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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十通·内蒙古知识青年通志

他们除独具个性之外，惟一的共性是：他们本人无论是已经达到初、高中毕业

的文化程度，或者是大中专毕业以及小学毕业乃至辍学青年，都被注销城镇户

口(回乡、留城者例外)，安排到远离城镇、远离父母的农村、牧区去接受贫

下中农、牧的“再教育"，或者去生产建设兵团充当一名只穿军装、不戴帽徽、

不授军衔的屯垦战士。

《通志》以大事记的形式，将内蒙古地区历时近半个世纪，不同类型，数

以百万计知识青年的活动、生息、繁衍、命运的总趋势实录入志，以各个阶段

党和国家及各级权利机构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贯穿起来，编织成--N

寻觅历史轨迹的链条，以期达到窥一斑而明鉴知识青年运动历史全貌的功效。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知识青年运动风起云涌，他们为推动社会前进所做出

的贡献功不可没，为改变中国民众命运所建树的业绩垂鉴百代。然而，在

1967"-'1976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年月里，知识青年运动被捆在“文化大革命"

这辆“战车”上，走向一条极端、偏激、颓败、沉沦的道路。究其症结所在，

还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所致，同时缘于对“知识青

年"并“知识青年运动"概念的曲解和扭曲。梁启超先生曾满怀激越、热情喷

涌地赞美知识青年：“美哉，我中国少年；壮哉，我少年中国"。他将无尽的期

望寄于青少年，他断言惟有中国的少年才能永葆中国鹤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

能永葆中国力处于喷薄的少年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则将朝气勃勃的知

识青年视为必须依据某一个固定程序重新塑造成一种模式的对象，必须“再教

育"一遍方可定格在实施专政者的圈圈之内。那场旷日持久的动乱，又人为地

将一代初谙世事的青少年划出等级，将农村、牧区、兵团与城市界定为天壤之

别的两个世界，将农村、牧区、兵团视为改造知识青年，特别是惩罚、统治所

谓“黑七类子女"及其父辈“黑七类”的场所。为此，演绎出一场积重难返的

悲剧。由此，《通志》不得不适当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有关内容，借以阐明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本《通志》的附录部分撷有资料辑

存，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史料文献择要收录，为致力于研究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运动的志士仁人提供确凿的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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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青年运动

(一)知识青年的先驱

“知识青年"的称号源远流长。

民国8年(1919年)，五·四青年运动如一声春雷炸响在神州大地。马克

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新民主主义思潮如决堤的江河波及到内蒙古地区。在北

京城求学的一批内蒙古籍莘莘学子、热血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携手并肩返回故里。他们不避案牍之劳形、不辞奔波之憔悴，疾书文章、讲稿、

传单，颠沛于故国的十里八乡，宣传新文化，寻求救国救民于水火之良方；他

们奋笔撰写进步诗文、引吭高歌进步辞曲、激情排演进步剧目，为唤起民众，

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付出不懈的奋斗。 。’

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祖国大好河

山沦为日寇铁蹄的践踏之中。内蒙古地区的广大青年学生在“960万平方公里

上竟无处安放一张书桌"的惨淡现实面前，拍案而起、四处奔走、八方呼号，

旨在“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在狼奔豕突的年月里，多少青年学生挺着

脊梁倒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汩汩晶莹的青春碧血濡染着内蒙古高原的每一

杯热土。

民国28年(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

周年大会上的演讲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

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

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民国34年(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

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广大的

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

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

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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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他

所倡导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并且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在于

“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在这一思想的感召下，

知识青年之先驱不辱使命，抗日战争初期，山西省太原市成成中学的学生集体

北上抗日，在大青山区浴血奋战，谱写出气壮山河的正气歌；东北战场和傅作

义军中的青年学生满怀爱国激情，誓为“把强盗赶出去，把鬼子消灭光"殊死

拼搏，创建下可歌可泣的辉煌战绩。值得一提的是， 1947年5月1日，以蒙

古族共产党人乌兰夫出任主席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成

立，这个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个诞生的红色政权，犹如拔地而起的一株参

天梧桐，顿使八方吉祥的凤凰云集。山海关外的白山黑水之间，燕山脚下的京

畿之地，以及冀鲁平原、晋陕黄土高原和许多敌占区的青年学生，冲破重重艰

难险阻，奔向塞外，为内蒙古地区的解放和建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辽沈

战役、平津战役、“九·一九”起义乃至剿匪镇反、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等各

个时期，归绥、包头、通辽、赤峰、海拉尔、乌兰浩特、锡林浩特、集宁、丰

镇、武川、萨拉齐、鄂尔多斯、临河、陕坝等市镇的中小学生，还有国内各大

中专院校、“华大"、搿革大"、“鲁艺”、“联大"、谢抗大"等高校毕业的莘莘学

子先后汇聚在内蒙古大草原，奉献出真情挚爱，奉献出心血汗水，奉献出无比

珍贵的青春年华乃至生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各地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更掀起一股支援

内蒙古生产建设和促进科教文卫事业发展的热潮。在广袤的锡林郭勒、呼伦贝

尔草原，在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在腾格里、巴丹吉林大沙漠，在包头的钢铁基

地，在矿山、井下，在工厂、工地，都留存着那一代知识青年的光辉足迹。听：

“我们象双翼的神马，奔驰在草原上，啊哈嗬，草原万里滚绿浪，水肥牛羊壮。"

这首歌，曾激励着两代青年去建设社会主义。

这批知识青年的先驱，放弃大城市较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有的甚至摒弃

国外较优厚的待遇，多数在内蒙古自治区安家落户。他们的子女及至子女的子

女，又成长为后来的知识青年。知识青年的先驱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的丰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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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付出的伟大牺牲，可谓有口皆碑、彪炳青史，史料记述屡见不鲜。本《通

志》为避冗赘重复之嫌，不再追述。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初级阶段

1955年4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关于组织

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同年5月22日，中共中

央宣传部颁发《关于高小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号召家住农

村的初中、高小毕业学生如不能继续升学或在城镇就业，就必须返回农村参加

农业生产或进行自学。内蒙古自治区团委要求认真学习、传达这一文件精神。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重视和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在青年学生中广

泛进行宣传教育，批判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剥削阶级思想，树立劳动

光荣的良好风气；号召并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此时，内蒙

古广大农村、牧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如火如茶，新成立的农业合作社普遍存

在的问题是缺少会计员、记工员。初中、高中毕业生回乡后，很受欢迎，他们

所学到的文化知识被派上用场。毛泽东看到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的l：在一个乡

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批示为：“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

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

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

的。"1955年8月5日至30日，北京市郊区回乡知青杨华等人率先响应中共

中央有关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号召，组成“北京青年志愿垦荒

队"一行60人(男48、女12人)奔赴黑龙江省萝北县安家落户，创建“北

京庄一，垦荒种田，他们便是萝北县共青农场的奠基者．同年11月8日，又有

天津市的52名知识青年赴萝北县插队落户，创建“天津庄"。从此，在全国范

围内掀起城镇知识青年集体上山下乡到农村(牧区、厂、场)插队落户的热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这样在全国范围内悄然启

动。1958年7月，初中毕业的女知青邢燕子回乡在河北省宝坻县司家庄村参

加农业生产，成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典型人物之一。借助于榜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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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推进，运用报纸、刊物强大的舆论宣传，一场由1955年开始为解决、安

置农村户口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就业而发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

产劳动的变革，逐步扩展、演变为“文化大革命"中成批，大范围地安置高、

初中和小学乃至大中专毕业学生劳动就业的主渠道。

但是，历史铭记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初衷，是为解决家住农村(农

村户口籍)的初高中和小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三)从精简城市人口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试行阶段

1958～1960年，以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

志的“大跃进"运动，殃及内蒙古的城镇乡村，农牧业生产在“左"倾错误路

线误导下，造成全区国民经济大滑坡。特别是从1959年起连续3年遭受大面

积自然灾害，更使农牧业生产雪上加霜，损失惨重，以致造成近乎民不聊生的

境地。据统计，1960年粮食总产量跌落到1951年水平。城乡人民口粮平均减

少19．4％，猪肉人均消费减少70％，在内蒙古自治区一些人口密集的城镇，竟

然不供应牛羊肉。人们饥肠辘辘，严重营养不良，许多人患有浮肿病，死亡率

骤然陡升；轻工业生产也急剧下降，一切日用品空前奇缺。受灾较严重的乌兰

察布盟化德县、卓资县、丰镇县、察哈尔右翼前旗、察哈尔右翼中旗等地，逃

荒要饭者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在全社会的一个怪异现象是，在“大干快上，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鼓噪声中，到处圈地建厂，大批招收工人，一面精简压缩

城镇人口，大批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务农；一面又从农村或其他省市招收工

人、职员进城。据国家劳动部门统计，1957年，全国有职工总人数3 101万人，

在纯增的1 900万人中，有1 000万人是从农村招收的。从农村招来的l 000

万人，是农村的青壮劳力；而动员到农村去的“城镇闲散人口"和中小学毕业

生，则是不会种地的娃娃。内蒙古自治区有些城镇也在这种“换血"的怪现象

中出现社会不稳定，造成工厂不能投产，大批工人干部的工资、口粮、住房等

一系列问题无法解决。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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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九条办法》，要求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2 000

万人以上，其中职工1 160万人；1961年内要减少城镇人口1 000万人以上，

其中职工970万人。同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

干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精简的主要对象是1958年1月以后来自农村

参加工作的新职工，要求他们返回原籍(农村)，参加生产劳动。1957年底以

前来自农村参加工作的职工自愿要求，也可以离职回乡。《办法》和《通知》

所指的“精简的主要对象即前文所说的涌入城市的农村青壮劳动力，当时被称

之为‘盲流’’’者。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根据国务院有关指示确定1962年精简计

划的各项指标，决定在1961年压缩城镇人口基础上，再压缩精简城镇人口。

1962年10月，国务院农林办主持召开的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

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指出：在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

城市精简下放的职工和不能升学的青年学生的工作，是圆满地完成这次精简任

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内蒙古自治区为此还组成专门领导小组，设立专门办事机

构，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并转发中共中央《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

要点的通知》，使“缩短工业战线、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一的意义深入人心，

明确精简的职工主要安置到农村。凡来自农村、能够回乡的，都应当说服他们

回到本乡的生产队中去参加农业生产。对于精简下来无家可归和城镇无法安

置、但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安置到农场、牧场、林场、渔场。据统计，1960

年，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为l 191．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59．8万人，农牧业

人口831．3万人；1961年，总人口为l 163．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19．1万人，

农牧业人口844．0万人；1962年，总人口为l 171．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77．3

万人，农牧业人口894．5万人；1964年，总人口为1 253．7万人，其中城镇人

口249．1万人，农牧业人口1 004．6万人。自1960年到1964年6月，内蒙古

自治区共减少城镇人口110．7万人。这其中包括部分初、高中毕业生。

1958～1965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始终把精简下放城镇人口

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如昭乌达盟，1958"1960年上半年，共增加职工52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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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来自农村的有3万人。从1960年9月开始精简职工至1963年共实施

精简37 938人，其中干部7 862人。全盟共下放干部5 999人。基本上做到有

组织、有计划，还取得一定经验，此后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知识青年(主要是

回乡知青和下放知青)到农村、牧区落户。此即“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大规

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前奏和序曲。

(四)“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强制实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6年6月至1976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内蒙

古自治区几十万初中、高中、大中专院校的师生卷入震憾世界的红色风暴之中。

红卫兵小将们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狂热地走向街头，将铺

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和雪片似的传单，张贴、挥撒到每个角落。一时间，

被无端冠以“牛鬼蛇神"的走资派被批、被斗、被关；被说成是“封资修"的

物什、服装、书籍被砸碎、焚烧、销毁。城外的农民扛着铁锹涌进城内，扬言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静；城里工厂的工人停工停产走出厂门，开着卡

车在市区游行，声称“坚决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于是，“左派”和“右

派"、“革命派"和“反革命派"、“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展开旷日持久的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继而发展到械斗、枪战。生活在同一块黄土地

上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人们，像着魔似的互相仇视、互相厮杀、互相

摧残。

痛定思痛，回眸审视这场浩劫的主力军，竟是数以千万计被愚弄利用的“革

命小将红卫兵"——中学生。令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当这场“荡涤一切污

泥浊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祖国山河一片红”告一段落时，

教育战线已成为重灾区。署名“王亚卓"的3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惊

闻在混乱的教育战线上弄潮的北京市海淀区小学生黄帅的言论，试图以正义、

善良的言辞晓之以理，却被“四人帮"的爪牙当作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典型横

遭几致灭顶之灾祸。于是，这场“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就已经从这一代数以千

万计的人的身上掠走两三年的宝贵年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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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级各类学校已积压着三届毕业生，社会的动乱，生产的停

顿，经济的萎缩，使城市丧失大规模吸纳就业人员的能力，于是“容易犯错误"

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的归宿在哪里呢?只有“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插队知青"这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伴生的名词和由这个名词集

结的群体由此而生。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陌生的生活、陌生的劳动，围

困着他们，竟然在三五年乃至十几年后，仍然不能改变这些知青娃的初衷，他

们中的许多人“就是掏厕所、扫大街也要回城去"。他们用自己一生中最宝贵

的青少年时光去沾一身泥巴，去镀一层金，最后绝大多数人还是得回到那个原

本生育他们的地方。当时，在某些人的心目里，城市里工人、干部、知识分子、

军人的子女，似乎只有到农村去接受一次农民的“再教育"，‘才能成人、成才。

知识青年到那里去，已不再是“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

来⋯⋯，"而是将这一切都翻过来。工人阶级在自己子女的问题上，似乎也不

再“领导一切"。或者说，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

这样一个政治口号中的工人和解放军的子女，要翻过来被贫下中农和贫下中农

子女“再教育’’一番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青年"或“革命接班人”。然

而，内蒙古地区农村、牧区当时的现实却是，交通闭塞，文化、教育、卫生条

件差，愚昧落后的阴霾还在浓郁地笼罩着一些农村、牧区。一件衣服穿一年不

下身，一年洗一次脸，生来没刷过一次牙的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不乏其人。

产妇用自家的剪刀剪断脐带“自我接生’’者司空见惯；接生婆用“猪油胰子"

洗手助产，算是上乘的“大夫"。即使这样，依然单纯强调知识青年要接受“再

教育’’，而恰恰淡化“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一现实情况。在“农村

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口号下，这群像冲出笼子的小鸟

般的青年学生，被驱散在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的大草原上。昨天还在激扬文

字搞“斗、批、改"，今天则在蓝天白云下冷静地去面对人生、面对现实、面

对肚子挨饿该怎么办?昨天还在“拿起笔，作刀枪"，今天却要扛起锄头修理

地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扭曲、走样，演变为一种

政治色彩浓重的运动，对于“红五类”家庭出身的知青，去兵团、去农村、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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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尚有选择余地，或者采取拖、等、靠的对策去躲避上山下乡。个别高级领

导人的子女，还可以“走后门"早日被招工、招生回城；军队中军官的子女，

可以通过关系“转移"到别的部队去参军入伍。有的农村中的党支部书记、贫

协主任、生产队长，哪怕是一名大队会计，也可以乘“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

这个机会而把自己刚刚念完小学或在小学辍学的子女巧妙地送进大学，既然是

“工农兵大学生"，而且不举办入学考试，贫下中农的子女念大学自然是情理

中的事。还有的招生办、知青办并其他有关单位，把较好的学校、较好的指标

和名额留给自己或亲友的子女，此中奥秘，广大知青一直被蒙在鼓里。在农村、

兵团孽生的毒苗，每遇适宜的条件和环境，则滋生、繁衍，一些无视党纪国法

的“领导干部"和独霸一方、持强凌弱的不法之徒，竟借机将其罪恶的黑手伸

向丝毫没有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的知识青年。这期间，强奸女知青、勒索男知

青的犯罪事件层出不穷，性质、手段之恶劣，迄今谈起仍令人发指。“黑七类"

家庭出身的子女，则更是另一种命运，只能按指令老老实实到某地去插队落户。

遇罗克的《出身论》也只能作为一篇论文读读而已，没能挽救“黑七类"子女

的命运。他们最终只能在“掐尖"、“拔根"后，随已经在农村成家立业的“老

三届"知青“统筹安排解决"。1967"--1976年的10年中，是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的高峰期。据统计，各盟市旗县城镇居民的子女及全国各地先后来内蒙古农

村、牧区“上山下乡”插队、插包、插场，接受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再教

育"或奔赴生产建设兵团“扎根边疆干革命’’的知识青年，以及当地的回乡知

识青年、下放知识青年即达100万人。20世纪60"-'70年代的内蒙古自治区，

共有1 400万人口，平均14人中，就有一名知识青年。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

额济纳旗，是土尔扈特部祖居的地方，早在300年前，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

率部冲破沙皇的重重围追堵截，回到祖国的领土，被清政府安置到居延海畔繁

衍生息。1968年，该旗总人口为8 765人：而该旗1968"--1980年，先后安置

天津市、兰州市、国防科委二。基地和本旗的知青1 204人，每7．3个人，就

面对1名天津或兰州市的知识青年。在内蒙古这块土地上，接纳这批知青娃，

需要多么广博的天地，多么宽厚、善良的人群啊!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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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的数据，它牵动着内蒙古自治区300多万户家庭和l 400万各族人民一颗

颗惴惴不安的心。牵动着共和国半壁江山!

这100万人，有本区历届毕业生；有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沈阳、长

春、黑龙江、甘肃、河北、山西、宁夏、陕西、浙江、四川等省、市、自治区

的近200个地市旗县，从1967年(甚至更早)至1980年先后安置到内蒙古地

区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及大中专和小学毕业生，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初中毕业生。

这100万人，有“红五类’’子女，有“黑七类"子女，有不愿透露身份的

中央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也有城市孤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62年10

月召开的首次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

报会上说：“安置到农村去的学生，一般要求年纪要到18岁的青年，再小了下

去不能参加劳动。"但当时为动员大批知青下乡，顾不得那么多，只要报名，

就批准下乡。这批人中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的仅有14岁。而14岁与童工

有何本质的区别呢?

这100万人，有志愿报名到内蒙古决心在祖国边疆安家落户、干一辈子革

命的青年学生：有父亲替儿女报名，一次就把身边的4个儿女送到农村的革命

工人；有被说服动员下乡的学生和待业青年；有迫于形势而不得不下乡的领导

人的子女；还有因父母亲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被迁返回原籍或偏远山

区，只得随父母接受改造的青年学生。为使这100万知识青年在生活上有人管、

学习上有人问、劳动上有人教，内蒙古自治区各级党政机关派出数万名职工干

部专司此事，面对这实实在在的一支“百万大军"。他们需要吃饭、穿衣，他

们要有一个接受劳动锻炼的场所，要有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而只有内蒙古草

原这样宽广的襟怀和憨厚朴实的农、牧民，才能无私地为如此众多、不会干农

活、不会放牧的青年学生提供生活、学习、劳动所需的一切；才允许他们用青

苗去搞实验，用活羊去进行研究；才允许他们站在大草原深处，在蓝天白云下

面大喊，骑着马去狂奔；才能容忍他们那还没有完全脱离稚气的近乎顽皮的恶

作剧甚至触及法纪的行为。

造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混乱局面，还因为“双考一招力、“双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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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留"、“转调"、“顶替’’等政策的实施，使得已经插队到农村、牧区的知识

青年人心浮动，以至达到完全失控的局面。显然，再不出台新的政策，局面更

难收拾。

(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

从1976年起，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明显好转，政治局势日趋稳定。党中央、

国务院开始就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进行政策性调整，采取多渠道、

多策略、多视角的安排方法，将历年来下放到农村、牧区、农场的知识青年和

社会待业青年分期分批、有计划地安排就业或再就业。1977年，国务院召开

由华国锋主持的全国第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邓小平、李先念等党

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并全国各省市区知青办有关负责人与会。大会对于“文化大

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总结，有关领导和与会

代表普遍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劳

民伤财，费力不讨好。特别是国家为此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代价得

不偿失，最后造成学生本人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村社员不满意、整个社会

不满意。用哲里木盟一位领导干部的话说：“筹建一个通辽市玻璃厂才用3 000

万元，用这么大的资金安置知青，绕一圈又把他们弄回城去，简直是浪费。"

至此，国务院决定从此以后再不动员城市学生去农村、牧区安家落户，改上山

下乡为办知青点集体劳动，或在城镇创办集体企业，国家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

政策。并将已经在农村、牧区安家落户的已婚知青和那些蒙难更深的所谓“黑

七类子女一陆续安排就业。至1981年，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

结束。内蒙古有全国十几个省区的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属于重点省区。知青人

数众多，情况复杂，遗留问题盘根错节，直到1984年，许多善后事宜才在落

实有关政策和自治区各级知青办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下得以解决。自治区各级

人民政府特为1972年以前下乡的“老三届乃和已婚知青出台优惠政策，统筹

安排就业，以期不留后患。仅从1967年以来，共和国为之付出的财政支出即

高达数百亿元之巨。其10余年间，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市，先后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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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慰问团队来内蒙古农村、牧区，慰问千里支边的家乡的青年学生，并且将

大批农用物资、交通工具、建筑材料、医疗器具、药品、书刊等，无偿地运往

内蒙古，以支援边疆的经济建设；资助家乡儿女的生活、劳动、学习所需。全

社会都在同情知青的命运，全社会都在痛恨那些贪污知青经费、挪用知青物资、

挤占知青房屋、盗窃知青财产的罪恶行径。

想当年，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族人民，都像对待自家的孩子一

样，关照、呵护来自天南海北的知青娃娃，他们为此付出沉重、巨大的代价。

那些曾经熔炉历练并对人生、对社会有新的感悟的知识青年获得机遇参加工作

后，遍及内蒙古自治区及国内外各条战线，在改革开放大潮涌来的潮头浪尖彰

显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态势，创建出业绩和功勋。当年的知识青年们，由

衷地向故乡的农牧民致敬罢!把农村、牧区作为第二故乡，深情地拥抱，实在

是情理中的事。 一

(六)经验与教训 ．．·

知识青年尽管饱经忧患，历尽挫折，但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无论他们是

主动要求下乡插队，还是被强制动员的，到农村、牧区或兵团、厂矿后，都努

力劳动，与农牧民打成一片，希冀在那里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美好的理想。

很快，他们中的许多人先后成为生产骨干甚至社队主要领导人，有的成为民办

教师、赤脚医生、农牧机手、财务人员等，将文化、信息带到农村、牧区，将

活力带到农村、牧区，以至在他们的原籍城市与偏远的农村、’牧区架起勾通、

联系的桥梁，这对内蒙古农村、牧区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然而，这一代青

年毕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战车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甘寂寞，他们愿有所

作为的意识，受极“左’’路线的影响使他们敢于成为农村、牧区阶级斗争的急

先锋。他们曾经积极参加农村、牧区清理阶级队伍、挖肃、大批判、整党等运

动，伤害到各族群众。他们也曾积极投入农、牧业学大寨运动，在“上级领导"

的号召下，在内蒙古草原开荒种地、建饲料基地，从事违反自然规律、破坏环

境的“改天换地一斗争，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他们的错误，内蒙古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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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将他们看作自己的孩子做错事，正确：真诚地对待他们、谅解他们，使他

们更认识到内蒙古人民的真、善、美，从而更拉近彼此间的感情。

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农村、牧区是人民公社化的集体经济，生产

力低下，耕地少，畜群少，农牧民生活水平低。知识青年在这种情况下，单靠

着一种政治热情，想实现宏伟抱负、实现自己理想的人生价值取向是很难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当他们最终认识到这点时，他们陷入茫然、苦闷、矛盾。内

蒙古的农牧民理解他们、关爱他们，努力地、尽可能地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

送他们上学、招工、招干。可以说，在招工、升学、参军乃至后来知青出据各

种“理由"而要求返回城市这个问题上；农村的农民、牧区的牧民、工厂的工

人，几乎没有人阻拦、刁难他们，尽管因知青大批离开农村、牧区乃至工矿企

业而造成许多生产队无会计、乡村小学校无教师、工厂停工、乌兰牧骑停演、

诊所停诊，而内蒙古的人民还是含着热泪送他们去上大学，回城去重新寻找工

作，去圆他们的梦，去“二次创业"。草原上的人们永远记着这一代青年，这

种无私的真诚也使知青永世难忘。而这一代知青后来无论走在天涯海角，都怀

念着内蒙古，与草原上的人们心心相连。

时过境迁，回首中国20世纪60"---70年代，在中国人口众多，经济落后

的前提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确实起到缓解城市人口就业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支援着农牧业建设，为开发、

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起到一定作用，做出一定贡献，同时也使知青本身得到

锻炼。但是，大批知青失去应该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而去农村、牧区

参加长达2年以上甚至十几年的体力劳动，造成知识化人才成长的断层，不仅

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严重的负面影响，也给千千万万家庭造成心理

的影响以及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尽管国家还是没有真正解决城市就业困难问

题，但事实证明，把城市就业难的包袱甩给农村，此路不通!而这一问题最终

只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得以切实的解决，这也是新中国漫长实践所汲

取的教训，这批知识青年便是“试验品"。上山下乡曾是一代青年实现理想和

自身价值的一段寻觅、一段历程，它充满曲折、艰难，象共和国所走过的那一



概述

段路一样。这一代与共和国同龄的青年，他们的命运也是共和国的命运。在“文

化大革命"期间，面对国家有关就业问题难以解决的情势，这一代以天下为己

任的青年，用稚嫩的双肩承载起国家的危难。他们与共和国一道，有着“文化

大革命"10年的痛苦和茫然，10年的奋争和寻觅。这里要大喊一声：“我们的

知识青年是多么可爱啊!"再者，知青在农村、牧区认识社会，认识农牧民群

众，体验生活的磨难和艰辛，使他们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以及把握命运的能力，

这使他们在以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受益匪浅。经历过这段曲折的生活、痛

苦的历程，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家落户"这条路行不通，终为历史

所证明。但一代知青并没走下历史舞台，他们紧跟时代步伐，在共和国的新长

征中又创造着新的业绩。即使是仍留在农村、牧区基层的知青，他们在改革开

放的大潮中，不少人成为弄潮儿。一代知青用宝贵的青春，填平共和国为谋求

社会发展道路的凸凹不平，最终找到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

路，也使一代知青获得新的青春和生命。后代将不会再去复蹈前辙，历经磨难。

今天，知青所回忆的，是草原上人们的真诚和善良，特别是所谓的“黑七

类"子女，在那里都曾得到过草原的善待，老牧民并没有看重“黑七类"与“红

五类"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广博的内蒙古对他们有养育之恩。诚然，在极“左”

思潮的影响与作用下，面对许许多多被扭曲和愚弄的人，一些“黑七类一出身

的子女受到程度不同的伤害，是不能避免的。加之封建势力的残存和在知青聚

集地区的个别邪恶势力的影响，甚至连“红五类"的男女知青都受到迫害，莫

说“黑七类’’。今天，知青所回忆的，是青春的热情和理想的执著，是克服过

艰难困苦的逝去的难忘岁月。打着计划经济烙印的上山下乡运动已成历史，在

反思过去的时候，他们更珍惜今天，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改革开放，

已经给一代知青，特别是他们的后代开拓出更加广阔的施展聪明才智的新天

地。当年的农牧民子女p今天不少已走进城市，成为发展经济的生力军。城镇

化将成为历史的必然。而将后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再也不必担心为“减轻城市

负担一而到农村、牧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历史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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