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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深圳周刊

老人跌倒敢上前 街头遇险抢出手

深圳首颁“ ”为好人撑腰
■ 马忠煌 梁 杰

“路上见到有老人跌倒，你扶不扶？”

“助人行为是否应该受到免责保护？”

近年来，好人受伤、“雷锋”难做，

成为道德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曾经有人

组织过问卷调查，了解人们在遇到有人摔

倒的情况下，是否会出手相扶，调查结果

显示，大多数人表示担心出意外，选择拒

绝出手相助。

当道德已经无法有效地约束某种社会

现象时，法律就有必要及时介入。环顾世

界，新加坡立法规定，被救助者如果事后

反咬一口，要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

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 1至 3倍的处

罚；法国、俄罗斯、英国、荷兰等欧洲国

家的刑事法律，几乎都将“见死不救”规

定为违法行为，救助者也受到“免责”法

律条款的保护；美国 《好撒玛利亚人法》

规定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

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时免除

责任。

以经济崛起闻名于世、文明创建国内

争先的深圳，为弘扬社会正气，保护救助

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城市文明建设，从今

年 8月 1日起，正式实施 《深圳经济特

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这一曾广泛征

求市民意见并被称为“雷锋法”的国内首

部保护救助人权益的法规，一经问世，便

引发了如潮好评。

《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共十条，全
文不足 !""字，是深圳市最短的法规之一。《保护规
定》从“免责原则”、“举证规则”、“人身损害待遇”、“鼓
励作证”、“惩戒措施”等五个方面作出规定，行文虽
短，但却填补了我国公民救助行为立法的空白，被网
友称赞为“微规定，开先河，保义举”。

#"$$年深圳“两会”上，人大代表肖幼美、市
政协委员徐龙提议制定好心人免责条例。%&$$年 $$

月 %'日，深圳市法制办公室发布了《深圳经济特区
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
意见，引发了深圳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

负责起草该部法规的深圳市法制研究所所长周
成新表示，这部法规的核心内容和制定依据，就是
“无罪推定原则”、“责任豁免原则”和“谁主张谁

举证原则”。
专家学者认为，当前的道德困境或为转型时期

的阵痛(中国社会正在“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
人社会”。转型时期，道德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
亦是“调和剂”，而法律的完善，法治的进步，是最
重要的桥梁与纽带。

家住罗湖区的王先生十分赞成深圳率先立法以
彰显特区的文明风貌：“这样一来，见义勇为的人
会越来越多。”

大多数深圳市民都表示“举双手赞成”。网络上
也好评如潮———“政策法律本就应该惩恶扬善，但愿
《条例》真正能为见义勇为的好人撑起一把法律的保
护伞。”“真心为《条例》赞一个！好人与整个社会
的善良确实再也伤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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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我国立法空白

深圳连续三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深圳特区成立 )&多年来，文明
建设硕果累累：拥有 '*+,万注册志愿者、数百万各行各业的义工，“深圳读书
月”、“市民文化大讲堂”、“关爱行动”、“募师支教”、“社区文化节”等文
化、文明品牌活动连年开展，不断提升城市的文明水平和市民的文明素质。这里
有大爱无疆的丛飞，有活雷锋陈观玉，有无数助人为乐、乐于奉献的市民，更有
%-,&多名见义勇为的勇士以及 !,名因见义勇为光荣牺牲的烈士。

多年来，拥有特区立法权的深圳，充分运用制度优势，为城市文明建设保驾
护航，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条例，为市民营造了“好人不吃亏”的社会环
境———

$..!年 #月，深圳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
/..'年 //月 /日，深圳实施《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年 !月，深
圳出台了全国第一部规范义工工作的地方性法律 《深圳市义工服务条例》；
%&/& 年 ' 月 / 日，深圳实施《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
%&/)年 '月 /日，深圳实施《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

文明的养成，需要道德的引领，更需要制度的约束。用制度呵护文明，是深
圳社会管理走向成熟的开始。作为全国第一个地方性控烟法规，《深圳经济特区
控制吸烟条例》在今年得到修订，“重罚”成为显著特征：违法吸烟者被罚 %&

元“加码”至 -&& 元，涨幅逾 /& 倍；在深圳，右转车辆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
成为令人赏心悦目的文明风景，是因为不礼让行人将被处以 -&&元的罚款———强
制力和约束力已经内化为一种文明驾驶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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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制度呵护城市文明

在深圳，“好人有好报”，“好人不吃亏”。在全国各地见义勇为奖励
基金中，唯深圳有后续奖励措施。深圳对见义勇为牺牲的勇士家属，每年
春节、清明、中秋三个节日共发放补贴 !,&&元，并给他们的子女发放助
学金。

%&&. 年，深圳市还大幅提高见义勇为奖励金标准，对牺牲人员的奖
励金标准从过去的 '万元提高到 /-万元，对获得民政部门授予烈士称号
的再奖励 /-万元，最高标准可达到 )&万元。对于受重伤的见义勇为者，
奖励金标准从 -万元提高到 '万元，其余各项标准提高 /&0到 %&0不等。

%&/&年，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拨出专项经费 /%/%+' 万元，表彰见
义勇为、维护社会治安先进集体 /*个，见义勇为勇士 .&)名；慰问历年
牺牲勇士家属、牺牲勇士子女助学以及救助困难勇士，共计 -!/人次。

勇士李永刚因制止偷盗自行车而被犯罪嫌疑人刺破颈部大动脉，导致
抢救无效死亡。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追授他为“深圳市见义勇为治安勇士”，
向其家属颁发荣誉证书及抚恤金 !万元。其事迹通过媒体报道后，爱心企
业和热心市民纷纷捐款，龙城街道办机关工作人员在短短 "个小时内，就
为勇士家属捐款 --,)&元。

一个社会文明风气的养成，需要道德教化，更需要法制建设。《深圳
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 的颁布实施，坚持了正确的社会道德导
向，肯定了公序良俗，增强了社会的良善风气，推动了社会的文明与进
步，让深圳城市文明更加煜煜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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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名家

在深圳学术界，胡经之大名鼎鼎。他是深圳大学中文系的创建

人，也是深圳学派的代表人物。今年6月2日，胡经之迈过 80岁的

门槛，这一年距他从事学术研究正好60年，一个甲子。

“爱上深圳的理由很简单”
■ 杨 青 赵鹏飞

勇士李永刚因制止偷盗自行车而被犯罪嫌疑人刺破颈

部大动脉，经抢救无效死亡，被追授为“深圳市见义勇为

治安勇士”，其家属获颁荣誉证书及抚恤金8万元，爱心

企业和热心市民纷纷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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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上北大名师扎堆时代

胡经之 /.-%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时，正赶
上“黄金时代”。当时清华、燕京和北大三校
名师汇聚北大：冯友兰讲哲学，林庚和游国
恩讲古代文学，王瑶讲现当代文学，杨周瀚
讲外国文学，王力讲古代汉语，杨晦讲文学
理论。他是杨晦的课代表，后来又随杨晦读
副博士，并曾随朱光潜先生南下游学。

北大的办学方针是鼓励教授们“炒名牌
菜”，除了规定的课程以外，选修课你什么拿
手就讲什么。像杨晦讲中国文艺思想史，王
瑶开鲁迅研究，何其芳吴组缃开的都是 《红
楼梦》研究，各抒己见，有点打擂台的架势。

后来，胡经之在北大开设文艺美学的新
课，首次把文艺学和美学融在一起，开创新
的门派，可以说是校风使然，也是老师们熏
陶的结果。

当时跟杨晦上研究生时，胡经之去老师
家，杨晦经常是冲 )&元钱一斤的碧螺春招待
他们，当时一级教授一个月工资 )&& 元，老
师竟然拿 /1$&的钱买好茶招待学生，后来胡
经之也用同样的好茶招待他的学生。

为周扬担任临时助教

$.-' 年，马寅初聘周扬为北大兼职教
授，周扬在北大的讲座向中文、西语、俄语、
东语四个系开放。正跟杨晦研究古典文学的
胡经之被委派担任周扬的临时助教，负责上
通下达。

当时美学被划为资产阶级学术，研究美
学的朱光潜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没有人
敢讲美学。结果周扬第一讲的题目就是 《建
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本来是禁区的美
学，因为周扬的这一提倡，一下子得到解放。
北大哲学系 $.,&年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美学教
研室。胡经之当时只有 %-岁，正在寻找自己
的学术方向，从此他从古典转向更多地关注
当下。

胡经之被 《文艺报》 聘为特约评论员，
与李希凡、李泽厚一起写了不少评论。$.-.

年为全国读书运动辅导丛书写了评论 《野火
春风斗古城》的小册子。

胡经之先生把这段经历称为“走向文坛
半步”。接下来就跟着蔡仪去编《文学概论》，
退守学术圈。

醉心学问不为官

上大学时，因为与陆定一的太太严慰冰
是老乡，胡经之经常出入中南海。读副博士
时担任周扬讲座的助手，“文革”时还为西
哈努克亲王的一位王子那拉迪波当过老师。

上世纪 '& 年代初期，北大出版社刚成
立，想调他去当总编辑，那时他刚评上副教
授，一门心思要当教授，谢绝了，但忙还是

照帮，他编辑的 《文艺美学丛书》 为北大出
版社打了一张漂亮的出场牌，一下子在学术
圈打响了。

深圳大学草创初期，胡经之与汤一介、
乐黛云开办中文系。局面打开，深圳文化界
不断动员他到市里当专职的文联主席，他坚
决不走此路，深知自己只适合在校园里做学
问。

上世纪 '&年代初期，胡经之迎来了自己
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老师们已经老了，恢复
高考后只招了一届研究生，第二届就转到他

们这些弟子辈手里了。胡经之先生不愿讲文
艺理论，他想另开一个方向，结合美学，讲
文艺美学。老师杨晦同意了，从此中国开创
了一个新的门派“文艺美学”。$.'$ 年胡经
之只招 %个研究生，结果有 .'人报考，最后
又多申请了一个名额，收了 )个弟子。

对弟子，他知人善用。来深大时，北大
中文系主任严家炎挽留说：“你文艺美学新
课刚开，研究生也招了，你走了怎么办？”
胡经之举荐了还未毕业的弟子王岳川，说此
人不仅学问好，音乐、书法样样皆通，堪当

大任。果然王岳川被严家炎起用，顺利接
任。

爱上深圳的学术创新

胡经之、汤一介和乐黛云当年来深圳，
牵线人是国学大师钱穆的儿子钱逊。

当时清华大学要恢复文科专业，派钱逊
组建，钱动员这三人未遂。结果清华大学的
副校长张维受梁湘之托创建深大，想请北大
的人办中文系和外文系，钱逊再次推荐了他
们，这次成行。

有人曾对胡经之表示惋惜：他的南下固
然对深圳大学和深圳的发展有功，但留在北
大，对中国美学界的发展则有更大助益。

胡经之说，深圳开创之初，机制灵活，
来去自由。他半年在北大，半年在深圳。三
年后他爱上深圳，决定留下。理由很简单，
这里框框少，创新多，效率高，系主任在学
科建设方面权力很大，可以自定系名，确定
学科专业方向，系主任签字聘人学校照办。
中文系结合深圳的特色设立国际文化系，还
与东亚大学合办对外汉语班，均系新创，让
他很有成就感。

$.'' 年，他又创办了特区文化研究所。
$..)年，他和暨南大学副校长合作开辟了华
南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先后培养了十多位
博士生。

他说，美学研究跟科技不一样，不到 -&

岁，人生经历没有达到，讲来讲去都是别人
的体验，人文学科 -&岁才会成熟。

他的教书生涯虽然结束了，但学术生涯
才刚刚开始。一直坚持用笔写作的胡经之去
年写了 $& 万字，今年仍打算写 $& 万字，为
自己的个人文集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