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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一代人的
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那段历史，从5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前后经历了27年。
它伴随共和国的坎坷步伐，走过了兴衰跌宕的历程。
在此期间，最震撼人心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其下乡人数之多，涉及面之广，社
会影响之深远，令世人瞩目。
　　今天，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题材的小说、影视、歌曲、绘画及回忆录等作品所形成的知青文化
潮，大都是老知青用他们自己的心血和笔墨，深情地描绘当年那一段色彩斑谰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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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六章和结束语，它是依照上山下乡历程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次分章。
第一章：叙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缘起，时间上溯到1955年，下限至1961年。
这一期间，尚处于倡导和个别试点阶段；第二章：叙述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历时6年；第三章：叙述“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揭示了为什么会演变成一场接受
“再教育”的政治运动，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严重后果；第四章：叙述了党和政府如何调整政策、
逐步缩小和结束上山下乡运动，同时反映了知青“大返城”后给城镇就业造成压力，以及改革开放政
策所带来的转机；第五章：叙述国家在关心下乡知识青年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第六章：叙述下乡
知识青年为国家分忧所做出的贡献，及其经受的磨练；结束语：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程的整体分
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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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三届”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危机    三、“四个面向”的提出    四、走在上山下乡运动前列的红
卫兵  第三节  把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推向顶峰    一、毛泽东号召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二、兴起支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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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第四章  调整政策，逐步缩小和结束上山下乡  第一节  上山下乡步履维艰    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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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继续解决好知青问题创造条件    一、开展慰问活动    二、加强舆论宣传    三、号召安定团结    四、表
扬好人好事    五、交流工作经验  第五节  亮起终止上山下乡的红灯    一、改变插队政策取得初步成果    
二、进一步放宽政策  第六节  把知识青年问题纳入城镇就业制度改革的轨道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
念    二、实行“三结合”就业方针，广开就业门路    三、举办劳动服务公司    四、调整产业结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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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缘起    二、各地选派带队干部的一些做法  第四节  为下乡知青创造学习条件    一、把知青点当成学
校办    二、各地举办业余教育的一些做法  第五节  结合安置青年，城市支援农村    一、北京支援延安
地区    二、上海支持重点安置地区    三、推广株洲经验，城市支援农村  第六节  对迫害知青的犯罪活
动进行坚决打击  第七节  加强知青工作的领导和办事机构    一、安置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领导小组及
其办事机构    二、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三、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及其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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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农村立下汗马功劳  第三节  他们将生命献给了“第二故乡”  第四节  老知青依然眷恋当年奋斗
过的农村结束语  一、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发和持续的经济原因  二、上山下乡运动走入歧途的政
治原因  三、“知青”的历史奉献功不可没  四、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改革旧的经济体制，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附录  附表1 1962—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  附表2 1962—1979年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  附表3 1962一1979年城镇知识青年跨省区下乡人数  附
表4 1974—1979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参加各级领导班子人数和城镇派带队干部人数  附表5 1962—1979年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调离农村人数及去向  附表6 1962—1979年国家拨付知青经费数及供应木材和建房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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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讲习所的活动内容和方法：课程设置，一般以政治课为主，劳动、文化、娱乐、军事体育和工农
业生产、生活基本知识为辅。
实际上，劳动课是讲习所的一门重要课程，目的在于培养知识青年的劳动观点，并使他们在就业之前
，能够初步学会一些农业和丁业基本知识，以适应下乡和就业的需要。
劳动形式有四种：一种是参加拥军优属、植树造林、搞好街道卫生等公益性劳动；二是参加近郊人民
公社、农场或厂矿企业有报酬的劳动，解决教学经费和学员生活困难，这种劳动不宜过多，否则变成
零工队，影响青年下乡；三是有条件的讲习所建立劳动基地，从事栽植果树、绿化荒山、种植蔬菜等
劳动；四是教育和组织学员积极帮助家长搞好家务劳动。
文化课主要学习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经常应用的文化知识。
　　此外还举办缝纫、做饭、理发、修鞋、打铁、木瓦工、卫生保健等专业学习小组，以培养知识青
年一些生产技能。
　　讲习所的组织领导：市、区一级由安置领导小组具体领导，共青团、妇联、劳动部门等在领导小
组领导下，分工负责。
讲习所在街道党总支领导下吸收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成立9－11人的所务委员会。
所务委员会设政治指导员，由街道总支书记兼任；正副主任由街道办事处主任、团总支书记、退休老
工人兼任，街道外勤干部兼班主任。
　　为了充分发挥学员的自我管理作用，每个讲习所吸引品学兼优的学员5-7人组成学生会。
　　讲习所的活动场所：一般都是本着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各方协作的原则解决的。
集中上大课时，借用厂矿企业和部队、机关的俱乐部、文化馆、小学校的教室。
有的街道发动青年自己动手修建房屋作教室，桌椅是学员自己动手利用废旧料制作的。
　　讲习所活动经费：开始有的街道从生产自救部门暂借，有的给讲习所以适当补助。
后来街道就有计划地组织学员参加有报酬性的劳动，提取其中一部分作为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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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主要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整体分析与评价。
该书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历史价值，线索清晰，史料翔实，是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反映我国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信史。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的出版，不仅可以满足社会需求，而且也为国史、党史的研究提供了
基础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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