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式过马路”一
词迅速流行，这是网友对部分
国人集体闯红灯现象的一种调
侃，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
了，和红绿灯无关”。这一说法，
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有人说，这
是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所致；有
人说，这是法不责众的“从众”
心理影响；有人说，这是规则本
身不完善的因素!!

过马路时，你看人还是看
灯？怎么看集体闯红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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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过马路”看人不看灯

! ! ! !前一阵，我每天去华东师范大学，要斜
穿过中山北路和金沙江路路口。这是上海的
一个繁忙路口，过往车辆多；附近有地铁站，
行人也多。我曾观察这个路口的红绿灯———

这个路口，红绿灯的一个循环是 !"#

秒，其中允许行人穿越金沙江路的时间是
$#秒。我观察到，行人以一般速度通过宽大
的金沙江路，需要 %%秒。所以，不用等待就
能穿过金沙江路的时间只有不到 &#秒；要
在后 %#秒过马路'就有点紧张甚至危险了。
我还观察到，在不允许行人穿过金沙江

路的 !(#秒内，大约有 !)%的人需要等待 !

分钟以上，而这些人正是“凑够一撮就走”的
“高发人群”———往往就在红灯维持到 !#*

秒左右，就有“带头大嫂”挺身而出，穿行马
路。此时，“羊群”就一哄而上，凑够一撮过马
路。原因很简单———等不及，心烦了。
国外有人研究发现：大多数行人面对红

灯，能够容忍的等待时间极限是 "#秒。再长
就会不耐烦而产生闯红灯的冲动。看来这一
忍耐极限，在中国也适用。所以交管部门在
安排路口红绿灯交替时间时，应该顾及行人
的心理特点。
有意思的是，此时仍有约一半待过马路

的行人没有紧跟，而是继续等待约 !*秒，等
绿灯出现时才启动。我注意到，这些守规矩

的行人，多半是等待时间不到 "#秒的年轻
人，从外表看应该是学生和白领。我冒昧与
其中 &个搭讪。果然，两个是华师大学生，一
个是华师大职员，第四个是附近一座办公楼
的白领。可见行人本身素养是循规蹈矩过马
路的基础。
“凑够一撮就过”的人群中，多半是中老

年人，从外表看应是附近居民和外来人员。
我问时他们都不太愿理睬我，或是给我一个
白眼。有趣的是其中居然也有金发碧眼的外
国人！他们对我的回应是不好意思地一笑。
可见外国人也入乡随俗，学会了“中国式过
马路”，而且同样有 "#秒忍耐极限。
再看穿越中山北路的人群。允许穿马路

的时间只有 %*秒，秩序却好多了。追究其原
因，是采取了在路中央设置“中央岛”的“两
次过马路”———在 %*秒以外，还有 (个 (*

秒的“过半路”的时间。由于约一半人过马路
被拆成两段，等待时间也缩短成 (个短时
间，行人心理上能够容忍，因而违规者就很
少了。
以上这些观察和思考，是我这个外行人

多管闲事的结果，希望对交管部门改善行人
过马路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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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几年前去上海学习，在外高桥某
宾馆住了一星期。宾馆附近有条冷清
的大马路，我常常看到每当亮起红灯
时，哪怕没有车辆通过，行人都会耐
心等待绿灯。有一次看到只有一位民
工模样的中年人在等绿灯，他完全可
以过去，但他还是静静地站在路口斑
马线边上。那时，我的感受是：这地方
很宜居，要是条件允许，我真想搬到
这里来住。
回去后告诉朋友，他们说那位民

工以后回到县城，恐怕还是会闯红灯
的。想想也是，我潜意识中觉得自己
素质应该高于一般民工，不也经常闯
红灯吗？我闯红灯并非为了抢时间，常
常是情不自禁。本来想守绿灯，可是看
到身边其他人都过去了，自己一个人
傻傻地站在路边，顿时鸭梨山大。好像
不跟着过去，就会被视为弱智。

有人把闯红灯归咎于生活节奏
快，其实没有几个人真为了抢时间而
闯红灯。他们在红绿灯前很急，到了

办公室却可能偷偷打游戏，回了家可能去打
麻将、聊闲天，时间富裕得很。说到底，是价值
观让他们养成了不守规矩的习惯。
“这孩子就是墨守成规，成不了大事！”某

次和同事同坐一辆车，车是她女儿开的，当她
女儿在红灯前停下时，她说了这句话。她觉得
还在临时牌照阶段的新车，完全可以无视交
规，因为摄像头照不到车牌号码，无从罚款扣
分……
偷别人的东西要坐牢，所以绝大多数人不

会那么做。行人闯红灯一般不会受到处罚，没
有损失当然可以无所顾忌……不仅闯红灯，其
他惩罚力度不强的规则，也很少有人遵守。
让健康的价值观真正深入人心，而不只

是停留在纸上、嘴上，这样才能根治众人违法
的顽疾。

! ! ! !“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
关”，这话还不够准确。

群体过马路有它的实际情况，不然汽车
飞快，一辆接一辆，凑多少人也不敢去找
死———往往是在变灯的情况下，汽车要正常
拐弯，行人等不得，来个法不责众，把原本应该
过去的汽车截住了，造成新一轮交通拥堵。

有一次，我和老公一起过马路，老公跟
着大队人马过去了，我坚持“鹤立鸡群”。结
果到我过马路的时候，注意前边，留神后边，
走到马路中间，又变红灯了，想赶快走，来不
及了，在车流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一
通着急啊。接受了这次教训，从此再不敢当
“独立大队”。

有些马路很宽，等绿灯一亮过马路，赶
上拐弯车，人就过不去；又加上马路上摩的、
电动自行车，顺行逆行的都有，行人还得留
神他们。集体闯红灯，从某种原因上说，是寻
求安全的一种依赖心理。

微博上一调侃，“中国式过马路”就成事
了。其实，真正爱闯红灯的不是这些人，而是
那些根本就没有红绿灯意识的人。他们从骨
子里认为，红绿灯就是管机动车的，没非机
动车和行人什么事。偏偏出了事故之后，交
通法规又不论青红皂白地偏袒他们。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辆电动自行车闯

红灯，逆行飞驰，刮在了一辆刚刚起动、正常
行驶的汽车上，结果电动车驾驶员摔出了好
几米。警察来了，批评那个骑电动自行车的
东北小伙子逆行。小伙子蛮不讲理，竟说：
“你说我不这么走，该怎么走？”而最后结果
警察的结论，却是开车的负主要责任。周围
的人不服，警察说：“交通法就是保护弱势群
体———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比起来，是弱势群
体；机动车和人比起来，人是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就可以不守规矩吗？红绿灯是

保证交通安全的底线，而交通法规“无原则
的偏袒”未必能起到应有的劝诫作用。

! ! ! !在欧美国家过马路，看见人家
正常行驶的车辆，大老远就停下来
示意闯红灯的我先通过；之后，我这
个“老外”也不好意思因为近处没车
就再闯红灯或乱穿马路；同样，不少
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来到中国也
“入乡随俗”，安之若素地加入闯红
灯的队伍中，甚至我还见过老外一
马当先带头拔腿的。

这充分说明了“榜样”的力量，
不管是坏榜样，还是好榜样，有了领
头羊，后面羊群的效仿、尾随就变得
轻而易举。哪怕有一些道德障碍，说
服自己逾越，也不过一秒钟工夫。

有新闻说，统计发现，留给行人
过马路的绿灯时间过短，迫使人们
不得不用小小的犯规给自己创造时
间差。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
我们公司门前的道路很宽，中间的宽阔

绿化带上还有一段缓冲行人的 +弯道，尽管
双侧车道上的绿灯会同时亮起，但即使我加
快脚步，往往也只是勉强够用。如果来到路
口晚了一步，或者步伐慢点，过一条马路就
得分两次。我明白，为了保证车流畅通，行人
信号灯刻意这样设计，让行人分段式过马
路，但是设计者恐怕没想到，大多数人不愿
意乖乖接受如此费事的安排，特别是赶着上
班打卡的时候，哪里还有耐心。所以，不少人
都会自由裁量，一边闯红灯，恐怕一边还在
忿忿地想“凭什么两条腿要给四个轮子让
路”呢。

当然，设计思路违背人之常情是一方
面，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在集体力量的感
染下，道德自律感的缺失。否则，为什么去了
文明指数高的发达国家，就能自觉遵守秩
序；而去了文明指数低的地区，就会愈发如
鱼得水，自由穿梭于大街小巷，无视任何信
号灯，甚至不管有没有“凑够人”，单枪匹马
地也敢把马路闯。

所以，尽管前几年某次运动式的“抓现
行”有点过头，居然安排全市企事业单位的
头头脑脑和 ,-一起站街，在各家单位门前
曝光自家闯红灯的员工。然而，经常性的道
德敲打还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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