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怀望遥远的青春（上中下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怀望遥远的青春（上中下册）>>

13位ISBN编号：9787209050470

10位ISBN编号：7209050477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时间：山东人民出版社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10出版)

作者：山东省档案局 编

页数：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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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怀望遥远的青春（上中下册）>>

前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曾是新中国历史上涉及干家万户、波及全社会的一场运动。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全国先后有近2000万城镇知识青年离开父母，奔赴边疆、山区、
乡村，经历了人生的磨炼和命运的洗礼，把他们的青春、汗水甚至生命奉献给了“第二故乡”。
这个历史过程不但改变了一代青年人的命运，对整个社会也产生了巨大、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我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时常想起那段生活，十分怀念勤劳质朴的乡亲，分外思念曾经在一起生活奋斗
的同伴。
收集汇总反映那段历史，既是那一代人的愿望，也是对历史的负责。
山东省档案馆整合山东知青档案资源，开展了山东知青史研究，形成了《怀望遥远的青春——山东知
青档案实述》，与已经面世的《山东知青档案资料汇编》，以及即将面世的《青春印象——山东知青
图片档案》、“山东知青档案史料展”，构成了山东知青史料的系统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以山东知青上山下乡过程脉络为主线，从不同角度相互印证，从一个个侧面描绘了山东知青
历史的多彩画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上个世纪新中国的一段风云历史，已经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选题，许
多以知青为题材的文艺作品问世，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应该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实事求是地记录那段历史，客观地加以分析
，鲜活地予以展现，有利于告慰前者，昭示后人，意义很大。
真诚希望档案馆的同志们在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开拓档案收集渠道，深入开展史料研究
工作，把对山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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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据统计，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约在1200万至1800万之间。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现象。
山东省档案局为了能最大限度地抢救、还原这段历史，面向社会举行了“征集知青档案”活动，征集
到了数量惊人的各类知青资料，其中不乏具有独特价值的珍贵文献。
该省档案局将这些珍贵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加入馆藏的一些资料，经有关人员3年努力，编辑成为
《怀望遥远的青春》一书。
总共收录文章97篇，配发图片近400幅，其中绝大多数为第一次公开发表，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怀望遥远的青春（上中下册）>>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写在前面的话山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概述早期回乡知识青年把青春献给农村新中国最早出名
的知青——胡兆坤城镇插队知识青年归侨知识青年——林淑娘回乡当知青的日子我下乡之路的进与退
感恩的婚姻没有岁月可回头陈庙纪事永远的知青情结我记得嫁在刘庄——一个女知青标兵的自述哦，
我的父老乡亲难忘岁月的生活浪花总理的教诲永远铭记在心中往事回眸——厉家寨插队纪事值得回味
的创业史时光中不老的孩子沉淀出的美好记忆十五岁时的那份纯真一支深沉苍凉的歌如歌的青春岁月
往事拾遗难忘的知青之家“老知青”旧事一段历史一首歌情感深处的记忆萌动的青春追寻激情岁月“
文革”中济南市两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始末家长兄长朋友——忆下乡带队的日子她是一粒闪光的
金子——讲述老知青李纪渝的故事昨天的故事知青生活片段难忘的回乡插队生活山东建设兵团知识青
年那时我们正年轻一张钢锨我当选“十大”代表始末山上多松难忘兵团那些年从渤海岸边到泰山脚下
——我在建设兵团那几年印记——回忆蹉跎岁月的往事我的知青岁月从我的日记读开来水啊水永铭心
间的记忆游黄河口忆军垦事黄河农场知青生活琐忆我的兵团生活珍藏心底的记忆眷恋那片黄土地——
记知青王鲁岩今生无悔的选择农场周边的村庄代价把关爱送给每一位兵团战士——记山东建设兵团14
团政委贾胜美罗家屋子纪事自豪吧！
兵团人苦乐年华林荫里的歌声赴青海支边知识青年永远的高原情结——齐鲁儿女参加建设兵团赴青海
的前前后后红柳林·沙柳包我们的青海农建师青海农建师的“劳大兵”——关于军垦知青生活的回忆
我与青海建设兵团宣传队情萦柴达木青海军垦生活散记到柴达木盆地采访山海人生——为纪念赴青海
生产建设兵团的青岛知青而作把根留住——记扎根格尔木的山东知青李和印踏上西去征程征途纪行梦
断祁连我与《战斗报》凛冽的冬天枯水岁月消失的部落我所认识的一位小提琴手患难夫妻风雨情“革
命化”的婚礼我为红柳写内参赴内蒙古支边知识青年热血草原——为纪念赴内蒙古支边的青岛知青而
作兵团里的那些事两次内蒙古之行情系马头湾回望当年一生中的四个女人兵团创业第一年那年，我差
点成了雷锋塞外除夕夜离乡·返乡赴甘肃支边知识青年足迹——一位甘肃支边知青的回顾昌马河的记
忆爱的记忆——写给同为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妻难忘的高考报名之路天光又是麦收时节美好难忘
知青15年山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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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中国最早出名的知青——胡兆坤郑永祥1948年4月底5月初，解放军打下了潍县及周边的几个县，使
鲁中、渤海、胶东三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胡兆坤的家乡——潍县二区申家村随之成了解放区。
此前，他是潍县一中的高材生。
刚解放的潍县急需有文化的入。
那时，能达到初小毕业，就算是出众的人才了，一个县一中出来的学生，就更成了宝贝。
听说申家村有这么位中学生，区里就来了人，动员他参加工作。
胡兆坤很快就参加了工作，亦即参加了革命。
在他参加工作大半年之后，作为调干学习，他又回到了潍县一中。
经过半年的学习，取得了初中毕业证书。
胡兆坤回到区机关，随后被派到三区新建的乡政府，在乡政府帮着领导搞土改。
也就是从这段时间起，他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走向农村的知青中的一员。
干什么都能拔尖土改过后，胡兆坤在乡政府担任财粮助理，同时兼任申家村的民校老师。
这财粮助理，负责的是乡政府所辖区域的税收、公粮的收缴、区政府的所有钱粮开销，以及督导农民
的收种等，事情就够繁杂的。
他还得抽空备课，以便晚上当民校老师给学生上课。
乡政府里就只有他一个文化人，那些需要写写算算的事都得依靠他，他又很要强，只要别人看得起他
，就没有个不行。
所以，那一阵子他很忙。
仗着年轻，也不知道累。
干了一年的财粮助理。
他对农民们态度好，该有的服务都很到家，该收的钱、该收的粮，都一点儿不少地缴纳给了政府，且
账目清晰，基本上没有差错。
这期间，他收了一大箱子北海币，由一个班的战士负责跟随押运，送到县政府。
经验收，只收了一张五毛钱的假币。
这在当时已是相当不容易的成绩。
由于工作出色，他再次被县里评为模范。
对民校工作，他也很尽心。
到了晚上，总是第一个来到民校。
他很勤快，到了民校的教室里，不是打扫卫生，就是拾拾掇掇，往往等他收拾好了教室，学员才陆续
而来。
他办事认真，又很讲究方式方法，这也体现在教学上。
因此，学生都说他教得好，也愿意跟他学。
他愿意教，学生愿意学，也就保证了教学质量。
由于成绩突出，由他主办的民校被评为全县的模范民校，他也成了民校的模范教师。
因为表现突出，他被吸收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接着，就进入了1951年。
为了让农民们团结互助，多打粮食，上级号召在农户之间成立互助组。
此时有个口号，叫“合作互助，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要求农户们在自愿的基础上成立互助组，
上级每年都派人到各村督导农户们实行这种生产组织，但该组织在很多村是“春组改，秋垮台，过了
年，再重来”，很不巩固。
区委决定派胡兆坤到申家村抓互助组试点。
胡兆坤来到村里，并没有着急抓成立互助组，而是利用参加工作几年来养成的习惯，首先进行认真的
调查研究，查找互助组办不下去的原因。
在了解到此前互助组的弊端后，胡兆坤也就有了办好互助组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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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他出面做工作，有7家农户参加了他组织的互助组。
当了这个互助组组长的他决定创新互助组的管理，对组员间的互助实行评工记工。
他首先对这7户组员的劳力、牲口、土地的面积和远近等进行了详细登记，由大家评议出工者(包括人
力和畜力)的工分并进行记工。
一个决算期满，算出一个工的报酬是多少，然后由别人给自己出工的总工分，减去自己挣的总工分，
或自己挣的工分，减去别人给自己出工的总工分，就是自己应付给别人的报酬或别人得付给自己的报
酬。
就是哥哥给弟弟干活，儿子给父亲干活，只要不算是一家一户的，都要算工分记工，一切按互助组的
章程来。
因多帮了别人自己会得到相应的报酬，所以对组长招呼自己给别人的互助，组员们都积极了，组长也
有了权威。
胡兆坤是乡财长，这是他能从经济利益出发来考虑调动农民参加互助组积极性的原因之一，也是他在
这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
他能评工能记工，又有一定的威望，所以他办的互助组成功了，而且办得相当成功。
他的成功经验被推广开来，这才使互助组成了当地农村较为巩固和普遍的劳动组织。
他再次成了县里的典型人物。
被迫务农在中学上学时，胡兆坤就是班里的拔尖人物。
他功课好，每次考试头三名里都会有他。
他的理想是中学毕业后升大学，将来当工程师或发明家，做个像模像样的高级知识分子，起码是能到
城里去找个体面的差使。
没想到却陷在农村拔不出脚来了。
原来，胡兆坤虽然是乡财长、互助组组长，但在当时来讲，都只能算临时工，就是一个兼着给公家打
打工的农民。
他的多数时间，都是围着自己家的庄稼地和庄稼院转。
新中国成立之后，到处都需要文化人，他的好多同学都参加了工作，一个个都有了体面的工作。
遇到一些熟悉的老同学，见人家穿得干干净净，制服手表一身洋气，让人好生羡慕；再看看自己，一
身庄户人打扮，土得掉渣，越比越觉得自己不该在农村呆着，越比越觉得自己应该远走高飞。
可父亲不让他走，互助组的组员们也拦着不让他走。
事情反映到区里，区委书记尚殿美也亲自做他的工作，区委书记给胡兆坤讲了苏联的集体农庄，讲农
村下一步的发展前景，讲了农村即将逐步实现的集体化、机械化、电气化，讲了在农村干下去的光明
前途，讲了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紧缺和可大有作为，讲了许许多多的道理，总之是希望他留下来，安心
农业生产，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本来，胡兆坤想给区委书记诉一诉自己这县一中高材生当农民的委屈，借以取得领导对自己到城里谋
前程的理解，没想到最后，他倒让区委书记给说服了。
加上父亲不让他走，组员们的挽留，实在是不好驳大家的面子，他只好辞了同学在城里给自己找的工
作，仍旧呆在了互助组里，继续忙活着互助组的事。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怀望遥远的青春（上中下册）>>

后记

本书的出版，离不开老知青们的关心支持。
征稿期间，有近千名知青作者和捐赠者向省档案馆提供各类资料2000余件，成为我们研究山东知青史
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由于本书容量有限，来稿未能全部采用。
受各个建设兵团老知青来稿数量的制约，本书在稿件采用数量上也存在较大的不均衡。
马以林先生参与了本书文稿的审改和版式设计工作，郑永祥先生、赵鉴先生、王鲁宁女士参与了撰稿
工作，荆强先生、李济青先生、杨艺先生提供了一批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照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感谢山东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李岱岩先生，为本书的出版策划给予了热情的帮助。
本书参阅并吸收了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的研究成果。
感谢知青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前辈，特别是刘小萌、定宜庄、史卫民、何岚等先生，正是有了他们
的研究，我们才少走了许多弯路，从中受益，并在有关概述中引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此深表谢意
。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定有不当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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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怀望遥远的青春:山东知青档案实述(上中下)》选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回忆文章97篇，配发照片
近400幅，其中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期望通过老知青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真实地还原那段历史。
《怀望遥远的青春:山东知青档案实述(上中下)》的作者中不乏成功人士，但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人，
他们平实自然地叙述自己，或写迷茫痛苦的经历，或写激情燃烧的岁月，不管是淡描还是浓抹，都是
自己的真切体验，都是历经磨难后的独立思考。
时代造就人，在社会大变革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些老知青身上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的烙印。
阅读知青的故事，可以读出坎坷，读出苦难，更能读出精神，一种艰苦创业的精神，一种坚忍不拔的
精神，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我们的社会需要这种精神，我们的时代需要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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