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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指杏花村》

内容概要

这本书是一部真实无删减的知青回忆录。讲述了1968 年下半年，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一场几乎囊括
了当时全国的在校初中和高中66、67、68 届学生（还有部分69 届）的运动开始了，到边疆去，到农村
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为浪潮。
在此背景下，北京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马甸中学、四中、五中、一〇一中、女一中等多所中学的140 
多名老三届毕业生，告别父母，满怀激情奔赴山西汾阳县杏花公社的九个生产大队插队落户。他们在
贫困的农村，在社会的最基层，直面陌生的环境，深入社会最底层，开始了人生中最富激情与勇气、
最富理想与追求的一段人生旅程。
自80年代以来，知青纪实作品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很多全面呈现时代风貌、深刻反思知青运动的优秀
作品。该书的内容侧重不在于向读者讲诉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而是选取140多名北京知青在农村的各
种故事为内核，原滋原味地记录当年知青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状态，不沉重却发人深省。
在书中你会看到诸如“杏花村里偶遇狼”、“大胆分食砒霜鸡”、“贪杯险烧汾酒库”、“猪圈里面
过春节”等精彩的插队轶事，更能通过他们真实的笔触，读出山西汾阳杏花村里的这群“北京爷们儿
和姐们儿 ”为何会那么独立、自信与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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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村知青，40余名曾在山西汾阳杏花村插队的知青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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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那一段青春历史，那一段温婉岁月，激情荡漾的年代，他们的勇气，不去的抗争，值得我们去学
习，去膜拜。一群老北京的孩子们，响应号召，苦难、泪水、骄傲、悲伤与喜悦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到
，听他们的亲口述说，多少沧桑，让我们深思。。。
2、145位来自北京的知青，与其说是知识青年，其实在当时知识一些初中在读的学生，他们将自己的
青春与迷茫，沉思与喧嚣都留在了那个村落，一群人与一个地方居然能产生出那么多美好的故事。这
书平实却又不乏深刻，80年代以来，描写知青题材的作品很多，其中也不乏很多优秀的作品。而这本
书给我最大的感触在于她的真实。
3、文/鲁天龙 朱新潮四十几年前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发生在特殊年代的一场大规模社会行为，它改变
了2000 多万人的命运和生命轨迹，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插队知
识青年”。公元1968 年下半年，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一场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的在校初、高中66
、67、68 届学生（还有部分69 届）的运动开始了，到边疆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形成高
潮。在如此背景之下，北京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马甸中学、北京四中、五中、一〇一中、女一中等多
所中学的140 多名老三届毕业生，告别父母，离开首都，满怀激情奔赴山西汾阳县杏花公社的九个生
产大队插队落户。在贫困的农村，在社会的最基层，直面陌生的环境，深入社会了自己的健康，以至
生命等等。但是，我们也学会并收获了很多。我们学会了独立生活。当我们离开家庭和学校的呵护到
了农村，就要独立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难题：做饭、担水、补衣、劳动、砍柴、拉煤等。生活的艰辛使
我们从一个个少不更事的青年成熟起来，有了独立解决生活中种种难题的勇气和能力。我们学会了独
立思考。当我们从喧嚣的城市来到贫困的农村，从“运动”的风口浪尖来到波澜不惊的现实生活，阶
层的反差和现实生活的严酷促使我们开始思考，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大脑想问题。而农民
兄弟对生活彻底的现实态度，也教会了我们透过社会的浮光掠影，看清生活的本质。于是，我们从“
文革”初期的盲目跟从中走出来，不再相信种种蛊惑人心的宣传、口号，不再盲目追赶什么社会潮流
。我们学会了看穿甜言蜜语背后的居心叵测，懂得了眼前的小利可能是欺骗鱼儿上钩的诱饵。用自己
的头脑思考，而不要管别人怎么想，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我们学会了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
地看问题、办事情。当我们与农民熟悉后，农民兄弟把知青当作朋友，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自己的愿
望，对关系自身生活的政策的看法，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我们经历了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拔掉
蔬菜瓜果种高粱，挖野菜充饥的生活；经历了在“达纲要，过黄河”的旗号下刮“浮夸风”高征购，
体验了口粮不足饿肚子的滋味；看到了“瞎指挥”导致的减产，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从实际出发。实
际就是千差万别的情况，因此要因地制宜；实际就是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利益，任何路线和政策，只有
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利益，才能得到拥护，真正调动积极性。正是农村的现实折射出来的路线政策
正确与否，启发我们思考中国应走的道路，探讨现实落后的生产力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经济
体制。这样的思考和探讨给了我们坚实的底蕴。这是一场社会大变革即将来临前的必需。因此，
当1978 年后实行改革开放，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知青就成为坚定的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即
使遇到风波和挫折，也从无动摇。我们收获了真诚的友谊。当我们离开城市走向陌生的农村，曾经是
那么迷惘最底层，开始了人生中最富激情、最富勇气、最富理想与追求的一段人生最精彩的旅程。世
事变幻，白云苍狗，弹指一挥间，已四十年矣。中国已从“文革”的动乱走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回首
在农村插队的生活经历，有困难，有困惑，有彷徨，有创伤，有奋争，有成功；有幼稚可笑的行为，
有不堪回首的往事，有难以割舍的情谊⋯⋯但无论如何，它都是我们难以抹去的一段人生旅途，形成
了我们的集体记忆——知青情结。上山下乡，使我们失去了很多正常的东西，如舒适的城市生活，丰
富的文化享受，正常的求学途径，应有的家庭友爱，甚至，有的人失去和无助。同在一个村庄、一个
公社，来自不同阶层与家庭背景的年轻人本不相识。共同的境遇和心情，使我们的心靠拢在一起。共
同在烈日风雨中劳动，一起在昏暗的油灯下听音乐、唱歌，朗诵诗歌，一个锅里抡马勺，一条土炕上
打呼噜，让我们建立起纯真的友谊。这种友谊中没有利害的渣滓，也不欢迎世俗的势利。以至，当我
们遇到一个不曾认识的人，只要同为知青，几句话即为知己，就倍感亲切，有着聊不完的话题。这种
友谊历经人生的变故和时间的考验，虽然回城后工作岗位不同，社会地位有高有低，生活境况有好有
差，但大家都珍视这种共同生活经历形成的友谊。我们收获了自信和坚韧。在社会的底层生活，我们
确实遇到很多社会的不公和生活中的挫折。虽然有的人产生过迷惘、愤世嫉俗或彷徨，但知青的主流
是自励和抗争。从来没有失去过对未来的希望，对文化科学知识的渴求，促使我们在简陋的条件下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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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自学社会科学、科技、人文知识，思考祖国的前途与未来，争论理论与政策，而这些都在今后的思
想与工作中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我们收获了正确认识评价自己这一人生难题，不再把别人的评价当
作评价自己的唯一标尺。我们收获了自信，成熟起来。因此，不再盲从，不向权贵献媚，不为财富的
炫耀迷惑，不被别人的议论左右，形成自己独立的人格。知青啊，知青，共和国的同龄人。生在新社
会，长在红旗下，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共和国强盛的兴奋，经历了共和国挫折所带来的
苦难与思考。上山下乡，农村插队，不是我们自主的选择，但我们无怨无悔。也许我们是牺牲品，是
探路器，是铺路石。但是，知青这一代人是年青的共和国最忠实的建设者，是肩负历史使命，富于理
想与信念的一代人。正如我们杏花村插队的知青诗人郭路生写下的那首在全国知青中广泛流传的诗歌
说出的：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
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
功，一定会给予客观、公正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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