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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这是近
期热映电影《第二十条》的经典台
词。这句话与其所代表的司法理念
出现在今年全国两会“两高”的工作
报告中。新华社等多家媒体关注到，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法不
能向不法让步”不是口号，“第二十
条”已被唤醒，还要持续落到实处。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法治
社 会 建 设 ，持 续 引 领 正 当 防 卫 理
念”，引发广泛关注与共鸣。

电影《第二十条》片名取自刑法
第二十条规定。刑法第二十条规定
的正当防卫制度，在实体法上争议
最大的，是正当防卫行为时间条件
的紧迫性和限度条件的适度性。由
于思想观念的束缚和司法惯性的影
响，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制度在很长
一段时期内没有得到全面适用。影
片所取材的真实案例，直击当前司
法实践的难点和痛点。

客观地说，《第二十条》并不是
一部覆盖全年龄段的电影。基于法
律条文的逻辑和故事的社会性，对
观影受众的心理年龄、法律学识有
一定的要求。怎样让观众在影院坐得
住，“枯燥法条”能变身生动故事呢？
影片中的三个案件涉及不同的家庭，

有公交司机，有农民，也有城市小康
家庭，三个案件之间又建立了一种巧
妙的内在联系，将喜乐温情和平凡人
之间的朴素冷暖娓娓呈现，勾勒出一
幅现实主义的立体群像。

2 月 21 日，在以“‘高质效办好
每一个案件’的理念与实践”为主题
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领导提到

《第 二 十 条》 热 映 现 象 ， 表 示 韩
明、吕玲玲等形象正是新时代检察
官的缩影，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
和生命。全国人大代表，最高检党
组书记、检察长应勇 3 月 9 日在甘
肃代表团听取对最高检工作报告的
审议意见和工作建议时谈到电影

《第二十条》，表示这部电影的原型
就来自检察机关对于“正当防卫”案
件的办案情节。

影片《第二十条》聚焦的是“正
当防卫”和“防卫过当”问题，延伸而
出的则是对于公平正义、对于情理
与法理的思考和探索。《第二十条》
里身处底层、不甘受辱的王永强奋
起反击致村霸刘文经死亡，并以此
被迫展开了与其父刘炳仁的深层次
较量。这一故事情节也是整部《第二
十条》中探讨“正当防卫”问题的核
心点，以此延伸到如何实现公平正
义，如何平衡法理情，如何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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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更深
层次问题的探讨。

本片真实地展现了检察官在工
作中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处理案
件时的不同选择，可能影响到自己
的职位前途；当主要领导与分管领
导意见分歧时，是否敢于发表真实
意见。影片改变了以往同类型影片
由上至下的普法方向，从立法精神
高度和百姓对司法公正殷切期望的
视角，将普法对象由下而上地诉诸
司法从业人员，观众所代表的大众
从被动接受普法的对象，转变为“自
由心证”的裁判者。

在 错 综 复 杂 的 社 会 关 系 网 络
中，个体的力量微不足道，个人权
利的维护依然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司法改革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这
是必须正视的现实和挑战。公平正
义是人民的期盼和需求，这部影片
把检察机关办理正当防卫案件所遵
循的法治理念具体化影像化，一方
面展现出我国的司法进步、司法理
念的更新和司法人员对法律的坚
守，另一方面传递着法律是对人民
的保护的观念，让人们更多地了解
司法，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社会
意义。

枯燥法条变身生动故事
高斌

春 节 档 电 影《第 二 十 条》一 上
映，就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电影
院里止不住的一拨又一拨观众，随
之而来的影评也铺天盖地。民意汹
涌，它既是电影艺术层面的一场娱
乐狂欢，也道出了期待法治推动社
会进步的大众心声。

有人说看这部影片，像是在看
剥洋葱，画面、剧情一点点触动泪
腺，抑制不住的愤慨、同情震撼着内
心。跌宕起伏的情节把人架在过山
车上，随着片中人物命运的推进，看
电影的情绪也起伏连绵。

影片中，王永强被像狗一样拴
在树上，面对妻子的被强奸无力的
悲愤，画面视觉冲击力强，也寓意深
刻。王永强基于“爱与保护”情感驱
动下的伤害与刘文经的主观恶意伤
害，赫然摆在观众面前。妻子郝秀
萍以跳楼逃脱恶人的胁迫，拯救丈
夫……让人不禁发问，难道公平正
义要用死才能换来吗？

张贵生在公交车上出手制止流
氓骚扰女孩，却被判刑。让人不禁发
问，难道见义勇为前要先去翻一翻
法律，或者咨询下律师再施以援手
吗？检察官韩明在张贵生女儿一句

“你摸着良心说，‘他有罪吗？’”的质
问下，沉默了。

韩明的儿子韩雨辰看到同学被
霸凌视而不见，或者面对校园霸凌
者的辱打不还手，这是正确的处理
方式吗？韩家迟迟未道歉，潜台词里
不正是“我们要的不是正确，而是正
义”的隐性表达吗？

人间的悲苦总是奇形怪状，影
片中人物的悲惨也是现实生活中不
幸的缩影，有颤巍巍拄着拐杖申诉
的老人，有手举牌子哭诉在街头的
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他是谁的
爷爷？他又是谁的父亲？他们遭遇了
怎样的不堪，在本该安享的晚年里
奔波在讨要公平的上诉路上，又卸
下平日里撑起一片天的坚强在人潮
里声泪俱下？

郝秀萍跳楼前哭诉着“你们能
保得了一时，可日子还长着呢”，压
垮她的是对公平的绝望。郝秀萍的
那一跳，跳醒了很多人的良知。但
如果社会的正义是被悲剧唤醒，那
它还是在法治建设有力有效的良性
跑道上吗？正义应该光明正大地被
表彰被传扬，所谓人们感受到了冬
天的寒冷才去期待春天的温暖，难

道真正的春天不是开在山花烂漫里
的吗？

在司法和情感之间如何权衡的
探讨由来已久，《尚书·舜典》中就有
记载：“眚灾肆赦。”意为遇到不正当
侵害，躲避现在危难，皆可谓之不幸，
因不幸而触犯刑罪，应当赦免。《唐
律》中亦有规定：“诸夜无故入人家
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可
见，法理不外乎人情，自古皆是。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只有善德不足以处理政务，
只有法令也不会自己发生效力。我
们是法律规定的受益人，也是法治
的践行者。在电影《第二十条》的热
度退减后，你、我、他，又将以一种怎
样的社会责任感去践行正义？或许
是一次求真务实的检察办案，或许
是一次对校园霸凌的制止，抑或是
继续做遵纪守法的公民……《第二
十条》带给我们的撼动和思考不应
是稍纵即逝的火花，而应以“星星之
火，燎原之势”铸就我们见义勇为的
底气，整个社会、每个个人都积极参
与 演 绎 一 部 共 同 捍 卫 公 平 正 义 的

“生活纪录片”。
影片中最打动我的是那一句台

词：“我们究竟是把怎样的一个世
界，交到他们手里。”为人父母，都希
望自己的孩子能生活在一个比我们
所处时代更好的未来，它不仅关乎
法律条文，更是来自老百姓对正义
最朴素的情感期待。

司法与情感
张友志

电影《第二十条》中，村霸刘文
经借口村民王永强无法偿还向其借
的高利贷，用锁链将王永强拴在院
中后，进入屋内对王永强的聋哑妻
子郝秀萍实施了强奸。通过村霸刘
文 经 对 王 永 强 的 言 语 辱 骂 可 以 推
知，在此之前刘文经还曾多次侵犯
郝秀萍。王永强挣脱锁链后，来到屋
外与其撕扯扭打在一起。村霸刘文
经挣脱后，一边朝前方的轿车奔跑，
一边威胁说将要拿刀砍死王永强。
此时，王永强回身随手捡起草料上
的一把剪刀，朝着打开车门、即将取
出 砍 刀 的 村 霸 刘 文 经 腹 部 刺 了 26
刀，致其重伤，后经医治无效死亡。

从不法层面看，王永强的行为
确实属于故意伤害行为。根据刑法
第 234 条，故意伤害罪指的是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以上的结果。
该案中，王永强持剪刀故意刺伤刘
文经腹部。其中两处致命伤，最终导
致刘文经死亡。刺伤与重伤死亡的
后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因此，从法益侵害层面，不难判断出
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村汉子确实伤害
了刘文经。

然而，在对客观违法行为和因
果关系作出判断之后，还要看村民
王永强是否具有违法阻却事由才能
判断其是否真正构成犯罪。电影全
片所强调的刑法第二十条中所提到
的正当防卫就是一个客观违法阻却
事由。也就是说，尽管村民王永强在
客观上构成故意伤害罪，只要存在
正当防卫就可以阻却犯罪的构成。

什么是正当防卫？简单地说，对
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制止的行
为就是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又分为

两种：对于普通的侵害不能超过必
要限度；对于杀人、强奸等行为可以
采取无限度的防卫措施而无需负法
律 责 任 。此 案 中 ，可 以 分 为 几 个 阶
段，村霸刘文经的强奸行为、刘文经
与王永强厮打行为、刘文经一边言
语威胁一边跑回车中的取刀行为。

从第一个层面来看，表面上刘
文经的强奸行为虽然结束，可此前
已经对王永强的聋哑妻子实施了多
次侵犯。换言之，村霸刘文经基于同
一个故意，对郝秀萍实施了多个独
立的、但性质相同的强奸犯罪，而且
不法侵害并未停止，未来还有可能
继续发生。王永强一方面面对的是
被强奸而无法反抗要去自杀的聋哑
妻子，另一方面是刘文经数次对这
个 贫 穷 脆 弱 家 庭 成 员 数 次 侮 辱 威
胁，为了保护妻子郝秀萍而使用剪
刀伤害其身体的行为也就被正当防
卫所阻却。影片中，刘文经的父亲纠
集多人多次围堵王妻郝秀萍，其目
的也不只是单纯的非法拘禁或者绑
架行为，而是以免除债务为诱饵、以
轻判其丈夫王永强为要挟，从不存
在正当防卫的角度制造伪证，以期
达到对王永强判处死刑的报仇泄愤
目的。

从第二个层面来看，如果将村
霸刘文经与王永强厮打肉搏认定为
互殴，那么刘文经一边回车取刀一
边扬言要杀死王永强的行为，则对
王 永 强 人 身 安 全 构 成 了 巨 大 的 威
胁。二人赤手空拳的厮打过程中原
本都没有使用武器，刘文经突然将
矛盾升级必然造成王永强一方的弱
势。王永强此时当然可以行使无限
防卫权，使用剪刀刺伤村霸刘文经，

不过是生命安全受到紧急危险的迫
不得已之举。从电影之中，我们不难
判断剪刀只是王永强家中随意放在
一边用于剪断草料的工具，并不是
事先准备好的，而是其随手看到捡
起。从王永强刺伤刘文经的部位来
看，并没有针对其头部、颈部等要害
部位，而是刺穿腹部。在这样一种紧
急情况下，我们当然不能事后站在
上 帝 视 角 去 要 求 被 侵 害 人 冷 静 处
理，26 处刺伤造成刘文经重伤后死
亡的后果当然应该被其无限防卫行
为所阻却。

电影中，检察官吕玲玲将案件
两次退回补充侦查，目的就是为了
查找该案的关键证据——口供中描
述的藏匿在车中的砍刀，进而通过
补强证据的方式来证明证人证言和
王永强供述中所提到的刀。从后面
的剧情也可以看出，这把刀并不是
刑警队队长口中的幽灵证据，更不
是王永强为了脱罪的杜撰，而是直
接影响案件走向的关键物证。正是
因为物证这种证据形式较为客观，
较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更具有稳定
性，所以在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案
件审查体系中，作为检察官的吕玲
玲更希望公安机关进行及时补证并
在最终的审查报告以及庭审中予以
采纳。一言以蔽之，只有刀的存在才
能证明刘文经有取刀伤害王永强的
故意，即刘文经的不法侵害仍在持
续中，唯有如此王永强的行为才能
成立正当防卫。而刘文经父亲等人
将车中砍刀拿走后扔进河中毁灭证
据，也是为了避免王永强因正当防
卫导致无罪的结果。

公众对于法律的印象和理解，

往往是采取案例化、现实化的方式。
正如电影中所演绎的那样，如果检
察官在司法实践中采纳了以往认定
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的观点，那么
就会向公众传递这样一个信号：面
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无论程度
多么严重，生命安全受到怎样的威
胁，家人孩子多么无助，只要导致对
方受伤，都要承担因此而带来的种
种不利的法律后果。长此以往，社会
秩序何在，良知底线何存呢？

作为一名检察官，要始终秉持
客观公正的立场，以审慎的态度正
确适用证据采信规则，设身处地融
入案情考虑问题，正确适用法律。在
该案中，不能认为谁受伤更严重、哪
一方当事人把事情闹得更大、社会
舆论如何议论就简单地作出认定。
我们要准确分析王永强案背后的在
案证据、动机目的、行为性质，才能
正确区分法与不法、正义与非正义、
加害行为与侵害行为，才能办好群
众身边的每一个案件。

电影 《第二十条》 中，检察官
们所考虑的也绝对不是简单的故意
伤害和正当防卫这样一个单纯的法
律适用问题，而是司法实践中跨越
千百年的农耕文明与变动不居的社
会生活事实同步变化的朴素正义观
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
一定要在查明前因后果、分清是非
曲直的基础上，对正当防卫松绑，
为人民群众发声，向错误司法理念
说不，鼓励公民使用防卫手段维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用法律赋予公民
的救济手段，保护无辜者免遭不法
侵害。

电影 《第二十条》，讲述的是
中国刑法之善，讲述的是人民检察
官为了维护司法正义，激活正当防
卫条款，唤醒了普通民众对法律的
信仰和对正义的认知。刑法第二十
条 ， 是 正 当 防 卫 ， 现 在 你 能 记 住
它吗？

检察官为什么一定要找到那把刀
谢文婷

电影《第二十条》片名直接取自刑法第
二十条关于“正当防卫”的条款，让我联想
起一部著名的黑色幽默军事题材电影《第
二十二条军规》，不由得想第一时间走进影
院，看看是不是一部幽默电影。看罢影片，
两部作品确实有些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幽
默包裹下的现实主义题材文艺作品。

影片呈现的三起案件，都围绕着正当
防卫的争议而展开：务工人员王永强捅伤
恶霸刘文经，其背后是王永强为给孩子治
病向刘文经借高利贷，被刘文经数次侮辱，
患有听障的妻子郝秀萍被刘文经多次强
奸，他将放贷者捅成重伤，放贷者最终死
亡，他却可能被判处死刑；高中生韩雨辰为
阻止校园霸凌将霸凌者打伤，却由于缺乏
霸凌证据，面临被立案拘留；公交司机张贵
生为保护受到骚扰的女乘客，将骚扰者打
伤，却被判定为故意伤害。

三桩案件，除了都指向“正当防卫”这
一条款，也都有未成年人“在场”——有受
害者的听障女儿，有阻止霸凌的高中生韩
雨辰，还有一直鼓励父亲翻案的张贵生女
儿。尤其是围绕着检察官韩明父子的双线
案情，父亲的坚守正义是否能为儿子再次
挺身而出伸张正义提供示范和引领？从这

个 角 度 来 看 ，《第 二 十
条》在释法明理中暗藏
着对下一代法治意识塑
造与传承的深远意义。

“把手给我！”这是
在影片中，让我落泪的
一幕。王永强的妻子郝
秀萍宁愿去死也要守住
自己和家人的清白，即
使置未成年的女儿于不
顾，也选择去跳楼。在天
台上，检察官韩明对着
郝 秀 萍 大 喊 ：“ 把 手 给
我！”这伸出去的手，在
我看来就是检察官用人
性的温度把刚性的法理
传递给老百姓，回应了
每个观众内心朴素的情
感，也引发了人们对于
公平正义本能的思考。

好 人 总 是 心 怀 善
良，但善良的人有时会
受委屈。法律应该维护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的社会秩序，才能守护
舍生取义和守望相助的
底气和血性，给是非以
明断、给勇气以嘉奖、给
正义以底气。

围绕《第二十条》这
部电影，网络上涌现出
多种角度的影评，继而
引发社会各界的讨论，
在我的朋友圈里也不例

外。一位资深法律工作者写道：“执法应最
大限度地体现立法精神和本意，执法者首
先应将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然后去理
解和执行法律。”从于欢辱母杀人案到昆山
龙哥反杀案，推动刑法第二十条真正适用
不再沉睡的，正是每一次热点案件的公正
处理。

“你永远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除
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来走去，站在他的角
度考虑问题。”《杀死一只知更鸟》用上帝视
角去评判一次“打斗过程”是简单而容易
的，但如果把自己代入当时的情境中，就会
发现所谓的理性评判并不符合热血鲜活的
实际。《杀死一只知更鸟》讲述一个名叫汤
姆·鲁滨逊的年轻人，被人诬告犯了强奸罪
后，只因为是一个黑人，辩护律师阿蒂克
斯·芬奇尽管握有汤姆不是强奸犯的证据，
都无法阻止陪审团给出汤姆有罪的结论。
但在努力维护正义的整个过程中，律师芬
奇为孩子们示范了一个正直的人“明明知
道会失败，还是会去做”的勇气和对公平正
义的执着，更重要的是他用言传身教为孩
子们指明了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从电影上映影响到每一个观众，到在
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的影评和讨论，从电
影出产到海外传播，热度肯定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逐渐冷却，但这些都不该是《第二
十条》的终点。只有让这些经典台词中蕴含
的良法善治理念传承下去，把中华民族舍
生取义、见义勇为的优良基因传承下去，才
能让法治理念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生根发
芽、生生不息。

我们应该把怎样的一个世界交到下一
代手里？《第二十条》作了很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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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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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往往针对社会某种
或某类问题展开叙述，从而引发受众深入思
考。电影《第二十条》以艺术化、审美化的手
法直面“正当防卫”的现实困境，将善与恶、
情与法、悲与喜、不同视角的碰撞等元素杂
糅在一起，在充满戏剧性的冲突和艺术张力
之中提出深刻的社会问题。

检察官韩明的个人形象实际上象征着
刑法第二十条，韩明重拾初心的过程象征
着“正当防卫”法条回归立法本意的过程。
在经历张贵生死亡、郝秀萍跳楼、儿子被立
案、同事被处分后，韩明内心深受触动，开
始着手研究与王永强案类似的案件，但发
现“都是这么判的”。在韩明办案陷入僵局
之际，是同事吕玲玲的“我就觉得你行”，帮
他重新找回被遮蔽的初心，唤醒了他内心
深处沉睡的正义。

曾经的韩明知道打人影响工作分配，
但依然不向猥亵者道歉，这是源自他内心
深处的正义感，虽然生活的打磨让他日渐
圆滑，但是生命的底色不曾改变——所有
正确的事都有代价，但是不能因为有代价
就不去做。吕玲玲“如果我们不能够拯救一
个绝望的母亲，我们有什么资格穿上这身
衣服”的话语掷地有声，但吕玲玲的形象何
尝不是韩明内心的真实投射呢？在观众眼
里，她更是千千万万追求公平正义的法律
工作者的代表。

就立法本意而言，刑法第二十条既鼓
励公众与不法行为作斗争，也是为了震慑
违法犯罪分子，弘扬社会正气。但是，从
立法到司法需要一个过程，正当防卫的界
限、认定有很大的争议空间，导致这一法
条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
极低。这一过程与检察
官韩明的个人经历颇为
相似，立法本意与个人
初心、司法之困境与个
人生活之重压等要素遥
相呼应，影片以个人的
成长来象征和隐喻法治
建设不断进步的过程。

影 片 以 检 察 官 韩
明、吕玲玲守护公平正
义的行为，直观生动地
展 现 激 活 正 当 防 卫 法
条的具象化过程。在办
理王永强案件过程中，
他们依法调查核实、查
找类案、召开检察听证
会，这实际上分别对应
影 响“ 正 当 防 卫 ”法 条
在 司 法 实 践 过 程 中 准
确 适 用 的 焦 点 与 难 点
问题——调查取证难、
打破司法惯例难、案件
性质认定难。

现实中，多元价值
碰 撞 带 来 一 系 列 社 会
问 题 ，诸 如 诚 信 缺 失 、
制 假 售 假 、交 通 碰 瓷 、
搀 扶 摔 倒 老 人 反 被 讹
诈等等，严重冲击社会
道德底线，困扰人民群众的“扶不扶、管不
管、救不救”等问题亟待解决。就此，最高人
民法院先后发布了“于欢故意伤害案（93
号）”“张庆福、张殿凯诉朱振彪生命权纠纷
案（98 号）”等涉及正当防卫、见义勇为的
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于海明
正当防卫案（检例第 47 号）”“侯雨秋正当
防卫案（检例第 48 号）”等均涉及正当防卫
的第十二批指导性案例。每一个司法案例，
都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的生动实践，通过旗帜鲜明地保护正当防
卫者和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
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
充分发挥着引领社会法治风尚的作用。

2020 年 8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
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这是首次
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正当防卫制度作出了
较为全面且系统的规定，对于完善正当防
卫制度的适用具有重要意义。法安天下，德
润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的灵魂，以道德滋养法治，让法律
法规体现鲜明的价值导向，以司法公正引
领社会公正，有利于形成好人好报、德者有
得的正向社会氛围……

当灯光亮起，当我们回望饱经沧桑又
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根植于我们血脉深
处的“扶危济困、惩恶扬善、救死扶伤、助人
为乐、见义勇为”等优秀文化基因，在时间
的长河中，必将熠熠生辉而又绵延不绝，向
前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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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档电影《第二十条》聚焦“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这一热点，由
此延伸出对于公平正义、对于情理与法理的思考和探索，进而引申出如何
实现公平正义，如何平衡法理情，如何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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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更深层次问题的探讨。本版专题刊
发相关文章以飨读者，期待给大家带来些许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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