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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谎与四根手指

2024 年 4 月， 我收到一个刑

事案件， 公诉机关以赵磊 （化名）

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提起公诉。 同

时， 被害人李勇也提起了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 请求除依法追究赵磊的

刑事责任外， 还要求赵磊对其受伤

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赵磊是一名长途货运司机， 因

为着急赶往别的地方送货， 就向老

板谎称自己会开叉车， 也能卸货。

老板信以为真， 让他自行操作叉

车， 并让住在附近的员工李勇一起

帮忙卸货。

赵磊在向李勇示范完如何用绳

子捆绑货物后便进入了驾驶室， 此

时李勇还在系绳子， 但赵磊误以为

李勇已经系好绳子， 没有观察确认

便启动了叉车。 随后， 一声痛苦的

惨叫传来， 李勇右手的食指、 中

指、 无名指被叉车完全削断掉落在

货车货舱内， 小拇指最上面一节也

被削断不知掉落在何处……经鉴

定， 李勇右手第 2- 第 5 指离断

伤， 构成重伤。

事发后， 赵磊承认自己并未取

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 只是以

前自学过驾驶叉车， 会一些基本的

操作。

“法官， 我相信你！”

被害人伤势如此严重， 却一直

都未获得赔偿， 究竟是何原因呢？

庭前我像往常一样打电话询问情

况， 赵磊略显无措与焦急地解释

着， 自己绝非故意伤害李勇， 非常

后悔， 但现在无力支付赔偿款。

紧接着， 我又约见李勇， 了解

他的伤情和恢复情况———老板垫付

医药费后， 李勇的右手食指、 中

指、 无名指已经被重新接上， 小拇

指还少一节。 我注意到他右手手掌

和手指根处仍留着一道触目惊心的

疤痕。 在我与他面谈时， 他总是下

意识地保护手指， 签收法律文书时

更是几乎用整个右手攥着笔， 一笔

一划， 艰难地写着自己的名字， 看

上去非常吃力与窘迫。

李勇在交谈过程中始终谦和有

礼， 还没听我说完对方赔偿的事，

他便主动握住了我的手： “法官，

我相信你！” 这是当事人对法院的

信任， 也是法院人肩上的责任。

首次庭审时， 为了让李勇全面

了解案件进度情况， 我请他来旁

听。 庭审中， 赵磊认罪认罚， 本案

事实已然清晰， 但是基于赵磊未能

积极赔偿等情况， 公诉机关建议对

他判处实刑。

“一判了之就是那个最好的答

案吗？” 我问着自己， 赵磊的人生

和家庭将发生巨大变故， 而李勇的

损失也无法得到经济弥补， 后续索

赔还要另行起诉……法槌之下， 不

仅是案子， 更是人生。

初次约见时李勇那真诚的、 无

条件的信任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

去， 如石头般压在我心上， 让我更

清晰地感觉到了那份责任感。

我还是想努力尝试再调解看

看！

两处无奈，调解如何推进？

为了让被告人和被害人获得更

加客观、 中立的调解视角， 调解当

天， 我邀请了人民调解员共同参

与。

初次调解并不顺利。 “我愿意

赔钱， 但没钱赔。” 面对着李勇骇

人的伤疤， 赵磊满脸歉意， 却还是

那句话。

作为一名刑事法官， 我见过不

远千里为儿子减刑奔波的父亲， 坚

信丈夫能改造好的妻子， 当然也见过

不少逃避赔偿的借口。 起初我以为赵

磊是后者， 所以冷静地向他释明了赔

偿与不赔偿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的区

别， 让他审慎决定。

没想到， 审理中一直沉默寡言的

赵磊却在此时向我敞开了心扉， 这位

黝黑瘦削、 一看就常年奔波的汉子，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样， 一字一句

道： “法官， 不是我不愿意赔， 实在

是我没能力赔。 家里老人生病， 两个

孩子上学， 老婆平时负责照顾老人和

孩子， 全家就靠我一个人挣钱。 我手

里仅有的一万块钱， 还是老板的运

费。 这个事情都到法院了， 我也想尽

快处理好， 此前的办案人员就和我说

过赔偿， 要是家里条件允许， 我之前

就赔了。”

那一边， 看到李勇受伤的右手，

调解的话我一时不知怎么说出口。 虽

然断指勉强接上， 但事故留下的伤害

难以磨灭， 日后的困难与挑战也可想

而知。 “我知道对方不容易， 但你们

看看我的右手， 后几根手指像没了知

觉， 治疗花了很多钱， 也耽误了挣

钱。 我还有两个孙子要养。” 猜到我

的用意， 李勇无助地叹了叹气。

是啊， 都是养家的“难” 人。

两处无奈， 是否就只能等着两处伤

害？ 调解就这样陷入了僵局。

“司法真能救助我？ ”

为了打破僵局， 也为了核实当

事人的说法和实际情况， 我委托了

赵磊户籍地司法局进行调查， 结果

显示赵磊家庭情况确如其言， 而李

勇也提交了村委会出具的家庭情况

证明， 家庭情况亦属实。

我始终坚信， 法律是原则， 但

法官不能成为冰冷机械的执法者。

依法办案是底线， 同时也要充分考

虑个案实际情况， 让当事人在案件

处理中感受到司法的公正、 温度与

关怀。

针对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 造

成重伤， 因加害人没有赔偿能力，

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 陷入生活

困难的实际情况， 我查看了相关规

定， 发现李勇符合规定的司法救助

情形之一。 但是， 只有小学文化的

他并不知道该如何申请司法救助，

于是我又一次约见他， 针对性进行

了详细的指导与释明。

“法官， 司法真能救助我吗？”

我知道， 李勇的疑问背后， 是对未

来的深深担忧。

“只要有一丝可能， 我们就会

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找到解决问题

的新路径后， 困难都显得渺小了起

来。 我把法律规定、 申请要求， 向

他作了详细的解释。

“余法官， 你放心。 你说怎么

做我就怎么做， 我相信你！” 面前的

李勇依然又一次向我交付着真诚的

信任。

不过， 作为我院首例在刑事审

判阶段引入司法救助的案件， 并无

前例参考， 对于最终是否能够成功

为他申请到救助， 以及救助金额，

我也没有十足把握。 在后续申请过

程中， 我一直保持着与李勇的密切

沟通， 既是为了让他安心， 更是希

望他保持合理的期待， 对案件调解

做出务实且理性的抉择。 每次沟通，

李勇总会以那句简单的话结尾 ：

“没事， 余法官， 我相信你的。”

终于， 李勇依法申请到了一笔

司法救助金。 有了这个基础， 在人

民调解员的共同努力下， 赵磊也在

家人帮助下， 多方筹措， 终于成功

向李勇进行了部分赔偿， 获得了李

勇的谅解。

李勇申请撤回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 我院予以准许。

公诉机关因被告人赵磊庭审后

赔偿被害人， 并获得谅解， 将量刑

建议调整为缓刑。 公诉机关调整后

的量刑建议适当， 我院依法采纳了

该量刑建议， 最终对赵磊判处缓刑。

宣判后， 公诉机关未抗诉， 赵

磊、 李勇也没有提出异议。 判决生

效后， 赵磊主动按时至社区矫正机

关进行了报到并积极进行社区矫正。

李勇在感谢信中写道： “承办

法官给了我们极大的欣慰和希望，

我体会到了承办法官办案中的公平、

公正、 人情、 人品。”

能得到当事人的认可我很高兴，

但更高兴的是， 他们的生活也在逐

渐回归正轨。

（主审法官： 余厚海， 上海市松江区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

□ 余厚海 郭丽娜 金慧

“叮铃铃……”办公室电话如常响起，我拿起话筒，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喂，余

法官吗？ 我是李勇（化名），你方便下楼一趟吗？ ”我还没来得及发问，电话已经挂断。

我握着电话想，这个案件不是已经结案了吗？

一下楼，就看到李勇怀里抱着一面锦旗，和一块贴有一大封“感谢信”的木板，他

看到我便一路小跑而来：“余法官，谢谢你，谢谢你啊，真是多亏了你！ ”他还是那样的

真诚而质朴，就如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

法槌之下

不仅是案子

更是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