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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长期 以 来 ，

１ ９６３
—

１ ９６６ 年上海有十 万名 知青 支援新疆 的 史 实 一 直存在 ， 并 不 断被书 写 、传承 。

事 实上 ，
这种流传是一种基于历 史过程和历 史 书 写 综合而成 。 在此过程 中 ， 计 划性的人数与 实 际安置人数

之 间存在一定误差 ， 因 此最终造成人数上的 不统
一

。 不过
，
就 当 时的 动 员 、 宣传 而 言 ， 计 划 的人数往往更会

被肯定 ， 并在各类 宣传报道 中将其模糊化 （ 扩 大化 ） ，
从而 形成一种积极向 上 的社会风气 。 其 实 ，

随着上海

知青 支援新疆的 开展 ，其人数
一直在 变动 ，

这无疑会影 响 最终人数的 统计 。 显 然 ， 基于各类档案文献所计

算 出 的人数只会更加接近真 实 的人数 ，但并不会代替
“

十 万
”

这一 历 史记忆 。 这种基于 历 史过程的记忆更

富有 某种象征意 义 ， 代表 了 上海知青支援新韁 的 历 史意义和广 泛的社会影响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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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１ ９６３
—

１ ９６６ 年上海知青支援新疆 （ 其中 主要安置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 以下简称
“

新疆兵

团
”

） 的人数 ，

一直以来流行
“

十万
”
一说 ，这几乎是大家的共识 ， 成为一种历史记忆 。 不过 ，通过梳理

相关文献 ，不难发现这一数字的不可靠性 ，具体究竟有多少人 目 前并不清楚 。 事实上 ，这一问题并非

新疆上海知青的特殊现象 ，而是知青人 口 问题中 的普遍现象 。 据 １ ９８ １ 年原国务院知青办编印 的 《全

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统计资料 （
１ ９６２

—

１ ９７９
） 》显示 ，

１ ９６２
—

１ ９７９ 年全国共有 １ ７７６ ． ４８ 万名知青

上山下乡 。 其中 ，

１ ２８２ ． ２ １ 万人属于插队范畴 。 在
“

注
”

中指 出 ， 插队 中包括回 乡 的 。
① 其实 ， 这一数

字也只是对下乡 知青人数一个大致的统计 ，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 其一 ， 当时的统计本身就存在不少

问题 ；其二 ，插队中包括了 回 乡 人数 ，但这批人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是上 山下 乡 ；其三 ，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中期起 ，便已有一些知青上山下乡 ， 这批人未被统计 。 因此 ，在既有的中 国知青史叙述中 ，人数不一

的现象非常普遍 。 在定宜庄的 《 中 国知青史 ： 初澜 （
１ ９５ ３
—

１ ９６８ 年 ） 》
一书 中 ， 其认为

“

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
”

，

“

长达 ２０ 余年 、涉及人数几达 ２０００ 万
”

。
② 在刘小萌的 《 中 国知青史 ： 大潮 （

１ ９６６
—

１ ９８０ 年 ） 》

—书 中 ，其认为从 １ ９６２ 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

“

有 １ ７００ 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
”

。
③ 在

潘鸣啸 （
Ｍ ｉｃｈｅ ｌＢｏｎｎ ｉｎ

） 的 《失落的
一代 ： 中 国 的上山下乡运动 （

１ ９６８
—

１ ９８０
） 》
一书 中 ，其开篇便讲

“

大

①国务院知青办 ： 《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 山 下 乡 统计资料 （
１ ９６２

—

１ ９７９
） 》 ，

内部 出版
，

１ ９８ １ 年印 ， 第 １ 頁 。

②定 宜 庄 ： 《 中 国知青 史 ：初澜 （
１ ９５３
—

１ ９６８ 年 ） 》 ，
当代 中 国 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前言 。

③刘 小 萌 ： 《 中 国知青 史 ： 大潮 （
１ ９６６
—

１ ９８０ 年 ） 》 ，
当 代 中 国 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前言 。

１ ５ １



安徽史学 ２０２ １ 年第 １ 期

约有 １ ７００ 万城镇中学生被下放到农村去
”

。
① 尽管这与各书所讨论的时段不同有直接关系 ，但也说

明关于知青上 山下乡 的人数争议不小 。 同样 ，这一点在各知青团体 、知青个人的记忆中也不断形成 ，

从而对知青人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忆 。

值得追问的是 ：这些数字是如何形成的 ？ 有着怎样的基础 ？ 换言之 ， 这些数字是怎样算 出来的 ？

知青人 口究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 ，还是静态静止的概念 ？ 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需要对这几个维度

进行解剖 ：

一是数字的流传 ， 即 目前固定认知的人 口数字是如何传开来的 ；
二是数字流传的基础 ， 即数

字是如何形成的 ；
三是数字的变化 ， 即人 口 的流动 、增减 。 对此 ， 本文 以 １ ９６３

—

１ ９６６ 年上海知青支援

新疆的人数为例 ，结合相关档案 、报刊 、 口述等材料 ，对知青人 口 数字的形成及记忆进行探讨 ，从而丰

富对知青人 口及相关问题的理解 。

—

、

“

十万
”

的流传与记忆

２００８ 年 １ ２ 月 １ ２ 日
，上海支边青年②出身 、时任新疆兵团司令员华士飞在给上海支边青年的 回信

中 明确肯定了
“

十万上海支青在兵团
”

的功绩 。
？ 此时距 １ ９６３ 年大规模开启动员上海知青支援新疆

已有 ４５ 年 ，但关于支疆上海知青的人数
“

十万
”

则 已经深人人心 ，对
“

十万
”

的肯定也毋庸置疑 。 这一

点 ，在既有的叙述中随处可见 ，诸如地方志 、文学 、历史学 、政治学等诸多公开出版的文字叙述中 ，
以及

口头 、 网络等民间叙事都对这一数字不断予 以肯定 。 那么 ，

“

十万
”

这一数字究竟是如何产生并流传

开来的 ？

１ ９６３ 年 １ １ 月 ２ １ 日
，新疆兵团负责物资供应的陈明池给当时赴疆考察的上海市劳动局局长王克

等人写信 ，提出 当时新疆兵团在接收近十万名上海 、江苏等地支边青年后 ，缺乏相应的生活物资 ， 因此

请求上海干部回沪后与上海党政领导商议 ， 在此后两年 内 ， 每年设法支援新疆兵团三四千万元的商

品 ， 以便把生产和供应工作组织得更好一些 。
④ 据笔者所知 ，这是 目前最早可见

“

十万
”

上海知青的材

料 。 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十万包括江苏等地支边青年 ；
且这一数字只不过是计划 内 的数字 ， 与

最终落实到人头上的数字还不一样 。 无论如何 十万
”

这一说法算是在当时的档案文献中 留下了一

抹印记 。
１ ９６６ 年 １０ 月 ８ 日 ，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批准上海市劳动工资委员会 《关于 当年下半年不再

批准青年学生去新疆的意见 》
⑤

，
上海不再动员知青支援新疆 。 不过 ，

“

十万
”

上海知青支援新疆这一

数字却流传了下来 。 为动员
“

文化大革命
”

期间 回沪的新疆上海知青返 回新疆 ，
１ ９６７ 年 ２ 月 １ ６ 日 《解

放 日报》刊登 《打回新疆去 ， 就地闹革命》
一文 。 文章由新疆建设兵团联合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 红卫兵

上海学生赴疆革命造反总部联合起草 ，指 出几年来有
“

十几万
”

上海青年奔赴新疆参加建设 。
？ 由此

不难发现 ，

“

十万
”

已然深入广大支疆上海知青的人心 ，形成了
一种共同记忆 。

这种记忆通过报刊 、文件等不断深化 ，影响 日 益广泛 。
１ ９７３ 年 ５ 月 １ ０ 日

， 《人民 日 报 》 刊登题为

《在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 十万知识青年在天山南北茁壮成长 》
一文 ，对 １ ９６３

—

１ ９６６ 年间

新疆兵团所安置的
“

十万多
”

名上海 、天津 、武汉等地城市知识青年的成长进行了报道 。
？ 随后 ，

５ 月

① ［
法

］ 潘鸣啸著 、欧 阳 因译 ： 《 失落的
一代 ： 中 国 的上 山 下 乡 运动 （

１ ９６ ８
—

１ ９８０
） 》 ， 中 国 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

版
， 第 １ 页 。

②支边青年 ， 即 支援新疆 的 内地知青 。 本文
“

青年
” “

社会青年
”

等均指知青 。

③《兵 团 司令 员 华士飞 为 上 海 支边青年 来信上做长篇批示 》 （
２００８ 年 １ ２ 月 １ ２ 日 ） ， 《 永远 的 胡 杨 》 ， 内 部 出 版

，

２００８ 年印 。

④ 《 关 于请求上海支援技术 、物资的信 （ 原件无标题 ，
标题为 引 者所加 ） 》 （

１ ９６３ 年 １ １ 月 ２ １ 日 ） ，

上海 市档案馆藏 ，

档号 ：
Ｂ １２７

－

２
－

７ ８４ 。

⑤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第
一 室 ： 《 市委 同 意 市 劳动 工 资委 员 会关 于今年 下半年 不 再批 准青年 学 生去新疆和 当 前

社会青年的安排 问题的 意见 》 （
１ ９６６ 年 １ ０ 月 ８ 日

） ，
上海市档案馆藏 ，

档号 ：
Ａ １ １

－

２
－

７ １
。

⑥ 《打 回新疆去 ，

就地 闹革命 》 ， 《解放 日 报 》 １ ９６７ 年 ２ 月 １ ６ 日
， 第 ３ 版 。

⑦新华社 ： 《在 同 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 阔 步前进 ，
十 万知识青年在天 山 南 北 茁壮成长 》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７３ 年 ５ 月

１ ０ 日
， 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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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
“

十万
”

：
１ ９６３
—

１ ９６６ 年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数与历史记忆 ？

１ ６ 日 ，上海 《文汇报 》对这篇文章进行转载 ，再次肯定 了
“

十万知识青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苗壮成

长
”

。
① 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的

“

十万
”

包括了上海 、天津 、武汉等地 ， 只是
“

十万
”

与
“

十万多
”

的界限颇

为模糊 ，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
“

十万
”

上海知青支援新疆 。 事实上 ，其中也确 以上海知青 占绝大部分 。

无论如何 ，长期 以来关于新疆上海知青的人数
“

十万
”

的记忆愈加深刻 ，在后来的一些文件中也肯定

了这一数字 。
１ ９７９ 年 ８ 月 １ ３ 日 ， 在上海市劳动局给各区县劳动局 、各主管局下发的 《关于本市职工

退休招收新疆农场子女问题的通知 》 中便明确指 出 ：

“

１ ９６３
—

１９６６ 年间 ，本市动员知识青年支援边疆

建设 ，去新疆的青年共有近十万人 ，经过十几年变化 ，现仍在新疆农场的约四五万人 。

”

？不过 ，这里虽

然指出 了十万的总体人数 ，但是也强调了人数的变化 。 这就说明 ， 这其 中有一个静态的十万总数 ， 同

时还有一个动态的人数 。

表 １ 新疆兵团地方志中关于 １９６３
—

１９６６ 年兵团安置各省市知育情况统计 （ 单位 ： 万人 ）

地 方

上海 天津 武汉 浙江 江 苏 北京 合计 原 总计

统计 （
１

）
９ ． ７ ０ ． ７ ０ ． ７９ ０ ． ４８ ０ ． ２９ ０ ． ４４ １ ２ ． ４ １ ２ ． ６７

统计 （
２

）
９ ． ７ ０ ． ７９ ０ ． ７９ ０ ． ４ ８ ０ ． ２９ ０ ． ４４ １ ２ ． ４９ １ ２ ． ６７

统计 （
３

）
９ ． ７ ０ ． ９９ ０ ． ８ ０ ． ５ ０ ． ３ ０ ． ４４ １ ２ ． ７３ １ ２ ． ７２

资料来源 ：金光耀 、金大陆主编 ： 《 中 国 新方志知识青年上 山 下 乡 史料辑 录 》 ，
上海 书 店 出 版社 、 上 海人 民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４
年版 ， 第１ ９０５ 、

１ ９０６ 、 １ ９ １ ３页 。

目前关于
“

十万
”

新疆上海知青人数的来源与叙述在地方志 （ 史 ） 中较常见 。 显然 ，这些数字受到

历史材料的影响 ，大体与
“

十万
”

的流传相吻合 。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 各志 （ 史 ） 书彼此之间有一定差

异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说与现实所存在的误差 。 从上表的统计来看 ，尽管关于上海知青的人

数都是 ９ ． ７ 万
，但数据之间也有差异 。 其中 ，统计 （

１
） （

２
）均是来 自 １ ９９８ 年由新疆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

《新疆通志 ？ 生产建设兵团志 》 ， 第一份统计来 自 其
“

大事记
”

， 第二份统计来 自
“

劳动管理
”

。 统计

（
３

） 来 自 ２００７ 年 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出版社出版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和社会保障志 》 ，其关于

上海知青的统计没有变化 ，但关于天津的数字则与前两处统计相差 ２０００ 人 。 这三份数据显示出关于

内地知青人数的统计的确存在误差 。 不过 ， 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和社会保障志 》
１ ９７３ 年 ５ 月

１ ０ 日 的一则
“

大事记
”

中 ，其关于内地知青的表述仍援引 当时的统计材料 ，称
“

十余万
”

知青 。
？

从上述数字中不难发现 ，

９ ． ７ 万与
“

十万
”

并无太大差异 ， 且也接近十万 ， 与流传下来的说法相吻

合 。 在 《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 （
１ ９６２
—

１ ９７９
） 》 中 ，对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十万数字也

有确定 。 国务院知青办的数据来源主要是各地知青办的汇总数据 ，
显然 ，新疆的＆据主要来 自新疆维

吾尔 自 治区知青办 。 不过 ， 由于新疆兵团在 １ ９７５
—

１ ９ ８ １ 年间处于撤销状态 ， 是否会因此造成统计范

围过宽不得而知 。 另外 ，在统计时限上 ，超过了１ ９６３
—

１ ９６６ 年的范围 ， 这些因素 自然也会影响到统计

效果 。

表 ２１９６２
—

１９７９ 年新疆安置跨省区知识育年概况 （ 单位 ： 万人 ）

省 市 天津 上海 浙江 江 苏 湖 北 总计

人 口 ０ ． ９ １ １ ０ ０ ． ４９ １ ． ７ ０ ． ８ １ ３ ． ９

数据来源 ： 国务院知青 办 ： 《 全 国城镇知识青年上 山 下 乡 统计资料 （
１ ９６２
—

１ ９７９
） 》 ， 第 １ ８

—

２４ 页 。

①《新禮生产建设兵 团 十 万知识青年 茁壮成 长 》 ， 《 文汇报 》 丨 ９７３ 年 ５ 月 丨 ６ 日
， 第 １ 版 。

② 《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 劳动 工 资处关 于转发上海市 劳动局 〈 关 于上海 市职工退休招 收新禮农场 子女 问题的

通知 〉 的通知 》 （
１ ９７９ 年 ８ 月 ２ 丨 日 ） ，

上海市档案馆藏 ， 档 号 ：
Ｂ １ ０３

－ ４ －

１ ０７２
－

８９ 。

③金光耀 、金大陆主编 ： 《 中 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 山 下 乡 史料辑 录 》 ， 第 １ ９０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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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１９６２
—

１９７９ 年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统计 （ 单位 ：万人 ）

年份 插队 国 营农场 合计

１ ９６２
—

１ ９６６
－

１ １ ． ９５ １ １ ． ９５

１ ９６７
—

１ ９６８ ０ ． １ ６ ０ ． ９９ １ ． １ ５

１ ９６９
—

１ ９７９ ２２ ． １ ６ ６ ． ４ ２８ ． ５６

总计 ２２ ． ３２ １ ９ ． ３４ ４ １ ． ６６

资料来源 ： 国务院知青办 ： 《全 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 下 乡 统计资料 （
１ ９６２
—

１ ９７９
） 》 ， 第 ２

—

１ ５ 页 。

１ ９６２
—

１ ９６６ 年新疆共安置 １ １ ． ９５ 万名知识青年到 国营农场 ，此处的统计并未区分新疆兵团与地

方国营农场 。 而在 １９６２
—

１ ９７９ 年新疆跨省安置的知识青年中总数又达到 了１ ３ ． ９ 万人 。 因此 ，这中

间确实存在统计误差 。 不过 ，关于数字的流传并未受此影响 。 尤其是关于
“

十万
”

上海知青的叙述更

是得到了广泛传播 。 在诸多文字叙述中 ，都延续了９ ． ７ 万名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既有表述 。
？ 如前

所述 ，数字之间的统计本身就存在误差 ， 这种误差在地区之间 的统计中更加明显 。
２００５ 年 由上海人

民 出版社出版的 《上海通志 》显示 ，
１ ９６３

＿

１ ９６６ 年共有 ８５ １ ５５ 人赴新疆 （ 含 １ ９６ １ 年 、
１ ９６２ 年部分人

员 ） 。
？ 尽管 ８ ． ５ 万人 的规模并不小 ， 占 １ ９５５

—

１ ９６６ 年上海知青上 山下 乡 人数 的 ５２％（ 总人数

１ ６４０ １ ５ 人 ）
？

，但与新疆的统计数据相差约 １ ． ５ 万人。 这种差异需要进一步开展相应的考证 ，厘定上

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数 。 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 ，为何
“

十万
”

流传下来了而其他数字却难以流传 ，这些

数字与
“

十万
”

之间的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 ？ 这些都需要对支疆上海知青的人数做一个数字计算 。

二 、人数的数字计算

要进一步厘定支疆上海知青的人数 ，必须要通过对相关数字的计算 ，而这又有两方面的数字 。

一

方面是上海的统计数字 ， 另
一方面则是新疆的数字 。 从计算的时间来看 ，包括计划时的数字和最终人

数 。 因此 ，根据这两方面材料 ，大致可以计算出究竟有多少上海知青支援新疆 。

其一 ， 计划夂数

据 １ ９６４ 年初天津市护送支边青年进疆的干部在新疆了解到 ， 新疆计划到 １ ９７０ 年人 口 达到 ９００

万人 ，净增加 ２００ 万人 ，其中除一部分依靠现有人 口 自然增长外 ，大部分靠内地支援。 其中 ，新疆兵团

在
“

三五
”

期间需要内地支援劳动力 ５０ 万人 。
？ 为实现此计划 ， 内地

一些省市便开始落实相应的支援

任务 。 经王震 （农垦部部长 ） 与柯庆施 （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商议 ，新疆兵团与上海达成了 由新疆

兵团安置上海知青的计划 。
１ ９６３ 年 ８ 月 ３ １ 日 ，在 中共上海市委精简办公室公布的 《

“

三五
”

减少城镇

人 口工作的初步计划 （ 修正稿 ） 》 中确定外迁 ７０ 万人 ，其中 ，首先计划安排 ２２ 万名青年到新疆兵团参

加生产建设 （
１ ９６３ 年 ２ 万人 ，今后 ４ 年每年 ５ 万人 ） 。

⑤ 其实 ，这种计划只是一个总体规划 ， 在每年动

员安置工作中还有更为细致的安置计划 。

表 ４ 安置计划总计人数为十万 ， 也正好印证
“

十万
”

上海知青这一数字 。 关于计划数字的来源 ，

当然不止上述材料 。 而且 ， 在做计划 的过程中也有反复调整 ， 并最终确定上述数字 。
１ ９６４ 年 ２ 月 ７

日
，新疆兵团农一师师长李华仙在给上海市劳动局领导的信中表示 ， 当年兵团原本计划安置上海青年

①尽管都是 ９ ． ７ 万名上海知青 ，
但在不 同 文本 中对数字 的 统计 时 限却 不 同 。 有的是 以 １ ９６ １

—

１ ９６６ 年 为 时限 ， 有

的 则 是以 １ ９６３
—

１ ９６６ 年为 时限 。 若不去追踪背后 的 差异 ，
显然会影响到数字的有效性 。

②③金光耀 、金大 陆主编 ： 《 中 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 山 下 乡 史料辑录 》 ， 第 ２２００ 、２２０５ 页 。

④天津 市 劳动局等 ： 《 关 于去新疆 为我市社会青年寻找安置 门路和护送支边青年工作情 况的报告 》 （
１ ９６４ 年 ２ 月

１ ０曰 ） ，
天津市档案馆藏 ，

档号 ：
４０ １ ２０６８００

－

Ｘ００５ ３－ Ｃ －

００２００５
－

００ １ 。

⑤ 中共上海市委精 简 小组 办公室 ： 《上海市 第 三个五年计 划 期 间 减 少城镇人 口 工作 的初 步计 划 （ 修正稿 ） 》 （
１ ９６３

年 ８ 月 ３ １ 日
） ，

上海市档案馆藏 ，
档号 ：

Ａ６２ －

１
－

２２ 。

１ ５ ４



？ 制造
“

＋万
”

＝
１９６３
—

１ ９６６ 年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数与历史记忆 ？

２ 万人 ，但 ２ 月 ３ 日接到农垦部部长王震的电话指示 ，确定要给 ３ 万人指标 。
① ３ 月 ７ 日

，上海市委精

简小组公布的减人方案中 ，计划动员 ３ ． ５ 万名上海青年到新疆兵团 。
② 同样 ，在 １９６４ 年 １ ２ 月 ８ 日上

海市委精简小组印发的 《关于 １ ９６５ 年本市安置社会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下乡 的计划 》 中 ，确定动员到

新疆 １ 

一

１ ． ２ 万人。
③ 但在 １ ９６５ 年 ２

、
３ 月 ，又先后确定动员人数为 １ ． ５ 万人 、

１ ． ３ 万人 。
？ 这就说明 ，

新疆兵团接收安置上海知青的人数计划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变化一直在

中央的统一计划之中 。

表 ４１９６３
—Ｗ６６ 年新礓兵团计划安置上海青年人数 （ 单位 ：万人 ）

时 间 １ ９６３年 １ ９６４
年 １ ９６５年 １ ９６６年 合计

人数 ２ ３ ． ５ １ ． ５ ３ １ ０

资料来源 ： 《 关 于上海市社会青年参加新《 生 产 建设情 况 的 汇报 》 （
１％３ 年 ８ 月 ２ １ 曰 ） ，

上海市档案馆藏 ， 档 号 ：

Ｂ １２７
－

１
－

１ ４９ －

１
；
上海市委精 简 小组 ： 《 上海 市 １ ９６４ 年减 少城镇人 口 工作方案 》 （

１ ９６４ 年 ３ 月 ７ 日
） ，
上海 市档案馆

藏
，
档号 ：

Ａ６２ －

１
－

２７
； 《对 １ ９６５ 年动 员 工作的排队摸底 （ 原件无标题 ，

标题为 引 者所加 ） 》 （
１ ９６５ 年 ２ 月 １ ３ 日 ） ，

上海

市档案馆藏 ， 档号 ：
Ｃ２ １

－

１
－

１ ０９５
； 《 １ ９６６ 年动 资 青年参加新疆 军 垦 的 工作方案 》 （

１ ９６６ 年 ２ 月 ） ，

上 海市档案馆藏 ，
档

号 ：
Ａ６２ －

１
＿

３６
＿

２２ ０

１ ９６４ 年上海支援新疆兵团的知青人数是上海和新疆兵团商议的结果 ，在得到 中央批准后才最终

确定 ３ ． ５ 万人 。
⑤ 与此同时 ， 中央对全国的安置计划都有直接掌握和调整 。

１９６５ 年的全国安置计划

就是由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最终公布的 ，确定安置到国营农林牧渔场 １ ０ ．３３ 万人 ，其中 ，

新疆兵团安置上海市 １ ． ５ 万人 、武汉市 ０ ． ４ 万人 、天津市 ０ ． ４ 万人 ，新疆维吾尔 自 治区安置江苏省 １

万人 。
？ 这也印证了１ ９６５ 年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青 １ ． ５ 万人的计划 。 同样 ，

１ ９６６ 年的安置计划也由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公布 ， 确定当年安置到 国营农场 １ ０ ． ３７ 万人 ，其中 ，新疆兵团安置上

海市 ３ 万人 、武汉市 ０ ． ７ 万人 、天津市 ０ ？ ７ 万人 、唐山市和保定市各 ０ ． ０５ 万人 、浙江省 ０ ． ５ 万人 ，新疆

维吾尔 自 治区安置江苏省 １ 万人 。
⑦ １ ９６６ 年新疆兵团确定安置上海市 ３ 万人的计划既受到此前几年

安置工作 ， 尤其是 １ ９６５ 年安置工作的影响 ，更与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有直接关系 。
１ ９６５ 年 ７ 月 周恩来

和陈毅出 国访问返回时到新疆视察 ，周恩来对新疆兵团安置上海青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 ， 同时指

出今后每年要安置上海城市青年 ３ 万人 。
⑧

① 《上海市 劳动局 、新疆 自 治 区 劳 动局 、 新 疆 建设兵 团 各单位 关 于新疆要求 支援技工 工 资待遇 问 题 的 来往 函 》

（
１ ９６３ 年 １ ２ 月

一

１ ９６５ 年 ８ 月 ） ，

上海市档案馆藏 ，
档号 ：

Ｂ １ ２７
－

２
－

７８４ 。

②上海市委精 简 小组 ： 《上海市 １ ９６４ 年减 少城镇人口 工作方案 》 （
１ ９６４ 年 ３ 月 ７ 日 ） ，

上海市档 案馆藏 ， 档 号 ：
Ａ６２

－

１
－

２１ 。

③ 中共上海市委精简 小组办公室 ： 《 关 于 １ ９６５ 年本 市安置社会青年和 闲散 劳动 力 下 乡 的 计 划 》 （
１ ９６４ 年 １ ２ 月 ８

曰 ） ，

上海市档案馆藏 ， 档号 ：
Ａ６２ －

１
－ ２７ 。

④ 《对 １ ９６５ 年动 员 工作的排队摸底 （ 原件无标题 ， 标题为 引 者所加 ） 》 （
１ ９６５ 年 ２ 月 １ ３ 日 ） ，

上海市档案馆藏 ，
档

号 ：
Ｃ２ １

－

１
－

１ ０９５
；
上海市 劳动局 、 团 市委 、 市妇联 ： 《 关 于 １ ９６５ 年动 员 社会青年参加新禮 军 垦 的 工作意见 》 （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 １ ３ 日 ） ，
上海市档案馆藏 ， 档号 ：

Ｃ２ １
－

１
－

１ ０９５ 。

⑤ 中共上海市委精 简 小组办公室 ： 《 关 于动 员 上海青壮年参加新疆生产 建设的 工作 意见 》 （
１ ９６４ 年 ４ 月 ） ，

上海市

档案馆藏 ，
档 号 ：

Ａ６２
－

１
－

２７
－

２５ 。

⑥ 中 央安置城市 下 乡 青年领导小 组 ： 《 １ ９６５ 年安里计 划 的 几点说明 》 （
１ ９６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

北京 市档 案馆藏 ，
档

号 ：
００２ 

－

０ １ ７
－

０００５４ 。

⑦ 中 央安罝城 市 下 乡 青年领导 小组 ： 《 １ ９６６ 年安置计 划 》 （
１ ９６５ 年 １ ２ 月 １ ５Ｅ

Ｉ ） ，
北京 市档案馆藏 ， 档 号 ：

００２
－

０６８

－

０００８０ 。

⑧ 《新韁 生产 建设兵 团 党委关 于坚决贯彻执行周 总理 、 陈毅副 总理对兵 团 重要指示的报告 》 （
１ ９６５ 年 ７ 月 丨 １ 曰 ） ，

农垦部政策研究 室 、农４部 国 营农业经济研究所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农经所农场研究 室 编 ： 《农垦 工作 文件 资料选编 》 ，

农业 出 版社 １ ９８３ 年版 ， 第 ７４４
—

７４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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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在安置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对安置计划做进一步的修正 。
１ ９６６ 年 ７ 月 ２ 日 ， 中共

上海市委精简办在 《关于 １ ９６６ 年上山下乡计划的初步意见 》 中指出 ， 动员 １ 万名上海青年赴新疆兵

团如果全部 由市区完成可能有 困难 ， 因此必要时在近郊集镇非农业户 的社会青年中动员一部分 。
①

而关于郊区的安置计划 ，早在当年的 ３ 月 １ ４ 日
，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就在当时召开的郊县工作会议

上提出要动员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人支援新疆。
② 只不过当时所指新疆并未明确表示是新疆兵团还是新疆

维吾尔 自 治区 ， 随后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也确定要从上海招收青年 ３４００ 名参加 自 治区地方国营农林

牧场建设？ ，但在当年 ７ 月 １９ 日公布的计划表中 ，安置人数又变更为 ２３ １ ０ 人 。
④

其二 ， 实 际人数

计划归计划 ，它虽然对每年的动员安置有指引作用 ，但实际动员工作开展后的人数往往会在计划

上下波动 ，造成与计划数字的 出人 。
１ ９６４ 年上海市杨浦区动员支援新疆兵团 的计划为 ２６００ 人 ，最终

动员 了３０３９ 人 。
⑤ １ ９６５ 年杨浦区计划动员 １ ５００ 人 ，但最终动员 了１ ６３２ 人 。

⑥ 当然 ， 有超额就有缺

额 ，完不成动员计划也在所难免 。 不但上海的个别区完不成任务 ，而且上海的整体任务也未必就能完

成 。 从北京市来看 ，

１ ９６５ 年计划上山下乡安置 ２ ． ０ １ 万人
，但截至当年 ９ 月 底共安置 １ ． ０３ 万人 ， 占总

任务的 ５ １ ％
。 其中 ，计划支援新疆农场 ６００ 人 ，完成 １ ５９ 人 ，完成比为 ２６ ． ５％ 。

⑦

表 ５１％２
—

１９６６ 年新疆兵团实际安置上海知青人数 （ 单位 ： 人 ）

时 间 １ ９６２年 １ ９６３年 １ ９６４年 １ ９６５年 １ ９６６
年 合计

人数 ４００ １ ９７３０ ３ １ ８６ １ １ ３ ８００ １ ７０００ ８２７９ １

资料来源 ：
上海市 劳动局 ： 《 关 于动 员 上海市社会青年参加新疆 生产建设情况的 汇报一一上海市人民委 员 会第 十

三次会议文件 》 （
１ ９６３ 年 ８ 月 ２ １ 日 ） ，

上海市档案馆藏 ，
档号 ：

Ｂ７６
－

３
－

１ １ ３２ ６８
；
共青 团 上海市委 ： 《 关 于 １ ９６３ 年动 员

知识青年参加新疆生产 建设兵 团 的 工作 总结 》 （
１ ９６４ 年 ２ 月 １ ８ 日 ） ，

上海市档案馆藏 ， 档号 ：
Ｃ２ １

－

２
－

２２６６
－

１
； 新疆 军

区 生产 建设兵 团 司 令部 ： 《 关 于请求补拨 １ ９６４ 年安置 费 的补充报告 》 （
１ ９６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 新疆 生产 建设兵 团 档案馆

藏 ， 档号 ：
００４

－

０５
－

０３ ５０
； 《动 员 社会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 思想教育 工作 总结 （ 初稿 ） 》 （

１ ９６５ 年 ） ，
上海 市档案馆

藏 ， 档号 ：
Ｃ２ １

－

１
－

１ ０９５
； 《 关 于新疆 未批准 的 一 万二 千人青年 的 情 况 》 （

１ ９６６ 年 ） ，
上 海 市档 案馆藏 ， 档 号 ：

Ｃ２ １
－

２

－ ２８９８ 。

由上表可以得出 １９６２
—

１ ９６６ 年新疆兵团大约安置上海青年 ８ ．２８ 万人 。 这一数字与前文的
“

十

万
”

计划有 １ ． ７２ 万人的出人 。 不过 ，这却 比较接近新疆兵 团在 １ ９７３ 年 １ ２ 月 ２ 日 的
一份统计材料。

而且 １ ９７４ 年上海市赴新疆学习慰问团 的反馈材料也显示 ，其在新疆慰问的上海支边青年人数为 ８ 万

多人 。
⑧ 尽管这一数据的底本可能就是 １ ９７３ 年的统计 ，但也说明 了其数据的可信度极高 。

① 中共上海市委精简 小组办公室 ： 《 关 于 １ ９６６ 年上 山 下 乡 计 划 的初 步 意见 》 （
１ ９６６ 年 ７ 月 ２ 曰 ） ，

上海 市档案馆

藏 ， 档号 ：
Ａ６２ －

１
－

３６ 。

②上海市 劳动局 ： 《 李德鸣 副局 长 ３ 月 １ ４ 日 郊县工作会议上的 总结发言 （
记 录稿 ） 》 （

１ ９６６ 年 ４ 月 １ ４ 曰 ） ，
上海市

档案馆藏 ， 档号 ：
Ｂ １ ２７

－

２
－

８７０ 。

③上海市教育局革命委 员 会 ： 《 关 于动 员 郊 区城镇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地方 国 营农林牧场 生产 建设 的 工作意见 》

（
１ ９６６ 年 ） ，

上海市档案馆藏 ，
档号 ：

Ｂ １ ０５
－ ４ －

２６
－

１ ０４ 。

④ 《 关 于新疆 自 治 区地方 国 营农牧场招收青年任务分配表 》 ，
上海市档案馆藏 ， 档号 ：

Ｂ １ ０５
－

４
－

２６
－

 １ ０６ 。

⑤杨浦 区 劳动局 ： 《 关 于 １ ９６４ 年动 员 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情况和 １ ９６５ 年的 工作计 划 》 （
１ ９６５ 年 ３ 月 ２９ 曰 ） ，

杨 浦

区档案馆藏
，
档案号 不详 。

⑥杨浦 区 劳动局 ： 《杨 浦 区 １ ９６５ 年动 员 社会青年参加新疆 军 垦建设工作总 结 》 （
１％５ 年 １ １ 月 １ ３Ｓ ） ，杨浦 区档案

馆藏 ，档案号 不详 。

⑦北京 市 劳动局 党组 ： 《 关 于动 员 和组织知识青年上 山 下 乡 工作的请示报告 》 （
１ ９６５ 年 １ １ 月 １ ５ 曰 ） ，

北 京 市档案

馆藏 ， 档案号 不详 。

⑧上海市革命委 员会知识青年上 山 下 乡 办公室 ： 《 关 于将赴新疆 学 习 慰 问 团 携 带 的 电 影放映机和影 片 拷 贝 等赠

给新疆建设兵 团 的请示 》 （
１ ９７４ 年 １ １ 月 １ ８ 日 ） ，

上海市档案馆藏 ，
档 号 ：

Ｂ２４４ 
－

３
－

６０５
－

４０ 。

１ ５６



？ 制造
＂

十万
”

 ：

１ ９６３
—

１ ９６６ 年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数与历史记忆 ？

表 ６ 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分配情况 （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 单位 ： 人 ）

时 间 １ ９６３年 １ ９６４
年 １ ９６５年 １ ９６６年 合计

人数 １ ９８６９ ３ １ ４４３ １４４３ １ １ ５６５５ ８ １ ３９ ８

资料来源 ： 《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分配情况》 （ １ ９７３ 年 １２ 月 ２ 曰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馆藏 ，档号 ：０Ｗ － ０７
－

０３６３ 。

尽管经过 １９６６
—

１ ９７３ 年 ７ 年的时间 ，人数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但从每年安置的统计人数来看 ， 总体

人数大体不差 ，上述数字应属可信 。 而且针对安置人数上海和新疆都有相应的统计 ，这一点也能在很大

程度上与上述数字相契合 。
１ ９６５ 年 １２ 月 ，

上海赴新疆慰问团对新疆兵团上海青年的统计发现 ，从 １ ９６３

年至当年新疆兵团共有上海青年 ６４８９８ 人 （这一数字与笔者根据统计列 出 的数字计算有出人 ，计算得出

的人数为 ６５３５８ 人 ） 。
① 同样 ，

１ ９６６ 年 ３ 月 １ ８ 日
， 团上海市委在给中共上海市委和团 中央的报告 中也

指出 ，
１９６３
—

１ ９６５ 年共有 ６ ．４ 万名 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兵 团建设 。
？ 其实 ， 由 此不难发现 ，

至少在

１ ９６３
—

１ ９６５ 年间上海青年的数值大概在 ６ ． ５ 万名左右无疑 。 问题主要 出现在 １ ９６６ 年的人数上 。

１ ９６６ 年 １０ 月 ８ 日
， 中共上海市委批复同意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下半年不再动员组织青年去

新疆 、推迟到明年上半年再进行的建议 。
１ ０ 月 ２６ 日 ， 最后一批上海知识青年 出发赴新疆参加建设 。

由于
“

文革
”

全面爆发 ，上海市动员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的工作不得不终止 。
？ 由此 ， 当年

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人数统计出现了较大问题。 因为 １ ９６３
—

１ ９６５ 年期间每年的数字在档案文献中

都有详细统计 ，而 １ ９６６ 年的工作 由于受到
“

文革
”

的影响 ，下半年的数字 比较难找 。 根据当时上海的

档案材料记载 ，截至 １ ９６６ 年 ７ 月 ２ 日 ，共有上海青年 ２ ． ７ 万名报名 ，但新疆兵团当年上半年的招收计

划为 １ ． ５ 万人 ，对此 ，有许多已经报名 的上海青年不能被批准 。 截至 ６ 月 ２９ 日
，
已经批准 １ ． ３ 万人 ，

占报名数的 ４８％ 。 根据杨浦 、徐汇 、普陀 、静安 、长宁 ５ 个区的审批情况来看 ， 报名 １ ０２ １ ９ 人 ，
已批准

５７９０ 人 （超额 ３９０ 人 ） ， 占报名数 ５６ ． ６％ 。 据其中 ４ 个区估计 ，还可 以批准 ７００ 人 ， 占报名数的 ７％ 。

由此推之 ，全市可批准数约 占报名数的 ６３％
，达到 １ ． ７ 万人 。

？ 当然 ，在档案 中 ，上海负责动员 的部门

也反复提及新疆兵团要求严格控制人数 ， 因此大约有 １ ． ２ 万名青年不能被录取 ，要求各部门必须做好

这 １ ． ２ 万名不能录取青年的善后工作 。 为统计之便 ，笔者对 １ ９６６ 年的数据采取了 当时计算的最大值

１ ． ７ 万人 。 根据此前下半年动员工作以应届毕业生为主的原则 ， 当年也同样如此 ，要求动员一定规模

的半工半读学生 ，但这批学生对支援新疆有抵触 。 １ ９６６ 年 ６ 月 １ ２ 日
，杨浦区劳动局对所属 ９４ 个半工

半读 （ 职业学校 、工读班 ） 学校调查发现 ，学生中仍存在不愿到新疆去的思想 ，他们认为半工半读学生

也要去新疆是想不到 、想不通 、不搭架的 ，不少学生说 ？

．我们是在学青年 ， 与社会青年两回事 ， 因此要动

员我们是想不到的 ，
也是想不通的 。

⑤ 随着
“

文革
”

不断推进 ，下半年的任务 自难完成 。

在知青人 口数据中 ， 实际上有三个数字 ，

一个是计划数字 ，

一个是动员数字 ，

一个是最终批准数

字 。

一般看来 ，这三个数字都在不断变动 ，尤其是随着动员工作的开展 ， 动员数字更多 。 在 １ ９６３ 年夏

季 ， 因为动员工作有序开展 ，所以两个月 内就有 ４ ． ５ 万名青年报名 。
？ 由 于受到计划数字的限制 ， 故

最终批准的数字必须在计划范围内 。 尽管上海每年的实际输送人数并未超过计划数 ， 但这并未影响

①《上海青年在新疆基本数字 》 （
１ ９６５ 年 １ ２ 月 ） ，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号 ：
Ｃ２ １

－

２
－

２５ ５６ 。

②共青 团上海市委 员会 ： 《 关 于动 员 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 军 垦 的 工作报告 （ 初稿 ） 》 （
１ ９６６ 年 ３ 月 １ ８ 曰 ） ，

上海

市档案馆藏 ，
档号 ：

Ｃ２ １
－

１
－

１ １ ４ １ 。

③谢敏干编 ： 《新疆上海知识青年上 山 下 乡 四十年大事记 （
１ ９６３
—

２００３
） 》 ，珠海 出 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 第 ４８ 页 。

④共青 团 上海市委地 区青年工作部 ： 《必须积极地 、慎重地做好参加新疆建设未被录取的 一 万二千 名 青年 的善后

工作 》 （
１ ９６６ 年 ７ 月 ４ 日 ） ，

上海市档案馆藏 ，
档号 ：

Ｃ２ １
－ ２

－

２８９ ８
； 《 关 于新疆未批 准 的 一万二千人青年 的 情况 》 （

１ ９６６

年 ） ，
上海市档案馆藏 ，

档号 ：
Ｃ２ １

－

２
－

２８９８ 。

⑤杨浦 区 劳动局 ： 《 关 于半工半读 学校教育动 员 学 生支援边疆建设 的 情况 汇报 （ 草稿 ） 》 （
１ ９６６ 年 ６ 月 】 ６ 曰

） ，
杨

浦 区档案馆藏 ，
档 号 ：

４７
－

４
－

 １ ３２ 。

⑥共青 团 上海 市委 ： 《 关 于 １ ９６３ 年动 员 知识青年参加新嫌生产 建设兵 团 的 工作总结 》 （
１ ９６４ 年 ２ 月 １ ８ 曰 ） ，

上海

市档案馆藏 ，
档号 ： Ｃ２ １

－

２
－

２２６６
－

１ 。

１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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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兵团完成中央的安置任务 ， 因为它不但要安置城市青年 ，还要安置复转军人及其家属 。 根据国务

院计划 ，
１ ９６４ 年新疆兵团应接收安置 内地城市青年 ３ ．５ 万人 ，复员军人 ２ 万人 、家属 １ 万人

， 实际安

置上海城市青年 ３ １ ８６ １ 人 、武汉城市青年 ２４５９ 人 ， 未突破计划 ； 实际安置复员军人 ２３７５４ 人 、家属
１ ３７３４ 人 ，分别超计划 ３７５４ 人 、

３７３４ 人 ；合计超计划安置了６８０８ 人 。
①

通过上述计算可知 ，
１ ９６２
—

１ ９６６ 年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青大约有 ８ ． ３ 万人 。 但据地方志记载 ，

从 １ ９６ 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 至 １ ０ 月 ２５ 日
， 新疆兵团各类学校和训练班在上海招生 ２４６０ 人 。

② 同样 ，截至

１ ９６２ 年 １ ２ 月 ，前后参加农一师的上海知识青年有 ６００ 多名 。
③ １ ９６６ 年新疆维吾尔 自 治区又计划在

上海招收二三千名青年 。 如此算来 ，
上海支援新疆的知青人数大约有 ９ 万人 。 若包括其他零星支援

人数 十万
”

自 不成问题 ，甚至超过
“

十万
”

也不无可能 。 不过 ， 在计算数字时 ，档案文献与地方志仍

存抵牾 。 笔者根据新疆兵团师一级地方志对上海青年人数进行相关统计发现 ，
１ ９６ １ 

—

１ ９６６ 年新疆兵

团安置上海青年大约有 ７ ． ２ 万人 。
④若根据团一级的统计数据计算结果则更少。 造成这种现象 ， 与地

方志所引用的数据本身 、时间等因素有关系 ，但笔者 以为 ，这也受到知青人 口 流动 、增减的影响 ， 因为

自上海知青进疆之后 ，其流动即 已开始 ，所谓
“

十万
”

也好 ，

８ ． ３ 万人也罢 ，并非铁板一块 。

三 、人 口的流动 、增减

其实 ，从前文两份关于人数的计算数据中便不难发现人口 的流动 。 这种流动既有新疆内部流动 ，

同时也有跨区流动 。 这期间既有政策的影响 ，
也受到

“

文革
”

爆发所带来的人 口 流动影响 。 因为
“

文

革
”

及知青回城的影响 ，新疆的上海知青人 口有三次比较大的变动 ：第一次是
“

文革
”

爆发后不少上海

知青回沪 ，第二次是 １ ９７ ３ 年因
“

李庆霖上书事件
”

所带来知青政策调整 ，

一些上海知青 回 沪 ，第三次

则是 １ ９７９
—

１ ９８ １ 年知青大返城所带来的大规模上海知青 回沪 。

“

文革
”

爆发后下 乡 知青 回城闹革命 ， 大批新疆上海知青 回 沪 ， 具体有多少则难 以计算 。 截至

１ ９６９ 年 ４ 月 ，在上海的支疆知青大约有 １ 万余人 ， 其中有五六千人在沪 的时间 已经超过半年甚至 １

年 ，其余的则是 １ ９６８ 年以来因探亲 、事假 、病假等来沪 。
⑤ 通过反复动员 以及提供相应的路费帮助 ，

其中不少人先后返回新疆参加劳动生产 ，但也有不少人留在内地 。 截至 １ ９７４ 年 ３ 月 ，仍有 ２７００ 名上

海知青留在内地 ，其中 留在上海市 １ ５００ 人 （ 市区 １ ３００ 人 、郊县 ２００ 人 ） ，

１ ２００ 人已到江苏 、浙江等地

农村结婚 。
？ 这些人最终大抵还是在内地留 了下来。

受中央对知青政策调整的影响 ， 自 １ ９７４ 年开始有不少上海知青从新疆
“

病退
”

回 沪 。
１ ９７４ 年 ，经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兵团支边青年工作部门和上海市劳动 、知识青年工作部门商定 ， 本着从严掌握的

原则 ，对上海支边青年中确实患有严重疾病 、不适应继续在新疆工作的少数人 ，经医院证明 ，安置单位

审核 ，报上级安置部门 同意 ，可按病退处理 回上海安置 。 天津 、武汉 、北京等城市的支边青年也按此办

理 。
１ ９ ：７４
—

１ ９７７ 年 ，支疆上海青年中按病退处理的有近 １ ０００ 人 。
⑦但是 ， 据支疆上海知青卢孝立 回

忆 ，其在 １ ９６３ 年 １ ０ 月 ９ 日进疆 ，分配在农二师塔里木二场蚕桑一队 ，先后从事农工等工作 ，他在 １ ９７３

年被调回浙江奉化 。
⑧ 其回城究竟是受到

“

病退
”

回城的影响 ，还是零星的个别回城 ， 尚需进一步追踪

①新疆 军 区 生产建设兵 团 司令部 ： 《 关 于请求补拔 １ ９６４ 年安置 费 的补充报告 》 （
１ ９６５ 年 ７ 月 ２８ 曰

） ， 新疆 生产 建

设兵 团 档案馆藏 ， 档号 ：
００４

－

０５
－

０３５０ 。

②④⑦金光耀 、金大 陆主编 ： 《 中 国 新方 志知识青年上 山 下 乡 史料辑 录 》 ， 第 ２２ １ １
，

１ ９２６
、
２０ １ ０

、
２０ １ １

、
２０４４ 、 ２０４７ 、

２０７３ 、２０９９ 、
２ １ ３３

、
２ １ ３４ 、２ １ ５ ８ 、２ １ ６６ 、

２ １ ７３
，
１ ９０９页 。

③《 关 于新疆 军 区 生产 建设兵 团农一师招收上海知识青年培训蚕桑技术工人的 宣传提纲 》 （
１ ９６２ 年 １ ２ 月 ６ 曰 ） ，

上海市档案馆藏 ， 档号 ：
Ｃ２ １

－

２
－

２０３ １ 。

⑤上海市 劳动局 ： 《 关 于动 １在 沪 支疆青年 回新疆车 费 问题的请示报告 》 （
１ ９６９ 年 ７ 月 ） ，

上海市档案馆藏 ， 档 号 ：

Ｂ １ ２７
－

４
－

６３ ０

⑥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室 、上海市革命委 员 会办公室 ： 《对 市 劳动局革委会 〈 关 于去新疆 的 上海知识青年 中 几个 问

题的 处理意见 的请示 〉 的抄告单 》 （
１ ９７４ 年 ３ 月 ６ 日 ） ，

上海市档案馆藏 ， 档号 ：
Ｂ２４６

－

２
－

１ ０ １ ８
－

５４ 。

⑧卢 孝立 ： 《定 了
，
去新疆 》 ， 《红柳花盛开的 时候

——

原农二师塔二场上海知青亲历 》 ， 自 印本 ， 第 １ 页 。

１ ５ ８



？ 制造
“

十万
”

：
１ ９６３
—

１９６６ 年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数与历史记忆 ？

分析 。 因为从 １９７０ 年开始 ， 大 、中城市便陆续接收知识青年
“

病退
”

，各地知青安置部门对允许病退

的疾病种类和程度作了临时性规定 ，并且要求病退者须持有相关医院的诊断证明 。 当然 ，

“

病退
”

也

逐渐演变成知青回城的一种策略和方式 。 当返城大潮涌动时 ，大批下乡 知青返城 ，也点燃了支疆上海

知青回城的激情 。 在此过程中 ，支疆上海知青回城的时间要晚 ， 过程更曲折 ，但也有不少上海知青 因

此最终离疆返沪 ， 引起了支疆上海知青人 口 的急剧变化 。

表 ７ 上海支边青年情况综合统计表 （
１９８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 （ 单位 ： 人 ）

单位 总计 男 女 党 员 干部 未婚人数 已婚人数 夫妻双方为上海支青 一方 户 数 子女

农垦一 团 １ ８２２ ９５２ ６７０ １ ８０ １４７ ２８ １ ７９４ ８３０ ８６６ １ ０７７ ２５ ８９

农垦二 团 １ ５７３ ８０８ ７６５ １ １ ８ １ ３３ ６９ １ ６ １ ６ ７７２ ６７３ １ ２０３ ２０３６

三 团 ２０２０ ９４９ １０７ １ １ ３５ １７９ ２５５ １ ７６５ １４７７ ３ ８８ ９ １ ３

四 团 １ ２９２ ６４０ ６５２ ７９ １ ５９ ３２ １２６０ ６９８ ５６２ ７ １ １ １ ７９４

五 团 １ ８５９ １０６５ ７９４ ９２ １ ６０ ８７ １ ７７２ ５６９ ６３４ １ ２０３ ２ １７９

六 团 ６９８ ３８８ ３ １ ０ ６３ ８５ １ ８ ６８０ ４ １ ２ ２６８ ４７４

七 团 １ ３９９ ７ １ ６ ６８３ ７６ １ ０７ ７７ １ ２７４ ９２４ ３７０ ８７ １ １ ５ ８９

八 团 ７５２ ４０５ ３４７ ５２ ７４ １ ２ ７ ３ ８ ４６５ ２７ ３ ３７２ ５ ５ ８

九 团 １ ３２６ ６８５ ６４ １ ６６ １ １ ３ ８ １ ３ １ ８ １ ０７８ ２４０ ６５９ １ ２２５

十 团 １ ２４６ ６８４ ５６２ ７４ １ ４６ １ ２ １ ２３４ ８８８ ３４６ ６ １ ７ １ １ １ ０

十
＇

一

团 ６ １ １ ３６２ ２４９ ８５ ４８ ４５ ５６６ ３５６ ２ １ ０ ３９７ ６４７

十二 团 ２２ １ １ １ ２０５ １ ００６ １ ６２ １９７ １ ４３ ２０ １ ８ １ ４２８ ５９０ １ ３３８ ２２３６

十三 团 ２ １ ４６ １ １ ３８ １ ００８ １ ２８ １ ５２ １ ０ １ ２０４５ １ ６５３ ５８７ １２ １ ６ ２２７６

十四 团 １ １ ５２ ６２６ ５２６ ７ １ ８５ ９５ １ ０４４ ９２６ ２４２ ５ ８０ １ １ １ ９

十五 团 １４０４ ７８９ ６６５ ４４ ６９ １０９ １ ２ １ ６ ７８８ ２６５ ６８０ １ ３ １ ９

十六 团 １７３０ ９６９ ７６ １ ８７ １７６ ３ １ １ ６９９ １０５７ ６６２ １ １ ７ １ ２０４３

红旗坡 团 场 ５２ ２３ ２９ ７ ８ １ ５ １ ３７ １ ５ ３５ ６４

建化厂 １ ００ １ ６０６ ３９５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３ ８ ８８ ５ ８ ８ ３００ ６５２ ９９５

工程 团 ４５６ ２３９ ２ １ ７ ３ １ ４４ ３０ ４２６ ２２４ ２０２ ２ １ ３ ５９５

农科所 １６ １ ８７ ７４ ９ １ ０ ８ １ ５３ ５９ ６３ １ １ ３ ２２５

阿克 苏地 区 第
一运输公 司 １ ５２ ７４ ７ ８ １ ２ １ ８ ９ １４３ ９０ ５２ １ １ ０ ２ １ ８

阿克 苏农机厂 ８２ ３０ ５２ ９ １ ９ ０ ８２ ４８ ３４ ５８ １ ２３

针织被得厂 ３６ １ １ ２５ ６ ８ ０ ３６ ８ ２８ ３ ３ ５ ８

３９ ２ １ １ ８ ５ ６ １ ３ ８ １ ９ １ ９ ３０ ５５

粮油二厂 １ ２ ６ ６ ２ ３ ０ １ ２ ７ ５ １ ２ ２３

ＸＸＸ １２ ３ ９ ２ ５ ０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２０

ＸＸ 供应站 ６ ５ １ １ ２ ０ ６ １ ５ ６ ８

沙 Ｘ 农场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３

农牧连 １ ６ ５ １ １ １ ２ ０ １ ６ ８ ８ １ ３ ２ １

畜牧 ＸＸ 所 ３ １ ２ ０ ２ ０ ３ １ １ ２ ３

合计 ２５２７０ １ ３４９２ １ １ ６２８ １ ７０８ ２２７９ １ ２８４ ２３９０６ １ ５４ １ ２ ７９２０ １ ４７７２ ２５ １ ３ １

资料来源 ：兵 团 司 令部 ： 《上海支边青年情况综合统计表 》 （
１ ９８ １ 年 １ ０ 月 １ ０ 日

） ， 新嫌生产 建设兵 团 档案馆藏 ，
档

号 ：
００４

－

０４
－

０７２５ 。

１ 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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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是 １ ９８ １ 年 １ ０ 月 １ ０ 日 新疆兵团司令部对上海知青
“

回沪
” “

返疆
”

的情况统计表 。 如果以总

数计 ， 总共有 ２ ． ５ ３ 万人回沪 ，其中 ， 夫妻双方为上海知青的达到 了１ ． ５４ 万人。
① 此时的统计只能作

为参考 ， 因为当时正值支疆上海知青返城的关键时期 ，政策还在调整 。 据新疆人民 出版社 １ ９９２ 年出

版的 《新疆通志 ？ 民政志 》记载 ， 截至 １ ９８５ 年底 ，先后离开新疆的 内地知青共有 ８ ．５５ 万人 ，继续 留在

新疆的支边青年共计 ４ ． １ ２ 万人 ，其中 ， 上海 ３ 万人 ， 北京 、天津共计 ０ ＿３ １ 万人 ，武汉 ０ ． ２３ 万人 ， 江苏

０ ． １ ３ 万人 ，浙江 ０ ． １４ 万人 。
② 这就说明 ，

至少有 ５ 万余名上海知青离开新疆 。 如果包括家庭成员 ，离

疆人 口显然更多 。

一直以来 ，上海知青在新疆 内部也不断流动 ， 有人调到 自 治 区 （ 地方 ） ， 有人在兵 团 内部调动 。

１ ９６８ 年 ，上海女知青冯菊娣到吉林延边插队 ， 因她在农村挣工分 ，
口粮又少 ， 所以于 １ ９７６ 年通过投亲

的方式找到其在农十师八团农场的姐姐 ， 并得 以安置在该场 。
③ 为解决上海知青 的个人婚姻问题 ，

１ ９７４ 年 ９ 月 ８ 日
，新疆兵团党委向新疆维吾尔 自 治区党委提交报告 ， 指 出 ：

“

在 １ ９６３
—

１ ９６６ 年安置在

农一 、二 、三师的 ６ 万名上海支边青年 中 ，大部分都已结婚 ，但 由于近几年来女知识青年有一部分在内

地 、

一部分在新疆地方上 、

一部分在兵团 内部工矿企业 、机关等事业单位找了对象 ，致使约有 １ ． ４ 万余

名上海男青年
‘

无象可对
’

。 他们 目前年龄已经很大 ， 因此 ，兵团党委希望他们能到兵团 以外寻找对

象 ，结婚后可安置在兵团 内部 。

”

＠上海知青的流动有工作 、婚姻等需要 ， 同时 ， 也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

平心论之 ，知青大返城情况的 出现 ，新疆上海知青有其苦衷 ， 不过 ， 这也确实影响到 了新疆 ， 尤其是新

疆兵团 的人 口 变动 ，
至少在短时期造成了严重影响 。 但是 ， 留下来的 ３ 万余名上海知青大多数坚持到

了退休才 回沪 ， 也使得新疆兵团 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他们在新疆兵团 、新疆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

结 论

显然 ，

“

十万
”

上海知青支援新疆既是
一个实数又是一个虚数 。 所谓实数 ，说明这个数字确确实

实存在当时的文件 、报刊 、报告等各类文献中 ，
通过计算所得出 的数字 。 所谓虚数 ，说明这个数字更富

有一种象征意义 ，具有文化符号价值 。 这两点特征在知青人 口 问题中贯穿始终 。 值得注意的是 ， 虚实

是一个交织的过程 ，呈现出螺旋上升的态势 ，并最终通过一个虚数显示 出其在人 口史上的意义 。 由 于

当时处在计划经济时期 ，
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 口数字也在计划内 。 同样 ，这种计划是模糊性和精确

性的统一 。
１ ９６５ 年 ７ 月 ，周恩来在新疆考察时对新疆兵团作出指示 ，要求兵团补充 ７

—

１ ０ 万人 ， 即复

员军人 ２ 万人 ，上海城市青年 ３ 万人 ，天津 １ 万人 （ 照顾河北 １ ０００
—

２０００ 人 ） ， 武汉 １ 万人 （ 照顾湖南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人 ） 。
⑤ 针对这一

“

精确
”

计划 ，

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新疆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在上海作动

员报告时也进行了
“

模糊性
”

的阐释 。 他指出 ，

“

中央给上海市的任务在 目前来说还是 比较有限的 ，今

年只能去三万人 ，
也可以多一点 ，假如说今后能够去四万 、五万 ，

一年能够去上十万 、二十万人那就更

好了
”

，

“

现在我们要一年接收几十万 ， 暂时还没有这个力量
”

。
？ 同样 ， 对实际赴疆的知青人数统计

也存在类似情况 。
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上海 《解放 日 报 》 刊发文章肯定了两年来 （

１９６３
—

１９６４ 年 ）
５ 万

① 
以 此计之 ，

夫妻双方 为上海知青 ，
是否意味着共有 ３ 万余名 上海知青 回 沪 。 当 然

，
这是统计 中所 出现的 问题

， 需

进一步讨论 。

②金光耀 、金大陆主编 ： 《 中 国新方 志知识青年上 山 下 乡 史料辑录 》 ， 第 １ ７ ８３
—

１ ７ ８４ 页 。

③冯 菊娣 ： 《从吉林到新疆 》 ， 李诚奇主编 ： 《 胡 杨树下 的故事 》 ， 自 印本 ，

２０ １ ２ 年 ， 第 １ ８９
—

１ ９０ 页 。

④ 中共新疆 军 区 生产 建设兵 团委 员 会 ： 《 关 于农一 、
二

、
三 师

一 万 四 千 名 上海 支边 男 青年婚姻 问题的 请示报告 》

（
１ ９７４ 年 １ ０ 月 １ ６ 日 ） ，新疆 生产 建设兵 团 档案馆藏 ，

档号 ：
４ ３

－

３６ 。

⑤ 《新疆生产 建设兵 团 党委关 于 坚决贯彻执行周 总理 、 陈毅副 总理对兵 团 重要指示 的报告 》 （
１ ９６５ 年 ７ 月 １ １ 日 ） ，

农垦部政策研究 室 、农垦部 国 营农业经济研究所 、 中 国社会科 学 院农经所农场研 究 室 编 ： 《农 垦 工作文件资料选编 》 ，

第７４４
—

７４５页 。

⑥ 《 中 国人民解放军新疆 军 区 生产 建设兵 团 第二政委张仲瀚 同 志在
“

动 员 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报告 大会
”

上 的报告记录 （根据录音整理 ， 未经报告人审 阅 ） 》 （
１ ９６６ 年 ５ 月 １ ７ 日 ） ， 《 团 的情况》 ， 单印本文件 。

１ ６０



？ 制造
“

十万
”

：
１ ９６３
—

１９６６ 年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数与历史记忆 ？

多名上海青年赴新疆参加建设的革命壮举 。
① 这一数据显然是相对精确统计的结果 ，但是在当时的

报刊 中 ， 虚数往往更多 ，
也更富有宣传 、象征意义 。 ６ 月 ５ 日 ， 《解放 日 报 》刊发的社论文章 《青年们 ， 到

边疆去干革命 ！ 》开篇便指出 ，

“

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祖国号召 ， 奔向边远的新疆 ， 投入革命斗争

的激流 ， 这 广大青年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逐步革命化的表现 。

”

②

诚然 ，在广大支援新疆建设的上海知青以及当时经历过这个工作的相关人员记忆中 ，所呈现出 的

都是
“

十万
”

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记忆 。 而在整个知青群体的记忆中 ，则又呈现出 ２０００ 万 、
１７００ 万等

数字 。 在计算人 口 时 ，造成人 口差异的原因与统计时间 、范围有关 ， 但模糊记忆一般会将最大化的人

口计算在内 ，不断形成一种共同的历史记忆 ， 传承开来 。 必须承认 ， 知青人数的统计是记忆的前提和

基础 ， 而且通过这些统计计算会更加接近真实的数字 ， 譬如 １ ９６３
—

１ ９６６ 年上海知青的人数更符合 ９

万人左右 ， 虽然这在估算支援新疆的上海知青人 口 价值 、人数分布等方面可能更有意义 ，但这并不会

代替大家的共同记忆 。 团上海市委原书记张浩波认为 ：

“

实际上也就是八九万 。 中 国人喜欢十 ， 十全

十美 。

”

？在黑龙江上海知青刘训付的眼 中 ，也认为是
“

十万
”

上海知青去了新疆 。
④ 他们都认为这么

大批的上海知青奔赴新疆 确实是壮举
”

，值得敬畏 。 这就进一步说明 十万
”

这个虚数代表了上海

知青支援新疆的壮举 ，是对其业绩的高度肯定 ，成为了 

一种共同 的历史记忆 ， 不断被书写 、记忆 、传承。

［ 本文为 国 家哲 学 社会科 学 基金重 大 项 目
“

知 识 青 年 上 山 下 乡 史料 的 搜 集 、 整理 和研 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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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阶段性成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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