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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黑土地走来》，仅看书名，就知道这是一本描绘知青经历的书。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识青年们，不约而同地拿起了笔，叙述他们曾经的青
春岁月，去过海岛的知青回忆他们在椰林里的生活，西双版纳知青的文章里总会提到红土地上的胶林
，延边知青的人生中少不了朝鲜族的阿妈妮，内蒙古知青一提到茫茫的草原，说话的语气都会变，就
是在近十天里，我就收到了两本反映知青人生的书。
其中一本，还是我所插队的贵州省安顺市编撰的知青文录，厚厚的一大本《苍茫岁月》，足有500多页
，我津津有味地翻看了几个晚上，这么大的篇幅，还有无数的老照片，几乎把当年安顺土地上知青们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写到了。
　　正如书的封面上所注明的，这是&ldquo;来自知青群体的历史记忆&rdquo;。
正因为是群体的记忆，参与写作的人就特别多，把贵州安顺知青15年的来龙去脉都写到了。
　　张亮同志的这一本《从黑土地走来》，其最大的特点是，厚达400多页，开本又如此大气，配发的
照片又这么多，全是他个人的插队落户纪实。
　　翻开他的这一本文录，我感觉到一位黑土地上的老知青在用深情的语言向读者倾诉他的人生，正
如他自己所说，他是在敞开一个知青的心扉和灵魂，叙述那些往事。
从第一章的&ldquo;北上插队去&rdquo;，我读到了那一小节&ldquo;迁户口&rdquo;，相信每一个有过上
山下乡经历的知青，都会记得这一小小的细节。
在后来的人生中，多少知青为了这当年几分钟迁走的户口重新迁回，经历了怎样的折腾。
在张亮这本书中，类似这样的章节，都能唤起同时代人无数的回忆和共鸣，诸如：&ldquo;出工走了两
个小时&rdquo;&ldquo;如厕难&rdquo;&ldquo;半年多不见肉&rdquo;&ldquo;三年没吃
饱&rdquo;&hellip;&hellip;仅仅只要读一下这些小标题，就能让读者朋友们感受，生活在整个社会最底
层的知识青年们，曾经在边塞农村，度过了一段怎样的岁月。
另外一些章节，则更能透出知青生活的时代特征，唤起人无尽的感叹、感伤、感慨。
比如&ldquo;未婚先孕&rdquo;、&ldquo;偷鸡摸狗&rdquo;、&ldquo;恶搞病退&rdquo;、&ldquo;张铁生事
件&rdquo;、&ldquo;被咬百多个疱&rdquo;、&ldquo;副统帅题词邮票&rdquo;&hellip;&hellip;至于还有一
些读来让人触目惊心的章节，可能是张亮插队的黑土地上独有的了，像&ldquo;人被狼吃掉了&rdquo;
、&ldquo;零下51℃&rdquo;、&ldquo;男欢女爱有点乱&rdquo;、&ldquo;美女猝死&rdquo;&hellip;&hellip;
读完人被狼吃掉了这一节，我沉吟了很久很久，半天没回过神来。
　　通过本书，同样曾为知青的我，进一步了解了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满腔豪情的青年男女们是怎
样一腔热血，来到边境黑土地，度过了那贫瘠与寒冷的岁月。
张亮在书中叙述了他组织&ldquo;北上战斗队&rdquo;，与一批同龄人赶赴东北农村的遭遇。
我想说，在张亮的笔调之下，艰苦的农村生活同时也闪烁着火热的光辉，这正是当年知青们的信仰之
光，它照亮了漫漫长夜，温暖了冰冷的严冬，让青年男女们在辛苦中寻找到乐趣，在飘泊中坚守着希
望。
　　黑土地，多少知青刻骨铭心的记忆；北大荒，多少知青奋斗过青春的场地。
在张亮的笔下，一页一页被鲜活地还原。
书中的故事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又是一个个独立成篇的生活实录。
既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又富于特色独具的传奇色彩。
张亮是知青点负责人，又是中苏前线的民兵连长，丰富的经历充实了他的笔触，洗炼的文字又生动、
传神地再现了当年的场景，进而他将视野延伸，观照了作为一段历史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让人
唏嘘不已。
　　这场曾经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光环照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左右了1700了城市青年男女的命
运，其间发生了多多少少让人听来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的事情啊。
　　张亮以一个老知青的名义，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用他的真诚和朴实无华的语言，把他人生中的
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录了下来，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为的是让人们&ldquo;记住那段历史，记住那个年代&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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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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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翻开《从黑土地走来：边疆插队落户生活纪实》，我感觉到一位黑土地上的老知青在用深情的语
言向读者倾诉他的人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在敞开一个知青的心扉和灵魂，叙述那些往
事&hellip;&hellip;仅仅只要读一下这些小标题，就能让读者朋友们感受，生活在整个社会最底层的知识
青年们，曾经在边塞农村，度过了一段怎样的岁月。
　　通过《从黑土地走来：边疆插队落户生活纪实》，同样曾为知青的我，进一步了解了在那激情燃
烧的岁月，满腔豪情的青年男女们是怎样一腔热血，来到边境黑土地，度过了那贫瘠与寒冷的岁月。
张亮在书中叙述了他组织&ldquo;北上战斗队&rdquo;，与一批同龄人赶赴东北农村的遭遇。
我想说，在《从黑土地走来：边疆插队落户生活纪实》中，艰苦的农村生活同时也闪烁着火热的光辉
，这正是当年知青们的信仰之光，它照亮了漫漫长夜，温暖了冰冷的严冬，让青年男女们在辛苦中寻
找到乐趣，在飘泊中坚守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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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亮，上海市人，硕士，三级高级检察官。
从事反贪侦查二十余年，上海市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先进个人，上海市检察机关首届优秀侦查
员。
先后在上海市虹口区、杨浦区检察机关反贪局任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十余年，现供职于上海市人民检察
院反贪污贿赂局。
入选上海市高级专家人才信息库。
上海巾共党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东亚学院MBA兼职教授。
在全国部分省市检察机关反贪部门讲授职务犯罪侦查课程百余场，在各级党校、党政、司法机关、行
政执法机关、大专院校、部队、国有企事业等单位讲授职务犯罪预防课程近千场，被一些单位组织聘
为廉政建设顾问、党风党纪廉政建设监督员。
先后有160多万字的书籍、文章出版或发表，参著最高人民检察院Ⅸ反贪侦查业务培训教材》，论文《
拓展案源渠道的思考》人选全国《理论研究创新优秀学术成果选粹》一书，被评为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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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青春记忆（代序）前言第一章  北上插队去出发迁户口为何不哭当时的分配方案敲锣打鼓去下乡也
有不公来接我们的老贫农带队的老干部途中惊见一路高歌专列感受北安龙镇到了第二章  初到边境线
苏联在哪儿咋把妹妹带来了新青年好威虎厅大花新被子托运的物品中国大幅度增兵瑷珲古城历史见证
人历史之痛老松树中苏边境珍宝岛事件八岔子岛事件古城有宝日军的工事满地有钢盔鬼子的恶行闯关
东的人边境大游行吃存货第三章  农村生活苦出工走了两个小时早上吞掉了午饭种水稻铲地割水稻收
小麦撅黄豆没有水喝没地儿躲雨如厕难打场交公粮破坏机器半年多不见肉三年没吃饱饥不择食鲜辣粉
沙子馒头包素饺赤贝肺头鼠满为患老白虱南二龙罢工喜怒无常布谷、布谷修水渠有人为我们出头了李
庆霖的告状信高层震怒了第四章  知青众生相缺乏常识闹出笑话天天读&ldquo;洪大爷&rdquo;工伤事故
小连长死了签就签钻青纱帐据理力争巡逻的乐趣打闹知青劣根性未婚先孕大队知青活动自寻乐趣苏联
广播偷听敌台后门兵赶马车骑车下地挑水猫冬大眼木匠赤脚医生猪倌卖菜姑娘讨军装司令员来看我们
包脚布屎臭粮香难办的食堂偷鸡摸狗梦想倒马桶我的手表几块饼干内部大批判分伙没有粮票买饭强盗
车列车溜冰场逃票的招数不表态不散会恶搞病退陆续迁走的知青被推荐读书的结果也糟糕异地通婚不
愿做上海人知青也有回去的浩瀚的星空第五章  当地习俗趣北方农民的特色评工分第一年的工分值四
级干部会&ldquo;卫星上天，红旗落地&rdquo;两块一毛八老牌生产队掏鼠洞土豆退化种马要交流二马
子花轱辘车习俗二三宰牛过大年无所不用其极沁人的气息冻柿子当地没茶扭秧歌地方病洋话与土话精
确与不精确露天电影卖花姑娘东北农家女退伍不回家天然洗衣机趟冰排唯一的缝纫机怀念中苏友好之
时毛巾不落水大碗喝酒东北的人家不识货小作坊大车店当地没有刑事案件人造&ldquo;食碱&rdquo;着
火特效药生命和健康的深思美女猝死东北三宝东北三大怪男欢女爱有点乱豆油是香书报用途熊瞎子人
被狼吃掉了北极村五大连池美丽的太阳岛云海第六章  边疆有风情零下℃马号围着火炉吃西瓜捞木头
信号弹神秘传说苏联有特务过来抓到了特务嘹望塔边境误会家畜越境名副其实的轮船嘹望塔之间的对
话对面欧洲人苏军边防站爱辉边防站会晤女子民兵哨大铁钟大牌楼田头歌声&ldquo;副统帅&rdquo;题
词邮票甘于清贫没有宗教纪念馆的福音胡耀邦与黑河第七章  有枪就兴奋写血书领到了枪第一次站岗
换枪挎上了冲锋枪联合宣传队演习一级战备不明飞行物两个警卫员十五天没脱衣服九二九分队子弹放
开打走火边境意外显大眼扔手榴弹挖地道手榴弹在室内爆炸神经过敏老先进连叫苏军听指挥四人背现
代战争盲真的要打仗了第八章  森林筑路记出民工原始森林怎么进路是这样筑成的山上宿营路越筑越
长老农之死我也上了山狼来了老猎人想起了祖母的话迷失森林事件第九章  我的经历多九二○去瓜地
捕鱼挑屁股做豆腐打井|造房参军梦应邀上课来不及得了出血热两个张亮一筐鸡蛋长了知识结识了朋友
三年不回家试行升学考试张铁生事件高考入党申请书禁区拍照发挥特长砖场学俄语学会缝补骑马制邪
寒冬坐露天车筑江堤打石头十天十夜被咬百多个疱途径唐山重见火车周总理逝世国悼第十章  难忘人
物记徐队长顾大队长北京回来固执老顾失分老泪纵横张兴华林红下乡金训华烈士朱克家其人其事翁老
师徐志强之死王小个子父亲来了未了心愿老田涂和祥王文增老贾傻助理沙老大哑巴黑河学生王邦达吴
克难忘的聚会难忘的东北人家长集体让我汗颜的人龙芳老樊真挚爱情苦命人我们爱辉出人才不该如此
相遇回头是岸40周年团聚附：从黑土地走出来的检察官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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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出发　　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是个处在动荡的、冲动的、浮躁的、矛盾的、极端的、令人不安
的年代。
　　然而这时，具有特别意义的一天倒是大地回暖、晴空万里、春意盎然，一早起来，初春的阳光就
照射到人们的脸上、身上，暖烘烘的。
　　这是一千多位上海市69届初中毕业生终身难忘的日子。
　　公元1970年4月4日，上海有一千多名中学生踏上了前往北大荒边境地区农村插队落户的&ldquo;征
途&rdquo;。
　　我们上海市复兴中学69届赴黑龙江省爱辉县爱辉公社爱辉大队第三生产队插队落户的一行十六人
，八个男同学，八个女同学，迎着朝阳早早来到学校集合。
每人身穿统一配发的绿色棉军大衣，头戴羊绒棉帽，背着挎包，倒也雄赳赳气昂昂。
　　学校革命委员会召集人（当时学校已经不设校长）给每一位即将出远门的&ldquo;行者&rdquo;戴
上大红花，校门口红旗招展、锣鼓齐鸣，全校学生都前来列队送行。
简短的告别仪式后大家登上了大客车，直驰&ldquo;八千里路云和月&rdquo;的起始站&mdash;&mdash;
位于上海北郊的铁路彭浦车站。
　　当天，上海市有一千多名69届初中生赴黑龙江省黑河地区插队落户。
　　铁路方面特别安排了一列专列，直接由上海驶达当年中国最北的铁路尽头&mdash;&mdash;黑龙江
省北安市以北的龙镇火车站。
　　每节绿皮车厢外面分别贴有各个学校的缩写校名，如&ldquo;复兴&rdquo;、&ldquo;广灵&rdquo;
、&ldquo;长风&rdquo;，等等。
那一刻上车的、送行的混杂在一起，人山人海，从车厢窗口向站台望去，一片黑压压的人群。
　　69届初中生当年大多是在十六七岁，以1953年出生的为主，还有少量的一部分是1952年或1954年
出生的。
　　由于1966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史无前例的&ldquo;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rdquo;还处于初期，大中学
生&ldquo;革命大串联&rdquo;时69届的岁数还小，许多人连远门都没出过、连火车都没有乘过，这次
可是长途跋涉，路途不是一般的遥远。
　　马上要远离出生、生活、成长的故乡，离开父母、兄弟、姐妹、爷爷、奶奶，完全不知前程凶吉
如何，学生哭、家长哭、老师哭、亲友哭，场面中那个悲壮、严酷、无奈与欣喜、亢奋、无知十分奇
怪地交融在一起，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随着嘈杂的人声，一行领导从车厢狭窄的过道中向我们走来，我认识他们，领导是区革命委员会
主任曲力，一位矮胖的老太太；副主任、军管会代表宋贵范，一位戴眼镜的瘦高个子军人；以及
区&ldquo;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rdquo;工作人员，他们礼节性地与知青们一一握手告别。
　　区知青办主任、&ldquo;文革&rdquo;前的团区委书记奚建华则与我们同车北上，护送我们到插队
落户的所在地，这也说明当时的领导对我们这次69届第一批大规模出行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是非常重
视的。
　　离发车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终于，极限的时刻到了，发车的铃声急促地响起，车上车下人们的情
绪顿时失控起来，各种号啕声、嘶叫声令人心碎、催人泪下。
此刻，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生离死别！
与众不同的是我们一行十六人几乎没有号啕大哭的，只是在专列一声长长地&ldquo;嘶鸣&rdquo;、轮
子启动时，几个女生实在忍不住红了下眼圈。
　　我们专列上的一千余人是全市所有中学69届中第一批离开上海的；我们这十六个人是复兴中学69
届600名学生中第一批离开上海的。
不管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如何，他们作为上海69届上山下乡第一批中的一员，坚定地到边境插队落
户的一员，历史将对他们有必要的记载。
　　岁月不能抹杀勇士的曾经。
　　迁户口拿到上山下乡赴黑龙江的通知书是1970年的3月10日，三天后，3月13日，我们十六个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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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到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把自己的上海户口迁往了黑龙江爱辉县农村。
　　那时候我们的年龄正处于似懂非懂之时，根本不知道户口对自己今后生活轨迹的重要性；根本不
知道上海户口的金贵，多少人为了这个户口而改变了命运，改变了人生。
　　我们仅仅用了几分钟就把户口轻描淡写地迁走了，然后还兴高采烈地不约而同到学校里来，大家
拿出这张薄薄的纸&mdash;&mdash;迁移证明相互炫耀。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上海正下着大雪，马路上积雪一片，学校里也到处都是积雪，校内小路的两边
、低矮的冬青树上、宣传栏、篮球架的框架上，乃至围墙上、屋顶上都是白茫茫的积雪。
　　三月中旬下大雪，在上海是十分罕见的，老天好像知道我们要到东北去似的，特意先给我们来个
下马威，让我们提前尝尝寒冷的厉害。
　　我们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龄，高兴还来不及呢，这点雪可真奈何我们不得。
　　我们班的一帮不肯消停的男同学冒着大雪在校园里打起了雪仗，结果把学校新教学楼的玻璃窗打
破了好几块，大家还觉得&ldquo;啪&rdquo;、&ldquo;啪&rdquo;那种玻璃爆裂的声音真好听，太刺激了
。
　　学校经过&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初期的&ldquo;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rdquo;
这&ldquo;四大&rdquo;，经过&ldquo;打倒&rdquo;、&ldquo;横扫&rdquo;、&ldquo;砸烂&rdquo;
、&ldquo;炮打&rdquo;、&ldquo;再踩上一只脚&rdquo;的&ldquo;洗礼&rdquo;，玻璃窗本身就没有多少
是好的了，这下玻璃窗几乎全部变成了窟窿，完好的所剩无几。
　　这也看得出，69届还正处于懵懵懂懂的状况，马上要&ldquo;骑马挎枪走天下&rdquo;，远离父母
、告别亲人、离别家乡而独闯天下，这可怎么得了？
作孽哪，真作孽！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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