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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志资料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金光耀金大陆

［ 摘 要 ］ 新编地方志包含了 大量有关知青上 山 下乡 的 资料 ，
对安置经费 、 动 员政策 、 知

青婚姻和 与 知 青有关的 案件等 方面的讨论体现 出地方志 中知青史料的重要价值 。 知青安 置经

费 的 实际支 出 、 人均经费及具体使用在各省 间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 ， 即使在 一个省 区 内 ， 各县

间 的经 赛使用 情况 也不尽相 同 。 在动 员 政策方面
，
个别地方率先进行调整

，
中 央政策则 受 到

地方政策 的影响 。 地方志资料提供 了 从 区域史角 度切入来深化知青 史研 究 的可 能性 。

［ 关键词 ］ 地方志 知青 上山 下 乡 《 中 国 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 下 乡 史料辑录》

［ 中團分类号 ］ Ｋ 2 7 ［ 文献标识码 ］
Ａ ［ 文章编号 ］ 1 0 0 5 4 9 5 2 （

2 0 1 5
 ） 0 3

－ 0 1 1 2－ 1 1

1 9 9 8 年出版的定宜庄的 《中国知青史 ： 初润 （ 1 9 5 3 － 1 9 6 8 年 ） 》

［ 1
］

和刘小萌的 《 中国

知青史 ： 大潮 （ 1 9 6 6－ 1 9 8 0 年 ） 》

［
2

］

立足于历史资料研究知识青年 （ 以下简称知青 ） 上山

下乡 ， 是从史学领域全面研究知青上山下乡 的代表性著作。 自那时起 ’ 十多年过去了 ， 其

间虽有一些知青史的研究成果问世 ， 但总体上研究进展比较缓慢 ，
主要是因为史料的搜集

整理和开发利用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 。 涉及知青上山下乡 的史料 ， 大致可分为各级政府在

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档案文件 、 地方志与统计年鉴等官方出版物 、 各种报纸杂志 、 知青回忆

录及知青当年的 日记、 书信等几大类 。 其中档案文件的史料价值最高 ’ 最能反映从政府决

策 、 政策执行到知青安置及知青在农村生活生产的各种情况 ， 但这些档案大都没有经过系

统的整理 ， 有些甚至还未编 目 ， 且由于档案馆开放程度不一
，
研究者要对其全面利用具有

较大的难度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由各级政府组织编纂并汇集了许多官方资料和数据的新编

地方志对于知青史研究而言就具有重要的价值 。

中国地方志的编寨源远流长 ，

“

文化大革命
＂

（
以下简称

“

文革
”

） 结束后 ，

一度中断

的修志传统得到恢复。 从 1 9 7 7 年起 ， 修志工作在少数县市率先开始 ， 至 2 0 世纪 8 0 年代

［收稿 日期 ］
2 0 1 4－ 1 0

－

0 8

［ 作者简介 ］ 金光耀 ， 教授 ， 复 旦大学 历史系 ，
2 0 0 4 3 3

；
金大陆 ， 研 究 员

，

上海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

究所 ’2 0 0 0 2 0 。

？

 1 1 2
＇





从地方志资料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 。 到 2 0 0 1 年 ，
全国规划的省 、 市 、 县三级地方志 （共 6 3 1 9 部 ） 已完

成并出版的有 4 7 8 9 部 ， 超过了 7 5％ 。 到 2 0 0 5 年 ， 全国第一轮修志工作基本完成 ， 完成

规划志书的 8 6 ． 3 6％
， 其中省 、 市 、 县三级地方志完成率分别为 8 1

．
4％ 、 7 7

．
3％ 、

些新编地方志是知青史研究的宝藏 。

资料性是地方志的重要特征之一
，
新编地方志以省 、 市 、 县三级政府为编写主体 ， 同

时在省 、 市
一级还编有专业志 ， 如劳动志 、 青年志等 。 有关知青的史料大多出现在省 、 市

一级志书的劳动志中 ，

一般都有
“

知青上山下乡
”

的专编或专章 ， 其资料来源均为政府的

档案文件 。 这部分资料已经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关注 ， 并在研究中予以使用 。 而劳动志之外

的其他专业志 中亦包含许多有价值的关于知青的史料 ， 但尚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如铁路

运输志 、 航运志中有运载知青奔赴边疆农村的次数、 人数等统计 ； 轻工业志 、 商业志中有

按政策供应知青下乡用品的条款 ；
教育志 、 出版志中有为知青举办函授教育 、 编辑知青读

物的材料 ；
司法志 （ 或法院志 、 审判志 、 公安志 ） 中有关于知青刑事案件的信息 ； 等等 。

迄今关于知青上山下乡 的历史学研究 ， 大都是在全中 国的层面上展开
，
但上山下乡在

各地显示出很大的差异性 。 北京 、 上海 、 天津等直辖市是知青上山下乡 的主要输出地区 ，

黑龙江、 陕西 、 内蒙古 、 云南等省区是主要接收地区 。 同为接收地区 ， 上述各省区之间也

有很大的不同 ， 还有的省份如江苏省 、 广东省等
’
知青主要在本省范围内下放和安置 ，

这

就使各地知青的上山下乡带有各 自的特点 。 如 同样去农村插队
，
在黑龙江省的知青一天可

挣工分两元多 ， 而在皖北的知青
一天工分所得只有一角钱 ， 两者相差在 2 0 倍以上 。 因此

要进一步推进知青上山下乡 的历史学研究 ，
必须深入到各省乃至县的层面 ， 认真梳理各地

知青上山下乡 的历史事实 ，
既要展现其共性 ，

更要揭示在各地的特殊性 。 就此而言 ， 新编

地方志有其特殊而重要的价值 。 通过这些地方志 ， 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省 、 市 、 县三级政府

对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及执行中的差异 ， 看到知青在各地不同的生存状态以

及与当地社会的互动关系 。 而在对全国深入到县一级层面的知青上山下乡进行考察的基础

上
， 就可以整合出关于此问题更为全面的图景 。

当然 ，
新编地方志存在着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 ， 这是因为编纂人员的背景不同 ，

以前

从事的工作不同 ， 对地方志编纂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 就知青上山下乡 而言 ， 新编地方志

就出现了内容详略不一甚至缺漏的情况 。 在省志方面 ， 因为有劳动志这样的专业志 ， 知青

上山下乡 的内容一般不会缺漏 ， 但内蒙古 自治区除在劳动志中对知青上山下乡有记载外 ，

还编有 5 0 余万字的 《 内蒙古知识青年通志 》

［
3

］

， 以大事记的方式记载了从 2 0 世纪 5 0 年

代起该地区知青上山下乡 的历史进程 。 这是我们所见到的仅有的关于知青的专志 。 在县志

方面 ， 记载知青上山下乡 的内容详略差异很大 ， 有的列有专章 ， 叙述有上万字之多 ， 细列

① 参见巴兆祥 ： 《 中国大陆新方志编纂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 》， 《方志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

台湾文献馆 2 0 0 8 年 9 月 ； 田嘉 ： 《在全国第二轮修志试点单位方志理论与编纂研修班上的讲话》， 《 中国

地方志 》 2 0 0 5 年第 7 期 。

？

 1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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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下乡人数 、 安置经费 、 劳动生活 、 入党入团 、 返城状况等 ，
有的只在大事记中寥寥数

句带过 ， 也有的甚至不着
一

字 。 当然 ’ 内容的详略在
一

定程度上与各地接受和安置知青的

情况有关 ， 但也确实有遗漏记载的情况 。 如河南省 《兰考县志 》 没有关于知青上山下乡 的

记载 ， 而据我们所知 ，
至少有二十多名红卫兵在

“

文革
”

期间从上海市志愿到兰考县插队

落户 。 因此 ， 新编地方志尽管是知青史料的宝藏 ’ 亦有其先天不足之处。

新编省 、 市 、 县三级地方志卷帙浩繁 ， 数量庞大。 就研究者个人而言 ，
很难大范围地

从中寻找与知青上山下乡有关的资料 。 这也是为什么迄今只有个别学者利用过部分省级地

方志 （ 主要是劳动志 ） 进行研究 ， 而大量地方志中有关知青上山下乡 的史料还未能得到利

用的原因 。 此外 ， 地方志尤其是县志的流通范围有限 ， 许多图书馆收藏不全 ， 这也给研

究者查阅带来了不便 。 有鉴于此 ， 我们与
一批知青志愿者对全国新编地方志中有关知青上

山下乡 的资料进行了辑录 ， 将这些资料汇编成 《 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 》，

希望通过对基础史料的建设推进知青史的研究 。

在编辑新地方志知青史料的过程中 ，
我们随机挑选了一些省 、 市 、 县的地方志 ， 以下

从安置经费 、 动员政策 、 知青婚姻和与知青有关的案件等几个方面来看地方志中知青史料

的价值 ， 并通过这些史料来讨论
“

文革
”

期间知青上山下乡的相关问题 。

（

—

）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安置经费

据 《中 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 记载 ，

“

1 9 6 2 ？ 1 9 7 9 年 ， 中央财政下拨的知青经费

达 7 5 亿元之多 ， 地方财政以及企、 事业单位花的钱大体与中央财政下拨经费持平 ， 合计

不下 1 5 0 亿元 。

”［

4
］ 这部书使用的材料是国务陴知青办的档案 ， 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 但

该书所述知青安置经费是全国层面的 ， 并没有列 出各省经费使用的具体情况 。 刘小萌的

《 中国知青史 ： 大潮 （ 1 9 6 6￣ 1 9 8 0 年 ） 》 中有专门的章节叙述知青安置经费 ， 但也没有涉

及各省的经费数据 。 而各省 、 市 、 县的劳动志 、 财政志中却有这方面的详尽资料
，
这就

．使我们可以从省乃至县的层面上了解知青安置经费在各地实际使用的具体情况。 例如 ，

1 9 6 8
￣

1 9 7 9 年 ，
黑龙江省获得中央财政下拨上山下乡经费 7 8 7 6 6 万元 ， 实际支出 1 1 3 4 4 1

万元。

［
5

］

 1 9 7 3 ？ 1 9 8 1 年
，
国家下拨广东省知青安置经费 5 3 2 9 9 万元 ， 实际支出 3 9 5 2 1 万

元。

［
6 ］

1 9 6 2￣ 1 9 7 9 年 ， 国家拨付陕西省知青安置经费 1 9 7 3 8 ． 9 万元 ， 实际支出 1 7 5 5 6 ． 7 万

元
；

［
7

被付广西壮族 自治区知青安置款 1 6 8 8 8 ． 8 万元 ， 实际支出 1 4 8 2 7 ． 2 万元。

［

6
］ （沖．勝酬

在上述四省区中 ， 只有黑龙江省的实际支出超出 了国家下拨的经费 ’ 其他省区都未用完国

家拨款
，
这一情况也反映了全国的一般状况 。 据 《中 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

一书记

载 ，
1 9 6 2？ 1 9 7 9 年 ， 国家拨付知青上山下乡经费达 7 5 4 2 9 7 ． 1 万元 ， 实际使用额是 6 5 7 8 9 6 ． 7

？

 1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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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
4

］
（ ｐ

2 6 4
）

而黑龙江省作为安置知青人数居全国第二位 、 接受外省市知青最多的省份 ，

且又地处边疆高寒地区 ， 因此实际使用经费超出国家下拨的额度是可以理解的 。

就知青安置经费的人均使用情况而言 ， 各省 、 市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 1 9 6 8－ 1 9 7 9

年 ， 黑龙江省知青人均安置经费约为 6 1 3 元
；

［
5

］
（ ｐ ｌＭ 6

）

1 9 6 7
？

1 9 7 9 年 ， 安徽省知青人均安

置经费约为 3 9 6 元 ；
1 9 6 8？ 1 9 7 9 年 ，

浙江省知青人均安置经费约为 2 7 9 元 。

［
8 ］

 1 9 6 8 ？ 1 9 8 0

年 ， 北京市在郊区安置知青 3 7 万人 ， 人均安置经费约为 4 8 6 元 。

［
9

］

而在 1 9 6 2￣ 1 9 7 9 年间 ，

陕西省和广西壮族 自治区的知青人均安置经费分别为 3 7 9 元、 3 4 1 元 。

［
1 °

］

这些数据显示 ，

北方省份知青人均安置经费普遍高于南方省份 ，
这与中央政策规定相一致 ， 但黑龙江省的

人均安置经费超出国家 1 9 7 3 年规定的北方各省 、 市区每人 5 0 0 元的标准 1 0 0 多元 （ 还没

考虑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人均经费 4 0 0 元的因素 ） 。 此外 ， 值得注意的是 ， 即使是南

方省份间在人均安置经费方面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
如浙江省的人均安置经费是 2 7 9 元 ， 而

广西壮族自治区则是 3 4 1 元 （ 这是从 1 9 6 2 年算起的平均数 ，

“

文革
”

前的人均安置费还要

低于
“

文革
＂

期间 ） 。 这种差异反映了什么问题
，
是各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原因 ， 还是与

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 ， 需要舰一步研究。

省区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人均安置经费上 ， 还体现在安置经费的具体使用上 。 1 9 7 3

年
，
中央提高了知青安置补助的标准 ，

规定城镇知青回乡 、 插队和到集体所有制场队的 ，

南方各省每人补助 4 8 0 元 ， 北方各省每人补助 5 0 0 元 ； 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 、 林场

的每人补助 4 0 0 元 ， 但各省 、 市对安置经费的使用有不同的规定 。 以安置经费中 占比例最

大的建房补助为例 ， 广东省规定夫 2 5 0 元 ， 山东省为 2 3 0 元 ， 湖南省为 2 2 0 元 ， 北京市 、

浙江省和福建省都是 2 0 0 元 。 生活补助的差异就更大了 ， 如北京市 、 福建省为 2 0 0 元 ， 山

东省 、 浙江省为 1 7 0 元 ， 湖南省为 1 4 0 元 ， 广东省为 1 0 0 元 。

［
1 1

］

不仅备地在使用知青安置经费方面显现出很大的差异 ， 即使在一个省区内 ， 各县间

的经费使用情况也不相同 。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
多数县实际知青人均安置费为 2 0 0 多元 ，

如苍梧县为 2 3 1 元 、 钦州县为 2 4 2 元、 罗城仫倍族 自治县为 2 4 6 元 ， 但武鸣县却高达 4 4 4

元。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福建省 ， 该省多数县实际知青人均安置费为 3 0 0 多元 ， 如连江县

和大田县为 3 3 8 元、 上杭县为 3 5 3 元、 建瓶县为 3 6 7 元 ， 但长汀县却高达 5 3 1 元 ， 而低的

如清流县则为 2 5 1 元、 政和县为 2 1 7 元 ， 7欠定县只有 1 5 8 元。

①
各县之间的差异也需要我们

做进一步研究 ， 对其原因的探究和剖析必将丰富我们对知青上山下乡 的认识。

与知青安置经费相关的是知青输出城市对知青接收地区的物资支持 。 《上海青年志 》

记载 ， 1 9 6 8
？

1 9 7 3 年 ， 上海市对接收上海知青的省区提供了价值 1 6 0 0 多万元的物资 。 到

1 9 7 5 年 ， 上海市为在各地的知青提供大小拖拉机 7 0 0 0 余台 、 拖斗 8 0 0 余只 、 各类汽车 5 0

余辆 ， 以及柴油机、 发电机、 电动机 、 变压器、 水泵和各种建筑材料等物资 ， 价值 5 5 0 0

① 以上数据均根据各县县志统计 。

？

 1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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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 还提供无息贷款 5 0 0 万元 ， 最后全部免予归还 。

⑷ （ ｐ 2 2Ｍ ）

这一情况在接收地区的地

方志 中也有反映。 《巢湖市志 》 记载
，
在接收上海知青期间 ， 上海市支援巢县

①
无息贷款

4
．
7 万元 ， 先后拨给 3 批支援物资 ， 有缝纫机、 拖拉机、 变压器、 柴油机等 ’ 帮助社队增

加收人 ， 减轻安置负担 。

［
8

］ （ ｐ
2 8 8 5

）

知青输出地区对知青接收地区的支持是知青史研究中
一

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 但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 同时这也是研究
“

文革
”

期间城乡经济关系

的重要切入点 ， 地方志 中的相关资料理应得到关注 。

（ 二 ） 关于动员上山下乡的政策

1 9 6 8 年 1 2 月 毛泽东发出
“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 ［ 1 2 ］

的号召

后 ，
全国兴起了动员 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髙潮 。 起初 ， 各地大都采取了

“
一

片红
”

、

“
一

刀切
”

的做法 ， 随后一些地方相继有政策出台 ， 规定了可以不动员下乡的范围 ， 但各地的

政策在出 台的时间和规定的范围上又有不同 。

根据我们对地方志资料不全面的初步査阅 ，
安徽省铜陵市最早出 台相关政策 。 该市

在 1 9 6 9 年 （仍处于毛泽东指示发出后的动员高潮中 ） ， 就明确规定了可以不动员下乡 的中

学毕业生的范围 ，
涉及病残和家庭困难两个方面 。 病残指身体残疾或不易治疗的疾病如驼

背 、 跛腿、 癫痫、 心脏病、 高血压 、 脑震荡等 ， 严重慢性病和传染病可暂缓下乡 ， 治愈后

继续动员 。 家庭困难指父母双方丧失独立生活能力 ， 或上有老 （ 祖父母年迈 ） 下有小 （弟

妹年幼 ） ， 家中又无经济来源的 ， 可不动员 。 与上述情况相同但有经济来源的 ’ 可暂缓下

乡 。 该文件中对可不动员和暂缓动员的范围规定得非常具体 。

1 9 7 2 年 ，

一些省份或城市也出 台了这方面的政策 。 如广东省在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

乡 的通知中明确规定 ， 除根据国家规定和计划继续升学 、 患严重疾病或残疾者 、 独生子

女 、 多子女家庭身边只有
一个子女及家庭有特殊困难的不作为动员下乡对象外 ， 其余都动

员上山下乡 。

［
6

］
（ ？

3 8 °3
）

同年 ， 吉林省明确提出
“

五种人
”

可不动员上山下乡 ， 即独生子女
；

本人患有严重疾病难以治愈 ， 不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 ； 家庭有特殊困难的 （ 父母严重疾

病生活不能 自理 ， 无人照顾的 ； 父母双亡 ， 遗留下来的弟妹无人照顾的 ） ； 多子女身边只

有一个子女的 ； 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 、 华侨子女 。

［
5
］ （ ｐ

8 2 5
）

广东省虽无
“

五种人
”

的概念
，

但实际上可不动员上山下乡 的对象也是这五种 。 两个省的不同在于广东省的第一类
“

根据

国家规定和计划继续升学
”

和吉林省的第五类
“

中 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和华侨子女
”

， 其余

四类则基本相同 。 哈尔滨市也有
“

五种人
”

不下乡 的明确规定 ， 具体为 ： 烈士子女
；
多子

女下乡 ， 身边只留
一个子女的 ； 独生子女 ； 身体严重病残 ； 是家中唯

一

劳动力 ， 有？困

难离不开的 。

［
5

］ （ ｐ ｌＭ 3 ）

哈尔滨市与吉林省不同的是将
“

中 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和华侨子女
”

换成了
“

烈士子女
”

， 并列在首位 。 北京市也出 台了相关政策 ， 但对象不是中学毕业生 ，

而是已下乡 的知青 ？ 北京市劳动局规定 ： 第
一

， 知青父母年迈多病 ，
或患严重慢性疾病 ，

① 现为巢湖市 。 因行政建制或区划发生变动而导致地名发生变化的 ’ 本文均使用当时地名 。

？

 1 1 6
－





从地方志资料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生活不能 自理而北京又无亲人照顾的 ，
可允许一人回京落户 ； 第二 ； 知青下乡后父母死

亡 ， 弟妹年幼需照顾的 ， 可允许
一人回京 ； 第三 ， 在郊区插队落户的居民 ， 其子女在外地

插队
， 家中没有劳动力造成生活困难的 ，

可允许子女一人随父母落户 ； 第四 ，
下乡青年因

工致残 ，
要求转回北京落户的 ，

应由接受地妥善安置 ， 对于本人生活不能 自理家长坚决要

求回京的 ， 可以 回京 。

［
9
］

（ ｐ 2 3
）

这些政策表明 ， 在
“
一刀切

”

的大规模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后 ，

出现了一些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 因此有些地方政府率先制定了相关政策 。

1 9 7 3 年 ， 中央对知青政策进行了调整
①

， 在 8 月颁布的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

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 》 中规定 ：

“

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 ， 独生子女
， 多子女身边只有

一个子女的 ， 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 ， 不动员下乡
”

， 以后又增加了家庭有特殊困难的 ， 这

样就明确 了不动员下乡 的
“

五种人
”

。 该文件还规定
“

归侨学生下乡 的 ， 主要安排到华侨

农场 。 矿山井下 、 野外勘探 、 森林采伐等行业补充减员或按国家计划增加工人时 ， 可由退

休的职工子女顶替 ， 或者从本单位职工的子女中招收
”

。

［

1 3
］

在这之后 ， 各省都根据中央文

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 但各省政策不尽相同 。 如湖南省对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 、 独生

子女 、 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中学毕业生 ， 增加了
“

需经群众评议、 领导批准后方可

留城
”

的规定 。

［
6

］
（ ｐ 3 6 1 4

）

而山东省在 1 9 7 3 年的规定中没有将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和归侨

学生列入 ， 到 1 9 7 9 年知青上山下乡 即将结束时才列入不动员的范围 。

［＾ ＾ ．

2 3 3 9
－

2 3 4 0 ）

通过以上根据地方志资料对有关知青上山下乡动员政策调整情况的梳理 ， 我们看到面

对上山下乡 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
首先是地方政府出台政策予以解决。 虽然我们尚无法了解

1 9 7 3 年 8 月 中央文件的制订过程 ， 但从其内容看 ， 受到吉林、 广东等地已出台政策的影

响则是显然的。 而在中央文件下达后 ， 各地在贯彻执行过程中的差异 ， 再次提醒我们从区

域史的角度切人是推进知青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

（ 三 》 关于知青婚姻

婚姻问题是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数年后面临的十分现实的问题 ，
也是当今知青史研究中

的重要课题。 刘小萌在 《 中国知青史 ： 大潮 （ 1 9 6 6
￣

1 9 8 0 年 ） 》 中专列
一章讨论知青婚姻

问题 ， 其中根据国务院知青办和
一

些地方知青办提供的数据讨论了知青的婚姻率和婚姻类

型 ， 指出从 1 9 7 4 年以后已婚知青逐年增长 ， 到 1 9 7 7 年达到最高峰 （ 全国 8 6 ． 1 万人 ） ， 占

全部在乡 知青的 1 0％
， 其中 国营农场知青的已婚率高于插队知青的已婚率 。 此后巳婚知

青的人数虽然有所下降 ， 但占全部在乡知青人数的比例却有所上升 ， 1 9 7 9 年达到 1 5 ． 3％。

他还指 出 ，
知青婚姻存在三种类型 ，

知青与农民结婚是主导型 ， 其次是双知青类型 ， 最后

是知青与职工类型。

⑴ （＿＿ 2 ’ 8 6 7 ）

这是 目前从历史学角度对知青婚姻问题所做的最为翔

① 1 9 7 2 年年底 ， 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员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知青上山下乡中的问题 ，
毛泽东

于 1 9 7 3 年 4 月 2 5 日 复信说 ：

“

全国此类事甚多 ， 容当统筹解决
”

。 此后 ， 周恩来主持对知青政策进行调

整
，
国务院于 6

￣

8 月 间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 参见顾洪章主编 ：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始末 》， 人民 日 报出版社 2 0 0 9 年版 ， 第 9 8
￣

1 0 7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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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研究 。 我们査阅地方志中的知青史料 ， 发现有不少关于知青婚姻的资料 ，
可以对刘小

萌叙述的知青婚姻状况做进一步的补充 ， 并可拓展对这
一问题的讨论 。

据 《陕西省志 ？ 劳动志 》 记载 ， 1 9 7 8 年该省 已婚知青 2 5 1 4 人
， 占在乡知青人数的

1 ． 4％
，

［
7

］
（ ｐ ｌ 3 Ｍ

）

这一比例远低于该年全国 已婚知青 1 3 ． 2 ％ 的比例 。 广东省的情况则不同 ，

1 9 8 1 年年底 ， 已婚知青为 1 2 4 7 2 人 ， 占在乡知青人数的 4 3
． 7％ ， 当然 ， 这一比例

与大批知青已经返城有关 。 1 9 7 7 年 ， 湖南省岳阳市已婚在乡知青 3 3 7 9 人 ，

［
6
］

（＠ 7 1 ）

全市

在乡知青约 4 万人 ，
巳婚知青的比例约占 8％

， 高于陕西省 ， 也接近全国平均 1 0 ％ 的比

例 。 同在湖南省的零陵地区 ，
1 9 7 9 年末有 3 9 6 人与当地农民结婚 ， 占该地区在乡 知青人

数的 3
．
4％

，

［
6

］
（—

当然 ， 实际结婚的知青人数还应更高些 ’ 因为这一数字并没有包括知

青间结婚和知青与职工结婚的人数。 1 9 7 4 年 ， 福建省永安县有已婚知青 2 8 2 人 （其中男知

青 1 1 1 人 ，
女知青 1 7 1 人 ）

， 当年该县在乡知青约 4 0 0 0 人左右 ，
已婚知青约占 7％。 1 9 7 8 年 ，

已婚知青人数增加到 4 1 2 人， 约占当年在乡知青 3 1 9 8 人的 1 2 ． 8 8％ 。

［
8

］ 永安县的

知青结婚率与全国数据大体相同 。 有的地方志因为相关数据不完整 ， 难以较全面地反映在

乡知青的婚姻率 ， 但这些数据仍具有一定意义 ， 如 《铜陵市劳动志 》 记载 1 9 7 7 年有 1 3 0

多人在铜陵县农村结婚安家 ， 而该县至 1 9 7 7 年共接收 、 安置知青 8 9 8 8 人。

［
8

Ｗ ）

由于

有关知青婚姻的资料相对缺乏 ，
新编地方志中的这些记叙就更显珍贵 ，

为进一步的研究提

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 。

在査阅地方志的过程中 ， 我们发现浙江省知青婚姻情况与其他省区有明显不同 ，
需

要特别提出予以讨论。 1 9 7 8 年 ， 浙江省有 4 万余名
“

农婚知青
”

（ 即同农村青年结婚的知

青 ）。 当时 ， 浙江省在乡知青不到 3 0 万人 ，
已婚知青的比例与全国 巳婚知青 1 3 ． 2％ 的 比

例相仿 ， 但在
“

农婚知青
”

较多的绍兴县 ，
已婚知青的比例则要高得多 。 1 9 7 8 年年底 ，

该县有
“

农婚知青
”

 6 2 9 6 人
， 占全部在乡知青的 3 3％ 。

［
8

］ （ ｐ 2 6Ｍ
）

 1 9 6 4￣ 1 9 7 8 年 ， 余姚县共

安置知青 1 6 2 2 1 人
，

1 9 7 9 年 ， 下乡知青与农民结婚的有 3 0 7 0 人
，
即使不去除已在此前离

开农村的知青和其他方式结婚的知青 ，

“

农婚知青
”

的比例也髙达 1 8 ． 9％。

［
8

］
（ Ｐ 2 7 4 4

）

知青上

山下乡结束后 ， 浙江省于 1 9 8 0 年规定 ，
与农村社员结婚的女知青可将一名子女的户 口从

农村迁至城市 ，
即

“

农转非
”

。 1 9 8 4 年又规定 ， 与农村女青年结婚的男知青也可将一名子

女
“

农转非
”

。 因此 ， 知青子女
“

农转非
”

的数字也反映了知青的婚姻状况 。 在
“

农婚知

青
”

较多的绍兴地区
，

1 9 8 9 年 ’ 办理农婚女知青一名子女
“

农转非
”

的有 5 7 8 5 人
’
办理

农婚男知青一名子女
“

农转非
”

的有 9 5 9 2 人 ， 共计 1 5 3 7 7 人。

［
8

］
（ ｐ ． 2 7⑷

至 ｉ 9 7 7 年 ， 绍兴

地区共安置知青约 5 1 0 0 0 余人 ，

“

农婚知青
”

的比例约为 3 0％
， 其中还未包括与非农民结

婚的知青。 这里显示的农婚男知青远多于农婚女知青的情况 ， 也与通常认为的
“

女知青与

男农民结婚要多于男知青与女农民结婚
＂

的看法不同 ， 值得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

根据 目前掌握的材料 ， 可以说浙江省是知青结婚率最髙的省份 。 要对这一状况做出符

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解释 ’ 尚需要发掘更多的资料 ， 包括对知青开展口述调查 ， 但从地方志

？

 1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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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初步的答案 。 浙江省知青上山下乡 的
一个特点就是在本省甚至本县安置

的多 （ 省会城市杭州有所不同 ） 。 如
“

农婚知青
”

多的绍兴县 ’ 1 9 6 9
？

1 9 7 9 年井动员 3 3 4 2 2

名知青下乡 ， 其中 2 5 2 0 7 名在本县农村插队
’
约占 7 5 ． 4％ 。

［
8

］ （ ｐ 2 7 5 7 ）

在本地插队 ， 不像远

赴边疆的人那样举 目无亲 ， 没有背井离乡之感 ， 比较容易融人农村社会 ， 而且因为在本

地 ， 亲戚关系 、 熟人关系也使得知青与青年农民之间以及知青与知青之间更容易建立起恋

爱关系 。 此外 ， 浙江省投亲靠友插队的知青比较多 ，
绍兴、 余姚一带的农村经济状况相对

较好 ， 城镇与乡村间的经济水平 、 生活方式 、 风俗习惯等＾有明显的差异 ， 这些都是不容

忽视的重要因素 。

关于知青结婚的类型 ， 刘小萌在他的书中根据 《吉林省劳动志 》、 河北省保定地区知

青办的资料和吉林省知青办关于怀德县的资料这三份材料做了梳理 ， 并指出这方面的资料

比较缺乏 。 地方志中相关的材料也并不太多 ，
因此发现的少数资料更值得引起重视 。 如福

建省 《永安县志 》 对知青上山下乡 的记叙甚详 ，
1 9 7 4 年该县 2 8 2 名已婚知青中 ， 与干部

职工结婚的是 7 5 人
， 与农村社员结婚的是 7 2 人 ，

知青间结婚的是 9 6 人 ， 与其他人结婚

的是 3 9 人。

［
8—￣

3 2 7 8 〉

其中知青间结婚的人数最多 ， 但三种类型的婚姻相差不大 。 这只

是一个县的数据 ， 可能是
一个特例 。 再如 《淮北市志 》 的记载 ，

1 9 7 9 年该市有已婚知青

2 3 6 人
， 其中与城镇职工结婚的是 6 9 人 ， 与农场职工结婚的是 4 人

， 知青互婚的是 6 人 ，

与社员结婚的是 1 5 7 人 ，

［ 8
］

（ ｐ． 2 8 2 9 ）

其中与农民结婚的超过了半数 ， 这与大多数地方的情况

相同 ， 但知青间结婚的比例却较低 。

（ 四 ） 关于与知青有关的案件

上山下乡 中涉及知青的刑事案件或曰知青受迫害问题 ， 在各级地方志尤其是司法志 、

法院志 、 审判志等专业志中有不少记载 ，
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和具体的数据 。 由于相

关的档案资料在大多数地方都未开放 ， 因此这些资料对研究者而言更显示出其重要价值 。

关于案件的数量和类型 ， 据浙江省 1 9 7 9 年年底的统计 ， 到上山下乡结束时全省共发

生破坏上山下乡案件 2 9 4 2 起
， 其中一类案件 （ 即迫害女知青案件 ） 2分 7 起 ， 受迫害人数

为 3 2 4 8 人 ， 占案件总数的 8 6 ． 9％
；二类案件 3 8 5 起 ， 其中杀人 3 8 起 ， 毒打迫害 1 1 8 起 ，

偷盗 、 诈骗 1 6 7 起 ， 打击报复 1 0 起 ， 纵火放毒 4 起
，
贪污 8 起

，
教唆 4 0 起。

［ 8 ］＿ 7 9
）

湖北

省从 1 9 6 8 年至 1 9 7 3 年上半年 ， 判处了
“

强奸、 迫害下乡知识青年
”

案件罪犯 4 5 3 名 。 1 9 7 3

年 ， 中央要求各地严查迫害知青问题 ，
当年全省判处 5 4 4 名雌＾件的職

，
超过了前几年的

总和 ；
1 9 7 4 年该省判处此类案件罪犯 6 8 3 名 ’

又超过了 1 9 7 3 年 。

［
6

］（ ｐ 3 5 2Ｓ ）

 1 9 7 0 年到 1 9 7 3 年 8

月 ’ 陕西省发生迫害下乡知青案件 6 2 1 起 ， 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占 8 8％ 。

［
7

］
＜ Ｐ

＇

1 3Ｍ ）

 1 9 7 0－ 1 9 7 3

年 ， 吉林省共处理强奸女知青案件 7 2 6 起
，
判处罪犯 5 9 6 名 。

⑴ （ ｐ 8 1 8 ）

1 9 6 9￣ 1 9 7 2 年 ， 北京

市农村郊区发生迫害知青案件 7 6 起 ， 其中奸污迫害女知青 7 1 起 ， 捆绑吊打 3 起。

⑷ （ ｐ 2 0
）

上述各省市的数据显示 ， 在迫害知青的案件中 ， 涉及迫害女知青的案件占绝大多数 。

各地方志中还有与知青上山下乡有关的其他案件的信息 。 1 9 7 3 年 ，
辽宁省在对安置

■ 1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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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进行清理过程中发现
，

国家下拨的 2 2 0 1 1 万元经费中有 8 1 7 万元被侵占 、 挪用 、 贪

污和私分 ， 其中 4 7 9 万元是知青安置经费 。

⑴ （ Ｐ ＿ 6 2 8 ）

到 1 9 7 3 年 ， 国家下拨给湖北省汉阳县

的知青安置经费 2 3 6 ． 3 万元 ， 被贪污挪用 3 8 ． 2 万元 。

⑷ （＃ 5 5 7
）“

文革
”

期间 ， 广东省沿海

地区有许多知青
“

偷渡
”

到香港 ， 据 《惠州市志 》 记载 ， 1 9 7 1 年春季有 1 1 2 0 人
“

偷渡
”

，

其中知青 8 6 2 人 ， 占 7 7 ％ 。 惠 阳 、 东莞 、 博罗等县
“

偷渡
”

的人员中知青占 8 0 ％。 虽然

省委要求坚决遏止 ， 但收效不大。

［
6

］ （ ｐ
Ｊ 8 7 2

）

关于涉案人员被判刑情况及其身份 ， 在湖北省 1 9 7 4 年判处的 6 8 3 名案犯中 ， 判处死

刑 （ 包括死缓 ） 及无期徒刑的有 2 0 名 。 这些案犯中包括农民 3 0 3 人、 基层干部 1 1 8 人、

国家工作人员 6 2 人 ， 等等 。

［
6

］ （ ｐ
3 5 2 5

）

吉林省在 1 9 7 0￣ 1 9 7 3 年判处的 5 9 6 名案犯中 ， 其中

判处死刑 1 4 名 、 死缓 5 名 、 无期徒刑 1 5 名 、 5 年以上有期徒刑 2 4 3 名 、 5 年以下有期徒

刑 1 7 1 名 、 监外执行 1 4 8 名
， 此外还批评教育处理了 1 4 8 名案犯。

⑷
1 9 7 0

－

1 9 7 8

年间 ， 安徽省共审结了 4 3 5 7 件破坏上山下乡案件 ， 判处了 4 5 6 2 名案犯 ， 其中死刑 3 4 人

（
1 9 7 3 年最多 ， 判处死刑 9 人 ）。 案犯中农村社员最多 ， 为 9 0 1 人 ； 其次是基层干部 5 9 3 人、

国家工作人员 3 8 5 人、 工人 3 4 8 人、

“

五类分子
”

 4 4 人
； 等等 。

［ 8 ］＾ 2 7 9 8＂ 2 7 9 9
）

在浙江省发生

的 2 5 5 7 起一类案件中 ， 案犯为国家工作人员 的有 2 4 1 人、 基层干部 6 6 9 人、 工人 4 2 7 人、

社员 8 9 2 人、 其他 4 0 6 人 ， 合计 2 6 3 5 人 （其中党员 7 1 8 人 ） ；
3 8 5 起二类案件中 ， 案犯为国

家工作人Ｍ的有 9 人、 基层干部 5 4 人 、 工人 4 3 人、 社员 1 9 8 人、 其他 1 4 0 人 ， 合ｔｆ 4 4 4 人

（其中党员 3 8 人 ）。

一类 、 二类案件共涉及 3 0 7 9 名案犯 ， 其中判处死刑 2 8 人 、 死缓 2 7 人、 无

期麵 1 3 人 、 1 0 年以上有期徒刑 3 2 2 人 、 6
－

9 年有期徒刑 4 6 0 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5 9 2 人、

缓刑 9 8 人、 管制 2 5 9 人 、 党纪行政处分 6 3 8 人、 其他 6 4 2 人。

［
8

］
（ ｐ 2 6 7 9 ）

有些县志 中也有

相关材料 ， 如广东省 《海丰县志 》 记载 ，
1 9 7 3 年査处奸污女知青案件 1 4 起 ，

1 4 名案犯中

国家干部 8 人、 大小队干部 3 人、 群众 3 人。 此外还有逼婚 、 诱奸案件 4 起 。 从

案犯的身份来看 ， 农民或称农村社员居于首位 ， 其次是基层干部或国家工作人员 。

上述资料显示 ， 在 1 9 7 3 年各地都根据中央指示加大了对迫害知青案件的打击力度 。

那么 ，
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会出现判处过重的现象呢？ 《安徽省志

？

司法志 》 写道 ：

“

由于

存在
‘

只要路线对头 ， 不怕政策过头
’

的思想 ，

一

度出现多判重判的倾向 。

”［
8

］ （ ｐ
＇ 2 7 8 9

）

ｆｉ

．
然没有列出具体数据 ， 却透露出有关知青案件的判处存在过重的偏差 。 这类叙述在地方志

中并不多见
’
但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

通过对新编地方志中知青史料的解读及对相关问题的讨论 ， 地方志中知青史料的价值

已得到充分的展现 。 在解读这些史料的过程中 ， 我们对如何利用地方志中的史料来进一步

？

 1 2 0
－



从地方志资料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推进知青史的研究有一些想法 ， 提出来就教于学界同行。

全面系统地使用地方志中的知青史料能够帮助我们发现知青史研究中被忽略或者还没

有引起重视的问题。 例如浙江省尤其是绍兴地区知青婚姻率远远髙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

况 ， 就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 。 类似尚未被注意的问题还会有 ，
研究者在使用地方志知青史

料的过程中应该着力发现新问题 ， 因为发现新的问题预示着研究的新进展和新突破。 还有

一些问题虽然已被研究者意识到 ， 但往往因为资料的缘故而难以推进 。 例如关于各省区知

青上山下乡的人数以及跨省区上山下乡 的人数 ， 顾洪章的 《 中 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

一书提供了以省为单位的权威数据 ， 但依据地方志资料可以将相关的数据细化到专区乃至

县的层面 ， 并可以进一步了解不同的专区或县安置本地知青和外来知青的具体人数和比

例 ，
从而对全国知青安置的地域特点有更加深人 、 细致的把握 。 有些地方志中还提供了知

青中男女比例的数据 ，
这对于从性别史角度来研究知青史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 但正如我们

已经指出的 ， 地方志编纂的水平参差不齐
，
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记载详略不一 ，

而且由于编

纂过程中并无统一的标准 ， 因此统计的 口径不尽相同 ， 相似的数据在不同的志书中可能无

法完全对应 ， 这些都是我们在使用地方志知青史料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

下
，
应该将地方志中的知青史料与其他类型的资料结合起来使用 ， 以弥补不足 。

新编地方志 比较系统地提供了全国范围内从省 、 市到县的关于知青上山下乡 的史料 ，

为从区域史角度深化知青史研究提供了可能 ， 也会成为知青史研究的
一

个新趋向 。 中国是

一个幅员辽阔 、 人口众多 、 地区差异很大的国家 ， 虽然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 ， 但地区差异性依然显著地存在 ’ 因此同一项国家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推行并不完全

相同 ， 在不同人群中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 我们根据部分省区的地方志资料对知青安置经

费和上山下乡 动员政策的考察 ， 已经显示出省与省之间以及同
一

个省内县与县之间存在的

差异 ， 因此揭示知青上山下乡 的区域性差异以及对出现差异原因的探究应该是今后着力推

进的方向之一。 在推进知青区域史研究的基础上 ， 还可以进一步开展各省区知青史的 比较

研究 ， 为全景式地 、 立体地把握中国知青上山下乡 的历史奠定基础 。

从区域史角度来深化知青史研究的另一层意义是拓宽研究的范围 ， 关注全国各省区的知

青上山下乡 。 在已有的知青史研究以及知青的 回忆文字中 ， 关注的重点大都是北京 、 上海 、

天津、 四川等知青主要输出地和黑龙江、 云南 、 内蒙古 、 陕西等知青主要接收地 ， 广东省的

知青虽然大多在本省安置 ， 但因为有广州市这样的大城市 ， 也受到较多的关注 。 这些省市得

到重点关注是可以理解的 ，
但不应轻视或忽视其他省区 。 参与搜集 、 整理地方志的一位青年

学者对青海省知青的人舰地区分布做了研究 ，
对巳公布的知青人数有所订正 ， 并在一次学

术报告会上谈了 自 己的研究结果 ， 却被有的老知青质疑研究青海省知青的意义何在 。 我们指

导的 学生利用江苏省的地方志资料研究该省知青的安置问题 ， 也被质疑江苏省在知青上

山下乡 中是否具有典型性 。 这种质疑的前提是将北京、 上海和黑龙江等地作为上山下乡中的

典型地区来看待的 。 如果将上面提及的 9 个省市作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典型地区 ， 它们所涉及

？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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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青人数一共是 7 2 6
．
5 1 万人

，
只占全国 1 7 9 1

．
9 8 万名下乡知青的 4 0％ 左右 。

［
4

］

由此我们

不得不问 ， 约占 6 0％ 知青所在的 2 0 个
“

非細
”

省区是否有其不应忽视的
“

典型
”

意义呢？

对全国省 、 市 、 县三级地方志进行资料辑录是史料建设的大工程 。 地方志作为史料在

史学研究中一直受到重视 ， 史学工作者通常围绕 自 己 的研究主题 ， 从相关地方志中寻找史

料并加以利用 。 但当我们将与知青上山下乡有关的史料从全国三级地方志中辑录并汇编

后 ， 仅使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来利用这些资料显然是不够的 。 面对数量庞大、 信息丰富的

地方志知青史料 ， 我们应该在历史学方法之外 ， 使用和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和统计

学的方法 ， 对所有知青上山下乡 的信息在分门别类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
，
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新问题 ， 从而将知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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