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 1.00元 全年 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4 绿海·专题
编辑/龙平川 校对/孙瑶

联系电话/（010）86423477
2025年 1月 11日 星期六
电子信箱：zhfk3615@163.com

遭遇不公，你是否仍葆初心？历
经坎坷，你是否仍在坚持？2024 年
底，随着电影《误判》上映，一场关于

“正义”的探讨点燃了电影市场，也
点亮了观影人的心。

曾是警队精英的检控官霍子豪
虽遭受过误判的打击，但维护司法
公正的信念从未动摇。马家杰被误
判监禁 27 年的遭遇，更激发了霍子
豪为其申冤的决心。

“一个误判就会摧毁一个家庭，
所以我们司法人员是不允许让误判
发生在我们手上，不允许发生在马
家杰身上，不允许发生在任何人身
上，这是律政司应有的良心。”电影
结尾的台词振聋发聩。

正如电影海报“为正义出拳”所
展示的那样，以法为剑，以拳为盾，
电影《误判》的创作带来了一次全新
的尝试——检控题材与动作电影碰
撞出别样的火花，但不变的是对公
平正义的追求和坚守，这也是电影
艺术永恒的主题。

为何选择一起“小案”进行创作

“电影对正义的探讨不是无根
之木，而是牢牢扎根于现实。”一位
网友在观影后写下了这样的感受。

电 影《误 判》改 编 自 真 实 的
案例。

“作为大湾区法治发展的重要
一环，香港的法治一直以来都在最
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的关注范围
之内。”电影《误判》项目的直接发起
者、最高检影视中心副主任彭诚告
诉记者，希望通过对香港一些实际
发生的案例的改编，促进公众对香
港法治的了解，同时也促进香港和
内地的法治交流。

为 什 么 选 中 这 样 一 个 案 例 来
改编？

电影《误判》监制黄百鸣坦言，在
接触到这个案例后，他专门去做了调
研。“我们发现，有的年轻人，为了几
千元钱就把自己的地址借给别人用，
最后触犯了法律，坐了 20多年牢，这
些发生在香港的案例不是一件两
件。”他说，“因此我们想拍一部电影
来警醒年轻人，不要误入歧途。”

电影《误判》导演甄子丹表示：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误判存在的社
会，会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希望
透过电影，引起大家对社会问题的
思考，让观众燃烧起正义感。”

因此，从剧本筹备到电影开拍，
涉及的台词、细节等等，整个剧组都
很严格、谨慎地把关。

“我们必须做一个真实的呈现。
我的想法是，对白怎么写都可以，但
前提是必须有依据，不能乱搭。”甄子
丹告诉记者，“所有内容都必须在香
港法律的框架内，符合香港法庭的运
作，符合香港法庭的习惯、文化。”

电影《误判》编剧黄子桓也是第
一次接触检控题材的电影。他直言，
创作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为
此他专门请教了律师朋友，仔细了
解原本的案情。拍摄过程中，也请了
律师对法律问题作专门指导。

有人好奇，明明有那么多故事
性更强、更具情感冲击力的案件，为
何编剧选择了这样一些小案子进行
创作？

对此，黄子桓表示：“小案会影
响普通人的一生，甚至会摧毁一个
家庭。我们就是想选择一个发生在
我们身边、更贴近生活的案例来警
醒大家，这样也更容易让观众产生
共鸣。”

在改编过程中，无论是讲述的
角度还是台词设计，黄子桓都花了
不少心思。

“光是剧本，我们就看了不下十
个版本。”彭诚告诉记者，现在的剧
本是在多次打磨基础上形成的；“表
达方式一直在变，比如加入了动作
元素，但是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坚
守这一检察官的职责担当内核始终
不变。”

“改编过程中，我们就想在尊重
法律的基础上，设计得特别一点。”
黄子桓告诉记者，“以往都是辩护人
为犯罪嫌疑人做辩护，这次做了一
个‘颠倒’，让原本要控告的检控官，
反过来去找真相。”

于是，电影中出现了这样的台
词——

“律政司做检控，主要职责是要
将罪犯入罪。霍检的打法是辩方的
打法，是什么意思？是要帮他洗白脱
罪啊？”

“你是主控官，替被告辩护不是
你的责任。”

“主控官，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吗？你在射自己的龙门啊，这里不是
游乐场。”

…………
看似句句发问，却在字字回应：

检控官的职责和担当是要将有罪的
人定罪，还要还无辜者清白。这样的
改编，融合着编剧的艺术表达，也让
观众在观影中深刻感受到，检控官
无论何时都不能放弃对正义的执着
追求。法律是不完美的，但是作为检
控官，一定要去弥补这些缺憾，做好
正义的守门人。

《误判》的“爽感”来自哪里

电影《误判》的“爽感”来自哪
里？就来自我们对公平正义的向往。

于是，我们看到电影中马家杰
被误判监禁 27年的遭遇时会感到痛
心和不平，也会为检控官霍子豪突
破重重阻碍为无辜者洗清冤屈的努
力而动容。

马家杰的遭遇并非个例。但如
何让无数个“马家杰”避免这样的遭
遇，拷问着律政司的良心，也彰显着
这部电影最核心的价值——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

为了这个目标，检控官霍子豪
打了一场为了“赢”而“输”的
官司。

对此，有观众在观影后表示：
“这正是检控官霍子豪面临的‘误
判’，不仅仅是表面剧情的贩毒案冤
罪误判，更是对绝对正义是否要执
行、理想主义是否有现实存在价值
的判断之正误。”

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检控官
霍子豪的职责所在，也是他一切行
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电影中，他感
叹：“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好像一盏永
恒灿烂的明灯，将公平正义的光辉
照入民众心里面每一寸阴暗的角
落。”

“ 这 个 世 界 一 定 要 有 正 义 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甄子丹强调。

“找寻真相，还被误判的人一个
交 代 ，这 也 是 公 平 正 义 的 应 有 之
义。”黄百鸣如是说。

在彭诚看来，法治精神就是要
让每一个有罪之人受到应有的惩
处，让每一个蒙冤之人重见天日，让
每一个人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

其实，在电影《误判》中还有一
位看起来跟霍子豪有些“不一样”的
检控官——杨铁立。

初识杨铁立，观众会误以为他
是个“反派”。因为他一天要处理几
十个案子，不赞成也没有更多的时
间“浪费”在一个当事人已经“认罪”
的案件上。

但在饰演者吴镇宇看来，这并
不代表杨铁立置公平正义于不顾，
杨铁立有他坚持的原则。“证据是他
判断的标准。”吴镇宇说。

在黄子桓看来，两个人所处位
置不同，看待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

“我们设计这两个角色，并不是说要
证明哪个就是对的或者错的。”黄子
桓表示，“每天有那么多的案件发
生，每一个案件的背后又涉及很多
环节。法律是有自己的‘规矩’的，按
照‘规矩’来办本身没有错。”

对此，甄子丹也表示：“我们两
个饰演的检控官虽然理念不同，但
是有着共同的职业操守和情怀，我
们 都 是 为 正 义 发 声 ，只 是 方 式 不
同。”

正义的光芒和职业的责任感会
唤醒每一位检控官。因此，影片的最
后，检控官霍子豪和杨铁立并肩站
在法庭上。他们义正词严地告诉大
家，法庭是揭露真相的地方，时间在
真相面前，根本一文不值，所以无论
花多少时间，我们也要等到真相的
来临。

如何以影视作品体现司法初心

真相最终没有被掩埋。故事的
结局是：在检控官们的努力下，正义
被守住了——大法官推翻了自己的
判决，马家杰被无罪释放。

有人问大法官：“马家杰案你推
翻了自己的判决，司法制度是否不
够公平？是否当中有人为的失误？”

影片中，大法官是这样回答的：
“这件案子的初判是有点粗疏的。导
致大众有疑问和不安，这一点我是
衷心感到遗憾还有歉意的。现在这
件案子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最
关键的是，正义被体现了，这才是最
重要的。”

是啊，这一次正义没有缺席；好
在，这一次正义没有缺席。

因代取快递意外陷入误判冤案
的马家杰、求助无门在法庭之上绝望
痛哭的爷爷、以命相搏只为推翻不公
审判的检控官霍子豪、与霍子豪并肩
战斗的检控官以及警官……一个个
对正义充满渴望、为正义到来而努力
的人，共同演奏出《误判》这部电影最
昂扬的乐章。就连推翻判决的大法
官，也是这乐章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法官可能会有一些错误，但
重点是犯了错误之后能不能去承
担。”甄子丹表示，这也是影片要引
发观众思考的一个方面。

彭诚告诉记者：“影片中的马家
杰案件，就是展现法治自我纠错能
力和检察官履职能力特别好的案
件。司法的正义，法律人的良心和担
当，以及对事情的探究都是极其重
要的，缺一不可。”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无论是
电影台词中，还是主创人员的回答
中，“初心”两个字都反复出现。

有的是点题——电影中，检控
官霍子豪的父亲说：“执法人员坚守
初心，终归有一天我不能动了，也都
没有遗憾了。”坚守公正司法，这是
执法司法人员的良心，也是避免“误
判 ”再 次 发 生 而 必 须 铭 记 在 心 的
准则。

有的是责任——采访中，黄子
桓提道：“通过我们的电影，让观众
思考法律是否还存在需要完善的地
方，这也是我们的‘初心’，也希望大
家不要误入歧途。”这是一部电影的
良心，不仅给人以娱乐享受，更要传
递价值、发人深省。

有的是期待——采访中，甄子
丹说：“检控官们每一分钟都要把守
社会的秩序和正义，责任重大，希望
法律从业者能坚守初心。”守住法律
的最后一道门，这是社会大众对司
法公正最朴素的期待。

近年来，港片都在试图通过司
法、犯罪与社会现实的结合，找到新
的叙事方式，用故事折射出更深层
次的社会问题。

“以前我们拍电影娱乐性质多
一些，让观众开心、笑就足够了。但
现在，要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思考，
带着社会责任感，去创作不同类型
的电影。”黄百鸣告诉记者。

“将影视题材以及所反映的内
容延伸到检察、延伸到法治的方方
面面，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相信，
《误判》是第一个，但绝对不会是最
后一个。”彭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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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代取快递意外陷入误判冤案
的马家杰、求助无门在法庭之上绝
望痛哭的爷爷、以命相搏只为推翻
不公审判的检控官霍子豪、与霍子
豪并肩战斗的检控官以及警官……
一个个对正义充满渴望、为正义到
来而努力的人，共同演奏出《误判》
这部电影最昂扬的乐章。

电影是导演的艺术，往往带有创作者鲜明独
特的个人风格和情感。《误判》是甄子丹深思熟虑
后接下来的，检控题材与动作电影相结合，对他
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接拍电影我有着自己的原则，那就是电影
所传递的价值观必须符合我的信仰，传递信息对
我来说很重要。”甄子丹告诉记者，“一个电影人，
会通过讲故事，去传递一些他相信的东西。”

电影《误判》，将心怀正义的法律人士，具象
为检控官“霍子豪”，更将“任何东西都不会暗淡
你心中的火光”“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好像一盏永
恒灿烂的明灯，将公平正义的光辉照入民众心里
面每一寸阴暗的角落”等电影内核，以一种不说
教的、相对轻松的方式带入到观众心中。

总有人会用法律、用正义、用坚持不懈为
你“出拳”。甄子丹告诉记者，他始终相信正义
存在——“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很多不公平的
事情，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有一颗正义之心，因此
希望通过我的电影，引起大家的思考，重新燃烧
起自己内心的正义。”

甄子丹这次饰演的检控官霍子豪，文能开庭
辩论，武能拳打罪犯。甄子丹“为正义重拳出击”，
着实为影片增添了不少看点。

“一直以来，大家关注的都是我的‘武打片’，
《误判》的题材其实不是我最擅长的，尤其是其中
涉及法律的内容，更要慎之又慎。”采访中，甄子
丹坦言，电影内容都不是随意编造的，必须尽量
将香港法律的架构、法庭上的运作等最真实地呈

现出来。
近年来，港片都在试图通过司法、犯罪与社

会现实的结合，找到新的叙事方式，用故事折射
出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观
众可谓是“观遍了律政题材的电影”。

“要想不重复以往的表达、拍出新意很难。”
甄子丹告诉记者，“而且大家都对我的打戏有期
待，我们要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把武打和很多
商业元素以及现实题材的故事结合起来，从中找
到平衡。”

为此，在剧情、台词、动作设计上，甄子丹可
谓是费尽心思，一磨再磨。电影中不时出现一些

“金句”和“法言法语”。“对这些内容，我常常要思
考好久，经常晚上睡不着觉。”甄子丹表示，“我就
想第二天的戏要怎么拍，要怎么符合我内心的要
求。我也常常觉得不够过瘾，和编剧用了很多时
间去打磨。”

法庭之上，检控官霍子豪身着法袍为弱者发
声，一句“将有罪的人定罪，还无辜者清白”，不仅
揭示了法律从业者的初心与使命，更充分彰显了

“霍子豪”对正义的执着追求。
“法庭戏是整部电影最大的难关，我不希望

死板地把它拍出来，我觉得必须接地气，让观众
有共鸣。”甄子丹表示，为此他特别邀请了律师做
顾问，在现场进行指导。还通过“文戏武拍”的节
奏，让每一场戏都颇具亮点。

“希望能够让观众看到崭新有突破的一部电
影。”甄子丹说。

让电影燃烧起观众的正义感
□本报记者 单鸽

2024 年 12 月 27 日，电影《误判》在全国正
式上映，截至目前总票房累计已达 2.3亿元，展
示出了广泛的观众基础和强大的市场吸引力。

“电影《误判》的海外发行也在同步进行
中，陆续将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等国家上映。”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副主
任彭诚对记者说，这是检察机关推动检察文化
出海的一次有益尝试。

“我们希望通过影片，将中国检察官打击
犯罪、维护正义、捍卫法治的良好形象展示给
世界各国的观众。”彭诚表示。

香港律政司在捍卫香港法治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2024 年 7 月，国家首席大检察官、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会见香港律政
司司长林定国一行时指出，最高检大力支持香
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支持香港律政司依法履
职，愿进一步加强与包括香港律政司在内的香
港执法司法机构的务实交流合作，促进香港法
治建设、展示香港法治形象、巩固香港法治优
势，推动香港在加快推进国家涉外法治体系和
能力建设中发挥独特优势和作用。

“作为服务最高检中心工作、对外展示检
察文化的重要窗口，最高检影视中心也高度重
视和关注港澳台方面的法治进程和一些法律
事 件 ，这 也 是 我 们 创 作 的 源 泉 。”彭 诚 告 诉
记者。

记者了解到，虽然电影《误判》是一部合作
片，但最初这个项目却是由最高检影视中心发
起的。“我们关注到现实中有这样一类案例，能

很好地展示法律自我纠错能力和检察官履职
能力，想就此制作一部电影。”彭诚告诉记者，
有了意向，最高检影视中心和上海华策电影有
限公司、东方影业出品有限公司等一拍即合。

“最开始我们的设想与电影最终的呈现完全
不同。”彭诚笑言，“起初，我们打算做一部传统的
法律电影，类似于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那样。”

但随着导演甄子丹的加入，整个项目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检控题材与动作电影相
结合，这是我们一次新的尝试。”彭诚表示，“虽
然艺术手法和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影片
的基本内核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法律从业者
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初心与使命的坚守和对
法治的担当。”

记者采访了解到，最高检影视中心在电影
《误判》的拍摄、剪辑过程中都给予了法律上的
指导。“比如，检控官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去对待之前的冤错案；再如，我们追求的公平
正义，它的内核到底是什么。”彭诚说道。

为此，整部电影对台词进行了一些设定，
比如：“我们检控官是要将有罪的人定罪，还无
辜者清白。”“一个误判就会摧毁一个家庭，所
以我们司法人员是不允许让误判发生在我们
手上，不允许发生在马家杰身上，不允许发生
在任何人身上，这是律政司应有的良心。”

“希望大家看完电影后，对于法律的要义，
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于检察机关的职责，
都能有一些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思考。”彭
诚说。

检察文化出海的一次有益尝试
□本报记者 单鸽

《误判》推介会

《误判》首映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