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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第二十条》 以小人物视角
为切口，生动展示了法条背后的法理
情，对提高群众法律意识、增强法治
观念、优化社会风气有着积极的促进
作用。

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公平正义
是为了谁？这是我观影后的思考。影
片中，检察官韩明梳理既往司法判例
发现，很多类似案件作出了相同的判

决，可如此办案就对吗？影片给出了
答案——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
人的人生。每一本卷宗上，上面每个
姓名的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所
以，司法办案不能简单地走程序、就
案办案，而应当设身处地去思考，以

“如我在诉”的情怀去捍卫公平正义。
法律的权威来自人民群众最朴素

的情感期待。法律与我们每个人息息
相关，影片中的类似事情，或许就发
生在我们身边，甚至是亲身经历。春
节前我参加了河南省林州市检察院举
办的向人民报告专题汇报会，观看了
以实际案例为原型的检察官讲述，切
实感受到了公平正义的力量。群众的
感受度和获得感是评判办案质效的重
要标准。检察机关要在办案中体现止
于至善的追求，用法治担当彰显司法
的温度和公平正义的本色。

（本报记者张海燕 通讯员李小
恬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志伟

在办案中体现止于至善的追求

电影《第二十条》给我带来很深触
动。首先，以电影呈现现实案例的创作深
度。正当防卫必须发生在不法侵害正在进
行中，但是何谓正在进行中？无论是辱母
杀人案，还是于海明反杀案，这个问题当
初都存在较大争议。最高检影视中心基于
检察机关办理的相关案件，在选题、人物
塑造及故事情节方面展现出了创新与突
破，通过三个故事展现了正当防卫法条背

后的法理情，起到了良好普法效果。
其次，把握好维护公平正义检察答

卷的力度。检察官韩明从不敢适用、不
愿适用到转变司法理念依法适用刑法第
二十条，展现了检察官在曲折困境中不
忘初心、坚守正义的形象，体现了检察机
关维护公平正义的坚强决心。司法实践
中，以昆山反杀案为代表，检察机关依法
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一系列正当防卫
案件得以准确适用，“沉睡”的刑法第二
十条被激活，司法惯性被打破。

第三，在情绪共振中触摸法条温
度。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等法律工
作者共同奋斗，为法律赋予温度，鼓舞
每一个为不公发声、为正义挺身而出的
勇敢者，让法治之光、正义之道得以弘
扬，深化了公众对检察工作和法律职业
共同体的认识，提升了对公平正义的信
心。老百姓需要更多这样的法律工作
者，社会需要更多这样的普法电影。
（本报记者邓铁军 通讯员曾芳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李燕锋

在故事中展现正当防卫法理情

影片中塑造的韩明、吕玲玲等检察
官形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法不能向
不法让步”“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
别人的人生”等经典台词让人在深切
感受检察为民情怀的同时心生感动。
电影聚焦正当防卫主题，通过讲述三
个关于见义勇为、正当防卫的故事背
后的法与情，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

为观众容易理解的影像故事，让更多
人直观地了解刑法第二十条，呼应了人
民群众最直接、最朴素的法律观和正义
观，做到了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见。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第二十条》绝对
是一部高质量的经典作品。

正当防卫作为一项重要刑事法律制
度，过去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既熟悉又陌
生，生活中或多或少听过这个概念，但
对于适用情形了解不多。近年来，随着
最高检直接指导办理一系列正当防卫
案件，这项制度保障人民权益的功能得
以彰显，并通过电影《第二十条》进一步
扩大了影响力。希望更多人能够从影
片中有所收获，同时也希望检察机关再
接再厉，做优秀的犯罪追诉者、无辜保
护者、正义捍卫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和法治进步的引领者，以“高质效
办好每一个案件”守护公平正义。
（本报记者沈静芳 通讯员张熙慧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孙莹

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见

电影《第二十条》以故事化手法将
正当防卫条款搬上银幕，再现了正当防
卫条款从“沉睡”到被激活的过程，奏响
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时代强音，这
种艺术性、大众化、接地气的普法方式，
更容易融入社会生活、走进观众心中。

司法案件往往涉及犯罪、侵权，影响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生活。“我们办

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这句电
影台词让我深切感受到，检察机关从天
理国法人情考量，为依法能动履职、高质
效办案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正当防卫是
贯穿该影片叙事始终的关键词，最高检
近年来陆续发布了昆山反杀案等正当防
卫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及时回应社会
关切，引领重塑正当防卫理念，有效纠正

“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理念
偏差，既守住了司法底线，也让人民群众
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2023 年，检察机关加大了对未成
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农民工等
特定群体的司法保护力度，切实增强
了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随着特定
人群法治需求的不断增加，检察人员
的司法理念、办案能力及司法担当也
要相应提升，确保以法治力量为特定
群体“撑腰”。
（本报记者管莹 通讯员王运喜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恒顺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部长林田中

用法治力量为特定群体“撑腰”

电影《第二十条》用三个故事讲述
了法条背后的天理、国法、人情的现实
冲突，向全社会传递出“法不能向不法
让步”的朴素正义观，无疑是一堂引领
法治风尚的普法课。

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了一批有
影响的正当防卫典型案件，如昆山反
杀案、福州赵宇案和浙江盛春平案等，

“两高一部”发布了关于依法适用正当

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并配套发布典型
案例。观众对这部电影的热议，既体
现了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
的更高期待，也折射出检察机关办案
理念的转变。

法律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我国刑
法第二十条背后，就是一个个鲜活的
生命。徒法不足以自行，司法人员要
切实防止就案办案、机械办案，特别是
不要苛求防卫者，要充分考虑防卫人
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紧张心
理等因素，以“如我在诉”的情怀把握
好办案尺度，鼓励社会公众行使正当
防卫权，惩恶扬善。

希望检察机关继续深入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始终把“高质效办好每一
个案件”作为基本价值追求，努力提高
办案质效，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
法律效果有机统一，让人民群众可感
受、能感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本报记者满宁 通讯员刘乔月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中豪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袁小彬

一堂引领法治风尚的普法课

代表委员谈电影话检察：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电影《第二十条》的两句台词让我印
象深刻。“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律是让
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出
手的代价更大”，这是老百姓对法律最朴
素的情感期待。该影片在喜剧元素下更
多探讨了正当防卫，现实生活中，我们必
须弘扬社会正气，不能让见义勇为者寒
心，这也是法律给予好人的底气。

检察机关每年都多次组织听证会，
并邀请我参加。开始我不知道什么是检
察听证，但参加一次就明白了，社会各界
人士参与，可以让当事人、律师、证人等
各方坐在一起充分沟通交流，检察官对
案件事实的认定征求代表委员意见，并
阐释法律适用，这就是把老百姓最朴素
的公平正义观运用到办案中的体现。

转回来说正当防卫。法律不应只
是冰冷的条款，更应该成为捍卫公平
正义的一种方式。虽然现实情况错综
复杂，司法机关更应抽丝剥茧还原真
相，如何清晰判断正当防卫、防卫过
当，我认为可以用我从检察院学到的

“如我在诉”一词来回答。人不可能是
完全的“理性人”，检察官、法官也应从
当事人角度想问题，多召开听证会，让
更多人参与其中，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本报记者肖俊林 通讯员冯腾飞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永清县喜庆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铁钧

不能让见义勇为者寒心

□本报记者 史兆琨 见习记者 高可

几天前，电影《第二十条》官宣海外公映信息，引发不少关注。可以
说，这是中国检察故事走向世界的一个范例。

“第二十条”，仅有四个字，在我国刑法四百五十二条规定中只占其
一，但以此命名的影片，却在 2024年春节期间令很多观影者思绪万千、感
动落泪。拭去泪痕，收拾心情，电影散场后，那些关于电影内核的思考如
涟漪扩散，又如光束直抵内心。

这部基于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的董民刚案、昆山反杀案、涞源反杀
案等一系列正当防卫案件改编而来的电影，缘何会备受关注？又是如
何出炉的？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又有着怎样的演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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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这是时任河北省邢台市检察
院检察长邢伟在办理董民刚案时的
深刻感受。他认为，在出现致人死亡
的情况下，是否依据刑法第二十条第
一款认定为正当防卫，考验的是司法
人员的能力和担当。激活“沉睡”的正
当 防 卫 条 款 ，是 践 行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坚守公平正义的生动司法实践。

“经过深入调研数起正当防卫案
件的办理过程，我们创作团队成员深
深感到，这类案件引发的社会关注、
关乎的公平正义，以及办案检察官的
执着追求，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即便
有些案件证据再难找，遇到的阻力再
大，检察官都拼尽全力去做。”张婷婷
的言语间不乏感慨。

令整部电影升华的，是检察官韩明
在最后的听证会上一段情真意切的陈
词，虽朴实无华，却字字珠玑——既讲
法，亦讲情；既言现实，也言希冀。这
也成为令观影者落泪的情节之一。

当 被 问 及 该 情 节 设 计 的 巧 思 ，
《第二十条》联合编剧、北京市朝阳区
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王天毅直
言：“召开听证会可以让公平正义以
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因此，在讨论影
片最后高潮部分如何呈现时，我提出
可以收尾于一场听证会。最终，出品
方在多方调研、深入思考后，决定采
用内部专线方式召开听证会，使影片
中的多个角色在同一时间有情感互
动，观众可以更好地代入。”

2023年 7月 1日，对于最高人民检
察院影视中心制片人张婷婷来说，在自
己的职业生涯中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
子。那天，电影《第二十条》正式开机。

“检察官到底是做什么的？”这是影
视圈内朋友问张婷婷最多的问题。因
此，拍摄一部能够让大众了解检察职能
的电影，成了她一直以来的心愿。张婷
婷此前曾策划过不少不同题材的电影，
但似乎一直未找到心目中的最佳选项。

2018 年 8 月 27 日，昆山反杀案发
生 后 ，短 时 间 内 就 引 发 社 会 公 众 热
议。张婷婷开始思考：老百姓是不是
还在疑惑被打了能不能还手，法律如
何评价反击这件事？“拍摄一部关于
正当防卫的电影”——最佳选项就此
诞生。张婷婷认为，作为最高检影视
中心制片人，她有义务把这个答案传
播到更多、更远的地方。

电影立项后，紧接着就是紧锣密
鼓的筹备工作。为了编写剧本，张婷
婷带着主创团队在北京市检察院第
一分院体验生活，他们还来到江苏省
南京市，走访了十几个基层检察院。

最 后 ，主 创 团 队 又 深 入 河 北 省 保 定
市、邢台市等地，采访了办理过涞源
反杀案、董民刚案等案件的检察官。
在半年多的采风里，主创团队经与办
案检察官深入沟通交流，对检察工作
及检察官的办案过程熟稔于心。

“电影是从现实中自然生长出来
的。”张婷婷说，影片由一条主线和两
条副线组成，主线是村民王永强反杀
村霸一案，副线分别是高中生韩雨辰
反对校园霸凌事件和公共汽车驾驶员
张贵生打伤车上性骚扰者一案。这三
条关于“防卫”的故事线，在基层检
察官韩明到上级检察机关挂职后逐渐
延展、交织。

这些案件，都与刑法第二十条如
何适用相关。虽然 1997 年刑法第二十
条扩大了正当防卫的免责范围，但是
长期以来的办案惯例，让这一规定时
常处于“沉睡”状态。

“法条本身没有争议。司法实践
中关于正当防卫条款的适用，相关案
件处理的难点和争议点更多集中于
在事实认定基础上如何理解和适用

深入采风

将震撼人心的故事传到更多更远的地方

2023 年 8 月 31 日，河南省兰考县检察院就一起拟认定正当防卫案件召开公
开听证会，并邀请人民监督员、律师和社区代表等参加。经评议，听证员一致同
意检察机关的处理意见，该院随后向当事人公开送达不起诉决定书。

本报通讯员程晶晶 杨慧敏摄

《第二十条》缘何能够引发观影
者广泛共鸣，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大的
影响力？影片蕴含的理念是人类共
同价值内核的提炼，传递的是深厚的
中国文化内涵。

记者与多名观影者交流后发现，
主创人员希望通过影片传达的故事
内核被观影者精准“捕捉”到了。即
便在追求公平正义的过程中多有崎
岖，并非一蹴而就，但依旧有人为追
寻公平正义身体力行。其中，被提及

最多的是主线王永强案，该故事扣人
心弦，令观影者心绪随案情进展跌宕
起伏。回归现实，其实我们身边亦不
乏类似案例。

时间回溯至 2017 年 6 月 23 日，于
欢案二审公开宣判——于欢从一审
被判处无期徒刑，到二审改判为有期
徒刑五年；其刺死辱母者的行为从未
被认定有防卫性质，到被认定为防卫
过当。这一结果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下转第八版）

银幕内外

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演进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