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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12月20日、21日，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
指示发表40周年之际，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与复旦大学、上海青年干部管理学院等单位合作举办了
“2008知青学术研讨会”，来自各地的数十位中外学者，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
较为深入的研讨。会后，会议组织者认真编成了这本《文集》。《文集》收入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
代至2009年这三个时期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代表性论述，以期还原当年的历史并予以剖析。
作为参与过会议筹备的成员，我有幸在成书之前，遍读了所选的文章，深切感受到众多作者积极向上
的人生态度、犀利深邃的学术思想和深沉负责的历史使命感。我相信，作者们精彩纷呈的见解，将对
关心这段历史、关心共和国命运的青年一代产生正面影响，具有启迪作用。同时，也将有助于推进此
领域的相关研究，充实已有的成果库。与早些年相比，现在的研究已经不再停留于对个人境遇的关注
，而更多地将知青的命运置于经济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因而更趋于理性。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的历史横跨50年代至80年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山下乡的动员力度是不相同的，差别源
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项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渗透到社会最基层的组织体系
、城乡差别的巨大鸿沟、严格而固化的户籍制度、沉重的人口和就业压力、频繁的政治运动及其产生
的高压、领袖人物的权威和号召力，等等，都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和形成产生影响。特别要指出的
是，当时之所以能让成百上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是因为党和政府具有极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现在的青
年人也许会对大批知青能服从安排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真的做到了。
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基本价值取向，以及强大的组织体系，还有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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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套装共3册)》包括：《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中)》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下)》。《中国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研究文集(套装共3册)》收入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至2009年这三个时期关于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问题的代表性论述，以期还原当年的历史并予以剖析。随着时间的推移，全景式的知青上山下乡
将更清晰地展现出来，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将使我们对知青上山下乡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更趋深化
，视角更趋多元，研究也更趋深入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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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一九八〇年代反思·回归·奋斗——近年知青题材小说漫评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运动不相信的和不愿意相信的——关于三位“寻根”派作家的创作农村文化对知青作家群体的影
响一九九〇年代试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两种文明间振荡一“文革”中上山下乡女知青问题
初探毛泽东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青春梦寻——读《北大荒风云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
及其历史命运知青洪流中的六九届中学生“血统论”重压下的下乡知青安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述评“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述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病退”、“困退”问题论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的历史分期也谈中国知青史的历史分期下乡知识青年婚姻剖析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红卫兵集团
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历史勾勒：内蒙古与东北的知青文艺巴蜀女知青周恩来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运动回乡知青的处境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建设的历史回顾二〇〇〇年代试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
下乡运动几度起伏的经济因素知青运动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
”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乌托邦里的哀歌——“文革”期间知青歌曲的研究湖南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始末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与知青政策调整邓小平与知青问题的解决女知青与农民婚姻的历史
考察“文革”时期知青小说的话语逻辑——兼论“文革”前后知青文学的精神渊源知青原生态诗歌的
人性本原追求20世纪60年代初湖南知青上山下乡评述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为《知青部落：黄山脚
下的1万个上海人》所作的序“文革”时期的知青美术论“白洋淀诗群”的文化特征上山下乡运动再
评价《魂系大巴山：重庆(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前言日常仪式化行为：以知青为例的研究社会
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从辉煌走向低谷的知青文学路在何方?论中国大地上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户口迁移问题研究记忆上山下乡——论知青回忆录的分类、
贡献及其他知青苦难与乡村城市间关系研究“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展过程研究知青美术
源流述略“我们曾经的青春岁月——知青下乡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知青后代记忆中的“上山下乡
”——代际互动过程中的传递与建构知青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和叙事视角的时代性变迁会议文章“文化
大革命”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社会心理探析——以福建知识青年为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综述
上山下乡人员迁移的分类研究——以福建为例“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心理动因与历史必然性辨析知
青文学和上山下乡运动知青问题研究应当处理好六个基本关系管窥“知青运动”中的社会互动云南知
青大返城风潮解析论知青文学在改革开放文学创作中的关注原因及其重要位置知青与1969年黑龙江八
岔岛事件“知青学”呼之欲出——对知青问题研究的一个思考知青一代的终结——从知青文学到知青
后文学经济问题不是上山下乡的主要动因关于上山下乡运动中知识青年概念的界定附录顾洪章就
“2008知青学术研讨会”给楼曙光的信一次还原和澄清历史的有益探索——“2008知青学术研讨会”
综述抒情年代——“我和知青文学”座谈会纪要新时期知青文化资源初探——以上海地区为例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研究参考书目选录海内外知青网站举要若干年份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状况统计走向学术
：中国知青运动的延展和赓续(代后记)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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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城市居民与农民历来以两种不同方式存在。市民是以个人独立的职业身份，而农民则必须以家庭作为
生存单位，且不说居住、消费，就是在三级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年代，劳动分配以及作为集体经济补充
的有限的个体经济（自留地、自留畜）也仍须以家庭户为单位。家庭户在农业文明中表现出极强的生
存适应力，以至80年代改革农业、发展商品经济的第一步，仍需回到以家庭为经营单位这一基点上来
。称知青到农村为“插队落户”是非常形象的说法，所有的外来者若要“插入”农村的社会结构之中
，必须以户或户的近似物为单位，而不是独立的个体，于是就有了“知青集体户”简称“知青户”这
一形式。一般的农村知青户不超过十人，蒙古包二至五人。最极端时有人也曾想取消这种单位，如内
蒙古1969年时曾有某首长指示，所有知青都要分到牧民家里“插包”，以“更好地接受再教育”。但
用行政命令方式实行的“插包”使双方都感到痛苦：知青为必须完全按当地人角色分工模式生活而痛
苦；牧民也为添的学生娃劳力不强又要分吃他家的口粮而烦恼。很快，插包的做法就被废除了，知青
们复归“知青户”。知青对家庭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抗拒，一方面他们正处于渴望逃离家庭与父母“精
神断乳”、与同龄人认同的“帮伙年龄”，一方面“文革”中三年“停课闹革命”的放任使他们醉心
于开放式生活。几乎所有的知青在刚下乡时，虽然已置于社会组织控制之下，却仍很过了一段“半共
产化”的开放生活：知青间频繁地串联交往，物质上共享。如知青回忆录所叙：“每一个知青之家都
对所有的知青开放。无论你跨进哪一家知青的门槛，你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一顿可以充饥的干饭
，外加两条萝卜咸菜。”知青间的积极认同一度使知青亚文化圈活跃，特别是在文化生活方面，知青
歌曲在当时的流行程度不亚于80年代的校园歌曲。可很快他们就开始明白，“现阶段社会生活的单位
是家庭而不是阶层。于是知青间的互访、流动、往来开始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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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套装共3册)》：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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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提供了一些素材，应该有深入的研究。另一些文章站在个人得失的立场看问题，只考虑知青
利益，没有考虑广大农民的利益。没有看到知青只不过是普通劳动者，不是贵族，怎么就不能到农村
从事农业劳动？就应该在城里等待别人为自己创造好环境？一些文章只看到环境对人的制约，没有看
到青年一代应该有改造社会的责任。
2、这本书是3本一套；纸张很厚，书很重；还没细看，大概的翻了一下；相当于是一本半官方、半民
间的书；书的内容还可以；这本书我买的时候，没有新书了，只有二手旧书；但我还是觉得应该买下
来；等我收到书后，发现是全新的书，书一点破损、折痕都没有；划得来；
3、咋舌于眾生亂象，然所收錄80-90年代文章對歷史“再解讀”與“再評價”仍相當模式化（或曰共
識⋯⋯）。
4、可见，关于知青并没有太好的研究。
5、户口，婚恋，李庆霖，张铁生，回乡知青，69届，回忆录，知青电影，知青美术... 该研究的都被研
究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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