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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21世纪开始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待遇明显提高。
反思整个20世纪，我国知识阶层的生活状况几经曲折，中期逐步贫困化，以至于发生脑体倒挂的怪现
象，这已是毋庸置疑、不可回避的历史真相。
那么，以往我国知识阶层贫困化的历程如何呢？
今后又怎样争取合情合理的致富方式呢？
    我们要区分两种“知识分子”的界定。
一种是某些人心目中“知识分子应该是怎样的人”，例如“社会的良心”、“民众的喉舌”等；另一
种是“社会上老百姓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人”。
本书讨论的对象是后一种人群——社会上所谓的知识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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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丁玲陈明夫妇　　丁玲本是副部长级(行政7级)干部，月薪322元。
建国之初，她曾住在颐和园的松云巢，那是坐落于排云殿与石舫之间山坡上的一所较大的宅院，有正
房5间，耳房2间，院中有走廊。
毛泽东和江青还来这里看望过她。
后来，她又搬到多福巷16号，一所典型的方方正正的四合院里，这是公家的房子，她经过一番装修，
已是焕然一新了。
院内有繁茂的花木，北屋西边1间是她的书房，另1大间做客厅，西厢是卧室，东厢的3间中，有2间打
通为1大间是　　餐厅，房内摆了1套沙发，也可以做会客用。
南屋的几间由女工住，北屋两边的耳房做厨房和暖气锅炉房，东边的耳房由儿子住。
　　丁玲和丈夫陈明都被打成“右派分子”。
陈明的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对他的处理是第2类，撤销级别，保留厂籍，下放农场监督劳动。
陈明被发配到了北大荒——黑龙江密山农场。
从此停发工资，按农场新农工待遇，每月只拿28元生活费。
　　陈明走后，丁玲仍留在北京等待处分。
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告诉她：“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6类处理。
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6类处理，这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
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
”但是丁玲希望到北大荒去，同陈明生活在一起。
不久，她就从中国作家协会拿到由中宣部签署的一封简单的介绍信。
这一张窄纸条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
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
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丁玲就这样去了北大荒，这一年(1958年)她是54岁。
丁玲在北大荒住在简陋的农舍里，她参加劳动，养鸡，办托儿所，当扫盲教员，后又到宝泉岭农场安
家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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