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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起我的学生时代，说起我的母校，总有几分失落。
    我上了六年的小学，上海市溧阳路第四小学，没有了。
    我上了六年的中学，上海市红旗中学，没有了。
    我上了六年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曾在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了。
    没有的原因，各不相同。
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入学的小学生。
但我的小学是个弄堂小学，教室散布在几个老式的居民楼里，非常简陋，不具备办学条件。
被撤销，是应当的。
    我的中学，在四平路头道桥，是建国后新建的。
教室里是木地板，课桌是苏联式翻盖的，与靠背椅连在一起，用的是很粗壮的木头。
尤其是教学楼的后面有个250米跑道的操场，这在上海市区里的中学是很少有的。
但就是这个操场，二十多年前，被上级部门看上，要盖家属楼。
校长对此提出异议。
结果，校长被免，学校被撤，操场还是盖起了家属楼，前面的教学楼成了市体育师范学校(不解的是，
没了操场，怎么反倒成了体校)。
这是我在90年代从《报刊文摘》上看到的。
2011年10月8日，虹口区教育局很认真地给我回复，讲了这个过程。
红旗中学是在1986年撤销，该地址现为上海师范大学的行知艺术学院。
    至于人民大学的一度被撤销，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二十年前，我曾去看过我读过的小学。
弄堂依旧，小学已全无踪影。
    上世纪90年代，我也去看过我的中学。
校园还在，却没了“红旗中学”的校牌。
那是暑假里，几乎空无一人。
教学楼依旧，走廊和楼梯依旧。
走到曾经的教室，隔着门上的玻璃往里看，苏式的橙黄色课桌没有了，代之以胶合板的灰色课桌。
后面曾经的操场，盖起了楼，过不去了。
前面的花坛，却反倒变成了操场。
红旗中学是所很普通的学校，要讲排名，恐怕要掉在后面。
然而，我依然喜爱不再是我的中学。
    抚昔思今，感触良多。
才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就已是沧海桑田，有点不堪回首了。
    但我始终无法忘记我的学生时代，它不只是人生旅程的起始，更是我用时光和生命累积的财富。
这财富也不只属于我个人，我愿意跟今天的年轻人一起分享。
    就说说大学时代吧。
笔者那时的大学时代，跟被宠为“天之骄子”的当代大学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坎坷艰辛，千言难尽。
我的大学上了六年，不是读研，更不是留级，而是五年制，因“文革”又延长了一年。
这六年的大学生活，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程。
从课堂听讲到社教工作队员，再到首都红卫兵，最后进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和
它的后续，就有这样多重的角色转换，恐怕人类五千年历史上只有我们这几级的文科生才有如此“幸
运”。
    近二十年来，我自己当老师，每学期给学生上课，不管是哪个班级，我都要作为专题，配以：PPT
，讲一下“我的大学时代”。
我总要对年青一代讲：“老师真心地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中国几千年、解放几十年以来最美好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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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你们要珍惜、要努力啊。
”当然，毋庸讳言，我们现在还并不十分完美、十分理想，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跟过去相比
，确实有着不可比拟的巨大进步。
    我觉得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今后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书本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还要让他们了解和认识现实的社会。
所以在我的教学中总是引用大量的真实事例，包括跟专业教学有关和与思想教育有关的事例，进行素
质和能力的教育。
本书的写作，也正是这个意思。
让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有所回忆，让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所了解，大家都能有所反思
。
    我之所以想回顾我的母校、我的大学年华，另一层意思是：这对读者进一步理解我创作的一部130万
字的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会有所帮助(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述1949至1989年间中国当代史的长
篇小说)。
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跟我在学生时代的感受和经历，跟母校对我的哺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大学六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传统教学阶段、社教运动、实践教学阶段、文化大革命，另外再讲
一讲在部队农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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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记述了作者1962—1967年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时代，以及其后的农场生活，全方位展现
了那个“书上没有，老师不讲”那一特殊时期的大学生涯。
文章采用了回顾与反思、微观与宏观、叙事与政论相结合的方法，涉及当时与当下中国社会诸多深层
次问题，会给同龄人及年轻人较大的感触和启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折腾”和“不走回头路”的
深刻含义。
本书既非饱受摧残的“文革”受害者的血泪史，亦非毫无悔意的“文革”施暴者的狡辩书，而是一个
处于漩涡边缘的、未丧失人性和理性的中国人民大学62级普通大学生的“文革”现场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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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先后供职于政府机关与中等、高等学校。
曾讲授过二十门以上的课程，出版有学术专著，发表论文一百余篇，主持过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八个，获得过省部级优秀教学奖、优秀社科成果奖、科技进步奖等，负责过一份财经类核心期刊。
现为某高校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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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言说起我的学生时代，说起我的母校，总有几分失落。
我上了六年的小学，上海市溧阳路第四小学，没有了。
我上了六年的中学，上海市红旗中学，没有了。
我上了六年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曾在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了。
没有的原因，各不相同。
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入学的小学生。
但我的小学是个弄堂小学，教室散布在几个老式的居民楼里，非常简陋，不具备办学条件。
被撤销，是应当的。
我的中学，在四平路头道桥，是建国后新建的。
教室里是木地板，课桌是苏联式翻盖的，与靠背椅连在一起，用的是很粗壮的木头。
尤其是教学楼的后面有个250米跑道的操场，这在上海市区里的中学是很少有的。
但就是这个操场，二十多年前，被上级部门看上，要盖家属楼。
校长对此提出异议。
结果，校长被免，学校被撤，操场还是盖起了家属楼，前面的教学楼成了市体育师范学校（不解的是
，没了操场，怎么反倒成了体校）。
这是我在90年代从《报刊文摘》上看到的。
2011年10月8日，虹口区教育局很认真地给我回复，讲了这个过程。
红旗中学是在1986年撤销，该地址现为上海师范大学的行知艺术学院。
至于人民大学的一度被撤销，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二十年前，我曾去看过我读过的小学。
弄堂依旧，小学已全无踪影。
上世纪90年代，我也去看过我的中学。
校园还在，却没了“红旗中学”的校牌。
那是暑假里，几乎空无一人。
教学楼依旧，走廊和楼梯依旧。
走到曾经的教室，隔着门上的玻璃往里看，苏式的橙黄色课桌没有了，代之以胶合板的灰色课桌。
后面曾经的操场，盖起了楼，过不去了。
前面的花坛，却反倒变成了操场。
红旗中学是所很普通的学校，要讲排名，恐怕要掉在后面。
然而，我依然喜爱不再是我的中学。
抚昔思今，感触良多。
才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就已是沧海桑田，有点不堪回首了。
但我始终无法忘记我的学生时代，它不只是人生旅程的起始，更是我用时光和生命累积的财富。
这财富也不只属于我个人，我愿意跟今天的年轻人一起分享。
就说说大学时代吧。
笔者那时的大学时代，跟被宠为“天之骄子”的当代大学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坎坷艰辛，千言难尽。
我的大学上了六年，不是读研，更不是留级，而是五年制，因“文革”又延长了一年。
这六年的大学生活，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程。
从课堂听讲到社教工作队员，再到首都红卫兵，最后进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和
它的后续，就有这样多重的角色转换，恐怕人类五千年历史上只有我们这几级的文科生才有如此“幸
运”。
近二十年来，我自己当老师，每学期给学生上课，不管是哪个班级，我都要作为专题，配以PPT，讲
一下“我的大学时代”。
我总要对年青一代讲：“老师真心地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中国几千年、解放几十年以来最美好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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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你们要珍惜、要努力啊。
”当然，毋庸讳言，我们现在还并不十分完美、十分理想，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跟过去相比
，确实有着不可比拟的巨大进步。
我觉得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今后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书本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还要让他们了解和认识现实的社会。
所以在我的教学中总是引用大量的真实事例，包括跟专业教学有关和与思想教育有关的事例，进行素
质和能力的教育。
本书的写作，也正是这个意思。
让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有所回忆，让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所了解，大家都能有所反思
。
我之所以想回顾我的母校、我的大学年华，另一层意思是：这对读者进一步理解我创作的一部130万字
的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会有所帮助（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述1949至1989年间中国当代史的长
篇小说）。
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跟我在学生时代的感受和经历，跟母校对我的哺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大学六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传统教学阶段、社教运动、实践教学阶段、文化大革命，另外再讲一
讲在部队农场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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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所以写这篇回忆录，是从写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想起来的。
那部全面描述1949至1989年间中国当代史的作品，跟我在学生时代的感受和经历，跟母校对我的哺育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了让读者加深对那部小说的理解，我就想到了要写这篇反映那个时代真实状况的回忆录。
当初，第一次在网上发表时，才一万多字。
这一写，却勾起了自己更多的回忆，再加上网友们的热议，于是又不断地补充、修改和调整，最后形
成了现在的格局。
    本书的写作，没有去做专门的走访、调查，只是靠个人自己的记忆和手头有限的资料，肯定会有一
定的局限。
在此，真诚欢迎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
尤其是具体事例、引用材料如有不准确之处，务请指出。
特别盼望人大的师长、校友和同龄人的指正。
    在本文中采用了较多的引文，引用正式出版物中的观点和材料，并注明书名、作者、出版社和出版
时间。
所以这样做，一是个人的职业习惯，我写有专著、发表过百余篇专业论文，知道这些规矩；二是使文
章更加严谨规范；三是更有说服力，有足够的支持；四是，当前理论界、知识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到了
相当的程度，但在社会上的更大范围里对此了解不够，本文想以此做些介绍和推广。
    我感谢所有我阅读过的文章的作者，不论本书引用了与否，上面的参考书目只是列了一小部分。
他们带给我的不只是珍贵的资料，而是更加宝贵的思想源泉和探索的勇气，使我从中得到了启迪和力
量。
他们的论著，也是我写作的动力、方向和榜样。
    本书最终能与广大读者见面，讲了一些过去不能讲的话，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表明我们的
时代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进步。
所以，我常对学生讲，我们正处在中国几千年来、解放后几十年来最好的历史时期，这是由衷之言。
当然，我们也盼望社会能继续向前进步。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很多朋友和亲人的支持帮助。
尤其是得到了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央党校郭德宏教授，我的恩师、当年的政治辅导员、中国人民
大学倪加勋教授，我的校友兼战友(部队农场时也在一个班)、知名历史学家毛佩琦教授的肯定和鼓励
，他们不但认真地阅读了原文，还提出了不少宝贵建议。
我的一些老同学，孔宪龙、许昭忠、孙珊等，也帮助提供了很有用的线索，指正了一些具体细节。
    本书第五章第五节“逃过一劫”的部分内容参考了我的系友李恒山的博文，特表示谢意。
张庆明老同学还寄来了当时的照片。
部分老校友的网上博客(如李恒山、侯作亚等)，也提供了一些相关资料和启示。
在此，我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母校校史丛书编委会编写的《中国人民大学纪事》为本书提供了基本的时间框架，校史研究室的老
师也给予了热情的关心和帮助。
本书在出版前曾在网上部分连载，反应热烈，得到不少网友的关注，也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
云南网友、报纸收藏家汤克文先生，还从他仅有的两张“人大三红报”中给了我一份。
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同时，本书最终能够出版，漓江出版社作了很大的努力。
在此，我谨向漓江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阎海文先生致以由衷的感谢。
    也欢迎读者对本书继续提出宝贵意见。
笔者的邮箱是：luweigu01900@sina.com.    今年，2012年，是我从上海红旗中学毕业、进入中国人民大
学就读五十周年，谨以本文献给我亲爱的母校。
    陆伟国    2012年3月    写于南京  大行宫无阳的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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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编辑推荐：“文革”亲历者详细描写60年代大学生活的回忆录。
著名高校中国人民大学62级本科生，特殊的身份和历史机缘。
以往出版的“文革”回忆录，大多可分为两类：一是饱受摧残的“文革”受害者的血泪史，二是非毫
无悔意的“文革”施暴者的狡辩书。
《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可视为第三种“文革”回忆录，也即一个处于漩涡边缘的、未丧失人
性和理性的人大62级大学生的“文革”现场实录及其沉痛反思录。
作者运用了回顾与反思、微观与宏观、叙事与政论相结合的方法，力图在较深面上还原历史，反思当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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