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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生笙【·硝枇

早在1 964年，贵阳市就有300多名高、初中毕业生响应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广阔

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立志到农村“滚一身泥巴，做社会主义新农民”。他们是贵阳的

首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1 968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

必要”的最高指示，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定的政治气候下，全国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高潮。在短短的期闻内，积压在城市的三届高、初中学生绝大多数都走向了农

村。至此，一度震撼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为上山下乡运动所替代。贵阳市的“老三届”高、

初中学生也几乎都被安置到农村。

40年过去了，当年的知识青年都已年过半百．“上山下乡”这个特定的词汇已成陈迹。

然而，怎样看待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特别是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期问那场震撼人心

的上山下乡运动，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什么，仍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

是有显著区别的。应该这么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当时一

批青年学生是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激情和抱负自愿奔赴农村的。然而，“文化大革

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则是解决大量青年学生既无法升学也无法就业的一种无奈之举。

确切地说．“文化大革命”期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所

必然造成的非常态局面。

剖析和评价历史遗产是一件严肃的事，特别是当年的“知青”，他们不会用“壮举”或

“噩梦”这样简单的词汇去褒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因为现代社会已成长得更为理性。

走向农村，走向农场，走向边疆的一代青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尽管有着以

上所述的复杂而沉重的社会政治原因．尽管他们对于陌生而艰苦的生活环境的精神准备严

重不足，然而他们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他们有着顽强的青春活力——于是我们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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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们中的绝大多数勇敢地迎接了严峻现实的挑战，没有蹉跎，没有沉沦。有许多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与公社的父老乡亲建立了真挚的友谊．有许多知识青年为改变当地农村的贫穷

面貌做出了真实有益的贡献。从广义上说，知识青年在农村帮经历了一场极为艰辛的磨

； 炼．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体验，使他们对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貌有了深刻的认识，他

I 们读到了鲜活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这样说，这些知识青年是最弗关注国计民生的群体，
‘

这是他们从生活中所获得的——尽管当时未必意识到——最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l 知识青年在农村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片，在此之后，他们有的进了厂矿和其他企、

} 事业单位．有的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有的从各类学校毕业后．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许

： 许多多当年的知青尽职敬业，成为本单位本部门的中坚力量。还有不少知青走上了各级

l 领导岗位。从某种角度说，青春岁月的艰辛化成了许多知青的后半生奋斗的营养和力量

} 的源泉。所以有哲入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对于生命原动力和生命价值

： 的认识，众多当年的知识青年是感悟至深的。

I 为了形象地记载一代知识青年的生活和情怀。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们投入了

I 极大的热情．从所搜集到的数千幅照片中精选出四百余幅，编辑出版了这本《贵阳知青

I 图志>。这本图志的出版发行．对于过来人当然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更重要的是，对于

I 新一代青少年读者而言，也有着很强的教育意义。——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无论在何

1 种境2；己下，始终是这样地热爱生活，始终是这样地热爱生于斯、养于斯的这片土地，这

l
是中华民族永不衰败的根本保障啊!所以，当市志办的同志嘱我为这本图志作序时，我

I 欣然应承了。这不仅因为我是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也不仅因为我也曾是

l 当年。知青”群体的一员，而是我真心以为，这样的历史记录巽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它

； 就像树木的年轮，展示在读者面前，你观看这年轮，就会联想到生命之树的勃勃生机，

} 还会进一步思索个体生命对于社会奉献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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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沧桑正道，不可抗拒，颀其自然罢了。

对这段曲折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很难用正确与谬误去予以评价，尽管这场运动

已结束了24年，但历史是不会忘记的。因为这场运动波爱】．800万知青，几乎涉及中国

城镇的每一个家庭；它曾经是怎样地震撼着人们，尤其是憎Do万知青乃至他们的父母、

儿女，“知青”这爷代名词，是如何地使他们刻骨铭心2 l

贵阳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知青运动的一个部分，它没有、也不可能离开

这个大的历史背景．而只是有其自身的特点罢了。从I 956年的11名青年垦荒队员开

始，经过1 9『64年．1985年千名知青剜市郊农村插队，旧6e年的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

直至1 978年最后一批知青下乡，这22年中贵阳市共有43．500入上山下乡，它震撼的

可能是上百万人的心。这段轰轰烈烈。曲曲折折、剪不断，理还乱的知青史，需要呈

现在每一位关心知案的读者面前。我们将从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吸取历史的经验和

教训．这是极为有益的。为此．人们曹以纪实散文、小说等形式．从一个侧面去记录

这些历史的片断。现在，我们又以一种特殊的形武——≮知青图志》来进行记载．试

图以一种新的视角去记录这段令人魂牵梦萦的历史。这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知青

们保存了几年、几十年．它们已经陈旧得发黄，然而却在细细地述说着一个个鲜为人

知的知青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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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个，连

接、迂回洞各一个，通气孔十三个，出入口一个，连接口九个。干

道主要是为连通省、地首脑机关，和沿途十二个较大单位，与市内

四个联防区和郊区构成核心地道网，提高工程战时疏散人员，机动

兵力，坚持城防作战能力。工程建设采取集中力量，突击会战，打

人民战争的方法，由重工局，一轻局，城建局¨建工局从职工中抽

百分之二的人力组成专业队进行施工。重工，一轻局负责主体工程

建设；城建局负责工程勘探、测绘、设计和马路顶管及供排水；建

工局负责干道门子制作。四个部门投入施工力量五百人，最多时八

百人。全部工程共用十 ��幕�┧陌俣��蚩椋�一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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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1968年1

2门21日，毛泽东提j_J)j：“知纵l々

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胄，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1：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I|f、．盔I}I、人

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卜厶，来·个动员。各地农

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占。”·场城镇知政f等年上

⋯下乡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任全旧骤然兴起。

在交蠹：；髟¨肇E誊醐"针裂葡雾镰喝蜉嘻

曼露矮翼荇蓁墨髫i}§蘩难摹年家长李庆霖就其

】

上山F乡生活艰难及开“后门”之风日盛等问题

写信给毛泽东』三席“告御状”。毛泽东卜席复信q

说：“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j

圈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为r解决知 织青年的实际困难，1973年qt，

贵阳市委、 贵阳市革命委员会对贵阳插队知识7

年普查后给予补助。每人每JJ[J粮不足18公斤日

由同家补足 18公斤；1972年以前F乡的知识青q

隹活不能臼给的，每人一次性补助100元，没仃1

房的每人补助200元。l 973年起．城镇F乡知i!

青年安霞费标准由230元增加剑480元。

1973年 6，j．首次“全陶知f々上山下乡会议

在北京侣开。8月4 H．中共中央转发I訇务院《)

f全罔知识青年l：山1i乡l二作会议的报告*，明q

规定了．对知 识肯年卜山I：乡存在州题的六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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