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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如总序 宝塔山下倾听历史的回声

总序

宝塔山下倾听历史的回声

圣地延安，二山鼎峙、二水交融c 宝塔山、延河水相映生

辉，构成了共产党人精神家围的红色持号，成为圣地延安绝佳

的影象标志 υ

这套散发着陕北黄土气息的丛书，用以情纪史的笔法，白

人们展示了近 28000 名在京知青，在延安黄土地上度过的哼嗓

岁月和苦乐年华)丛书中所歧录的每一个人，或作为插队岁月

的亲历者、见证者，或作为对青春往事的追忆者，他们每今人

的内心深处，都:深苯藏着一个与自己相千待丰终生的"圣地情结

他f卡们i门]对延安的宝塔山和延:河吁 7水仨'立于这片曾养育了中国革命的黄

土地，始终怀着一种深深的眷恋 υ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深植

于灵魂深处的红色革命情结，在那场声劳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运动中，这才比满怀革命豪情的青年学子，告到了繁华的首

都，开始了人生最初的"朝现

一气卒、越走情思越;浓农的熟志而又 F范百生的圣地进发C 他们每个人的

心中，都怀着类似贺敬之在《回延安?中所表达出的那种真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司如青春庭模一一北京知青大事记

的惑情，并在赶赴延安的征途中，就产生了一个朴素品又简羊

的意念一一以延安的宝塔山和延汗水为背景，照一张留驻青春

倩影的照片，寄回北京，告慰父母及家人口这样的情惑与意

念，都击自对圣地延安的一种向往与景仲η 川、知青们当时所接

受的教育来看，充满红色革命传奇的圣地延安，无疑成了他

们最向往的地方。延安的宝塔山、延汗水，以及山崖上错落

有致的土窑洞所构建起的红色革命历史长廊，是最佳表达革

命豪情、展示英雄主义'情怀、放飞青春梦想的绝佳之地飞能

在圣地延安的宝塔山下，倾听历史的回声，解读革命之所以

能在穷乡僻壤取得胜利的历史逻辑，能在革命圣地接受延安

精神的熏陶和滋养，对人生的成长，定会聚集起更加强大的

精神力量。

;军雄苍茫的改北高凉， 1辜被群山环绕成的一个巨大的聚宝

盒，她以;每纳百川的瑞襟，在 79 年前、接纳过一支在抢林洋

雨中转战大半个中国、用坚定的理想信念来传播共产党人改天

换地革命理想的红军队伍。长枉，是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过巨

大影响的一卒大事件υ 延安，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主和中毒共

产党人演绎红色革命传奇的大舞台，己被载入中国革命的挥煌

史册已近 28000 名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堪称是一次规模巨大

的社会群体实践活动，是继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又一个在大的

外来群体，也是对延安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1969 年那个多雪的冬天，充满红色革命fp记的圣地延安，在接

纳这才比驹怀革命理想的青年学子的同时，也将这方地域严酷的

自然环境和贫穷落后的面貌，以猝不及防的方式展示在他们的

岳前。在理怒与现实持巨大反差中，知青们开始用一种平民的

.2. 



令总序 宝塔山 Ffl顷昕历史的自声

视角来观察体验生活，他们看到了生息在这方土地上的父老乡

亲，面朝黄土背朝天，终年劳作却难以温饱的生存现状;看到

了牛踩场、驴拉磨，传话隔山乱，点士了靠麻油的 fff，、生态的生活

场景心在经历了痛苦的暑炼和深刻的思索之后，知青lfJ 1在快就

从?在:麦、狂热和困惑中平静了下来，以一种平民意识和平民情

怀来融入生活，用青春的激情，在贫痹荒凉的黄土地上燃起了

理想的火焰，以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风貌，面对严酷的现实开

始书写自己的人生。他们与延安人民一道，发扬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战天斗地，改造山河，搏击贫困，演绎tl::

一幕幕"苦其心志、劳其茹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青春

活'居i

从文化史、思想史和自我认知的结合上来看，陕北这块厚

重的黄土地里，蕴涵着一种豁达、包容、互助、亲善的文化基

因?知青们少小离家，来到这块被群山阻隔、举哥无亲、多风

少雨的荒僻之地后，很快就从这块厚重的土地上感受到了人生

的承辛，同时也惑受到人性的温暖。这里淳朴的民风，古老、

甚至近乎愚昧的乡俗，就像蹲在土窑洞里的粮食盟和酸菜缸，

在不紧不慢地散发着一种湿润注和的气息，让远离父母的知青

们有了一种归属惑和家园惑υ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接受一种"再教育

"教育\实际上是让这些来自域市的年轻学子，远过自我认知

的方式来 l阅苟读4社土会这部无字的大书;远过上山下乡的垂苟磅勇'来

接受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教育 U 知青们在延安插队的岁月里，看

到了当时中国社会最真实、最基层的一面。他们在接受艰苦生

活的考验中，懂得了人生的衣食之雄，体会到了稼稽之苦，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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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延安人瓦朝夕相处、共同生活中，学会了坚忍、顽强与拼

搏ο 求难困苦，玉;女子成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才

"玉或"了知青健康的人格、志存高远的情怀和坚忍不拔的精

神气凌:正是骂为有了上山下乡"这碗酒垫底"他们才会在

日后浸长持人生岁月中，对遇到的各种人生风?在总能等闲视

之口在圣地延安的土地上接受了精神洗礼的知青们，学到了在

书本中根本就无法学到动东西，收获到一部不着一字、但却可

以受用终生的人生宝要门作为一种回馈和反哺，知青们将大好

的青春年华、将羊纯而又质朴的青春热情挥洒在延安的土

地上门

在那个西苦的年代，曾作为革命中心的延安，战争的创伤

早己，改复，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还十分落后，知青们的到

来，为这两大建设注入了活力已他们将书本知识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将聪明才智运琦圭IJ 生产实践中，对提高农村落后的生产

力，改变延安贫穷落后岳筑可谓勋生卓著、功莫大焉 J 尤其是

在文化建设上，知青们更是领文明之首、开风气之先n 他们每

一个人，都成了文明的信使，成了乡村中一道亮眼的风景口他

们将京城的先进文化、生活方式，将文明的种子和知识的甘

霖，播撒在延安贫弄子的土地上;也们用合己的思维方式、行为

方式和全新的生活理念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乡俗和民风，给生

活在这方闭塞土地上的群众进行了一次现礼文明的启蒙ρ 从历

史的角度来重新看待和审视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落户，就能让

人发现:闭塞的黄土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能生多很快

)1顶应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这与知青在延安插队期间，对这块

土地在思想和文化建设土所做出的贡献有着密切的关联飞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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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这片远离现代文明的土地，对于

生息在这方土地上的人民，知青们在插队岁月中，咛这方土地

所付出的热情，所洒下的每一滴汗水，者~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

价佳，并将会被这片土地和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延安父老乡亲

所生名t己 ρ

宝塔山高延水长心感谢造化的思畴，将这样一方圣洁的山

水景象绩瞠给了延安:感谢历史的垂青，将这道亮哥的风景演

化成中菌革命的一种象征〈尽管岁月不居、时光在再，但宝塔

山和延河7其所激荡起的历史回声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回

响、"羊羔羔、羔吃奶自眼豆望着妈/斗小、末饭养 f活舌我长大

土窑:洞玛中走出来的一代"老王延豆安"对这块土地的深深眷恋:

"踏遍了黄土吃追了草/我也是你怀里的羊羔羔"这是在延安

度过青春岁月的插队知青的真诚吟唱口这种眷恋、这种吟唱，

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心灵的回应，更是一种历史功链接。知青

来延安插队的大红岁月，己成为延安红色革命历史的一部分，

并丰富和拓展了延安红色革命文化的内涵 F 品今，英雄的延安

人民可以引以为幸的是:这块浸润着英烈的鲜血、洒满了知青

青春汗水的沧桑土地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涌动着

现代瀚的延安城乡，蔚然深秀、满目苍翠的山)1]大地，以及洋

溢在延安人民检上的幸福笑容，这一切的一切，不正是曾在这

块土地上生活和战斗过的革命前辈，不正是近 28000 名在京知

青所希望看到的美好景象吗?

"对且是过去我认不出了律，母亲延安换新衣口"延安变了，

变得山绿丁、水清了，变得文明了、富裕了，而唯一没有变的

是延安人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淳朴、~适、善良的精神品展。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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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啻念三春晖，涌泉永记滴水恩。 40 多年来，延安人民与知青

结下的这种亲情，在岁月的流逝中愈加显得掠足珍贵。曾在延

安黄土地上插过队的知青，二i号文于圣地延安的眷恋化成了一条条

红色的惑情纽带，将北京与延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g 他们每个

人的心中，都怀着一种"惜身家亦惜土地，终怀父母之心"的

情悻。他们在这 40 多年间，时刻关注着延安的发展5 让延安

人民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是他们由衷的期盼。他们以蒋

子感念慈母的情怀，发挥自身所长，整合知青们所拥有的各种

资源，通过不可渠道，不遗余力地给延安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无

私的帮助，其情其意，令人惑佩c 为了铭记这段难忘的历史，

珍藏这份亲情，我幻觉得趁这段历史还不算久远，趁知青们当

年在延安插队留下的珍贵史料还没有被岁月所尘封，我们有责

任通过开展搜集、抢救和挖掘这批弥足珍贵的史料来以情珍

史、以诗纪史，这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所在c 延安

的历届领导，对知青来延安插队的这段历史向来十分珍视，延

安曾在不司时期，编辑出版了北京知青在延安的画册、 00 书，

抬摄了电视专题片以及举办图片展览，旨在通过各种形式，来

真实地展示知青在延安度过的青春岁月和苦乐年华。为了更加

完整地记录这段历史，让这段历史在建设"圣地延安、生态延

安、幸福延安

存史、育人"的作用，延安市委决定开展广泛的史料征集活

动，通过对那段峰喋岁月的悉心梳理与钧沉，编辑出版这套从

思想和文化视野上都具有经典和史实意义的大型系到丛书 O 丛

书共分为六卷本，依照编著的内容和体例，第一卷以知青追忆

插队生活为主，琦第一人称的手法，真实地讲这了插队岁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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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经历的思想惑情的变化和人生成长的过程c 文中所展示出

的原生态的乡土场景，所散发出的青春气息，在朴素真诚的

表达中，让人惑到一种温馨 O 第二卷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未

了之情。卷中着重记述了知青返城之后，对当地经济社会的

发展所给予的关注和所浸注传心血，让人在感受这份亲情中，

看到在垠苦岁月中所结下的深情厚谊，历时愈久，愈加显得

珍贵c 第二卷中所收录的知青日记和书信，填补了记述知青

史的一个空白。这些带有私密性璜的日记和书信，像一幅幅

清晰的心理国谱，黑彻出知青们所经历的心路历程。第四卷

按编年体的形式，将知青在延安才击队期间大的历史事件给予

了准确的记录，为后人勾勒出了一个清新的历史脉络。第五

卷别以更加直观的读医手法，来展示知青幻来延安插队时的

花样年华。尽管岁月流逝，青春不再，但岳对这一幅幅泛黄

的照片，犹如在时坷的遗址前流连。第六卷卢布收录的许多篇

什，在知青插队的年代曾被传诵一时，是谱写在他们心田里

的人生华幸但在对这六卷本丛书的编撰中，力求全方位、多

角度来再现知青插队岁月的历史场景，让原生态的乡土风景

在追忆中复活起来，让结缘于黄土地上的这份亲'情，像陈年

的老酒，散发出更加浓郁的芳香，手上昔日高唱的理想之歌不

要成为绝响，让每一悟老照片都留驻着知青们的青春梦想。

对于已经走入人生秋天的知青来说，这套丛书不仅仅是他们

对插巨人岁月的一种追忆和记录，而更多的是，表达了知青们

的一种人生态度和人生情怀口在一年四季的轮回中，秋天是

一个收获的季节:在生命的流程中，人生之秋是思想凯旋的

岁月 O 这套丛书中所展示出插巨人岁月的乡土场景，所表达出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如青春雇摸一一北京知青大事记

知青与延安父老的那份真挚的惑情，既能勾起知青们对青春

岁月的怀想，又能让人惑悟到:历史就是由一代又一代人的

青春链接而成。这套丛书更像是一幅纷繁万状的历史画卷，

那一蝠蝠熟悉的乡村景象，包含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飘着

炊娟的村庄，朴素的窑涡，包括硅畔前的那盘石磨，窑壁上

挂的那顶草帽，都在知青的心中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景象和器

物，并让人在阅读这些饱含真'清的文字时，似乎看到陕北高

高的山鼻上，黄牛正在缓缓行走。犁夫像唱针，在嵌入土层

妈那一弱，一首无言的黄土之歌在心中辍然响起，那惑人的

旋律舒缓深沉，令人回味无穷c

宝塔山依然屹立在延河之滨，那高耸的塔夫上曾悬挂过当

年来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的理想风机G 尽管岁月像延污水一样

一去不复返，但历史已经将那段难忘的岁月，将曾在延安插过

队妈每一个知青的光荣的名字镑刻在延安的大地，上。

宝塔含笑遥祝赤子幸福安康，

廷河欢歌旗唱神州筑梦时代。

是为净。

品委延安讪记 纠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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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凡例

凡例

1. ~北京知青大事记》从 1968 年延安地 Z开始筹备北京

知青接持工作为上限，下眼至 2014 年 12 月底，共记录了 47 年

间、延安 14 个县 IK (1 983 年 10 月宜君县划归铜川市，为了全

面记述该段历史，所以该书~宜君县仍划在记载芫i1I)有关来

廷安插队的北京知青的大事、要事。

2. 大事记的记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

商胡言在要，重结果需过程，述两不评。

3. 大事记记述主要采用编年体，辅之以记事本末体。按

事件发生的时序编排， r哥 E 内有两条以上大事者，第二条以上

者.以" Â'" 为标识。凡日不清的记在月末，以"是月"标

识:月无考证记年末，以"是年"标识或者以春更秋冬作为事

件发生时间记载 U

4. 对于人物的记载多以记事本末体集中记载，个别影响

较大的人物以搞年体分年记载 O

5. 1997 年延安撤地改市，本书中 1997 年之前出现的延安

市即为现在的宝塔区。

6. 书中由现的统计数字以该条目记录时间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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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接引 言

寻 i

新中国成立后，我 E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黯 O 在城

市，由于社会经济结构重新改组"三反

开晨，导致部分工厂停业，部分基建项自停建、援建，一些高

小、初中半业生不能升学、就业，加之旧社会遗留的众多失业

人员，城镇就业压力逐年加大:而在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蓬

勃兴起，发展农业生产急需大挝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劳动

力。 00 家探索统筹解决城镇兢业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状况，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雨生 c

1954 年，共青团中央决定，在全国芜匪内开展"向荒山、

荒地、荒坤"进军活动。北京青年组建志愿垦荒队在黑龙江省

萝北县越建"北京庄"。随后，上海青年垦荒跃在江西雀德、安

县创建"共青社"天津青年志愿垦荒队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剖

建"天津庄"。

1955 年， {人民日报》刊发《继续动员高小和初中毕业生

从事生产劳动》社论口 9 月，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样的社

会主义高潮} ，并在《一个乡里进行合非住规划的经验〉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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