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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洲纪事》

内容概要

鲤鱼洲位于江西鄱阳湖畔，从1969年到1971年，这一血吸虫病疫区成为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的“五七
干校”所在地。《鲤鱼洲纪事》为北大中文系师生、工农兵学员、家属子女对当时干校生活的回忆诗
文结集。全书分三辑：第一辑收录林焘和陈贻焮两位已经故去的老先生的诗文，并配以师友回忆；第
二辑15篇文章出自当年在鲤鱼洲的“五七战士”之手；第三辑5篇文章，其作者包括前往探亲的妻子、
当年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以及北大教师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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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洲纪事》

作者简介

陈平原，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
长。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
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09） 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
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治学之余，撰写随笔
，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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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洲纪事》

书籍目录

回首烟波浩渺处——《鲤鱼洲纪事》前言⋯⋯⋯⋯⋯⋯⋯⋯⋯⋯⋯⋯⋯⋯陈平原
浮生散忆（摘录）⋯⋯⋯⋯⋯⋯⋯⋯⋯⋯⋯⋯⋯⋯⋯⋯⋯⋯⋯⋯⋯⋯⋯⋯林 焘
补记⋯⋯⋯⋯⋯⋯⋯⋯⋯⋯⋯王理嘉、唐作藩、吉常宏、陆俭明、蒋绍愚
《梅棣盦诗词集》（摘录）⋯⋯⋯⋯⋯⋯⋯⋯⋯⋯⋯⋯⋯⋯⋯⋯⋯⋯⋯⋯陈贻焮
补记⋯⋯⋯⋯⋯⋯⋯⋯⋯⋯⋯袁行霈、孙静、张少康、陈铁民、周先慎
从鱼子山到鲤鱼洲⋯⋯⋯⋯⋯⋯⋯⋯⋯⋯⋯⋯⋯⋯⋯⋯⋯⋯⋯⋯⋯⋯⋯唐作藩
鲤鱼洲纪事⋯⋯⋯⋯⋯⋯⋯⋯⋯⋯⋯⋯⋯⋯⋯⋯⋯⋯⋯⋯⋯⋯⋯⋯⋯⋯吉常宏
扁担和竹椅——鲤鱼洲杂忆⋯⋯⋯⋯⋯⋯⋯⋯⋯⋯⋯⋯⋯⋯⋯⋯⋯⋯⋯陆颖华
鲤鱼洲琐记⋯⋯⋯⋯⋯⋯⋯⋯⋯⋯⋯⋯⋯⋯⋯⋯⋯⋯⋯⋯⋯⋯⋯⋯⋯⋯李一华
北大教育革命的一个怪胎——鲤鱼洲草棚大学⋯⋯⋯⋯⋯⋯⋯⋯⋯⋯⋯乐黛云
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王理嘉
关于鲤鱼洲诗的信（附 《扁担谣》）⋯⋯⋯⋯⋯⋯⋯⋯⋯⋯⋯⋯⋯⋯⋯谢 冕
鲤鱼洲杂俎⋯⋯⋯⋯⋯⋯⋯⋯⋯⋯⋯⋯⋯⋯⋯⋯⋯⋯⋯⋯⋯⋯⋯⋯⋯⋯孙 静
鲤鱼洲点滴⋯⋯⋯⋯⋯⋯⋯⋯⋯⋯⋯⋯⋯⋯⋯⋯⋯⋯⋯⋯⋯⋯⋯⋯⋯⋯胡双宝
草棚大学第一课⋯⋯⋯⋯⋯⋯⋯⋯⋯⋯⋯⋯⋯⋯⋯⋯⋯⋯⋯⋯⋯⋯⋯⋯段宝林
鲤鱼洲生活点滴⋯⋯⋯⋯⋯⋯⋯⋯⋯⋯⋯⋯⋯⋯⋯⋯⋯⋯⋯⋯⋯⋯⋯⋯陆俭明
草棚大学纪事⋯⋯⋯⋯⋯⋯⋯⋯⋯⋯⋯⋯⋯⋯⋯⋯⋯⋯⋯⋯⋯⋯⋯⋯⋯周先慎
“五七道路”纪事三则⋯⋯⋯⋯⋯⋯⋯⋯⋯⋯⋯⋯⋯⋯⋯⋯⋯⋯⋯⋯⋯黄修己
回望鲤鱼洲⋯⋯⋯⋯⋯⋯⋯⋯⋯⋯⋯⋯⋯⋯⋯⋯⋯⋯⋯⋯⋯⋯⋯⋯⋯⋯袁良骏
回想“五七”路⋯⋯⋯⋯⋯⋯⋯⋯⋯⋯⋯⋯⋯⋯⋯⋯⋯⋯⋯⋯⋯⋯⋯⋯杨必胜
“大象”⋯⋯⋯⋯⋯⋯⋯⋯⋯⋯⋯⋯⋯⋯⋯⋯⋯⋯⋯⋯⋯⋯⋯⋯⋯⋯⋯么书仪
我在鲤鱼洲上大学⋯⋯⋯⋯⋯⋯⋯⋯⋯⋯⋯⋯⋯⋯⋯⋯⋯⋯⋯⋯⋯⋯⋯张文定
回忆父亲和我在鲤鱼洲的日子⋯⋯⋯⋯⋯⋯⋯⋯⋯⋯⋯⋯⋯⋯⋯⋯⋯⋯张思明
鲤鱼洲“五七干校”⋯⋯⋯⋯⋯⋯⋯⋯⋯⋯⋯⋯⋯⋯⋯⋯⋯⋯⋯⋯⋯⋯汤 双
鲤鱼州无鱼⋯⋯⋯⋯⋯⋯⋯⋯⋯⋯⋯⋯⋯⋯⋯⋯⋯⋯⋯⋯⋯⋯⋯⋯⋯⋯胡山林
附录：
江西鲤鱼洲北大实验农场年表 ⋯⋯⋯⋯⋯⋯⋯⋯⋯⋯⋯⋯⋯⋯⋯⋯⋯徐 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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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洲纪事》

精彩短评

1、老师们可狡猾着，重要的东西基本没说，当然也跟陈平原的“约稿”要求也有关系，不过，当时
的知识分子大概也就是这种状态吧~
2、那些激荡人心的往事啊
3、张少康、袁行霈、陈铁民、洪子诚⋯⋯都没写啊。
4、给老爸买的，他说不错，很好看。
5、写克服困难的喜悦多，深层的反思少。连编者都承认“好像少了些什么”。另外，开本没必要这
么大。
6、终于出来了啊！@外省青年张某某 
7、前言和摘錄看點很多，嚴紹璗先生提及的“鯉魚洲”由來，字裡行間透著譏諷；“小麵包”原來
是林燾先生取的名兒；“扁擔”意義的解構與重建⋯看到有人批判本書“深沉的反思少”，撲面而來
的怒其不爭簡直讓人笑出聲來。想到胡雙寶老師寫迴避“改造”一詞堅稱自己是教員受到批判，兩年
間絕無僅有地沒有去過井岡山，三十年後也不重回鯉魚洲（胡老師你是我永遠的偶像）。看，不需要
再贅述什麽，這些浮光片影的記述本身，就是一種態度，就是一種評判。當然也有田園詩，這終究是
別人的回憶，我們也只能接受，即使無言以對。另，又見某位老師的“黑歷史”，有一瞬間的恍惚，
然而文末提到他的離世，忍不住又難過起來。
8、书的内容不错，虽然都是哀而不伤的那类。编校质量有待提高，扣一星为此。
9、如题，书是一贯的好 物流也不错
10、特殊年代的真实记录。
11、知青文字
12、不该被忘记的北大历史
13、之前读了筒子楼纪事，虽然也难过，但更多的是温馨的回忆。结果这本《鲤鱼洲纪事》读完，很
沉重。除却对那一段历史有了解之外，更多的是辛酸、无助与孤独。知识分子的受难史，不管是身体
，还是心灵。愿望历史不再上演，我们还可以安心地读书、学习。
14、编辑太懒，重复内容太多，打酱油文章太多。校对很烂，错字、衍字，不知所云字太多，尤以最
长那篇文章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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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洲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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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