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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潮起潮落，自有一定之规。
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趋于沉寂。
但是，它留下的历史震荡还没有完全消失，而人们对它的认真审省还刚刚开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初，60年代初掀起初澜，“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
席卷全国的高潮。
从1962年到70年代末，曾有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而家居农村、在城镇学校读书毕
业后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为数更多。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还牵动了亿万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当知识青
年散布到广大农村后，又使为数众多的农民不同程度受到它的影响。
因此，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
　　如今，当人们把审视历史的焦距对准它时，看到的还只是模糊不清的轮廓。
关于它的真实面貌，人们仍缺乏基本的了解，即使是这场运动的众多亲历者，又何尝不是知其然而不
知其所以然。
难怪人们围绕这个话题，会流露出那么浓厚的兴趣，会提出那么多的“为什么”。
人们希望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从发生、发展、衰落，直到尾声；人们希望知道，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是如何在最高领袖一声号召下拔地而起，化为亿万人社会实践的；在它轰轰烈烈的表象后面，掩蔽着
怎样的复杂背景；70年代末，当历史掀开崭新一页时，新一代高层领导人又是如何走出这一误区的。
　　将上山下乡运动波澜起伏的历史如实告诉读者，是本书的首要任务。
历史是不应忘却的。
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在几十年风风雨雨中经历了不少挫折、走过了不少弯路的民族来说，时时聆听历史
的回响，从中汲取教训，获得启迪，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演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过程，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以及经济建设中
一再重演的“过热”与“紧缩”，无不给它的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
它是一面镜子，不仅映射着新中国青年蹉跎与奋进的身影，而且集中反映出共和国曲折发展的足迹。
因此，这是一段内容异常丰富又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
认真回顾这段历史，予以科学总结，对于推动我国的现代史研究、经济史研究、青运史研究，对于深
刻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深远意义，都是有所裨益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知青史>>

内容概要

完成一部完整、客观、科学的上山下乡运动史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
中外学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入仍有待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
、经济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协同并进。
本书只是这方面的一个初步成果，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搜集资料是一项艰辛浩繁的工作。
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一、公开出版的报纸、杂志，“文革”初的红卫兵小报和印刷品；
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知青办公室形成的历史档案；三、“文革”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出版的与上
山下乡运动相关的宣传品、文件集、资料集、统计年鉴、大事记、劳动史志、研究著作；四、知识青
年的回忆录。
在以上资料中，各种官方资料是利用的重点。
我在研究中，对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整理、鉴定、筛选，旨在使本书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历史的原
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后持续达1／4世纪以上，堪称建国以来最旷日持久的一场由政府组织的社
会活动。
由于时间背景的不同，使这段历史形成鲜明的阶段性。
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1966年，为“文革”前阶段，从规模和走向
来说，又是上山下乡活动的兴起阶段；第二阶段，从1967年至1976年，为“文革”中阶段，也是上山
下乡活动演变为一场狂暴运动的高潮阶段；第三阶段，1977年至1980年，为“文革”后阶段，又是运
动急剧衰落的阶段。
　　本书主要研究“文革”以来的上山下乡运动史。
根据以上阶段划分，将全书分为序论和上、中、下三篇。
序论部分，扼要叙述了“文革”前上山下乡活动的兴起历程，把这作为展开全书线索的一个铺垫。
上篇《大潮涌起》、中篇《再起高潮》，将“文革”十年中上山下乡运动前后衔接的两次高潮分别叙
写。
笔者以为，这样编排既突出了全书的重点，也易于把握运动的动态变化。
下篇《大潮跌落》，考察了运动衰落的前因后果，惊心动魄的知青“返城风”是阐述的重点。
最后得出关于这场运动的若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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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1967—1973年）第一章红卫兵吹响进军号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激进
的政治意义。
它似乎不再是将城市“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泻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
奉献赤胆忠诚的极端形式。
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以“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为先导的。
一 上山下乡，如箭在弦1966年夏季，随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文化大革命”这只“潘
多拉的盒子”被一下子打开。
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行各业，都受到猛烈冲击。
8月在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和尾随其后的“大串联”，将“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国。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策划下，上海市一部分“造反派”组织夺了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
的领导权，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事件被官方喉舌誉
为“一月风暴”，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同时，“革命委员会”这种在极左路线卵翼下产生的权力形式，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权力机构的基本模式。
“一月风暴”咆哮所至，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揪斗，“靠边站”，甚至“被打倒
”，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陷人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伴随各地“造反派”夺权任务的实现，“文革”的领导者着手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控制下的新秩序。
针对教育部门，首先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外出串联，大、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促使桀
骜不驯的红卫兵们回到学校，置于纪律的约束之下。
3月7日，毛泽东在给《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
的材料所作批示中提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
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
毛的批示和有关材料经中共中央批转，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军训团（有些地方又称军宣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进入学校，师生陆续返校
，解散了为数众多的跨班级、跨部门、师生混合的群众组织，实现按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
接着开展“革命大批判”，解放干部，组建学校的临时领导机构，即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军训团进校，对结束学校的混乱秩序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同时也把林彪在军队中搞的一套工作方式
和作风带入学校，助长了空头政治、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极左思想理论的传播。
许多学校撤销教研室（组），取消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将师生按班、排、连的军事建制编队，设立
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
“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及“突出政治”的做法
风行大、中、小学校。
这对“文革”期间的学校教育和历届学生分配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中共中央宣布“复课闹革命”后，各地的形势发展大多一波三折。
一些地方的大、中学生，依旧滞留校外，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纠集在一起，以致武斗升级
，流血事件层出不穷。
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对武斗升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许多学校遭到破坏，秩序开始稳定下来的学校，重新陷入混乱状态。
为此中共中央于9月23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外地串联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
原地、原单位。
此举最终使迁延一年之久、已完全处在“无政府”状态的红卫兵大串联销声匿迹。
10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
。
在此以后各地学校陆续复课。
中学普遍复课后，一个严峻问题很快突显出来：“文革”爆发不久，所有大专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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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工作同时中断，使毕业生的升学道路完全堵塞。
另一方面“文革”引发的大动乱造成1967年生产大幅度滑坡，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9.6％（其中工
业产值减少13.8％）。
各地工矿企业大多苦于派性争斗，生产步履维艰，接纳新工人人厂的工作尚无从谈起。
这样，中学毕业生就业之路也变得异常狭窄了。
当时全国中学积压的1966、1967年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多达402万人①，大批毕业生分配无门，终日无
所事事，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
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关于复课闹革命情况的材料中，将毕业生分配作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指出：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
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尽管毕业生分配问题迫在眉睫，但全国许多地方还为严重动乱所困扰，一些地区因不断的武斗处在失
控或半失控的状态。
当许多地方还未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像中学毕业生分配这样一项涉及面很广，需要不同地区
和单位协同合作，自上而下周密计划、布置的工作还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在12月15日有关教改问题的批示中，要求大、中、小学校继续将
“教育革命”作为学校工作的中心，复课闹革命，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
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进入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积压在校的毕业生除1966、1967两届，又加
上1968届的598万人，三届毕业生（以后习称“老三届”）共达1000万人。
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积压在校，他们的出路何在？
在以后若干年里，高中和大学停止招生，升学道路被完全堵死。
而整个国民经济又呈现继续衰退的形势，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已经下降9.6％的基础上，再降4.2
％，只相当于1966年的86.2％。
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形势下，对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而言，招收新职工根本提不上议事日程。
“老三届”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
于是，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崭露头角。
二 第一声号角“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活动，最初并不是政府动员组织的结果，而是由首都北京的一些
“老三届”中学生自发倡始的。
“文革”十年，与“老三届”中学生息息相关的有两场运动，即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
红卫兵运动曾如摧枯拉朽的飓风扫荡全国，震惊世界。
它将一批年轻气盛、富于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推上政治舞台。
1967年8月18日，当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欣喜若狂的革命小将高呼“我支持你们”
时，年轻的红卫兵们天真地认为，自己似乎已成为决定中国前途乃至世界之命运的主宰。
但是，随着10月3日《红旗》第13期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而把群众运动的矛头进一
步引向各级领导干部，以干部子弟为中坚的红卫兵运动便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与此同时，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极左派控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结束了对老红卫兵（为与尔后兴
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又称新红卫兵相区别，将这一时期的红卫兵称“老红卫兵”）的利用，转而
扶持运动初期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造反派”学生，并以他们为核心重新组建了在各级
革命委员会有效控制下的红卫兵组织，即所谓“造反派”红卫兵（新红卫兵）。
在此基础上，建立跨学校、跨地区的“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
中学红代会的建立，标志着“老三届”学生领袖的“改朝换代”。
然而，无论是老红卫兵，还是新红卫兵，是所谓“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他们的政治取向、思想
观念大都如出一辙。
1967年9月发轫于北京的上山下乡活动，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率先组织起来的。
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在发动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
（一）真诚的探索者早在1966年6月“文革”爆发初，在全国每一所大、中学里，大字报、大标语，铺
天盖地；声讨会，批判会，通宵达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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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年级的几十名学生率先提出：“彻底砸烂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其中包括废
除旧的高考制度。
她们认为，旧的高考制度“突出业务，突出分数，贬低政治标准”，“排斥工农子女”，“扩大三大
差别，和封建社会考状元没什么两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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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是我与定宜庄多年研究的一个课题，当初曾有一个大致的分工，即她主要研
究“文革”前一段，我则把重点放在“文革”以来的历史上。
我们的研究虽然分头进行，但其间多有合作和交流。
今天，我们的两部书稿作为同一研究系列即将付梓印行，无疑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
前国家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同志对我们的研究一向给予了热情鼓励和支持，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先曾为
《中国知青事典》一书（我们与史卫民、何岚合著）作序，这次又欣然挥毫为《中国知青史》题写书
名。
在此谨向马老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本书出版，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特别是责任编辑马晓光同志的鼎力相助。
晓光同志在认真编辑书稿过程中，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使我受益匪浅，谨致以由衷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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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讲述的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并在60年代初掀起初澜、“文
化大革命”期间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运动，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
它不仅映射着中国青年蹉跎与奋进的身影，而且集中反映出共和国曲折发展的足迹。
随着“文革”的结束，它早已成为往事，但它留下的历史震荡不有完全消失，而人们对它的认真审省
，还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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