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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故事，开始了——《深圳日记》序    故事，开始了。
    在南海之滨的深圳，我们曾经的异乡、此刻的家园，岁月深潜于此，30年的时光叠积于此。
2010年，深圳经济特区30岁的圆融与整数，我们深情地宣告：时间，开始被我们重新激活。
    不是哪位伟大的神，暗中授予我们打开岁月之门的密码，让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唤回流失的时间。
是深圳，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她30年壮阔的心灵史，30年的生命潮动，激励我们去解释她世不多见
的奇迹与暗语，去解读她此起彼伏的热情与诗篇，去探究她马不停蹄的勇敢与求新。
    再精确的社区地图，也无法标示出一条“深深的田边水沟”。
但现在可以明确的是，打开地球仪上的经纬，一条蜿蜒的“水沟”，已经被神奇地放大，崛起成一座
备受世界瞩目的城市——一个国家的符号，30年改革开放的焦点。
    如果一定要追溯，可以说到龙岗区大鹏街道叠福社区——7000年前的深圳先民生活在此间。
但，无论考古学家和史学家怎么发挥想象力，也不能从成头岭发掘出来的器具中探知他们的爱与哀愁
，获悉他们彻底被岁月屏蔽的私人记忆。
我们的幸运在于，我们偶发的生命，曾经落点于必然的公元1980—2010。
我们的幸运还在于，我们赖以生存的血脉之躯，与一个经济特区的30年联动，和一个崭新的城市共有
生命。
    深圳腾飞了。
经济特区的命名与制度设计，改写了深圳的全部历史。
更重要的是，千千万万的人，他们的欢喜忧伤，他们的耕耘创造，他们的命运变迁，无不与深圳的走
势联系在一起。
我们这样说：一个再神奇的城市，都来自一双双平凡无奇的手的催生。
而一个城市的高度．终将来自人的高度。
    人，永远是一个城市历史活的部分，流动的部分，最需善待的部分。
可以说，在一座城市中，只要有人存在，它生命之水将长流不息，这座城市也将带给它的人民以有效
的哺育。
深圳经济特区的30年，正是这种情理的言说和落实。
    30年，多少人生被重新设计？
这一定不是一个经济特区的秘史——多少拓荒的雄杰诞生又落幕了。
多少智者又接续出场了。
多少达人经由财富的通道大隐于市。
多少远道而来的农民已经学会做梦。
还有多少潮人正踏着时间的鼓点入场。
    历史的节点，正是重温乃至重建我们的记忆和感动的时刻！
没有矫情的伤感，没有刻意的伪饰，没有虚构的情怀；有的只是真实的力量和深潜在岁月里的、曾经
模糊现在却一点一点清晰起来的心动。
    是的，深圳是你的，是我的，是我们的。
我们经历的，都是深圳历史不能缺少的细节与音符。
而所有这些细节与音符，正是《深圳日记》所海纳和录入的。
    《深圳日记》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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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深圳经济特区三十年是传奇的发酵，是故事的沉淀。
本书是深圳新锐媒体晶报一次盛大的出手。
作为2010年的年度大型策划，《深圳日记》开展了对过去、乃至未知的回访。

2010年1月1日，《深圳日记》在晶报启动，直至2010年12月31日结束，历时整整一年，每天两个整版
，有近百名编辑记者参与，共刊出稿件两百余万字、图片两千余幅。
我们从这些文字和图片中精选出三十万字，出版了这套书。
其中，上册为晶报记者和特约撰稿人的采访结集，下册为向读者和市民征集的三十年日记选粹。

 即使时间过去许久，文字依旧会活着。
因为在深圳的三十年里面，有许多人的生命、血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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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家庭会议     1984年6月14日    老公昨天从很远很远的南方回来了，那里住着我很少见面的公公婆婆，那
里据说是经济特区，但老公说，现在看起来更像个大农村。
    老公最近去南方，在一个名叫深圳的城市里一所大学试讲，现在那边已经同意接收他，希望他能趁
着暑假，尽快把调动手续办好。
但去还是留，得开家庭会议决定。
    家庭会议在晚饭后举行，我们家讲究民主，所以与会人员除了我、老公还有两个孩子——全家出席
。
老公是主“去’’派，我是主‘‘留-，派。
基本上．这种会议两个孩子只有列席旁听的份儿，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听明白。
    我主“留”的理由很充分：我们在这个城市有房子、孩子和工作，还有稳定的朋友圈子，小日子过
得不错，目前我也正在争取晋升主治医师，机会很大。
深圳那个地方，连间像样的医院都没有，对事业发展很不利，也没间好学校，以后孩子的学业怎么办
？
我们都30多岁了，还经得起这么折腾吗？
打破一切去适应新生活，代价是不是太大？
    但老公的想法是：虽然深圳现在很落后，但毕竟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妹妹都在那儿，他们需要这个
长男去照顾；虽然深圳现在到处都是工地，但这不也正预示着它充满勃勃生机的未来吗？
人生，有可能会做出错误选择，但好过从来没有选择，没有选择就没有机会！
    说实在的，我一点也不想离开这个城市改变现有生活，但会议的结果是老公的气势压倒了我，最后
决定等暑假一到，我们就把所有的家具打包、托运，搬到那个叫“深圳”的城市居住！
    对这个，我还是有点担忧，但已经定了，倒也有一丝期待！
    李心爱(1984年来深，现居福田)    住在简易平房的日子    1984年6月23日    在简易平房安居下来，“湿
”是我对深圳的第一印象。
    这几天潮气袭人，在房子里，渗出的水汽在湿冷的地面上能凝结成厚厚的一层，孩子们不知愁苦地
在上面模拟滑水，而我摸着关节炎手术后酸痛的旧患，担忧他们的身体会因此出问题。
    此刻，正是雨季，屋子里的情形甚至惨过西伯利亚，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更显潮湿阴暗。
    老公带着学生去外地实习了，起码要到暑假才能回来。
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既当爹又当妈，每天早上天还蒙蒙亮就得起床，忙活着给孩子们做早餐，再
送他们去上学。
学校附近很荒凉，完全是一幅农村景象。
每天去上学的路上，孩子们都请求在路旁的稻田里稍作停留，去搜寻鼓噪的青蛙，这两天连续下雨，
稻田积水很深，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却又不忍心拒绝他们。
    送完孩子，再骑几公里的自行车赶去医院上班。
工作不太顺心，因为病人基本都讲方言，这复杂的方言听上去就像炒豆子，快速而急促，跟他们沟通
如同鸡对鸭讲，完全不通！
但如果就是这样也就罢了，最要命的是还得上夜班，老公不在家，我只能心里七上八下地把两个孩子
丢在家里。
今天早晨下了夜班匆匆赶回家，看见孩子们还在床上熟睡，他们的被子旁边居然摆着一根木棍，问他
们为什么，说是因为害·怕准备防身用的。
我听得真心酸，给孩子们做早饭的时候，炉子怎么也点不着，我用不惯南方这种蜂窝煤炉子，尤其一
下雨，更难点了，冒起的浓烟熏得我直流眼泪，而且，眼泪一流下来就好像再也止不住，把孩子们都
吓傻了。
    以前点炉子这活儿是老公干的，孩子们周末是外公外婆帮忙带的，孩子们平日都是在公园里做游戏
度过的，可现在，我觉得心痛而无助，而且我弄不清，这只是暂时的困难还是会变成未来生活的常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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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不远处的工地，那儿正在建教工宿舍，但老公刚来，能分上新房子吗？
那里会有我的家吗？
深圳，是不是我该栖息的家园？
这让我困惑，让我无奈！
    汪书画(1984年来深，现居福田)    政府办事效率真差    1985年1月2日    最近为办驾驶证，十分烦恼。
我给《深圳特区报》写了～封投诉信，今天登出来了。
    1983年12月，作为一名香港司机，我在深圳市汽车培训中心经学习考试及格，领取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驾驶大客车准许证。
当时该中心负责人对我说：以后每年换办驾驶证牌在香港粤海公司办理便可。
去年12月10日，我到粤海公司办理换牌手续，该公司职员却要我到深圳办理。
    第二天，我到深圳交通大队办理，办事人员却要我到文锦渡交通队去办。
到了文锦渡交通队，办事人员看了我的驾驶证后说：“我们这里只办理粤圳牌，你这个全国牌要到交
通大队办。
”我只好又转头回市交通大队，这时，一位女办事员才交给我一张白色表格，要我到市培训中心去办
理。
我跑去培训中心，谁知该处已搬到沙头角。
当时天色已晚，我白跑一天，只好返回香港。
12月12日，我到沙头角找到了培训中心，该中心主管人在我的空白表格上盖了印，要我到罗湖医院体
检，并要我等到19日再去取。
19日中午我到了沙头角的培训中心，那个主管人要我交了款，之后乘车回旧培训中心去取牌。
到了该处，主管人要我在门口等候。
约一个小时，主管人回来了，他对我说：“你的驾驶证还不能给你，过几天再到沙头角去拿吧。
”    为了换办一个驾驶证，我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和车费。
我在给《深圳特区报》的投诉信中说，“有关单位这样的办事效率真叫人不安”。
相关单位会有什么反馈呢？
我期待着。
    梁云(经常往返深港两地。
现居香港）    我们家买彩电了    1985年6月11日    今天是我生日，老爸带我们去中英街买回了我们家第
二台电视机——17时的乐声彩电，电视机右边有个调频道的“大耳朵”，一扭就“嗵”地一响，节奏
感很好，下边还有一个圆形按钮是调节声音的，跟录音机调音量的按钮差不多。
    当然，这可不是我的生日礼物，如果是礼物，那也太贵重了，900多块钱，老爸老妈可是攒了好长时
间，这也是那部老“黄河”退役后我们家最贵重的家电了。
爸说，这次我们肯定牛了，因为隔壁婷婷家的电视才14时还是黑白的，而我们家的新电视不但是日本
大名鼎鼎的名牌乐声，还带“色儿”。
这将根本性地改变我们对婷婷家电视垂涎三尺却不敢近前的局面，因为老妈爱面子，从来不允许我们
名正言顺地到她们家去看电视！
    后来，妈妈还给我和弟弟各买了两套新衣服，我的那件是条肉粉色的尼龙连衣裙，胸前还有个大大
的小红格子蝴蝶结，妈妈说这个好，不起皱还耐穿，很时髦。
弟弟的橙色运动衣也很帅，袖子上还缝着两条白杠。
因为难得去一次，办证也不容易，我们从上午一直逛到傍晚，中英街上的稀罕物太多了，让人眼花缭
乱。
到了晚上，满满两大袋东西，我们都拿不动了，有力土香皂、雀巢奶粉、录音磁带、电子表，妈妈还
买了一副蛤蟆镜，她说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戴上，肯定倍有面子，二姨她们不知道得多羡慕。
直到换的港币都花完了，我们才回家。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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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
作为深圳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这一年，晶报策划组织了《深圳日记》、《深圳梦想辞典》等一批
有影响的纪念性专题报道，其中，《深圳日记》为唯一贯穿全年的大型策划，获得当年度晶报最佳报
道策划奖。
    《深圳日记》自2010年1月1日始，至2010年12月31日止，以每天两个整版的篇幅，刊出稿件200余万
字、图片2000余幅，前后有近百名编辑记者参与。
在《深圳日记》所设立的各个子栏目中，“城市记忆”为主打稿件，均由晶报记者采写，这些报道对
深圳特区30年历史上重大、有纪念意义的事件及被遗漏的若干历史细节进行了回访、还原、挖掘与重
新发现；“私人语文”则全部来自于读者的投稿，这是晶报征集到的深圳无数打工者和曾在深圳打工
者最隐秘的私人情感与生活故事，它们尘封多年，也许刚从抽屉的某个角落里翻捡出来，但它们却是
特区建设者来深圳打拼时最原生态的鲜活记录。
另两个栏目，“岁月花边”是深圳民间史料搜集与整理者南兆旭先生的专栏，“今日旧影”是一次深
圳历史老照片的大展示。
    《深圳日记》推出伊始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很多读者不但每天追看，而且将每天的版面
珍藏。
一位女士说，她在某一期“今日旧影”刊登的照片上，看到了24年前的自己，非常惊喜，想要一张报
纸留起来作纪念。
一位老先生有一次不小心未能搜集到一期《深圳日记》的版面，特地打电话来请求我们一定帮他找到
遗失的那一期。
    在读者的强烈要求下，我们从“城市记忆”和“私人语文”中筛选出部分文章，并结合“岁月花边
”文章及“今日旧影”的老照片，分别编成《深圳日记》上册《不能忘记的深圳时间》和下册《私人
日记里的深圳记忆》出版。
    感谢大成基金热情赞助本次大型报道策划，并资助本书出版。
    晶报各部门均有编辑记者参与本次策划的采访、写作与编辑，但限于篇幅，不少编辑记者的作品未
能收入本书，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上册刊用的部分照片，因时间久远，有部分作者未能取得联系，请作者看到本书后与本书编者
联系。
    限于时间和水平，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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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捡拾深圳特区30年被遗漏的历史碎片，掀开来探打工寻梦者尘封的情感隐秘，再现改革开放史波澜壮
阔的真实图景。
    由胡洪侠编著的《深圳日记（下册）》为向读者和市民征集的三十年日记选粹，内容包括家庭会议
、住在简易平房的日子、政府办事效率真差、我们家买彩电了、大叔给了我一巴掌、打工仔阿胜过生
日、陪朋友卖股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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