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家国十年1966-1976·一个�>>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家国十年1966-1976·一个红色少女的日记>>

13位ISBN编号：9787506355728

10位ISBN编号：7506355728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张新蚕

页数：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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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国十年1966-1976·一个�>>

前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家国十年1966-1976·一个�>>

内容概要

本书以文学创作的手法，从头至尾插入了相当篇幅的“补记”，文风朴实、细腻、新颖，既有“小家
”充满了人性化的有趣的故事，又有“我的祖国”曲折而厚重的历史；既有对大中小城市社会风尚和
各类人物的描写，又有色彩很浓的令人反思的有关政治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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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新蚕，女，1952年4月生于北京。
1968年10月在吉林省梨树县喇嘛甸公社王家园子大队二队插队。
1970年10月调至吉林省四平市城建局团委，任干事。
1973年10月就读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暖通专业，1976年10月毕业，任吉林省人防设计院暖通室主任
。
1990年弃工从文，著有《旧情书》、《青春之恋》、《深沉的依恋》、《红色少女日记》等。
1997年7月任北京市文联《北京纪事》杂志社副社长，2003年任《中国网通》杂志主编，2007年6月退
休，现从事专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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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日记》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民间文本，从中我们能了解到一个“时代青年”如何成长的文化人
格模式。
它是时代群体缩影，是了解、认识共和国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资料，也是中国人教育、启迪自己的一
面镜子。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最
大的历史之谜，同时又是花费了高昂代价获得的历史经验教训的丰富宝库，而“破解”和“总结”的
共同前提就是要把握充分而真实地体现那一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金春明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书中有关个人内心世界的表述，为我们了解红卫兵的精
神史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这让今天的年轻人看起来似乎不可理解，却又是那个时代的真
实写照。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通过这本《日记》，我们可以了解1966年至1976年间“
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发动的，以及所经历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闹派性、大批判、武斗、军训、
上山下乡、抽调回城、上大学等过程，它记录了一个少女接受极左思潮残害的痕迹，也让我们看到在
那动荡和狂乱的岁月里，人们是怎样生活和思考的⋯⋯　　——何镇邦 （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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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日记》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民间文本，从中我们能了解到一个“时代青年”如何成长的文化人格模
式。
它是时代群体缩影，是了解、认识共和国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资料，也是中国人教育、启迪自己的一
面镜子。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最大的历史之
谜，同时又是花费了高昂代价获得的历史经验教训的丰富宝库，而“破解”和“总结”的共同前提就
是要把握充分而真实地体现那一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金春明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书中有关个人内心世界的表述，为我们了解红卫兵的精神史提供了
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这让今天的年轻人看起来似乎不可理解，却又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通过这本《日记》，我们可以了解1966年至1976年间“文化大革命
”是如何发动的，以及所经历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闹派性、大批判、武斗、军训、上山下乡、
抽调回城、上大学等过程，它记录了一个少女接受极左思潮残害的痕迹，也让我们看到在那动荡和狂
乱的岁月里，人们是怎样生活和思考的⋯⋯——何镇邦 (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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