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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些难忘的经历，总有一些人或事，让你一想起来就心

神不宁，比如那段不平凡的知青岁月。

如今，知青的时代，已和人们渐行渐远，淡淡的，只剩下了一个符号。

为了把那段淡出人们视野的历史再拉进人们的视线，把那些退出历史舞台的

知青再搬上文学舞台，今年夏天，在天气最炎热的时刻，在一个月的昼与夜的交

替中，我将汗滴凝成了文字，便有了这本《昨日时光》。

全书共分三部，九十九幕。

每幕中，围绕故事的主要脉络，以镜头组合的方式，展现不同时空中的内容。

书中采用主线和辅线互相交织进行铺陈，立体全景式展现那个时代人们的

命运。

在写作中，特别突出了知青在逆境中砺志，在危难时担当，在道德上操守

的形象。让大家看到，这才是那一代知青跳动不息的脉搏。

在书中，力图将严肃的题材放到情感中去展现。写人性、人心、人情，努力

展示人们心灵深处的善与恶，以及善与恶最终的结果。

写完全书，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轻松与疲惫。当小说里的各类人物次第扑面

而来时，我不由得回过头来丈量，自已究竟与他们相距还有多远。

小说写完最后一笔时，忽然感到心中有一首歌想唱。于是，又有了歌曲《知

青林》。这样，小说才很完整。

日后，我便会循着歌声，找到我的读者，找到我的同伴，找到我心中的那片

知青林。

作 者

2014年7月于沈阳五彩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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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难忘黄昏

［第 1 幕］

1968年的初秋。

萧瑟的秋风，又一次将街道两边儿的树叶儿染黄。

北方的秋，特别短。过了夏，秋就匆匆和冬对接上了。虽然树上的叶子还执

着地恋在枝头，可每当一阵轻风吹过，便纷纷无奈地从上面飘落而下，杂乱无序

地铺满一地。

风吹到了人们的身上，凉凉的，让人感到冬已将近。

就在这个秋天开始的时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也正式拉开了。

10月初的某日。

省城火车站。

站前四周的墙壁上，贴满了一幅幅五颜六色的大标语：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

非常耀眼。

广播里一遍遍地播放着雄壮的革命歌曲：

《大海航行靠舵手》

《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

《毛主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广播的音量都调到了最大程度，仿佛震得整个站台都在抖动。

站台上挤满了人。

人群中，大多是到农村去下乡的知青，也有送知青下乡的家长和亲人。

知青中，有男有女，他们从十几岁的到二十几岁的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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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时光

送别的人中，有老有少，上至六七十岁的爷爷、奶奶，下至不到十岁的弟弟

妹妹，更多的是下乡知青的父母。

知青们心中有些激动。这是他们停课闹革命两年后的又一次命运转折，远方

在召唤他们，那里有他们的期待。

送别的亲人们，则显得有些忧伤，因为他们对子女要去的地方一无所知。有

的在牵手嘱告，有的在掩面流泪。

分别的时刻到了。

火车吐着浓重的雾气，“哞儿”地一腔长啸，缓缓向前开去。

载着一列沉重。

送别的人群，像火车的附属物，粘在车厢外面，随着列车一起向前移动。

他们不停地挥手，除了嘱咐，还是嘱咐。火车的气浪淹没了他们的声音，却

全然不觉。

火车走远了，站台上送行的人群还是不肯散去。

大家的目光依旧紧紧地和那前行的列车连在一起。最后，火车还是挣断了人

们的视线，喘着粗气远去了，留下了一缕混浊的烟尘。

这列火车上，有一个以张海宁为首的十几个人的小群体，他们是钟玉、吴

云、吴雨、何满子，李亮，刘果、司马平，李丽等人。

他们来自不同的班级，自愿组成一支队伍，申请到了一个当时省内最艰苦的

山区。

那时，上级对知青上山下乡有个规定，志愿申请到比较艰苦地方去的知青，

可以不随本班走。

这些人之所以跟张海宁一起走，是有原因的。

钟玉，她家和张海宁家是邻居，也是世交，近年，她父母相继离世了，没有

什么亲人，一直得到张海宁家的关照。从小到大，她对张海宁都一往情深，和他

一起下乡是自然的。

吴云，她和张海宁是同班同学，平日对张海宁为人十分钦佩，由于自已出身

不好，特想跟一个不岐视自已的人一起下乡，这样心理上会增加一份安全感。

她走时，还带上了读初一的弟弟，吴雨。

其他的人，则是因为张海宁在文革前是学校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学校各项

活动中，都名列前茅，还是校学生会的干部，有很高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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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难忘黄昏

“文革”中，他哪一派也没参加，也没揭发任何老师和领导，为人很正直，

因此大家都信任他。

这个小群体中，还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马腾。

马腾和张海宁、吴云是同班同学。虽说他平时学习很一般，却因在文革中造

反出了名，当上了造反派的头头。他之所以没有和班级一起走，是另有打算的。

一是自认为曾经有过造反的光荣历史，还是造反派的头头，到农村肯定会受

到重用。二是在班级里，他最喜欢的女生就是吴云，一直在心中暗恋着她。从动

员知青上山下乡开始，他就关注吴云的去向，当得知吴云没和班级走时，他也就

下了决心，参加了这个群体。

火车驶出省城车站后，一路向西奔去。

车窗外是满眼的秋黄。

秋天是令人喜悦的季节。这一车人心中，也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火车西行了几个小时后，到了水城。然后就转向南行，大约一小时后，到了

一个叫石桥子的车站。再往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没铁路了。

这是一个日伪时期留下的老车站。

车站斑驳陈旧，像一位老人，在诉说着往日的苍桑。

站台上也挂着几条新写的欢迎标语。车站周围的墙壁上，残存着文革中打倒

某某的字迹。让人自然联想到这座小城文革中的风雨岁月。

张海宁他们从这下了火车，改坐敞棚汽车继续前行。大约又过了几个小时，

到了他们要去的公社。

公社离要去的大队还有很长一段山路。在他们没到达之前，就有马车等候在

那里。

他们到达后，每个知青都得到了一朵纸扎的大红花，有人给他们别在了胸

前。

他们就上了马车，继续前行。马蹄踏在石头路上，咔咔作响。

马车路过的地方，四周是连绵不断的大山。感到好像是钻进了山的缝子里，

而且缝子越走越窄，硬是把快要落山的太阳挤得扁扁的。

车上的人有些窒息，发晕。

黄昏时分，他们终于到了最后的落脚地——瓦屋村。

这十几个人，就像十几颗种子，被撒在了这片贫瘠陌生的土地上，开始了各

自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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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时光

［第 2 幕］

这个藏在大山褶皱里的村子叫瓦屋村。

瓦屋村全都是草房，看不到一片瓦。对于瓦，老年人只是一种记忆，年轻人

只是一种传说。

据说，当年这个村子是很富足的。村头至今还留有一高大石碑，碑文记载，

清朝乾隆年间，当东北这块土地还没有人烟时，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一个老太太

带领五个儿子，到此开荒种地。五个儿子皆为窑工，会打砖制瓦，建窑烧造。几

年间，这里便建起一片瓦房，村子因此而得名。

可是到了小日本侵略东北时，为了不使抗日的人有藏身之地，在乡下实行了

一种叫作“并户”的运动。所谓“并户”，就是将分散在山里的村庄都扒掉，把

住户都集中赶到大的屯子里去住，便于他们看管。瓦屋村的所有瓦屋，就是在日

本人这次“并户”中被全部毁掉的。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光复。故土难离的村民，又纷纷回到村里，在废

墟上又建窑烧制砖瓦，经过辛苦劳作，不到两年的光景，被毁掉的瓦屋，又重新

建造起来。

正当摆脱了奴役的村民准备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内战爆发了。

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解放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在这里打起了拉锯战。仗打得

很惨烈，双方都想争夺村庄当掩体，你进我出，我出你进。经过这样的多次拉

锯，最后解放军胜了，可是村庄也成了平地。

这里的原有住户都不知到了什么地方了，有的说在战争中被打死了，有的说

为了躲避战争逃到了更远的地方。总之，这里后来的居民已不是瓦屋村的后代，

他们只是继承了瓦屋村这个名不副实的地名。

之后，这里就进行了“土改”。不久，这里的人们就和全国一样走上了合作

化、人民公社的道路。至今在村前的山崖上，还能看到那些当年残存的大字标

语：“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摇三摇。合作化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

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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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难忘黄昏

自土改后，村子再没建瓦屋，那时土地归公了，农民的主要任务是“以粮为

纲”。

时光到了 1968 年，瓦屋村中出现了一件大事情。这个封闭的小山村的村

民，以前所未有的举动，迎来了一批新村民，那就是从城里来的知青。村民们赶

着车，敲着锣鼓，从几十里外的公社，把这些从城里来的知青接到了村里。由于

时间紧迫，当时村里还没有修好青年点，知青就散落在各家各户吃住。

瓦屋村张姓、王姓是两个大姓。当时的村革委会主任叫李东彪。这个村的历

史上，都是张姓和王姓轮流执政的，怎么也换不到李姓来说了算的。“文革”来

了，张姓和王姓都曾当过干部，那时干部就是走资派。李东彪就抓住这个机会造

反，打倒了张、王两姓，当上了村革委会主任。

李东彪本名叫李冬苗。他是冬天冬月生的，他爹就给他起名叫李冬苗。因为

在村里长期不得志，他就怪自己的名字不好。他想，冬苗，冬天里的禾苗，能不

被冻死吗？“文革”来了，他就趁机改名为李东彪。他想一个人占了两个伟人名

字，肯定会给他带来好运。他真的如愿以偿，不久就当上了村革委会主任。

知青来了，给这个封闭偏僻荒凉的小山村带来了活力和生气。这些人的穿戴

就和村里的人不一样，这些人的生活习惯也和村里人不同。这些人早晨起来要刷

牙，引来不少大人小孩围着观看。这些人上厕所用的是手纸，农村人上厕所用的

是劈开的秫秸秆。每个知青都会唱歌，还有的会吹笛子，吹口琴。他们的到来，

让这个寂静的小山村，一下子欢腾起来。

［第 3 幕］

李东彪有个妹妹叫李冬兰。

她和李东彪虽然是一母所生，品行却大不一样。她为人谦和善良，在村里人

见人夸，长得也落落大方。李冬兰毕业于公社农业中学。所谓农业中学，就是公

社对没考上正规中学的学生，由公社自己出资，办一所农业中学，讲课的内容和

正规中学有所区别。正规中学培养的学苗，主要是为上一级高中、大学输送学

生。农业中学毕业的学生不能再升高中，也谈不上再考大学了。他们毕业后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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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时光

是面向农村，哪儿来哪儿去，回到本村去发挥作用，所以他们学习的课程是会

计、农业基础知识、果树栽培技术、木工、瓦工、兽医等方面和农村实际生产生

活有关的知识。

李冬兰就是在这样的学校毕业的。李冬兰学的是会计，可村里的老会计从土

改干到如今，工作认真，为政清廉。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的领导换了多茬，可会

计一直由他干着，他不想干都不行，大家就信着他了。“四清”时，上面来的工

作组把他从新中国成立初到如今的账都封了，查了半年，硬是没找出分文差错。

工作组也服了。因此，李冬兰回村后，是轮不上她来干会计工作的。

李冬兰虽然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却长得有些城里姑娘的模样，细皮嫩肉的，

身材娇小，在农田里干活比不上那些五大三粗的妇女，和别人挣一样的工分，别

人也有意见。

生产队长就出了个主意。因为村里偏僻，离学校远，路也不好走，好多社员

家的孩子到了上学年龄都不能上学，特别是到冬天，北风烟雪，把路都给封了，

别说孩子，就连大人也出不了门。就这样，好多孩子都是文盲，长大后连自己的

名字都不会写。

在一次社员大会上，队长说：“别让冬兰跟着大伙儿一起下地干活了，让她

把咱村那些没上学的孩子管起来，每天到生产队的院子里，教孩子识几个字，我

们给冬兰记工分。大家看怎么样？”

队长的主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和赞成，因为这事代表了大家的利益。

就这样，李冬兰开始了她的所谓教师生涯。开学时，学生挤满了一院子，小

的只有几岁，大的有十几岁。她没有课本，也没有课桌。来的学生都自带小板

凳，有的是带着弟弟妹妹一起来的，乱糟糟一群。

教什么呢？先从认字开始。生产队院子里的墙上有一块用水泥抹的黑板，平

时用来写通知什么的，她就把它抹干净了当黑板，在上面写上了：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两行字。这是当时最时兴的口号。再后来，就教孩子的姓名，父母

的名字，还有村里土地的名字。教这些字，是为了他们长大后，到生产队干活记

自己的工分用。那时在生产队，虽然有记工员记工，可有点文化的人家，自己家

还有一本账。年底，公家的账和私人的账如果对到一起，就没毛病了。如果对不

到一起，就要说道说道。这样，记工员也不敢对有文化的人家记工马虎了。而那

些没文化的人家，常常羡慕有文化的人家。

由于只有她一个老师，教学内容单一，学习的孩子也参差不齐，教学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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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难忘黄昏

工作是在无序中进行的。时间一长，大一点的孩子都走了，家长着急让孩子回家

干活，觉得在那儿浪费了时间。只有少数还不能干活的小孩子，还天天往那里

送，送到那儿就全当送幼儿园了，能学多少算多少。最少的时候只有五个孩子。

这时李冬兰教得也没兴趣，想对付到年底，结算了当年的工分后，就关门了。

李冬兰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将她许配了本村的张家，张家的儿子叫张宝发。

这种从小由父母做主成亲的现象，在农村里是很普遍的，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废除

了这种封建包办婚姻，可是在民间，这种情况依然顺理成章，成了一种潜规则。

家长们认为孩子们的终身大事，就是要由大人来做主。虽然子女们长大后，对父

母包办的婚姻有意见，但大人们感到，从前说过的话，是要算数的，绝不能反悔

的。如果悔了婚，是件丢人的事，让父母在村里做人抬不起头来。

这样，李冬兰和张宝发都到了当婚当嫁的年龄，双方家长也积极张罗这件

事。张家娶亲的吉日已经择好，并做了充分的准备。先是给女方准备好了当时时

兴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外加十套新衣服、两套被褥。还准备好

了招待亲朋好友的酒席之类的物资，家里还养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

张宝发是家中的独子，张家也准备风风光光地办好这次婚礼。全村人也都怀

着喜悦的心情期待这次盛宴。在村里，一家有喜事，全村都沾光。到操办喜事那

天，全村都不开伙，男女老少都到办喜事的人家里去吃饭，吃的肯定比自家的

好。因此，村里提前就洋溢在喜庆的气氛中。

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情发生，李冬兰也会认可这门由父母做主的婚事。她也打

算到了冬季农闲时，结束看孩子教学的事，规规矩矩地做个农村式的贤妻良母，

重复着老一代村中女人的命运。

事情就发生在村里来了知青以后。在知青中，张海宁和钟玉两个人多才多

艺。在学校时，他们不仅学习好，还都是学校业余的文艺宣传队队员和课外辅导

员。来到瓦屋村下乡后，他们发现了李冬兰的小学，很感兴趣，就经常到那里帮

助李冬兰辅导小学生。他们还从城里找来了课本，把上学的学生分成班，按学生

的年龄教不同的内容。不仅教文字，还教数学、音乐、图画、跳舞，这样，一下

子学校就活跃起来了。

他们不仅教孩子，还利用农闲、晚上、下雨天，教大人学文化，学和农业有

关的知识。这种上学不受年龄限制，不受时间限制，不收学生一分钱学费，受到

了贫下中农的真心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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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们每天晚上吃完饭，有事没事都到那里去，那里成了社员们的精神乐

园。张海宁和钟玉虽然累了些，但年轻人正是精力充沛的时期，有了学校，他们

有了发挥自己能力的舞台，心里也特别愉快。

随着学校的转机，李冬兰的婚期也一天天近了。转眼到了冬季，这农闲之

时，也正是农村集中婚嫁之时。张宝发家正忙着筹备娶亲的事情，可是李冬兰却

提出了推迟婚期的决定。这个决定让双方老人都着急了，本来定好的事情，为什

么要变呢？她娘再三追问，她就一个理由：现在学校工作太忙，没时间考虑

婚事。

她娘说：“你那叫什么学校哇？那个学校说黄就黄了，还能干一辈子？结婚

是一辈子的大事，人家老张家把结婚的日子都定好了，财礼也给我们了，怎么能

说推就推了呢！”

不管她娘怎样说服，她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她娘再劝她时，她就一言不发。

你有千条妙计，她有一定之规。气得她娘大发雷霆，可她仍是岿然不动。李冬兰

拒绝结婚的理由是工作忙，真正的原因只有她一个人最清楚，那就是和一个人的

出现有关。这个人就是知青张海宁。

自从她见到张海宁第一眼，就深深被他吸引。随着张海宁到学校次数的增

多，她愈加对他难以忘怀。张海宁不仅长得年轻，有气质，还有渊博的知识。他

讲的每一句话，她听了都是那样的新奇有趣，还很幽默，富有哲理。如果没有遇

到张海宁，她的未婚夫张宝发也算不错的青年。可张海宁的出现，让她发现世间

还有这样优秀的青年。她把张宝发和张海宁放到一块比较一下，简直就没有可比

性。于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就有了一种趋向，就像向日葵时时趋向阳光而忽略

月亮一样。她感到在张海宁面前，张海宁就是老师，自己只能是个学生。张海宁

在时，她感到内心里是那样愉悦和快乐。这种愉悦和快乐是从来没有过的，就如

阳光照在心头一样温暖和明亮。这种感觉是和张宝发在一起时所没有的，一丝一

毫也没有。她设想，如果一生和一点感觉也没有的男人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呢？

甚至是十分可怕的事情。她不敢想下去，她想也许是上天的恩赐，让她遇到了张

海宁，让她有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是那样的珍贵，强烈，难以寻找。所以，自

己无论如何也不能轻易地草率地把自己的青春生命交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没感觉

的人。她暗暗地告诫自己，谁说也不能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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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她拒婚的理由终于出现了。事情还得从她毕业的那所农业中学说起。瓦屋

村隶属于建玉公社，建玉公社原名叫接官厅。方圆几十里，都是山地，只有公社

所在地是一个平坦的地方，中间有条河蜿蜒流过，风景秀丽。新中国成立前凡有

上面官员来视察，都在这个地方迎接，因此而得名。

解放战争时期，上面派来了一名叫李建玉的解放军政委，到此领导土改，并

牺牲于此。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他，就把接官厅改名为建玉公社。李冬兰毕业

的那所农业中学，就是当时建玉公社办的。随着农村形势的发展，建玉公社又分

别成立了黑土岭公社和龙王庙公社。于是这所农业中学学生所需的费用，必须由

三个公社来负担。这样就出现了问题，每个公社往学校送学生是照送不误，可是

拿费用时却都不积极，推三推四的，找各种理由和借口拖延和拖欠，一直到后

来，学校办不下去了，只好关门。

1968年，在教育要革命的号召下，正规中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批判，大都

停课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时，上级听说建玉公社有这样一所民办中学，它的

办学方针，特别符合教育革命的方向，便想树立它为教育战线的典型。

一天上级领导带领一帮人，驱车前往建玉公社那所农业中学。当他们赶到

时，发现学校还在，建玉乡农业中学的牌子还没摘，就是大门紧闭，没有一个学

生。敲了半天门，才出来一个小老头儿。

来的人问：“你是做什么的？”

小老头儿说：“我是看门儿的。”

来的人问：“你们的学生呢？”

小老头儿说“学校黄了，昨天吃的散伙饭。”

来的人问：“为什么黄了呢？”

小老头儿把黄的原因说了一遍。因为这所中学不是正规学校，不由国家拨

款，是公社自己办的。教师也是由各村有实践经验的人临时担任，挣工分，也不

固定，这所中学散伙时，也不必报请上级批准。所以，它黄了，上级不知道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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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为怪。

来的人们遗憾惋惜，正想撤离，看门的小老头儿说：“你们想看这样的学校

哇，再往上三十里路，到瓦屋村，那里还有一个学校，比这个还艰苦呢。”

原来这个看门人是李冬兰的堂伯，当然知道那里的情况了。于是这一伙人又

驱车来到了瓦屋村。正好赶上李冬兰、张海宁、钟玉他们在生产队的院子里教学

呢。这伙人看到，这里没有课桌，课桌是生产队喂牛用的牛槽子。没有座椅，学

员们坐的都是自家带的小板凳。没有教室，教室是生产队养牛的牛棚。没有教

师，教师就是三个挣工分的小青年。这里的学生参差不齐，男女老少，大的几十

岁，小的只有几岁，教学内容不是正规的课本，而是与农村生产生活相关的知

识。那场面相当地动人。这些人看后，喜出望外，真是踏破铁鞋难寻觅。这正是

他们要寻找的教育革命的典型。

在来的人当中，有一位当时在全国都闻名并能够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他当即

表态：“这样的学校，完全符合教育革命路线的办学方向。别看学校条件简陋，

但精神可嘉，意义重大。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我们办出了震惊全世界的抗大，

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培养出了无数优秀的革命人才，今天我们贫下中农也能

在牛棚中，办好自己的革命小学。没有教师，我们可以人人为师。没有教室，我

们可以处处是课堂。没有教材，我们贫下中农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编教材。

过去我们的学校被封资修统治着，把贫下中农的子女排斥在学校的大门外，培养

出的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黑苗子。

只有我们贫下中农自己办学校，才能培养出我们放心的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革命

接班人！”

那位大人物还当即决定：“省市县三级教育部门，要马上派得力人员，到这

里进行调查总结，拿出一份翔实的调查报告，供教育战线的所有人员学习。”

被吩咐的人不得有误，立即行动。不到一周，李冬兰艰苦办学的事迹就通过

报纸和电台传遍了全国，李冬兰一夜之间成了名人。默默无闻的瓦屋村一下子成

了热闹之地，全国各地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李冬兰除了教学和介绍经验

外，还被任命为公社、县、市三级教育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她的命运就这样被戏

剧性地改变了。她的责任更大了，她的工作更忙了，她推迟婚期的理由更充分

了，她和村民张宝发的婚事也就这样无限期地放置下来。知青张海宁、钟玉也沾

了学校和李冬兰的光，名字也上了报纸和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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