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声的群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无声的群落》

13位ISBN编号：9787536676107

10位ISBN编号：7536676107

出版时间：2006-3-1

出版社：重庆出版

作者：邓鹏

页数：62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无声的群落》

内容概要

昆德拉说：“我们生活在别处⋯⋯”事实上我们生活在过去。一切记忆不仅为生命意义的基本内涵，
更是我们精神家园中最丰富、最活跃的基因符码，因此在一切审美意义上，“怀旧”便成为最美丽的
情感底蕴。如果当今的时尚文化被看作时代的精神快餐，而由“怀旧”引发的精神创造则是我们人生
的文化盛宴。《无声的群落》就是一首用历史和生命的音符构成的双重变奏曲，一部荒诞年代中岁月
如歌的《命运》交响乐。

　　因为研究上山下乡史的缘故，这些年我结交了不少知青朋友。《无声的群落》的编委卢晓蓉和邓
鹏二位，虽相识较晚，却称得上一见如故。这与其说是缘分，倒不如说是思想的契合。
　　从一九六二年正式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入国家计划到一九七九年这场运动接近尾声，十七
年里一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六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文革”前下乡的将近一百三十万。这一百三
十万人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真正意义的“老知青”。一九六四一一九六五年，两万多名重庆知识青年到
四川东北部的大巴山这落户，邓鹏和卢晓蓉也在其中。俯仰之间，四十年过去了，大巴山知青已不再
年轻，但这个群体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却依旧当年。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修改，他们终于在最近完成了
五十余万字的回忆文集《无声的群落》。捧读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我曾夜不成寐；主人公的坎坷命运
，令我热泪涟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青题材的出版物据说已有百种之多，其中不少出自四川知青的手笔
。《知青档案》、《知青岁月》、《红土热血》、《蹉跎与崛起—— 五十五位知青的人生道路》、安
知《知青沉浮录》、邓贤《中国知青梦》、火木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费声《热血冷泪 
——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都是其中脍炙人口之作。还应该提到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
小裁缝》，这部获得法国文学大奖的小说，使知青话题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
作者，没有一个是“文革 ”以前下乡的老知青；集体性回忆文章中，也罕有老知青的作品，这无疑是
知青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而《无声的群落》收集了大巴山的重庆老知青近百篇文章，是老知青这个
群体第一部大规模的回忆录，其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细节生动、视野广阔、文风朴实，在有关知青
上山下乡的文献中独树一帜。唯其如此，它对研究中国知青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当时中学的政治教育与“阶级路线”的推行、组织下乡的政策和手段、知青的安置方式与社
办农场、“文革”初期的知青返城风、造反动机与造反过程等问题，在迄今为止的相关出版物中，或
者浅尝辄止，或则语焉不详。《无声的群落》记录的大量事实，为还原“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史，做
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不同形式的作品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满足读者日益多元的需求。但就我本人讲，最看重的还
是切近历史之作。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以两个知青与一个农村小裁缝的感情纠葛为
线索，展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自有它的价值。但文学可以“创造” 
，当作者虚构出小裁缝在巴尔扎克小说感召下毅然逃离农村，去大城市寻找新生活这样一个“光明”
的结尾，却未免离奇。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要说几亿农民被各种有形无形的枷锁牢牢束缚在公社的
土地上，就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又何尝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
专政”的口号喧嚣中亢奋地制造人间灾难的时代，只要你直面那段历史，就难以摆脱梦魇的沉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掀起初澜之际，正值祭起“阶级斗争”大旗之时。一九六
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
危险性以后，一部分出身 “不好”学生的处境明显恶化。腐朽的血统论一旦与阶级斗争理论相融接，
势必在青年中间制造出不同的等级。于是，出身“不好”的学生，无论学习如何优异、品行如何高尚
，参加升学考试只有落榜一途。当这部分青年的升学、就业之路变得日益狭隘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
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他们面前，也就是那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正是基于这一
背景，这部分青年构成了“文革”以前上山下乡运动的主力。赴新疆支边的十万上海知青中，多达百
分之七十是所谓 “资本家”、“右派”等家庭的子女；在湖南长沙的下乡知青中，出身“不好”者占
有同样高的比例；在北京、重庆等大城市的老知青当中，情况大同小异。被扼杀的思想先驱遇罗克，
几次高考成绩优秀，只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名落孙山。他后来下过北京郊区农场，当过临时教员，不
管他怎么努力，出身带来的歧视始终如影随形。为此，他撰写了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公开挑战不
可一世的“血统论”，为唤醒走火入魔的“革命群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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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群落》

　　《无声的群落》的作者多数正是当年“血统论”淫威肆虐下的受害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
早在学生时代，就被打入政治的另册，瘦弱的双肩从此承受起父一辈、子一辈的苦难。他们中许多是
品学兼优的学生，却被过早地剥夺了升学、就业乃至迁徙的权利。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作者回忆了
自己选择上山下乡道路时的无奈和到农村后的坎坷与艰难，更通过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那些不幸的经历
，揭示了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害。
　　在撰写《中国知青史——大潮》这本书时，我曾重点探讨了“血统论” 这个历史现象。在遭受“
血统论”茶毒的众多无辜者中，知青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仅当时农村，就有多达几千万的“黑五类”
子女，他们的悲惨命运比起知青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时至今日，人们对这段惨痛历史的了解仍然非
常有限，史学工作者中，也鲜有人关心这些弱者的命运。但一叶可以知秋，一斑可以窥豹，感谢《无
声的群落》的作者，他们沉重的记忆，为历史留下了新的证言。诚如主编邓鹏在《前言》中所言：“
《无声的群落》的文章是老知青人生经历的忠实写照，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也不是纯粹的文
学作品，但我们可以预言：这些证词般的文字必将成为社会史学和文学创作的无价之宝。”
　　几年前，一位从事考古的学者跟我聊天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你们知青对过去念念不
忘，这些年居然写了那么多关于上山下乡的东西；再看看我们这批人：当初在大学挨整，以后被送到
农村‘改造’，接着上‘ 五七干校’，‘臭老九’的帽子一戴就是多少年，但回过头一看，却几乎没
有给历史留下什么记忆。”言罢连呼“惭愧”。的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各色人群中，大概只有知青
没有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知青的书籍长久不衰，从回忆到口述，从小说到历史，形式多样，相得益
彰。在中国，这大概算是一个奇迹。奇迹不仅在于它的数量，更在于它的过程，即以一种民间的力量
，渐进式地推翻了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切权威的武断，修正、补充和完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这
个重要篇章。
　　众多知青参与到历史的回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它使少数人把持的文学和史学从象牙之塔
走出，去接近民众，把握时代的脉搏，并且重新焕发出生机。《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就是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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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群落》

书籍目录

　　心泉也有喷发时——《无声的群落》序　　历史的证言——《无声的群落》序　　前　言　　　
　上部：老知青回忆录　　第一章　追梦年华　　风萧萧兮嘉水寒　　咏雪四题　　林场的歌　　我
们林场的“高知”们　　永远的痛　　魂殇　　我在大巴山的“再教育”　　木耳场轶事　　《十月
的歌》　　苦涩的伊甸园　　苦乐年华　　小放牛　　蛙鸣声中　　林场动物园　　难忘的文艺会演
　　方绍英小记　　忆高鼻寨背秋　　第二章　疑惑与反思　　回首“乌托邦”　　跑龙套者　　和
“走资派”论“批斗”　　“抢”散　 　　巴山冤魂　　在严寒的日子里　　狱中奇遇　　关于“阶
级斗争”的回忆　　等三章　耕耘心路　　云深不知处　　巴山琐忆　　一句受益终身的话　　置身
峡谷的体验与思索　　我的“上山”与“下乡”　　招工：稍纵即逝的机会　　遥念巴山揽鳞爪　　
接受“再教育”笔记　　大巴山走出的老中医　　刻在记忆里的岁月　　大巴山上学英语　　插队落
户的日子　　脱贫之路　　难以忘却的岁月　　人处绝境时　　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的初衷 　　
喂猪梦破灭记　　第四章　山路弯弯　　天生的罪人　　情葬巴山　　巴山夜弈　　秦老师　　认命
不随命　　梦魇岁月苦难青春　　那一天好大的雪　　上山下乡四十年祭　　从军记　　回城悲喜剧
　　梦断一九七七　　雪地上的马灯　　回城　　招工风波　　当民办教师的日子　　漫漫返城路　
　永恒的一瞬　　《大巴山老知青剪影》序　　　　下部：老知青剪影　　第一章　缘结大巴山　　
无奈的命运抉择　　奔赴广阔天地　　第二章　林场的歌　　乌托邦部落　　“脱胎换骨”之路　　
第三章　动荡年代　　韶华任蹉跎　　流散琐事　　第四章　山路弯弯　　插队落户的日子　　漫漫
回城路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剪影读后感∥刘小葫　　编后记　邓鹏　　附录：1964-1965
年达县地区社办场重庆知青名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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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群落》

章节摘录

　　五、岁月悠悠一九六四年十月去大巴山，在万源县草坝区新店公社青山茶场落户。十四年后，中
国恢复高考制度，我才回到重庆。去时青春年少，归时已届而立之年。那年十月十日，当我把简单的
行李装上卡车，离开大巴山到成都上学的时候，大有笼鸟归林的心情。我在内心发誓：此生再也不会
回大巴山!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大巴山不断出现在我梦里。我才意识到，当年在大巴山的经历是刻骨
铭心的：无论是青春的欢乐，还是精神的失落；无论是那些挥洒在田垄里的汗珠，还是那些火塘周围
的明亮的眼光；无论是那些风雪交加的黑夜，还是那些霞光灿烂的黎明{无论是那些饥寒交迫的日子，
还是少男少女之间朦胧的倾慕，抑或是我跟那里的乡亲和工友的情谊，如今都成了我生命的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一生毕竟没有几个十四年，大巴山区是我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重
返大巴山，不完全是为了寻找自己青春的足迹，而是继续追求那些关于人生和世界的永恒的问题的答
案。最近几年来，“青春无悔”这句话在“老三届”知青当中相当时髦。我不知道我的那些一九六四
、一九六五年下乡的伙伴们是否有同样的感觉。我认为，能够潇潇洒洒说这句话的人要么在事业上有
点成就，要么就是对人生有点超凡脱俗的领悟。我自己常常对孩子说自己青春无悔，但是“无悔”二
字里包含了多少当年的惆怅和酸楚，多少彷徨和苦痛?我只能说，我当年做了一个幼稚但又无可奈何的
选择，我为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没有失败，在后来的十四年里我的确得到了很多很多让我终身受
用的财富。不过，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在我落难的时候，我精神上的支撑并不是那些官方宣传
包装起来的模范，也不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样蹩脚的政治说教，而是父母的高洁人品、
朋友的互相支持、农友和工友的关照，还有从怀疑权威、彻底否定自己的虚假信仰的痛苦过程中产生
出来的对生活的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跟命运抗争的强烈欲望。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父母在信中以“天
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来勉励我。在“文革”初期，我被地委派来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和“反动学术
权威”，接受强迫劳动时，父母意味深长地给我寄来了新衣服。母亲当年经常对我说：“三穷三富不
到老。”诚哉斯言!今天，我不时用这句话来勉励下一代。人的本性除了利己还有利他的一面。除了生
存，人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追求自己生命的最大价值，这种追求不仅合乎人的自爱本能，而且包含
人通过“达则兼济天下”对自身存在的肯定。否认这种追求的合理性，压制甚至剥夺这种权利是荒悖
的。当时的教育政策违背了人类社会赖以维持的公理：文明社会必须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明智的政
府必须对公民一视同仁。回顾历史，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的中国教育政策其实是一九五七年对知
识分子贯彻阶级路线的继续，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除了自己的意志之外，人的成功
也需要一些历史机遇。我们这一批人在山寒水瘦的地方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
们当中许多人也许就终生扎根在大巴山里，永久被历史遗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国性动荡，才使我
们否极泰来。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特别是在高考制度恢复之后，我们这一万四千多在大巴山区的重庆
老知青才带着满脸的风霜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这
件事本身真是太具有讽刺意义了。当年我离开父母远行的时候，还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孩子，根本没有
理会父母送子上路时的心情。如今自己为人之父，才能够想象当年父母经历的苦痛。但是在当时的条
件下，他们无法向我解释，因为我不仅接受了官方的教育，而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抱怨自己的家庭出身
。父亲去世之后，我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他的日记。父亲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日记里写
道：“鸦儿昨日下乡，吾心无比沉重。鸦儿一向学业优秀，不料今日却因我之过失被拒于学校大门之
外。乃从今日起戒烟，以志吾痛。”寥寥数语，引起我内心一阵隐痛。中考“落榜”后，我的姑母邓
昭仪和表兄叶含弘特地从北碚进城来看我，姑母请我们全家到会仙桥的“心心餐厅”吃了一顿西餐，
意在给我一点安慰。表兄含弘因为姑父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在一九五八年高考时委屈地放弃了
第一表的所有志愿，进入昆明师范学院学习。他说自己当年从昆明寄给母亲的信常常是三水(墨水、泪
水和汗水)混合写成。那天从“心心餐厅”出来，他拍着我的肩膀叹了口气：“小表弟，看来我的运气
比你的还是要好些。”我的姑父、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叶先生得知我下乡的消息后，涕泗滂沱，大哭一
场。这位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的学者，在一九五七年因为政治上的天真背上了“右派”的
黑锅，从此报国无门，直到去世也没有回到大学讲台。我想，他之所以痛哭失声，也许不仅仅是为了
我这个侄子的遭遇，而是因为他预感到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不幸。果然，我下乡后不到两年时间，中
国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动荡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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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群落》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与一些早期结集的知青集体回忆录相比，《无声的群落》的叙事风格更为平实朴素，对这场运动
以及自己经历的思索也更成熟，更客观。即以篇幅之巨来说，众多的知青回忆录，也鲜有能出其右者
，从中亦可见参与者的投入程度。本书主编邓鹏称这个群体为“无声的群落”，有心者应能体味其中
隐含着多少的悲苦与不平。　　定宜庄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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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群落》

编辑推荐

　　昆德拉说：“我们生活在别处⋯⋯”事实上我们生活在过去。一切记忆不仅为生命意义的基本内
涵，更是我们精神家园中最丰富、最活跃的基因符码，因此在一切审美意义上，“怀旧”便成为最美
丽的情感底蕴。如果当今的时尚文化被看作时代的精神快餐，而由“怀旧”引发的精神创造则是我们
人生的文化盛宴。《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就是一首用历史和生命的音符
构成的双重变奏曲，一部荒诞年代中岁月如歌的《命运》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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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群落》

精彩短评

1、睇到眼都晕⋯⋯
2、感情真挚，栩栩如生，就发生在我滴家乡达县地区
3、知青的出现原早于文革，如同封面一样，黑色的故事与黑色的年代，多少知青因为出身家世被冠
上成分不好、黑五类的帽子断送一生，那帮抄别人家、打老子骂娘斗老师的小红卫兵都死光了，这个
社会一定会变得更美好。
4、这是了解我妈妈她们那个年代的最好的书，最近疯狂爱上了知青文学！
5、厚厚的一本书，记录了很多人的故事，叙述偏于生活化，没有对大时代做过多的渲染，却时时让
人感受到时代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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