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老知青的傳奇故事 
廖金璋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正當林智育對人生充滿美麗幻

想的時侯，中蘇關係緊張，林智育就讀的俄文專業“下馬”，
他失學回鄉，成了待業青年，不得不到一個水庫工地做臨時
工。想不到的是，一場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暴發了，別有用
心的人抓住他家庭出身不好，闖進他家“造反”，搜走了他
的日記，又抓住他日記中的隻言片語，肆意歪曲原意，無限
上綱上線，進行大批判，於是，攻擊他的大字報掛滿了十字
街口，一個沒正式工作的待業青年轉眼變成了“資產階級代 

風華正茂時 

          在當年上山下鄉到長汀農村的知青中，
林智育是充滿著傳奇色彩的人物。 
         本來，上個世紀60年代末第一批上山
下鄉的知識青年，指的是1966年—1968年

三屆高、初中畢業生。而林智育早在文革
前就已經是俄文大專的學生了，上山下鄉
知青無論如何與他沾不上邊。可是生活跟
他開了個很大的玩笑，他竟然成了上山下
鄉的對象，被趕出了南安洪瀨鎮，來到閩
西山區長汀古城公社楊梅排村，插隊落戶。 

表人物”。突如其來的運動使林
智育懵了，但他不服，力圖抗爭。
當看到別人成立各種戰鬥隊，又
排擠他參加的時侯，他就和自己
的妹妹兩個人成立了“魯迅性格
獨立戰鬥團”，誰知，其他組織
的人要取締它，於是圍繞著他的
戰鬥團“合法與否”開展了一場
大辯論，引來上千人的觀眾。有
趣的是，雙方在引經據典的時侯，
常常上一回剛用毛語錄的“石”
砸《十六條》的腳，下一回又以 

《憲法》的“矛”去戳最高指示的“盾”，一切各取所需，
為我所用。而從小就得過演講比賽第一名的林智育唇槍舌劍，
駁得對方體無完膚，個個敗陣。於是，大街小巷有了“林智
育舌戰群儒”的特大新聞。 
         然而，儘管林智育不服，抗爭過，畢竟他“家庭出身不

好”，父親又有“歷史問題”，在那個時代背景裏，他的一
家怎麼逃得出那場浩劫呢？1969年的上山下鄉運動中，自然

是被趕對象了。林智育是和父母一起下放到長汀古城公社的，
在那裏，他和當地農民一起下地幹活，上山砍柴，砍毛竹， 

文革也串聯 



燒炭，常常弄得“滿面塵灰煙火色，兩臏蒼蒼十指黑”，然
後又挑著柴或炭，到墟場去賣；有時還翻山越嶺，走上幾十
裏路，到江西瑞金城裏去賣。而生產隊分配的口糧嚴重不足，
青黃不接時經常吃不飽。不過，更大的痛苦還是精神上的，
看不到出路，覺得前程茫茫…… 
        有些知識青年開始招工走了，林智育的心裏也浮起一線

希望，他想，什麼時侯自己也能由國家安排上調，找到一份
正式的普通工呢？為了尋找答案，他選了一個農閒的日子，
特地步行幾十裏，到縣城分管知青的四個面向辦公室尋問，
得到的結果是：“像你這類人不可能上調，在農村安心幹活
吧！”他像被潑了一瓢涼水，從頭冷到腳，這一天，他不知
道自己是怎樣跌跌蹱蹱回到村裏的。他在心裏喊道：“天啊，
你為什麼對我如此不公平，上山下鄉就有我的份，而上調卻
沒有我的份呢？” 
        林智育更加迷茫了，不過從小愛好文藝的他外表依然說

話幽默，還常常唱著歌，拉二胡，只有細心的人才聽得出來，
那是黃蓮樹下彈琵琶啊！ 
        有一回農忙，全隊勞力齊下田，各家各戶都有幾歲的幼

兒無人照看，生產隊會計提議，把大家的孩子集中在一起，
由林智育負責關照，並教唱歌識字吧，隊裏給予計工分報酬。
大家都認為好，於是林智育便成了生產隊“幼稚園的阿姨”，
因為有“政績”，後來又被大隊小學請去當民辦教師了，每
月有16元的微薄收入。但是，課餘他還得去砍柴，燒炭，以
彌補家用。 

         1971年的一天，林智育又汗流浹背地

挑著一擔柴到墟場上出賣，被一個斯斯文
文的買主相中了，此人正是古城中學的校
長，為人健談，他領著林智育回校，一路
問這問那，林智育也樂意回答。當瞭解林
智育的情況後，校長想，這是一個人才，
學校正缺一名教師，何不聘他任教？校長
就把自己的想法說了。林智育自然高興，
心裏想，莫非今天遇到伯樂了？ 
         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林智育當起
了中學民辦教師，擔任語文、音樂兩門學 任民辦教師 

科的教學。工資雖低，才20多元，但比在生產隊出工好多了。

更令他高興的是，學生純樸可愛。因此他教學盡心盡力，認
真負責，在教育方法上，他以情動人，多輔導，少責罰，親
切地對待每一位學生，因此學生都很喜歡他。然而民辦教師
畢竟不是國家正式職工，微薄的工資難以維持生活，更談不
上娶媳婦了。眼看著他年紀越來越大，父母親都為他焦慮。 



肆意橫行的“四人幫”終於倒了，
文革結束了，祖國迎來了美好的春
天。 
         1979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

二年，對林智育來說，是他人生轉
折的一年。 
        這一年，他喜事多多，首先是

教育部門有了民師轉正的指標，經
過考核，他轉成了國家正式職工，
一個夢寐以求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轉正不久，過去曾申請的旅港定居
也獲批准了；也是這一年，他結了
婚，娶了個賢慧的妻子。被那個年 

時代打入另冊的林智育終於熬出了頭，揚眉吐氣了。不過他
明白，要不是粉粹了“四人幫”，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
他是永遠沒有出頭之日的。 
         1980年3月，林智育跨過了羅湖橋，來到了香港，經過一

番拼搏，先後創辦了森森企業公司、盈捷國際家俬有限公司、
亮偉鞋業有限公司等，成為赫赫有名的董事長，大企業家。 

         但他卻常常想念生他養他的洪瀨鎮，想念長汀古城的父老
鄉親，想念古城中學的校長、老師和學生。當事業有了發展， 

林智育想到的是如何回報，他尋找當年資助過他的朋友，又頻
頻捐資曾經走過的地方，諸如，給古城鄉捐資修鄉村公路，給
古城中學捐資購買圖書…… 
 

獻旗勵學生 

伉儷有後福 



膺長汀顧問 

夕陽再奮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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