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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40年如昨，只因那终生忘也忘不掉的知青记忆
天涯网点击过240万，令无数的老知青和知青子女感动

内容简介

《李家坟》内容提要：
一九六八年八月的南山大队第六生产小队，充满传说的“李家坟”被选定为知青点。
以徐荣光、联红霞为点长的十三名知识青年，入住了“李家坟”。面对知青之间不断出
现的困难和矛盾，他们将如何处理？彼此间不经意产生的细微情愫最终的结果怎样？
艾抵资，偷懒爱贪便宜，嫉贤妒能，人称“拿情犯”。她为了回城，排挤同伴，揭人短
处，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得以如愿。而在相处中渐渐对她有好感的韩彤辉又该如何
？
何艳丽，由于出身资本家，受到个别同学的排斥，神经衰弱，在进入农村这个陌生的环
境里，时常产生幻听、幻视。她努力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最后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同
时和周剑南的感情，随着他的参军会发生变化吗？
“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余抗修最终会因为大队医生杨学留下吗？
李旭东虽然出身好，是个好青年，但性格比较耿直，给自己参军、抽工、升学等都带来
了不少麻烦。
还有口无遮拦、乐观开朗的方国庆，文艺青年王继红，会点小功夫的陈建军，为人老实
的姜立新和黄为民⋯⋯

一九六八年八月的南山大队第六生产小队，充满传说的“李家坟”被选定为知青点。

艾抵资，偷懒爱贪便宜，嫉贤妒能，人称“拿情犯”。她为了回城，排挤同伴，揭人短
处，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得以如愿。而在相处中渐渐对她有好感的韩彤辉又该如何
？

“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余抗修最终会因为大队医生杨学留下吗？

还有口无遮拦、乐观开朗的方国庆，文艺青年王继红，会点小功夫的陈建军，为人老实
的姜立新和黄为民⋯⋯

《混子》内容提要：



    陆永福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中为数不少的混子代表之一。他不仅能混、会混而且善
混。他是典型的不囿现状，充满激情，处处寻求人生突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不安
定分子。他出生军干家庭，大将军之子，却爱上普通工人之女。他叛逆前卫，不爱军装
爱工装，一个大院的高干子弟做个烧锅炉的工人。他聪明敏感，机灵应巧，最早识得商
机，倒卖烟草赚取第一桶金。他敢为人先，果决辞职下海，如鱼得水成为最早成立公司
的时代弄潮儿，却在弄潮中不可避免的走向离婚。他本性善良、屡次被骗，渐入危局，
却在走投无路之时买了不起眼的股票，多年后身价猛增。他的异于常人的另类与躁动使
他在现实中处处碰壁，头破血流，甚至付出被偷掉一个肾的惨重代价，却突然有了一个
亿的身价。

《我是艾利：我在海外的经历》内容提要：

显示全部信息

作者简介

宗沛妍，一九五二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一九六八年九月到农村插队，七年后回城，
当过工人，做过人事及财会工作，现已退休。我也不会作家的那些写作手法，更不具备
那些虚构能力，文中的人物大多都是真实姓名，我和其中的很多人现在还保持联系，当
然不包括那些已经逝去的。文中的故事有些是自己亲历的，有些是听社员讲的，总之，
都是我的回忆。
刘杰，号混子，别号负五。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混出大学校门后混过新闻界、商界
。北京与青岛均有餐饮投资与房地产项目，现属半居家赋闲状态。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发
表自称是文学的文学作品，因经不住外面世界的诱惑而堕入商圈，自此远离了文字，狗
刨式的运作方式在商海里一顿“扑通”，赚足了后半生的保障，于新世纪之初阴谋逃离
商场，算是顺利逃顶全身而退。先后出版和发表中长篇《篮彩描金》、《精神中暑》、
《四十还惑》、《非婚姻关系》、《再婚关系》、《非血缘关系》、《今天你过得好吗
？》等。
泰国女子塔娜达?萨湾登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童年时即要靠着自己努力赚钱才能帮忙维
持家庭收支平衡，她在青少年时期因意外未婚怀孕而辍学，家人和朋友弃她而去，此后
她被引诱到泰国芭堤雅、中国香港、日本等地卖淫，饱受非人虐待，还曾因参与吸毒和
赌博被投入监狱。

刘杰，号混子，别号负五。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混出大学校门后混过新闻界、商界
。北京与青岛均有餐饮投资与房地产项目，现属半居家赋闲状态。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发
表自称是文学的文学作品，因经不住外面世界的诱惑而堕入商圈，自此远离了文字，狗
刨式的运作方式在商海里一顿“扑通”，赚足了后半生的保障，于新世纪之初阴谋逃离
商场，算是顺利逃顶全身而退。先后出版和发表中长篇《篮彩描金》、《精神中暑》、
《四十还惑》、《非婚姻关系》、《再婚关系》、《非血缘关系》、《今天你过得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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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塔娜达�萨湾登称，她想分享自己的这些经历，揭露性工作者这个行业的真实一面，让
更多人避免走这条错误的道路，她希望自己的经历对他人有警醒作用。一名评审团成员
帕拉说“这本书反应了泰国社会面临的根深蒂固的卖淫问题”，并称，把这个奖项颁给
她主要是以为她是以个人亲身经历来书写，让人耳目一新，而其他作家多以观察者的角
度写书。

显示全部信息

目 录

《李家坟》
1968年
九月中旬，小山村活跃了——迎来了第一批知识青年，给这个终年见不到几个外人的山
沟沟，增添了十三个新面孔。八男五女，竟没有一个重姓的。男知青：徐荣光、方国庆
、周剑南、李旭东、王继红、韩彤辉、黄为民、陈建军，他们住在西屋；女知青：联红
霞、姜立新、余抗修、艾抵资、何艳丽，她们住在东屋。
1969年
一转眼春暖花开了，小队的二十多头耕牛就不喂干草了，每天早、中、晚由专人负责把
它们放到较近的沟岔、河沿吃嫩草。
1970年
春节过后，农历正月初十已经是二月十六日了，同学们都回来了。停了十多天的烟火，
青年点儿冰冷冰冷的。
1971年
又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群山披上了绿色。
一九七一年春天，布谷鸟又唱响了它的保留曲目——永远的布谷。
牛马拉着铁犁，又穿梭在田野里、山坡上，蹚出了一条条黑褐色的崭新的平行线，散发
着泥土的芳香，给农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1972年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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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春天，布谷鸟又唱响了它的保留曲目——永远的布谷。

1972年

1973年

1973年3月，南山学校又开学了，又开始了有条不紊的教学工作。联红霞、何艳丽上下班
吃住也方便多了，更要下一番苦功，让南山小学的各项工作，好好保持在教育系统的先
进行列里。

红色二代誓要做工人 

挖出了第一桶金 

尿手上了？ 

贩卖原子弹 

我是个摆小摊的 

2185 

少年壮志不抽烟 

旅行结婚进了警察局 

夹在书里的股票 

你呼叫的号码已停止服务 

离婚 

西伯利亚的西北风 

价值连城的元青花 

爸爸，你走好 

房地产与俄罗斯小姐 

好歹也算个名人 



国外的围棋诱惑 

被偷了一个肾 

显示全部信息

媒体评论

知青大姐写的很真实，描写得很好！总之我的拙笔形容不出的那种好。也许这就是情感
的倾述吧！你们生在一个错误的时代，但是错误的时代给了你们理想，比我们这个年代
的人浑浑噩噩地活着有意思多了。我们不该忘记那段扭曲的历史！——虾里扒仁
  我很喜欢看老年人写回忆知青时的生活，那样让我感觉到另一种生活。可能是我们这
一代人太闲了吧，没有感受过奋斗的感觉呵！——鬼雨妹妹
  那真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莫名其妙的年代呀！——如是往事
  看着那个年代的事情心里总是酸酸的，即使是看开心的经历也依然。直到现在依然不
是很明白那些整天揪人小辫子的那些人的想法，他们和那些人有多大的仇恨，可以把一
个和他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小东东8405
  因为我的妈妈是地主出身，所以从她嘴里了解到的那个岁月，有些和您说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非常感谢您能够从另外一个层面对那个时代的纪录，让我能更全面的去了解那
段历史。我回去一定会把这篇文章给我妈看看，让她看看，其实不管在任何年代，我们
大部分的中国人都还是怀有良知。从您写的这些文字以及对大家的回复，我真的非常感
动，这种淡定、这份宽容、这份大度、这份良知、这份含蓄、这份幽默⋯⋯真的，这才
是我所认识的中国文化，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的文化，这才是撑起我们这个民族的力量
啊！——墓头回

    我很喜欢看老年人写回忆知青时的生活，那样让我感觉到另一种生活。可能是我们
这一代人太闲了吧，没有感受过奋斗的感觉呵！——鬼雨妹妹 

    看着那个年代的事情心里总是酸酸的，即使是看开心的经历也依然。直到现在依然
不是很明白那些整天揪人小辫子的那些人的想法，他们和那些人有多大的仇恨，可以把
一个和他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小东东8405

    我一个小孩子没资格评价历史，但是也希望能够客观看待那个年代，看到现在的历
史书政治书不能正视那个年代的问题，很是困惑，不知是不是编书的人不肯正视历史，
我也不希望我们后代忘记那段无法理解的变态的岁月，作者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
时的真实面貌。——笨笨的嘟嘟的狗狗

    我母亲也是知青，说来惭愧从未试图了解她那一段经历。还是通过您的小说才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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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不过您是乐观的我想其间甘苦当不足为外人体会，冷暖却是你们自知的。——yid
a735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一
  东北山区，南山脚下，有个核桃树沟，住着六十几户人家，是当时的太阳升公社南山
大队第六生产小队。
  全沟很难找到一块像样的平地。农户多半住的都是依山建造的茅草房子，唯独小队部
是砖瓦结构，坐北朝南，一大四小五间房横在沟口，像个屏障，界定了沟里沟外。
  队部的东屋，是小卖部。东房山上有个卖货的窗口，前面是通向沟外的大车道，大车
道的东侧是一条从南山各沟岔儿流下来的山泉，形成了一条小河。河床两侧是一棵棵粗
粗的杨树和柳树，河水顺着大道东侧流向正北。跨过丈把宽的河面，坎上就是李家坟。
有两亩多地，离小队部平行不足四十米，算是全沟最大的一块平地了。再往东侧便是一
面陡峭的石壁，上面长满了藤条青苔，遮住了早晨东升的太阳。
  李家没有了后人，坟茔荒芜二十八九年了，杂草丛生，树木横林。每当夜幕降临之后
，更显得格外阴森，常有鬼火飞来飞去，时疏时密。如果没有小队部门前那盏高高绑在
松树杆子上的大电灯，通宵达旦地亮着，夜里几乎没有几个心红胆壮的英雄好汉，敢单
独由此经过。传说，要是遇上“挡”（这是当地的说法，现在人们都知道的“鬼打墙”
），就得整夜在这地方转悠了。
  1968年8月初的一天，政治队长秦海农去沟外大队部开会，带回一个重要任务。城里
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个伟大号
召，到农村插队落户。九月份就下达到各小队了。
  上级要求在知青到来之前，一要盖好房子（青年点），二要备好烧柴，三要在队部附
近选址建房，要有院子。国家给每个知青拨建房费、生活费共240元。当年吃国家供应粮
，以后就吃队里打的毛粮，每人每年不得低于600斤。这样每年得多打一万多斤粮食才能
满足。
  盖房子不算什么大问题。砖可以到大队的砖窑去拉，秋后算账，房檩子、椽子、大梁
、门窗等木料可以到小队集体的落叶松林子去砍；现成的门窗队里还有备料。石头呢？
这里最不缺的就是石头，那是集体常年进现钱的副业之一；沙子，河床上取之不尽；玻
璃，上级给拨了指标，更何况还有一大笔建房费。只是房场很难选定。
  秦海农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原军人，三十四五岁，工作认真，雷厉风行，当晚就召
开了社员大会。那时候乡政府叫人民公社，每个公社管辖十七八个大队，每个大队管辖
六七个生产小队不等，是集体所有制，农民都是公社社员。只有“地富反坏”四类分子
例外，必须经过管制劳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再由社员大会评议通过，才能摘了这个
“四类分子”的帽子，成为一名光荣的公社社员。
  针对房场的选定问题，大家七嘴八舌戗戗了两个多小时也定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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