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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次与老知青接触是20世纪70年代在香港，听他们讲述在中国农村的种种遭遇。
他们那些独特的经历即刻深深地吸引住了我。
我对中国知青很自然地有一种亲切感，可能由于自己也属于“老外老三届”，自己曾在巴黎参与
过1968年的“五月风暴”，像其他同学那样，自己当年也是“左派”学生。
　　与他们来往初期，本人没有想到过会“使用”这些朋友之间的交谈内容。
后来我将几位知青介绍给一位法国记者，他鼓励我用这些资料写本书。
书出版了，是本访谈汇集，反响不错。
这时我毅然决定放弃原来关于当代儒学再评价的研究，而将上山下乡运动列为我的论文课题。
马不停蹄，我开始安排进行各种可能的访谈，大量阅读文字资料，从中国的报章杂志到知青文学，从
官方的政令文件到西方学者的报道评论，全面铺开。
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是从零开始去认识了解知青。
我真的从来没有奢望过有一天能用中文向他们展示我的研究成果。
十几年来中国学者和当时的有关干部出版了不少书籍史料，在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对我很有帮助，
特别是刘小萌老友的《中国知青史》和《中国知青口述史》。
　　今天我能将本书献给我的研究课题有着直接关联的读者，这一幸运应该归功于译者兼好友欧阳因
女士的热心相帮。
为求一个既忠于原文（法语）又是文字精湛易读的中译本，我们认真地反复推敲、字斟句酌，最终完
成的这个版本，应该不会让人感觉到是译文。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失落的一代>>

内容概要

1966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城镇中学生先“闹革命”当红卫兵，后被下放到农村去
。
据统计，1968至1980年间的下乡人数，大约有1700万。
这场有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一场彻底的政治运动，名为“上山下乡运动”，在世界或在中国来
看，都是史无前例的。
这场运动对整整这一代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仅打乱了他们的生活秩序，使他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影响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城市社会
，甚至农村社会。
这整一代人可以被称作“失落的一代”。
    本书揭示了发起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公开或隐蔽的动机，与他们为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法，同时分析
了他们的这些决定在整个社会上所引致的后果。
本书也探讨了下乡运动进行了20多年(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小规模的运动)，为何会在1980年突然寿
终正寝，并且研究了这场运动在中国社会、政治及经济上留下了什么印记，以及它在中国当代历史上
应该占一个什么位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失落的一代>>

作者简介

潘鸣啸　(Michel Bonnin)，法国汉学家，在巴黎获哲学学士、中国语言与文化学硕士及历史学博士学
位，现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当代史。
主要研究范围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民主运动、就业、民工等，并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探讨。
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开始进行有关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在多种法文或中文刊物上发表论
文。
20世纪90年代初，出任在香港成立并由法国政府资助的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创办杂志《神州
展望》法语版及英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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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动机　　第一章　意识形态动机　　培养革命接班人　　中共在其历史上发起的众多政
治运动几乎都负有双重目标：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经济、制度、自然环境等)及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思想
、态度等)。
这两种改造被视为不可分割的同一体。
从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重心就明显地放在主观世界方面。
作为“上层建筑的一场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则更加凸显了这种倾向。
在政府的宣传中，1968年底再次轰轰烈烈掀起的下放知青去农村的运动便是以将思想改造放到首位为
特征的。
　　虽然以往已反复宣传过，但如今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定了、新调子，尤其是加入了“再教
育”的新概念。
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在翌日全文登载于《人民日报》
。
这项宣告新型下乡运动诞生的最高指示只是着重提到上述理由。
以下是该指示的全文：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
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指示公布后，连日发表各种评论文章阐明“再教育”的含义。
“再教育”应该可以帮助“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对青年中的精英越来越脱离群众并把革命理想丢到脑后的现象，毛泽东曾多
次表示不安。
“苏联修正主义”的样板，加上他的“务实派”政治对手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全都令他害怕：几年以
后，或最多几十年以后，中国将会“变色”。
他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越来越学院式并充满竞争的教育制度在培养着一批毫无真正实践经验的新精英
，而且他们通常出身于干部及知识分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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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对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作了全方位研究，指出其动因不仅在经济人口方面，也在政治方面，
论述之广泛，分析之深入，构成了当代中国史研究重要的一章。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这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及充分的论据阐释了当年发生的令
人心寒的历史事实。
　　——Andre Laliberte，china Quarterly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为一重要事件，但却远不如
红卫兵造反那么广为人知。
如今，潘鸣啸终于为我们完成了一本含有确凿证据的学术论著。
　　——Lucien Bianco.China Perspectives　　眼前这部巨作汇集了曾经经历过那悲惨时期的各路英雄的
面谈记录，对纷繁杂陈的中国资料抽丝剥茧寻根究底，经过长期酝酿，最终给我们清晰地勾画出"文化
大革命"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侧面。
　　——Marie-Claire Bergere,Vingtieme Sie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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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提到“知青”，多数人会第一时间想到文革，并且认为上山下乡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处于同一时代
。
但在《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一书中，作者明确的把下乡运动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
剥离出来探讨。
这本由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撰写、欧阳因翻译的著作，逻辑严密的将大时代的侧面生动
地展示给了读者。
　　上山下乡运动持续了十多年，从城镇到农村，从都市到边陲，据统计参与总人数有一千七百万之
多，目的在于让那些接受了“资产阶级教育”的青年在沉重的体力劳动中接受广大贫下中农的“再教
育”。
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
　　　　潘鸣啸是主攻中国当代史的著名汉学家，他对知青问题的研究可谓入微，有人因此亲切的称
他为“法国老三届”。
不过，对一个“法国老三届”而言，要写出一部关于知青问题的严肃学术性著作，资料方面的困难无
疑最大：除却政治因素与官方立场，关于那场运动的记载实在不多。
为此作者做了大量的访谈、考证工作，参考香港、台湾等地的相对客观的报刊杂志，希望能还原历史
。
　　　　作者在本书中以独特视角展现了那个时代被忽视的侧面。
那是一千七百万知青被埋葬在土地里的青春与梦想，以及由此而来伴随整整一代人的失落和绝望，他
们的命运因此发生了彻头彻尾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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