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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主义与著作等身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与过失相抵——法律公平的本质及其实现过
程》后记 

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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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时（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我上小学，跟着四中的大孩子们去清华、北大看"大字报"，其中有

批判"一本书主义"的内容，好像是说，有位科学家讲，人一生要能写好一本书，解决一个问题，就不错。

一辈子只写一本书，解决一个问题，就干那么点事，可不该批判？那时候太小了，一直也没搞清到底自己

弄得准不准。后来，下乡种地，就给忘了。长大了，自己也开始造起了学问，而且听到这行当里赞美人的

话中有一句叫做"著作等身"，这回我是问清楚了，意思是说，那人的著作多得跟他的身高一样。于是，这

立即钩起了我对"一本书主义"的记忆。这著作要是等了身，即使一本平均约厚2厘米，身高1米6的人，也

能拿出80本子来，解决80个问题，书写得这么快，问题解决得这么多，不是很快就没得可写了吗？这下，

造学问人的饭碗要打了！--不知怎的，这也同时唤起了我儿时幼稚、直觉、滑稽的思维方式。 

    1979年我进法学所时，张友渔和其他法学所的老一辈学者经常讲的一句话是，做学问不能怕坐冷板

凳，要不为名不为利（那时候大家都还不会说"不怕挣钱少"），默默无闻地努力工作。当时觉得这话还真

有点儿"一本书主义"的味道。可现在不同了，做学问也要做得风风光光的，这是笔者这种与今天的学风

有"代沟"之人始料不及的。 

    时代毕竟是新了，曾几何时，造房子快了、造学问也快了。可著作等身的人多了，问题却没有"按比

例"减少（更恰当地说恐怕反倒是增多了）。原来，现在写书的目的不在解决问题，而为交易（市场经济

了嘛）：评职称，当博导，做学术带头人，破格提拔等等，都可以成为写书的缘由，不必问这书解决什么

问题，也不要问它文字水平上是个什么质量，哪怕是抄来的也不打紧……这就难怪书写得多不但不解决问

题，反而会无端制造问题了。 

    九斤老太的思想固然不合时宜，但不讲科学，不研究问题，只别出心裁，搞小花活，就想化腐朽为神

奇的做法，恐怕更是我们不该容忍的吧？著名华裔物理科学家杨振宁博士在安徽大学做学术报告时曾讲到

这样两句话，叫做"宁拙勿巧，宁朴勿华"。我想这应当成为我们读书人的座右铭。一本认真考察事物，解

决问题的拙著，比华而不实攫取"功名利禄"的等身之作不只强千百倍。 

    交通事故的预防和救济，需要科学的态度，理论界应该深入研究问题，不要总是割断事物内在的本质

联系，在那里制造莫须有的"人车对立"，我们应该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探讨建立什么样的法律制

度，能够形成一种社会性机制，使每一个道路交通参与者，当他驾驶机动车辆行驶在道路上的时候，会时

刻提醒自己：要认真履行自己业务上的注意义务，想到我们的道路还有不够完善之处，还有许多人车混行

的地方，还有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特别是对老人、小孩和处于异常状态的人要格外小心，要严格遵守

交通法规规定的礼让、保护行人的规定；当他放下方向盘，以一个步行者的身份参与道路交通的时候，也

会牢记：红绿灯是他的安全灯，在人车混行的路上，想到机动车驾驶人的困难，更不为图一时方便去翻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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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道的隔离带。这里，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的努力，目的都是为了对付机动车这个危险物，因此，步行者

方与机动车方不是"敌手"，而是共同克服交通灾害的"战友"。 

    本书脱稿时，读到《人民法院报》上一篇题为《增大机动车责任是否有失公允》[01]的报道，这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所作"增大"的评价，就是一个对大众的误导。原来没做（而这本来是不待

法律明言的机动车驾驶人必须履行的业务上的注意义务），现在法律明文规定（尽管晚了些）要做，怎么

反倒成了"增大"？这是一种被扭曲的认识，长期的机动车规制不严格，造成了世人罕有的顽固偏见。76条

会纵容行人吗？让事实来回答：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的前半条（第1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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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不说，就说北京，

这"半条"要求，有哪辆机动车做到了？恐怕就是想做也做不到吧？因为你要是停，后边的机动车准用喇

叭"嘀"你。在斑马线前行人优先，这是国际通行的道路交通规则。可在北京，有哪一位行人敢拿自己的生

命和身体健康去"践行"这一世界级交通秩序的规则呢？在我们国家，即使在有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行人的

这个最起码的法定权利也无从保障，要是不"纵容"又将怎样呢？笔者一位家住东京的日本友人说过他的感

受：在东京的大街上，一般不大认得出谁是中国人（因为长相与日本人没大区别），但在人行横道前，即

使是绿灯，也要司机一再摆手，才敢往前走的，准是刚来的中国人。真不知中国行人何时才能坦然走在自

己国家的人行横道上。 

    民法上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原则的确立，过失相抵方法的适用，是为了及时妥当地救济受害人，公平

分担损害；同时，也要发挥提高机动车驾驶人履行业务上注意义务的自觉性，促进所有道路交通参与者自

觉遵守交通秩序，预防交通事故发生的作用。无论对机动车、对行人，道路交通法规都是你参与道路交通

时的安全保障。让我们坚决改掉"中国车不让人"的陋习，抛弃人车对立的偏见，人（步行者）、车（机动

车驾驶人）共同努力，以人人遵守交通秩序的道路交通文明国度的姿态迎接2008年奥运会的到来。 

    

于敏 

    2004年立秋 

    [01]见2004年7月13日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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