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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阳：无拆迁不暴力，无暴力不拆迁 

“没有一次拆迁不是暴力的”。这句话不是要雷人，也不是危言耸听的断言。我写下这句话的意思是，
拆迁不仅时常伴随强扒房子、打伤骨肉这样的暴力；不仅偶尔会有“被自焚”和被自愿“活埋”这样的
事故；拆迁而且伴随着，实际上始终伴随着象征暴力、冷暴力、软暴力。这种暴力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各
种时刻：比如某一天单位领导说，让你放假回家帮助拆迁：“这里的事不用操心，拆完再回来上班”；
你的亲人告诉你，“这片地区的拆迁是政府定下来的，肯定要拆！这是不能谈的。” “某某某，你妈妈
叫你回家签协议！”“出门小心点”等等。这些事都是要让你充分感到已经被挤到悬崖的末端，生活面
临土崩瓦解，而且你的犹豫和迟缓所招惹的并不是拆迁办，是你的亲人，因为你正在使他们的工作和生
活受累，使他们陷入无尽的恐惧。 

我想说这种暴力常态化的背后不是什么人性之恶，而是我们社会当下普遍存在的一种高度的紧张力。这
种紧张力出现在社会的很多场域，拆迁则是一种极端状态的体现。拆迁使导致暴力四溢的张力充分展
现。请看一看这片废墟——千万人的往日家园所勾连的几种人便能知其一二。拆迁意味着土地翻番升
值，巨额土地出让费只有走过拆迁才能成为真金白银，地方（土地）财政才能有所保障，因为其他财源
都随着这一块的膨胀和易于得手而萎缩了，想想那些诱人的招商引资口号：减免什么税费等等吧！经过
拆迁，地方建设才有资金填补，才能以“发展”的光辉遮掩过失，才会遮过短视的政策对一个地方的长
期伤害，传说中的腐败才不会引来搜索的目光；政绩才能彰显，才有可能在官场角逐中赢得锦标，才能
带着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感越过“到年龄走人”的栅栏。废墟中的资本一端也是如此惊险。只有介入拆
迁，搞定动迁户，以后在招拍挂竞标中这块土地的使用权才会落入你的囊中，才可能会有以几千万资金
博取十几亿的总销售额，（你心中有数）这种表面10%的利润，实则是100%的利润；才会有资本应有的消
费需求的接续，小到登山航海这种小嗜好，高尔夫这种业余生活，爱游艇和小三小四，家眷养在外国什
么的；大到代表委员的身份和客串一把电影电视，读点儿国学,"我要做慈善”等等。在即将化为尘埃的
家中，动迁户早已被外来的或自找的压力——冷暴力挤压到崩溃的边缘，有些早已经被悄灭——因为某
一小事故，“与拆迁无关！”；你想守住这几十平方米的老房子，但是你只能表达成“要价”，这是当
下唯一的正当语言；你认为自己签的协议很聪明：最先一个跑，然后再兜一个底，虽然明明知道头顶上
方有开发商在狞笑。如开头说的，另一边是使人提心吊胆的无尽深渊，因为你害怕被关进旅馆，据说不
签字不让出来，你害怕出门被打，你害怕你的亲人被小鞋穿，你还害怕被指责推高了房价，你也害怕单
位领导放你的假，……在这些张力紧扭的角色之外,不能忘记那些个坐在街道办事处的拆迁办公室里的普
通人——直接的暴力实施者。他们是一群本应无辜的基层公务员，他们只是在“问责制度”下进行全职
的日常工作（你们是业余的，当然干不过我们），必须每一个星期都有进展——有某个数目的动迁户在
协议上签字，要不然就要“遭到问责”。各种小窍门因此而生：将下水道堵掉，电线掐断，让煤气出问
题，“工人们，将大锤敲得更响点，让他们在家里坐不住！”半夜里朝动迁户家扔几块石头，让他们嚎
叫吧，谁让你们害得老子到现在还下不了班！你叫？我也想嚎叫呢，“这是一个恐怖城市”！ 

在这样一个被张力布满的地方，没有暴力倒是不正常的。拆迁中如此的暴力和感天哭地的控诉让人想到
杜甫《兵车行》的情景。一千多年前杜甫在这首诗中有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杜甫控诉“武皇开边意未已”，用今天的话可以翻译成 “发展”。杜甫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状态：无论
是驱赶的人还是被驱赶的人，无不深陷暴力——征和被征，拆和被拆，这正是今日拆迁暴力的写照。 

在拆迁这个关口上，我们距离“有尊严的生活”何其遥远，距离“安史之乱”何其之近。 

转自朱晓阳blog: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6b5040100h49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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