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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青影视创作的回归情结
!

黄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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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不少知青影视存在着一种执拗而鲜明的回归情结)

这种回归情感的产生除了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和部分导演的理想主义气质影响外)更

是人到中年的知青一代普遍的精神共感*对这种回归情感的渲染一方面使得知青镜像带

有浓郁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光影)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会稀释掉历史的创痛)遮蔽和

消解历史的荒谬与苦难)有的甚至偏离了现实主义的正途*

关键词!知青电影+知青电视剧+回归情结

0"

世纪
%"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不少知青影视存在着一种固执而鲜明的回归情结)这

种回归情感的产生除了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和部分导演的理想主义气质影响外)更是

人到中年的知青一代普遍的精神共感*对这种回归情感的探寻不仅可以还原知青一代的

心路历程)提供阅读知青镜像的一把钥匙)而且对于当下主要依靠网络和视频来阅读历史

的年轻一代如何正确地理解上一代的精神世界提供启示*

一'精神原乡

知青影视创作一直受到政治意识形态'文学思潮和世纪末商业化大潮等因素的制约)

-文革.及其以前的知青电影更多的是抒发扎根边疆和农村的豪情壮志)新时期初期的知

青影视呼应当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思潮)以控诉反思为其主旨)

%"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

知青影视则逐渐淡化政治化叙事)向商业化和家庭伦理倾斜*而在这些后面横亘着一条

固执而鲜明的情感箭头)那就是越到后来越表现出对曾插队农村'所生活过的兵团的回归

倾向*其代表性的电影有$我们的田野('$青春祭('$南方的岸('$小芳的故事('$巴尔扎

克与小裁缝('$村路带我回家('$幸福就在身边(等*电视剧有$山羊坡('$几度菊花香('

$像兄妹一样手拉手('$遭遇昨天('$情满珠江()甚至$孽债
!

('$哥们(等*

当然)仔细分析起来)这些影视中表现的回归倾向的比重分量不一)有的只是在开头

结尾稍作点缀)有的则是浓墨重彩地抒写*它们的表现形式更不一样)有的是选择回到原

来的地方工作)如$我们的田野(中的希南大学毕业后最终选择回北大荒*有的是返城后

对城市生活不适应)找不到生活的位置)再次回到插队的农村)如电影$幸福就在身边(的

女知青肖点点就说!-回到城市一切都陌生了)我一直感到不协调)几年了)我仍然不能适

应*我想)在鄂西那个小村庄里)我也许还有点用)生活才有点意义.*同样的例子还有

$南方的岸(中的易杰与暮珍决定重返他们曾下放的海南橡胶园*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实

际上比较少见)尤其是$我们的田野(中家在北京的希南大学毕业仍回北大荒的情节更有

点让人匪夷所思*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第四代导演的理想主义气质和当时国家的政策

提倡有关,下有详论)此处不赘述/*有的则是怀着忏悔'感恩之情重新回到爱情和青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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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典型的如电视剧$几度菊花香()高红旗最后回到他始乱终弃的初恋'临终的菊香床头)拿出当年菊

香送给他的野菊花向她忏悔和感恩*而作为菊香的丈夫'现已是外资老板的陆建国则注册了一家旅行

社)专营天柱乡的旅游)这样既可以为天柱乡的经济发展出力)又能经常到菊香的墓前看看*实际上菊

香是他们共同的青春记忆)天柱乡则是他们一去不返的青春的永久收藏地*而更多的表现形式则是重

走一趟青春之旅)作为城市的观光客)拾起青春留下的脚印)去凭吊和追寻*如$巴尔扎克与小裁缝('

$青春祭('$遭遇昨天(等*有的则是在都市找不到真情)重新去寻找青年时代那份纯真)那份失落的爱

情与友情*如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于
!33$

年的$小芳的故事()影片根据红极一时'由李春波创作的歌

曲$小芳(主题演绎而成*描写一个回到都市的老三届知青)事业无成)婚姻情感倦怠)决心去寻找当年

插队时热恋的农村姑娘小芳00同样的作品还有$中国知青部落(*该剧是描写知青返城后的生活最为

深刻也最为沉重的一部电视剧)去掉了知青影视常见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温情)裸露出生活最残酷

的一面*起首的片头曲那种黯然感伤为全剧定下了情感的基调*剧中的主人公和核心人物不是沦为社

会底层)就是事业不顺)婚姻亮红灯*唯一事业如日中天的饶一苇情感世界一片荒漠)婚姻失败)与前夫

侯过的爱情破镜不能重圆)她选择再次回到下放的地方)去寻找那份遗失已久的纯真*有的是因为从前

的战友'甚至恋人长埋在那个地方)如今去凭吊'缅怀)如$像兄妹一样手拉手(*还有一种是扶植资助所

插队的农村)或对当地进行投资开发)前者如$哥们(中的肖志成一直留在内蒙草原)退休才返回他阔别

2"

多年的城市*他干苦力)上下奔走只是为了给曾插队的农村建一所希望小学*后者如上面提到的

$几度菊花香(中的陆建国*$山羊坡(是表现回归情感富有深度的一部知青电视剧)根据北京知青回到

当年插队的农村扶贫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女主人公蒲春雨首次回山羊坡是缘于参加
2"

年前和她一

起下乡插队'后来与当地农民结婚的女知青苗文秀的儿子的婚礼*回村后的所见所闻使她的心灵受到

强烈的震撼*

2"

年前她带领知青战天斗地'砍树开荒造梯田的壮举)如今成了山羊坡贫困的原因*她

决定再次回到山羊坡)带领乡亲们绿化脱贫*影片主题设置虽然有当下保护环境的政策倡导的影子)但

鮴春雨回乡植树有她内在的情感驱动!-都三十年了)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让我放不下*.-这

个地方)我哭过)我醉过)甚至我还诅咒过)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最想的还是这个地方*.这段话其实

道出了所有知青对曾下放地的共同情感*蒲春雨是想去弥补)甚至是赎罪)但说到底她还是想去寻梦)

去重温'找回那段火热的青春岁月*保护环境)扶贫脱贫是表)寻找青春是里*

最后一种也是最大多数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回归情结)剧中人根本没有回到曾下放的农村或兵

团)但在城与乡)今与惜的对比中)流露出对当下'对城市生活的厌弃)对曾下放地的怀念和向往*今不

如昔)城不如乡*身没回)心已回*他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依恋回归之情)他们将不断讴歌农村)

诉说乡愁)时时在渴望回归)事实上不曾回归)这是一代人特有的宿命感.

!

*改编自梁晓声原著的电视

剧$雪城(中回城后被生活所迫抛弃初恋情人'与他人结婚的徐淑芳就说-那时候我把城市看作天堂)把

北大荒看作地狱)回来以后我把它们颠倒了)我恨城市)回城以后我再也没笑过.*$中国知青部落(中的

饶一苇!-说来奇怪)想起那段日子)倒并不觉得苦)相反倒有一种说不出的怀念*.林大川也说!-想想那

些日子就莫名其妙地激动.*他们的话道出了所有知青的共同心声*

二'回归驱动

那么)

0"

世纪
%"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知青影视为何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曾下放的农村和兵团的回

归情结呢6

首先)知青影视大多从知青文学改编而来)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早期的知青文学和知青电影主要

是当时政治运动的宣传品)它们-巧妙而又隐蔽地寄生在政治体制上)为某种政治运动'政治统治进行合

法化的文学表达.

"

*后来也一直随政治气候和文学思潮不断变换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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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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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知青影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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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献文 等!论知青影视创作的回归情结

的回归主题设置一方面是上山下乡运动-强弩之末.的思维惯性)一方面则是当时国家要求年轻人,尤其

是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政策倡导)导演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添加上这样一

个主旋律的尾巴)如
%"

年代创作的电影$南方的岸(和$幸福就在身边(等就打下了这种烙印*甚至

!3%$

年上映的$今夜有暴风雪(中的曹铁强最后决定留在北大荒)也有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殉

道情怀*

0"

世纪
%"

年代初中期)对-文革.派生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直没有明确的定论)上层态度的

暧昧和知青一代骨子里的英雄主义造就了影视剧中的强行驻守和回归的主题*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政

治运动产物的早期知青电影所表现的对下放地的向往不属于本论文所讨论的范围)因而它们主要属于

政治和政策范畴而不在心灵范畴*

其次是一部分导演的理想主义气质造就了知青影视的回归情结)为了暗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劝谕目

的)不惜对情节和人性进行强行扭曲)实则是导演的一厢情愿*如谢飞导演的$我们的田野(本来表现的

是青春在-文革.中被欺骗和蒙受屈辱的悔悟)但导演完全以赞美的笔触写那群年轻人的友情和献身北

大荒的精神)流露出浓厚的温情色彩*实际上主人公希南回北大荒这个情节非常牵强和矫情)是导演

-粘贴.上去的*回去又怎样6 去寻梦6 梦已破)人去楼空*即使回到那块伤心地不久也会逃回来)因为

那块曾经温暖的土地已变冷*即使有余温)能温暖照亮一生吗6 当然)并非所有第四代导演的知青电影

都打上这种理想主义烙印)事实上)张暖忻的$青春祭(中主人公李纯重返旧地去凭吊缅怀就流露出难以

掩抑的感伤与沉痛*

然而)我们把这一切外在的-釉彩.去掉)露出里面的内核)也可发现知青影视中执拗而清晰的回归

情感指向)这种情感指向像一条鲜明的红线横亘贯穿在
0"

世纪
%"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不少影视作品中*

0"

世纪
%"

年代中后期以来)整个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氛围逐渐冲淡)作家和编导们不必再为图解

政策而创作)不必再绞尽脑汁将作品穿上各种-迷彩服.嫁接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面)他们可以在创作上抒

发自己的真情实感*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表现真情实感为何就使其作品表现出回归情感呢6

从人的生理来看)少年时代的特点是-瞻前.)一味向未来挺进*人到中年便开始-顾后.)易沉湎于

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和怀念*这批知青作家大都是
0"

世纪
1"

年代初生人)到
0"

世纪
%"

年代中后期和

0"

世纪
3"

年代都是人到中年*而回忆不像电脑的硬盘存储)而是一种过滤器)带有很强的筛选功能)

它会过滤掉其中的杂质)淡化甚至屏蔽掉从前的苦难'屈辱'甚至遭受的摧残)荒废的青春)破灭的理想

等等)而选择那些美好的回忆!热血青春)豆蔻年华)火热的斗争生活)纯真的友情和爱情)哪怕他们曾对

下放地恨之入骨*凤凰卫视的知青纪录片$红尘滚滚(中的被采访人许世辅说的话就准确地表现了知青

一代的共同情感!-当年我们从那里逃离苦海)奔回了家)撒尿都不朝那个地方)太恨那个地方给我们带

来的非人的折磨)炼狱般的生活)诅咒它*经过了若干年)但我们自己感觉)我们割舍不开它00剪不断

理还乱.*不堪回首)却要回首)怎能不回首64 所以如此)是因为回忆是以当下的心境作为起点的*

若我们再回溯一下我国知青运动的发展历程)或许更能明了这一点*从
0"

世纪
1"

年代开始)我国

就开始实行上山下乡运动)

!311

年
%

月'

3

月'

!!

月北京'上海'天津青年志愿垦荒队分赴黑龙江'江西

垦荒)揭开了这一运动的序幕!

*但真正大规模上山下乡还是
!3&%

年)老三届)他们一下放就是十年)

从十六七岁一直到二十六七岁)在-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接受再教育.)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殡

埋在此*知青一代生长于一个英雄主义精神被无穷放大的时代)父辈的光荣传奇)童年时代的英雄故事

和对英雄的幻想对这一代人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塑造了他们基本的人格范型)使他们普遍具有神圣

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苍茫大地)谁主沉浮6 风流人物)请看今朝*今天我们从潜意识里回

首当年的红卫兵运动)那有时代的原因)但又何尝不是他们内心蓄积已久的英雄主义梦想过于漫溢所

致)虽然扭曲却也是必然*在那个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的年代)他们接受过伟大领袖的八次检阅)谁有这

样的殊荣64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

1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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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年)第
!4

*

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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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

*-伟大领袖.的这番赞许实际上是给了他们未来的预

许
$

)暗示他们将通过苦难抵达他们的英雄梦想)成为未来国家的主人*在领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

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下)他们写血书)偷户口本)爬车)义无反顾地弃绝城市)满腔热血一路高歌

地奔向-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

然而)当他们怀抱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梦想扎根边疆)扎根农村)面对着下放地艰苦单调的生活

环境)枯燥繁重的体力劳动)专制主义的氛围)不少人的理想瞬间肥皂泡般地破灭了*他们本来就不属

于这里)在经过长长的-炼狱.煎熬后)他们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渠道)逃也似地离开农村)离开这块埋

葬着他们青春的放逐地)回到城市)有的女青年甚至拿她们宝贵的贞操去换得那一纸回城调令*新时期

的不少知青影视就表达了这种控诉主题)如$天浴('$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蹉跎岁月(等*然

而)他们回到城市)城市却流露出冰冷'漠视甚至敌意*他们找不到工作)沦于社会底层)成为城市的多

余人和零余者)返城成为了比下乡更为严峻的再度放逐*以$雪城('$返城年代(为代表的知青影视就描

写了这种回归后的失落感和挫败感*$雪城(中当年名震兵团的金嗓子刘大文回城后只能以倒卖黑市香

烟为生*$返城年代(中的知青营长竟然沦落到站马路与民工抢活*$银杏飘落(中待业的詹华为加入环

卫工行列而欣喜不已*$雪城(中有个被人忽视的细节!刘大文在兵团相识相爱的妻子的死表面上看是

人为事故造成的)实际是返城知青梦想破灭的象征*这以后)他们终于在像螺丝般拧紧的社会阶梯上觅

得了自己的位置)结婚生子)在平凡而世俗的生活中)打发走了剩余的青春以及附带在剩余青春之上的

理想和热情*更有甚者)有的知青回城后)工作不顺)事业无成)婚姻破裂)友谊褪色)这更促使他们缅怀

和反刍在-广阔天地.里那段火热的青春岁月)那种理想和激情)那份纯洁的爱情和友谊*于是出现了不

少知青影视中的寻找和回归情结)如上面提到的$中国知青部落(中的饶一苇剧尾去曾插队的云南兵团+

$小芳的故事(中的陈卫东去寻找初恋情人小芳的故事*

即使事业成功)志得意满)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事实上)这样的情况非常罕见/)他们心里仍有一个

空洞永远无法填补)仍有一种东西永远遗失在下放地)那就是!青春*人生有三件东西一旦失去便永远

找不回来)这三件东西就是!故乡'青春和爱情)但越找不回来越要去寻找)在寻找中似乎得到)又在得到

中永远失去)这就是人生的悖论4 知青和知青作家'编导在
0"

世纪
%"

年代中后期和
0"

世纪
3"

年代都

是人到中年)不管是贫穷还是显达)有一种经历是他们共同的!青春一去不返*$银杏飘落(中已是大公

司的董事长的潘梁玉感叹道!-想想现在什么都有了)钱)房子)车)可是我宁愿用手中的一切去换取我跟

张萌的那段时间*.凤凰卫视的纪录片$红尘滚滚(中的老知青聚在一起忘情地唱知青时的歌曲)那何尝

不是在白日梦中重走青春之旅)借助歌曲的翅膀在想象中重回到那火热的知青年代)沿着缺席走向在

场)虽然他们-所能抵达的只是欲望自身###那个掏空了的现实的填充物.

"

*$青春祭(中的独白!-岁

月流逝)人世变迁)那里永远是水长青)草长绿.*为何那里永远水长青)草长绿6 因为青春和爱情永远

留在了那里)那是一份永远搬不走的-不动产.*正如$像兄妹一样手拉手(中雷晓曼说的-这里有我流过

的汗水)泪水)还有我的青春和梦想.*

0"

世纪
3"

年代)各地知青举办了一次次以-青春无悔.为主题的

回顾展览)受到一部分知青'社会名人以及年轻一代的猛烈批评)因为-青春无悔.的命名是与主流意识

形态妥协的结果#

*在成都举办的知青回顾展上)一位研究生尖锐诘问!如果无悔)你们干吗回城6 既

然回城)为什么又要喋喋不休地说-无悔.6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哪能理解这些人到

中年的知青一代对下放地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呢6 是的)-让大家再走一次)谁都不愿意.)但谁不

怜惜自己的青春呢6 -感谢那段生活)感谢并不意味着我会选择它.,$红尘滚滚(中邓贤受访/*正因为

此)他们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看青年时代留下的脚印)看看那些曾经与青春朝夕相处的山山水水*

表现在创作上)后知青影视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回望过去.的姿态)-他们再次以想象的方式重返乡村)乡

1

$"!

1

!

"

#

!314

年
!!

月
4

日)毛泽东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对中国留学生的演讲*

参见戴锦华!$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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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已经指出)2青春无悔3的提出)是在主流社会无形压力下提出来的.*参见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中国工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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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献文 等!论知青影视创作的回归情结

村生活审美价值一面被重新估量)进而乡村被虚构成一片美丽的净土'虚幻的乌托邦.

!

*这种情感倾

向正是大部分知青影视表现回归情感内在的心理驱动*

三'双面镜像

回归情感驱动给知青影视带来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影*如上所述)知青下放的时代是一个

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高扬的时代)不管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号召.下放)他们曾满腔豪情扎根边疆)扎根

农村)$神奇的土地(中的李晓燕和$我们的田野(中-七月.在当年的知青一代中绝不在少数*知青那段

生活虽然有苦难和不幸)但在那里他们战天斗地)挥洒青春和热血*在回归情感的驱使下)那段火热的

生活回忆起来自然会充满理想和浪漫的光影*$我们的田野(片头那种进行曲般的抒情旋律)北大荒辽

阔的田野)黝黑的沃土)灿烂的金秋)挺拔洁白的白桦树以及上面旋转的蓝天)赋予了画面浓重的抒情意

味)而一代人为了理想献身北大荒的拓荒精神虽然也带有悲情意味)但其主导面是张扬青春与理想的力

量)那何尝不是当时知青生活和当下知青一代心态的写真呢*同样的作品还有电视剧$兵团岁月('$爱

在冰雪纷飞时()电影$神奇的土地(等*这种理想主义情怀)吃苦耐劳战天斗地的精神)禁欲主义氛围造

就的心灵的纯真与洁白正是当下社会稀缺的)它们将煮沸一代代人的热血*如果再回头看看-第六代.

电影中所透露出的焦虑'茫然'颓废'虚无等世纪末的情绪以及-第六代后.电影中赤裸裸地张扬物质主

义的扭曲的-青春梦想.)更显得它们的可贵)作为一种正能量的精神遗产)它们永不过时*

回归情感的驱使也使得知青影视去掉了早期控诉鞭挞的主题设置)而表现出温情诗意的风格和明

亮的影调*以梁晓声为例)早期作品不管是$神奇的土地(中为当时-膨胀的政治热情.献出了灵魂的副

指导员李晓燕)还是$今夜有暴风雪(中那个出身不好最后被暴风雪吞噬的袁晓云)都是通过年轻美丽生

命的夭折对上山下乡运动和-文革.血统论进行控诉*在$今夜有暴风雪(中还树立了一个被鞭挞的对

象###极-左.路线的代表'专制蛮横的兵团团长马崇汉*但在近年拍摄的电视剧$知青(中)早期的那种

批判鞭挞的力度弱化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知青生活温暖明亮的光影*黑龙江兵团的基层干部被描写得

慈颜善目)外威内蔼)如再生父母)如大哥大姐*而陕北农民纯朴厚道)待知青如自己的儿女)赵曙光被

描写成农民的儿子和主心骨*我们再看不到其他作者创作的$红颜的岁月('$兵团岁月('$天浴(和$原

谅(中基层干部对女知青的引诱和胁迫)人格的践踏)也看不到$蹉跎岁月(对出身不好的知青的歧视和

打击*唯一一个-恶.的代表'公社的牛主任最后也让他良心发现)没用道德的钢鞭将他往死里打,请注

意)梁晓声的下放地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没在陕北)陕北那段生活有很大的虚构和想象成份和先

验理性痕迹/*而且剧中人物都有一个大团圆结局)不仅主人公赵天亮和周萍结婚生子)齐勇和孙曼玲

喜结良缘)而且也让配角-小黄浦.和谢菲终成眷属*陕北的赵曙光与冯晓兰)武红兵与李君婷的爱情因

为苦难而变得更加坚贞*知青生活的苦难)屈辱)摧残等等都省略掉了*仅以知青救火牺牲情节为例)

好几部知青影视都提到这一点)但$知青(把知青扑救森林大火的悲剧结果省略了*表现在影像上)尤其

是在北大荒兵团那一块)阳光永远灿烂)影调明亮柔和)人物脸上的光饱满)没有一丝阴影*成片的白桦

林)清澈的河流及两岸碧绿的草甸)皑皑白雪)将知青生活渲染得青春洋溢)诗意盎然)与$今夜有暴风

雪(中那种黑云压城)风雪怒吼的取景及对比强烈的影调形成鲜明的对比*从题材来看)$返城年代(

,

0"!$

年/是$雪城(,

!3%%

年/的姊妹篇)但明显缺乏$雪城(那种批判的锋芒和鞭挞的力量)反倒是儿女

情长的比重愈来愈多)主题位移*

这种对下放地的诗意言说)修复和美化记忆中的-精神原乡.)不可避免地会稀释掉历史的创痛)遮

蔽和消解历史的荒谬与苦难*加之有些年轻演员由于生活阅历所限导致在表演上的戏谑'轻薄风格)淡

化了知青生活的严肃性'残酷性和正剧风格)在知青历史-立此存照.的真实性上)这些知青镜像不可避

免要出现倾斜和失真)对于当下或未来主要以影像来阅读历史的年轻一代)必然会造成对历史的误读*

这也是它们遭人们诘问和责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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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一些描写回归情感的知青影视作品在
0"

世纪
3"

年代以来的商业化大潮的夹裹下偏离

了现实主义的正途)走入误区)不伦不类*典型的如$小芳的故事(中事业无成)婚姻冷漠的陈卫东去寻

找插队时的农村姑娘小芳)没料想小芳已是华裔富商的遗孀)本来想去扮演拯救者的角色)倒成为了被

拯救者*虽然最后在飞机场两人重新团聚)但因为整部剧是根据李春波的流行歌曲$小芳(改编而成)编

造痕迹过于明显)强行地扭曲情节以吻合歌曲主题)缺少现实生活的依据)至少不具普遍性)没有表现出

生活本质的真实*其实)更多的-小芳.应该是满面风尘的中年农村妇女)早已褪去了少女时代的温婉多

情*然后)-陈卫东.们失望而归*假若描写这种-相见不如怀念.的失望和绝望)那种心灵落差)其力度

也许更强)更真实更典型)更能表现出震撼心灵的深度*

最后一点要说的是)知青影视写出了不同的回归情感)然而却到此止步)未往深处开掘*实际上)当

寻梦的知青们热扑扑地回访当年插队落户地)见到久别的乡亲)尤其是年轻时结识的农村朋友)在怀旧

情感的发酵中)又恍惚置身于青年时代*但当最初迷醉的热情过后)他们会发现年轻时的朋友已不再是

从前的朋友)二三十年的时空)城乡差距)文化落距使他们心灵的距离越拉越大)友谊会随时光流逝逐渐

冲淡)而这一次则是永远的梦破*迄今为止)还没有知青影视描写到这一层次*

任何一代人)站在前台的-发声者.都是少数)更多的是失语者或者是屏蔽在-后台.的无照片图像)

不可能要求艺术百科全书式地反映每个个体的遭遇*随着知青年代离人们愈来愈远)知青们年龄日增)

青春远去)在回归情感的驱使下)在-追忆似水年华.的白日梦中)他们-轻易地与历史和解了)在回忆中

圣化了苦难)大写了青春)以致不约而同地把对一个时代的批判)最后归结为对之的赞美.

!

*我们在阅

读知青影像时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

168:;O;

9

/;AA7)6F)J

C

*;@)?TNK=.8;NW)K8:M7*J.6NX;*;Y7A7)6F/;.87)6

9;()

5

6+()M#)

,

ZF7/=E

A

>F7OE)7

)

B-.>)C)+DEF/+7

9

/

8+;a;)

-

#+

,

ZF7/=E

A

>F7OE)7

)

B-.>)C)+DEF/+7

9

/

!"#$%&'$

!

6+)(E7.EO+88?E>)8?>7EE+

H

.7+E/

)

7.EFE+/>*+)8:;8+/7+)(7FE

H

FE//+:)(:O

A

?EP>(F://O>)

9

E8-(>7E8

9

:-7.;+?O

>)87E?ED+/+:)#b.+/

H

E)EF>7+:):;FE

H

FE//+:)EO:7+:),>/>8D:(>7E8K

9

O>+)/7FE>O+8E:?:

H9

>)8>;;E(7E8K

9

/:OE8+FE(7:F

3

/

+8E>?+/7+(7EO

A

EF>OE)7

)

E/

A

E(+>??

9

8-E7:/

A

+F+7EO

A

>7.

9

:;7.EE8-(>7E8

9

:-7.

H

E)EF>7+:):;O+88?Ek>

H

E8

H

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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