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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68屆知識青年下鄉後狀況述評

──以南京市為例

⊙ 賈豔敏

 

1966-1968屆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運動，始於1968年下半年。這既是「文革」爆發後知識青年

上山下鄉運動的開端，同時又是50年代以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繼續。但這一時期的知青上

山下鄉帶有明顯的極「左」色彩。下鄉人數多，時間倉促，安置工作簡單粗糙，使本來就具

有濃厚政治運動色彩的上山下鄉運動更是問題疊出，遭人反對。本文擬以南京市為例，以檔

案材料為主要依據，對知青下鄉後的狀況作簡略考察。

南京市1966-1968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領導機構是市革委會上山下鄉辦公室和各區、街

道的上山下鄉辦公室。江蘇省革委會根據「四個面向」的分配原則1，1968年7月23日和1969

年2月3日，分別發出了（68）73號文件──《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分配工作的通知》2和

（69）16號文件──《關於上山下鄉工作中幾個問題的通知》3。這兩個通知成為1966-1968

三屆畢業生分配工作的指導性文件。其中（68）73號文件規定：分配原則是「四個面向」。

分配方案是：家住農村的，回到自己所在的生產隊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家住城鎮的，統一規

劃，全面安排，實行小型集體插隊到人民公社或國營農場，各專區自己安排解決，各省屬市

插隊任務與專區掛鉤解決。南京市的掛鉤專區是六合。對畢業生的安置所需經費、物資、口

糧等補助標準是：每個家住城鎮下鄉插隊的畢業生經費補助230元，口糧當年每月35斤，第二

年對不足部分應酌情延長供應時間。木材每人0.3立方米，毛竹每人3根，布票每人10市尺，

棉絮2市斤，蚊帳紗布36尺。時間安排為：1968年暑假安排1966和1967屆畢業生，寒假前後安

排1968屆畢業生。1969年2月13日的（69）16號文件對一些規定做了調整，補助經費減少到

220元，口糧調整為第一個月自帶糧票，自第二個月起參加生產隊分配（夏收前下鄉的參加當

年秋季分配，夏收後下鄉的參加第二年夏季分配）為止，由國家按月供應。供應標準為每月

38斤成品糧，食油按當地集鎮定量標準供應。

南京市革委會上山下鄉辦公室、各區、街道上山下鄉辦公室根據這兩個文件的規定，進行了

廣泛的宣傳動員。從1968年10月21日，第一批知青1000多人赴內蒙古插隊，到1969年3月底，

三屆畢業生已下鄉72118人，佔應下鄉畢業生總數76360人的94%還多4。在不到半年的時間

裏，僅三屆普通中學畢業生已下鄉7萬多人，加上半工半讀和社會青年，共下鄉84701人。由

此可知，1966-1968屆中學畢業生下鄉時間緊，人數多，安置工作粗糙，使本來就是迫於政治

壓力、家庭原因或暴風雨式的宣傳而非自願下鄉的知青，下鄉後思想紊亂，產生了種種問

題。

一、住房問題



安置經費的補助標準：1968年為230元，1969年為220元。經費主要用於建房，其餘用於購買

學習材料、旅運、生活補助、生產、生活用具、合作醫療等。5由於經費太低，下鄉後，知青

的住房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接收地區為知青建房少，而且所建房屋質量差。丹徒縣為1968年

插隊的知青蓋了414間房屋，只佔應蓋房屋的24.5%，還有75.5%的房屋沒有蓋起來，已蓋的房

屋少數工程粗糙，材料質量差，有漏雨的，也有倒塌的。寶堰公社有幾個生產隊，1968年建

的房屋，個別的一個月或幾個月牆就倒了，未建的房屋材料被挪用了。目前，許多知青住房

很困難，有的住牛棚6。1974年，江浦縣革委會人事局的《請撥插隊知青建房材料的報告》反

映，1972年前有4395名知青到該縣插隊，1969年、1970年冬春，突擊建造了3291間房屋，由

於經費少（每人80元），時間緊，任務重，房屋質量差，多為土牆草頂結構，加上年久失

修，現已有1299間倒塌，還有1808間破漏不堪，如果不及時修建，將會傷人，有4128人的住

房成問題。3107間房屋需要重建和翻建，原建房屋由於木料少，大部分無窗戶。71969年4月

26日，據遵義區反映，該區下鄉的三屆知識青年，有的無房，有的住在倉庫裏，有的住在廚

房裏，還有的住在農民家裏。有許多房子是農民讓出來的，因當時（1968年秋冬）天氣冷，

農民為了給知青讓房，住得相當擁擠。現在天氣熱了，農民的房子也不夠住了。8江寧縣有老

知青6939人，9其中1471人未建房，已建的房屋大部分破漏倒塌，目前（1973年11月19日）住

危險房屋的就有1959人。有的社隊已墊款著手翻建了，要解決這部分人的住房，需經費76萬

元。10

丹徒縣地處經濟條件比較好的蘇南，江浦縣和江甯縣處於南京市郊區。這三個縣無論地理位

置，還是經濟狀況，均屬較好的地區，知青住房情況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如蘇北等地的情

況就可想而知了。

二、生活不能自給

生活不能自給的問題，在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史上一直很突出。但1966-1968屆知青更甚。對

1966-1968屆中學畢業生，政策上要求全部下鄉，當時南京市實行的叫「一風吹」的政策。沒

有制定諸如年齡小、獨生子女、多子女中已有子女下鄉、華僑子女等等可以留城的照顧政

策。據1974年2月15日江浦縣革委會人事局的報告，1972年底以前插隊的知青中長期有病的

153人，體弱工分少的 346人，生產隊收入少，分配水平低的3097人，全縣共有1972年底以前

插隊知青4959人，生活不能自給的3597人，佔總人數的72%。111973年11月19日，江寧縣財政

局、上山下鄉辦公室給南京市革委會財政局、上山下鄉辦公室的報告中反映，全縣老知青

6939人，生活不能自理的有3560人，佔知青總數的一半以上。12

知青生活不能自給的原因，除一些人年齡小、身體有病等情況外，農村工分值過低和知青出

工率低也是重要的原因。有的地方一個工分值一角錢，還有的地方一個工分值才幾分錢。知

青除了工分，沒有其他家庭副業收入，他們又處於發育時期，飯量大。另外，多數知青出工

率低，生活又沒有計劃。1969年7月31日，南京市知青慰問團到丹徒縣慰問時發現，丹徒縣大

港公社有插隊知青114人，堅持在隊裏勞動的只有64人，不安心農村，來往於城鄉之間的有44

人，長期回城不願回農村的有6人。有的人身在農村，心在城市，「我們在農村蹲多久？」，

「我總不會一輩子在農村吧？」如此等等的疑問在知青中很普遍。還有的知青說，做夢都

想，毛主席再發表一個指示，知識青年到城市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就好了。插隊在大港公社



北角大隊苗圃的3個女知青，農民忙著打麥子，她們躺在床上看書報，隊長叫她們收麥子，她

們說：「我們要關心國家大事」，「你們是要錢不要命，我們是要命不要錢。」為了能離開

農村，大港公社北角大隊的男知青甚至揚言要放火燒了當地農民的房子，說：「燒了房子進

監獄也比待在農村強」。13還有的知青根本不參加勞動，下鄉半年多，沒有出一天工，一個

工分也沒有，並且說：「我就是不參加勞動，要搭上一個大天柵，我才去勞動。」14

三、製造各種「病症」，要求回城

1966-1968屆的中學畢業生，經過「文革」的造反奪權運動，有些曾經是充滿「革命」激情的

「小將」。1968年底，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

的指示後，他們天真地以為，這又是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於是滿懷熱情，奔赴「廣闊

天地」。從90年代全國各地出版的「老三屆」（1966、1967、1968三屆）回憶文章中可知：

一份份決心書和血書，表明當年的一無反顧。自己怎樣瞞著父母，偷偷將戶口遷出；怎樣偷

扒火車而「陰謀」得成；怎樣躲開家人的看管，一個人風餐露宿，長途跋涉到達插隊地點等

等。15然而，到農村後，展現給他們的是貧窮落後，艱苦的體力勞動和單調乏味的生活更使

他們難以忍受。於是，他們看不到希望，更談不上甚麼「大有作為」。繼而是對環境的抗爭

──設法回城。

南京市對1966-1968屆畢業生上山下鄉沒有制定具體的照顧留城政策，但在做動員宣傳時，對

於身體確實有病的，可以「暫緩下鄉」。這一政策缺口給處於絕望中的知青一絲希望。以

「病」為由，要求回城是知青常見藉口。情況大致有以下幾種：

1、確實有病

1968年底，「文革」經歷了轟轟烈烈的「奪權」鬥爭，毛主席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些身體確實有病的畢業生或為形勢所迫，或為

激情所感染，不顧自己的身體情況，堅決要求下鄉。甚至一些殘疾人也要求下鄉。聾啞學校

1968屆的張瑞敏、和國安、陳殿俊、魯義祥、鄭禮平6位畢業生聯名給上山下鄉辦公室寫信，

要求去農村。信中說：「我們雖然是聾啞人，但身殘心不殘，決心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到

革命最艱苦的地方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幹一輩子革命。」「誰說聾啞人不能上山下

鄉？我們就是要用實際行動去批判劉少奇反動的『聾啞特殊論』。我們就是要到農村去接受

再教育，改造世界觀。」16下鄉後的生活不是靠一時的激情支撐的。當初的激情冷卻後，這

些身體確實有病或身體殘疾的知青只好設法返城。

2、小病說成大病，無病自己製造病

諸如近視眼、關節炎、頭暈、胃病、貧血、婦科病等常見病，被誇張成嚴重疾病。有的知青

身體實在沒有病，為了實現回城的目的，塗改病歷、偷竊醫院診斷書，模仿醫生的筆跡填寫

病名。據遵義區1969年4月26日反映，原27中學生張和林，插隊在溧水縣漁歌公社，為了回

城，將醫生診斷書上的血沈12毫米塗改為112毫米。插隊在銅山公社的原18中學生李震泰，到

市醫院偷了一份診斷書，讓其哥哥模仿醫生的筆跡，填寫了「筋骨扭傷」的病名。還有的請

一個有病的人去檢查，而填寫自己的名字。有的和醫生拉關係，開證明等。17

四、思想紊亂



1968年10月-1969年6月底，南京市老三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基本結束。知青們離開南京

時敲鑼打鼓的歡送場面已經過去，來到農村的新鮮感覺也沒有持續多久。思想混亂，不安心

農村，設法回城的情況可以說伴隨上山下鄉運動的始終。當初的決心書、血書還在充當動員

後來者下鄉的宣傳工具，決心書、血書的作者已經感覺「下鄉吃虧了」，「受騙了」，想盡

一切辦法回城。

知青不安心農村是個普遍的問題。有些人月頭到農村來拿糧食計劃和生活費，拿了就走。個

別人下鄉半年，只參加勞動1-2天，還有少數的知青為了達到離開農村的目的，竟然希望第三

次世界大戰爆發。18

知青到農村看到的情況和動員他們下鄉時的宣傳存在很大反差，致使他們毫無思想準備。於

是他們變賣發下來的生產、生活用具，如犁、耙、水桶等返回南京19。回城閑住的知青，常

常給家長招致麻煩。誰家裏有返城的知青，區、街道上山下鄉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就會找上門

來動員知青回到農村去，否則，即辦家長的「學習班」。知青被迫回到農村後，在農村無事

生非，到處串聯，只要不合他們的心意就動手打人，甚至打群架；在串聯中到處吃光；扒

車、攔車回城，站在或睡在公路上，不准汽車開動，甚至毆打司機和乘客。盱眙縣馬壩公社

就發生過多起類似事件。偷雞摸狗，甚至公開搶劫農民、公社食堂、飯店的飯菜。有的知青

說：「吃光賣光，帶著老婆兒女去逃荒；不吃不賭，對不起老祖。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無

酒蒙頭睡。」買西瓜不給錢，反而把賣西瓜的牙齒打掉一個。有的知青胡作非為到了令人難

以容忍的地步。在別人床邊大便，或者在做飯的鍋裏大便，還有的男知青在大白天把上下衣

服脫得光光的，站在村頭的橋上，使婦女不能通過。有的知青攜帶匕首、三尖叉子、啞鈴等

兇器，到處威脅，並說：「打死一個夠本，打死兩個賺一個。」他們之所以這樣胡作非為，

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我就要這樣幹，我就要在這裏搞臭，你們不要我，就叫我走。」20

知青以極端的方式發泄對下鄉的不滿，對回城的無奈，對農村艱苦生活的不適應。

面對知青下鄉後出現的複雜而又現實的問題，已經不是幾句政治化的宣傳所能解決的。為

此，江蘇省革委會和南京市革委會一再要求帶隊幹部和農村的同志加強對下鄉知青的思想教

育，尤其是與知青朝夕相處的農民對知青的教育，號召貧下中農「多接收一個知青，多增加

一份力量，多培養一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對毛主席多獻一份忠心。」但農民卻說：

「如果叫他們走，叫我拿出200元錢都可以。」21

從南京市1966-1968屆知青上山下鄉後的狀況看，真的如後來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所總結的那

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國家花了100個億，買了四個不滿意──國家不滿意、知青不滿意、

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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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補助經費的報告》。

14；20；21 南京市檔案館：全宗號5076，目錄號3案卷號27，《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慰問工作總結

報告》。

15 據筆者所見，90年代出版的老三屆的回憶錄有：1、金大陸編：《苦難與風流：老三屆人的道

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嵌入大地的青春》（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社，1993）；3、王江主編：《劫後輝煌：在磨難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屆，共和國第三代》（北

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5）；4、火木：《光榮與夢想》（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5、

《難忘鄂爾多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16 南京市檔案館：全宗號5076，目錄號2，案卷號23，《上山下鄉動態》，第三期。

17 南京市檔案館：全宗號5076，目錄號3，案卷號24，《關於處理病號問題的情況報告》。

18 南京市檔案館：全宗號5076，目錄號3，案卷號27，《省對江浦縣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慰問分團慰

問情況報告》。

19 南京市檔案館：全宗號5076，目錄號3，案卷號27，《慰問丹徒縣插隊知青總結》附件《關於存

在的幾個問題及對今後工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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