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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九六八年八月的南山大队第六生产小队，充满传说的“李家坟”被选定为知青点。

以徐荣光、联红霞为点长的十三名知识青年，入住了“李家坟”。
面对知青之间不断出现的困难和矛盾，他们将如何处理？
彼此间不经意产生的细微情愫最终的结果怎样？

艾抵资，偷懒爱贪便宜，嫉贤妒能，人称“拿情犯”。

她为了回城，排挤同伴，揭人短处，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得以如愿。
而在相处中渐渐对她有好感的韩彤辉又该如何？

何艳丽，由于出身资本家，受到个别同学的排斥，神经衰弱，在进入农村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时常产
生幻听、幻视。
她努力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最后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
同时和周剑南的感情，随着他的参军会发生变化吗？

“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余抗修最终会因为大队医生杨学留下吗？

李旭东虽然出身好，是个好青年，但性格比较耿直，给自己参军、抽工、升学等都带来了不少麻烦。

还有口无遮拦、乐观开朗的方国庆，文艺青年王继红，会点小功夫的陈建军，为人老实的姜立新和黄
为民⋯⋯
在下乡插队的六个年头里的生活、参军、抽工、升学，最后都抽调回城的全过程。
同时再现那个特殊年代，让人啼笑皆非的一些人和事，以及给多数人带来的困惑、彷徨、盲动、悲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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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宗沛妍，一九五二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一九六八年九月到农村插队，七年后回城，当过工人，做过人事及财会工作，现已退休。
我也不会作家的那些写作手法，更不具备那些虚构能力，文中的人物大多都是真实姓名，我和其中的
很多人现在还保持联系，当然不包括那些已经逝去的。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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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968年
九月中旬，小山村活跃了——迎来了第一批知识青年，给这个终年见不到几个外人的山沟沟，增添了
十三个新面孔。
八男五女，竟没有一个重姓的。
男知青：徐荣光、方国庆、周剑南、李旭东、王继红、韩彤辉、黄为民、陈建军，他们住在西屋；女
知青：联红霞、姜立新、余抗修、艾抵资、何艳丽，她们住在东屋。

1969年
一转眼春暖花开了，小队的二十多头耕牛就不喂干草了，每天早、中、晚由专人负责把它们放到较近
的沟岔、河沿吃嫩草。

1970年
春节过后，农历正月初十已经是二月十六日了，同学们都回来了。
停了十多天的烟火，青年点儿冰冷冰冷的。

1971年
又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群山披上了绿色。

一九七一年春天，布谷鸟又唱响了它的保留曲目——永远的布谷。

牛马拉着铁犁，又穿梭在田野里、山坡上，蹚出了一条条黑褐色的崭新的平行线，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给农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1972年
一九七二年正月初十，知青和社员排着队往地里挑土粪，热热闹闹的。
各生产小队的粪堆都一样，上面都用包米秆子熰着火、冒着烟。
一股冲天的臊味弥漫在空气里，嗅觉被熏得都麻木了，休眠了，不认真辨别是啥子气味了。

1973年
时间的流逝，即是漫长的，又是飞速的。

1973年3月，南山学校又开学了，又开始了有条不紊的教学工作。
联红霞、何艳丽上下班吃住也方便多了，更要下一番苦功，让南山小学的各项工作，好好保持在教育
系统的先进行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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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68年　　一　　东北山区，南山脚下，有个核桃树沟，住着六十几户人家，是当时的太阳升公
社南山大队第六生产小队。
　　全沟很难找到一块像样的平地。
农户多半住的都是依山建造的茅草房子，唯独小队部是砖瓦结构，坐北朝南，一大四小五间房横在沟
口，像个屏障，界定了沟里沟外。
　　队部的东屋，是小卖部。
东房山上有个卖货的窗口，前面是通向沟外的大车道，大车道的东侧是一条从南山各沟岔儿流下来的
山泉，形成了一条小河。
河床两侧是一棵棵粗粗的杨树和柳树，河水顺着大道东侧流向正北。
跨过丈把宽的河面，坎上就是李家坟。
有两亩多地，离小队部平行不足四十米， 算是全沟最大的一块平地了。
再往东侧便是一面陡峭的石壁，上面长满了藤条青苔，遮住了早晨东升的太阳。
　　李家没有了后人，坟茔荒芜二十八九年了，杂草丛生，树木横林。
每当夜幕降临之后，更显得格外阴森，常有鬼火飞来飞去，时疏时密。
如果没有小队部门前那盏高高绑在松树杆子上的大电灯，通宵达旦地亮着，夜里几乎没有几个心红胆
壮的英雄好汉，敢单独由此经过。
传说，要是遇上“挡”（这是当地的说法，现在人们都知道的“鬼打墙”），就得整夜在这地方转悠
了。
　　1968年8月初的一天，政治队长秦海农去沟外大队部开会，带回一个重要任务。
城里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个伟大号召，到农
村插队落户。
九月份就下达到各小队了。
　　上级要求在知青到来之前，一要盖好房子（青年点），二要备好烧柴，三要在队部附近选址建房
，要有院子。
国家给每个知青拨建房费、生活费共240元。
当年吃国家供应粮，以后就吃队里打的毛粮，每人每年不得低于600斤。
这样每年得多打一万多斤粮食才能满足。
　　盖房子不算什么大问题。
砖可以到大队的砖窑去拉，秋后算账，房檩子、椽子、大梁、门窗等木料可以到小队集体的落叶松林
子去砍；现成的门窗队里还有备料。
石头呢？
这里最不缺的就是石头，那是集体常年进现钱的副业之一；沙子，河床上取之不尽；玻璃，上级给拨
了指标，更何况还有一大笔建房费。
只是房场很难选定。
　　秦海农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原军人，三十四五岁，工作认真，雷厉风行，当晚就召开了社员大
会。
那时候乡政府叫人民公社，每个公社管辖十七八个大队，每个大队管辖六七个生产小队不等，是集体
所有制，农民都是公社社员。
只有“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例外，必须经过管制劳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再由社员大会评议通过，
才能摘了这个“四类分子”的帽子，成为一名光荣的公社社员。
　　针对房场的选定问题，大家七嘴八舌戗戗了两个多小时也定不下来。
　　首先，耕地不能动。
全队三百来口男女老少，人吃马喂还得交公粮，人均不足二亩薄地。
添人进口，土地不能再生，队部左右前后，除了集体的马棚、牛栏、猪圈、粪堆，再就是打谷场了，
没有一点儿可利用的空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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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有人提到了李家坟。
有人赞同，好主意！
　　生产队长赵德福高兴地说：“对呀！
可解决大问题了。
秦大哥，咱咋把这风水宝地给忘了呢？
”　　秦海农说：“不行！
简直是胡闹！
咱自己咋没在坟茔圈（juàn）子里盖房子？
拿人心比自心啊！
”　　社员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这话看怎么说，破除迷信了嘛，李家坟就是最合乎上级要求的房场了
。
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城里的红卫兵小将们，敢把皇帝拉下马，还能怕死鬼吗？
毛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阶级敌人斗其乐无穷，那与死鬼斗一斗，也应该是
其乐无穷啊！
　　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用在哪里，哪里就有了理论根据！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算是上纲上线了，秦海农也就没法再说什么了。
于是，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
　　趁着农闲，第二天就开工了。
政治队长秦海农，贫协组长兼仓库保管员、喂猪饲养员为一身的张来顺都是共产党员，是当然的带头
人，还有生产队长赵德福、妇女队长王春兰、民兵排长李长胜、会计杨学、木匠兼小队出纳员田大江
、老石匠张鹤龄，这些算是有点儿头衔的，都得参加平房场。
其他社员都情愿去搬石头、伐木头、拉砖、筛沙子，虽然累点儿，但谁也不愿意去挖坟掘墓，那是人
生一大忌，是怕招邪，遭报应。
　　伐倒老树，割去荒草，铲平坟丘，填实坟穴，是个好房场，真是一个好房场，其实，它本来就是
个好房场。
　　早在二十八年前，这里还是李财主的宅子。
李财主不是本地人，有了钱又嫌城里闹，于是看好了风水后，才在这里大兴了土木。
　　当时的李财主五十出头，娶了三房老婆。
大老婆生了一个儿子，叫李奉利，留学东洋做了日本鬼子的翻译官，娶了个日本女人，有一个六岁的
儿子，取名李一郎；二老婆生了两个儿子，都是买卖人，也都娶妻生子了，富贵满堂；三老婆是从妓
院里赎出来的女人，年轻有几分姿色，虽然出身烟花柳巷，却有一个高洁的名字——白瑞雪，膝下无
子女，她很讨厌大儿子李奉利的那副奴才相，却很喜欢中日合资的大孙子李一郎。
　　1940年初夏，暑气早来。
李财主过寿，家人团聚。
大儿子李奉利从县城请来了一群日本官兵，骑着马挎着枪，耀武扬威。
李财主并不喜欢，但李奉利却十分得意。
一个日本军官喝得兴起，想寻开心，盯上了三姨太白瑞雪。
李奉利示意三姨娘去应酬，白瑞雪气得咬牙切齿，恨李奉利不拿自己当人看，就领着李一郎躲进了东
厢房。
鬼子不肯作罢，闯入东厢房与白瑞雪纠缠。
六岁的李一郎比他爹深明大义，上去一口咬住了鬼子的屁股不撒口。
心毒手狠的鬼子拔枪打死了这个有着一半日本血统的孩子。
白瑞雪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当年要不是日本鬼子杀害了她全家，她也不至于被逼良为娼堕入风尘
；她亲眼目睹日本鬼子在中国大地上欠下的一笔笔血债，怒不可遏，拔下簪子刺透了鬼子的腮帮子。
鬼子疼得哇哇大叫，对着白瑞雪连开三枪。
福寿堂顿时变成了屠杀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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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财主和李奉利听见枪声慌忙赶来。
目睹惨状，李财主气得浑身发抖，抓起一个胆瓶砸向鬼子，大骂：“奉利，你个浑蛋！
快开枪！
杀了这狗娘养的小日本鬼儿！
”李奉利这才意识到，是自己引狼入室，招来了灭门大祸。
　　这个软骨头终于开了枪，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先下了手，面对大宴款待他们的中国人，大开了杀
戒。
李家上下三十多口人，外加亲友用人，只跑出去一个长工李虎，连同那个日本媳妇都遇了难。
日本鬼子没忘了把财物洗劫一空，放火烧了李家大院，还有十几家农户的房子也跟着遭了殃。
事后是石匠张鹤龄带领乡亲们，把李家烧焦的尸骨就地掩埋了。
从此，这里就成了李家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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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知青大姐写的很真实，描写得很好！
总之我的拙笔形容不出的那种好。
也许这就是情感的倾述吧！
你们生在一个错误的时代，但是错误的时代给了你们理想，比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浑浑噩噩地活着有意
思多了。
我们不该忘记那段扭曲的历史！
　　——虾里扒仁　　我很喜欢看老年人写回忆知青时的生活，那样让我感觉到另一种生活。
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太闲了吧，没有感受过奋斗的感觉呵！
　　——鬼雨妹妹　　那真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莫名其妙的年代呀！
　　——如是往事　　看着那个年代的事情心里总是酸酸的，即使是看开心的经历也依然。
直到现在依然不是很明白那些整天揪人小辫子的那些人的想法，他们和那些人有多大的仇恨，可以把
一个和他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
　　——小东东8405　　因为我的妈妈是地主出身，所以从她嘴里了解到的那个岁月，有些和您说的
不太一样，所以我非常感谢您能够从另外一个层面对那个时代的纪录，让我能更全面的去了解那段历
史。
我回去一定会把这篇文章给我妈看看，让她看看，其实不管在任何年代，我们大部分的中国人都还是
怀有良知。
从您写的这些文字以及对大家的回复，我真的非常感动，这种淡定、这份宽容、这份大度、这份良知
、这份含蓄、这份幽默⋯⋯真的，这才是我所认识的中国文化，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的文化，这才是
撑起我们这个民族的力量啊！
　　——墓头回　　我一个小孩子没资格评价历史，但是也希望能够客观看待那个年代，看到现在的
历史书政治书不能正视那个年代的问题，很是困惑，不知是不是编书的人不肯正视历史，我也不希望
我们后代忘记那段无法理解的变态的岁月，作者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面貌。
　　——笨笨的嘟嘟的狗狗　　我也是沈阳人，我的父母也是68年的知青，看了您的文章，我仿佛走
进了您所描述的那个有真情，也有畸形的感情的奇怪的年代，更让我了解了我的父母当年的生活。
　　——wjwsy　　我母亲也是知青，说来惭愧从未试图了解她那一段经历。
还是通过您的小说才知其一二，不过您是乐观的我想其间甘苦当不足为外人体会，冷暖却是你们自知
的。
　　——yida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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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40年如昨，只因那终生忘也忘不掉的知青记忆　　天涯网点击过240万，令无数的老知青和知青子
女感动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家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