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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加强文史

资料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拓展广西政协文史资

料的征编领域，着力打造政协文史资料品牌，开

创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2011 年 7 月自治区

政协主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广西政协文史丛书》

（以下简称《丛书》）征编规划。编辑出版《丛书》

是一项体现政协特点、发挥政协优势的重要工作。

在全区各级政协、政协参加单位和广大的政协委

员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这套《从书》陆续

出版，对于进一步深化广西近现代史研究，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促进民

族团结，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倡

导和培育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是人民政

协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史资料开辟了史料积

累、研究的新途径和新领域，可以匡史书之误、

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受到我国史学界的高

度重视，促进了我国历史科学特别是近代史学科

的发展。文史资料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广西政协文史丛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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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涵方面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成为一项具有鲜明统战工作特点和政协工作特点的社

会主义文化事业。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断探索和发展，文史资料工作

深深扎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伟大实践

中，在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广西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50 多年来，广

西各级政协征集和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文史资料。这些以“亲历、

亲见、亲闻”史料为主要内容的资料书籍，翔实、具体、生动地再

现了广西近现代社会的风云变幻和历史沧桑，为人们了解广西近现

代社会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探究广西近代社会历史发展

的轨迹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受到广大文

史爱好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和好评，发挥了文史资料“存史、

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为广西的改革开放和文化事业发

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

的治国理政理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了重要部

署，对发挥人民政协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人民政协文史资料

工作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始终坚持统战

特性和“三亲”特点，始终坚持存真求实，始终坚持工作创新，真

正以史团结人、以史影响人、以史教育人，努力把这项有益当代、

惠及后人的事业做得更好，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

促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广西政协文史丛书》编委会　　

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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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末，中国数以

千万计的知识青年投入“上山下乡”运动中，他

们被冠以“知青”之名走向农村，与共和国一起

奋进、成长，用迸发的激情燃烧着落后的农村，

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青春之歌。知青是中国特别

发展阶段、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知青涵盖了当

时中国各个阶层的年轻人。几十年过去，这一代

人中的很多人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

领导干部或专业技术人员。

2013 年 1 月，广西政协文史和学习委会员进

行资料征集，编辑出版了第一部知青史的文史资

料《广阔天地　难忘岁月——政协委员中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亲历实录》，收入了 50 位曾经的知青

的广西政协委员“三亲”文章，引起社会各界的

反响，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2014 年 3 月，广西

政协在南宁召开“全区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座

谈会”，就进一步做好我区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编

辑出版工作，推出一批文史资料精品图书，打造

我区政协文史资料品牌，发挥其“存史、资政、

团结、育人”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工作部署。广

西知青口述史——《峥嵘岁月》正式列为《广西

政协文史丛书》“三亲”（亲历、亲见、亲闻）

史料重点选题。征集文稿对象系 1968 年至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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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间在农村插队，后来成为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副高级专业技

术职称以上专业技术人员。自治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暨《峥嵘

岁月》图书编辑部负责日常策划、征稿、组稿和编辑工作，历时近

两年得以完成。自治区政协机关各部门和各专门委员会、自治区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各市政协积极参与和支持，共同完成了征编工作。

携着光荣与梦想，广西知青历史文化的新成果，洋洋洒洒 40 多

万字的知青口述史书——《峥嵘岁月》与正式广大读者见面了。

《峥嵘岁月》记录了知青一代沧桑岁月的深刻体验和风雨人生

的情感，是知青用一生的感悟向广大读者的真情告白。它从小角度

诠释大主题，留下了八桂大地上开拓耕耘印记和时间深处的历史回

响，展示了那一代人为祖国和事业不懈奋斗的壮丽篇章，并具鲜明

的广西民族风情和地域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为我国知青上

山下乡历史和广西知青史的研究提供了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

新闻学、教育学和民族学的宝贵参考资料。 

胸中海岳，笔下丹青。《峥嵘岁月》内容翔实，文风质朴，故事

生动，以小见大，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全书由 70 篇文稿构成立体

的激情叙述和平面的生动展示，从不同角度相互印证了那一段历史，

具思想性、时代性和社会性。这是广西知青文化的研究成果。

《峥嵘岁月》一书在征稿、组稿和编纂过程中，得到广西政协

领导、有关专委会领导、各市政协领导和广西知青的大力支持，工

程浩大的编纂和编辑工作才得以圆满完成，在此，对支持、关心、

鼓励和帮助《峥嵘岁月》编辑出版的所有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

的和诚挚的感谢。

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广西知青，有说不完的人生故事，道不尽

的世事沧桑。由于年代久远，涉及范围广，关联的人多，时间跨度长，

退休人员多，知青朋友许多记忆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中，加上篇幅有

限，部分不属于“三亲”史料的稿件或不是知青本人的稿件只能放下，

不编辑入选本书。同时，在征稿编撰中难免挂一漏万，请读者不吝

赐教，以便再版时修订。

编　者　　 　

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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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因为我曾经写过两篇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插

队生活的回忆文章，同时也比较关注知青的事。2014 年初，

《广西政协文史丛书》选题计划中，再出版一本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口述史的书籍，自治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

会黄健副主任邀请我再写一篇关于知青插队的回忆文章。

出于对知青文化研究的关注，我当时倒是爽快答应了，

但再写些什么呢，又颇费思量。关于知青插队一般性的

回忆文章已经很多了，我想，要写就写些别人没有写过

或写得较少的东西，一来让回忆再深入些，二来让后人

在理解这段历史时也能立体些、客观些、体会更深些。

于是就提笔写几段印象深刻的亲历故事吧！

关于插秧的故事

中学时学白居易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

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从诗人的

感触，知道了山里山外气候的差别影响了桃花的开放时

间，但山里山外的气候不同，对于农事有何差别，插队

当农民后对此才有了切身体会。

1969 年 4 月中旬的一天，我作为插队知青的小组长，

和生产队梁队长一起走了十里山路到大队部开春插动员

再忆知青插队生活

◎林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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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议是由参加“三结合”的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一位部队干部主持，会议

内容是要求全大队十二个生产队一律在“五一”劳动节前插秧完毕，按农历

来说就是要比往年提前二十天左右插秧。在会议上很多生产队长都提出了意

见，说我们祖祖辈辈的经验都不是这么干，今年天气又特别冷，育秧时间推

迟了些，插秧却要提前二十天，提前插秧秧苗太短、太细，不利于水稻今后

成长。我们这个大队是柳州市海拔最高的山区，“水冷”，与山外不一样。

但是主持动员会议的公社革委会领导可不理这些，说要“解放思想，人定胜

天，四月插完，‘五一’献礼，全公社统一，山里山外一样，谁都不能拉后腿”

云云。要求各生产队回去后马上开动员会，抓紧时间给秧苗催肥促长，“五一”

节前一定要完成春插任务。20 号后公社要派人下来检查工作，谁拖后腿后果

自负。主持人口气严肃，不容商量。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都是当地农民

出身，生产队长的道理其实都懂得，只是在当时的气氛下，不好说什么不同

意见，在表态时只能说是要按公社革委会领导的指示办，但口气却婉转柔和

了许多，希望大家以革命化的要求解放思想，“五一”节前完成全大队春插

任务。

会后，在回家路上，我问队长该怎么办，梁队长无奈地说：“怎么办？

照办！”第二天，他叫人把村前两三块外人一进村就看得见的几亩田放足水，

马上耙田，在“五一”节前把秧苗插上了。而除此之外在后山的几十亩水田

仍是按老办法在“五一”节后十天左右插的秧苗。我所在的队地处与柳州地

区柳城、鹿寨两县的交界处，可谓是“山高皇帝远”，后来公社、大队并未

派人到我们生产队来检查这一年的插秧进度。这一年风调雨顺，除村口那两

三块提前插秧的田减产，其余几十亩稻谷都获得了丰收。而这一经历却让我

长了要实事求是、顺应自然规律的见识；长了要尊重老农经验、不能瞎指挥

的见识；长了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能唯“长官意志”的见识；长了领导应

有一定担当、要坚持真理的见识。

很多年后，我已经成为企业和党政领导干部了，但这粗暴的下命令要

求早插秧搞“献礼”的往事，以及农民背后骂干部的神态，还常在我的脑

海浮现。工作时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要实事求是，要调查研究，不能

瞎指挥。当南宁市长多年，特别在农业问题上我经验较少，基本上都按出

身农村且有长期农村工作经验的副市长苏如发、黎梅松、黄家仁同志意见办。

他们在南宁市相继协助我分管农业工作，熟悉专业、尽职尽责，对我帮助

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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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忆苦饭”引出的故事

接受忆苦思甜教育，这是很多上山下乡知青经历过的“必修课”。虽然

我只吃过一次“忆苦饭”，但那个难吃的感觉却印象深刻。

一次在夏季“双抢”（抢收、抢种）劳动中，大家谈起米糠拌野菜一锅

煮做出“忆苦饭”的难吃。一位 60 多岁老贫农在一旁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说：

“这种饭不止你们城里来的知青觉得难吃，就连我们都觉得难吃！‘双抢’

时节吃这种饭怎么有力气干活？打工越忙就越要吃得好，不但饭得吃饱，还

有肉呢！”一席话说得我们目瞪口呆，在旁的另外几个老农也哈哈大笑但未

接过话茬。因为这与我们受过的“阶级斗争教育”以及“周扒皮”的地主形

象大相径庭。我们来这里是接受“再教育”的，对于老贫农的这番话不好反驳，

但心中产生了问题——这老汉怎么这么说话呢？他的话对吗？

当时不满 20 岁的我，也曾经抱着心中的疑惑问过一个知心的兄长般的大

朋友，他当时是在市革委会工作的干部。他这么对我说：“接受贫下中农再

教育是指学习他们总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对个别农村中落后农民，他们

虽然有些也是贫下中农，但他们不代表阶级中的优秀分子。”总之，就这么

含混的解释过去了，谁也不再追问、谁也不好再进一步明确回答。当时这其

实是一个犯忌的问题。可这件事我始终难忘。

打倒“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行，发展经济成了

首要大事。“阶级斗争”不再讲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再次确立。正确地认识

和研究历史使许多过去颠倒了的事情又颠倒了回来，一些政论研究、历史研

究禁区逐步被打开。通过学习我们明白了过去弄不懂、弄不通的很多道理。

比如管理中的“物质利益原则”。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物质利益原则”作为马列主义的重要原则之一被重新提出。我们终于明白

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名论断，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

段不可逾越的原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管是谁，只要不承认

或违背了这一条原则就要吃亏。在农村盛夏大忙的“双抢”时节、劳动力紧

张的情况下，抢农时就是抢收获、抢财富。时间宝贵，饭比平时吃好些是肯

定的，雇来的劳动力如果吃不饱、吃不好，谁还有力气和心思给你干活呢？

那就“跳槽”到别家干吧！这个浅显得连过去地主都懂的道理，我们这些年

轻人等到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作风重新确立后才真正搞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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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明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一定的“物质刺激”，光靠所谓“精神力量”

不可能建设成功社会主义。

在改革开放中，当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时，我已经大学毕业走上了企业领导岗位。从思想上认识清楚物质利益原则

对经济发展的刺激和推动作用，对促进年轻一代领导者搞好工作是有现实意

义的。我们积极推行党的各项新的经济政策，并根据政策确保国家、企业、

职工的合理利益分配，充分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而我的脑袋

瓜对于这些认识的最初开窍，回想起来，则是得益于受一个老农民的“大实话”

启发。这也可以说是在实践中贫下中农对我们的一个深刻“启蒙”教育吧。

关于买肉加菜的故事

改革开放前，城里人每人凭票每月有一斤半肉类的供应。虽然远不够吃，

终归还是有吧。但对于农民来说，因为根本就不发肉票，所以连这一斤半的

肉都没有。农民如果想吃肉加菜，要么是完成征购任务后自己杀猪，要么过

年过节或招待来客时才杀的鸡鸭，公家是没肉供应的。我们知青也跟农民一

样不发肉票，因集体户没有种玉米红薯等杂粮，也无时间打猪草煮猪潲，所

以除了养几只鸡外根本就不养猪，平时油水少又无肉吃，伙食是很差的。那

时“走后门”之风已经初起，为了吃点肉改善一下伙食，大家就想起了“走

后门”。我们柳州高中有个同学叫许家威，他父亲是柳城县东泉乡的革委会

常委，又是国营食品站的站长，刚好我小学、初中同学蒋寿乐（蒋崇东）中

专毕业后分配在该站当会计，我们就想是否可以通过他们买几斤猪肉回来加

加菜？经写信一问，回答可以。我便肩负大家的重托，上午走 30 里路到东泉，

家威父亲许老伯在桌上撕下一张废台历写上“请售予小林同志猪肉五斤”。

我手持批条，高高兴兴跑到食品站售肉处，选割了五斤五花肉，中饭后又再

走了 30 里赶回生产队。回队后天已快黑，大家真像过节一样，八个人五斤肉

一顿吃个精光，直呼过瘾，那感觉真比现在《舌尖上的中国》任何一道菜味

道都好。这样的事好像只有两次，因为多了经济条件不允许，也不好意思老

去麻烦人。此事大家对许老伯、对两位同学感激不尽。时至今日，那晚吃大

肉时的振奋情景仍历历在目。

为什么这么多人辛辛苦苦的工作，但物质还是那么匮乏、供应还是那么

不足？对这个问题的思索，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答案，那就是要解放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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