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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陈秉安的长篇报告文学，讲述的是1950年到1979年间发生在深圳河边历
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事件。
这是国内第一本专门揭秘大逃港事件的书籍，真实再现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在大变局前夜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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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秉安，湖南桂阳县人，记者、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从事新闻工作多年。
长篇报告文学《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获1990—1991年全国报告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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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一定要到那个什么“径肚”村去看看，包括那条鬼才知道的小径，看到底是不是史书出了问
题。
于是我带了地图，骑上“笨驴”——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宝贝单车上路了。
这是2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准确地说是1985年11月，深圳四季中最好的时光。
远处响着振动地皮的打桩声。
深圳城里正在轰轰烈烈搞经济特区的大建设，国贸大厦正在拔地而起，满街尘土飞扬。
我却跑到深圳河边去探古，似乎有点不合时宜。
脚下是从深圳墟通向沙头角的一条鹅卵石公路。
贴着深港的边境线蜿蜒向深圳墟的东面伸去。
“笨驴”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东晃西晃着，简直要把主人“晃”下来。
在一块写着“边防禁区”的木牌前下了单车，一支木杆拦住了路。
路边孤零零立着的矮小砖房，想来就是著名的“长岭边防哨所”。
这里就是边防禁区了。
当年这寂寞的边防哨所在的位置，大概便在而今罗湖区行人如织豪华气派的“兰亭豪苑”附近。
哨所里走出一个端着冲锋枪的边防军人，用手示意我停下。
他把我的记者证拿过去端详一阵，又拿了进屋去，同里头一个年纪稍大的军人商量什么。
哨兵挥手，表示我可以进入边防禁区了。
那年头，一个党报的记者是挺吃香的。
于是，我来到一片广阔的田地，开始打量那块被史学家称为“战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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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史是谁推动的？
是人民。
20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120年前，在深圳宝安县采访时，一位曾经
逃过港，后来又被村民们推选为村经济发展公司总经理的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知道邓小平为什
么要在深圳办经济特区吗？
”我一时语塞。
是啊，邓小平为什么不提出在新疆，在黑龙江，在广西的凭祥，在吉林的延边⋯⋯办特区，而单单选
择了深圳呢？
可以说，长期以来，历史对这一涉及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重大问题，记述远不是明晰的。
共产主义曾经描绘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宏伟壮丽的图景，它曾承诺不仅将给社会带来平等、公正，而
且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人民群众带来比资本主义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世纪之后。
社会主义无论在亚洲还是欧洲，都取得了广泛的胜利。
但是，后来的进程却使人失望，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未能实现对民众的承诺。
即使仅从经济发展上看，传统的苏式社会主义也是失败的。
无论是西北的柏林墙还是东方的三八线，抑或是南方的深圳河，人民群众宁可以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
，也要从社会主义往资本主义跑，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跑。
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最朴素的话就是：“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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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改革开放”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一位深圳宝安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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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逃港》：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将留下一页空白。
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真实再现大逃港的历史，找寻推动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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