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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初探》，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李

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1987 年。

(10) 闻一多给李嘉言的信（笔者收存），

见河南大学出版社《李嘉言纪念文集》。

(11) 清华大学《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

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馆藏。见《闻

一多年谱长编》612 页。

(12)1983 年 2 月 22 日下午在北大采访

季镇淮记录。   

(13) 梅贻琦《复原后之清华（续）》，

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四），36 页，

1947 年 4 月。

(14) 同 (11)，又见《闻一多年谱长编》

616 页。

(15) 同 (1)。

(16) 何善周《千古英烈 万世师表》，

一份保存 47 年的毕业分配报到证
○杨俊林（1966 汽车）

见《闻一多纪念文集》256 页；《闻谱长编》

662 页。

(17)1983 年 2 月 19 日上午在北京朝内

大街余冠英家中采访余冠英记录。

(18)《闻谱长编》647 页，1988 年 6 月

16 日采访范宁记录。   

(19)(20)(21) 同 (12)。

(22) 同 (18)。

(23) 同 (1)。

(24) 中华书局 1960 年 1 月 27 日给李

嘉言的信，约请李嘉言为闻一多《唐诗大

系》作序；并商请李嘉言主持进行改编《全

唐诗》工作。2 月 6 日李嘉言回信同意为

闻先生《唐诗大系》作序，同意进行改编

《全唐诗》的工作。见河南大学出版社《李

嘉言纪念文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专毕业生，都

有一份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报到证，这份

报到证报到后就交给单位保存。我退休十

几年了，但是我的报到证（见附图）仍保

存在我自己手里。奇怪不？这种奇怪的现

象，只有在“文革”动乱的年代才有。透

过这份报到证，可以折射出那个年代的许

多色彩。

一、关于“报到地址”的说明

我分配的工作单位是“陕西汽车厂”（简

称陕汽），那年清华分到该厂的有 20 多人。

这是一个准备新建的三线厂，当时厂址仍

未确定。原来计划是把“北京新都暖气机

械厂”的产品“太脱拉”汽车搬到三线去，

所以报到证上写的报到地址是：北京新都

暖气机械厂。但这是一个劳改厂，只能搬

产品，不能搬迁工人，这个方案行不通。

在没法确定报到地点的情况下，就把我们

分在“陕汽”的全部五六十个大学生先安

排到济南汽车厂劳动。两个月后，上级决

定“陕汽”改为由杭州发动机厂（简称杭发）

包建发动机车间，其他车间全部由北京汽

车制造厂（简称北汽）包建。我被分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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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车间，于是我又到杭发劳动。在这

个厂待了不到一个月，因该厂抽不出支援

三线的人，又改为南京汽车厂（简称南汽）

包建，于是我又到了南汽，一待就是好几年。

这样转来转去致使我的报到证一直装在自

己口袋里保存至今。

二、关于“材料另转”“报到证有
效期限”的说明

“材料”是指个人档案，由学校

直接转到单位。那个年代的个人档案

就像人的生命一样重要。我是 1966

届汽车拖拉机专业毕业生，由于“文

革”耽误了近两年才分配，所以报到

证上写的报到日期是 1968 年 4 月 8

日。

三、关于几个“备注”的说明

 三月工资已发 我们 1966 届学生

因“文革”动乱无法分配工作，没工

作就没有工资，生活遇到了困难。在

大家的强烈要求下，国家从 1967 年

7 月 1 日开始，给尚未分配的 1966

届毕业生发工资。在学校就拿工资

这一奇特现象，恐怕只有在“文革”

期间才会出现。

本市购物卷发至 12 月份  60 年

代初期开始，国家处于困难时期，除

了粮、油、布及副食品定量供应外，

大部分工业日用品也都要凭票购买，

每人每月发放两张购物卷。这两张购

物卷能买什么东西呢？买一双袜子

要一张购物卷，买一块手表或一辆自

行车要 8—12 张购物卷。大家该明白

那个年代物质是多么的稀缺了。

四、关于北京市高等教育局（盖章）
的说明

1968 年正值“文革”，各级党政机关

都已瘫痪，逐步由各级“革命委员会”取代，

所以我们看到此处盖的是“北京市革命委

员会招生就业分配领导小组大专毕业生分

配办公室”的章，另一个是“清华大学毕

业生分配委员会”的章。

报到证正面

报到证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