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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田》

内容概要

2014年春天，周华诚回到浙西家乡，陪同父亲一起，用传统农耕手法种植家中的一块水稻田，以一颗
从小在此长大的温柔之心，和一双专业摄影师的细致之眼，记录下水稻生长的全过程。
春耕，播种，插秧，除草，除虫，灌水。稻禾从发棵而扬花，由灌浆至成熟。青蛙在黑夜中鸣叫，蜻
蜓在黄昏里盘旋。庄稼人对天气的关心和忧惧，父亲对农耕和稻田深刻的乡情，种种因离开土地太久
而忘却的记忆，或城市中人未曾经历的生活，在周华诚的笔与相机下，一一得到细致而温柔的呈现。
最终成为这份独一无二的“下田手记”，带给我们传统农耕最真实的朴素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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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田》

作者简介

周华诚，作家，摄影师。生于1979年。童年在浙西常山县的一个叫“溪口”的村庄里度过。少年进城
求学，后在城市工作，定居杭州。在一次次回乡时，深感故乡变化之巨大，决心以文字和镜头记录故
乡草木人情。2013年冬，发起“父亲的水稻田——挽留最后的农耕”众筹项目，与父亲一起，在故乡
自家土地上种稻，记录一粒种子到一片水稻，再到一捧大米的过程，试着在耕种的过程中，体会汗水
的价值与劳作的意义。
出版作品有《我有一座城》《西湖时光“遇见24节气》《一饭一世界》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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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田》

精彩短评

1、众筹种稻回馈书，最后的菜经对我比较实用，因为我爸现在也回归农田种植。能想到就去做真的
很好，至少作者写出来了，在公众号发表也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比我这种只会纸上谈兵的要高出很
多。
2、正好发起一个类似的众筹项目，就顺便买来看看，虽然故事不同，时间地点也不对，不过说途同
归，城市人为寻回食物原本味道的初心不变。
3、明明是平淡的叙事，但有时竟会有流泪的冲动。文艺者见其美，真正经历过的人才知道田园诗背
后的辛苦。想起我的渔乡，诗歌里多是渔父的出尘不俗，哪里晓得犁海的辛苦与危险。
4、还好吧...
5、随便翻翻。配图清新，文字质朴。
6、书里有稻香
7、想起小时候外婆带着去田里拾稻穗，城市的孩子失去的是另一种乐趣。文章有点注水，内容有重
复。
8、对于不在农村长大的我而言，书中描述的生活很有趣。不过，相比而言，图片比文字更吸引我。
9、很好读，在书店等故事分享会的几个小时就读完了，作者有对土地的情节并且去做了，很好，至
于书写到什么水平，自然不能用作家的水准来要求。还是可以一读的。
10、很有意思的一本小书，小学生也很值得看
11、略水。
12、农耕生活当猎奇的一种。图配文，大家乐呵乐呵而已。
13、很有田野气息的小书，也推荐生活在城市里的小朋友读
14、亲切起于熟悉。所以，真的很喜欢这本书的记录方式。
15、整本书似乎都想传达一种回归自然、保留农耕传统的思想，但最后似乎成了网上买米，作为休闲
书可以，但不够深入
16、很有趣的一本书，书名应叫，一粒米的诞生。中国现实版小森林，最后我要回家种田！！！
17、“认识一种昆虫，比认识林志玲更重要。”哈哈
18、亲近大自然，找回自然的生活方式
19、毫无文采，价格与内容严重不符，不到两百页的水书，卖十块钱可以，卖39元就有点过分了
20、论文字，质朴简单；论结构，略显松散，有点碎碎念的感觉；然而本书还是非常打动人，因为其
真诚的态度、对于此乡此土的深情，以及为身为农人的父辈正名的使命感，而这些都理应得到敬佩和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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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田》

精彩书评

1、阅读这本书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受，仿佛自己就躺在厚实的土地上，闻着青草味和稻花香，听
着虫鸣和鸟叫，在斑驳的阳光阴影下，与周华诚一起下田，一起感受播种、耕作的艰辛与收获的喜悦
。像是一本种田日记，这本书里，周华诚用朴实而充满诗意的文字，详尽地记录了他发起的一个众筹
项目——“父亲的水稻田”从开始酝酿到最终耕作完成的整个过程。犁田、备种、插秧、耘田、灌溉
、抽穗、成熟，直到收藏、碾米，“且把新柴煮新米”，这些记录农事耕作的文字细腻动人，照片明
丽清新，阅读它的时候，读者就像是被它们带到了田野上。在这项下田活动中，作者带着自己的女儿
，以及所有加入到这个项目中的家长、孩子一起，来到老家父亲的水稻田中，参与整个水稻耕种的过
程。这些参与者，无疑都是“城里人”，他们有的是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走出了农村的成年人，有
的是本来就出生在城市不曾了解乡村的孩子。周华诚带着这群离开了土地的人，再一次回到了乡村，
回到了土地上，回到了水稻田里。或许有人说，这不过是城里人住久了钢筋混凝土建造起来的大楼，
看腻了灯红酒绿的城市夜景，摆脱不了日复一日的雾霾，想要找点新鲜乐子，回到农村体验体验，找
找儿时的记忆罢了。生活在城市里，居住在离开土地的建筑中，我们会渐渐忘记了那有关土地的一切
。我们叫不出昆虫的名字，分不清稗子和稻谷，不知道稻花的颜色⋯⋯就如周华诚所说：“关于农事
、关于水稻的一切，更多是变成一种知识了。”而我们要寻找的，正是这份渐渐被遗忘的的记忆，也
是为孩子们补上这份本来就缺失的记忆。我想起日本著名动漫大师宫崎骏的动漫《天空之城》中的一
句台词：“根要扎在土壤里，和风一起生存，和种子一起过冬，和鸟儿一起歌颂春天，不管你拥有多
么惊人的武器，不管你拥有多少可怜的机器人，只要离开土地就没办法生存。”如果忘记土地，我们
会忘记我们所赖以生存的根本，我们会忘记我们无法逃脱的依附，我们会忘记文明产生的力量源泉。
所以，即使是一时兴起，回到田地里，图个新鲜，找找童年又何妨呢？怕得是连这份新鲜感也丢失，
在将来的某一天，再也找不到土地的记忆，失去了依靠。我总觉得，这本书承载了什么。周华诚所做
的，是一件难得之事，用他的相机镜头和如诗般的语言，记录下那被我们遗忘的、出现在诗歌里的蓑
衣水牛和铁犁，耐心细致地记录下这个时代的田野上即将消失的事。那些我们难以一见的秧苗、蜻蜓
和露珠，稻田间那朴实却让人向往的美景与劳作，以及农民们的焦虑、期待与喜悦，那些关于劳动与
汗水的秘密。更难得的是，周华诚试图用这样一个举动，来拉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距离。这本书的副
书名是“写给城市的稻米书”，我想，这是一本写给城市的书，更是一本写给未来的书。如果有些事
物终将从我们的眼前消逝，那么，这本书就是献给农村的一曲挽歌。读完这本书，我想，我们是不是
应该重新认识土地，重新认识水稻与米饭。碗中那一粒粒晶莹的白色米粒，提醒我们，要扎根在土壤
里，和风一起生存，和种子一起过冬，和鸟儿一起歌颂春天。文/周思凡转载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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