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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无论莫言是否获奖，中国都有所得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正
逐渐揭晓，其中文学奖预计
在11日公布。有消息称，中国
作家莫言今年有望成为该奖
项得主，有海外博彩公司甚
至已将其列为头号夺标热
门。

消息传来，国内反应却
似五味杂陈，有为之欣喜的，
也有为之纠结的。无论如何，
这个投石问路的消息确实击
中了很多中国人深藏内心的
诺奖情结。如果莫言顺利问
鼎，很多人多年来郁结于心

的情绪就会得到一次释放。
否则，中国人对诺奖态度将
更为分裂，渴望的人会更加
焦虑，失望的人只会更加抵
触，因为得不到而嗔恨。尽管
个别奖项的评选结果存在争
议，但是从总体上看，诺贝尔
奖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在国际
上是公认的。具有悠久历史
文明的中国人，自然也想继
续为人类的现代文明做出自
己的应有贡献。可惜，诺奖设
立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在
这方面的成绩还无法让我们
感到骄傲。所以，即便只是面
对诺贝尔文学奖，大多数中
国人也是有所期待的，哪怕
不是莫言、也不在今年，我们
都希望某位中国作家在不久

的未来拿到它。
对一位中国作家来说，

一旦获得诺奖，名气将随之
上涨，身价也随之提高，这些
都是可以预料的，但是更多
不易察觉的价值也可能被我
们忽视。如果莫言获得诺奖，
这绝不只是他个人的福音，
同时还是让世界进一步了
解中国 的 契 机 。改 革 开 放
三十多 年 来 ，中国 与世界
的交流确实是全方位的，其
中表现得最突出的无疑是经
济交往，相对而言，文化交往
的步子要显得慢一些。这种
不同步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
了外界对中国的认知，面对
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一些
国家的民众并不能真正了解

中国人的所思所想。虽然，在
纽约的时代广场上也展现过
中国的形象广告，但是中国
人的传统和价值观却很难浓
缩在几帧画面里。同样，要想
让世界深刻了解中国，也不
能仅仅依靠姚明、李娜等几
个只具 商 业价值的 明 星 。
外部世界要想全面了解中
国 ，还 应 从 文 学 上 读 懂中
国。我们这样一个颇具分量
的大国，应该有让世界熟知
乃至敬仰的作家。莫言未必
就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完
美的作家，但他若获奖的话，
他的作品却也可以成为让世
界与中国人做心灵沟通的桥
梁，从而对外展示一个更真
实的中国。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的话，不仅可以架起一座联
系世界的心灵之桥，还可以
为中国文学树立一个新的评
价标准。国内一些人之所以
不理解莫言会成为诺奖热
门，是因为自觉国内文坛并
不缺少与之比肩的作家，即
便诺奖这次要轮到中国，也
不该先由莫言去摘。无论这
个奖项的评选程序有多么先
进，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必然
不能摆脱主观性。回顾既往，
诺贝尔文学奖确有遗珠之
恨，像托尔斯泰、卡夫卡这样
名垂史册的大家都没能成为
这个奖项的得主，但诺贝尔
文学奖至今依然被世人看
重，因为它对文学的评判有

其固守的标准。与国内对文
学的评判标准相比较，这个
外部的标准拉开了一定的距
离，也树立了一个新维度。被
一些读者认为很“土气”的
莫 言 能 得 到世界 的 青 睐 ，
既有利于国内文学创作的
多元化，也有利于价值渐趋
多元的中国人增进包容，真
正放下个人的成见，发现对
方的优点。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关
于莫言算不算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最佳人选的争议，可能
都会持续下去。如果能把视
野稍稍放得更宽一些，从世
界阅读中国的角度看，无疑
会有更多的中国人盼望莫言
获奖。

莫言未必就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完美的作家，但他若获奖的话，他的作品却也可以成为让世界与中国人做心灵沟通的的桥

梁，从而对外展示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别用简单现成的

答案盘点黄金周

黄金周过后，迅速进入
黄金周盘点时间。赚得盆满
钵满的行业，低调地盘点着
黄金；被逼实施免费政策的
路桥公司，哭丧着脸盘点着
免费带来的损失；很多媒体
也在盘点着这个长假暴露
出的种种问题：高速的堵，
长城的挤，华山的乱，各景
点的宰客。

盘点的都是事实，然而
一些媒体和专家在盘点后
得出的答案却过于简单。比
如，因为免费之后高速还在
堵，有人就呼吁应该取消免
费政策；因为景点人山人
海，就有人呼吁取消国庆黄
金周，认为景点的暴挤是这
种集中休假方式造成的。

这些结论和答案，都是
流行的、现成的和简单的，
盘点黄金周问题需要超越
人云亦云和想当然，不能拿
那些现成的简单答案来反
思，而需要客观和理性。

不要把中国想简单了，
中国是复杂的，用市场原教
旨主义那套观念去生搬硬
套地分析并不那么市场化
的中国，是幼稚的；无视纠
结的现实，用一套理想化的
方案去嫁接到中国身上，也

是可笑的。任何一个简单、
现成和流行的答案，也许都
不适用中国，需要告别偷懒
思维，脚踏实地地分析。(据

《中国青年报》，作者：曹林)

美国无权搞

“有罪推定”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
委员会10月8日公布一份所
谓调查报告，指控中国电信
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对
美国构成安全威胁。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
委员会不明智政治之举有
碍中美经贸合作的健康发
展。背离事实、满纸偏执的
报告，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恶
性膨胀，是杯弓蛇影的自我
惊扰，同时也暴露了美国这
个“法治至上”国家大搞“有
罪推定”的丑态。

也许是知道报告的事
实基础过于薄弱，委员会就
起劲指责两家公司“没能提
供足够的证据减轻委员会
的顾虑”。姑且不论两家公
司在过去的一年中配合调
查的努力，这句话直接体现
出委员会的“强盗逻辑”。缺
少事实支撑的没有来头的
顾虑，却需要对方提供事实
来证明自己的无辜，这样的
逻辑简直就是早已被世人摒
弃的“有罪推定”。美国立法

机关竟然还持有如此落后
的观念，着实让世人大跌眼
镜。(据《人民日报》，作者：
钟声)

794人死于

交通事故仍应反思

公安部数据显示，今年
双节假期，全国因交通事故
死亡794人，2473人受伤，比
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46%和
47%。如果考虑到今年第一次
高速免费，车流量同比大增，
那这样的下降更为不易，有很
多值得反思、汲取经验的地
方，而不是急于批判。

公众希望看见的，不只
是假期伤亡人数，更希望看
见相应的反思和改进建议。
比如公安部日前修订条例，
规定驾龄一年以下的驾驶
员不得独自上高速，这便是
加强交通治理的明确信号。

面对这样一个让人有
些难受的伤亡数字，公众除
了批评、监督公权部门的工
作之外，恐怕也要多一些自
省。类似占道行驶、抢道超
车、变道加塞等易引发事故
之举，固然要靠管理，也离
不开个体习惯的养成。(据

《新京报》，作者：敬一山)

9月27日，发生在重庆市南桥寺五支路路口的一幕，被
网友“落花漫天飞”用手机录下发到网上，让网友们看了愤
怒无比。视频中，一名黑衣女在吃鸡蛋，把蛋壳剥了一块、一
块往地上扔，环卫女工边扫边劝说，黑衣女却说：“我就是要
丢这里，你一环卫工就是该干这个的。”女环卫工说：“那你
在家也是这样乱丢吗？”黑衣女火了：“家是我的，我爱怎么
丢就怎么丢。”说着还把未吃完的鸡蛋使劲往地上一甩，说：

“快，给老子扫了。” (据《重庆商报》)

羞辱了谁？

勾犇/画

事件观

□贾志勇

10月8日，北大法学院教
授张千帆等30位专家学者联
名向国务院、教育部及北京、
上海、广州三地的教育部门
领导递交了《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升学
考试的建议方案》，对随迁子
女的认定条件、父母条件、政
策落实时间等方面提出建
议。(本报今日A06版)

张千帆等30位专家学者
上书国务院谏言“异地高
考”，阵容不可谓不强大，但
能否催生各地尤其是一线城
市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就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的出
台，笔者一点也不敢看好。

国务院督查各地出台的

这个“异地高考”政策，牵扯
到的利益实在太多。利好如
果给了务工人员子女，当地
居民的子女将面临着教育资
源、招生指标被侵占的问题，
地方保护主义作祟的心理，如
何愿意放弃、愿意割舍？所以，
30位专家学者的精神可嘉、行
动可嘉，但“树根不动”，学者
们的愿景不过是轻飘飘的“树
叶白摇”，他们实在难以焐化
这由来已久的坚冰。

从某种程度说，改革最需
要顶层设计，但仅有顶层设
计，而不能得到基层的呼应，
这个设计只能被搁置、被悬
空，就变成一纸空文。所以，让

“异地高考”真正有解，关键在
于打破这个“异地”概念，在根
本上使得进城务工人员实现

在城里和家乡没区别，消除福
利、劳保、医疗、子女教育诸方
面的歧视或差异。我们越是过
分强调“异地”，越会让人在

“异地”上做文章。
进一步说，教育部与其

要求各地市执行异地高考政
策，不如从自己身上动刀，即
废除现行的招生指标和分省
命题制度，建立全国统一考
试、公平录取体制，为各地考
生奠定公平的制度基础。如
此，孩子们在哪儿都是同样的
课本，在哪儿都是一样的考
题，在哪儿都凭实打实的成绩
胜出，他乡永远是故乡，那么
谁也不会高考移民，谁也不会
钻空子，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
的真正平等、自由流通、顺畅
上升的愿景，才有可能实现。

□苑广阔

10月8日，公安部发布新
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
和使用规定》，其中最引人注
目的变化是“将违反道路交
通信号灯通行等违法记分由
3分提高到6分”。(本报10月9

日A04版)

此次修订，最为突出的
一个特点，就是对机动车的
交通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力
度。比如扣分项由原来的38

项增加到了52项，比如对司
机闯红灯的行为由罚3分改
为罚6分。对于这种从严从重
处理车辆交通违法的政策，
网友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有

人觉得只有重罚才能换来交
通安全，但也有人觉得这样
的处罚力度太重，有“苛政”
之嫌。

笔者认为，在目前城市
机动车保有量爆发式增长，
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跟不上
机动车数量增长的大背景
下，对车辆交通违法行为进
行从严从重处罚，是极为必
要的。同时我们也得承认，一
些网友对“从严从重”的担忧
也并非毫无道理。比如“闯红
灯扣6分”固然能有效减少机
动车闯红灯的现象，但现实
中，有些交通信号灯的设置
不规范不合理，或太矮，或被
遮挡，或不够醒目，或时而出

现故障，或变换无规律，导致
驾驶人一不小心就闯了红
灯。实际上，很多闯红灯行为
都不是故意为之，那么，交管
部门重罚闯红灯，自己是否也
应尽职尽责，将交通信号灯设
置得更规范、更合理呢？如果
这些技术性问题不能得到很
好的解决，那么司机闯红灯被
罚分越多，“误伤”也就越大，
招致的不满也就越强烈。

所以说，要想让这一交
通安全新规能够顺利实施，
同时又不“误伤”一些机动车
驾驶人，其背后的配套措施，
更应该做好做足做完善，为
法规规章的顺利执行打造一
个宽松有序的现实环境。

“闯红灯扣6分”还须做好配套工作

30位学者可焐得化异地高考坚冰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警察滥权比子弹更可怕
□汤嘉琛

10月4日，河南温县小偷
王某逃离途中涉嫌持砖袭
警，被县公安局副书记李世
轩开枪击毙。近日，李世轩回
应网友质疑时表示，嫌犯当
时负隅顽抗，在鸣枪警告、口
头警告均无效的情况下，才
开枪将其打伤；枪打在其左
腹部，王某后因救治无效死
亡。(据10月9日《河南商报》)

每当警察将枪口对准平
民，总会引发如潮质疑。无论
是前不久辽宁盘锦强拆现场
民警射杀村民，还是今年4月
广东怀集男子持扁担追打警
察被当场击毙，抑或此前全
国各地发生的多起类似事

件，都曾在全社会引发广泛关
注。人们追问警察是否涉嫌滥
权的原因不难理解——— 如果
警察能够随意开枪，每个活着
的人都将无法免于被“合法”
的子弹突然击毙的恐惧。

各国对警察使用武力的
条件和程序都有明确规范，
我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
武器条例》也明确规定，警察
使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以制止
违法犯罪行为，尽量减少人员
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但现
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相关规定
普遍比较笼统和含糊，一些
警察也存在心理素质不佳、
训练不到位等问题，这使得
警察因涉嫌滥权而陷入争议
的情况屡屡发生。

警察滥权比子弹更让人
没有安全感，为避免无辜生
命被执法者粗暴地剥夺，也
为避免警察陷入不必要的争
议之中，有关方面必须通过
补齐制度短板的方式，“管
住”警察手中的枪。具体而
言，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的
表述要更加详尽和具体，应
明确规范警察使用武力的条
件和程序；另一方面，警察群
体应加强专业培训，提高合
理使用武器警械的判断能力
及查缉技能，尽量减少不必
要的伤亡和冲突。此外，还应
建立客观公正的调查和裁判
机制，在发生警察开枪致人
死亡事件之后，警方要能在
第一时间用真相回应质疑。

A02

>>媒体视点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