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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所以见人摔倒了肯
定是要扶的，不能提倡视而不见。
但是从法律的角度看，为避免陷入
纠纷，我想还是要加强证据意识，在
事发第一时间取证。

我就处理过一个侵权案件。在
一个加工五金件的家庭作坊里，一
个小孩的手被机床夹伤，作坊主把
小孩送到医院治疗并支付医疗费，
后来孩子的监护人起诉作坊主，却
没有证据证明孩子是在作坊受伤，
最后只能撤诉。其实救不救、扶不
扶都是一回事，重点在于事后的施
救行为能不能推论是施救者侵权。

我们不敢去扶，主要就是怕遇
上“碰瓷”一类的事，那能不能通过
事后施救行为推论存在侵权事实
呢？我们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应
由谁对侵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普
通侵权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为谁
主张谁举证，比如摔倒者状告扶人
者，就要证明是对方撞人在先。再
者，被告事后施救的行为能否证明
被告存在侵权事实。这涉及到证据

证明力的问题，如果以事后施救行
为来推论被告存在侵权，实际上否
认了善意施救的行为，认为所有人
均存在恶意，这种推论与我们的价
值观和普遍认知不符。

咱们助人为乐也要善于保护自
己，我是一名诉讼律师，不自觉就会
产生证据意识。看小品《扶不扶》时
我就在想：如果我遇到这种事，要怎
么保留证据。可以像郝建那样拍下
视频，可以留下围观人的联系方式，
万一涉及诉讼就申请己方证人出
庭。当然要第一时间取证，防止对
方事后反悔不认。

扶起摔倒路人是义不容辞，第
一时间取证会使这个简单的动作少
一分犹豫，多一分轻松。叶子整理

我在单位从事宣传工作，空闲
之余喜欢骑摩托车外出摄影。其间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夏天发生
的一件事。

去年7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背
着长焦数码相机，骑着摩托车从城
区来到30公里之外的乡镇。就在我
装好相机的时候，我发现前方一辆
黑色的小轿车倏地把一位挑着稻草
的大爷带倒了。说时迟，那时快，我
来不及多想，赶紧跑过去扶大爷。
可一切太晚了，就在我离大爷四五
米远的时候，大爷已经倒在了路边
的稻田沟里，动弹不得。本以为小
轿车司机会和我一样下来扶起大
爷，可意外发生了——小轿车竟然
从我眼前呼啸而过。

我扶起大爷，问他要不要紧。
大爷也许是受了惊吓，一时语塞。
过不多时，一个20多岁的高个子年
轻人跑过来，紧紧地抓住我的胸
口，猛地踹了我一脚，将我的数码
相机抢夺过去，要我带大爷到医院
去检查。我被年轻人给打蒙了，脑
子一片空白，好半天才缓过神来。
我跟年轻人说，大爷不是我撞倒
的。可我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年
轻人硬说亲眼看到我撞倒的。就在
我有口难辩、孤立无援的时候，大
爷大喊一声：“把相机还给人家，
不是他撞倒的。”高个子年轻人望
着大爷说：“伯伯，你不要一时心
软而影响你今后的治疗。”“我还没
有糊涂到诬赖别人的地步，撞倒我
的人已经跑了，他是来扶我的。”
年轻人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心有不
甘地把相机还给了我，带着大爷离
开了。

这件事过后，我还扶起过摔倒
的老爷爷、老奶奶、小女孩，但都没
有受到过讹诈。因为我坚信：世上
自有正气在！

为什么面对摔倒者，公众会如
此冷漠地视而不见，不肯出手相助
呢？这其中存在着深层的道德原
因。摔倒者没人扶，与摔倒的人是
有很大关系的。被扶起的人里，有
道德水平低下的，有居心不良的，
有的甚至恩将仇报的。

我们哪家都有老有小，试想，
我们的老人小孩摔倒了，有人扶，
你会啥心情，如果没人扶，你又会
啥感受呢？笔者认为，不管是老人
还是小孩，遇到摔倒的，人们都应
该义无反顾地去扶。扶是责任，扶
是积德，扶是行善。扶是以人为
本，扶是传统美德。也许有人会
说，难道你不怕被扶的人讹你吗？

你不怕粘包儿啊？我可以干脆地回
答：不怕！

事有事在，不怕抵赖。之前，
不少讹人的咋样了，有哪一个成功
了？又有哪个扶者被沉冤海底了？
不都澄清了事实，还原事情的本来
面目了吗！有一次我开车从乡下回
县城， 离市内不远时，我看见路
旁有几个人摆手拦车，我停下车一
看，一位老人卧在路边，表情痛
苦。说是前边的车超车时把他晃倒
的，虽然车没碰到他，可躲车时却摔
倒了，小腿可能摔坏了。拦了好几
辆车都没停。见此情景，我二话没
说，让那几个人把老人抬上车，我直
接把他送到医院住了院。回到家
里，提起这事儿，家里人还为这事
有些后害怕呢！我说，这没啥可怕
的，对老人，咱帮了忙，行了善；对自
己 ，尽了责，积了德；对子女，树立
了标杆，做出了榜样。这样一举多
得的好事，何乐不为呢？ 不管别人
扶不扶，反正我是扶了！

我坚信，但行好事，莫问前
程。

中华民族自古推崇助人为乐的美
德，举凡古道热肠，见义勇为，拔刀相
助，急人之难，雪中送炭等等，都是受人
称道的义举。可曾几何时，“举手之劳，
何足挂齿”的扶一把却变得异常艰难，
这真让享受着高水平物质文明的我们
感到尴尬。

不可否认，大多数人有爱心，愿意
帮助他人，可是在一个个“假摔倒真碰
瓷”事件中，诸多爱心人士被冤被讹，甚
至连执勤交警亦难免。有人建议出手
相助时应先采取自我保护措施，比如扶
前先照相摄像，行车仪记录备案，让路
人或店主作证等，这让人五味杂陈，刺

痛神经。好人好事传承美德却担负风
险，让更多的人内心纠结，欲进又止，退
避三舍。

我是个普通公务员，从小所受
的家教是君子文化，修持自身，与
人友善；工作后接受的是爱国、敬
业、文明、和谐教育，认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所以，我在生活工
作、探亲访友或外出旅游时，总能
做到出手相助他人。我曾不止一次
扶过倒地的老人和残疾人，从车上
抱下高龄老人或残疾人，幸甚的是，
尚没有受到讹诈。

但是，过多负面新闻，让我忐忑

不安，因我不愿受诬陷，不愿家庭受
连累，也耗不起报案解决或自证清白
那个时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谁都有老人，都有孩子，谁都应该
像对自己的老人和孩子那样对别人的老
人和孩子好一点，至少不能害人。中国
好长辈、洛阳老人席怀恩郑重立下家规
——“不要追究撞倒我的人，人家不是故
意的。要感谢扶起我的人……”这是互
信互助的誓言，不是哗众取宠。

伸手扶一把，扶来的是爱心与诚
信，扶起的是倒下的道德，搀扶的是老
了的自己。

当下，“中国式扶老人”早已不
是新闻，但依旧成为人们茶余饭后
关注的热点话题，各种类型的版本也
在各地频频上演，一些被扶对象起身
之后，不仅不道谢，反而马上翻脸，弄
得许多热心人尤其是年轻人高呼“伤
不起、扶不起、赔不起”。

作为一名“90 后”大学生，自
幼在家受的教育挺传统，我对各种
传统美德和社会公德都举双手赞
成，也一直在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
助别人，从小开始，我曾在路上搀
扶过不少摔跤的陌生老人，至今也
是，将来也会。

当然，社会上存在个别被人扶
起反倒一口赖人撞倒的人和行为，
节操无底线，确实为当今构建和谐
社会抹了黑。但凡事讲究证据，扶
人之前用手机拍照、录像和录音，
这也是种无奈之举；扶人安置妥当
之后再删除，也未尝不可。倘若哪
天不巧遇上了难缠的人，这倒是第
一现场的有力证据，保护了自己，
也对别人和公众负责。

我觉得，爱护尊敬关心老人，

力所能及帮助老人，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扶人是救人于危难。当
然，当今社会存在一些信任危机和
别有用心之人，这让原本单纯和力
所能及的“扶人”，变成了良知自觉
与明哲保身的博弈。

在我看来，扶人原本就是举手
之劳，留个心眼、保护自己也是必
要的。我有许多同学，也和我一样
力所能及热心助人，但也无不例外
地赞成留个心眼、保护自己，不然
哪天原本好心做事，却给自己找来
麻烦，吃了哑巴亏，心里多少会不
太舒服。构建和谐社会，不能让好
心人受伤、受气、受罪，造成其它
不必要的损失。 黄自宏整理

■ 鲁 钊

扶归爱心与诚信
自爱更自重
■ 吴明枝 四川乐山 91岁

自爱更自重
■ 吴明枝 四川乐山 91岁

当今社会倡导
文明和谐、敬老爱老

孝亲，“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的传统美德值得传承与

发展。最近几年，我出门逛街
时，曾有几次不慎摔倒，都及时

被一些陌生年轻人搀扶起来并送我
过街回家，我个人感觉很感动也挺温
馨。在家的话，自己摔跤跌倒得靠自
己解决或者家人帮助；在外的话，若能
有热心的陌生人施以援手帮助，当然非
常好。

像广告里那个银发踢毽子的老人灵活
的腰腿筋骨，那是许多 70 岁以上老人所惊
艳和羡慕的。但不可否认，人都会慢慢衰
老，随着生理机能和体力变弱，腰腿手脚都
会有些不灵活，这种情况下，摔跤跌倒是常
事。老人家个个都是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
折腾，还让子女操心。我想，绝对没有谁愿
意去“假摔”，自己走得稳稳当当，就感觉挺
自豪和幸福了。

前段时间，媒体上流传的那位“中国好大
爷”，得到了人们的肯定和赞许，我觉得这是
一种对人对己负责的态度，但是现实生活
中每每摔跤有人准备搀扶之前，都要这么
强调申明一句，那也未免有些不合适了。
当然，自己摔倒被人好心扶起，本该衷
心感谢；倘若忘恩负义，反倒赖人头
上，想借此讹人一笔，那就节操全
无，晚节不保了。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理应相互
信任与帮助，这样人人都对构建
和谐社会添砖加瓦。对于我们
老人而言，自爱自重才是

根本，也是核心关键所
在。 辛海天整理

留个心眼没有错
■ 陈晓阳 江苏南通“90后”大学生

留个心眼没有错
■ 陈晓阳 江苏南通“90后”大学生

行好事莫问前程
■ 赵辛明 吉林省九台市公务员

■ 朱锦波 杭州 律师

第一时间要取证
■ 曹正方 湖北国企员工

世上自有正气在
■ 曹正方 湖北国企员工

世上自有正气在

路人摔倒路人摔倒，，你敢你敢 吗吗？？
新 闻 回 放

春晚小品春晚小品《《扶不扶扶不扶》》的笑声犹响耳畔的笑声犹响耳畔，，现实现实
版越来越多版越来越多：：

浙江宁波郑女士摔倒求救浙江宁波郑女士摔倒求救2020多分钟多分钟，，路人路人
因担心被讹袖手旁观因担心被讹袖手旁观，，福建南平邵武市廖某扶起福建南平邵武市廖某扶起
老人遭诬陷行车记录仪还清白……这一切凸显了老人遭诬陷行车记录仪还清白……这一切凸显了
爱心无奈与诚信缺失爱心无奈与诚信缺失。。

“这人倒了咱不
扶 ，这 人 心 不 就 倒 了

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
都扶不起来了。”2014 年的春

晚小品《扶不扶》这句经典台词犹
在耳边。没料到，才过了几天，我就

经历一起现实版的“扶不扶”。
前几天，我正在小区里巡逻，走到一

条斜坡上，发现一位老太太躺在地上。天
空飘着雨雪，路面比较湿滑。老太太两手平
摊躺在地上直喊救命。我的脑袋里一闪而过

《扶不扶》的小品，但我未作任何迟疑，立即过去
扶起老太太。

老太太身材高大，身高估计1.7 米以上，体重
大约有一百七八十斤。我自己也是快50岁的人，
扶老太太坐起来时，我感觉很吃力。老太太想要
站起来走走，我试图从她身后扶她站起。老太太还
没挪开步子，突然脚下重心不稳，她向后直接压倒
在我身上，结果我们两人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我感
觉腰部一阵剧烈的疼痛，自己也站不起来了。

随后，我们被附近小卖部的老板发现。老太太
除脸上些许擦伤外，身体并无大碍，被小卖部老板
送回家中，我则被赶来的救护车送往医院。医院
检查结果显示，我的腰扭伤了。尽管妻子数落我
多管闲事，但我并不后悔扶起老太太，只希望得
到肯定和理解，这是做人最起码的社会道德，即
使受伤了，还是应该扶。

其实，与备受关注的某些“做好事被讹”和
无良者相比，每天媒体报道的凡心善举要多
得多。拿最近几起老人倒地事件来说，热
心施救者不少，且在偶然出现施救者被
讹诈情况之后许多人都坚决站出来为
之作证，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社会善
良正义之心并不淡漠。

本报记者 贺 勇采写

还是应该扶
■ 薛志国

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
怀柔分公司望京经营部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