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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叶辛　　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
大标题里这么写。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
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
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
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
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
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
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
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
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
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
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
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
而发展到“文革”期问，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
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
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
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
》。
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
字统计的，比较准确。
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
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
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
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
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
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
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
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
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
来就是他们的家。
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
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
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
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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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
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
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
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
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
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
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
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
，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
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
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
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
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
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
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
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
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
、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
经看不甚明白了。
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
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
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
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
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
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
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
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
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
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
代人的成长史。
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
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
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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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燃情年华》是一部纪实文学集，共收录中长篇作品16篇，记录了北京知青去内蒙古插队23年的经历
，那个年代上山下乡，支边插队的知识青年所经历的人生是既有苦也有甜，经历磨难，开阔眼界，成
长起来，面对社会的不公，机缘巧合，每个人虽各有不同遭遇，但都脱不开那个历史年代。

《燃情年华》作者逍遥文笔流畅，叙事多以时间顺序来安排，也有倒叙，插叙，叙述，事件中有不少
残酷现实的部分，读来也让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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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逍遥，1946年11月24日生于四川乐山，北京长大，六六届高中毕业生。
1967年11月自愿报名去内蒙古锡林格勒盟东乌旗插队，该牧场后为兵团接管，一直做牧羊女。
1974年困退回京，手续整办两年。
在离不惑之年不怎么远时，从北京电大中文专业毕业，调入国家工商总局。
退休后主要进行知青及历史上小人物的纪实类文学创作。
发表的有长篇《羊油灯》，中短篇《失落的暗号》、《5427》、《被遗忘的知青部落》、《机关大院
的故事》等等，另有豆腐块文章若干。
特此强调，若无编辑及朋友的挖掘与鼓励，不会有《羊油灯》，更不会有我以后的继续爬格子，在此
，对他们的责任感与努力表示衷心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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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决定一下来，荆枝就决定回家探亲了。
　　当时，她心里特别灰。
搞基建她不怕，不就是卖力气吗？
可明明没影儿的事，也能指鹿为马，把她涂抹成双腿插在泥淖中的脏马一匹。
身背后仿佛张着无数嘴巴，喷着吐沫要把她淹死；又像有数不清的手指头在指指戳戳，打算把她搡进
泥塘里。
她还不能头顶状纸伸冤告状，不就是泼了一身污泥浊水吗，又没最终定案！
这口窝囊气只能憋在心里。
　　从小到大，她单枪匹马，不停地拼搏厮杀，打出了一片片蓝天。
曾一直天真地以为，天上的太阳也是为她升起的。
抬起头来，竟发现太阳变成了一牙儿月亮，已不再圆。
天空成为灰蒙蒙一片。
　　老天爷要是跟你作对，真是一点儿辙没有。
5427，不就是四个破数儿吗？
竟让你从天上掉进泥坑！
吃饱了撑的，会想起跟赵干事开这种莫名其妙的玩笑。
既坑了人家，又把自己的命运当做羊肉片，放进滚汤里涮。
生活原本不是儿戏，应该整日价板起面孔，要不就往脸上贴张面具⋯⋯　　这事儿换到其他姑娘身上
，早该哭天抹泪。
可荆枝一滴泪没掉。
到了家，她甚至没把自己的遭遇跟家人叙说。
打碎了牙往肚里咽，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性。
　　一个月一晃过去，她打算回连队了。
无论未来等着你的是什么，活着就得面对。
　　母亲悄悄对她说，走之前去看看娘娘吧！
也许，母亲已从她忧郁的眼神料定她遭受了异样挫折？
女儿毕竟是母亲的心头肉啊。
　　娘娘原是庙里的尼姑，从小修行。
史无前例中砸烂寺庙，她成为无家可归的孤老。
小城人到底善良，给她找了问小房子，时不时轮流给她送些吃的，等于在义务供养。
　　渐渐有人传出话来，老太太能掐会算，神了！
　　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本城有个“先知”，遂改口恭敬地称她娘娘。
　　灰透了的荆枝已对自己信心尽失，而这信心从小到大曾一直跟着她成长。
一个劲儿往前奔，一不小心，在命运的墙壁前碰得头破血流。
她有点儿信命了。
要是命运想拨弄你，就连几个小小的自然数也会叫你声名扫地。
　　她来到娘娘的小屋，屋子里很暗。
过了差不多一分钟，她才看清盘腿坐在炕上的娘娘。
穿一袭玄色布袍，已十分破旧，包裹着枯瘦如柴的身体。
脸庞像被一块松弛而揉皱的干皮包裹，双眼紧闭，没有牙齿的嘴不停蠕动，似乎在念着经文或咒语。
这一切愈发显示出她老朽生命的摇摇欲坠同时又弥坚不摧，这矛盾的混合体愈发透露出某种神秘信息
。
　　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她，她已无声地坐到了娘娘对面。
　　娘娘伸出一只青筋毕露的手，捏紧她年轻而充满弹性的手臂，嘴里念念有词一阵，忽然睁开眼睛
说，你明天不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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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走你会在路上遇见贵人，将来照顾你一辈子。
　　她确实已买好明天的火车票。
　　这回，她得听娘娘的。
靠着她的神秘指引，说不定她会到达幸福的彼岸？
　　她毫不犹豫地把票换成了后天的。
　　火车上一切平静，期待不期待的都不曾发生。
　　又回到大石寨，还有三天的路程就能到达三连，那里将是她的归宿。
　　大石寨设有兵团办事处，返程知青大都去那儿联络，为的是结伴同行，路上好有照应。
　　进了办事处，她迎头就问那里的现役，这几天有回我们团牧业连的吗？
　　有。
不过都是插队的，没兵团战士。
 插队的也行啊，他们走时，一定告诉我。
荆枝想，有伴儿就好，省得一个人，孤零零去到陌生的牧业连。
　　兵团战士的自我感觉从来就比插队的优越，自认是军事编制，似乎该有保障。
但这不过是一种感觉。
就像插队的往往来自大城市，文化与年龄均高，还看不起兵团的小豆包儿呢。
　　但三连的知青确实比荆枝混得更惨。
统共二十一人，不是杀人就是放火，案件似乎层出不穷。
有三个据说打死了人，判刑后被送往呼市监狱，听说北京军区的工作组来调查后，把个叫啸傲的给提
前放了；一个因政治问题在师部拘留所扣了两年，没有任何说法地恢复了自由；放火的判了一年，已
监外执行过⋯⋯运动中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笔笔账，新来的兵团战士闹不清楚。
当年批斗思想反动的杀人首犯和主犯时，还让她写过批判稿呢。
但她到底大着几岁，当时就想，都是年轻人，不至于反动到这种地步吧？
心里虽有疑问，还得跟着积极表现。
直到自己遭了殃，才知道白的也能涂成黑的。
　　这正是，挥起铁拳表忠心，嘴是描红战斗笔，革命肃清阶级敌，大梦醒来都倒地。
　　牧业连探亲回来的共两人。
其中一个咋咋呼呼，荆枝和他还算熟，那是连部赶大车的，叫石民。
还有一个神情惨淡，听人说叫曹扬。
一听这名字她就对上号了，原来，这就是放火的那位！
当时她想，一个肚里没货却吵吵得厉害，一个灰头土脸被抽了脊柱，这两位哪个也不像贵人哪！
看来娘娘的话不能全信。
　　路上一共走了三天，她甚至没和他们坐一辆汽车，跟谁也没怎么搭话，充其量只是点个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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