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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六十年代》

内容概要

年代怀旧丛书，一场关于中国六十年代时政、电影、歌曲、记忆碎片的追忆盛宴。
经历六十年代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时代难以言说，它似一个没有密码的“黑匣子”，畜养了太多的故
事。这些故事首尾相连，却又面孔各异，显得繁琐而绵密。它留我们的记忆可能是一场狂热的运动，
一声试血的口号或是一种关于饥饿的记忆。庐山会议、向雷锋同志学习、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大串连⋯⋯
本书为您展现六十年代的历史回放；六十年代的电影；六十年代的歌曲；六十年代的记忆碎片；六十
年代的老新闻；六十年代的词汇。
在此书中,你会与许多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擦肩,这是一个潮湿且温暖的旅程,但愿你能从它们那里看到
变通个体在六十年代里的喜怒哀乐、共和国在六十年代里的曲折历程、中华民族在六十年代里的挣扎
与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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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六十年代》

书籍目录

阳光灿烂的时代　1960年代历史回放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暴风雨来临前的绝色光影　1960年代的电影　革命家庭　红色娘子军　红旗谱　战上海　暴风骤雨　
李双双　南海潮　冰山上的来客　早春二月　野火春风斗古　城　小兵张嘎　农奴　英雄儿女　　白
求恩大夫　舞台姐妹　大浪淘沙有一种声音叫做怀念　1960年代的歌曲　打靶归来　什么结子高又高
　翻身农奴把歌唱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走在大路上　学习雷锋好榜样　丰收歌　大海航行
靠舵手　我为祖国献石油在1960年供的路上跑　1960年代的记忆碎片　走向街头、横扫“四旧”－
－60年供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　英美汽车改成“反帝牌”，苏联汽车改成“反修牌”－－60年
代的“更加运动　徒步行军走遍全中国－－60年代的全国大串联　草绿军装、劳动服－－60年代整齐
划一的时尚服装　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60年代最时髦的装饰　全国上下一片红－－60年代流行一
时的“红海洋”　“早请示，晚汇报”－－60年代人人读“红宝书”　语录歌－－60年代的流行歌曲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60年代的荒诞记忆　⋯⋯故纸堆中翻拣拟水年华遗落的岁月烟尘里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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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六十年代》

精彩短评

1、这个系列挺有意思的，可惜我不是生在1960年代啊~哈哈！
2、总体可以,值得推荐,也值得支持一下
3、上当了不是
    前一阵子禁了八本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读者荷包又大出血了
    再这么搞几下，快反不动了，呵呵
4、一本笑话集
5、错误百出。为了61个阶级兄弟，竟写成河南省平陆县。作者太草率了。
6、红小字比黑大字好看，最后的老新闻实在是太搞笑了
7、　　六十年代这是一个黑暗的年代，经过这个不同寻常的10年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年代难以言说，一
场狂热的运动、一声拭血的口号或是一种关于饥饿的回忆。
　　
　　六十年代的词汇：
　　向雷锋同志学习/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反对修正主义/备战、备荒、为人民/已阶级斗争为纲/横
扫一切牛鬼蛇神/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革命委员会好/斗、批、改/伟大的导师、伟大
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万岁/复课闹革命/广大农村天地，大有作为/抓革命，促生产/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红卫兵/上山下乡/大字报/五七干校/串联风/早请示，晚汇报/出身论/红小兵/安亭
事件（王洪文策划的卧轨拦车事件）/走资派/赤脚医生/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破四旧/黑帮/翻案风/
牛棚/最高指示/工宣队/天天读/工分/贫下中农/忠字舞/批斗/揪斗/武斗/公社、大队、生产队/公安六条
　　
　　疯狂的大炼钢铁和鸣放卫星使所有的人都进入狂热的土法炼钢，将自家的铁锅和其它铁器重新扔
进了自家后院或公社空地上垒起的炼钢的土包，炼出来的却是一块块黑漆漆的废铁疙瘩，但人们却还
争先恐后地去抚摸它，将其系上红绸带，由年轻的小伙子抬着准备向上级汇报。公社干部宣言：我们
炼出来的钢将来要造成三颗炮弹，一颗打到蒋介石的床下，一颗打到蒋介石的茅房里，再一颗蒋介石
的羊圈里。蒋介石在无知的他们眼里和他们成了和他们一样的农民了。狂热的运动使人们放着熟了的
稻米都烂在稻田里，却无人问津，或许与无人敢提出去割稻谷而影响伟大的革命事业。接着所谓天灾
实为人祸的三年自然灾害出现，大饥饿成了老百姓面临的巨大问题，大约有3千多万的人死于这场灾
害，可怕的政治运动。
　　同时苏联和中国发生了分歧，撤走了所有的苏联专家，中国人民被迫饿着肚子自力更生。在经过
大规模的调整，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中苏关系恶化，中国与世界完全
隔离了。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起点，由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操纵下，很快地发展为文学艺术领域里的一场大批判运动（清朝文字狱），
成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直接导火线。迫害了大批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身为国家主
席的刘少奇在卧床不起靠鼻饲维持生命一年多来，他的糖尿病、高血压、肺炎、植物神经紊乱等重病
从他被“打倒“以来从没有得到认真的治疗。仅是为了“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含冤而死后火化单上的职业却是“无业”，这种状况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样“史无前
例”。
　　
　　破四旧运动：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
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店、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
。在这场巨大的浩劫中，全国上下总共约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
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那些历史古迹也遭受严重破坏。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六十年代的荒诞记忆
　　声势浩大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农民养在鸡笼里的鸡，
圈子里的猪，还有自留地里的菜都成了“资本主义尾巴”，必须一个不留的割掉。之后，又提出要对
“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要“荡涤一切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风头压得更紧了，“小资”们成
了过街老鼠，只能拉下帽檐顺着小道摸黑走。冠冕堂皇的言论，就有这样的魔力，它能以最温柔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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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六十年代》

式俘获你，使你陷于疯狂、不能自拔。在灌下两碗热乎乎的迷汤后，青年们“猛醒”了，他们为了新
中国“更灿烂的明天”，摇旗呐喊，声嘶力竭。于是，他们心急火燎地行动了起来，开始围剿那些屡
割不尽的“尾巴”。
　　
　　栉风沐雨的知青部落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
那时开始，成千上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他们欢呼游行，甚至咬破手指写血书，誓要“到
广阔天地滚一身泥，炼一颗红心”。当时，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去了农村，“文革”期间毕业的“老
三届”，以及其后陆续从中学毕业的城市青年，成为了“知青”的主体。当长久的压抑，使知青们的
逆反情绪，在暗地里一点一点堆积、酝酿，终于他们挺起头颅，涌入声势浩大的返城浪潮里。1979年2
月起，大批被浇灭了拓荒梦的知青，踏上返城的列车。他们托儿带口，步履蹒跚，个个满脸倦容地回
到了家乡。整整十年的上山下乡的运动，一代人在这场运动里播撒下自己的热血和青春，收获的却是
苦难和教训。用惨痛的代价换来的一场政治和经济上看都是失败的尝试，这是一段真实而惨烈的历史
。 
　　
8、又是一本禁书．呵．想不明白邬先生怎定义禁书一词的．书的封面不对．呵

9、　　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将这一套年代怀旧丛书买下来． 
　　这本书是如此道：
　　
　　１９６０年年度主题－　大跃进过后，老百姓面临的是饥饿．
　　　　　　　　　　　　屋漏偏逢连夜雨，苏联开始撤走大批专家．
　　　　　　　　　　　　中国人民被迫饿着肚子自力更生．
　　
　　１９６１年年度主题－　天灾人祸，
　　　　　　　　　　　　　使得＂吃＂成了这一年名副其实的主题．
　　
　　
　　１９６２年年度主题－经过大规模的调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印度在中印边境点燃了战火，
　　　　　　　　　　　　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自卫反击．
　　
　　
　　１９６３年年度主题－中苏两党开始论战，
　　　　　　　　　　　　＂修正主义＂成了中国的首要敌人．
　　　　　　　　　　　　同时，毛泽东提倡忆苦思甜，
　　　　　　　　　　　　农村开始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
　　　　　　　　　　　　清工分的＂四清＂运动．
　　
　　
　　１９６４年年度主题－国家刚刚从困难中恢复过来，
　　　　　　　　　　　　开始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庆．
　　　　　　　　　　　　原子弹引爆成功，
　　　　　　　　　　　　中国人民欢欣鼓舞．
　　
　　
　　１９６５年年度主题－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意见分歧逐渐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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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六十年代》

　　　　　　　　　　　　山雨欲来风满楼．姚文元等开始粉墨登场．
　　　　　　　　　　　　上窜下跳，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１９６６年年度主题－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迫害．
　　　　　　　　　　　　王洪文因率众在上海卧轨拦火车而扬名，
　　　　　　　　　　　　并因此开始发迹．
　　
　　
　　１９６７年年度主题－　这一年，全国大乱，
　　　　　　　　　　　　　毛主席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八个样板戏开始推行，垄断了老百姓的娱乐生活．
　　　　　　　　　　　　　　文化真的被革命了．
　　
　　
　　１９６８年年度主题－这一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
　　　　　　　　　　　　经济建设却是一落千丈．有人提出了
　　　　　　　　　　　　＂世界革命中心－北京＂．
　　
　　
　　１９６９年年度主题－这一年，中苏不再口诛笔伐，
　　　　　　　　　　　　而是改为珍宝岛兵刃相见．
　　　　　　　　　　　　贺龙．刘少奇相继冤死，
　　　　　　　　　　　　还有一大批人生不如死．
　　　　　　　　　
　　　　　　　　　
10、生命的往前延伸
11、中国人是个健忘的民族，不是因为他们记忆力不好，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记忆。
    ================================
    同意观点
12、　　   本来对这样流水账一样的怀旧书籍是没有多大兴趣的，出的太多，滥了，但最近这一套书
被查禁了，兴趣就来了，谁让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正巧的是在南大南师之间的打折书店看到了这一
套书，一本10块钱，一共40块，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又是禁书，搞不好以后还能升值了。（最近南
京好多打折书店还出现了正版的《伶人往事》，这大概是一个书界新动向，大书店不让卖的转移小书
店，市场经济让1984逐渐瓦解）
　　    粗粗翻了一遍这本书，没有什么惊人发现，基本都是按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来回忆60年代，罗
列资料。这样的书都查禁，证明了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历史还是忘记了好，往事如烟，禁止回忆！ 
　　    历史不容忘却，那是对日本而言，其他还是忘了吧⋯⋯⋯⋯
　　
　　
13、重温往事,怀念那段成长史
14、流水账 琐碎
15、六十年的简单梳理，但都是比较表面的接近全面但有些敏感的也没有收录进去，可以理解
16、让我们能充分了解和重温那疯狂年代的事情。
17、很多事情没有，比如1969。看着那个时代，觉得荒唐又悲哀。
18、　　很正统的一本书啊，真的很奇怪。
　　
　　实体书已经找不到了。我是从迅雷下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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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六十年代》

　　
　　看了看，里头都是一些陈年旧事，人所共知，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会被禁止。
　　
　　中国人是个健忘的民族，不是因为他们记忆力不好，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记忆。
19、摘用官方的语言（报纸），揭露了那个年代的种种荒谬，基本上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说话，但是
现在看来，荒谬绝伦。
20、这本书对于六十年代的事情从各个方面进行了重现和梳理，比较全面地提供给读者，比较直观、
实用的。
21、根本没真禁啊，同志们，那八本书，我一本不少，全买到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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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六十年代》

精彩书评

1、本来对这样流水账一样的怀旧书籍是没有多大兴趣的，出的太多，滥了，但最近这一套书被查禁
了，兴趣就来了，谁让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正巧的是在南大南师之间的打折书店看到了这一套书，
一本10块钱，一共40块，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又是禁书，搞不好以后还能升值了。（最近南京好多
打折书店还出现了正版的《伶人往事》，这大概是一个书界新动向，大书店不让卖的转移小书店，市
场经济让1984逐渐瓦解）粗粗翻了一遍这本书，没有什么惊人发现，基本都是按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
来回忆60年代，罗列资料。这样的书都查禁，证明了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历史还是忘记了好，往事如
烟，禁止回忆！ 历史不容忘却，那是对日本而言，其他还是忘了吧⋯⋯⋯⋯
2、六十年代这是一个黑暗的年代，经过这个不同寻常的10年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年代难以言说，一场狂
热的运动、一声拭血的口号或是一种关于饥饿的回忆。六十年代的词汇：向雷锋同志学习/农业学大
寨/工业学大庆/反对修正主义/备战、备荒、为人民/已阶级斗争为纲/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革命无罪，造
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革命委员会好/斗、批、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
手毛泽东万岁/复课闹革命/广大农村天地，大有作为/抓革命，促生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红卫兵/上
山下乡/大字报/五七干校/串联风/早请示，晚汇报/出身论/红小兵/安亭事件（王洪文策划的卧轨拦车事
件）/走资派/赤脚医生/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破四旧/黑帮/翻案风/牛棚/最高指示/工宣队/天天读/工
分/贫下中农/忠字舞/批斗/揪斗/武斗/公社、大队、生产队/公安六条疯狂的大炼钢铁和鸣放卫星使所有
的人都进入狂热的土法炼钢，将自家的铁锅和其它铁器重新扔进了自家后院或公社空地上垒起的炼钢
的土包，炼出来的却是一块块黑漆漆的废铁疙瘩，但人们却还争先恐后地去抚摸它，将其系上红绸带
，由年轻的小伙子抬着准备向上级汇报。公社干部宣言：我们炼出来的钢将来要造成三颗炮弹，一颗
打到蒋介石的床下，一颗打到蒋介石的茅房里，再一颗蒋介石的羊圈里。蒋介石在无知的他们眼里和
他们成了和他们一样的农民了。狂热的运动使人们放着熟了的稻米都烂在稻田里，却无人问津，或许
与无人敢提出去割稻谷而影响伟大的革命事业。接着所谓天灾实为人祸的三年自然灾害出现，大饥饿
成了老百姓面临的巨大问题，大约有3千多万的人死于这场灾害，可怕的政治运动。同时苏联和中国
发生了分歧，撤走了所有的苏联专家，中国人民被迫饿着肚子自力更生。在经过大规模的调整，纠正
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中苏关系恶化，中国与世界完全隔离了。1965年11
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起点，由江青、张春桥、姚
文元等操纵下，很快地发展为文学艺术领域里的一场大批判运动（清朝文字狱），成为十年浩劫的“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直接导火线。迫害了大批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卧床
不起靠鼻饲维持生命一年多来，他的糖尿病、高血压、肺炎、植物神经紊乱等重病从他被“打倒“以
来从没有得到认真的治疗。仅是为了“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含冤而死后火
化单上的职业却是“无业”，这种状况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样“史无前例”。破四旧运动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
的理发馆、裁缝店、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在这场巨大的
浩劫中，全国上下总共约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
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那些历史古迹也遭受严重破坏。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六十年代的荒诞记忆
声势浩大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农民养在鸡笼里的鸡，圈子
里的猪，还有自留地里的菜都成了“资本主义尾巴”，必须一个不留的割掉。之后，又提出要对“资
产阶级全面专政”，要“荡涤一切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风头压得更紧了，“小资”们成了过
街老鼠，只能拉下帽檐顺着小道摸黑走。冠冕堂皇的言论，就有这样的魔力，它能以最温柔的方式俘
获你，使你陷于疯狂、不能自拔。在灌下两碗热乎乎的迷汤后，青年们“猛醒”了，他们为了新中国
“更灿烂的明天”，摇旗呐喊，声嘶力竭。于是，他们心急火燎地行动了起来，开始围剿那些屡割不
尽的“尾巴”。栉风沐雨的知青部落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
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那时开始，成千上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他们欢呼游行，
甚至咬破手指写血书，誓要“到广阔天地滚一身泥，炼一颗红心”。当时，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去了
农村，“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三届”，以及其后陆续从中学毕业的城市青年，成为了“知青”的主
体。当长久的压抑，使知青们的逆反情绪，在暗地里一点一点堆积、酝酿，终于他们挺起头颅，涌入
声势浩大的返城浪潮里。1979年2月起，大批被浇灭了拓荒梦的知青，踏上返城的列车。他们托儿带口
，步履蹒跚，个个满脸倦容地回到了家乡。整整十年的上山下乡的运动，一代人在这场运动里播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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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热血和青春，收获的却是苦难和教训。用惨痛的代价换来的一场政治和经济上看都是失败的尝
试，这是一段真实而惨烈的历史。 
3、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将这一套年代怀旧丛书买下来． 这本书是如此道：１９６０年年度主题－　大
跃进过后，老百姓面临的是饥饿．　　　　　　　　　　屋漏偏逢连夜雨，苏联开始撤走大批专家．
　　　　　　　　　　中国人民被迫饿着肚子自力更生．１９６１年年度主题－　天灾人祸，　　　
　　　　　　　　使得＂吃＂成了这一年名副其实的主题．１９６２年年度主题－经过大规模的调整
，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印度在中印边境点燃了战火，　　　　　　　　　
　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自卫反击．１９６３年年度主题－中苏两党开始论战，　　　　　　　　　　
＂修正主义＂成了中国的首要敌人．　　　　　　　　　　同时，毛泽东提倡忆苦思甜，　　　　　
　　　　　农村开始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　　　　　　　　　　清工分的＂四清＂运动．１
９６４年年度主题－国家刚刚从困难中恢复过来，　　　　　　　　　　开始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
大庆．　　　　　　　　　　原子弹引爆成功，　　　　　　　　　　中国人民欢欣鼓舞．１９６５
年年度主题－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意见分歧逐渐公开，　　　　　　　　　　山雨欲来风满楼．姚文元
等开始粉墨登场．　　　　　　　　　　上窜下跳，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１９６６年年度主题－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迫害．　　
　　　　　　　　王洪文因率众在上海卧轨拦火车而扬名，　　　　　　　　　　并因此开始发迹．
１９６７年年度主题－　这一年，全国大乱，　　　　　　　　　　　毛主席说：＂形势大好，不是
小好＂　　　　　　　　八个样板戏开始推行，垄断了老百姓的娱乐生活．　　　　　　　　　　　
　文化真的被革命了．１９６８年年度主题－这一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　　　　　
　　　　　经济建设却是一落千丈．有人提出了　　　　　　　　　　＂世界革命中心－北京＂．１
９６９年年度主题－这一年，中苏不再口诛笔伐，　　　　　　　　　　而是改为珍宝岛兵刃相见．
　　　　　　　　　　贺龙．刘少奇相继冤死，　　　　　　　　　　还有一大批人生不如死．　　
　　　　　　　　　　　　
4、很正统的一本书啊，真的很奇怪。实体书已经找不到了。我是从迅雷下载的。看了看，里头都是
一些陈年旧事，人所共知，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会被禁止。中国人是个健忘的民族，不是因为他们记忆
力不好，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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