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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知青创办“知青家园”
“知青家园”的主要创办人叫刘建生，1949年出

生,1968年下乡到河南郏县，作为河南省第一批下乡
知青，他对那个年代有着特殊的感情。

2005年，为给知青提供一个沟通平台，他创办了
《知青》杂志。2006年，刘建生参加过首届河南省知
青文艺汇演后，见到了很多同年代的知青，青春岁月
让人久久难以释怀。他无法掩饰激动的心情，开始
精心打算，要为大家建一个相互沟通交流的活动平
台——“知青之家”。

2010年 5月，在多位朋友的帮助下，刘建生在华
山路租了间150平方米的房子，自己筹资近万元把屋
子按照上世纪 60年代的样子装饰一番，摆上了自己
珍藏多年的老物品，一个“知青家园”就这样建成了。

1963年的“学业及操行成绩表”，被
老鼠咬烂了

“知青之家”里最显眼的就是那张1963年的小学
“学业及操行成绩表”和1967年的高中学生证。

拿起成绩表，刘建生摸了摸中间烂掉的部分，平
静了一会儿。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精心收藏这张成绩表。”
刘建生说，以前生活条件太差，这张成绩表只能放在
纸箱里。上世纪 90年代的一天，刘建生突然发现这
张珍贵的成绩表中间烂掉了一大块。“我看到纸箱子
里有很多碎纸片，就猜到肯定是被老鼠咬了。”说到
这段往事，刘建生又连喊了很多声“可惜”。

现在，刘建生特意把这张珍贵的“学业及操行成
绩表”复制了一份让大家参观。原版的，锁在了抽屉
里。

1969年的“学习笔记”，钢笔下水不
利，毛笔描了多次

翻开一本1969年的“学习笔记”，首页上“学习笔
记”四个大字写得特别流畅，像是一幅精美的书法作
品，旁边写着他当时所在的公社名字：河南郏县，“广
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

聊起这本“学习笔记”，刘建生还有些不好意思，
他说，那时候钢笔是很珍贵的物品，有钢笔的人，写
字都特别讲究。

只可惜，他的钢笔下水老是不利索，每次写字，
都需要不停去蘸一下墨水。“这四个大字是写一笔，
蘸一下，再写一笔，再蘸一下……”最后，刘建生发现
写出来的字还是不明显，他就只好拿起毛笔，特别仔
细地沿着原来钢笔字的轨迹描了数遍，“小点的字用
毛笔不好描，看起来有些粗糙”。而最后的效果，既
像毛笔书法，又有点钢笔字的味儿。

“知青家园”成员已有50多人
汤莉不是知青，自从她和当过知青的哥哥一起

参加了知青的聚会后，自己也开始主动参与到“知青
家园”的创办中。

“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我觉得特有意义。”汤莉
说，他们凭着共同的经历走到了一起，是一种难得的
相聚和幸福，是难得的人生经历。在今天这个社会
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纯真感情特别珍贵。

“现在，经常来‘知青家园’参加活动聚会的人已
经有 50多个，我们欢迎所有有共同经历的人来这儿
聊天，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刘建生说，国庆节假期
要到了，“知青家园”很乐意为当年的知青提供一个
永远免费的“家”。 线索提供：王先生

我们那个年代的江湖……1968年下乡的知青建了个“知青家园”
如果你有相同的经历，回“家”看看吧

为找到当年感觉，陈丽红穿了套自己在文艺团表演《朝阳沟》扮演银环时的演出
服，还特意梳了俩小辫。

“炼一颗红心，滚一身泥巴”、“庄家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走进知青家园，每个小房间的门边上都张贴着这样的对联。
知青家园总面积150多平方米，中间的大桌子上摆放了几本发皱的红皮日记本，旁边是一摞和知青相关的书籍。

“看到这么多下乡时候的物品，好亲切。”为了找回当年的味道，老知青陈丽红穿了套自己在文艺团表演《朝阳沟》扮演银环
时的演出服，还特意梳了俩小辫。这一打扮，时光仿佛也跟着倒流到了40多年前。 晚报记者 常亮 文/图

各个房间门都张贴着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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