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天下·中外观
B02 2010年8月15日 星期日

编辑：吴华伟 美编/组版：马晓迪

围观中国

韩国 《文化日报》

中国正逐渐

失去缓慢美学

古往今来，中国人所取得的
业绩都建立在“缓慢”的基础上。
从万里长城、四库全书等巨型文
化遗产，到镌刻在指甲盖大小玉
石上的书法作品，例子数不胜
数。中国人“缓慢”文化的代表故
事愚公移山还被写入外国人学
习汉语的教材。

可是，记者近来在与中国人
接触后发现，现在他们并不像以
前那样“缓慢”了，而是变得非常
急躁、缺乏耐性。机场安检台前
的 1米黄线经常被中国人视而
不见。出了候机楼，许多人打车
也喜欢加塞儿。为了“节省”一两
分钟，中国人不但会横穿马路甚
至经常翻越道路中间的隔离
带……中国人变成了最急躁、最
没耐性的地球人。在记者看来，
中国人似乎失去了慢悠悠美学。

点评：从未回头看、一直在
前进。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像
一辆列车一样始终在既定的轨
道上高速行驶。官员为了政绩，
不得不放弃社会公平一味追求
快速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学者为
了生存，不得不放弃持之以恒的
研究态度而急功近利大搞学术
造假；商人为了利润，不得不放
弃主业而将大量资金投入回报
率更高的房地产业……

社会资源的相对不足引发
了各个阶层的争斗，大量人口加
上分配不均，使人与人之间的排
斥和压力日益增大。或许我们的
生活越来越丰富了，但无论贫富
贵贱，每个人都在无形的时代重
压之下心力交瘁。急不可耐，焦
躁不安，大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
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和快
乐擦肩而过。之后我们就迎来了
更多的灾难和意外，更低的效率
和更坏的结果。中国人该重新学
着慢下来了。

俄罗斯 《晨报》

中国将与印度

爆发美苏式冷战

2 1世纪可能爆发新的冷
战，中国和印度两个新兴超级大
国正在激烈竞争。新冷战将按照
美苏冷战模式进行——— 军备竞
赛、各自结盟、试图用自己的军
事基地包围对手，以及完善对太
空的开发。

两个亚洲巨人间的争吵从上
世纪60年代初就已开始，当时双
方还爆发了边界冲突。但与当时
不同的是，现在的对抗已经从政
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转向经济领
域。首先，中印两国经济迅猛发展
引发资源争夺。第二，北京和新德
里正在争夺亚洲，双方在该地区
的利益自然有所交叉。第三，两个
亚洲超级大国正在把世界主要力
量——— 欧洲、美国和俄罗斯引入
这场争夺。此外，中国与印度在太
空的竞争也已展开。

点评：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
早已从冲突与对抗转向和平与
发展，况且在当今多极化的世界
中，中国和印度并非其他国家无
可匹敌的两极。在可预见的将
来，上世纪美苏式的冷战不会在
中印发生。

但俄罗斯媒体的观点对中
国来说也不无裨益。中印爆发冷
战的预测再一次提醒我们要密
切注意自身的周边安全问题。中
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要复杂得多、
险恶得多。

所以对中国来说，为了自
身发展，与邻国合作要远胜于
冲突。就中印而言，两国联合
起来可以成功与美国展开竞
争，至少是在亚洲和印度洋地
区。而这正是华盛顿所害怕和
不希望看到的。面对美国的种
种阴谋，忍辱负重或许是我们
当前最理性的选择。

执笔 王宇辰

尊老文化 亟待重塑

物质充裕了，亲情却“流失”了。“孤独死”的流行显露出日本社会尊老文化亟待重塑。对此日本各大媒体纷纷提出解解决之道，以求
扫清长寿之国的死角。

不过，除了完善相应的制度、法律建设，加大养老投入，更应该发扬的是“尊老文化”，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成为社会共识。只
有家人的“爱”、社会的“情”才是让老人们不再莫名失踪的根本。

最后，还要多说一句。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属儒家文化圈，有很多相似性和共通性。日本尊老文化的淡薄，对中国也也极具警示
意义，中国也在面临同样的老龄化问题。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现在已经步入中年，20年后将同样进入老
年，而他们的子女数量普遍不多，甚至有些家庭出现“四二一”的家庭模式。那时，中国也会面临同样的老龄化社会问问题。

日日本本
长长寿寿神神话话破破灭灭

■失踪的百岁老人

最先发现加藤宗现失踪的是
足立区担任民生委员的一名女工
作人员。因为9月15日“敬老日”
临近，她特地前往探访，要向其转
交足立区提供的祝贺礼物，却被
其家属推三阻四。家属先称老人
“不愿意出来见面”，接着又说老
人已经被送往一家老人中心。该
女士努力许久，始终不能达成与
老人会面的期望。

过去，这位女工作人员每年都
去看望该老人一次，为他提供免费
的地铁和公共汽车年票。后来，由
于日本开始奉行新的政策，所有75
岁的老人都可以免费乘车，而不再
需要特殊的车票。这样，这位女工
作人员就很少拜访，最后一次是老
人的女儿代替出面，称“我父亲身
体很好”。此后，这位女工作人员也
就没再去拜访。

这一次时隔几十年，女工作
人员再次前去拜访，依然吃闭门
羹，引发了她的担忧，向邻居调查
的结果是大家也很久没有见到这
位老人了。

于是，这位女士选择了报警，
请警察协助调查老人的生死，于是
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而“白骨案”尚未得出结论，8
月3日日本媒体又报道，被认为是
东京都最年长女性的113岁老人古
谷不知所终。警视厅杉并警署在询
问老人长女时被告知，老人可能是
与其次子居住在一起，她最后一次
见到母亲还是1986年左右的事情。
当警方就古谷老人的下落询问其
次子时，他声称过去一直与母亲生
活在千叶县的公寓，但30年前母亲
离家出走，之后再未取得过联系。

百岁老人不知去向的问题让
日本人惊讶地意识到，世界上最
多百岁老人国家的称号主要建立
在文件记录而不是实际证据上。
日本40399名百岁老人中，尽管很
多人的家人坚称他们还活着，但
他们已经多年都没有出现在当地
社工的眼中了。

■冒领老人养老金

一直以来，长寿之国都是日本
引以为豪的国家名片，健康的饮
食、优美的环境、“完备”的养老制
度令人们感到日本是老年人安享
晚年的乐土。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根据日本舆论分析，其原因之
一可能是为了冒领老人的养老金。
作为老龄国家，日本对老人实施养
老金制度，每人每月可以获得从6
万到30万日元不等的生活费。如果
老人死亡而消息不为外界所知，其
家属依然可以按月领取这笔钱，这
次查不出下落的几十名老人中，有
大约一半是属于依靠政府救济金
过日子的贫民家庭。

另一方面，最早爆出“白骨案
件”的东京都足立区认为，高龄老
人行踪不明问题源自法律适用范
围有限。对于那些无法确定去向的
居民，根据相关规定，虽然可以进
行调查，但调查对象仅限于家人或
房东，而且调查对象也存在漏洞。
如果调查对象回答“人在家”就很
难进一步实施调查，因为如果没有
获得家人的允许调查人员是无权
进入房间查看的。

尽管地方政府有自己的苦衷，
但是在已经确认的行踪不明的老
人中，还是能够发现行政部门不作
为导致问题经年无法解决的证据。
此外行政部门缺乏合作也是原因

之一。东大阪市在近日对行踪不明
老人实施的调查中发现，一位登记
年龄119岁的女性早在2002年11月
就被发现长年未缴纳介护保险，当
时该市高龄介护课就曾向市民课
提出，“由于长年未缴纳介护保险
金且常住地址已不存在，应当考虑
注销这些居民的登记(住民票)”，
但调查工作最后不了了之，居民登
记也未被注销。

至于这些老人究竟去向何
方，日本媒体给出的可能包括孤
独终老、流落街头成为无家可归
者以及不明原因的死亡，一些不

明身份无人认领的尸体也被怀疑
是失踪的高龄老人。据说仅今年
发现的无法确定身份的老人遗体
就达170具。

■完美制度正在褪色

其实，百岁老人不断“不知所
终”的事实正反映了部分日本老人
在社会中的尴尬地位，那就是或者
被子女看做摇钱树，或者干脆离群
索居，在孤独中走向生命的尽头。

近年来，日本社会诞生了一
个新的社会学词汇———“孤独
死”。据最新的调查显示，日本每4
个高龄男性中就有一人因为无人
在身边照顾和陪伴，最终“默然离
世”。在 6 0岁以上人群中，超过
40%的老人担心自己将会“孤独
死”，超过70%的老人对未来生活
感到不安。

那些离群索居，以至于生死不
知的老人反映了更加深刻的社会
问题，那就是老龄化社会中将老年
人视为社会负担，不加以重视，缺
乏对老年人关心的氛围。

如果仅仅看日本的福利制度，
会认为日本的老有所养问题，已经
得到较为妥善地解决。但是，高额
的老人医疗保险，福利支出让一些
日本纳税人从内心不满，认为老人
消耗了太多的社会资源，所以对老
人福利经常提出批评。

近来，还发生了日本养老院
的护士殴打没有反抗能力的老
人，被监控录像无意中拍摄下来
的事件，这种事，让一些原来对住
进养老院感到颇为安心的老人深
感失落。为老人设置的福利机构
也对老人如此冷漠，让这一问题
雪上加霜。

据《国际先驱导报》

格
延
伸
阅
读

7月30日，东京都足立区一幢民宅内惊现一具男性白骨化遗体，死者是“东京第一长寿男”加藤宗现。更为耸动的则是这位

“111岁寿星”经鉴定已死亡近30年，遗体旁的“最新”一份报纸出版于1978年11月。而这30年中他的5位家人仍然和“他”生活在同

一屋檐下。这一案件，引发了日本社会对百岁老人的关注，人们发现去向不明的百岁老人在不断增加。就连日本《产经新闻》也认

为世界第一的长寿社会正在因此蒙上阴影。

日本一些老年妇女手持木制哑铃进行锻炼。

在大街上行走的日本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