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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柳青精神及其人民性 
侯思源 

（中共西安市长安区委党校  陕西西安  710100） 

【摘  要】柳青一生忠诚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事业，他扎根陕西农村，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

神遗产。柳青精神包含了胸怀抱负、坚守信仰的革命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献身精神，实事求是、

坚持原则的求真精神。柳青精神中体现了强烈的人民性，这种人民性贯穿在其一生的创作、信仰和价值追

求中。柳青精神及其人民性值得在当代继续深入挖掘学习，使其不断延续，助力新时代的思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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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

民、力量在人民[1]。柳青就是这样一位用一生来践行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的共产党员和人民作家。他扎根陕西农村

十四年，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时代背景创作了长篇巨作

《创业史》，描写了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新的生产生活

方式和农民思想情感的改变，展现了对人民的坚定信仰。 

1  柳青精神的核心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讲话中提到柳青，尤其指出

“党政干部要学柳青”，那么柳青精神到底是什么？概括

起来就是胸怀抱负、坚守信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实

事求是、坚持原则。柳青一生忠诚于党的理想和事业，他

热爱人民、热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倾其一切帮助群众；

他深入生活和融入农民，向书本学习、向人民学习、向生

活学习；他尊重客观规律、坚决与弄虚作假做斗争的工作

和创作，这些态度与品质是新时代我们要学习和践行的宝

贵精神遗产。 

第一，胸怀抱负、坚守信仰的革命精神。柳青有强烈

的使命感和历史自觉，他的作品一直都主动把握时代脉

搏，自觉融入党的事业中，书写人民，讴歌人民力量。写

作是柳青的另一种革命的方式，也是他为党和人民工作的

方式。特别是 1947 年从生活优越的大连辗转一年回到战

火纷飞的延安，为的就是赶回去书写延安保卫战。1952

年从北京抛下一切回到陕西，辞去县委副书记到皇甫村落

户，为的是亲身参与并书写农村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改

造。他一路从城市到农村，毫不犹豫地抛却人人羡慕追求

的舒适、地位、金钱、荣耀、官途，就是为了紧跟时代步

伐，为人民树碑立传。 

1960 年 4 月，柳青将《创业史》第一部的基本稿酬

和第一次印刷十万册的印数稿酬两宗共壹万陆仟零陆拾

伍圆，全部交公社管理委员会处理，用于公社工业建设及

购买机器。他写信叮嘱除负责干部知道外，这件事不要在

群众中宣布，不要做任何文字的或口头的宣扬。后来他在

给王维玲又写信特别强调，我工作在精神上不是为了自

己，在物质上也不是为了自己。到陕西写作，不是为名、

为利、为官，为人民写作，是他始终如一纯粹的信仰。 

第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献身精神。柳青认为要

写出人物真实的感觉，作者感觉不来，一切无从谈起，这

就要求作家深入生活，作家要具有人物的感觉，也不是体

验一次就能达到，而是反复体验，反复思考[2]。《创业史》

中有大量人物语言和心理描写，小说人物基本都有现实来

源。如书中主人公梁生宝是改编自现实中的互助组领导人

王家斌。柳青还近乎偏执地观察着每一个被正常人随时都

可以忽略的细节。在农村十几年里，柳青用一切可能与群

众在一起，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想方设法改善

群众生活。看到皇甫村村民挑肥上塬、挑粮下塬十分辛苦,

柳青在充分了解土地情况后，建议给塬上建生产点，把饲

养室、打麦场搬到塬上耕地边。这样不但能节省劳力，减

轻劳动强度，而且能把塬上的地种好，把产量提高。到

1958 年人民公社成立时，这一带已经在塬上建立了 20 多

处生产点。 

1959 年初，由于耕畜饲料不足，对耕畜管理不善且

使用不当，柳青所在的生产队牲口死亡现象不断发生。他

随即停下手头写作，集中精力编写《牲畜饲养管理三字

经》，浅显易懂，当时长安县饲养员人手一册，之后《陕

西日报》全文刊载，上海一个出版社印成小册子，向全国

推广，可以说是柳青将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倾尽其中，并用

自己的方式来帮助农民的生产建设。作家铁凝在柳青诞辰

100 年写了《与人民同心与人民同行》里说，“他的全部

心思都在如何使农民过上好生活上。” 

尽自己所能，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一直是柳青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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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他时刻关心着、全程参与着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

互助组的团结、教育群众、吃水问题、修桥通电、水稻增

产，只要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他总是站在群众的角度

思考问题，用实际行动和人民群众一起扛生活的担子，通

过为人民分忧解难，与人民建立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第三，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求真精神。实事求是是

柳青的人生原则和人生态度。1958 年，农业大刮浮夸风，

在农业放卫星时，柳青敢于逆着“左”的潮流，对工作实

事求是，绝不盲目跟风、弄虚作假。王家斌因为不肯“浮

夸风”，产量报的低，被批评插黑旗，柳青赞同鼓励王家

斌，称这不是你的耻辱，没红旗，有饭吃就行。1955 年，

柳青建议改变陕北土地经营方针，认为陕北自然条件不适

合重点发展农业，而应该重点发展苹果种植，种草发展畜

牧业。1972 年被放出牛棚后，柳青又开始深入思考，请

教西北大学的专家，写了极具超前性和科学性的《建议改

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论证了陕北气候十年九旱，水

源有限，不适合发展农业，却是天然的苹果产区。柳青就

是这样，永远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原则，

这是他的人生态度和最宝贵的品质。 

柳青在长安的十四年时间，他全身心投入和参与到了

皇甫村所有生产和建设当中，和群众一起书写着皇甫村的

新生活。同时他把生活之基牢牢地扎在现实的泥土之中，

把创作之根深深植入人民的生活里。《创业史》表面上写

的是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实际上是写农民走进新社会之

后，对于公有制、国家化的认识与接受的过程。柳青以及

他作品当中塑造的人物是那个年代里所有中国人艰苦奋

斗、创家立业、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生动而真实的写照。 

2  柳青精神的人民性 

柳青一生都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坚持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人。这也是他能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与人民一起书写新中国的创业史的根

源，人民性也是柳青精神的核心内涵。 

第一，创作的人民性。柳青是与人民群众一同奋斗的

领路人，对人民的情怀贯穿着他的创作，他的作品阐述民

间疾苦、人民诉求、风俗文化以及人民群众的奋斗史。2014

年 10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指出柳青是一位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

众打成一片的人民作家[3]。柳青在农村的十四年时间里，

他把生活之基牢牢地扎在现实的泥土之中，把创作之根深

深植入人民的生活里，这也使得《创业史》的酝酿与写作，

修改与完成，都有一种别的作品所没有或少有的在场感与

现场性。《创业史》蕴含着真实有力的文字，是从人民中

来，再反馈给人民大众阅读，让朴素的点点滴滴，变成指

导生活和催人奋进的文字，这就是柳青依靠深入人民写出

的《创业史》中所蕴含的力量，因为他在讴歌人民、情系

人民，与人民一起形成了真正的命运共同体。人民与柳青

相互成就，人民中有柳青，柳青心中有人民。 

第二，信仰的人民性。柳青相信人民才是推动时代

变迁、促进改革向前的不竭动力。他用自己朴素的方式

践行着对人民的信仰，也筑牢了共产主义信仰在社会基

层的传递。无论是工作、生活还是创作中，他始终和人

民同呼吸、共进退，帮助底层人民获得最大的利益，也

使党和国家事业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获得了更多的拥护者

和支持者。他的《创业史》揭示了农民走进新社会之后，

对于公有制、国家化的认识与接受的过程，也是广大人

民群众形成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可以说柳青对人民的

信仰是他能够始终站在人民角度倾听群众心声，为他们

排忧解难的根本原因。 

第三，价值追求的人民性。柳青置身人民、属于人民、

为人民造影、为人民代言，真真正正做到“身入”“心入”

“情入”的三位一体，体现了价值追求的人民性。“人不

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柳青在“为人”和“为文”

的人生历程中一直践行并始终不渝的是为民造福的价值

追求，所以不管是作为党员干部还是人民作家，他工作和

创作目标总是和人民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更进一步

讲，无论是柳青个人的价值追求还是《创业史》等作品最

终反映的价值目标，其实都鲜明地指向了人民性，而追求

人民幸福也是柳青一生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是柳青精

神最为生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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