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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位“城管局长”的自白
———评《我是城管》

梁晓声

读罢《我是城管》，头脑中依次而迅速地产生两种

联想: 首先联想到的是电影《警察局长的自白》和《撞

车》; 随之联想到的是———《我是城管》如同一份起诉

书。看过《撞车》的人都知道，那部美国电影获奖多

多。在我印象中，《警察局长的自白》则是意大利拍

的。

《警察局长的自白》塑造了一位依法办案的警察

局长。但是在他任警察局长的那一座意大利城市，依

法办案谈何容易? 他所面对的，除了以正派公民甚至

优秀公民的姿态招摇过市的黑恶团伙，还有与黑恶团

伙相勾结的政府官员们、商业野心家们。他们所雇佣

的打手、杀手们，俨然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实际上却是

阴险的敌人的检察官。

而他是孤独的。

起初还有忠诚的属下可倚重，但他们后来不是被

杀害了，就是被收买了、背叛了。最终，他成了孤家寡

人。结局是，决不放弃使命的警察局长被陷害入狱，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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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预先以囚犯身份潜伏狱中的杀手杀死……

在这一部电影中，主要情节也与城市管理有关。具体而言，与日愈升值的

有限的城市土地之交易有关。

如上所述，《警察局长的自白》是一部极具批判性的悲剧现实主义电影。

我之所以立刻就联想到了这一部电影，乃因周亚鹰的《我是城管》字里行

间也充满了现实批判性，对城市管理的忧思以及清醒、理性并且富有建设性的

构想，因问题成堆而感到的焦虑，因有时陷于几无能为力而感到的孤独与愤

懑，还有对于乏“城市意识”可言的形形色色之人的失望。

然而有一点却肯定是不同的，即电影中的警察局长的孤独是宿命般的不

可逆转的孤独。而身为县级市城管局长的周亚鹰的孤独，却不过是一时的，是

一心想要尽快解决问题而愿望与现实难以同步所产生的孤独感。从本质上

说，并非真的孤独。因为县委书记、县长都支持他，当然也意味着县委、县政府

是支持他的。有了这一种支持，县委、县政府的职能部门是尽量配合他、协助

他的。他的属下们也是完全服从他的指示与调遣的，只不过，他们也有他们各

自的难处。

故，也可以说，周亚鹰同时又是幸运的，简直还可以说是有力量的、强大

的。而以更长远的眼光看，中央要求各级政府“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及提高对

城市的管理能力，尤为重要，这一点不言而喻。那么，各级领导不重视“城管”

部门的工作是要酿错误、犯错误的。也就是说，亚鹰同志这位“城管”局长的

工作将来必会受到更多方面的重视、更大力度的支持。全中国各级城市，包括

他所在的那一县级城市的城管局，也肯定会更受重视，获得更有力度的支持，

绝不会相反。

故，我送他两句毛泽东当年赠柳亚子的诗，以解其闷，消其孤独感———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再谈《撞车》———这部电影的地点背景是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众所周

知，美国是移民国家，纽约是世界上移民特征最显著的城市。《撞车》分单元

呈现了在一些平常日子发生在纽约的各种各样的危险之事，那些事起初看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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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形形色色的人们之间的一般摩擦，一方或双方带有这样或那样的个人之生

计、生活问题所造成的不良情绪影响而遭遇在一起了，结果使双方的不良情绪

互相刺激，于是强烈，于是升级，于是形成敌对心理。美国又是一个私人可以

合法拥有枪支的国家，感觉被严重伤害的一方，每当情绪失控时，最终选择以

枪来讨回公正。

我非常欣赏这一部电影的编创构思、深刻。最终一切危险矛盾，皆由人之

情绪的调整而止于尸横两处、血溅数尺的悲剧发生之前。

我认为，在中国，类似《撞车》中的情节的事，几乎每天都上演在大大小小

的城市中。而在那类事中，尤以“城管”人员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为最经

常。也可以这么说，双方几乎每天都发生行为“撞车”。如果一方或双方那时

都受不良情绪之困扰、影响，不良冲突往往呈现街头，甚至会演变为流血场面。

亚鹰在《我是城管》中，对此点多有描写，真实可信，此不赘述。

我建议亚鹰自己先看一看《撞车》，也让城管队员们看一看，讨论一番。

我觉得，中国城管队员与形形色色的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体现

为一种中国之当下宿命。是中国之当下宿命，将城管队员与形形色色的被管

理者以不可抗力似的压力挤压到了一起，想不被“矛盾化”是不可能的，想杜

绝冲突也是不可能的。故我进一步认为，对于城管一方，同样是宿命性的角

色。对于被管理者，尤其为了生计而心生对抗情绪的被管理者，境地也是宿命

性的。既然矛盾冲突是宿命性的，也就只有尽一切可能不使矛盾升级，不使冲

突激化了。

城管是执法一方，因而体现为强势一方。

哪怕强势一方有百种道理，一旦执法行为稍显过激，舆论也断不会倾向于

城管一方。所以，忍，往往被视为城管人员素质的高标准。但不能指望每一名

城管队员都是大肚弥陀，即使极善于忍的城管队员，也有一忍二忍三忍、终于

忍无可忍的时候。《我是城管》中，对忍也是有保留看法的，并讲述到了一些

以“智”实现管理目的之方案。

我认为“智”在城管队员的素质标准中，理应得到更充分的重视和培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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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加上“仁”“诚”，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对立也许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作

为城管局长的周亚鹰，事实上已在尽量发挥自己智性管理的能力了，比如他对

广告牌问题的解决办法，就很智慧地作为了一番。但依我想来，何不在必要之

处，留下几块城管可以对缺乏“城市意识”的人们进行温馨提示和教育的宣传

栏? 缺乏“城市意识”的人们是多么需要教育是毋须多论的，由城管部门担负

起教育的义务也是责无旁贷的。周局长对环卫工人的关心值得赞许，但设想

一下，若能与小摊小贩们也定期举行见面会，听听他们为生计所迫的苦楚，帮

他们解决力所能及的实际生计困难，那效果会是怎样的呢?

我为什么对《我是城管》还有种起诉书般的印象呢? 因为，字里行间流露

着一种自我( 也代表城管队员们) 辩护和指控般的意味。

这不是否定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正是《我是城管》的与众不同之

处———体现真情实感。我是认可并喜欢这一点的。该自我辩护时，为什么不

呢? 理直气壮有什么不对呢?

中国的发展太快了! 尤其近 20 年，城镇化、城市化的速度突飞猛进:小镇

恨不得一两年内就变成县城;县城恨不得一两年内就变成地级城市; 而地级城

市也各有扩大规模、增加人口的强冲动。但许许多多小镇、县城、地级城市并

没有做好突飞猛进的种种准备。急迫地一心要脱胎换骨变为城里人的农民，

其实也没有做好意识转变的准备。

于是两种冲动，即城市本身的发展冲动，与农民急迫地要变为城里人的冲

动，将城管队员与农民推到了几乎只有互相“战斗”的“前线”。

对急于变为城里人的农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为了生计而进城占道摆摊的农民，是无奈的。

对城管队员们，则是无辜且委屈，没辙的。

谁之过?

不能说是发展之过。

只能说是速度之过。

一言以蔽之，都是速度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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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起诉“速度”没有用。它既不应诉，也不辩护，更不会现形于法庭，与

“城管”部门对簿公堂。“城管”干部和队员与严重缺乏“城市意识”的形形色

色的人们的“战斗”，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场“战斗”，也必将是一场“持久

战”。

而我真心希望中国像周亚鹰这样的“城管”局长多起来，那么，“武斗”的

现象将会大大减少，由“文斗”而文明理论，互相理解、体恤的好现象就会多起

来!

周局长，向前看!

明天风光无限好，你的家乡城市的人们会因你的努力而感激你的!

注:梁晓声，著名作家、教授、

编剧，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

政协委员。现任教于北京语

言大学文学学院，博士生导

师。曾创作大量有影响的小

说、散文、随笔和影视作品，

其名一直被载于美、英、澳等

国的《世界名人录》。著有中

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长

篇小说《雪城》《年轮》《知

青》《返城年代》等。本文原

载于《散文选刊》《忐忑的中

国人》、中国作家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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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周亚鹰散文研讨会”上的发言

林 非

亚鹰先生《我是城管》这部著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他细说了很多关于城市管理的情况，又分析了很

多关于城市管理的问题。让我们了解这些情况，了解

这些问题，对我们这些城市的居民来说具有很重大的

意义，因为我本来对这些问题也是有点模模糊糊的。

经过了亚鹰先生的启发以后，激发了我的一些思考:怎

么样做好一个城市的居民? 尽量做一个合格的居民、

做一个善良的居民、做一个优秀的居民。

亚鹰先生上午在和我聊天的时候，说起他创作的

过程，他很谦虚，他说他这本书文字不是太优美。这里

我提出一个问题，要提高自己作品美的程度、深刻的程

度，应该多了解人生，同时多看一些好的散文，古今中

外的散文都好好地看。这样对提高自己的境界大有好

处。法国 19 世纪的一位散文家，奈瓦尔，不是很有名

气，但读过他散文的人都说他写得好。他有篇散文叫

做《西尔维》，太美了。我推荐大家都来读读，不难找，

在有关法国的散文全本里边都能找到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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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林非，著名作家，中国散

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鲁迅

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博

士生导师。出版三十余部著

作，主编《中国散文大词典》、

《中国当代散文大系》等多部

散文权威选本。本文为林非

先生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在

“2012 年度中国散文年会”

期间召开的“周亚鹰散文作

品研讨会”上的发言，根据录

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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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实生活绽放的散文之花
———读《我是城管》有感

王宗仁

我对城管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并产生一种深深

的同情之心，真心话，还是读了周亚鹰的散文《我是城

管》之后。同情之后就是对这些默默无闻、忍辱负重

的城市管理人员的由衷尊敬了。

偏见发端于我住地万寿路邮局门前的那条街上。

此处设有地铁站，又有数条公交线路穿过，所以来

往人员多多。尤其是在早晚上下班时间，像个小集市。

这时总有一些小商小贩来此凑热闹，有摊煎饼的、炒板

栗的、卖瓜果的、卖盗版书和音像品的，还有出售藏地

银饰的西藏人，等等。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 “鬼子

进城了!”于是，小摊小贩们呼啦一下四处逃窜，丢盔

卸甲，满地狼藉。结果有一个蹬着三轮车卖水果的女

人被城管逮住了，香蕉、苹果、草莓……滚了一地，秤盘

也散了架。两个城管队员将还没有散落的水果和三轮

车拉走了。

这是我在万寿路看到的真实的一幕，绝无虚构。

记得一次我实在看不惯一个执法队员对一个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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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实施粗暴行为时，还上前数落了他一顿，大概意思是: 这个年轻人为了生计

活得够不容易了，你们干吗要像国民党那样对平民百姓这么拳打脚踢! 他如

果是你的亲人，比如弟弟，你会这样对待他吗? 那个城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什么也没说。

《我是城管》这篇散文纠正了我对城管的偏见，起码有两点。一是像万寿

路那样对待小商小贩的城管毕竟是极少数，况且人家还在不断地改进自己的

作风，现在基本上看不到那种粗暴的现象了。二是城管绝不仅仅是管理小摊

小贩，他们的工作范围与城市居民、工作生活实在是太密切了。涉及清理垃

圾、绿化、用水、殡葬、娱乐、排涝、菜市场地、路灯、河沟护栏、广告牌、彩虹桥等

等。可以说城市的每一个人无时无刻都离不开他们的辛勤工作。

干的工作越重，涉及的人群越广，城管在工作中一旦出现问题或者失误，

受到人们的关注就越多，这是必然的。他们有难处，有委屈，有惧怕，有威胁，

所以总是小心翼翼地走路，兢兢业业地做事。正如周亚鹰所说的那样:“我原

以为我胆子大，什么都不怕，即使在县政府工作期间，先后给数任县长兼任过

秘书。都说伴君如伴虎，可我没有那种惴惴之怕。或许是因为县长们的人品

与胸怀吧，我居然还敢跟他们提反对意见，甚至与之辩理顶撞，县长们也没打

击压制我，反而提拔重用了我。可是，到城市管理局任职后，我是越来越害怕

……”

作为城管局局长周亚鹰详细地写下了自己害怕的内容，他怕风、怕雨、怕

冷、怕热，因为这些都和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稍有疏忽处理得不好，就撞

到了群众利益的神经末梢上，引发众怒众怨。作者列举了解决垃圾箱的前前

后后，一波三折的事例，让我们看到了城管人员工作之艰难，心头的委屈有多

少! 创建卫生城，县里要求市民把垃圾袋装，进垃圾箱。可是各住宅小区、里

弄小巷、单位庭院和工业园区的垃圾箱基本上废弃，仅有的为数不多的也属

“残疾”一类。垃圾箱的不足必然引发乱倒垃圾，也极大地增加了环卫工人的

清扫强度。周亚鹰就向县政府写报告，要求拨款购买 1500 个垃圾箱。报告呈

上去后半个月无回音。他又起草报告，要求拨款购买 1000 个垃圾箱，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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