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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9/2021_2022__E5_85_AC_

E8_80_83_E7_83_AD_E7_c26_649980.htm 事件描述 9月3日，武

汉市88岁的李老汉在离家不到百米的菜场口摔倒后，众多围

观者无人敢伸出援手，直到老人家人赶到才被送往医院。遗

憾的是，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

息死亡。 自从南京“彭宇案”之后，老人摔倒无人敢扶，这

样的新闻已经不少。 不久前，武汉一电动车主因好心扶起不

慎摔倒的八旬老太，反被老太认定是撞人者。就在车主自认

倒霉，准备赔200元了事时，在数名现场目击者的坚持下，交

警判定这起事故并非交通事故，让车主离开现场。无独有偶

，在江苏如皋，也有监控视频证实，一位被老太认定是在路

边撞倒自己的大巴司机，实际上是出手相助的热心人。事后

，老人全家内疚之余，为司机送去锦旗。 一方称好心助人为

乐，一方称对方肇事扶人，这样的“罗生门”案件并不罕见

。就在几年前，南京“彭宇案”曾引发全国关注，不久前，

天津“许云鹤案”二审开庭。有网友评论，自“彭宇案”后

，社会道德滑坡30年。各地频现的翻版“彭宇案”，恰是道

德丧失、信任危机的体现。 如果没有了监控视频和目击证人

，人们还敢做好事吗？ 相关评论 谁都没有权利去批判那些围

观者。在当前的环境下，也许每个人在相似的场景下，都很

难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因为谁都不想变成第二个彭宇、第

二个许云鹤、第二个殷红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围观那

群围观者，实际上也是在围观我们自己。因而，从某种意义

上而言，在人性的荒漠上，在勇气流失的土壤里，任何人或



许都有选择懦弱的权利。环境的冰冷和内心的炙热在此碰撞

，围观的民众成为了纠结的矛盾体，并非冷漠的看客。 这，

并不是在为围观以及围观制造的遗憾寻找借口，而是在为那

些悬停在半空中的援手寻找释放的理由。那些诬赖救助者的

老人，为什么背叛自己的良知？想到子女肩上的沉重负担、

医疗没有保障，在这种焦虑之下，道德的天平难免失去平衡

。诬赖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转移风险和压力的缩影。 因而

，打通上升通道，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才是让民众放

下忧虑、摒弃自私的根本之策，释放了这种生存焦虑，实际

上也就释放了人性。 当然，法律规章承载着惩恶扬善的功能

，并且不应该是冰冷的。只有制度法律向善，才是善法。但

是从当前的环境看，一些判决显然是缺乏温情的。 还有多少

“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悲剧要上演？何时才能趟过冷漠和

懦弱的河流？何时助人为乐能够回归到人性的自然流露？举

在半空中的援手，急切地等待着落下的一天。因为，我们都

会变老，我们都会遭遇生活的变故，我们都不希望冷漠围观

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 模拟题 助人为乐反被诬陷，人们都

怕成为第二个彭宇、第二个许云鹤、第二个殷红彬⋯⋯因此

，出现了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情况，甚至武汉的一位老人因

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而死亡。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参考

解析 近来，一些助人为乐者反被诬陷为肇事者，这导致社会

上出现了多次老人跌倒无人敢扶的状况，比如天津“许云鹤

案”后，福州、武汉等地接连发生的老人摔倒而无人帮扶事

件，再次引发热议。综观这些热议不难发现，仅从道德和心

理角度来看，几乎没有人对路遇伤病者应及时施以援手持否

定意见，所谓的“纠结”在于，救助伤病者的行为会导致什



么样的后果。在这种疑虑之下，助人为乐变成了助人为“忧

”。这应该引起我们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彭宇案”引发了

社会道德滑坡，各地频现的翻版“彭宇案”，也恰是道德丧

失、信任危机的体现，这些事件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使我们社会在帮助他人的问题上已经蒙上了浓厚的阴影。 造

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个人素质和社会压力

。诬赖现象反映了某些人素质不高，但更大程度上是转移风

险和压力的缩影，子女肩上的沉重负担、医疗没有保障，在

这种焦虑之下，道德的天平难免失去平衡，很多老人及其子

女无力承担巨额的医药费，选择诬陷他人。 第二，司法判别

有失公正。南京彭宇案的结果和今年6月天津许云鹤案一审结

果直接影响人们对助人后果判断。在这两起案件的审判中，

法院“疑罪从有”的断案思维和对“和稀泥”式审理结果的

追求伤及了社会公平正义。如此司法行为，即使被告人最终

不承担任何经济赔偿责任，也会让人们担心惹上耗时费力的

官司而对救助他人心生恐惧。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情况

下，以所谓的“常理”为基础推断出的判决，也许在个案中

有利于年迈体衰的“弱者”一方，但从社会普遍意义上审视

，必然伤及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社会氛围影响。一些媒体

在报道彭宇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大的反响，强化“好心没

好报”的负面预期，放大了社会道德滑坡，在这种社会氛围

下，人们在遇到倒地的老人时都不敢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我

们全社会应该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争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提升道德水平。扶危济困

、助人为乐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过时

，更不会因为不时出现的“救人官司”而失色。从长江大学



勇救落水少年而献出生命的3名大学生到只身赤手承接坠楼女

童的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再到“723”动车事故发生后

奔忙在救人现场和献血路上的温州市民，无数英雄的义举让

人坚信，扶危济困、助人为乐仍是社会主流，善念与真情依

旧蕴藏众人心中。政府和媒体应加大对此类事件的宣传，积

极匡扶道德和正义。 第二，司法判别公正。律规章承载着惩

恶扬善的功能，并且不应该是冰冷的。只有制度法律向善，

才是善法。但是从当前的环境看，一些判决显然是缺乏温情

的。扶起老人容易，"扶起"道德难，要想匡扶道德、匡正良

知，要靠司法的支撑。只有司法在判决此类"扶老"案件的时

候，给人信心，给人方向性指引，让人消除做好事的风险和

成本。 第三，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不是天然的，它需要教

育与引导。在一个众人感到迷惑，不知道该不该伸手扶摔倒

老人的时候，需要政府代表社会公信力来发声、发言，来明

确要弘扬什么摒弃什么、要奖什么又要罚什么，就算小题大

做也未尝不可。 第四，完善制度、法律法规。要从根本上解

决这个问题，要建立完善便捷可及、保障充分的医疗保险制

度、完备无忧的养老制度等等。政府出台相关的指南，民众

及时学习已经出台的指南，响应《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

》的要求，发现老年人跌倒时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

处理。 总之，解决助人为乐与助人为忧的疑虑，需要以司法

为代表的公权力秉持原则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也需要人们在

面对这类问题时保持冷静与理性，进而共同悉心维护好扶危

济困的每一丝善念，营造助人为乐的社会大环境。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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