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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语录…

视点华
声
近日， 四川达州市一起救人

案引发争议。7日下午，吴波、陈敏
等4人到市郊莲花湖玩耍。 不料，
陈敏和另外一名女伴不慎坠湖，
在远处游泳的吴波潜水过去救
援。他在水中抓住了其中一名女
伴的手， 但因太重无法将其救
起， 为求自保于是松开了手，两
名女伴不幸溺亡。面对逝去的生
命，“放手自保”的吴波愧疚不已。
（7月9日《成都商报》）

在过往的叙事中，“偷生者”通
常会被涂抹上厚重的道德色彩，接
受口诛笔伐的道德评判。在“有色眼

镜”的遮蔽下，“放手自保”的吴波，
无疑将人性中自私自利的阴暗面
呈现出来。这种情绪化的先入为主，
往往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影响
我们对事实的查明和真相的厘清。

面对两名溺水的同伴， 吴波
并没有选择袖手旁观， 而是果断
地从七八米外的地方潜过去救
人。显然，吴波并非见死不救，而
是果敢地挺身而出， 是一种不折
不扣的利他行为。

只不过， 在救援的过程中，吴
波遭遇了进退两难的选择：继续救，
可能不仅救人不成功，反而把自己

的命搭进去；松手，可以保住自己的
命，然后再找其他办法救人。最后，
吴波痛苦而无奈地选择了“放手自
保”。究其原因，绝大多数人在选择
自己行为的时候，是要对所支付的
成本和所获取的收益进行计算和
权衡的，当吴波认为收益小于成本
的时候，就放弃了这种行为。

不幸的是，落水者具有“等
不及”、“伤不起”的紧迫性；由于
缺乏及时、充分的救援，两个年轻
的生命就此陨落。从法理上看，吴
波并不是引起险情的人， 没有法
律上的救助义务， 所以也不构成

不作为； 从道德上讲， 吴波并不是
“见死不救”， 而是从确保自身安全
的角度出发量力而行。 这虽然不符
合人们追求完美的道德期望， 却是
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次优选择”。

两名年轻女子以悲情的方式告
别了这个世界。“放手自保” 的吴波
也承受着道德压力和心理煎熬。更
何况，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形下，恶意
的揣测和指责也在困扰着这个28岁
的年轻人。

逝者已矣，“偷生者”要走出心
理阴影，固然需要个体的心理调适，
同时也离不开专业的心理疏导服

务。更为关键的是，公众不妨“换位思
考”， 设身处地地理解吴波的选择压
力和“生存理性”，给予他一个包容、
宽松的舆论环境。

透过这起悲剧， 我们更应该反
思：在这个人的不确定性取代自然风
险占据主导的现代社会，人们的风险
意识并不高，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并
存。如果事前有基本的安全知识和风
险意识，这几名年轻人就不会来到相
对偏僻、缺乏救生条件的湖边。如果
事后有充足、 有效的救援，“放手自
保”的心痛与困窘就不会上演。

让我们以此为镜吧！ ■杨朝清

“不知为啥活着， 从书中找
答案”

住在南京江北的男子李某
有各类“藏书”数百本，然而，这
“爱书” 的习惯不仅没能成就他
的人生， 反而让他身陷囹圄，因
为他所有的书竟全是偷来的!当
被问及偷书的动机时，李某给出
的回答颇有饱学之士的风范。

zcf3600: 应当先偷本法律
书看看，找出“偷书算不算犯法，
会不会坐牢”的答案。

以和为尚公门修行：孔乙己
曰：窃书不算偷呀。请公安和法
官们从轻发落吧。

精灵：拉倒吧 !这就是一偷
书卖廉价书的惯偷!

青鸟：雅贼，看守所里面也
有图书室，继续学习，找到正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当务之急!

“朕为何每次登基都这么困
难?”

近日，北京四川等地的连续强
降雨天气导致航班大面积延误或
取消。部分乘客在长时间的等待中
情绪焦躁、出现过激行为，但也有
很多人“化郁闷为吐槽”自娱自乐。

因材施教51391786：误点不
可怕，可怕的是航空公司从不讲真
话。

仙风道骨：航班延误是最急心
的事，但也是无奈。特别是，人坐在
机舱了还要等几个小时，那可是最
难熬的。

旧事惘然1132071： 航班延
误， 不是天气恶劣就是飞机故障，
这种情况下还死乞白赖要上飞机
不是去找死吗!

中年愤青： 答案很简单，“登
基”要是容易，国家就乱啦，哈哈!

本次广西贺江水污染事件
中值得关注的是，从广西方面出
现死鱼到检测出水质超标，居然
用了5天时间。人们不禁要问，水
质出现异常，下游主要靠上游预
警， 而上游预警难道主要靠鱼？
(7月9日《广州日报》)

环保预测靠鱼， 这并不是一
个笑话。科学上讲，鱼类其实是一
种有效的生物监测和预警手段，
很多自来水厂就会有前置的取水
口专门养鱼， 如香港的自来水厂
就养着一种特殊的鱼种， 其敏感
反应的毒物达到数百种。 此次贺
江水污染， 同样也是沿江大量的
鱼死去，发出了第一预报信息。

死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鱼
死了，相应的监管却依然失聪失
明，甚至欲盖弥彰为自己找理由

开脱。虽然得承认，水质监测
受距离、人力、仪器、经费等各
种外在客观条件所限，有导致
监管滞后的可能。不过，以死
鱼为警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和作为， 却显得尤为重要。贺
江水污染事件中，从死鱼到最
后检测水质异常， 居然用了5
天，而找出污染源更是费时不
少。相关方面缺的恐怕不是技
术的支撑，而是态度的暧昧以
及责任的漠视。

之前，河北沧县40米深井
地下水呈粉红色，当地环保局
长回应称，地下水呈红色并不
代表不合格。云南省昆明市东
川区小江因河水颜色发白被
当地人称为“牛奶河”，当地环
保局坚称水质达标。 前不久，

对滑县水污染致癌事件，当地环保
局称，经抽样检测，柳青河河水的
化学耗氧量及氨氮指标并不超标，
群众是为了引起重视、制造影响而
夸大其词。

这样的心态与作为，在其他事
件中同样可以窥管见豹。大量的鱼
死了，环保部门无所作为；而当沿
岸的人因水质污染而身患重病时，
环保部门依然置之度外。环境污染
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在严重的污染
之下，还有几条河流里有鱼？在环
境信息成为“国家秘密”、个人自检
不被认可的语境下，公众又靠什么
来预判？

预警主要靠鱼并不是个可笑
的话题，当公共管理者“连鱼都不
如”之后，所有的理由与辩解就显
得苍白而荒诞。 ■唐伟

余以为…

“放手自保”是无奈的次优选择

“预警主要靠鱼”本不是个可笑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