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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第二十条》：

悲喜交融的现实力作
■文/王懿涵

《第二十条》：

当童话中的少年英雄老去
2024年春节档，张艺谋导演再携

新片《第二十条》与观众见面。该片

以喜剧手法包裹严肃主题，巧妙串联

三个案件，以小人物的视角聚焦法律

与人性的博弈，透过充满烟火气息的

故事呈现，讲述了公平正义的重要意

义，将《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

卫”印刻在每一个观众心中，一经上

映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在春

节档之后更是显示出较强后劲。

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

首先是对现实题材的拓展。《第

二十条》是张艺谋继《坚如磐石》之

后，又一部把镜头对准中国社会的现

实主义之作。该片聚焦“正当防卫”

这一议题，故事内容取材自真实社会

事件，抓住了大众关切的社会话题，

精准地诠释了《刑法》第二十条——

“正当防卫”条款，并将该法律条款在

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困难进行艺

术化的解构与重构，向社会发出振聋

发聩的正义呐喊。

其次是影像风格的现实化。《第

二十条》一反张艺谋导演惯常喜爱的

形式之美，彻底摒弃华美绚烂的艺术

雕琢，转而采用朴实自然的影像风

格，以真实的影像呈现故事，具有浓

厚的生活质感。全片没有奇巧炫人

耳目的场景，而是以扎实的叙事、厚

重的主题回归创作本身，是一部深刻

反映现实的真诚之作。

最后是对弱势群体的观照。影

片用较多篇幅刻画弱势群体，如被校

园霸凌的学生、被骚扰的女乘客、被

欺侮的残障人士等。而面对霸凌事

件，霸凌者的肆无忌惮、旁观者的冷

漠纵容、被霸凌者的绝望怯懦，往往

使弱势者更加弱势，终成难破之困

局。其中，最为突出的人物是郝秀

萍，她与女儿都是聋哑人，长期受到

恶霸欺凌，但是有苦难言，以至绝望

跳楼。《第二十条》通过对弱势群体所

面临的困境的刻画，引发观众深深的

共情与思考。

情法抉择间的剧情设计

一是影片采用三线平行叙事结

构。三个故事在平行时空中同步推

进，通过不断的串联耦合，巧妙地呈

现出“法不能向不法低头”的主题。

影片通过恰当的节奏把握，细腻地展

现出情与法的艰难抉择，深深牵引着

观众的内心。公交车司机张贵生见

义勇为拯救被流氓骚扰的女乘客反

被判为故意伤害罪；韩雨辰英勇救下

被校园霸凌的同学，反被施暴者以被

击受伤起诉；王永强奋起反抗欺辱自

己与妻子的刘文经，却也要锒铛入

狱。而这三条故事线，精妙地汇集在

一起，汇集在检察官韩明的身上。张

贵生意外死亡之后得到迟来的正义；

校园霸凌的施暴者得到了应有处罚；

郝秀萍不堪重负跳楼后，王永强之案

也迎来逆转。当这些事件在银幕上

齐头并进呈现，逐渐反映出同一主题

时，观众便能感受到叙事的巧妙细

密，以及几条线索的完美呼应。

二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第

二十条》以小人物的视角作为切口来

展现《刑法》第二十条关于“正当防

卫”法条背后的法理人情。影片中的

男主人公检察官韩明，并非张艺谋经

典之作《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一样

执拗的人物。韩明身上体现出圆形

人物的典型特征，青年时他是为吕玲

玲打抱不平而遭受撤职的斗士；步入

中年，他逐渐变得圆滑，总想独善其

身。而在经历张贵生死亡、郝秀萍坠

楼、韩雨辰的灵魂拷问、吕玲玲的肺

腑之言后，他选择做出尝试，坚守法

律底线，不让人们对法律感到绝望。

影片通过韩明的转变与成长，呼应了

法律的完善与健全，更加折射出现实

的困境与法律所具有的公平正义。

此外，吕玲玲在几乎全员反对的情况

下，力争寻找刘文经的那把刀，这把

刀不仅仅是刘文经犯罪的证据，更是

象征公平正义的利刃。影片中的其

他人物，如李茂娟、韩雨辰甚或是张

主任，都展现出一定程度的温暖、正

义与坚守。正因为有这样的人坚守

初心，最终才使正义得到伸张，而这

来之不易的公平正义，也让观众看到

曙光。

三是喜剧元素的巧妙融入。作

为在春节档上映的电影，《第二十条》

真正做到了喜剧与正剧的平衡。影

片本身有着厚重深刻的主题，倘若拿

捏不好尺度，便会有说教和鸡汤之

嫌，而导演却出人意料采取喜剧的方

式将其呈现，寓教于乐，深深扎根于

观众心中。影片中的笑点与轻松氛

围的营造多是通过大量对话，在家长

里短的争论里展现了韩明一家鸡毛

蒜皮的小事。这些设计将“正当防

卫”的争论场景，具象在观众面前，真

实有趣的生活场景融合情与法的两

难之境，达到笑中带泪的观影效果。

喜剧元素的融入，也使原本沉重的话

题获得一种轻快的氛围，降低了现实

事件所带来的沉重压抑感。

普法教育的社会价值

其一，影片向观众科普了“第二

十条”。《第二十条》全面、系统地呈现

了正当防卫这一法条在实践中维护

公平正义的不易，以及其得到完善的

过程。故事取材于 2018 年昆山反杀

案、2018年福州赵宇案等被社会高度

关注的案件。而该片的描绘足够真

实、立体，致力于讲述在这样一个案

件背后，有着如何定性、如何判决的

艰难过程，让观众明确何为“正当防

卫”，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法。

其二，贴近民生，引起广大观众

共情。影片高度还原现实中的检察

官们的日常生活，以略带诙谐幽默的

方式将其真实呈现出来。普通人要

面对的孩子的升学压力、中年职场压

力、夫妻矛盾等等琐碎的日常压力在

检察官韩明身上也别无二致。公交

车上、校园中、村庄里，这些贴近民生

的生活场景让观众仿佛置身其中。

影片中张贵生的女儿对检察官韩明

的发问“如果你在那辆公交车上，你

会怎么做？”，还有韩雨辰那句“那谁

有错？”，不仅是在问韩明，也是在问

观众，每一次挣扎疑惑都是对每个人

的灵魂叩问。

其三，是对公平正义的高扬。影

片把情与法，以及法律和现实的冲突

融合到一起，让人泪中带笑，在无奈

与心酸中又给人以希望，引发深深的

思考。正义虽会迟到，但永不缺席。

亦如影片末尾，检察官韩明在听证会

上所讲的那样，他们不只是在办案，

而是在“办别人的人生”，不能让人们

对法律绝望。而这一段发自肺腑的

陈辞，是对司法惯例的质疑与反省，

是对圆滑世故的成人世界的警醒，更

是对公平正义的强烈呼吁。他掷地

有声地说，整本《刑法》就写着四个

字：公平正义。这不仅是电影的完满

结局，引申到现实中也是美好的祈愿

以及对法律的尊重。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副

厅长周惠永这样说道：“让执法司法

更加有温度，人民群众才能有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第二十条》的放映，对

于弘扬社会正气、鼓励见义勇为具有

积极意义。”《第二十条》是对现实的

一记重拳，拳拳到肉，击碎成人世界

的圆滑世故，击碎既定规则的永恒适

用，击碎残酷现实前的虚伪面具。影

片能够将专业性与故事性相融合，让

观众真正了解什么是正当防卫，促使

观众乃至全社会进行反思，具有深远

意义与独特价值。

当然，《第二十条》在获得赞誉的

同时，批评的声音也随之而来。客观

来讲，影片中存在着一些法律错误，

创作不够严谨。剧情集中探讨“正当

防卫”这一议题，忽视了其他法律问

题的合理性。不过，瑕不掩瑜，影片

通过喜剧形式对于社会问题的聚焦

与探讨，还是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喜

爱。而此类现实主义的影片还具有

更大的创作潜力，创作者们应更加关

注社会现实，打开创作格局，追求艺

术突破，以严谨的态度努力创作出更

具时代价值、回应大众关切、促进社

会进步的好作品。

童话中的少年英雄之所以能杀死恶龙，是

因为他有非凡的勇气和矫健的身体。当少年变

成中年，失去了激情和腹肌后，故事中的主人公

又该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呢？

《第二十条》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中年

检察官韩明来到市检察院挂职。在面对事业

与家庭、事实与惯例等诸多冲突时，韩明用自

己的方式将这些危机一一化解。

电影开场，在检察院同事和康村车队众

人的对立情绪不断激化之时，韩明迅速安抚

住大家的情绪。第一次参加王永强案工作会

的韩明，在不得不“站队”时，也用一招“失败”

的金蝉脱壳，再次解除警报。

除了解决工作上的困难，韩明也努力维

持着家庭的和谐。其子韩雨辰在学校见义勇

为，将霸凌者张科打伤，非但没有得到表扬，

还即将被行政拘留，并失去在三中借读的宝

贵机会。为了保住孩子的未来，韩明试图通

过调解、送礼、托人求情的方式让张科家长撤

案。虽然结果并不理想，但也给自己和孩子

留下了喘息的机会。

随着曾经负责的案件当事人张贵生意外

身亡、王永强案的重要证人郝秀萍跳楼和自

己的儿子韩雨辰被群殴，围绕在韩明四周那

些之前暂时解除的警报被再次拉响。韩明面

对的所有问题，在此刻都融汇成了现实与理

想的冲突。按照现实惯例，张贵生不应上访，

王永强应被判处故意伤害罪，韩明必须低头

为儿子韩雨辰求情。但遵照法律理想，张贵

生鸣冤无错，王永强刺伤刘文经属于正当防

卫，韩雨辰打伤张科是为了制止霸凌。

最终，韩明在王永强案听证会上找到了

这一难题的答案——“法律的权威来自于老

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来自人民群众对公

平正义的追求。”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也随之

化解。

《第二十条》中的韩明早已不再是学生时

代保护吕玲玲、痛殴猥琐学长的少年英雄，而

变成了“大腹便便”的中年大叔。岁月让他失

去了勇气和力量，却赋予了他智慧。韩明通

过自己的“小聪明”与“大智慧”，保住了挂职

市检察院的资格、得到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

还案件当事人以清白、守护了法律的权威。

韩明的爱人李茂娟，也是影片中另一位有大

智慧的人物。正因她的智慧和正直、善良的

性格，韩明的家庭难题才得以破解、儿子的

“冤案”才得以“昭雪”，才让郝秀萍有了给韩

明心灵一击的机会。

回到本文开篇的问题，当童话中的少年

变成中年后，智慧是他们解决困难的唯二法

门之一。这种智慧，既属于《第二十条》的两

位中年人，也属于本片导演张艺谋。

《第二十条》是张艺谋近20年来少有的现

实主义作品，其所关注的是近年来社会的热

点议题——何为正当防卫、何为公平正义。

影片主题的深刻性与复杂性，难免引发观众

的争论。这种争论是必然的、却不是定档春

节的《第二十条》所必需的。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其特点

是欢乐、祥和和团圆。此种节日特征与《第二

十条》的影片特质及其可能引发的争论截然

相反。我们难以想象原本高高兴兴的一家人

在看完电影后，因观点不同争吵着走出影院

的样子。如果发生这种局面，无疑是对电影

票房的当头一棒。

自1984年在电影《一个和八个》中担任摄

影师、踏入电影行业至今，张艺谋的电影生涯

正好40年，恰如一位“电影中年人”。几十年

的从业经验使张艺谋的电影功力日益精进，

使其表达手段日趋丰满。在《第二十条》中，

张艺谋将影片中很多具有强烈情感冲击力的

内容（如张贵生意外身亡、郝秀萍跳楼）消解

在刻意穿插的喜剧情节中；将影片人物所面

对的复杂、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融化进温

暖的家庭气氛里；将复杂的法理简化为百姓

的朴素情感表达。这让《第二十条》既有了现

实主义的厚度和深度，又保有春节档影片应

有的温暖和欢乐；既有可讨论的丰富空间，又

不至于破坏阖家团圆的美好现实。

智慧可以是杀敌的宝兵刃，也会成为伤

害同胞的“凶器”。它发挥何种功用，还要看

持剑人自己的心性。

《第二十条》共有三条线索：张贵生案、王

永强案和韩雨辰案。三个案件的内容和结果

不同，但都有同样的父子（女）关系。张贵生

被判防卫过当后，他自己其实已经默认了判

断的结果。但他的女儿一直坚持父亲无罪、

要求父亲上访翻案。王永强在审讯过程中已

经认罪，但王永强的女儿坚信父亲无罪，并将

写有“我爸爸是好人”的纸条塞给了韩明（他

在影片大部分时间内也认为王永强有罪）。

韩雨辰案中，作为父亲的韩明一直试图息事

宁人，希望儿子能主动道歉，希望通过各种手

段让张主任撤案。但儿子韩雨辰却坚持自己

是见义勇为，完全不认可父亲的做法。

在这三组案件中，中年人看现实利弊，少

年谈理想信念。《第二十条》告诉我们，对现实

利弊的正确取舍（智慧的使用）需要以正确的

理想信念为基础。张贵生的死不是因为女儿

对正确信念的坚持，而是韩明对现实利弊的

错误取舍。如果他依旧坚持如此使用“智

慧”，张贵生的悲剧将在王永强身上重演，韩

明也无法回答儿子的追问。

从少年变为成年，使我们抛弃了简单的

二元对立式的思考。但如果在此过程中将对

好坏、善恶的坚持与信念也一并抛弃，我们将

如韩明一样陷入死循环中：越是权衡利弊，越

会远离正确的理想信念，只能再次委曲求全，

而后愈发远离真理。

解决困难需要智慧。但解决困难的手段

和结果是多样的，运用不同的“智慧”会得到

不同的结果。只有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韩

明才能用真智慧得到真结果（如王永强案），

否则只会酿成大错（如张贵生案）。

对理想信念的坚持，作为解决困难的第

二种法门，也同样既属于韩明与导演张艺

谋。张艺谋在电影中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由来

已久。这种关注不仅因为导演本人具有敏锐

的洞察力与社会责任感，更是现实主义文艺

创作原则的必然要求以及创作者所应有的理

想信念。但重大社会议题往往是复杂的，正

如《第二十条》中所关注的“正当防卫”问题一

样，不仅张艺谋难以回答，法学界对此也尚未

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如同他在三十年前的

《秋菊打官司》中所做的一样，张艺谋通过《第

二十条》再次引发了我们对现实存在问题或

困难的关注。而关注正是展开反思与检讨、

激发改变与进步的基础。

童话不断被讲述，童话里的主人公也必

然从少年变成中年。但当英雄不再年少时，

他们仍在努力生活，以自己的智慧和信念面

对广阔的世界。

电影《孔秀》是一部意蕴独特、感人至深的

女性电影。还未公映，就已获第 70 届圣塞巴

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第 18 届欧亚

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并入围第 25 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名导新作”单元，成绩斐然，可

喜可贺。近日，有幸提前观影，走进编导营造

的独特的、充满诗意的光影世界，品味了一段

熟悉又陌生的悲喜人生。

沉实厚重阐释女性命运的悲欢

近年来，影视创作回归文学传统，在文

学艺术丰厚的沃土里汲取鲜活的素材，影视

与文学紧密联动，相互促进，彼此成就。电

影《孔秀》即是影视与文学双向奔赴的成果，

该片改编自长篇小说《梦》，可以说小说和电

影中的故事和人物都镌刻着作家本人真实

的命运底色和深刻的生命体验。

影片以时间为轴，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入

戏，以不同的时间节点进行串联，讲述了一位

普普通通印染厂女工孔秀的婚姻、情感、工作

和追求。命运给了孔秀太多的苦难，正值妙龄

的她被动嫁人，结婚生子，工作也是在机器轰

鸣、任务繁重的车间一线，因为不肯为婚姻舍

下工作而被婆婆嫌弃，被丈夫漠视，无奈离

婚。与儿子疏离，女儿又因意外损伤听力，她

带着女儿再嫁，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二

婚丈夫意外致残直至去世，对她缺少关爱和体

谅。在我们眼中、心中，她的生活都是苦涩、隐

忍、压抑的，看得人有些郁闷、窒息。可贵的

是，命运的坎坷、身体的羸弱、生活的负累，都

没有摧毁和磨灭她柔韧的坚持和对梦想的追

求，她一点点积累，一页页练笔，一封封投稿，

竟然在晦暗的人生中擦出了一抹亮色，那亮色

摇曳生姿，不断活跃跳动，柔弱又强大，渺小又

炙热，一点点地点亮了一个印染厂女工崭新的

人生。

影片艺术化地书写和呈现，沉实而厚重，

让每个观众的身心仿佛与主人公融为一体，一

起经历幽暗，直面困境，迎来光明。我们在主

人公孔秀的命运变化里不断咂摸、品味波澜起

伏的悲喜人生，痛苦而清醒，欢愉而振奋，独特

而深刻。

凝练质朴呈现诗意唯美的表达

观影的过程中，我可以清晰地体察和感受

到，影片导演王超努力地用一种特别真诚的态

度、特别质朴的手法来拍电影，讲故事，树人

物。影片高度凝练，质朴平实，没有一丝一毫

的炫技，没有冗长拖沓的叙事，而是用特别贴

近生活、贴近人物的叙事手法，用电影独特的

视觉化呈现，用充满诗意的唯美表达，将主人

公的人生际遇、命运波澜展现在观众眼前，不

疾不徐，娓娓道来。影片中情节的推进看似波

澜不惊，实则随着时间的发展次第铺排开来，

产生了巨大的情感积累和精神冲击，直抵观众

的内心，引发深深的震撼。

影片大约前三分之二的部分，影调都是

暗淡的、萧瑟的，景物风貌，人居环境，服饰装

束，除却编导对时代的和生活的尊重和还原，

这些细节无疑都是精心设计过的，都是在默

默地、于无声处映衬着人物的心情和心境。

但是电影如果仅仅停留在展现苦难和悲凉，

必定会流于普通寻常和片面单调。孔秀是柔

弱隐忍的，但她又是坚韧顽强的，所以当孔秀

穿上红色毛衣，眼中渐渐又生发出光彩，脸上

又绽放出笑容。即使生活仍旧艰苦清贫，但

是她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分明发生了变化，她

开始了对梦想的追求。非常可贵的是，编导

关注于此并深深挖掘，所以我们在影片中看

到的人与事，绝不是停留在苦情、悲情、伤情

上，而是一点一点，丝丝入扣，逐渐升腾起女

性自觉自省，追求自我、实现自我、突破自我

的新希望，也体现出编导对人生与命运的深

刻认知和在艺术表达上的提炼升华。

“河北制造”共创电影艺术精品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孔秀》还是一部具有

浓厚地域特色，由河北人主创和主持拍摄、出

品的作品。剧本改编自河北省老作家张秀珍

的长篇小说《梦》，场景也在河北选取和拍摄，

听说其间还经历了疫情的非常时期，可以想见

摄制组遭遇和克服了多少艰难和困苦。所以，

作为一个河北人，在影片中放眼望去，久久不

能移目的都是北方农村的景象、印染厂车间的

环境、寻常家庭的陈设、普通百姓的衣着，时代

烙印的道具……这一切的一切，都透着本乡本

土、熟悉又亲切的感觉。

影片的一场重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孔秀去乡下看前夫，苍茫的大山，干涸的河

滩，典型的河北风貌，两个人就那样站在那里，

对话简短且简单，但却让人感到他们是在和对

方和解，和自己和解，和生活和解，和命运和

解。由此即可见编导对河北地域特色、人文生

活、时代风貌的细腻感知和捕捉。

曾经，我们看电影，是在光影里看一段别

人的人生，今天，看电影《孔秀》，我们分明在孔

秀的人生里找到与自己内心和精神世界的共

鸣，这是影片的成功，更是我们的收获。

（作者为一级编剧、影评人）

女性命运的诗意表达
——简评电影《孔秀》

■文/张 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