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岸长篇小说《天下良田》将于近期出版
本报讯 （记者 黄佳 文/图 ）深厚的基层生

活积累 、扎实成熟的文学表达 、敏锐独特的时
代感受力成就优秀的文学作品。 3 月 18 日，记
者获悉 ，周口市文联副主席 、周口市作协主席

柳岸的长篇小说 《天下良田 》近期将由作家出
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 该部作品曾
入选中国作协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第
二批重点推进作品 ，被 《中国作家 》杂志 2025
年第 2 期节选 17 万字刊发 、《小说选刊 》2025
年第 4 期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专栏转
载节选。

长篇小说 《天下良田 》 以农业综合开
发———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为切入口 ，以农业
综合开发机构———陈胡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

室为轴线，以农民、村干部、县乡公务员为人物
形象 ，通过农村 、农民 、农业的变化 ，农村基层
组织的变化，县乡一级公务员队伍的变化三条
线索相交织 ， 发现和书写了乡村巨变的新视
角 、新领域 。 柳岸于 2022 年 9 月动笔创作 《天
下良田》，2023 年 3 月完成初稿， 初稿 40 万字
左右。

“我在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工作过 5 年
多， 和同事们参与改造中低产田十几万亩 ，改
造后单季亩产至少提高 500 斤。 我亲身感受到
项目实施给农业 、 农民 、 农村带来的巨大变
化。 ”柳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写作《天下良
田》时，我把熟悉的人物、工作场景、故事，还有
地域的人文历史，都糅入书中 。 写作时我投入
了自己的全部激情 ， 有时激动得潸然泪下 ，有
时也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

柳岸曾经当过近 6 年乡长 、5 年多县级农
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 正因有这些基层工作
经历和深厚生活积淀 ，她能够将政策性 、知识
性与故事性 、文学性相结合 ，使作品具备真实
的力量，也因此具有了独特的写作风格。 《天下
良田》节选刊发后，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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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直不屈的名将虞诩
彭汝刚

虞诩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军事家、 政治家，陈
国武平 (今河南省鹿邑县西北部 )人，历任太尉郎
中 、朝歌长 、 怀县令 、武都太守 、司隶校尉 、尚书
仆射、尚书令等职。

战国时期， 孙膑曾经用减灶示弱智胜庞涓，
而汉朝的虞诩却用增灶示强、小弩示弱之计战胜
了羌敌，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汉安帝元初二年 (公元 115 年 )，羌人入侵武
都郡 ，边境形势告急 。 当时 ，主政的邓太后听说
怀县令虞诩有将帅韬略 ， 于是把他提升为武都
太守 ， 抵御和平叛羌敌 。 数千羌军在陈仓的崤
谷拦截虞诩 。 虞诩乘羌军兵力分散的机会 ，日
夜兼程行进了一百余里 。 他让官兵每人各做两
个灶 ， 以后每日增加一倍 。 于是 ， 羌军不敢逼
近 。 有人问虞诩 ：“以前孙膑使用过减灶计 ，而
您却增加灶的数量 ； 兵法说每日行军不超过三
十里 ，以保持体力 ，防备不测 ，而您却每天行军
一百多里 ，这是什么道理 ？ ”虞诩说 ： “敌军兵
多 ，我军兵少 ，走慢了容易被追上 ，走快了对方
便不能测知我军的底细 。 敌军见我军的灶数日
益增多 ， 必定以为郡兵已来接应 。 我军人数既

多 ，行动又快 ，敌军必然不敢追赶 。 孙膑有意向
敌人示弱 ，我现在有意向敌人示强 ，这是形势不
同的缘故 。 ”

虞诩到达郡府后 ，兵员仍不足三千人 ，而围
攻的羌军却有一万多人 。 虞诩便向部队下令 ，
不许使用强弩 ， 只许暗中使用小弩 。 羌人误认
为汉军弓弩力量微弱 ，射不到自己 ，便集中兵力
猛烈进攻 。 于是 ， 虞诩命令汉军每二十只强弩
集中射一个敌人 ，射无不中 。 羌军大为震恐 ，纷
纷退下 。 虞诩乘胜出城奋战 ，杀伤众多敌人 。 次
日 ，他集合全部汉军 ，命令他们先从东门出城 ，
再由北门入城 ，然后改换服装 ，往返多次 。 羌人
不知城中有多少汉军 ， 于是更加惊恐不安 。 虞
诩估计羌军将要撤走 ， 就秘密派遣五百余人在
河道的浅水处设下埋伏 ， 截断羌军的退路 。 羌
军果然大举奔逃 ，汉军乘机突袭 ，大败羌军 ，杀
敌擒虏数量极多 ，羌军从此溃败离散 。

虞诩不但擅长用兵打仗 ，而且嫉恶如仇 、刚
直不屈 。 汉顺帝时期 ，中常侍张防滥用权势 ，收
受贿赂 。 时任司隶校尉的虞诩上书弹劾 ， 但因
皇帝年幼暗弱 ，宦官当权 ，奏章往往遭到扣压 ，

不得上报 。虞诩愤慨之至 ，于是捆绑自己来到廷
尉监狱 ， 再次上奏说 ：“从前孝安皇帝任用樊丰
（汉安帝时宦官 ，贪侈枉法 ，干乱朝政 ，后被处
死 ），扰乱正统 ，几乎亡国 。 如今张防又玩弄权
势 ，国家将遭受祸乱 ，臣不能与张防一起 ，所以
自己捆绑前来 ，不要让臣走杨震的路 （樊丰干乱
朝政 ，杨震屡次上疏举报 ，却被樊丰所害 ）。 ”奏
章上达后 ，张防在顺帝面前流泪为自己申诉 ，于
是虞诩被罚服役 。而张防仍然不肯放过虞诩 ，欲
置之死地 ，在两天之内 ，就四次传讯他 。 狱吏都
劝虞诩自杀 ， 虞诩说 ：“我宁愿被处死 ， 也要让
天下人都知道奸贼张防 。 ”后来 ，在浮阳侯孙程
等人的帮助下 ， 张防终被流放边疆 ， 虞诩沉冤
昭雪 ，被赦免出狱 ，并任尚书仆射要职 ，后又因
兴利除弊 ，功在国家社稷 ，升任尚书令 。

据 《后汉书 》记载 ，虞诩不畏强权 ，无所曲
容 ，经常为弹劾奸佞而舍身进谏 ，一生曾经九次
遭到斥责 ，三次遭受刑罚的折磨 ，但他刚强正直
的个性 ，到老都没有改变 。 虞诩死后 ，葬于老家
武平 。 根据 《水经注 》的记载 ，其墓位于鹿邑县
邱集乡西北方五里处 。

《天下良田》作者简介

柳岸，本名王相勤，女，1966 年生，周口市文联副主
席、周口市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浮生》《我干娘柳司
令》《公子桃花》《夏姬传》《文姜传》《西施传》。 出版有小
说集《红月亮》《八张脸》《燃烧的木头人》。作品曾获河南
省文艺成果奖、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河南省优秀图
书奖、 河南省文鼎中原长篇小说精品工程优秀作品奖、
杜甫文学奖等。 长篇小说《天下良田》入选中国作协“新
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第二批重点推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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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杂志 2025 年第 2 期节选柳
岸长篇小说《天下良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