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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传奇颜石泉我一直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本土经济学是迁徙经济学,迁徙是一种因不满
足而产生的追求。
一个人的迁徙是一个人的追求，而整个国家的迁徙则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追求。
在这个追求中，蕴含着所有价值观的改变，这种改变最终形成了经济学。
中华民族跨世纪的迁徙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战争开始，虽有惨痛的失败，但
争取、寻找、背离家园和最终的传奇始终是主旋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风起云涌的上山下乡知青运动事实上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1977年恢复高考，年轻人开始了新的与过去不同的迁徙。
然后是“孔雀东南飞”：经济特区的建立，让学有所成和有志向的年轻人奔向深圳、奔向上海、奔向
北京、奔向广州和海南⋯⋯每年，有超过1亿的年轻人为寻找自己的传奇告别家乡；每年，有超过中
国总人口接近15亿流量的人口在春运期间大范围往返。
这种总量巨大的人口流动，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曾有过，而在中国却在和平时期且年年如此。
从来也没有哪一刻，中国人是如此渴望成为传奇。
这种中国独有的迁徙经济学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且持续不断的活动，推动了中国经济30年超高速地
发展，而也由于迁徙的不断，因而发展将依然，这是西方经济学家所不能理解的。
本周公司将三本套的《逃离北上广》送到我案头上的时候，我想到最多的关键词是迁徙和传奇。
没有迁徙就没有传奇，这就是中国经济。
那么《逃离北上广》是否会偏离了迁徙的主题，并从而失去传奇的结果呢？
这是思考的重点。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传奇，这话是李宁说的。
出自其口，尤其令人感叹与信服。
2010年的李宁，鬓角花白头发稀疏，身材微微发福。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的那一幕：他从空中落下，没有站好，全场惊悚。
李宁抬起头，脸露笑容。
1992年，我随中国青年报刊代表团去广东采访，在三水市广东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的办公室见到李宁
，他显得内向而不擅言语。
李经纬说，他助李宁以自己名字做体育服装。
而今，李经纬的健力宝已不复存在，老人为此付出所有，传奇终止。
而李宁的服装品牌已发展到仅次于耐克，并向耐克发起挑战的程度。
或许更多的80后年轻人并不指望自己成为像李宁那样的传奇，认为李宁成为运动员的传奇已足够令人
称赞，成为企业家的传奇已有些令人不可思议，无法效仿。
但其实：一个农民工，拼死努力，定居城市，是一种成功。
如果定居一线城市，就是一种传奇；一个偏远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在上海的全球500强外企中，找到一
份类似杜拉拉们的工作，也应当被视作传奇；一个有志于仕途的政治系毕业生能荣升到北京的国家级
部门，当然会被视作仕途亨通，传奇降临了；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深圳，安营扎寨，工作顺
当，对于您更年轻的过去来讲，都是一种传奇。
传奇缘于迁徙。
与迁徙相对的是保守和等待，这种方式相较于迁徙来说，要消极得多。
迁徙因其主动性而获取的机会就多，因而产生传奇的可能性就大为提高了。
然而，“逃离北上广”因其逆向思维而让人吃惊，因为持续30年的潮流是奔向“北上广”的，它是伪
命题吗？
对于继续寻找机会以实现传奇的年轻人来讲，由于“北上广”的人满为患，机会减少、门槛变高，“
逃离”当然就不是个伪命题了。
因为，有人捷足先登！
在确信无更多机会后，其实“逃离”就成了一种新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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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机会与传奇都在迁徙之中。
何况，价值观继续在变：住在北京王府井边上，一定比住在苏州的独墅湖岸边上好？
住在上海静安的南京西路，真的强过住在珠海的情人大道旁？
住在广州天河，真的强得过住在昆明洱海湖畔？
住在深圳的罗湖区，好得过杭州的西溪湿地？
未必！
未必！
未必！
未必！
即使北京有后海，那后海已被泛滥的人群污染到不适宜居住；即使上海的南京西路依然拥有繁华的购
物场所，但这样的场所并不适宜你把家安在街两旁的楼上；即使深圳罗湖的桥边一脚就可以去到香港
，但现在去香港的路便捷又通畅，不必家居罗湖；广州二沙岛也已被炒到天价，而如同二沙岛景色的
地段其余城市太多太多⋯⋯城市其实已发展到无差别时代，天安门、外滩、罗湖关口离你有多近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寻求何种传奇，这些标志性地点与你的传奇是否有关。
所以，逃离北上广，没什么不好！
迁徙是国家经济的发动机，也应该是你传奇的发动机。
2010年10月8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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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逃离北上广——北京太势利》　　这是一个严肃的命题，但和说教无关，它读起来更像一份十分有
趣的指南——关于北京城的“机关”和“暗道”。
　　大家曾笑话电影《无极》里的皇城像蚊香。
其实，那是陈凯歌深谙皇城的规则：北京城里就到处是圈子，大圈套着小圈，在这里奋斗一生，也可
能依然找不到入口。
　　“逃离北上广”，很流行，但不时髦，因为它沉重。
这本书和压力无关，我们不发牢骚，只是讨论，讨论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美好地生活——而
这一点，即使离开北京也可以办到，甚至可能更容易。
　　坊间盛传：　　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地方上的　　北京人什么都敢侃　　北京满大街都是“爷
”　　北京人牛　　这就是北京，与上海、广州、深圳一样，身患重度城市病：房价飞天、交通拥堵
、环境污染、工作压力巨大、生活成本高昂。
　　此外，北京的首都意识、圈子文化、胡同心态，又是怎样一种独特的紧箍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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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传奇前言  寻找被忽略的自己　引子  北京为什么留不住马云？
　马云当年曾两次进京，又两次离开。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曾经外经贸部合资公司的总经理，，最终决定彻底离开北京？
又是什么力量，最终推动了雅虎和新浪都曾打算高薪挖的人才，下定了家乡才更适合创业的决心？
　也许正是他当时的离开，成就了今天的阿里巴巴、淘宝，更成就了今天的马云。
　第一章 翻不过的深宅大院　站在北京城里，却找不到北京。
这不仅是一个外来者在这座城市里的身份迷失，也是北京的自我困局——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的城
市建设既缺乏“北京特色”，又难觅人性化的公共区域和设施。
　无怪乎，有人问：去掉“首都”的符号，北京还剩下什么？
　　1.“不必言大而自大”之城　2.在城里“被流浪”　3.穿着不合身的“洋裤褂”　结语　第二章 皇
城根下的代价　难以想象，当你分别花上两个多小时堵在上下班的途中，却还要遭遇频频上涨的油价
；当你因为“外地人”的身份，勉强可以接种甲流疫苗，却还被告知必须得排在所有“北京人”的后
面；到了月底，你眼睁睁看着房贷划去了工资卡的一大半，却还要为是否能排队交上孩子的择校费而
焦急时，你还会信任这座城市吗？
　　1.户籍是道坎儿　2.社会是个圈儿　3.蚁族是枚子儿　4.楼高有个限儿　5.交通没个谱儿　6.身边缺
个伴儿　结语　第三章 北京是谁的首都？
　认为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认知。
在对待外来人才和流动人口的态度上，北京一早就表明了她的坚定立场：择优录取。
“优劣”的标准由她来定。
而隐藏在这种“筛选制度”背后的，正是北京居高临下的傲慢。
　非势利，不北京。
　　1.高端人才看过来　2.“三高”企业请出去　3.京华烟云梦　4.北京欢迎你，路过　结语　　第四
章　大北京的小猫腻　想要融入北京城，就得学做北京人。
　北京人关心政治、爱摆官架子，以及大院子弟们的优越感，无一处不透着“势利”二字。
北京城里到处是圈子，大圈套着小圈。
权利就是如此，跑马占地，画圈为政。
这中间的层层递进，以及等级秩序，是不会允许一个外来者随意进出的。
　或许才是这座城市深深隐藏的猫腻。
　　1.胡同里的“贵族精神”　2.官味冲天　3.大院深深深几许？
　结语　第五章　燕京突围战　“逃离北上广”早已不是新鲜事儿，尽管找不到所谓官方的统计数据
，让这个群体大白于天下，但我们身边每天都有人打算或正在离开北京、上海、广州或者深圳。
这不再是几个人的选择，也不是被炒作的潮流，而是一种需要，城市发展的需要、时代向前的需要，
也是你寻求人生突围的需要。
　离开，只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1.唐山“钢铁侠”&承德“小田官”　2.流动，让生活更美好　3.弄潮“环渤海”　结语　后记  或
可以此为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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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中国独有的迁徙经济学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且持续不断的活动，推动了中国经济30年超高速地
发展，而也由于迁徙的不断，因而发展将依然，这是西方经济学家所不能理解的。
本周公司将三本套的《逃离北上广》送到我案头上的时候，我想到最多的关键词是迁徙和传奇。
没有迁徙就没有传奇，这就是中国经济。
那么《逃离北上广》是否会偏离了迁徙的主题，并从而失去传奇的结果呢？
这是思考的重点。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传奇，这话是李宁说的。
出自其口，尤其令人感叹与信服。
2010年的李宁，鬓角花白头发稀疏，身材微微发福。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的那一幕：他从空中落下，没有站好，全场惊悚。
李宁抬起头，脸露笑容。
1992年，我随中国青年报刊代表团去广东采访，在三水市广东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的办公室见到李宁
，他显得内向而不擅言语。
李经纬说，他助李宁以自己名字做体育服装。
而今，李经纬的健力宝已不复存在，老人为此付出所有，传奇终止。
而李宁的服装品牌已发展到仅次于耐克，并向耐克发起挑战的程度。
或许更多的80后年轻人并不指望自己成为像李宁那样的传奇，认为李宁成为运动员的传奇已足够令人
称赞，成为企业家的传奇已有些令人不可思议，无法效仿。
但其实：一个农民工，拼死努力，定居城市，是一种成功。
如果定居便将来在某些官方数字上，她貌似完成了指标，那也不过是一座冷冰冰的世界城市标本。
在这一点上，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显然有更“痛楚”的感悟。
他是一位长期参与中国城市规划的美国学者，并自认深爱北京这座城市，但他于2005年重返北京并从
市中心区沿着长安街步行至东五环路的城市边缘后，不由痛心地感叹北京“穿着一身俗气的洋裤褂”
。
“北京用天坛和紫禁城的形象来包装自己，但今天这个城市的现实并不令人满意：机械地规划出来的
道路、地铁站的设置不考虑与社区、商业和旅游景点的联系，‘光荣地孤立’于人们的需要、价值和
日常活动。
一座独具特色的历史城市，正在有系统地被重置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城市形态，诚如19世纪末
的美国，开发商是自封的新皇帝，公共领域只是事后的想法。
也许有些人以为光秃秃的大广场和符号式的文化机构就足以代表公共事业的建设了。
为什么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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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你找面镜子书稿完成的那一刻，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相反，在撰写过程中，透过大量资料，对北京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从而更忧心。
人民网记者崔鹏于2010年9月16日发文《“中产”的未来在哪里》，提到“逃离北上广”的概念。
该文所持的观点是“‘逃离北上广’的现象目前并未演化成一种大规模的社会潮流，尚没有数字能证
明越来越多白领从大城市逃离，也无法证明离开了就一定会更好”。
彼时，我们的《北京太势利》已经完稿。
于是，回过头去再看各大媒体和个人对“逃离北上广”的反应，我们的想法更坚定了。
逃离北上广，绝对不是退而求其次。
从百舸争流的“北上广”缩回老家或二三线小城，偏安一隅，聊此一生，也绝对不是我们认可的“逃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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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线城市是江湖，二线城市是道场；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一线城市拼智商，二线城市
靠情商；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一线
城市适合青春前5年，二线城市适合青春后5年；一线城市让人见世面，二线城市让人拓视野；一线城
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一线城市有文化，二线城市有闲情；一线城市是“飘之城”，二线
城市是“一生之城”；世界这么大，心安即是家。
——《新周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
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
《逃离北上广》从“北上广”是什么样的城市、在城内生活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能得到多少上升机会
、会遇到什么样的城里人、最终该何去何从等5个方面进行详细解读，告诉读者最真实的北京、上海
、广州和深圳。
书中，既有马云、郭台铭等大有所成的“逃离者”的奋斗故事，也有大城市里朝九晚五的“蚁族”们
的喜怒哀乐。
——《广州日报》2010年12月27日 B5版《逃离北上广》一部书共三册，分别为《北京太势利》、《上
海太昂贵》、《广东太竞争》，通过一些现实发生的故事描写了国内一线城市生活光环背后的辛酸与
无奈：在作者看来，“北京势利”，一个永远办不到的户口就把外地人牢牢地挡在围城之外；“上海
昂贵”，天价的消费让没有根基的人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承受；“广东竞争”，其残酷的程度只能用
你死我活来形容，不给人片刻安全感⋯⋯除了审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座城市的魅力与缺陷
，《逃离北上广》还在每一册的末尾都收录了一些较有发展潜力的二、三线城市，并对其优势作出了
相应的评述，让读者从中“寻找正在崛起的城市”。
——《北京青年报》2010年12月20日 B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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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逃离北上广1:北京太势利》编辑推荐：我看到这套“逃离北上广丛书”的时候是11月，而8年前的这
个时间，年少轻狂的我写了《深圳，你被谁抛弃》，一夜之间走到了风口浪尖。
8年间，深圳已经从“你被谁抛弃”的境遇，走到了“你在抛弃谁”的“境界”。
同样，北京、上海和广州也在中国城市化的飞跃中，变得越来越挑剔与苛刻。
《深圳，你被谁抛弃》之后，对我自己而言，特别想写的下一个选题之一，就是眼前的“逃离北上广
”。
如果说当时的深圳问题还只是一个局部现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那么当前的北上广问题，是与几乎
每一个中国的年轻人都息息相关的，也是中国在经历超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必然的困惑和游离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读，我想，绝不仅仅是北上广这三个地区的事情，也绝不仅仅是对近来出现逃离
现象的一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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