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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级的电视剧带来了一个现象级的认知混乱，却
恰恰可以解释当前社会很多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
些人总是说自己这么努力，甚至努力到感动自己，但却一
直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现象级的电视剧《狂飙》，大街小巷全员追剧，收视率
和口碑一路狂飙，足以说明。现象级的认知混乱则是：高
启强，明明是剧中的黑社会老大，在权力、金钱、虚荣等各
种欲望催动下，双手沾满鲜血，伤及无辜，触及法律，罪不
可赦；却偏偏有很多年轻人陷入演员精湛演技的角色滤
镜中，替他呐喊，替他不公，包括争相模仿学他说话的语
气，学他走路的姿势，甚至开始购买《孙子兵法》，学习他
的“成功之道”。

这样的认知混乱为什么会出现，恰是因为我们首先
把两件事搞混了——做对的事情与把事情做对。而这，正
是现代管理学中极重要的研究课题。

人，生存于世，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总是在不
断地做事情。做对的事情与把事情做对，代表了做事情的
两个方面——做对的事情，是一个目标的设定，是选择；
把事情做对，是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是努力。两者本是
不可偏废。但或是选择，往往只在一个时点出现；而努力，
却需要持续不断地贯穿于全过程，包括，刚开始学习，抑
或初入职场初进社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常常并不是我们
自己所能决定的，这时候需要的也只是努力把事情做对。
所以，我们总是对努力特别有感触，特别有记忆，于是就
觉得特别重要。

譬如高启强在底层时的苦苦挣扎，吃苦耐劳、沾着一
身鱼腥气为生活打拼，甚至包括他为了能继续保留那个
卖鱼的档位开始把安欣打造成自己无形中的“保护伞”的

“小聪明”……这样的苦苦挣扎，这样的努力，让很多人对
一开始的高启强产生了共鸣感和认同感。但高启强终究
没能做对的事情，多少次选择的关口，在欲望吞噬和操控
下，他“飙”上了另一条路。事实上，安欣曾给了他那么多
次机会。每一次选择，他都可以跟安欣走到另一条光明大
道上。在错误的方向上，怎么想方设法，怎么精疲力竭，一
定都不可能有好的结果，一定都不能到达目的地。高启强
的故事，本当警醒我们。

现象级电视剧终究落幕。而现象级认知混乱的舆论
漩涡却告诉我们，在现实社会中，混乱了“做对的事情”与

“把事情做对”，却是我们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个常会
发生的情况。如是，我们尤需谨记和时刻反省——把对的
事情做对，对的事情是第一重要的。把事情做对过程中犯
的错误与做不对的事情这种错误，完全是两回事，是不可
同日而语的；前者是可以修正的，后者则是生死攸关致命
的。当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事情时，那就不要做不对的事
情，发现不对的事情立即停下，最大的代价也是最小的代
价。把事情做对一定是建立在对的事情上面的，它不代表
不犯错，关键是知错能改。而我们如果能常用这种思维对
照自身，则不必再困惑为什么自己这么努力，甚至努力到
感动自己，但却一直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往前一步，在选
择的层面找原因，我们总有豁然开朗的一天，总有与众不
同的一天。

还必须再说一点。网络化的社会带来了碎片化的阅
读与思维特质，但这样的变化，却逐渐带来了一个认知模
式上的混乱，让我们陷入了感知现实、认识世界的不完整
与某种偏执。追剧《狂飙》后的现象级认知混乱亦是证明。
譬如因为对张颂文精湛演技的感动，却导致我们对高启
强有一个角色滤镜。再比如人性终究是复杂的，往往是善
恶交织的。但我们却因为高启强的对家人的一些“小善”，
却视而不见他对社会的“大恶”。事实上，现在网络舆论潮
中，总是会出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现象，攻击方还总
是特别振振有词、自觉掌握真理。不否认有辩论技巧的存
在，但更多是我们的认知模式已然开始出现了缺失。

回到《狂飙》，或是剧情的设置，或是人物的塑造，整
部剧，整体的正派角色分量偏弱，没有反派角色人设饱
满、感情充沛，人物立体鲜活。但这只是电视剧讲故事的
手法。高启强的背后，却是安欣、李响这些守卫正义、守护
善良的勇士的艰难和伟大！岁月静好，只是因为有人负重
前行，不是吗？

追《狂飙》，别混了

“做对的事情”与“把事情做对”
□ 华 翔

爱情之路 超越半个世纪

巫昌祯和庚以泰一家的影集里，珍
藏着一张几十年前的照片。那是 1954
年，两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的结婚照。

两人共同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
雨后，2003年夏天，他们再次拍下一张
合影，庚教授满头华发，巫教授轻轻地
依偎在他的身旁。

两个人49年的婚姻，超越半个世纪
的爱情之路，就这样向前延伸。

在 CCTV2015 年度法治人物颁奖
礼官网上这样介绍巫昌祯教授：巫昌
祯——耄耋之年，积极推动反家暴立法。

她既是法学教育家，也是法律援助
律师。

她既是妇女权益的保护者，更是一
位立法反家庭暴力的推动者。

巫昌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一生
与法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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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师表 品格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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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在镇江报业传媒集团和市
全民阅读办、市史志办、市妇联联合主办的“我
为镇江女性写微传记”活动中，热心好友王国
亚先生创作了著名法学家、新中国婚姻法学科

奠基人巫昌祯教授的微
传记，引发大家对镇江
这位优秀女性的关注。
在巫昌祯教授逝世3周
年之际，本报特刊发此
文，以表达对这位杰出
乡贤的景仰和追思。

为反家暴立法 贡献巨大

2015年12月4日，第二个国家宪法
日，第十五个法制宣传日，中国政法大
学教授巫昌祯，因在反家暴立法领域中
做出巨大贡献，当选为年度法治人物。

作为新中国第一届法律系大学毕
业生，巫昌祯一生中亲历了多部法律的
起草修改工作。她孜孜不倦地进行婚

姻法等领域的学术研究，目睹了家庭暴
力的危害，她积极奔走，努力呼吁，让更
多的人转变观念，向家庭暴力说不，为
推动反家暴立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14年“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当
天,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同时向全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2015年 8月 24日,这部
草案被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自 1995年“家庭暴力”的概念引入
中国后,反家暴立法已走过 20年。与其
他多年致力于此的学者和民间人士一
样，耄耋之年的巫昌祯对这部等待了多
年的法律充满期待。因为，家家和睦是
她一生的心愿。

为此，她一边奔走呼吁，推动观念
的更新与立法的进程，一边教书育人，
培养大批优秀的法律人才。

巫老师品格高洁，无私奉献、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的精神被晚辈学生视为人生榜样。

一位学生回忆，几十年来，无论时间早
晚，路途远近，风霜雨雪，巫老师总是提前到
会，从不迟到、早退，持之以恒，严于律己，几
近苛刻。她总会在会前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也多次督促学生要准
时参会，提前准备。

巫老师早期参加的各种会议、调研，经
常是既没有车马费，也没有专家费。巫老师
总说，党和国家信任我，不能辜负党和国家
的信任，我愿意做法律战线上的义务兵。巫
老师还免费为许多受害妇女提供法律援助。

上世纪70年代末，巫老师牵头组织成立

北京市第八律师事务所，专门为家庭暴力、
婚外情、被拐卖和强迫卖淫等受害妇女提供
法律服务，承办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挽救
了许多濒危家庭，甚至濒危生命。北京市第
八律师事务所曾获得“天下第一家”的美称。

对于生活特别困难的妇女，巫老师不仅
不收费，还给她们提供资助，帮助她们渡过
难关。这位学生曾经看见过巫老师帮助的
受害妇女下跪感谢，痛哭流涕，巫老师马上
把她扶起来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用谢。”

CCTV2015年度法治人物颁奖词这样写
道：“关注女性命运，保护弱者权益。八十六
年风雨人生，六十年初心未改，你用爱的力
量，彰显了法律的尊严。”

情系桑梓 故土难忘

1929年 11月 17日，巫昌祯出生在江苏
句容一个旧官吏家庭。她的童年是在抗日
战争的枪炮声中度过的。抗战胜利后，她到
南京汇文女中上中学。1948年9月，高中毕
业的巫昌祯随长兄来到北平，考进了以法律
专业著称的朝阳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她亲历了高校调整，先
后进入了（原）中国政法大学和新成立的中
国人民大学，1954年以全优成绩从中国人民
大学法律系毕业，并与同班同学、新婚丈夫
庚以泰一同被分配到原北京政法学院任教，
教授民法。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巫昌祯再
次回到学校，重登讲台，回归她所热爱的教
师岗位。从此在讲台上一待又是几十年。

在 50多年的执教生涯中，巫昌祯教授
有好几次重新选择职业的机会。1955年参
加民法典起草的时候，巫昌祯整理材料既快
又好，全国人大很想让她留在机关工作；上
世纪 80年代第一次修改完婚姻法后，全国
妇联也有意把巫昌祯留住，请她出任中华妇
女干校(中华女子学院前身)的领导工作。这
些邀请都被巫昌祯委婉回绝。她始终没有
离开讲台，宁愿做一名教师，教书育人。

巫昌祯的讲授非常生动，注意理论联系
实际，用大量生动的例子深入浅出地讲解枯
燥的理论知识，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在复
办北京政法学院后，巫昌祯和学生的关系十
分密切，非常关心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那
时候每个班都有一个固定的教室，晚上上自
习的时候，巫昌祯经常来到教室给同学们辅
导学习。同学们遇到一些生活上的烦恼，情
感上的困扰，也都会去找和蔼可亲的巫老师
倾诉。没有事的时候，学生们也会经常登门
拜访和巫老师聊聊家常。

2014年因骨质疏松，巫昌祯不再像以往
那样四处奔走，但是，仍然指导一位博士生
学习，对婚姻家庭法、妇女权益保障等问题

的思考和研究并未停止。
虽年事已高，巫昌祯笔耕不辍。2013年

她带领团队编写了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推出
的家和工程系列丛书的第一本——《婚姻家
庭法律指南》。

巫昌祯说，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生命
不息，奉献不止。

自幼离开故乡，巫昌祯对句容有着特殊
的感情。上世纪末，她曾随全国政协代表团
视察过句容。这里也是她的父亲成长和终
老 之 地 。 巫 昌 祯 的 父 亲 巫 兰 溪 (1901～
1982)，一名巫馥，字涵春，笔名巫春生，化名
吴泰来，句容白兔上荣庄人。

新中国婚姻法学科的奠基人、著名婚姻
法学家、法大传奇“四大才女”之一的巫昌祯
教授，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下午 4 时不幸辞
世，享年91岁。

巫昌祯，女，1929年 11月 17日生，
江苏句容人，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
学法律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名誉
会长，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法学人才中，
不少人登上了我国法学研究的顶峰。
婚姻法学家巫昌祯格外耀眼，因为她是
为数很少的女性、还因为她和丈夫庚以
泰双双登顶。

庚以泰，河北人。1954年毕业于中
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55年曾参与《刑
事诉讼法》起草。中央民族大学法律系
创始人之一和第一任系主任。著有《刑
事诉讼法教程》《民族区域自治法学》

《民族法学概论》等书。

法学泰斗法学泰斗 镇江骄傲镇江骄傲
———追记中国婚姻法学科奠基人—追记中国婚姻法学科奠基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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