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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汉字折射岸田与民众的认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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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世峰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日选择“克”字
作为自己今年的年度汉字。同一天，日本
汉字能力检定协会在京都清水寺公布，
能够反映日本2023年世态民情的年度汉
字为“税”。分析人士认为，不同的选择反
映出岸田与民众之间巨大的认知差距。

据共同社报道，“税”字当选年度汉
字的理由包括岸田文雄提出的个人所得
税和居民税定额减税，以及采取消费税
税务发票制度等。

日本年度汉字评选活动由日本汉字
能力检定协会发起，通过官网等渠道从
全国征集，由公众投票选出最能代表当
年世态的汉字，得票最多的即为年度汉
字。该评选活动始于1995年，今年是第29
次。今年总共收到147878票，“税”字获得

5976票，这是“税”字继2014年以来第二次
当选日本年度汉字。得票数第二多的是

“暑”字，创纪录的酷暑是许多人选择这
个字的理由。得票数第三的为“战”字，俄
乌冲突不知何时结束以及加沙战事成为
该字入选的理由。

日本媒体分析认为，“税”字当选年
度汉字，是因为今年日本一直在讨论增
税事项以及定额减税等话题。12日，京都
清水寺住持森清范用特大号毛笔在纸上
挥毫写就“税”字。他表示：“我感到日本
国民在密切关注税金的去向，希望这个

‘税’能让世界变好、让国民幸福。”
去年底，岸田政府敲定新版《国家安

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将在
未来5年大幅增加防务开支。为筹措增加
的防卫费开支，岸田政府今年7月在国会
强行通过“防卫财源确保法案”，一直在

寻找开始增税的时机。在物价高涨、生活
负担日益加重之际，此举招致民众强烈
不满，导致岸田内阁支持率一跌再跌，目
前已接近20%的“下台水域”。

为了挽回民意，岸田政府不久前推
出一揽子经济政策，包括每人4万日元的
定额减税等。这些增税、减税的矛盾政
策，招致在野党和民众广泛批评，岸田也
被网民嘲讽为“增税眼镜”。

岸田选择“克”字作为自己今年的年
度汉字。他解释说，这包含了克服通缩、
克服物价上涨的决心。关于“税”字当选
年度汉字一事，岸田接受采访时表示：

“感到大家对税的关注度很高。希望结合
涨薪和税，推行不输给物价上涨的确保
可支配收入的政策。”

然而，日本民众却未感受到岸田的“决
心”，只感受到增税的压力。日本政府今年

10月1日正式引进消费税“发票制度”，之前
那些年营业额在1000万日元以下、可以免税
的自由职业者以及小规模经营者，今后必
须缴纳10%的消费税。该制度导致小微业主
收入减少甚至面临停业危机，引发巨大争
议，他们走上街头抗议，目前已有50万多人
签名呼吁撤销这一制度。

岸田在国会质询中回应在野党议员
关于“增税眼镜”的称呼时，否认实施“发
票制度”是增税。他辩称，虽然结论上都
是税收增加了，但提高税率才叫“增税”，
而实施“发票制度”是修改了制度，实现
了税收增加。

岸田左支右绌的增、减税政策，令内
阁支持率每况愈下，加上目前自民党的
秘密政治资金丑闻，正如自民党议员所
言，岸田政权已是“泥舟”，何时沉没只是
时间问题。

记者 赵恩霆

据韩国媒体《教授新闻》报道，韩国
大学的教授们评选出了今年的年度汉字
成语“见利忘义”。报道称，1315名参与问
卷调查的韩国大学教授中，有396人选择
了这个成语。

从2001年开始，《教授新闻》每年年
底会选出一个代表当年韩国社会的四字
成语作为年度成语。今年，由20名教授组
成的委员会推荐了26个成语，《教授新
闻》从中选取5个进行问卷调查，最终“见
利忘义”当选。

作为这个成语的推荐者，韩国全北大
学名誉教授金炳基给出的理由是：当今韩
国政客更多地考虑己方利益，而不是正确
的领导，只为获得成功和权力的好处。

从2020年的“我是他非”到2021年的“猫
鼠同处”，从2022年的“过而不改”到今年的

“见利忘义”，在韩国政坛党争日益极化、内
政外交和社会问题频发的背景下，近年来
韩国年度成语贬义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2022年10月29日晚发生的首尔梨泰
院踩踏事故，造成159人死亡、196人受伤，

余波至今仍难平。这起事故是韩国历史
上最严重的踩踏事故，也是2014年“世
越”号客轮沉没事故以来，韩国发生的最
严重公共安全事故。

事故最终调查结果在今年1月13日
公布，韩国警察厅梨泰院事故特别调查
本部向检方移交了23人，韩国行政安全
部长官李祥敏在今年2月遭到国会弹劾，
以追求其在梨泰院踩踏事故中应对不力
的责任，但弹劾案在7月被韩国宪法裁判
所（宪法法院）驳回。本月4日，大批梨泰
院踩踏事故遇难者家属在首尔集会，呼
吁国会制定相关法律追查事故真相。

今年10月梨泰院踩踏事故一周年之
际，韩国总统尹锡悦没有出席悼念大会，
理由是主办方之一是最大在野党共同民
主党。相反，他却出席了在前总统朴正熙
去世44周年悼念活动并致悼词，韩国在
任总统出席这一活动尚属首次。

尹锡悦的做法在韩国引发争议，有
网友批评道：“握一次梨泰院（踩踏事故）
遇难者家属的手有这么难吗？”“只是因
为主办方是在野党就不去了，那岂不是
连公事和私利都拎不清？”

外交方面，尹锡悦政府正在亲美媚日
之路上一条道跑到黑。今年3月，为了迎合
美国，尹锡悦在“三一抗日独立运动”纪念
仪式上讲话，称日本已从过去的“军国主义
侵略者”转变为与韩国“共享普世价值、在
经济安全及全球问题上携手合作的伙伴”。

接着，尹锡悦政府在日企强征劳工赔
偿案问题上主动妥协，提出所谓第三方代
赔方案，由韩国行政安全部下属的“日本强
制动员受害者支援财团”代替日本企业向
2018年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做出赔偿判
决诉讼中的受害者支付赔偿金。随后，尹锡
悦于3月中旬访日，重启中断12年的韩日首
脑双边访问。直到7月下旬，日本政府才将
韩国重新纳入贸易便利化“白名单”。

韩日关系曾因日企强征劳工赔偿案而
跌至冰点，尹锡悦政府的上述行动令韩国
舆论哗然，被一些市民团体斥为“屈辱外
交”，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
明称之为“外交史上最大的耻辱和污点”。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上旬访韩期
间，尹锡悦说，“必须摆脱‘如果不清算历
史就无法推进未来的合作’这种思维”。
他宣称，韩国的安全问题迫在眉睫，与日

本的合作刻不容缓。然而，当时的民调显
示，55 . 4%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拿出诚意
就历史问题道歉”优先于改善韩日关系。

去年，推荐成语“过而不改”的韩国骊
州大学教授朴贤模说：“无论是执政党还是
在野党，只要发现错误，就会说‘前政府做
得更差’或‘这是总统的过错’。这种情况
下，即使发生梨泰院事故这样的惨剧，也没
有出现愿意承担责任的政治家。”

今年尹锡悦政府不顾民意反对和正
义，在韩国政坛和社会极为敏感的历史
问题上对日谄媚妥协，实为“见利忘义”。

上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一起“慰
安妇”受害者和遗属向日本政府索赔案
作出裁决，推翻一审判决，要求日本政府
向原告支付赔偿。在遭到日本政府无视
的情况下，韩国外交部却表示将继续为
韩日面向未来的合作而努力。韩国共同
民主党首席发言人权七胜谴责称，“日本
政府厚颜无耻的态度，皆因尹锡悦政府
一直以来对日屈辱的外交政策。”

今年许多选择“见利忘义”这个成语的
韩国大学教授还认为，韩国社会正在进入
一个因追求利益而丧失价值观的时代。

韩国年度成语从“过而不改”到“见利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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