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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刚好，省政协和省人大会议接着在元月中旬相继召开，“农民工”的称谓问题也就
成为了热门话题，继续热议。
省政协委员江龙在《关于取消“农民工”称呼的建议》的提案中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民工
”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工”的称呼已不足以承载整个外来务工群体。
”（见《广州日报》2012年1月14日A05版报道）更有李方平等8位律师和学者，向国务院寄出《公民建
议书》，建议变更“农民工”称谓，并以此推动城乡户籍的平权。
（见《广州日报》2012年1月12日报道） 持相反意见的也有。
省人大代表祁海对近年来屡屡出现要改“农民工”称谓的声音就很是反感。
祁海说，一个人是否受尊重，不是靠一个漂亮的名称。
祁海直言：认为“农民工”这一称呼受歧视的想法就是“以农为耻”的观念，是陈腐的封建等级观念
。
祁海说，农民工是否有尊严，关键在于农民工的就业、劳动、报酬、医疗、居住、人户、受教育等条
件能否得到改善。
在解决这些实质性问题之前，农民工的称谓包装无论如何改头换面，还是有城乡差别。
与其咬文嚼字还不如为农民工做些实事。
（见《信息时报》2012年1月14日A07版）舒圣祥则专门撰文《改称谓就能改掉歧视吗？
》，旗帜鲜明地指出：“户籍的藩篱，城乡的差距，公共福利的悬殊，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改称谓所能
解决的；因此，我们现在热烈讨论的修改‘农民工’称谓问题，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问题。
”（《深圳商报》2012年1月13日A12版） 看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江龙委员和李方平先生等所说的是客观事实的存在，现在的所谓“农民工”，大部分只是因为其来自
农村而已，很多人其实从来也没干过农活，而是农村来的初中乃至高中毕业生，其实是“学生工”，
有的还是跟着父母亲在广东长大的，再叫“农民工”与事实不符。
祁海代表和舒圣龙先生等所说也在理儿，因为称谓只是客观事物的一个外在符号，这个符号所反映的
内容才是真正重要的。
这使笔者想起了“客家人”这个称谓，据客家研究先驱罗香林教授的《客家研究导论》所云，乃是古
代的早期移民对后期移民的称谓。
而后来，对从中原移民而到客家地区的人们都叫做。
客家人”。
时至今日，这些移民的后代，已经是历经千百年的本土人民了，再也不是“客家”了，但是他们还是
沿用了“客家人”的称谓。
没有人因为他们叫“客家人”就以为他们是像三峡移民一样，是刚刚从外地移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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