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25 年 4 月 24 日 星期四统筹审读 董雪丹 责任编辑 李硕 书香

柳岸长篇小说《天下良田》
新书首发式暨座谈会成功举办

张茹 毛亚珂

4 月 18 日上午，由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作家出版社
主办，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文艺出版社承办的柳岸长
篇小说《天下良田》新书首发式暨座谈会在中原出版传
媒集团举办。

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一级巡视员贾宏宇，作家
出版社社长鲍坚，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方启雄，中原出
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庆，周口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王少青，周口市文联主席吴青锋等相关领导，专
家学者代表，以及新闻媒体代表参加仪式。 活动由河南
文艺出版社社长许华伟主持。

由作家出版社与河南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的 《天
下良田》是周口市文联副主席、周口市作家协会主席柳
岸的最新力作。 该书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
建设为背景， 书写了中原地区农村十年来发生的巨大
变化，记录了党的惠民政策落地生根的过程，探索了农
业发展的模式和前景， 反映了三代农民以不同的方式
对土地的热爱之情。 此外，《天下良田》 还入选了 2023
年度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

《天下良田》是文学与农业的深度对话

贾宏宇在致辞中表示：“粮食生产是河南的一大优
势，更是河南的一张王牌。 《天下良田》这部作品聚焦河
南粮食生产， 以新颖的笔触描绘了中原儿女在粮食生
产、土地保护、基层治理中的更多立场，深刻理解了河
南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实践与担当。 《天下良田》的
诞生，既是文学与农业的深度对话，也是出版业服务国
家战略的一个生动实践。 ”

鲍坚在致辞中指出 ，《天下良田 》作为 “新时代山
乡巨变创作计划”项目的一部重要作品 ，是柳岸从高
标准农田建设实施亲历者的视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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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期待河南作家创作出更多像 《天下良
田》这样的作品，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作出
更大贡献。

“柳岸创作的《天下良田》从众多的作品当中脱颖
而出，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推进作品，
是我们文学领域在新时代山乡巨变主题创作中的重要
收获。 ”方启雄在致辞中说。 此外，他还表示，河南省文
联将持续发挥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 着力发掘培养有
创作潜力的文学新人，推出更多优秀文学作品。

王庆在致辞中强调，《天下良田》 以农业综合开发

政策为脉络， 用文学的笔触
记录乡村全面振兴的壮阔图
景。 这部作品的诞生不仅是
文学的胜利， 更是一首新时
代的田园交响乐。 中原出版
传媒集团将坚守初心使命 ，
推出更多深入生活、 扎根人
民的精品力作。

王少青在致辞中深入探
讨了中原作家群所面临的核
心现实问题。 他指出，河南作
为农业大省， 农民在这片土
地上耕耘数千年， 不仅积累
了丰富的生产和生活经验 ，
更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素材。 这些素材如同一
个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
库。 他强调，能否在这些宝贵
资源的基础上， 创作出更加
优秀的文学作品， 是对每一
位作家的考验。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和一个曾经的文学人，我认
为评价文艺作品的最高标准就是‘动人’二字，《天下良
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在致辞中，吴青锋深入剖析了
《天下良田》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他特别强调，柳岸不
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 更是一位在文学实践中积
累了丰富经验的行家里手。 文学创作的根基在于生活，
而生活本身是不可复制的独特体验， 这正是 《天下良
田》能够呈现独树一帜艺术风貌的关键所在。

《天下良田》本身就是一个良田

在随后举行的 《天下良田 》座谈会上 ，著名作家 、
鲁迅文学奖得主刘庆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福民 ，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学院教授、鲁迅文学奖得主刘大先 ，著名
作家、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南飞雁 ，郑州
大学文学院教授 、 二月河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李
勇，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南省评论家协会理事刘
宏志，顶端新闻文学频道主编 、河南省青少年作家协
会执行主席张茹等十余位作家、评论家进行座谈。 座
谈会由河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原副
院长墨白主持。

刘庆邦对柳岸新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天下良田》
本身就是一个良田，是精神的良田、心灵的良田、文学
的良田。 ”随后，刘庆邦围绕该部作品着重探讨了作家
与生活的关系这一命题。 他指出，小说成功处理了实与
虚、软与硬、主要人物与群像、普通语言与方言四大关
系，尤其在描绘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主题上，既具思想
性又充满情感。 在提出建议时，刘庆邦坦言：“个别细节
的处理和语言的运用，尚有提升空间。 在修辞手法运用
上，可以更加含蓄内敛，有些地方甚至可以摒弃冗余的
修饰，以简洁取胜。 ”他的中肯建议，为柳岸今后的创作
提供了参考。

陈福民同样高度评价了柳岸的新作， 指出其深厚
的现实基础和丰富的基层经验为作品奠定了扎实的根
基。 “很多作家需要积累题材、体验生活才能把一部作
品写出来， 柳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 才有了写出
《天下良田》这样作品的能力。 ”陈福民认为，“《天下良
田》不仅展现了豫东平原的土地纠葛和人物命运，也深
刻反映了从传统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历史进
程，具有文明高度和历史象征意义。 ”

刘大先肯定了作品的文学品质。 他强调，《天下良
田》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弥补了长期以来乡村叙述
中对农业描写的不足。 过去文学作品多聚焦农民和农
村生活， 而较少触及农业本身及其在国家经济发展中
的变化。 《天下良田》通过细致描绘高标准农田建设、新
农人褐小光等角色，展现了农业现代化、科技化和商业

化的进程。
南飞雁在座谈时表示， 河南省作家协会对作家作

品投入无上限， 积极促成出版社合作以提升作品影响
力。 同时，期待柳岸作为周口市作家协会主席，更好地
引领周口作家群持续健康发展， 传承并彰显其传统与
光荣。

李勇强调了柳岸丰富的生活经历对其创作的重要
性，并指出周口作家群的崛起及其研究价值。 “周口培
养了很多作家，周口作家的数量、质量让人惊叹，这块
土地非常值得我们研究、探索。 ”他提出，文学创作应与
时代结合，建议通过短视频等形式扩大作品影响力。

刘宏志认为《天下良田》的选题和题目极具地域特
色，深刻反映了河南乃至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 小说以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切入点， 展现乡村扶贫与振兴的新
视角，生动描绘基层干部的生活经验和工作细节。 作品
不仅呈现了中国农村农业的发展进程， 还体现了国家
理想主义政策体系与基层官员实干精神的结合。 刘宏
志指出， 小说在现实泥泞中真实反映中国农村农业发
展，具有鲜明特点，堪称柳岸代表作。

“我也是出生在农村，在农村长大，书里的一些语
言和对环境的描述，极具真实的力量，记录三代农民在
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收获与艰辛， 既展现了高标准农
田建设的时代浪潮， 又深入挖掘了乡土中国在现代化
进程中的精神嬗变，超越了简单的政策图解，成为记录
时代精神的文学坐标， 堪称新时代乡村振兴题材创作
的里程碑式作品。 ”张茹结合自身实际，分享了对书中
环境描写、人物塑造的真实感受。

研讨会上，其他嘉宾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悟。 周
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 周口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
席任动指出，该书是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细节真实，
人物和环境塑造典型，体现了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的特点。 河南日报《河南新闻史料》执行主编赵
立功分析了书中陈姝的人物形象， 认为其折射出周口
地方文化的两面性，并强调书名的深层寓意。 郑州晚报
副总编辑、 正观新闻总编辑李韬建议利用直播等方式
推广该书。 河南瑞通水利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杨佩中则从亲身经历出发， 肯定了柳岸对高标准农
田建设的真实描绘和对农业发展的深度思考。 与会者
一致认为，《天下良田》是对未来农业发展的深刻探讨，
值得广泛推广和阅读。

研讨会最后，柳岸用“感激”“感动”“感谢”三个词
语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我作为一个基层写作者，从
来不敢称自己为作家。 我觉得我离作家很远，我内心永
远对写作抱有敬仰、敬畏之心。 今天在座老师提出的建
议，对于我个人来说特别重要，对我以后的写作既是高
屋建瓴的指点，也是能力提升的方向。 我将在未来创作
中继续努力，回报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

文化 热点

柳岸长篇小说《天下良田》封面。

参会人员合影留念（图片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