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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不不能能向向不不法法低低头头””
电电影影《《第第二二十十条条》》唤唤醒醒““二二十十条条””

近近日日，，张张艺艺谋谋新新作作《《第第二二十十条条》》在在各各大大影影院院热热映映，，据据猫猫眼眼专专业业版版数数据据，，电电影影《《第第二二十十条条》》上上映映88天天，，
总总票票房房破破1133亿亿。。该该片片片片名名取取自自刑刑法法““第第二二十十条条””，，讲讲述述的的是是关关于于““正正当当防防卫卫””法法条条背背后后的的公公理理人人情情。。

近近日日，，最最高高检检官官方方连连发发两两篇篇文文章章点点评评这这部部电电影影；；中中国国政政法法大大学学教教授授罗罗翔翔也也发发视视频频称称““这这件件事事真真
的的和和每每个个人人息息息息相相关关””。。

>>解读
“正当防卫”为何被搬上大银幕？

关于电影《第二十条》的讨论正
“热辣滚烫”，这不仅因为影片本身
的质量和水准，更有它对现实生活
中敏感话题与公共情感的撞击———
如何让《刑法》第二十条关于正当防
卫的规范与社会的期待真正契合，
令维护权利与正义的人不再流血又
流泪？仅从普法角度而言，很少有
哪个条文能引发公共舆论如此高的
关注和如此大范围的辩论。

本质上，正当防卫是法律对公
民的授权，鼓励公民向不法侵害行
为进行必要的还击，以保护紧急事
态下自身或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遗憾的是，由于诸多复杂的因素，这
一本来拥有普遍应用场景的条款长
期处于“沉睡”的状态。

人们常说，法，不能向不法让
步。可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
难了。《第二十条》带给很多观众极
大的情感冲击，也引发舆论场关于
这一主题的再次热议。从网络回到
现实，我们自问，当自己身处类似的
情境，会是那个挺身而出的人吗？
这一普遍性的困惑，其症结不在于
公众，而在于司法实践尚没有给予
公众普遍的、足够积极的反馈和十
足的信心。从这一意义上讲，司法
工作者应该好好看一下这部电影、
接受“再教育”、叩问自己的初心。

践行“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可能
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光明正
大、理直气壮、有理有据地用法律和
恶势力斗争，让坏人违法的成本更
高，让好人“出手”的顾虑更少，让人
们做正确的事不必再担心有代价。

这需要警察、检察官、法官、律
师等法律工作者一起奋斗，还需要
新闻媒体、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协
同发力，守卫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
的权利，鼓舞每一个为不公发声、为
正义挺身而出的勇敢者。

好的变化是，这些年，在于海明
案、于欢案等代表性的案件中，正当
防卫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相关法
律实践亦有了新的气象，被激活的
不仅仅是“第二十条”，更是我们社
会的正义之道、浩然之气、法治之
光。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十条》
为这种正在转变的风气加了一把大
大 的 火 。我 们 希 望 它 烧 得 再 旺
一些。

据《法治日报》、《人民日报》、央
视新闻

>>评论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如何成为现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

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
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
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
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

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
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
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
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刑法》第二十条是什么

电电影影《《第第
二二十十条条》》海海报报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
下，聚焦“正当防卫”议题的法
治题材影片《第二十条》在情与
理、公序良俗与法律法规的平
衡求索中，探寻老百姓心底那
个有关公平正义的真正解答。

电影取名《第二十条》
有什么深意？

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
制片人张婷婷透露，电影《第二
十条》片名取自《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20条规定，即刑法有
关“正当防卫”的内容。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副厅长
周惠永表示，虽然刑法规定了
较为完善的正当防卫制度，但
其相当一段时期却在司法实践
中得不到全面适用。

据介绍，这其中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除了法律本身规定
较为原则外，还涉及正当防卫
的案件事实、证据认定比较复
杂，相当部分的案件缺少证据；
受传统司法理念、司法惯性的
束缚，因为“以前的案件都是这
么定的”，导致司法人员不敢适
用；一些“死者为大”“谁闹谁有

理”“谁死伤谁有理”的社会认
识，客观上也对正当防卫制度
适用造成了影响。

然而，以2018年最高检直
接指导下办理的昆山反杀案为
标志，司法机关近年来依法办
理了赵宇见义勇为案、河北涞
源反杀案、浙江盛春平案等一
批社会高度关注的正当防卫案
件，“唤醒”了刑法关于正当防
卫的这一“沉睡条款”。

为什么要激活
“正当防卫”制度？

周惠永说，近年来有关“正
当防卫”的争论往往都直指普
罗大众内心最朴素的诘问：“如
果一个人因见义勇为造成伤
害，要面临惩罚，那谁还敢做好
人？”

“正当防卫不是‘以暴制
暴’，而是‘以正对不正’，是法
律鼓励和保护的正当合法行
为。”周惠永表示，对此必须要
依法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
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鼓
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了
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
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切
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
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坚决捍
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
精神。

电影借角色之口喊出：法
律，是让坏人犯罪成本更高，而
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

“要勇于拿起法律的武器，
坚决向不法者亮剑，法律会保
护你的正当防卫权利。”周惠永
表示，法律允许防卫人为制止
不法侵害造成一定损害，甚至
可以致伤、致死，这不仅可以有
效震慑不法侵害人甚至潜在犯
罪人，而且可以鼓励人民群众
勇于同违法犯罪作斗争，体现

“正义不向非正义低头”的价值
取向。

“当然，任何权利都不能滥
用，正当防卫权也是如此。”周
惠永说，公民遇到不法侵害，具
备条件的应当优先选择报警，
通过公安机关解决矛盾、防范
侵害，尽可能理性平和解决争
端，共同培育和谐良好的社会
风尚。

“我们办的不是案子，
是别人的人生”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王勇说，近年来，有些
热点案件，正如电影《第二十
条》中所取材的过去一些相关
案例，就是因为让公众大吃一
惊的结论而成为热点，究其原
因无非是就案办案、机械办案，
脱离人情、天理而走向极端。

“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
人的人生。”周惠永说，法律的
规定是明确的，但法律不是冰
冷的逻辑，每一个检察官都应
该秉持“如我在诉”的理念，善
于统筹法理情的有机统一，绝
不能对法条简单地生搬硬套，
结果背离社会公众的常识常理
常情。

周惠永表示，电影《第二十
条》提醒我们，司法人员需要在
解释与适用法律中，回应和实
现人民群众朴素的正义期待，
让司法结论与老百姓心中的那
杆“秤”同频共振，让人民群众
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
身边。

>>专家
从电影《第二十条》看刑法中的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是贯穿电影《第
二十条》叙事始终的关键词。
韩明的儿子看到有同学被霸
凌，勇敢伸出了援手；公交车司
机张贵生看到女乘客被男子欺
负，激愤下将男子砸伤……电
影以现实题材、小人物视角为
切口，通过艺术的形式讲述了
法条背后的公理人情。

“法律不是冰冷的逻辑”
最高检连发影评

对于这部电影，最高人民
检察院也连发两篇影评，指出
电影中的故事“是真真切切发
生在我们百姓身边的事情，看
似遥远，却时时可能发生在自
己身上”。

影评还提到，《第二十条》
不仅是一部法律题材的电影，
更是一部属于每个人的生活

片，会影响一个人的是非观和
正义感。

法律不是冰冷的逻辑。最
高检用通俗的话语解释了“正
当防卫”：“被打了为什么不能
还手？见义勇为有什么错？被
反复折磨、欺辱，面临重大人身
安全，为什么不能勇敢反抗？
正义应该有自己的底气。当人
们在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时候，
我们不能过于苛责。”

“沉睡条款”被唤醒
正义底气从何而来？

“法不能向不法低头”，是
电影里多次出现的台词。最高
检第一检察厅办公室主任纪丙
学表示，在司法实践中，这句话
是指一项权利不能向侵害这一
权利的行为屈服。防卫行为和
不法侵害行为就是法与不法的

关系，防卫人受到了不法侵害，
侵害行为就属于不法，防卫行
为就具有了正当性。

纪丙学表示，我国法律鼓
励公民依法行使正当防卫的权
利。但长期以来，有人把正当
防卫制度称为“沉睡条款”，主
要因为：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
往往事实证据比较复杂，有的
案件还缺少证据，导致在认定
时会出现一些较大的争议；很
多人认为“死者为大，谁闹谁有
理，谁死伤谁有理”，客观上也
对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造成了
一定的影响。

纪丙学表示，2018年，昆山
反杀案唤醒了“沉睡条款”。近
年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了一
批社会高度关注的正当防卫案
件，“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
治精神也成为检察官办理这类
案件必须遵循的理念。

刑法第二十条背后
有着怎样的公理人情？

不少人在观影过程中，觉
得电影中的检察官吕玲玲“太
较劲”，明明有监控录像，却还
要去找证据，惹大家都不高兴，
案子迟迟办不完。原因就在她
的台词里：“我们办的不是案
子，而是别人的人生。”

纪丙学介绍，这句话近年
来逐渐成为司法人员的座右
铭。它强调了司法人员在办案
时要多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多
去了解当事人的诉求。“案件对
司法人员而言可能就是工作的
一部分，但是对当事人来说却
涉及到犯罪有没有得到依法惩
处，被害人的权利有没有被依
法保障，公平正义有没有得到
伸张，影响的可能就是当事人
的整个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