益
的尝试，也是我们下一步推进“新时
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一个较好的尝
试。 河南省参与“新时代山乡巨变创
作计划”不仅有良好的开端，还结出
了硕果，种下了很多新种子，我们期
待河南省有更多像《天下良田》这样
的优秀作品涌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兴盛作出更大贡献。

向经典致敬：真实的柳岸和她的《天下良田》
陈福民

柳岸是一个勤奋而有志向的作

家。 她过去处理很多不同的题材，曾
经着眼于“春秋四姝”的历史故事，写
作并出版了相关的作品，有很好的成
绩和影响。 但我还是觉得，这不是完
全真实的柳岸，我觉得她还有别的长
项。

果然， 柳岸向我们展示了她的
长项， 推出了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
《天下良田》。 这部小说她写了三年，
但有经验的读者都会知道， 对于一
部 50 万字的长篇小说来说，其实三
年时间并不算长，很可能是不够的。
但是柳岸写得却非常扎实、沉稳、自
然流畅。这说明什么？说明她的经验
与心魂从未离开过火热的土壤与生

活 ，她一直在她所关切的 “天下 ”与
“良田”中。 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机会，
厚重的作品拿出来了。 柳岸有丰富
的基层工作经验，对这块土地，对中
国的 、河南的 、豫东的土地 ，对处于
小说题材当中那些人的感情、 道德
态度都非常熟悉， 对于中国乡村在
新的文明历史条件下经受的考验 、
挑战及其表现出来的生存状态 ，她
在基层工作时耳濡目染 。 《天下良

田》用了两三年就能写出来，是因为
她有极其丰厚的积累、观察。 也就是
说，很多作家需要积累素材、体验生
活才能把一部作品写出来， 这个功
夫，柳岸其实早就做好了。

这就涉及第二个话题，柳岸及她
创作的《天下良田》的生命力和现实
性，其实一直都在历史当中，是一个
特别真实的存在。

中国处理土地问题，不仅仅对应
每一个农民的个体生存问题，还对应
历史形态，如何从传统的小农经济形
态向现代国家转型，而在这个过程当
中遇到的问题， 无论是什么形式，都
必须提到文明的高度去解读。这种意
识在《天下良田》当中也不同程度地
存在。 我觉得这是衡量中国农村题
材、农业题材、乡土题材一个重要的
标准。

这个题材无论处理得多么真实，
如果缺乏文明的理解， 高度就上不
去。柳青的《创业史》之所以被认为是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就是因为触及了
不同维度上的文明转型问题。经典作
品给柳岸树立了很好的样板， 所以，
《天下良田》书写的土地改造计划，从

农业开发的角度， 是一个现代工程，
而不是小门小户的传统农业文明条

件下的事物。《天下良田》这部作品因
此也应该是近年来中国农村题材、乡
土题材、“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

具体写法上，《天下良田》显示出
中国文学的进步，从某种生硬的脱贫
攻坚政策作品向农业文明的深处进

发，是有血肉有情感有灵魂的。 柳岸
写的陈姝在褐村，开门见山就是土地
上的纠葛与人的拙劣表演，这种纠葛
在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 是重复性
的、令人厌恶的，然而在今天这个时
代依然顽强存在。 柳岸写到了这些，
有相当丰富的细节和真实的人物关

系，小说乡土基因浓厚，不是悬空的，
特别接地气。

柳岸不仅写出了豫东平原乡土

生活的真实， 也写出了一系列真实
生动的人物， 更触及土地关系在新
的文明条件变化下遇到的新的挑

战。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至少对
于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来
说，《天下良田》 是一部非常重要和
真实的作品。

《天下良田》的光彩与力量
吴青锋

对于文学作品， 人们有一个简单
而朴素的评价标准， 就是两个字———
动人，也就是打动人心。作家出版社和
河南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的 《天下良
田》就具有“动人”的文学水准，柳岸就
具有这样的创作能力。

一、《天下良田》是一部应时而生、
记录历史、反映时代、描绘社会的优秀
作品。

河南是农业大省， 农业是它的底
色。 读懂河南，就读懂了中国。 从这片
土地的变化，可窥见中国的变化，这里
发生的故事是中华大地变化的缩影。
《天下良田》就是这个时代催生出的一
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这
部作品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背景，以
陈胡县农开办为叙事核心， 通过三代
农民、基层干部的多维视角，记录国家
惠民政策落地生根的过程、 农业发展
的实践、 农村人文生态的变化和乡村
精神的觉醒， 全景式展现中原农村十
年间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型的史诗

性变革， 刻画了农民从土地依赖到主
动参与乡村振兴的心理嬗变， 故事生
动、人物鲜活，非常接地气。

时代呼唤这样的作品， 人民需要
这样的作家。这部作品的创作和诞生，

也应和了中国作协设立的 “新时代山
乡巨变创作计划”， 可谓应时而生、应
势而出。

二、柳岸同志是一位视野开阔、积
淀深厚、敏睿笃学的优秀作家。

大叙事需要大视野， 大题材需要
大手笔。 把握宏大题材、 讲述宏大叙
事、塑造生动形象，需要深厚的功力和
水平。

著名作家老舍说过，文艺作品不
是冷的 、人云亦云的叙述 ，而是以作
家自己的风格去歌颂或批评，没有个
人的独特风格，便没有文艺作品应有
的光彩与力量。柳岸在此书创作之初
和九易其稿的过程中也有忐忑。我作
为她的同事 ，艺术上帮不上忙 ，但善
于鼓劲。我告诉她，你一定能写好。这
个题材，“会干的不会写，能写的没干
过，你二者兼具，独具优势”。 事实也
对我的判断作了印证。

首先，柳岸视野开阔、洞察敏锐。
在这个时间节点，选择这个题材，讲述
这个故事，反映社会生态，塑造这个群
体，就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其次，柳岸是体验丰富的实践者。
她一直工作在基层， 在多个乡镇干部
岗位上历练过，对农村、农业、农民都

非常熟悉。 工作的艰辛、心灵的焦虑、
成功的幸福，都是她创作的源泉，这就
使她的《天下良田》有了独特的光彩与
力量。

其三，柳岸有深厚的创作功力。好
的故事需要好的讲述者， 需要高超的
创作能力。她多年笔耕不辍，创作出版
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具备了对宏大题
材的驾驭能力和写作功力。这也是《天
下良田》得以创作，并能列入“新时代
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根本原因，是厚
积薄发的体现。

三、 周口是一块文学滋养丰厚的
土地，活跃着一支庞大、充满活力和希
望的文学队伍。

从这块文学热土上， 走出了刘庆
邦、邵丽、墨白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
的文学大家。 同时，还有 80 多名中国
作协会员、800 多名省级作协会员，形
成了小有名气的“周口作家群”。 他们
年龄结构均衡、写作梯队整齐，富有激
情 、充满活力 ，成果丰硕 、颇有建树 。
2023 年 7 月 ，周口被授予 “中国文学
之乡”，成为全国第 18 个、河南唯一获
此殊荣的地市。这里的人民热爱文学，
这里的文学充满生机， 这片大地充满
希望。

文学的良田
刘庆邦

《天下良田》是柳岸集大成之作，
是河南文学乃至全国文学的一次极

具分量的重要收获。它犹如一片广袤
的文学良田，每一章都描绘出一幅美
丽的田园画卷，每一行文字都似沉甸
甸的麦穗，饱含着思想的养分与艺术
的光芒。

在处理实与虚的关系上，柳岸展
现出非凡的智慧。 她扎根基层多年，
积累了丰富的现实素材，但她并未让
作品陷入现实的泥沼，而是巧妙地融
入形而上的思考。她通过典型的情节
与细节，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这些
宏大主题生动地展现出来，使之成为
时代的缩影，让读者在欣赏田园风光
的同时，感受到时代的脉搏与思想的
深度。

在多年的创作历程中，柳岸不断
探索小说叙事风格的“软”和“硬”。在
“软”与“硬”的处理上，她同样令人称

道。 她以丰富的情感积累，将坚硬的
政策主题软化， 使其如同丝般柔滑。
母女间细腻的亲情、夫妻间真挚的爱
意等动人的情感线索贯穿全书，让读
者在阅读中不禁眼眶湿润。这种情感
的融入，使作品既有力度，又不失温
度，让读者在思想的启迪中，也能体
验到情感的共鸣。

在塑造主要人物与群像关系上，
柳岸笔力深厚。陈姝这一农开办女主
任的形象，被塑造得鲜活而立体。 她
历经挫折与委屈， 却始终坚守信念，
展现出新时代女性的坚韧与担当。她
的形象不仅立住了，更成为这部作品
的核心与灵魂。 同时，书中几十位人
物群像的塑造也十分成功，从同事到
村民，从基层干部到省市领导，他们
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
的社会图景，与陈姝这一主要人物相
互映衬，使整个作品充满了生活的气

息与时代的韵律。
在语言的运用上，柳岸深入挖掘

了豫东地区的方言文化。如“打渣滓”
“返精”等方言词汇，经过她的巧妙运
用， 不但没有成为读者阅读的障碍，
反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些方
言词汇带着地域文化的鲜明印记，为
作品增添了浓厚的乡土气息，让读者
仿佛置身于豫东大地的广袤田野之

中，感受着那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与
生活智慧。

《天下良田》 是一部在思想性与
艺术性上都达到了高度统一的文学

作品。它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时代变
迁中的乡村图景，以深刻的思想探讨
了社会发展的重大命题，以真挚的情
感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这部作品必
将在文学的田野上持续绽放光彩 ，
成为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成功之

作。

素朴而坦荡的农业书写
刘大先

《天下良田》作为现实主义题材作
品的收获， 主要体现在它对于农业的
书写之上。 现代文学的乡村叙述有一
个很大的缺漏，就是农业书写的匮乏。
新中国成立之后，三农（农业、农村、农
民） 书写才成为主流， 乡村题材创作
中，从《创业史》到《山乡巨变》，从土地
改革到合作化与人民公社， 农业书写
跃上了文学史的舞台。 但是，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展开，农业的边际效益递减，
造成农村人口外流。 全面市场经济改
革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整个
文学叙述当中农业书写开始减少。

新时代以来，几个乡村叙事作品，
其实跟农业关系也不大。 比如乔叶的
《宝水》， 虽触及农村改革， 但并非农
业，而是乡村的文旅开发。这多少说明
作家对于农业及农业在整个国家经济

发展中的位置和变化了解是有限的。
但是， 柳岸有着多年在基层农业

部门工作的经验，《天下良田》 不仅写
到了农业，而且是以农业为中心展开。
这个作品的现实主义体现在有质感的

细节上。 乡村叙事的作品多会涉及农
民与土地的关系。 梁斌《红旗谱》里严
志和难以割舍与土地的情感， 忍不住
抓一把土啃了起来。津子围《十月的土
地》中章兆仁使劲攥着带有冰碴的土，
传递出对土地的爱与恨。 《天下良田》
里村支书褐天瑞捧着土流下了眼泪，
褐天缘在玉米地中痛哭， 也是这样令
人印象深刻的细节。 还有就是大量算
账的细节。但凡写农民写得好的，比如
赵树理、高晓声，都喜欢写农民算账。

不仅农民算账， 农业干部更要算
账，这涉及《天下良田》以事件为中心
的讲述。 从农田的更新换代到产业的

升级 ，挖沟 、打井 、铺路 、修桥都涉及
钱。 做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工程项目涉
及策划、投资、拨款、施工、监督、验收，
大部分作家写的时候， 没有办法落到
实处，但是不落到实处，作品的意义何
在？ 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能够提供的
是什么，就是细节，而不是统计数据。
因为作品落脚点在事件， 站在中央层
面， 一个县里的农开办搞的高标准农
田建设并不是大事， 但是对于基层来
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必须把
事情做实。柳岸就把这个事情写实了。
现实主义的作品， 核心的问题是钱从
哪儿来、钱到哪儿去，《天下良田》抓住
了这个核心命题， 让自己成为素朴而
扎实的现实主义作品。

最后再简单谈一下小说本身的风

格问题。 这个作品基层视角是毋庸置
疑的，写的是豫东平原上的一个乡村，
显示出中原特有的气息。 假设有某种
“中原性”，我想就是“坦荡”。这个小说
融合了很多官场小说的元素， 主人公
陈姝人在官场，坦荡地说出“在官场人
人都想进步”这样的话。她虽然不避讳
向上走的想法，但在公与私之间、国与
家之间，她没有去找关系、搞人情、走
偏门，而是选择把工作干好。这种性格
特征就像中原的平原一样，一望无际、
坦坦荡荡， 小说的整个叙事风格也体
现了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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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天下良田》 新书首发
式暨座谈会举行。 这部以高标准农田
建设为脉络的长篇小说， 以现实主义
笔力剖开土地变革的肌理， 记录乡村
振兴的阵痛与新生。 柳岸凭借基层工
作积淀，将农业政策、土地情感与乡村
变革熔铸于文学， 既写活了基层干部
的奋斗，也道出了农民与土地的深沉羁
绊。六位参加活动的领导、作家、评论家
从文学性、时代性、地域性共同解读其
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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