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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
2011年4月10日：最近不能上

网，有事电话联系。
刚刚从急救室出来，易亮就拿起手机更新

了这条心情。意识还未完全清醒的他，被医生
诊断出身上多处骨折，脑袋上的纱布、脖子上的
颈托、脊柱和胸椎骨里的3块钢板和4颗钢钉让
他不能动弹。

一天前，在湖南师范大学物理与信息科学
学院自考班就读的他被班长彭凯叫去看望有抑
郁症倾向的同学张毅。两人赶到宿舍楼时，张
毅已经站在了七楼楼顶。

还没来得及打电话求救，张毅纵身一跃，从
楼顶跳了下来。没有任何犹豫，易亮伸出了双
手。几秒钟后，两人同时倒地。易亮被送往长
沙市第四医院，张毅则永远地离开了。

出事前一天，班主任李晓荣曾接到张毅的
电话说：“睡不好觉，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于是他安排彭凯去看看张毅。

温暖
2011年5月19日：出院了，感谢

大家对我的支持与关心。
住院的 40天里，易亮整天与点滴、钢板为

伴，在深圳打工的父母赶回长沙照顾他。易亮
的妈妈沈文平担心儿子会瘫痪。幸运的是手术
很成功，40天后易亮出院了。

在医院的40天，朋友、老师、同学的关心为
他的灰暗、疼痛增添了些许温暖。在与家长协
商手术时，湖南师范大学物理与信息科学学院
一位常务副院长代表学校处理此事。在深圳打
工的父母赶来长沙照顾易亮，住房有困难时，学
校给他们腾出了一间房子。此外，学校承担了
包括手术费在内的6万多元的治疗费用。

事发一个星期后，张毅的舅舅和伯父特意
去医院看望易亮，给易家送去了500元钱，但被
他们婉拒了，“他们失去了孩子，也不容易。”

转变
2011年6月18日：是对还是错，

是真还是假，有些东西真的事与愿
违，太累了，一切皆是梦。

回到湘乡老家后，易亮开始静养。也是从
出院后开始，易亮的家人开始着手跟学校协商
赔偿事宜，让他全家始料未及的是，学校的态度
突然变了。

易家人认为，易亮是为了救人受伤的，需要
一个名分，要申请一个见义勇为奖。可是，等来
的却是一场空。2011年6月，学院用A4纸打印
了一张“易亮申请见义勇为事迹材料”，其中简
单讲述了易亮救人的事迹，落款是湖南师大物
理与信息科学学院，但没盖公章。学校曾告诉
易亮的父亲易锡华这份材料报上去三次了，但
是等他几个月后与媒体一起去岳麓区综治办询
问此事时，却被告知材料并未上交。

学校的这种做法，让易亮联想到了事发后
一次类似的欺骗行为：有老师曾让易亮将病历
修改成路过楼下被砸伤，以此来骗取意外伤害
险的报销。

易家人提出校方每月为易亮提供一笔伙食
费和护理费，直到易亮生活能够自理为止。但
这个建议被学校直接斥为“高得离谱”,在仅仅
给了易家一个月费用后，学校干脆就直接停掉
了这笔费用，再无任何说法。

伸手接住跳楼自杀的同学23岁大学生被砸伤
湖南师范大学：是他自己犯傻

“学校的后勤部门也不会愿意接收他”
社会团体和爱心人士纷纷伸手帮助
学校至今一片沉寂

2011 年 4 月 9 日到 2012 年 9 月 5
日，从伸手救人到与湖南师范大学对
簿公堂，23岁的易亮走过了他生命历
程中最难熬的一年零五个月。

在这514个日日夜夜里，他的131
条 QQ 签名里充斥着“烦”、“怎么
办”、“对不起”等字眼。

身体的疼痛、家人的劳累、学校
的冷淡、外界的关注……迄今仍令他
无法释怀的是——一次原本应该获
得肯定的救人行为，为何会遭遇这所
国内知名师范学校的决绝冷漠。

决裂
2012年2月22日：硝烟已起，那

就战斗吧！
今年 2月 21日，沟通协商解决问题的希望

被彻底打破。当天，易亮和家人前往学校协商
赔偿事宜。家人考虑到易亮以后的生活保障，
提出了三个要求：学校解决所有医疗费以及营
养费、护理费；给易亮申请见义勇为奖；并为易
亮提供一份工作。湖南师范大学法务处刘兴树
代表学校处理此事，他明确告诉记者：易亮是自
考生，不具有湖师大的学籍，无法享受学校公费
医疗的待遇，而且出事的地点是在校外的租房
（记者注：实为学校租的自考生宿舍楼），学校对
他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

易亮的律师胡勇平向记者证实：事件调解
过程中，校方工作人员多次使用“易亮自己犯
傻”、“易亮家长要是想多赔点钱就不要申报见
义勇为，这样就可以是意外伤害得到保险公司
的保险金”、“易亮现在的样子（身体伤残），即使
是学校的后勤部门也不会愿意接收他”等言辞。

认可
2012年3月7日：我真的没有想

到会要走到这一步。
学校这一次彻底摊牌后，走投无路的易亮

一家才决定与校方对簿公堂。
决定起诉学校后，在胡勇平律师的帮助下，

易亮一家开始寻求舆论的支持。3月3日，胡勇
平在网上发表了《公开强烈谴责湖南师范大学
遗弃本校“见义勇为英雄同学易亮事件”的律师
声明》，以强硬的措辞呼吁社会各界为易亮正
名，为英雄学生完成学业找到安身立命的工作。

在父亲的多方奔走下，易亮的见义勇为证
书终于还是等来了。领到证书后，易锡华说，有
了这张证书，儿子才算是“没白受伤了”。

重击
2012年9月2日：明天开庭了。我

不想，或许谁也不想。希望快点结束。
在写下这条心情之前，易亮一直在祈祷不

要开庭，在他看来“上了法庭只会伤害更多人”。
但湖南师范大学的态度与易亮截然不同：此前，
审理此案的法官曾主动与学校联系，希望学校派
代表去易亮家中调解此事，但遭到学校的拒绝。

当天的庭审，法院安排了三名法官的合议
庭，但最终没有当庭宣判。易家提出了赔偿要
求也同意协商，但遭到了学校的拒绝。

对比
社会的热VS学校的冷

易亮的事迹与遭遇引来了大批媒体前来采
访，媒体的好评和舆论的声援让易亮一家体会
到了些许温暖。易亮的事迹同样也得到了好心
人士的关注：今年3月23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
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圣辉大和尚专程赶到
易亮家中看望了他，并为他捐助了2.5万元；随
行前往的企业家李世峰先生当即表示，易亮身
体康复后可到他们公司工作。7月26日，中国
好人网“全国帮好人万里行”团队给易亮捐款
5000 元，几名企业代表向易家承诺，等易亮身
体恢复了，就可去他们公司工作。更多的网友
在网上声援易亮，还有人为他寄书、寄物……

但在此期间，湖南师范大学方面一片沉
寂。 本报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