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言的诺奖效应蔓延到了正在进
行的全国两会上。同是作家和政协委员
的赵丽宏告诉记者， 他将撰写提案，建
议在中国设立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奖项，
以争夺更多世界文学界的话语权。他甚
至已为这个奖项想好了名字，就叫“李
太白世界文学奖”。 且赵丽宏建议这个
奖不由作协组织，由非官方基金会来承
办，要做成“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3
月4日《南方都市报》）

李太白即李白， 是唐代著名诗人，
他批判继承前人传统并形成独特风格，
创造了古代浪漫主义文学高峰，为唐诗
的繁荣与发展打开了新局面，同时也开
创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取得这
些成就，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李

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
心颜”的品性与精神。惟有这些，才奠定
了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坚若磐石的文
化地位。

赵丽宏委员建议设立“李太白世界
文学奖”主意不错，但他忽视了一个问
题———当今中国， 能够肆意讴歌理想、
抒发悲情，同时又敢于蔑视权贵、追求
自由，揭露现实、抨击时政的“李白式作
家”太少了。这个问题，正是当今中国文
学层次上不去的关键原因。莫言之所以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用虚幻现
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
体”，而这些是很多作家所缺乏的。

现在的不少文人，没有“文骨”，要
么“为一斗米折腰”，要么成为权力的牺

牲品，很难真正沉下心来“仰望星空”，
更别说“板凳甘坐十年冷”了。浮漂的文
人作风，注定不能接地气，更别说有接
地气的作品了。因此，中国不是缺少“李
太白奖”这样的奖项，归根结底是太缺
少“李白式”的作家。

赵丽宏委员是著名的散文家，诗
人， 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上
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
社长。 建议赵丽宏委员从自身做起，利
用所处位置和自身影响， 发掘和培养
“李白式作家”及“李白式作品”，从而促
进中国文学“提档升级”，以硬实力占据
世界文学话语权。届时，再谈“李太白世
界文学奖”也不迟。

■王文武

三 湘 都 市 报 公 众 服 务 热 线 ： 96258（新 闻 报 料 发 行 投 诉 广 告 服 务 互 动 ） 本 报 地 址 ： 长 沙 市 开 福 区 湘 江 中 路 一 段 52 号 邮 编 ： 410008

2013年3月5日 星期二 编辑/吴晓华 美编/陈懋 实习美编/陈阳 校对/汤吉A02华声评论

养老金改革还要等多久华声视点

余以为 中国不缺“李太白奖”缺“李白式作家”

“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不能再拖下去
了。”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
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育彪对养老金双轨制
很不满，他准备在全国两会上提交相关建
议，建议取消养老金双轨制，国家能尽快
整合改革管理体制，增强社保在实践操作
中的公平性与效率性。

有关养老金双轨制改革，是近些年来
“两会”上最为常见的提案和议案。这种在
待遇上将中国社会划分出两个阶级的制
度，因造成了相差悬殊的退休金待遇而长
期遭到诟病，并激发了社会矛盾。有数据
统计，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最低200
元，最高10000元，最高相差近50倍。

人民网最近所作全国“两会”调查显
示，98%网民认为废除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金双轨制的条件已经成熟。全国政
协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
晓义4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养老金双
轨制等一系列问题正在进行综合研究和
顶层设计，会在适当的时候和大家进行更
进一步讨论。有的已经做出了决策原则和
方向，有的还在深入研究。胡晓义这番话，
给出了态度，却没有给出改革的具体时间
及路线，这多少让人由希望变失望。

事实上，养老金双轨制这种“只闻楼
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改革已经让民众的
耐心逐渐在消失。这种效率与效果上的不
足，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顶层设计的动力
不足，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既得利益者的
阻力。在改革中，“公务员人群害怕养老待
遇下降” 成为最大障碍。2009年1月28日，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正式
下发，人社部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
重庆5个试点省市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试点。 如今， 方案下发已4年有
余。 但事实上，5个试点省市几无进展。阻
力之下，改革成本逐渐上升，效率却反而
下降。

但显然，养老金双轨制已经到了非改
不可的地步了。经过连续7年的上调，企业
退休人员的总体待遇水平目前达到每月
1370元， 还不足机关事业单位一次调整的
幅度。企业退休人员这每月一千出头的待
遇让人大呼“无法满足生活需要”。

而人社部专家则干脆表示，现行养老
保险制度如不改变，15年后退休将吃不起
盒饭。当然，这是针对非机关事业单位的

退休人士而言。
一项完全违背公平的政策，脚步蹒跚

了多年却无法将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在最
能聚集民意的议题上，本身理当给予最大
的关注与最大的改革决心，但我们看到的
是博弈过程中改革的不断退让。目前不同
人群退休待遇之间的差距仍在拉大，在生
活成本与时间成本方面，这都是国民合法
利益的流失与损耗，唯有改革措施尽快落
地，才能消除这种不公。但照目前的顶层
设计者语焉不详的辞令，以及模糊的时间
表来看，显然需要民众再度付出无比的耐
心去等待，只不过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拥有
这种耐心，又有多少退休人士能经得起这
种等待。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媒体观点

冯小刚近日连发两条微博， 炮轰网络
上自称“吊丝”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此
言引爆网民围观和媒体关注。

确实，“吊丝体”的粗鄙词汇，对汉语
的优雅、纯洁以及品位构成了挑战，甚至
可以说是一种污染。相比之下，世界上有
不少国家都非常重视防范本国语言的粗
鄙化。比如，法国民间组织“法语的明天”，
既力主阻止英语对法语的污染，又坚决防
止法语的粗鄙化。

在不能强求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或
网络交际中使用这些字眼的情况下，作为
公共资源的中国媒体有责任做好自律和
审查工作，国家也宜尽快在语言文字政策
和公共媒体政策等方面予以立法。

转自3月4日《环球时报》作者慕朵生
（旅美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