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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幸福年代》这部30余万字的小说真实记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有别于插队知青的另一重要
群体——回乡知识青年的经历、磨难与感情生活，原汁原味再现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陕西渭北农村的
生活状貌，堪称一代回乡知识青年的心灵史诗。

《幸福年代》讲述风华正茂的回乡知识青年群体，深深打上时代烙印的农村干部，淳朴坚韧而又难逃
宿命的主人公一家人，青春美丽柔情似水的女子，亦庄亦谐秉性各异的乡邻，以及来到乡下手足无措
的城市下放居民、经改造后释放的“战犯”和曾经的“鸡奸犯”等等，各色人等以黄土地为共同的舞
台，演绎一段壮阔历史，诠释生活的诡异斑斓。
本书由杨团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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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华团，著名作家，陕西人。
已出版、发表文学作品300余万字，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金昌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资深教师，多年在
中学校长等管理岗位任职。
本书是作者的第一部教育题材长篇小说。
出版的作品有小说集《心之痛》、《爱情广告》，长篇小说《都市男人》、《仕途》等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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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晚上，逢春睡不着觉。
傍晚时分&ldquo;开火车&rdquo;肇事，雷新海脸上血肉模糊、雷圣民两股稠鼻涕挂到下巴上，不断在
他脑海里映现。
　　床是临时支起来的，在爷爷奶奶居住的砖窑洞后半截。
窑洞有两丈深，中间一道隔墙，爷爷奶奶住前半截，后半截一半是厨房，一半摆放着存粮食的大瓮和
杂物。
逢春父母住一眼小窑洞，里面一铺土炕，脚地再要支张床很困难，况且他长大了，不宜和父母住在一
起。
上高中住校，周末回家来和爷爷奶奶挤一晚上，现在回乡当社员了，只好在大窑洞隔墙里面支床。
床板是给爷爷奶奶预备的柏木棺板，床腿靠墙那头用砖垒，另一头是条凳。
　　耳边总有蚊子嗡嗡，逢春在黑暗里拍打几下，显然没有效果。
&ldquo;卧室&rdquo;还没顾上挂电灯，睡觉靠黑摸，黑暗中的蚊子阴险而又得意，他害怕拍打蚊子的
声音影响爷爷奶奶睡眠，由它去了。
结果大腿内侧、胳膊，还有脚趾缝儿，都被蚊子叮得胀起一个个小包，奇痒难挨，挠得几乎出血了，
也不解决问题。
　　&ldquo;文革&rdquo;初期的混乱过后，高中恢复招生，赵逢春赶上了。
他们1970年秋季入学，两年制，1972年毕业，被称之为&ldquo;高七二级&rdquo;。
上高中两年，逢春和他的同学被转成商品粮户口，尽管每月供应305市斤面粉有百分之五十是红薯面或
高粱面，但基本上不饿肚子。
学校食堂5分钱一份的烩菜有时还稀稀拉拉漂着肥肉片片，起码有豆腐和萝卜白菜，把馍泡进去，连
汤带水吃了，很舒服。
可惜&ldquo;高七二级&rdquo;毕业后一刀切回乡劳动，商品粮没有了，大家统统到广阔天地炼红心，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高中校园里的两年仿佛一眨眼就过去了。
　　西皋中学同年级三百多人，赵逢春以学习好闻名。
第一次期中考试，他的成绩让人目眩，能打满分的4门课得了399分，语文93也是最高分。
从此，全年级想在学习上冒尖的同学都视赵逢春为标杆，尽管不乏强劲的竞争对手，两年时间里他在
全年级成绩拔尖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
但是，高中阶段逢春也有不如意的地方，班主任章老师曾是全县造反派组织&ldquo;红三司&rdquo;副
司令，整人有瘾。
造反高潮过去了，学校&ldquo;复课闹革命&rdquo;，原来县中学很出名的几位老师来到西皋中学任教
，革委会主任（相当于校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让西皋中学成了全县教学环境最好的高中。
章老师仅有中师学历，曾经勉为其难教过初中数学，让他上高中课纯属赶鸭子上架，难免让其他老师
鄙视。
不知何故，章老师对赵逢春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其他科任老师越赏识逢春，他越是找逢春的毛病。
章老师说逢春&ldquo;妄图颠覆班委会&rdquo;，将他和其余几个同学定性为&ldquo;以赵逢春为首的小
集团&rdquo;，在班上多次组织类似批斗会那样的班会，让亲信学生围攻逢春，阻挠所谓&ldquo;小集
团&rdquo;的成员加入红卫兵、共青团。
逢春上小学、初中获得过很多荣誉，小小年纪就出席过全县的&ldquo;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
会&rdquo;，自豪和骄傲一直与之相伴，到了高中老挨整，难免让他烦恼，好在科任老师都暗中支持，
提醒逢春只管好好学习，不要在乎章老师怎样做。
&ldquo;学习好才是根本。
&rdquo;好几个科任老师都说。
　　挨整的经历让逢春委屈，也让他变得爱思考。
高中毕业时，他看上去有点儿少年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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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雅平总在逢春脑子里冒出来。
圆脸，杏眼，扎小辫儿，两颗小虎牙，笑起来特别灿烂。
她是他的同班同学，有段时间还是同桌。
夏天穿短袖，一不小心，逢春的左肘与她的右胳膊相触，触电似的感觉。
班级里男生女生接触有舆论和氛围上的障碍，异性之间不仅授受不亲，连说句话也会让其他同学侧目
。
（真想不通&ldquo;破四旧&rdquo;、&ldquo;反封建&rdquo;旗帜高扬的&ldquo;文革&rdquo;时期，乡村
中学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风尚？
）柳雅平遇到难题需要向赵逢春请教，只能悄声说：&ldquo;哎，这道题不会。
&rdquo;逢春低着头红着脸给她讲，并不敢看女孩的眼睛。
章老师整治逢春，柳雅平坚定不移地支持、声援他，给了班主任许多白眼和软钉子，她把参与围攻赵
逢春的同学一律称作&ldquo;叭儿狗&rdquo;。
逢春暗暗佩服这女孩的智慧和胆量，他对柳雅平最强烈的印象是：女孩的母亲为了给继父生儿
子&mdash;&mdash;此前母亲已生了柳雅平3个同母异父的妹妹&mdash;&mdash;产后大出血死去。
柳雅平送葬之后回到学校，将本应戴在头上当孝布的白纱巾系到脖颈，点缀出强烈的素雅。
她眼睛红红的，满脸忧伤，表情动人。
逢春在校园遇见她，猛然觉得心颤，眼圈一下子红了，女孩的形象永远定格在他的脑子里。
　　两天前，朝夕相处的高中同学经过简单的毕业仪式，不得不依依惜别离开学校。
乡村孩子同样有青春年少的激情澎湃，分手时却表现得含蓄、内向。
也有毕业留影、临别赠言，但没有人流眼泪，挥挥手，背起简单的行装各奔东西。
逢春的铺盖和生活用品、文具让同村的同学家长用架子车带走了，他和柳雅平等几个人去了潘家村。
潘家村有潘霞，潘霞是赵逢春和柳雅平共同的朋友。
去年秋天&ldquo;走&lsquo;五七&rsquo;道路&rdquo;，全班同学在潘家村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一星期。
潘霞的父亲&mdash;&mdash;曾当过某剧团团长、回乡&ldquo;监督劳动&rdquo;的艺术
家&mdash;&mdash;不知怎的一眼看中了逢春，一再教导他女儿，说不要小看了赵逢春，这小伙子将来
前途无量，弄得潘霞朝她爸直翻白眼。
　　毕业仪式结束，经潘霞提议，几个人相约到她家去玩。
同去的另一男生叫梁建东，是柳雅平的暗恋者，想在毕业分手时向她要个说法。
几个年轻人的到来让潘霞爸爸十分高兴，他不仅让老伴儿摊煎饼款待，而且谈兴大发，和孩子们聊到
夜深。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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