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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主创人员眼中的检察官
编者按 电影《第二十条》聚焦正当防卫，在今年春节重磅来袭。该片主创人员深入

检察院体验生活，用写实的手法，将“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进行艺术化表达，展现真实
检察官的样子，讲述老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朴素期待和司法机关、检察机关为维护公平正义
所作出的努力。很多媒体采访了导演张艺谋，编剧李萌，演员雷佳音、高叶，从他们的视角
讲述采风体验，解析法理与人情，进而了解检察初心、理解公平正义。

□电影《第二十条》编剧 李萌

电影 《第二十条》 聚焦刑法第二十条
正当防卫条款。我国 1979 年刑法就规定了
正当防卫制度，2018 年昆山反杀案等一批
社会关注度高的正当防卫案件，唤醒了正
当防卫这一“沉睡”条款。有检察官跟我
介绍，这个法条不光在国内，在国际上也
是整个刑法中最有魅力的法条之一，它不
仅需要执法者具备很强的业务素质，还需
要有共情力。在法律框架下，这个情指的
并非人情世故，而是带有温度的人之常
情。一方面是实打实的法律条文，一方面
又是人情与人性的纠葛，这就让正当防卫
这一法条有了很强的戏剧空间，而作为一
名检察官究竟又该如何选择？这一问题便
成了我创作影片的核心立意。

不少影评提到影片对检察官形象的塑
造“不完美”“很自然”。我想，人的悲喜
互不相通，电影或者说艺术的作用就是把
这种悲喜传达给受众，引发共情和理解。
以往的影视作品中，检察官的形象都是带
有很强的权威感，这来自他们执法者的身
份，但脱下检察制服，他们又是怎样一群
人？在田野调查中，我感受到的检察官首

先也是普通人，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并非高高在上。在采访一些检察官时，每
每涉及法律规定或者案件细节，他们的眼
中又都会闪现出一丝亮光，这让我感受到
一种深深烙印在他们内心里的、无法被隐
藏与埋没的正义感。这两点，在创作中成
为影片主人公最核心的创作依据。

艺术源于生活，生活锤炼艺术绽放出
独特的魅力。现实中的检察官有“烟火
气”，这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也增大
了韩明这个角色最终转变的戏剧张力。而
吕玲玲则被定义为韩明心底的那层烙印，
也就是将精神层面的导师外化成一个具体
的角色，也正是在吕玲玲不停地唤醒下，
才终于让韩明完成蜕变找回初心。其实韩
明与吕玲玲这两个角色原本就是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的，这也是我在接触过的每个检
察官身上感受到的。

大 部 分 法 律 题 材 的 影 片 都 会 把 视 角
聚焦在案情本身，但在呈现上通常会导
致 一 个 结 果—— 就 案 论 案 ， 形 成 一 个 自
洽 的 闭 环 。 从 观 众 角 度 来 看 ， 很 难 代
入，案件与我何干？

本次创作中，我们从与检察官的大量
互动中受到启发，采用以检察官的生活来

带出案件，除了证据外，将决定案件的关
键因素“定义检察官”——作为一个普通
人作出的良心选择，让它与每一个观众的
良心、道德相呼应。把这个自洽的逻辑交
到每一个观众手里，让他们从道德、情感
方面去作出评价，这也体现了法律的权威
来自人民群众最朴素的情感期待。

影片中的检察官虽然带有一定戏剧成
分，但这个角色身上的特质，或多或少都
来自我们采访过的检察官，创作中我们其
实更在意检察官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作为
一个普通人的选择，影片中的很多细节也
都来源于此。

我 们 搞 艺 术 创 作 ， 是 凭 空 创 造 一 个
人，左右他的命运和人生，而检察官面对
的是一个个真实的人，一个判决、一个定
论，对当事人来说可能都是命运的转折
点。这些案子放到整个社会，影响可能微
乎其微，但一名检察官告诉我，聚沙成
塔，当足够多的这种转折让公众看到、感
受到时，一定会形成一股力量，推动全社
会的法治建设。这番话代表的是一种责任
和信仰，我希望每一位检察官，或者每一
名法律工作者，都成为法治建设的一颗种
子，种进普通人的心中，生出法治希望。

在法理情纠葛中，检察官如何选择

演员雷佳音在电影《第二十条》里扮演
检察官韩明。他说，跟韩明这个角色相处
了几十天，他身上的一些特质很有吸引力。

韩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雷佳音去
检察院体验生活，跟很多检察官交流，观察
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在他眼里，检察官
的生活确实有其特性，如他们是法律专业
毕业的，他们再接地气，但表达方式跟大多
数普通人在某些方面也会有偏差。一位检
察长告诉他，其实检察官在生活中跟普通
老百姓没有差别，让他放手去演，还原一个
真实的人就好。

通过接触和研究，雷佳音塑造了一个
以“人”为核心的、接地气的检察官。他认
为，检察官首先是一个能与群众产生共情
的人，不能被身上的检察制服限制住，否则
也失去了拍这个电影的意义——普法，不
能教条式地讲大道理。

最后一场戏是韩明对正当防卫的慷慨
阐释，雷佳音坦言，他就是按现实中的检察

官演的，而前面 95%则都是按照普通人演
的，他也希望演出的检察官形象能让检察
官们喜欢。这场戏让雷佳音非常感动的
是，在他表演的时候，除了其他演员情绪的
推动，确实是体验生活时那些检察官带给
了他秉持公平正义的力量。

电影是具有社会属性的，讲到一些社
会问题，也给出一些案例。电影里主要
讲的是王永强案，以及韩明儿子制止霸
凌的事，但其实张贵生的故事，给雷佳
音的感触更深。张贵生的去世是一个转
折点，促使了韩明的转化。而郝秀萍这
个 角 色 给 雷 佳 音 留 下 难 以 磨 灭 的 印 象 ，
她是拨动韩明转化的一个重要阀门。雷
佳音感慨道，郝秀萍比划说活不下去了
的场景，他看到后就想哭，脑子里全是
郝秀萍绝望的画面。

对雷佳音而言，吕玲玲是独立自主的
新时代女性，她坚持案子正当防卫的走向，
她带给韩明的就是对正义的坚持、对检察

官初心的坚守。他认为，韩明与吕玲玲的
工作方式方法不同，这与他们的生活境遇
不同有关，但每一位检察官在心里都有一
个公平正义的底线。

检察官有自己的底线，但不能证明他
们生活中没有瑕疵。雷佳音表示，电影突
破的是观众对检察官的固有刻板印象，演
员要让角色长出血肉，所以作为检察官，
韩明与吕玲玲其实又都是一类人，心中都
刻着公平正义这四个字。

“有一场戏是儿子问我，见义勇为不对
吗 ，难 道 下 回 我 就 不 做 了 吗 ？ 我 说 你 得
做。拍电影的某种意义也是要把这种情况
展现给大家，其实是想带给大家共鸣、探讨
和反思。”雷佳音说，“我觉得电影里‘法不
能向不法让步’这句台词特别好，所以检察
官既是专业的法律人，又是社会的普通公
民，在专业理性办案的同时，不能忘记每个
普通公民心中朴素的正义感。”

（本报记者牛旭东整理）

“公平正义”刻在他们心里

演员高叶在电影 《第二十条》 里扮演
的是检察官吕玲玲。高叶介绍，吕玲玲是
一个比较拧、比较轴的检察官，她坚持正
义的韧劲儿特别吸引人。演到中后期的时
候，她觉得吕玲玲这个人物已经开始在自
己身体里生长了。

此前，高叶其实认为吕玲玲这个角色
是刻板的，她对检察官的印象是一个模
糊的概念，没有落地的形象。为能演出

一个活生生的检察官，高叶去检察院体
验生活，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看检察
官到底是怎么办公的，他们平常在想什
么、玩什么。体验之后，高叶最大的感
受是，她一直被检察官感动着，被他们
的 这 份 坚 持 和 韧 劲 所 感 动 。 高 叶 透 露 ，
她去检察院的第一天，几乎一直是在克
制着自己的哽咽，因为检察官在刚毅的
外表之下，也有很多柔情的方面，包括
他 们 遇 到 困 难 时 或 开 心 时 的 情 绪 波 动 ，
她 要 把 这 些 感 受 放 进 吕 玲 玲 这 一 角 色
中。高叶说：“我也要向这些检察官们表
示深深的感谢。”

刚拿到剧本时，高叶对郝秀萍的惨只
是想象，是对剧本里面文字的解读，直
到她走进郝秀萍破败 不 堪 的 家 这 样 一 个
场 景 。“ 我 的 确 被 震 慑 到 了 ， 这 是 怎 样
的一种绝望啊？那一刻我感受到，吕玲
玲对于拯救郝秀萍的家，或者说坚持正
当 防 卫 这 件 事 ， 就 源 于 ‘尽己所能惩治
犯罪，为弱者鸣冤，为苍生请命’。”高
叶说，“这句话也是我在体验生活中看到
检 察 官 笔 记 上 记 录 的 一 句 话 ， 非 常 震
撼。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眼眶湿
润了。”

现实中的检察官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是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还有“我们办的不

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高叶表示，
一定要把这些有力量的话用到这部电影
里，传递给观众，这就是检察官肩负的使
命。而吕玲玲也把自己的使命交到韩明手
里，她希望点燃韩明心中维护公平正义的
火种。

在高叶眼里，刑法第二十条讲的正当
防卫，就是保护那些与不法犯罪作斗争的
人。这部电影并非填鸭式地告诉大家正当
防卫这一法条，而是用一种叙事方式去讲
故事，是让所有看这部电影的老百姓在嬉
笑和烟火气中能学到保护自己的方式，这
是电影 《第二十条》 特别重要、特别有意
义的方面。

在体验生活的时候，高叶遇到两位女
检察官，便问她们在现实办案中会有什么
样的困难或者阻力。让高叶印象最深的
是，女检察官说办案时会遇到所谓的恶势
力。“我觉得她们非常‘勇’，我是在她们
身上汲取到了‘勇’的能量。我演着演着
就油然而生一种使命感，我想让更多人知
道检察官的不易、检察官的浪漫、检察官
的理想主义。这个社会需要更多‘吕玲
玲’，也希望法律工作者中有越来越多的

‘吕玲玲’，坚守法律初心，捍卫公平正
义。”高叶说。

（本报记者牛旭东整理）

社会需要更多“吕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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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第二十条》导演张艺谋（右）和编剧李萌（左）。

电影《第二十条》正在全国院线热映并
于近日在海外定档，该片导演张艺谋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追求公平公正，是人们
最关注的事情。刑法第二十条对正当防卫
的规定虽然由来已久，但很长一段时间，它
是“沉睡的法条”，很少被适用。张艺谋认
为，该法条和人民群众紧密相关，希望通过
这部电影，能让人民群众对正当防卫有更
多的了解。

张艺谋指出，电影中的故事蕴含了千
家万户都共同面对的问题，生活、追求、理
想，以及大家的感情，家庭的幸福、美满、公
平、正义等各方面，不同的家庭观看会有不

同的感受，并且都可以寻找到共情点。一
部作品在创作中除能够阐释导演个人的艺
术追求之外，还可以跟所有人产生共鸣，他
认为是非常难得的。

“ 你 办 的 不 是 案 子 ， 而 是 别 人 的 人
生 。” 这 句 话 仅 仅 几 个 字 ， 但 体 现 的 是
检 察 官 非 常 重 的 一 个 责 任 。 张 艺 谋 透
露，这句话是高叶在检察院体验生活的
时候听到的，这句话在检察系统广为流
传，因她感受很深就把这句话加进台词
里 。 在 张 艺 谋 看 来 ， 这 句 话 后 来 成 为

《第 二 十 条》 的 灵 魂 台 词 ， 包 括 最 后 雷
佳音那一场戏的高潮段落，也把这句话

继 续 重 复 了 下 去 ， 达 成 了 “ 阳 关 三 叠 ”
的效果。

作为国内第一部以“正当防卫”为题
材的影片，《第二十条》 以平凡生活中的
普通人视角切入，讲述时代洪流下的法治
进程。张艺谋说，中国人骨子里充满了爱
和温暖，有天然的古道热肠，中国文化传
承的深厚底蕴，让每个中国人本性就有讲
求公平公正的朴素认知，要让更多人去认
识中国人的价值观，让更多人产生共情，
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故事。

（资料来源：央视网、光明网、《电影
艺术》杂志等，本报记者牛旭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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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五版）
“一审与二审的事实证据相同，结果却有

天壤之别，根本原因是有没有启动正当防卫制
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认为，于欢案适
用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条款，可谓是在办案
中综合考量天理国法人情的一个好的开始。

此后，在我国不同地方先后发生了类似
案例——董民刚案、涞源反杀案、昆山反杀
案、福建赵宇案等。这些案件的相同点是在

“尘埃落定”前，关于案件定性是属于故意伤
害、防卫过当，还是正当防卫，存在分歧。

昆山反杀案发生后，有观点认为应该分
段认定于海明的行为：前期刘海龙进攻，于
海明防守，有正当防卫权；在于海明持刀捅
刺刘海龙腹部、臀部后，刘海龙丧失了不法
侵害能力，此后于海明的砍击追击行为属于
事后防卫。该案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这种
论证方式本质是将正当防卫时空进行不适
当的人为分割。如何准确界定正在进行的
不法侵害，该案对此作出了精准认定，被认
为是“激活”正当防卫制度的“分水岭”。

而福建赵宇案则与“见义勇为”相关，更
容易引起人们的共情。赵宇的防卫行为有
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是公众最关心的问

题之一。该案的最终认定，被认为是在防卫
行为必要限度的认定上“开先河”，仿佛一声

“春雷”，对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起到了“融
冰解封”的作用。

如果有人拿着电棍，携带刀具，翻墙闯
入私人住宅，这样的场景还不止一次，住宅
主人的恐惧感可想而知。涞源反杀案定性
的一个争议焦点是，在扭打过程中，身材高
大的侵入住宅者倒地后，王新元、赵印芝继
续持刀砍击行为属于防卫过当还是事后防
卫？检察机关最终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契合了公众“对住宅安全的不法侵害不退
让”的朴素正义观。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
不 仅 可 以 保 护 生 命 、健 康 、财 产 等 具 体 法
益，也能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贬损，住
宅安全不受侵犯。在董民刚案中，刁某长
期侮辱欺负董民刚，甚至公然在董民刚家
中过夜。案发当日，刁某让董民刚下跪并
签下离婚协议，还多次用尖头车钥匙戳扎
董民刚，致其满脸是血。检察机关调查核
实论证后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掷地有声地
告诉社会公众，司法机关对人格尊严受到
不法侵害的行为认定会注重考量前因。

…………

在最高检的直接指导督导下，一件件典
型个案的办理，连点成线勾勒出了正当防卫
制度在司法适用中的演进历程——不再拘
泥于抽象的法条，而是开始关注鲜活的案件
当事人；不再受既往判例的束缚，而是更好
实现人民群众期待的公平正义。

厉行法治

公正之光定会照进每个人心里

影片中，在雷佳音的演绎下，检察官的
形象因接地气而更富层次感，颇具人缘；在
赵丽颖的演绎下，一股撕心裂肺的痛溢出银
幕，令人心疼……一个个生动的银幕形象，
使观影者有种“片中人就在身边”的熟悉
感，“第二十条”成了不少观影者心中“正当
防卫”的代名词。

毋庸置疑，正当防卫是一项好制度。倘
若好制度难以产生预想效果，这就值得我们
深思。早在 2017 年 5 月 27 日于欢案二审开
庭时，旁听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
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蔡学恩就在思考

一个问题——司法机关谨守法律办理同一
起案件，结果却产生了分歧，原因何在？

接下来的一年多里，蔡学恩持续关注董
民刚案、涞源反杀案、昆山反杀案等的处理
结果，这也使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日渐深
入。彼时，关注这一问题的，不仅有司法实务
界，还有法学理论界，以及心系法治的社会
公众。

2019 年全国两会上，出现在最高检工
作报告中的，除了入选最高检第十二批指导
性案例——昆山反杀案外，还有后来被网友
广泛传播的金句“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当年两会结束后，在最高检专门召开的
全国人大代表议案建议交办会上，最高检法
律政策研究室接到一项任务——具体承办
代表提交的《关于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
维护见义勇为社会风尚的建议》。

同年 3 月，中央政法委组织公检法司有
关部门召开研究制定正当防卫司法解释的
工作会议。此后不久，最高法、最高检、公安
部等再次开会研讨，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
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审议稿）》（下称《指导
意见》）。

这份备受期待的《指导意见》历经司法
实务界和法学理论界的一次次精心打磨，
于 2020 年 9 月 3 日发布。值得一提的是 ，

《指导意见》针对实践中的易发情形，明确
规定对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
入他人住宅等不法侵害行为，可以进行防
卫，该《指导意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
实意义。

与《指导意见》一同发布的，还有七个涉
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其中包括福建赵宇
案。不少网民留言：“终于不是谁闹谁有理
了”“这是法治建设与公共民意良性互动的
典范”……多位受访的法学专家认为，案件
当事人希望得到公正对待；社会公众管窥热
点案件，感知公平正义。2023 年，最高检新
一届党组提出的“三个善于”——善于从法
律条文中深刻领悟法治精神，善于从纷繁复
杂的监督案件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善
于统筹法理情的有机统一，是防止机械办
案、促进实质正义的“良方”。

2024 年 2 月 10 日，农历正月初一，电影
《第二十条》上映，聚焦正当防卫这一热议话
题，将抽象的法条化作百姓身边的故事，引
发公众好评。

日前，微博热搜上出现了这样一个词
条——“女司机遭抢劫误撞死劫匪被认定
正 当 防 卫 ”，下 面 许 多 网 友 留 言“ 第 二 十
条”。这个细节也令记者深深地感受到了
司法理念引领的力量，感受到了如果法律
从 业 者 都 秉 持 司 法 为 民 初 心 ，坚 持“ 高 质
效 办 好 每 一 个 案 件 ”，这 种 力 量 就 可 以直
抵人心。

我也是这苍茫世间的凡人，
也有很多无力的时刻，
我也抱着拼命生活的诚恳，
直到老去褪色。
…………
这 是 电 影 《第 二 十 条》 推 广 曲 《我

也》 的歌词。在追求公平正义的路上，每
前进一公里，背后都是经年累月的积淀，
以及源自无数心怀法治信仰者的推动。他
们虽为“苍茫世间的凡人，也有很多无力
的时刻”，但也会抱着一
腔赤诚，秉持“高质效
办 好 每 一 个 案 件 ” 理
念 ， 追 求 公 平 正 义 的
光 ， 让 正 义 虽 远 必 达 ，
虽久必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