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发生在河南驻马店的“女子遭二次

碾压”事件，余波未尽。6 月 15 日早上，最高

人民法院官方微博转发一篇评论《十年前彭

宇案的真相是什么》，讨论此案。文中再度提

及十年前发生于南京的彭宇案，认为正是此

案导致“倒地扶不扶”成为一个困扰人们多年

的中国式难题。

这篇文章转载自同一天人民法院报头版。

文章还指出，公众认为彭宇案是“好人蒙冤”，并

非真相。事实是，彭宇在二审庭审时以及事过多

年后，都承认自己与老太太发生了碰撞。

这些年来，一旦社会上发生“倒地扶不

扶”的争论，人们都会联系到彭宇案。从客观

后果看，彭宇案确实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负面

作用，让一部分人在该出手相扶时停住了脚

步，不敢上前。多年来，这就像一道魔咒，一

个怪圈，笼罩着公共舆论空间。难怪驻马店

的悲剧发生后，有人直言，“南京彭宇案就是

今天所有见死不救的开始”。

但仅指出彭宇案造成的现实后果，还不能

完全破解这道魔咒。要让全社会走出这一怪

圈，仍须追问彭宇案何以演变成为“好人蒙冤”

的故事版本，以及这又是如何影响公众行为的。

这篇文章指出，一审法院认定彭宇与老

太太相撞并无不妥，问题出在“当年一些媒体

一边倒地将彭宇‘人设’为被冤枉的‘好人’”。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当时，也确实有部分媒体

的报道和评论倾向于站在彭宇这边，但这并不

是因为媒体故意拉偏架，而是一审判决书大量

使用了“从常理分析”“与情理相悖”等非法言

法语，加上真相尚且不明所致。

如果在其后的审理过程中，法院方面坚持

公布真相，仍有可能扭转舆论偏见。非常遗憾

的是，当年在二审开庭之际，双方达成和解协

议，增设了双方均不得在媒体上披露该案相关

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的保密条款，致使案件真

相在很长时间内未能及时让公众知晓，这才导

致该案最终变成了“好人被冤枉”的流行版本。

不管这是不是法院从中调解的结果，该

保密条款在今天看来都是很不妥当的。这在

客观上等于遮蔽了真相，误导了公众。而直

到双方达成和解的 5 年后（2012 年初），面对

彭宇案成为多起“倒地不扶”事件的“背锅

侠”，南京市有关部门才主动出面公布真相，

指出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

相。但这时候已经晚了，误读与偏见已经造

成，并且成为公众的一种“刻板印象”。

由此可见，破除彭宇案怪圈的关键，就在

于公开真相，让事实说话。事实是抵达真相

的通行证，而真相就是谎言的墓志铭。以最

近发生的“女子遭二次碾压”事件为例，一开

始也有许多人指责路人冷漠，但当人们发现，

事故的发生既与司机逃逸有关，也和对面车

辆打开远光灯（导致后车看不见躺地女子）有

关，人们也就不再去指责路人了。

这一次，最高法主管的报纸和微博迅速

回应舆论热点，并从法律角度释疑解惑，值得

赞赏。如果在诸多公共话题和事件中，有关

部门能做到及时查清真相并公之于众，相信

许多误读与偏见自会随之烟消云散。

让真相破解误读

在规则面前，只有守规则的

人与破坏规则的人，老人就

是老人，坏人就是坏人，老和

坏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每件

事情都有具体的原因，并不

能作为标签贴到整个“老人”

这个群体。

这两天有三起新闻与老人相关。一个是

四川阆中一6旬老人跳河轻生，两位民警下河

营救，反遭老人勒住脖子，一边把救他的民警往

水里拖，一边还喊着：“死也要拉个年轻的垫

背！”第二个是青岛某社区附近的老人，组织了

暴走团，规模越来越大，人行道容纳不了，就在

大马路上走，这是一条双向八车道的快车道，老

人就排成长龙走在马路中央。第三件事情发生

在南京某小区内的休闲娱乐空地，约30名广场

舞大妈与打篮球的少年为了场地问题争吵起

来，民警来到现场后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粗粗一看，这样的新闻容易被“老人变坏

了”或者“坏人变老了”这样的节奏带着走，连

新闻标题的制作也特意强调“老人”“大妈”这

样的标签。确实，单单从表面的新闻来看，很

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都是老年人为老

不尊，都是与年轻人抢地盘，都是无视规则，

都是强行挤占公共空间，似乎找不到别的原

因来解释这种现象，虽然是个别老人的行为，

但最终却让所有老人都背了锅。

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原因，如果我们能够对

原因多一些分析，或者耐心一点，不要急于下结

论，而是等待真相的发生，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

论。这让我想起了网络时代“信息茧房”的理

论，说的就是在信息极大丰富的互联网时代，人

们更加愿意接受自己想要的结论，久而久之，就

形成了自己的思维定式，思维定式就像蚕茧一

样，把人包裹起来，对于蚕茧之外的信息，不感

兴趣或者不愿相信。这样下去，实际上会限制

人的思维，让人的视野越来越小，心胸越来越狭

窄，更容易排斥不同的声音和观点。

这三起新闻也是如此。仔细阅读，你会

发现，那位跳河轻生的老人，其行为举止已经

超过了一般正常人的反应。从心理学上讲，

一个铁了心要自杀的人，当人们去救援的时

候，往往会把情绪往救他的人身上发泄，从而

导致不理性行为的发生。这种心理活动，跟

年龄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一个一心求死的、精

神状态不稳定的人的本能反应而已，不该让

“老人”跟着背锅。警方也提出要对其进行精

神鉴定，并以涉嫌故意杀人为名进行刑拘，就

是比较合理合法的处理方式。

暴走团和广场舞大妈，所暴露的问题其实

是城市公共运动空间不足。当一个社会越来越

发达，社会成员自然而然会倾向于加强体育运

动，老年人喜欢抱团在一起，走走路跳跳舞，既

解决了老年人社交问题，又能强身健体，何乐而

不为？我们自己还没有老，也没有这样抱团的

活动习惯，但对这样的行为，在不影响公共空

间，合理合规的前提下，年轻人也应要理解，不

要因个别违规事件而给整个团体扣帽子。

目前许多小区，都存在公共运动空间不

足的问题，跑步、打球、跳舞，挤在一起，很容

易发生互相挤占的情况，再加上公共空间的

规则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准则，法无禁止皆可

为。这本来都应该是城市管理者要着力解决

的问题，如果一个城市能够未雨绸缪，在城市

建设过程中给予公共运动空间足够的重视，

规划先行，加强规则，让喜欢各项运动的人各

得其所，发生冲突的概率就会小很多。

我很理解那些对于破坏规则的老人表达

的愤怒情绪，他们实际上是在表达对所有破

坏规则者的愤怒。但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

析，不是每个老人都是坏人。在规则面前，只

有守规则的人与破坏规则的人，老人就是老

人，坏人就是坏人，老和坏并不能直接划等

号，每件事情都有具体的原因，并不能作为标

签贴到整个“老人”这个群体，个别老人的行

为，不能让所有人背锅。反倒是社会管理者，

应当适应不同群体的需求，尽可能增加公共

产品的供给，从供给侧改革着手，才能最终协

调好社会上不同的利益诉求。

个别的行为，不能让所有老人背锅

近期，河南某高校一名在校大学生，用自

己身份及冒用同学身份，从不同校园金融平

台获得无抵押信用贷款达 50 多万元，终无力

偿还，跳楼自杀。无独有偶，厦门大二一女生

因陷校园贷，不堪负债压力，终而自杀······
校园贷进校园已有 3 年之久，但时至今

日，仍陋闻百出，债务悲剧不时见诸媒体。校

园贷是福是祸？是否有必要一棒打死？

校园贷并非是祸，相反有其积极意义。

当今大学生创业热情高涨，对很多并无资金

却一心想创业的大学生来说，用借贷搭起创

业的梯子，不失为一种良策。再者，贷款助学

也对想上学却望尘莫及的学生来说，无疑打

开了一扇“光明之窗”。

2009 年银监会叫停大学生信用卡，校园

贷乘势而上补充这一空缺。这本无坏意，但

由于各个方面处理不善、监管不严，以致于校

园贷一味打着法律的“擦边球”，钻银监制度

的“漏空子”，把自己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校园贷作

为本身的传播者来说，主办平台应行改良之

道，加强自身修养，提高社会责任意识，真心

树立诚信品质。在思想道德、社会公德上做

好“加法”，在虚假消费、扰乱市场上做好“减

法”，真正做到为平台“松了绑”，为学生“解了

绊”，为诚信“强了身”。

国家则应该更加具化法律制度，完善金

融服务体系，引导平台正确搭建，建立用户供

需匹配机制。坚决打击违法消费、虚假消费、

钓鱼消费等行为。入之愈深，其进愈难，正视

难题，分析难题，攻克难题，才能进一步净化

市场，保证学生利益。

于学生，则应该更多地接受安全教育，强

化理财教育，培养“财商”，提高风险意识，树

立正确消费观，掌握基本金融知识，消除懵懂

借贷心理，才能做到理性借贷，安全借贷。此

外，在此基础上，应该还加入家长和学校这双

重“把关人”的角色，在学生借贷的同时，必须

加入家长和学校的意见。用好“看得见的手”

和“看不见的手”来把握学生消费的方向盘，

系好学生风险安全带。

（祝熙航 河南南阳师范学院）

莫让校园贷 成为青春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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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大学生新闻评论大赛作品选登

第二届中国大学生新闻

评论大赛由国家网信办指

导，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

化学院、钱江晚报社共同主

办，新华网协办。

一、参赛对象：全国在校

大学生，学历不限、专业不限。

二、作品要求：以热点新

闻事件为题材进行评论创作，

字数不超过1500字。

三、大赛时间：2017 年 5

月正式开赛，8月底结束，持续

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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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ingdasai2017@163.

com（邮件格式：文章题目＋

作者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