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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看到，城市繁华区熙熙攘攘的人群在红绿灯的引导下，有
秩序的经人行道而过，穿行人行横道本该是行人的“路权”，但是在不设
红绿灯的地方，人们俗称斑马线的人行横道往往事故频出，礼让斑马线
成为考量城市文明的标志之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机动车
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
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
人行横道俗称“斑马线”，斑马线引导行人安全地过马路，是路人出行的
安全线，为老百姓生命安全的保障线，更应该成为机动车驾驶员礼让行
人的“防火墙”。

人们横穿马路的“斑马线”，特别是走在没有红绿灯控制的“斑马线”
上总是不由自主的看一看有没有“马路强者”——机动车的到来，老百姓
从有如此心态，也是少数驾驶员礼让斑马线的观念淡薄的重要原因。笔
者曾漫步北欧某国，目睹行人非斑马线不穿马路，一旦有行人过马路机
动车驾驶员就停止行使，礼让行人。这种礼让行人的好习惯，是对行人

“路权”的一种尊重和给予行人穿行斑马线时的安全感。
众所周知，行人和机动车按照交通规则走路和行仕，是法定路权。

公路有许多标志线，其中斑马线是保护行人“路权”最重要的安全线。行
人走在斑马线上时，具有优先通过权，机动车辆必须给行人让道是驾驶
员敬畏“红线”。任何情况，机动车通过斑马线时，只要有行人通过必须
减速或停驶，以确保路人安全。

高度重视交通安全首先要从机动车驾驶员礼让斑马线做起。任何
情况，都要确保行人的优先“路权”，礼让斑马线必须成为生命安全的保
障线。从一些媒体报道可知，近年来，斑马线上交通事故屡发，教训惨
痛。笔者观察，很多时候机动车驾驶员有的行使距斑马线很近时才减速
让行，有的强行从斑马线上的人缝中穿过，这些都是安全隐患。就路权
而言，不管前方是红灯还是绿灯只要斑马线有人，就应该礼让。

树立文明出行意识是社会文明标志之一。人行横道用斑马线等标
线或其他方法标示的规定行人横穿车道的步行范围，是防止车辆快速行
驶时伤及行人而在车行道上标线指定需减速礼让行人过街的地方。机
动车驾驶员养成礼让斑马线的自觉意识是宣传部门的义务,也是生活在
城市当中每个人文明出行的行为规范，“车让人，人守则”应该成为社会
建设的重要内容。

有朝一日，行人按交通指示灯走在斑马线上，不再有左顾右盼的不
安全感，斑马线才真正成为行人的安全线和生命的保障线。减少和杜绝
斑马线事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一是要加强道路安全管控，提高公民道
德素养；二是要科学合理地设置斑马线及安全标志；三是大力宣传交通
安全法规；四是对违规者进行严厉处罚。

礼让斑马线从每个驾驶员
做起，人人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为
自己为他人出行安全负责。有
理由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人
们礼让斑马线成为一种文明好
习惯，斑马线上有秩序的景象必
定成为检阅一个城市文明程度
的“风景线”。

飞鹰/文

礼让斑马线 行人更安全

梭罗的这本小书，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
个视角来考量，那就是他“外面越荒凉，我的
情绪越高昂”的人生坐标与姿势，是如何获
得精神世界的自足的。读完这册收有9篇“简
练有力，朴素自然”关于远行的小书，我们就会
发现，在梭罗的长途跋涉中，既有实实在在的
身体远足，翔实记录了自己于自然和社会的生
命行旅，更为重要的是，他从其间发现了自然
与人间互为补充、互为拱璧的美德殿堂。

在《远行》一书中，梭罗描写大自然的文
字是极为简洁而纯净的。大自然在他的眼
里、心中和笔下，既有山川风物之奇，更有引
人遐思之貌；既有人作为客体对自然这一主
体的仰视与俯察，亦有二者遥相呼应又浑然
一体的物我两忘。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极其
喜欢在某个洒满冬阳的斜窗下，或夏日黄昏
的凉荫里品咀这样的句子：“自然总是充满
了神话色彩，也总是神秘莫测，展现出天才

的不羁和奢华。同艺术一样，它也有自己华
丽绚烂的风格。”“微风徐徐地吹拂着，羽毛
般落在百叶窗上，发出喁喁细语；偶尔又似
夏日的晚风，卷起沉沉落叶，发出阵阵叹
息。”“花朵只是变色的树叶，果实也只是成
熟的树叶。”这些信手落墨的缓缓笔调，既有
工笔细描的通感，又有灵动如霜粒的哲思。
在我看来，梭罗以他独到的素描功夫与稳健
的阐释能力，打通了人与世界互为烛照的暗
道，使阅读者不仅得以享受自然轮回之光的
恩泽，亦开启了凝神思索的眼界与胸襟。

引起我阅读兴趣与思索的，不仅是梭罗
对自然的观察与抒写，还有他对具体人性的
洞察与解读。在小书中的《房东》这篇短文
的文末，他写道：“他善待所有人，给旅客提
出了善意的忠告，为他们指明了道路——正
如牧师所做的那样。教堂是牧师传经布道
的场所，而旅店却是它们真正生效的地方。”
我要说的是，在梭罗坦荡如砥的心目中，虽
然“纵观世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想找到
完美的人都是徒劳的”，但每个人能够表现
出某种特定的行善的美德，都是应该给予赞

美和颂扬的。这种信念，譬如一粒种子，只
要它钻出地表，赋予人间以象征生机与希望
的绿意，无论最终结实与否，它已散发了某
一侧面的美好光芒。因而，关于梭罗在远行
中获得哲思与劳绩的价值，我想引用当代诗
人西川一首名为《远游》的长诗中的几句：

“值得赞颂的是那些恒常的事物/由于克制
和坚忍，它们终于能够/自诩为精神的化身/
使我们得到超越阻碍/领悟伟大和公正。”

葛筱强/文

在旅途中发现美德
——读梭罗《远行》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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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马线源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用于分
隔人行道和马车道，缓解交通堵塞，方便行
人通过。20世纪 50年代初期，英国人设计
出了一种横格状的人行横道线，看上去像斑
马身上的白斑纹，被称为斑马线。司机驾驶
汽车看到斑马线会自动减速缓行或停下，让
行人安全通过，斑马线由此沿用至今。

斑马线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缩影。
随着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车
多人多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的“标配”，近年来
因人车抢道造成斑马线上的事故也屡见不
鲜。有的司机不能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
关于机动车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慢行、有序
礼让的规定；有的行人无视交通信号指示
灯，凑成一拨就走，将“中国式过马路”展现
地淋漓尽致；有的司机和行人“不蒸馒头争
口气”，互不相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惨剧
……

文明交通始于心。要想实现城市交通
平安有序，城市氛围文明和谐，我们不妨从
礼让斑马线做起。笔者是一名绿色出行爱
好者，同时也是一名司机。站在行人的角度
上来讲，交通道路安全法规必须严格遵守。
行人不仅是道路交通行为中的“弱势群体”，
更是道路交通行为的主要参与者。连幼儿

园的小朋友都知道的“红灯停、绿灯行”不能
只是口号，自觉守法是行人作为参与者最基
本的底线。在穿越马路时，行人应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快步通过，不要在斑马线上闲
庭信步，避免信号灯结束时仍停留在路面
上，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发生冲突；如果红
灯亮起，行人仍处于机动车道上，千万不要
从车前猛跑或者快速后退，应在观察路况、
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前行，直至通过路面
或在道路中心线等待下一绿灯亮起后再行
通过。行人应该注意的是司机在驾驶车辆
时视线是有盲区的，强行闯红灯横穿马路等
行为可能给司机带来和自己带来危险，礼让
斑马线才是对他人和自己生命安全的有效
保护。

平安交通始于行。站在司机的角度上
来讲，礼让斑马线不仅是自觉，更应该是必
须。每个司机走下车辆时也同时具备行人
的身份。所以司机更应该有同理心，驾驶机
动车时不抢闯信号灯，不争道抢行，不占道
乱停，做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行经斑马
线时主动提前减速慢行、避让行人。在遇到
老人、小孩、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人群时，更
应做到停车让行。广大司机朋友们自觉守
法、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争做“中国好司机”，

才是道路交通行为主体正确的打开方式。
文明交通需共建。礼让斑马线还需要

社会各方力量的支持保障和良性互动。交
管部门要坚持开展斑马线上的整治行动，通
过监控抓拍、现场执法等方式有效规范车辆
和行人的出行行为；广大公交和出租汽车司
机要争做文明行车的先行者，争当模范遵守
交通法规的示范员，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影
响和带动身边的人自觉文明行车、自觉遵守
法规；社区、街道、学校、各有关单位要重视
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充分发挥交通文明
引导员和志愿者的作用，督促广大市民和私
家车司机提升文明出行自觉性，营造路畅人
和的社会氛围。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礼让斑马线，从
今天做起；文明起跑线，让你我参与！

张惠/文

礼让斑马线，文明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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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专版

征稿启事

源于古罗马时代的斑马线，其模样和功
能都未发生太大改变，其中蕴藏的法则世人
皆知，就是用一道道安全线构筑起稳固的交
通秩序，使行人与车辆在遵从规则的前提下
各安其道、相安无事。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斑马线沿袭
至今，人文使命色彩越来越浓厚，礼让法则
越来越突出，强调当机动车与行人的“路权”
发生冲突时，前者要将权利让渡于后者，让
行人先行，这不仅成为现代文明中的基本礼
仪，更上升为人人应该遵循的法律规则。

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明确规定，机
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
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
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
道路，应当避让。同时，行人等相对弱势一
方，也不能肆无忌惮，必须按照交通指示灯

通行斑马线，非机动车过斑马线还要下车推
行。可以说，双方的权利义务非常明朗。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在中国，车辆与行人抢路而行是一种普

遍存在，也成为城市交通管理的“痼疾”。车
辆与行人两方为了争夺有限的道路空间，都
想“称霸”斑马线，寸土必争，分秒必争。行
人认为汽车礼让理所应当，横穿马路理直气
壮，抱着“你敢撞我试试！”的心理，于是，过
斑马线衍生为“中国式过马路”。而车辆认
为行人不懂规矩，礼让等于放纵，否则“蹬鼻
子上脸”，加上等待也浪费时间，所以也就无
视斑马线的存在。而对于两群体中违反斑
马线规则的现象，查处惩戒力度明显不够，
正因为违法成本低廉，造成明知故犯挑战法
律权威的屡见不鲜，更甚者根本不知自身行
为的法律相悖问题。

从根本上而言，漠视斑马线现象折射出
的，是国人（包括机动车驾驶员）规则意识的
淡薄。当我们无法从文明礼仪的制高点上
去约束世人时，就只能试图去填高依法治理
的低洼地，更加夯实法治基础，让“礼让”斑
马线回归到“理让”斑马线。

从政府而言，加大执法惩戒是一方面，

让无论行人还是车辆对斑马线法则心存敬
畏，不敢不从。对于以往因为取证难、不易
界定等执法难点，希望通过增加执法力量、
增强信息化执法手段等措施不断攻克。从
日前的新闻报道来看，多地已经开展专项治
理，上马“抓拍神器”，严管重罚机动车不礼
让斑马线行为。当然，执法天平也不能倾
斜，对于行人这一执法盲点，还要政府持续
发力破解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级问题。

另一方面也不妨给冷冰冰的交通法治
增加一些暖色调，在交通安全管理创新上多
做一些积极变化。多地已经有过尝试，如成
都的爱情斑马线、浙江台州的彩色立体斑马
线，这些斑马线的创意发展，不仅对过往机
动车、行人都是一个强烈的视觉刺激作用，
而且给法律贴上了亲民、醒目的标签，增强
了斑马线对机动车、行人的交通警示性。

而今，礼让斑马线的社会风尚尚未形
成，更需要软硬兼施，在倡导文明出行的同
时，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力度摆在了更加突出
的位置，必须让国人知晓，礼让斑马线不仅
是社会公德，更是法律责任，需要每一位交
通参与者的自律和自慎。

诺一/文

“礼让”斑马线不妨先“理让”

斑马线学名“人行横道线”，被称为行人的
安全线和生命线。但就是这条线上，各类交通
事故频发，这已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痛点，笔者
手头有一组数字是佐证：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
近三年来，全国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
的交通事故共 1.4 万起，造成 3898 人死亡。其
中，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导致的事故占了总量
的90%。

安全线并不安全，生命线屡成夺命线，斑马
线上交通事故多发、恶性伤亡高发，的确让人触
目惊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来自两方
面：一是部分机动车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法律
意识淡薄，无视斑马线的存在，为了便利快捷不
惜在斑马线上与行人抢时争道；二是源于行人
的“中国式过马路”：只要集聚了一拨人，不论红
灯绿灯，不论有无汽车，就无所顾忌的往前走，
人多势众，其耐我何？这是一种典型的群体效
应。此外，一些城市特别是城郊接合部还存在
信号灯周期太短、交通监控等道路配套设施不
够完善合理等问题，客观上也造成了行人过街
不方便。

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各地都在倡行“礼让斑
马线”。前不久，公安部交管局也部署各地重点
围绕不礼让斑马线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启动集
中整治。但是，笔者认为，要彻底改变斑马线上
人车争道这一城市交通乱象，尚需各方共同努力。

对于广大驾驶人和行人来说，应该增强礼让意识。“礼”是守规矩，
让是讲道德。在古代，礼具有法的含义，人们常把礼与法合二为一称为

“礼法”。古代的所谓“礼”，实际上是对于某件事处理的规则。现代意
义上看，礼让斑马线的“礼”，实质上是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必须按
照“红灯停，绿灯行”规定文明通行，切莫为抢时间去闯红灯；机动车驾
驶人则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之规
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
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
路，应当避让。”

“让”是在遵守交通规则的基础上，出于道德的考量和要求，对有意
或无意违法行为的宽容和谅解。从这个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会理
解，学会换位思考。驾驶人应该想想，当你下了车，就从驾驶人变成了
行人，不希望自己过马路时车不让人、横冲直撞；行人也应换位思考，假
如你是驾驶人，看到一些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打电话或聊天，人为造
成路口拥堵，你难道不心里窝火？

面对斑马线，驾驶人和行人都应该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守住礼；对
个别有意或无意的违法违规者，不急躁、不上火、不抱怨，主动让；礼和
让结合，避免人车抢时争道，确保汽车和行人安全通行。

对于公安交通部门来说，要注重宣传引导，加强以斑马线为中心的
交通安全法规、交通文明教育，让广大驾驶人熟知礼让规则，同时加大
处罚力度，及时曝光典型违法、事故案例，增强驾驶人守法意识；要按照
规定规范设置人行横道，完善标志标线，增设交通信号灯并优化信号配
时，增设二次过街设施，增设抓拍设施，有条件的还要增设过街天桥、地
下通道，最大限度保障行人过街安全。

概言之，文明安全的交通环境需要每一个交通参与者的用心维护，
也需要交管部门的从严监管，只要相关各方共努力，礼让斑马线就一定
会成为风尚，从而创造出安全文明的出行环境。 海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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