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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1964年，贵阳市就有：300多名高、初中毕业生响应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
号召，立志到农村“滚一身泥巴，做社会主义新农民”。
他们是贵阳的首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1968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定的政治气候下，全国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
在短短的期间内，积压在城市的三届高、初中学生绝大多数都走向了农村。
至此，一度震撼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为上山下乡运动所替代。
贵阳市的“老三届”高、初中学生也几乎都被安置到农村。
40年过去了，当年的知识青年都已年过半百，“上山下乡”这个特定的词汇已成陈迹。
然而，怎样看待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特别是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期间那场震撼人心的上山下乡
运动，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什么，仍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是有显著区别的
。
应该这么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当时一批青年学生是怀着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激情和抱负自愿奔赴农村的。
然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则是解决大量青年学生既无法升学也无法就业的一种无奈
之举。
确切地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所必然造成的
非常态局面。
剖析和评价历史遗产是一件严肃的事，特别是当年的“知青”，他们不会用“壮举”或“噩梦”这样
简单的词汇去褒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因为现代社会已成长得更为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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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搜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得到有关部门及领导、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市人大常委会副王任王亚光搜集并送来照片近百张；原《贵州日报》新闻摄影记者王正雄将珍藏多年
的照片亲自送到编写组，研究员熊宗仁给我们送来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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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贵阳和全国一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断。
从1966年起，全国所有中学、中专和大专院校不再招生，所有单位停止招工。
城市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1967年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66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号召“知识青年到群
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再教育。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在1968年初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指出：“1966年
至1968年，全国积压中学生400多万”，并提出“大部分必须安排下乡”。
全国各地响应号召，陆续展开了上山下乡工作，北京的部分中学生率先自愿奔赴内蒙古牧区、“北大
荒”插队落户。
到1968年，贵阳市也已经积压全市40所中学的“老三届”（1966年、1967年和1968年三届高、初中应届
毕业生，下同）两万余人。
为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号召，8月21日6000多名“老三届”和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在六广门体育场集会，表
示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9月20日，10余万人在邮电大楼广场集会，欢送贵阳地区上山下乡安家落户的“老三届”以及到部队农
场锻炼的大专院校毕业生。
其中包括贵阳市大、中学校毕业生组成的“威宁新农民战斗连”、“高原轻骑突击队”、“换新天战
斗团”。
贵州农学院68级毕业生陈保红、贵州省物资学校68届毕业生魏西林等放弃大、中专毕业生的工作分配
，加入“威宁新农民战斗连”。
10月8日，这批“文化大革命”期间由跨校学生自发组成的上山下乡队伍，作为首批贵阳上山下乡知识
青年分赴平塘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插队落户，将贵阳市的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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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贵阳知青图志》是我们继编著《贵阳百年图鉴》之后，利用照片形象、直观而资料容量较大，又比
较客观的特点，反映一段时期历史的又一次尝试。
“知青”史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
我们很清楚编写这样一部图志的吸引力和挑战性。
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是非功过的评价，社会上有各种不同观点，而修志工作却不能盲目赶潮流。
历史需要较长时间的沉淀，不能轻率定论。
但值得重视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过去的时间还不长，当年的知识青年还健在。
作为上山下乡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他们热切希望有一部书来记录自己奉献青春与热血的往事。
凭着职业敏感，我们深知不能让这些弥足珍贵的亲历、亲见、亲闻史料失之交臂而成为修志事业上的
憾事。
但是，编纂这部书，还是让编写组煞费苦心。
一是搜集到的照片在地域和时间段上过于集中，很难全面地反映分散在市郊和全省52个县插队落户的
贵阳知识青年的历史与现状；二是雷同画面较多，即使是新闻照片和反映知识青年劳动生活的照片，
也受时代的影响，人物的姿态、背景大多整齐划一；三是有一些照片因时间久远，拍摄的地点及相关
的人、事难以核实，与我们预想的集知识青年劳动、生活、学习之大全的编辑计划大相径庭。
因此，很多珍贵的照片，虽然来之不易，我们也只能忍痛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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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贵阳知青图志》是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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