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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河南自称
患了“知青病”的刘建生说：

我是《知青》的忠实维护者

“绚丽的青春之桨，划出人生的层叠波澜。一代人的追忆，荡涤难以平静的心田。难
忘那苍茫岁月，呐喊着温暖的春天。磨炼伴随着无怨无悔，展开人生的风帆”。

这是目前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热播的45集电视连续剧《知青》的主题歌。电视剧
《知青》从开播之日起就以鲜明的话题性与特殊的历史意义引发了观众的空前热议。而
把“知青”题材首次郑重搬上电视荧屏的，就是曾经执导过《闯关东》《情系北大荒》的著名
导演张新建。近日，对于观众们提出的衣服太新的质疑，张新建表示确实应把衣服做旧
一些。

现在，每到晚上，刘建生和老伴儿、女儿及
小外孙都会围坐在电视机旁，等着看《焦点访
谈》之后播出的《知青》。看了几集后，女儿说：

“感觉你们那时候有点傻，精神高度亢奋，都不
太正常了！”刘建生语重心长地说：“不是傻，是
一种虔诚，那时候的我们就是那样，历史就是
那样。”10 岁的小外孙看了，说的是另一种感
受：“姥爷，那时候你们好苦啊，天天都要干那
么重的活，割麦子很累吧？”刘建生笑了：“那是
当然了，只有俯下身子到田间地头劳动过，才
会知道粮食是多么来之不易。”在家里，刘建生
是这部电视剧坚定的维护者，不允许别人说一
句它的不是。

当记者问起他对这部电视剧的客观评价
时，他说了几点意见：一、剧中的演员衣服太光
鲜了。我们那时候的知青，衣服是补丁摞补

丁，大家甚至以谁衣服上的补丁多为荣。二、
劳动是单调而沉重，令人压抑的，不可能像剧
中一样，在麦收时节先举行一场割麦比赛。那
时候，知青们确实不怕苦、不怕累，但人毕竟不
是铁打的，更多是靠一种精神力量熬过来的。
三、电视上的知青，所处的环境是建设兵团，插
队像当兵，是按照部队编制来管理的，集体干
活集体住，还发衣服。而我们是下到了真正的
农村去，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条件和他们
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刘建生肯定，能有这样一部气势恢宏
的电视连续剧来讲述知青的故事，让几乎被时
代遗忘的历史重现荧屏，是件大好事，它唤醒了
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让年轻人们知道，曾经有
一些和他们一样年轻的人群在特殊的岁月里是
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的。

回忆当初 虽为家中独男仍主动下乡

2005 年 6 月 19 日刘建生创办了《知青》杂
志。创刊号上，著名知青刑燕子、柴春泽、董加
耕等人专门发来的文章。后来，刘建生又发起

成立了河南知青文艺总团，足迹遍及全国。今
年 7月，他们将受邀前往深圳，参加庆祝香港回
归的大型文艺演出。

“宝莲祥河南非物质文化
遗产探寻、保护之旅”活动启动

近日，由省文化厅、市委宣传部、河
南人民广播电台、市文广新局主办的“悦
中原、聚神韵——宝莲祥河南非物质文
化遗产探寻、保护之旅”活动在绿城广场
启动。

“悦中原、聚神韵——宝莲祥河南非
物质文化遗产探寻、保护之旅”活动，旨
在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唤起公众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和自觉意
识。郑州市是这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探
寻、保护之旅活动的第一站。

启动仪式上，与会嘉宾共同为郑州
“宝莲祥”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探寻、保
护之旅（郑州站）志愿者形象大使颁发了
荣誉证书。

郑州市举行首届曲艺大赛
近日，郑州市首届曲艺大赛决赛在

郑州电力公司礼堂举行，共有 39个来自
基层的曲艺节目参加角逐，大赛决出一、
二、三等奖和优秀奖，获奖作品将推荐参
加河南省第九届相声、小品电视大赛。

大赛共决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10名和优秀奖 22名。省曲艺
家协会主席范军在接受采访时说，曲艺
是生长在泥土中的艺术，最能和老百姓
水乳交融。市文联主席钟海涛表示，大
赛的举办对发现和培养曲艺人才，推进
我市曲艺艺术的普及和提高将起到积极
作用。

“共赏·共识——美术馆与
少儿教育”系列活动在郑举行

近日，由中国美术馆、郑州美术馆联
合主办了“共赏·共识——美术馆与少儿
教育”系列活动。来自中国美术馆、北京
画院美术馆、河南省美术馆、深圳关山月
美术馆、福建省美术馆等国内重要美术
馆嘉宾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艺委会等
教育部门的专家们应邀出席了展览开幕
式及研讨会。

“共赏”是指大家共同欣赏儿童绘画
作品；“共识”是希望通过本次活动，为促
进儿童教育的探索与发展，在众多美术馆
与少儿美术教育机构之间能够达成一些
共识。本系列活动共包括三部分：童心·
创想——全国少儿绘画大赛获奖作品展
与共赏·共识——少儿美术作品交流
展。并举办了包括 9家国内重要美术馆
和多家少儿美术教育机构参与的以“美
术馆与少儿教育”为主题的研讨会及专
家讲座。

据悉，参展作品在郑州美术馆展出，
展期为6月1日至13日。

“舞台艺术进社区”
在绿城广场演出至10日

8日晚，由郑州歌舞剧院精心编排的
“舞台艺术进社区”歌舞晚会演出在绿城
广场演出，使广大市民共享我市文化发
展新成果。绿城广场演出持续至10日。

晚会在歌舞《红红的日子》欢快的乐
曲声中拉开帷幕，整台节目精彩纷呈，节
目中不仅有郑州歌舞剧院精品舞剧《风
中少林》《水月洛神》经典舞蹈展示，还有
不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望乡》《万泉
河水》《北京的金山上》《疼爱妈妈》《中国
人》等歌曲的精彩演唱。

绿城广场演出结束后，郑州歌舞剧
院的艺术家们还将于近期深入金水区、
惠济区、二七区、中原区、管城区的基层
社区为广大人民群众送上30场精彩的文
艺演出。

本组撰文 记者 尚新娇

和普通观众不同，作为河南省第一批下乡
知青中的一员，河南省知青联谊会秘书长、《知
青》杂志创办人、今年63岁的刘建生看着电视剧
中的知青故事，经常不知不觉融入剧情之中，仿
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记者 张翼飞 文/图

导演回应
确实应把衣服做旧一些

《知青》已经播出 10 多集，网上也产
生了很多质疑的声音，有经历过那段历史
的人们表示，“电视剧里的情节没有显示
出艰苦，演员们的衣服太新”等。

对于这些质疑，张新建都给予了理
解：“每个人的知青经历都是不同的，我们
没有办法把每个人的知青经历都表现出
来，可能会有人觉得我们的知青和他经历
的不同，这都是很正常的，其实这也说明
观众在这部戏中找到了当初的回忆。对
于服装不真实的说法，我也很能理解，我
们确实应该把衣服做得更旧一些，再加上
几块补丁，这样大家可能就觉得真实了。
对于观众的质疑我都能够理解”。

观众反响
唤起了那些年的回忆

正在央视播出，先仅从外貌挑剔一

下：那时的知青不会是衣装整齐如新的，
通常大部分人的衣领、袖口有补丁，而裤
子则是膝盖、屁股有补疤。 ——庄青

不出所料，娘在电视机前认真观看，不
时评论。不知他们这代老知青以后，知青二
字是不是真就会成为历史，也许偶尔也有人
问津，但不再有人感同身受。 ——爱小泡

中央台开始播电视剧《知青》，我家那
位1969年下乡的老知青从开演到现在一
直在吐槽，说演到目前除了打架那段，其
他从情节到服装到布景到道具没一样是
对的。 ——吴嵘

编剧梁晓声
《知青》不为娱乐大众

自1995年创作了风靡一时的电视剧
《年轮》后，梁晓声已有 10 多年未涉及知
青题材。在梁晓声看来，《知青》不是为娱
乐观众，不为取悦观众。他只想在观众面
前呈现一部好作品，一部大众渴望的非娱
乐的作品。他坦言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
者，因而《知青》中确实有一点理想主义，
但即使别人都这么说，梁晓声还是坚持把
人性中的温暖传递出来，“如果我们的生
活中再没有一点点温暖的东西存在的话，
你会觉得生活是不是太不幸福了。”

看央视热播剧《知青》
回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河南省知青联谊会秘书长、《知青》杂志创办人刘建生：演员衣服太光鲜了
梁晓声回应质疑：《知青》确实有一点理想主义

1968年，刘建生是郑州十八中 66届的初中
生，只有18岁。他的父母和叔叔都是老党员，属
于根红苗正，在家庭的熏陶下，他在学校里也是
一个积极分子。50 年代，河南郏县大李村等 4
个大队的7名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
小毕业生回到村里参加农业合作社，当上了会
计或者记工分员。正在运筹中国农村全面合作
化的毛泽东看到相关报道后，很快作了批示：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
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先后有1800万知青

投身于这股洪流中，农村成了他们向往的地
方。虽然刘建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按政策完
全可以留城，但作为一贯的先进，他还是成为响
应党和国家号召的带头人之一。1968年8月24
日，他和全市 10个学校的 71个知青，在 20万人
的夹道欢送下，前往毛主席题词后改名为“广阔
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平顶山郏县大李庄
乡板场村插队落户。

情景再现 啥活都干口粮较少
“当年我啥都干过，烧砖、烧石灰，炕烟叶、

修水库，修焦支铁路。干得最长的是‘牛倌’。”
刘建生说。牛倌就是牛的饲养员，除了切草、打
水、喂牲口，还要犁地、耕地、割草和赶牛车。一
年四季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喂牛，晚上喂了牲
口才能睡觉；夏季麦收时，凌晨 4时多就要喂牲
口，天刚亮就和别人一起上工，中午下了工还得
打水、喂料，然后套牛车；晚上下工，别人回家做
饭，“牛板儿”得先给牛做饭，切草、打料，照顾牛
吃饱。“我当时就住在牛棚里，院子里尽是牛粪、
垃圾也不觉得脏，常在牛车上睡着，根本顾不上

蚊子咬苍蝇叮。”
工作劳累，口粮却时常不够。上级规定社员

的小麦口粮比较少，最棒的劳动力每年也只能分
到 100 斤。其实包括知青在内均不能吃够 100
斤，妇女儿童只能吃几十斤。每年夏粮总是接不
住秋粮，困难户总是红薯没熟扒红薯，玉米没熟摘
玉米，一年到头吃的都是红薯、红薯干、玉米。知
青在最困难的时期只好跑回郑州，想法儿买点肥
肉煎油或搞点咸菜回来。队里很难种蔬菜，有些
日子每天3顿都是蒸红薯、煮红薯，甚至连菜都是
炒红薯。

不忘过往 创办《知青》杂志“留”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