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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十年前，世人对于“深圳”这个名字还十分陌生，甚至很多人不知道“圳”字应该怎样读，是
什么含义。
正是由于这种陌生感，使人们对于这座一夜城的崛起给予了异常惊奇的赞誉。
对于一个“小渔村”的想象与一个年轻都市的现实情景确实可以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反差，但事实上，
深圳并不是没有历史，相反，这片土地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曾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书通过大量史实记述了深圳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由于大批移民的多次历史汇聚所产生的多元面兼
容并蓄的人文特色，尤其突出的是，在数次民族危亡的转折关头，深圳都肩负起力挽狂澜的历史重
任--宋元交替、明清交替、明清时期的抵御外侮直至改革开放⋯⋯　　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纠正以往
人们对于深圳历史的误读，更重要的是，它试图证实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深圳能够成为改革开放的
先锋绝非偶然，她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包含着宠辱不惊的淡定、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开风气之先的勇
气，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不得宠于封建王朝的太平盛世，不见容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农耕生活，恰恰
能够在颠覆性的历史变革中挽狂澜于既倒。
　　本书所讲述的深圳的前世今生，只是浩瀚历史中的几朵浪花，对于研究移民历史、多元文化交融
及中外文化碰撞厉史，对于研究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因，都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同时也适合不同文化
程度的大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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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深，资深记者，1959年生于辽宁沈阳。
1977年成为末代知青，到辽宁省康平县两家子公社聂家大队潘家岗子生产队插队；1978年考入辽宁师
范学院中文系，1988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91年到深圳从事新闻工作，现供职于深
圳报业集团。
　　近年来著有《百年情义恩泽录》《一个普通士兵的战争》《绝美之地--圣托里尼写真》《坦克中
短篇小说集》《葛庭燧传》等纪实文学、人物传记、游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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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思古幽情谁说深圳以前是小渔村？
沧海桑田七千年寻根南头古城归去来兮移民史（上）归去来兮移民史（下）深圳历史上的抵御外侮深
圳历史上的三条“二线”（上）深圳历史上的三条“二线”（下）忠义感恩源远流长东山珍珠璀璨千
年五大盐场今安在？
“小香港”与深圳的墟市扑朔迷离的藏宝传说“沙井练勇”的爱国血性“中英界碑”往事如烟（上）
“中英界碑”往事如烟（下）庚子首义110周年祭岁月风霜世纪回眸与广九铁路铁甲车队血战沙鱼涌深
圳在历史上已“特”过一次战火中的媒体先驱（上）战火中的媒体先驱（下）中国文化的再生之地（
上）中国文化的再生之地（下）共和国华诞与深圳解放（上）共和国华诞与深圳解放（中）共和国华
诞与深圳解放（下）九龙关护产起义“河口开放”令人怀念的时光（上）“河口开放”令人怀念的时
光（下）大逃港之一：到底哪边风景好？
大逃港之二：宝安县相当于30年没生小孩大逃港之三：邓小平一语破题蹊跷神秘的“白皮猪事件”人
物风流“南粤孝子”黄舒“古之遗爱”：将军的故乡海盗船长张保仔刘铸伯：从平湖走出的香港巨绅
死葬红花骨亦香“玫瑰女侠”郑毓秀从工运领袖到广东省长一代版画大师陈烟桥传奇神枪手刘黑仔向
老兵致敬大义育孤的“平湖三嫂”风雨中的深圳女儿袁庚的“乌托邦”“苦官”梁湘呼啸的神箭射穿
命运靶心流行乐坛的“黄埔军校”人文胜迹本土文化中的动物情结深圳的两极在哪里？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三十个历史细节深南大道往事“海上世界”几度风雨梧桐山野牛与开荒牛特区工会
往事苍茫（上）特区工会往事苍茫（下）特区血脉中的“东纵”基因史上最牛“办公室公约”“特区
货币”泥牛入海想起挂风球的日子“叹零丁”要叹多少年？
深圳有只“药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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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9年的深圳，GDP只有1.96个亿，市政府铺路的钱不够，这条路只好“缩水”，并没有按照原
来的计划一直延伸到南头。
这段路当时修了两年，是市政府请陆丰县驻深圳办事处找来600个陆丰好汉，凭着汗水和力气修筑的。
　　最初的深南路只是一条简易公路，碎石和泥土混合铺垫，不仅坑坑洼洼，而且不像现在这样平坦
，是山坡路面。
据老深圳回忆，深南路至少经过三次大的平整，才彻底削平了山丘土坡，人为地改变了原生地貌。
更为奇特的是，原来的深南路上竟然还有日本人当年修筑的碉堡，其中有一个三层的明堡，就是现在
邓小平画像的位置，从那里向西，还有五六座暗堡一字排开，大概一直延伸到现在的华强路口。
　　1981年，深南路被定为市政道路；1982年，由第四航运工程局和深圳市公路局联手设计，对深南
路进行了首次改造--拓宽、拉直、降坡。
特区的主要干道应该修多宽，这在当时成了争论焦点，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一条路的宽度问题，而是
考量一座城市管理者的眼光和胸襟。
　　刚刚从国外考察回来的市委书记梁湘提出深南路要修一百米宽，但马上遭到很多人反对和质疑，
有人说，修那么宽太浪费，有15米宽就足够了。
最后的争论焦点在50米还是60米之间展开，没想到，这边逐在争论，那边已经有人按照50米宽盖房子
了，因此，如今的深南路东段最窄的地方就是50米，大部分都保住了60米。
从100米到60米，这已经是那个年代难得的妥协与宽容了。
　　1983年，原来7米宽的路已经扩到了60米；1985年，深南路向东延伸到罗芳，这就是深南东路。
当年梁湘提出在全市主干道两旁留出30米绿化带、次干道留出15米绿化带，这些预留地在今天终于让
这座城市受益匪浅，比如，当年在规划深南路上海宾馆以西段时，路中间预留了16米绿化带，以备建
设轻轨，今天，这些预留地为深圳地铁建设赢得了宝贵的空间。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宾馆还是城市的边缘，深南路从这里以西还是沙土石子路，如果
去南头和蛇口，路上坎坎坷坷，路两旁是水沟，远处是田园农舍，途经的沙河桥坑坑洼洼的。
　　深南大道西段的建设，路宽设计为140米宽，包括两侧绿化带各30米，及中央绿化带16米。
从罗湖区深南沿河立交，至蔡屋围是深南东路，蔡屋围至上海宾馆为深南中路，上海宾馆至南头检查
站，则是“深南大道”，全长约28公里，横穿罗湖、福田、南山三区，至此，深南路终于实至名归。
至1997年，深南大道作为城市客厅的基本框架已经确定，2007年7月，宝安大道与深南大道实现对接，
这是深南路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贯通后连接西乡、宝安中心区、深圳机场、沙井和松岗，与东
莞相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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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据目前发现，“深圳”这个地名在史籍中最早出现是六百年前，深圳的城市历史距今已有1680年
，在东晋相当于一个省会首府，7000年前诞生灿烂的新石器文化，成为“珠三角之根”，3000多年前
，这里的商文化可与中原文化比肩，700多年前南宋覆亡，文天祥在此写下大义千秋的“过零丁洋”
，360多年前南明覆灭，珠三角最后一支反清复明义军兵败七娘山，近五百年前，屯门海战打响中国人
抵御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第一枪，170多年前，九龙海战打响近代史上中国人反侵略第一枪，从150多年
前到110多年前，三次赶走英国殖民者的入侵，100年前，庚子首义打响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第一
枪，70多年前，打响华南民众抗日第一枪，60多年前，这里成为拯救民族文化精英的大本营，30年前
，这里晌起改革开放第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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