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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这些都对吗？”这是影片《第二十条》中，王永强案主办检察官
吕玲玲在与韩明争论案件时发出的质问。韩明例举了“2014年周显平
案，故意伤害罪；2015年贾云珂伤人案，故意杀人罪；2016年何峰伤人
案，故意伤害罪；2017年曹爱玲伤人案，故意伤害罪”等等。这些案件与
王永强案件一样，都指向了《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

在影片《第二十条》中，王永强为给女儿治病，找了村霸刘文经借高利
贷。因为还不上钱，刘文经多次凌辱王永强妻子，悲愤难当的王永强在与
其厮打中，看到刘文经要从车里拿刀，于是回屋拿剪刀扎了刘文经27下，
导致其医治无效死亡。影片主线叙事看似围绕寻找该案关键物证——刘
文经车里的刀来论证王永强的行为究竟是正当防卫还是故意伤害，实则
是通过王永强的案例来唤醒沉睡的《刑法》第二十条，从而切实保障法律
所赋予公民的正当防卫权，以“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原则，提高违法犯罪
行为的成本，降低公民维护自身、他人、社会公众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出
手”责任，让法律赋予的公平正义得以彰显。

从电影《秋菊打官司》讲述“一根筋”的秋菊利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
益，到《第二十条》将所有矛盾和戏剧冲突指向沉睡的法条本身，导演张艺
谋对社会现象的洞察力、对普法类题材影片颠覆性的创新勇气令人钦
佩。电影《第二十条》改变了以往同类型影片由上至下的普法方向，立足
于立法精神高度和百姓对司法公平正义殷切期望的视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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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强案和韩明举例的案件在现实中都有原型，之所以这些案例造
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关注，就在于这些判例与社会大众最为朴素的公平正
义感之间形成较大落差，就像影片中韩明的儿子无法理解出手相救被霸
凌的同学后，其见义勇为的行为不仅不受肯定，反而要向霸凌者道歉；公
交车司机不理解出手解救被流氓欺负的女乘客，自己却因此要坐牢。或
许正像韩明用案发视频对公交司机耐心讲解哪一段是见义勇为、哪一段
是犯罪中止、哪一段是防卫过当、哪一段是故意伤害。这种逐帧解读般的
法理判断，无形中限缩了公民基于《刑法》第二十条所赋予的正当防卫权，
一不小心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就变为故意伤害，而这种裁决不仅使得受
害者成为加害方，见义勇为者成为罪犯，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的家人将永远
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这样的事件对于司法从业者来说办的是案件，对
当事人而言却是漫漫人生。

影片三个案件折射的种种问题，其严肃性、沉重性不言而喻。因而，
在叙事风格和人物塑造上，张艺谋大胆采用轻喜剧和黑色幽默的方式，塑
造了人到中年的韩明在工作上的圆滑逢迎；对儿子“小不忍则乱大谋”的
循循劝导；对妻子出于爱和“惧内”的善意谎言。工作上他是没有棱角、善
于察言观色的小小挂职检察官，生活中他是和稀泥的高手，影片中这些带
有喜感的桥段，不是单纯为了迎合喜剧氛围而削弱沉重主题的手段，它是
一种高明的艺术铺垫。韩明的唯诺真实展现了一个中年男人的负重前
行，这种既视感是直抵观众心灵的。影片在塑造以韩明为核心的基层检
察官群像时，突破了惯有的仰视视角，韩明这一检察官人物形象性格鲜明
接地气，在家里，他要面对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工作时，他坚守司法正义
公平和职业操守；查案时，在面临突破司法判例时也有内心争斗，在作为
主办检察官下决心对王永强案不起诉时，他以血脉偾张的一大段慷慨陈
述，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整部影片对于人物的塑造都紧密围绕“法理
情”来展开，以清晰的层次感赋予人物丰满的塑造，也使人物实现了真实
的艺术升华。

《第二十条》通过韩明这样普通中年检察官的塑造，深刻剖析了在司
法实践中二十条沉睡的原因，由于大量判例在前，使得基层检察官在内的
司法从业者不敢“亮剑”，因为“杀人偿命”“死者为大”的观念压力，让他们
在办案中更多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虽然1997年版《刑法》第二
十条扩大了正当防卫的免责范畴，但是法律的滞后性与既有办案惯例，造
成二十条成为沉睡的法条。当韩明亲眼目睹公交司机为了满足女儿对公
平正义的呼唤，在最后一次上访途中因车祸身亡，郝秀萍饱含绝望的泪水
拒绝韩明伸出的手，以跳楼来为丈夫讨公道，韩明终于明白，为了唤醒沉
睡的二十条，总要有人站出来作出改变，哪怕这种改变的过程充满艰难。

影片对于戏剧冲突的高潮反转没有采用中庸之道。包括笔者在内的
大多数观众对反转本身是不意外的，观众认为检察官会以防卫过当取代
故意伤害对王永强提起公诉，检察官会以王永强存在从轻或减轻处罚的
情节，在起诉时向法官求情。但当韩明以主办检察官身份说出“不起诉”
三个字后，所有观众都震惊了，震惊的是韩明、吕玲玲这样有良知的基层
检察官终于唤醒了沉睡的二十条，让司法公平正义的光照亮社会。

影片结尾，韩明在王永强案听证会上从二十条立法精神到百姓对司
法公平正义的期盼，充满激情地慷慨陈述“不起诉”理由，这个情节充盈着
浪漫主义人文气息。影片《第二十条》将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
融合，在笑中带泪的悲喜剧框架下，为观众和司法从业人员上了一堂生动
的“二十条”普法课，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意义。这是一部优秀现实主义
影片，电影人以艺术作品的感染力推动了法治社会建设，推动着社会改
良。在现实中，高检这些年不遗余力对基层办案进行督导，从昆山反杀
案、福州赵宇案和涞源反杀案等真实案例中可以看到，沉睡的二十条已经
逐渐被唤醒，二十条将成为正当防卫、见义勇为者“该出手时就出手”最强
大的法律保障。

（作者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研究员）

本报讯 1月24日，由中国视协编剧专业
委员会主办的“AI时代的编剧创作与探索”主
题分享活动在京举行。

中国视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董涛在致
辞中谈到，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
快推动人工智能（AI）发展。探讨人工智能技
术对影视艺术创作的观察与思考，对AI技术下
的编剧创作等前沿热点话题展开交流探讨，将
为新时代的编剧创作理论创新注入新活力，把
艺术内容创作生产推向新的广度和高度。编
剧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牢
牢把握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积极主动去思考
和AI时代编剧创作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主
动适应人机协同化新格局，要做使用工具的
人，而不能做“工具人”，借力新兴技术，运用前
沿科技，奉献创作出一批高质量电视和网络视
听艺术新作品，为电视艺术繁荣发展，为建成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次分享活动分为主题演讲和互动问答
两个环节。深圳市网旭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吴壬舟，腾讯视频高级产品经理付磊，

编剧专业委员会委员、编剧张强结合自身从业
经历和体会，先后以“AI如何助力编剧从业者
更有创造力”“AIGC时代下的创作赋能”“AI
影视应用机遇与挑战的初探”为题作主旨演
讲。分享嘉宾认为，编剧从业者可以从市场趋
势分析、灵感启发和创意扩展、提高写作效率、
剧本评估、跨界创作灵感生成、跨文化创作等
方面更好驾驭AI工具。互动问答环节，视频
平台负责人、律师与现场编剧，就“AI下的剧
本大模型建立”“AI创作的剧本版权归属”“著
作权决定因素”“侵权人到底是AI还是人”等
热门话题展开政策解读与交流。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中
国视协编剧专业委员会顾问李京盛在活动最
后总结时谈到，对于编剧来讲，探讨如何使用
好AI技术，推动内容创作、提升作品的艺术质
量、思想深度具有现实意义。编剧要有使用科
学技术了解科学技术、驾驭科学技术的能力，
让“技术”赋能“艺术”，“压力”转化为“动力”，
充分发挥艺术想象、打造杰作、成为爆款，助力
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繁荣发展。

（许 莹）

老少咸宜的合家欢电影在春节档里有着天然的优
势。2024年春节档档期内产生4部票房过10亿元的影
片，其中，《热辣滚烫》《飞驰人生2》两部作品票房均超过
20亿元。无独有偶，两部作品均是围绕体育题材而展
开。相比去年《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激流勇退地撤出春
节档，经历去年暑期档《八角笼中》《热烈》的积淀之后，不
得不说今年这种定档，表明了一个重要的创作趋势：后疫
情时代的体育电影已经从专业团体的竞技比赛，逐渐向
平民化下沉，转向对全民健康体魄、体育精神与人生赛道
的内省化关注。

从专业竞技到回归全民体育的可能

“有健全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90年前的《体育
皇后》拍摄于“九·一八”事变之后，体育救国的理想融入
其中。影片号召强健体魄以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全民健
身的体育精神被认为是激励自信、强大实力的民族发展
动力。此后，体育题材电影中更多揭示的是运动员职业
和体育事业的重要意义。新世纪之后，北京奥运带动体
育电影的发展。从2008年《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再现刘
长春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到2020
年《夺冠》展现女排里约奥运会重返巅峰，竞技体育叙事
反映了从运动员个人到集体在赛事前后的训练和不懈拼
搏的奋斗征程。

体育电影对赛事的记录和表现，映射了中国体育发
展史与体育现代化的进程。参与奥运、亚运等各种赛事
并夺冠，成为大部分国产体育电影创作的重心。其中，

“夺冠”的目标导向也和爱国主义精神与集体主义文化为
主的主流价值观念捆绑，形成了竞技体育类型化的创作
倾向。像去年《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再现中国男乒与瑞
典男乒的对抗，竞技体育叙事基本都有原型，需要尊重和
还原体育大事史实。专业运动员尤其是取得奖牌的英雄
冠冕，使得铭刻了夺冠记忆的竞技历史更受题材珍爱。

竞技体育电影不断成熟创新的模式也在不自觉地反
哺体育运动的平民化创作。与以专业运动员为原型所不
同，《热辣滚烫》中宅家躺平的女主不仅不具备运动经历，
甚至体质指数都不正常。乐莹在结识拳击教练、接触运
动之后，克服接踵而至的打击努力锻炼身体。这时女主
参赛，夺冠不是目的，完赛即是赢得自我人生的证明。
2021年《五个扑水的少年》中也存在这种没有任何训练
基础的角色设置，一群高二学生将个人的耐力、柔韧、爆
发力与自信重建相结合，将队员整体的节奏、协作与信任
重建相结合。大家出现在比赛现场并没有参赛资格，只
是为了完成表演。从这群普通人不屈于命运的勇气，再
次印证了拥有健康身心，乃是从竞技体育下沉到全民体
育的精髓。

体育精神激励个体人生

体育精神的彰显，首当其冲地体现在聚焦运动员现
役期间拼搏奋斗的电影中。如2012年《许海峰的枪》就

在尽力还原23届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奥运史上“零”金牌破纪录者
许海峰的个人传奇经历，冠军梦
想也是一个普通人不断艰难抉择
的过程。《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
中连续三届世乒赛与男团冠军无
缘的男乒国家队，也像是“每一个
曾经遭遇过挫折的你我的人生”，

“至暗时刻”如何绝地反击，体育
精神激励个体人生。

《飞驰人生2》是表现退役运
动员重返赛场的作品。沈腾饰演
的车手张驰从昔日冠军沦为落魄
驾校教练，从个人英雄到组建车
队团战，曾经的热血和骄傲，以梦
想照进现实。同样，2021年的
《出拳吧，妈妈》和《超越》也反映
了退役运动员群体在万丈光芒褪
去后的残酷人生。前者从职业运
动员退役后重回赛场追击冠军；
后者从冠军沉沦谈起，终于正视
自己的人生。曾经长期训练所形
成的肌肉记忆和锤炼的坚韧意
志，都托举着他们在关键时刻实
现了自我的超越。

体育精神推动全民个体的参与，在电影中有时会表
现为让退役运动员成为普通人的教练。《八角笼中》《热
烈》《棒！少年》《破冰》《少林足球》等，这些影片中的教练，
他们深知体育对自己人生的意义，也用体育改变着更多
的人。当他们培养天赋选手、引导草根少年走出困境时，
几代中国运动员的传承为弘扬中国体育精神作出了重要
贡献。这里的体育电影不再特别热衷于训练场景和比赛
进程，更加关注体育运动带给个体人物命运的突破，以及
推动人生跌宕起伏的故事化演绎。

普通人与运动结缘发生的脱胎换骨的变化，《热辣滚
烫》绝对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影片之外，贾玲体重直降百
斤的话题热度也一直不减。片中封闭社交圈层十年之久
的大学毕业生最终与世界和解，是在几位拳击教练的影
响和指导下，通过运动学会自爱。影片对参与运动的普
通人有了更深一层的探察。

专业演员对人物的塑造、体育电影对角色身体的要
求，决定了电影美学必须回到影像符号的具身性。在20
世纪80年代之后的消费化语境中，国产电影对于演员身
体的呈现与表达，实际上也落入了一个“白瘦幼”的审美
桎梏；部分影视作品中，纸片人疯狂节食宛如骨架，这些
审美几乎病态。目前来看，体育电影的健美形象传播，能
帮助降低容貌焦虑、身材焦虑对观众的影响，确实是纠偏
畸形审美的最优路径。

加强体育美育，回归健康审美。回顾《女篮五号》中
的篮球运动员、1959年《冰上姐妹》中的滑冰运动员，她
们自信从容的面貌和天然健康的形体，就是在引领正确

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现在的优秀作品也在激发运动美的内

涵，不仅是力量感和速度感等在强壮体格中
的能量赋予，还有耐心毅力、勇敢机敏、健康
活力、友爱温情等优秀品质的赞赏；这些都
会对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像《五个
扑水的少年》中的男子花样游泳，该项目的
艺术性、柔美和力量感，也是小众运动在观
众猎奇视角下对体育电影类型创作的开
拓。体育运动多元化个性化发展，折射出独
特魅力，也激发了社会活力、开掘了奇观化
影像潜力和视觉价值。

有健全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

在体育题材电影中，竞技技巧、强对抗

心态等，更能够借助影像抵达观众。《飞驰人生2》中聚合
了大量悬崖飙车、弯道漂移、陡坡飞驰、两车对撞等特技，
2015年《破风》中串联了多场惊心动魄的自行车竞速比
赛现场，2001年《少林足球》的武术绝技和球技结合也通
过精彩视效得以呈现。而观众更为熟悉的拳击动作所牵
引的身体部位的爆发力和面部表情的变化及打斗音效营
造的紧张氛围，在《出拳吧，妈妈》和2013年香港电影《激
战》中也都有所呈现。不仅如此，运动镜头的优势在去年
的《热烈》中，伴随街舞的节奏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体
育竞技对抗中的场面高能高燃，力与美、速度与激情交
织，惊险刺激。

但只依靠赛车或拳击等小众运动所带来的新奇，尚
不足以支撑体育题材有绝对实力在春节档同成熟类型同
台竞技。《热辣滚烫》《飞驰人生2》两部电影将喜剧元素
铺陈细节之间，做到了对春节档合家欢调性规律的尊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笑料段子的无序堆砌，对普通人生
活处境有深切感悟和独到剖析、以轻快幽默的基调命中
时代脉搏，才是受到观众喜爱的根本原因。

国产体育电影与喜剧的结合，可以追溯到1962年上
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喜剧片《大李小李和老李》，影片以
滑稽戏演员为主。如果说此前的多数影片都是从体育赛
事出发，关注耀眼的运动健儿，但从这部电影开始，就已
经深入群众以做广播体操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为话题，开
始了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人民体质的故事讲述。

后疫情时代，大家对身体健康更加关注。体育运动
当中的力与美、生命的纯粹与美好都被反复凸显。疫情
期间全民健身寻找宅家运动的模式，疫情之后愈加重视
健康议题，电影创作显然也延续了这种现实基调。透过
贾玲减肥成功的表象，来强调生命的美好和珍贵，如果对
于当下年轻人之间流行的“内卷”“躺平”能做好引导，显
然是《热辣滚烫》这部电影最大的魅力。

温暖积极的运动活力就是热烈的生命力。爱自己、
追逐梦想与希望，让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鲜
亮。电影讲述人类命运，体育电影的现实关怀和生命哲
思，正在于以真实粗粝的笔触描摹了普通人面对生活的
意志和勇气，提醒我们拥抱生活、享受当下。

《礼记·大学》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
治而后平天下。”从体格到个人品德，“一身之不治，何以
天下家国为？”体育电影再次将全民健身作为重心，“有健
全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引导和激励我们肩负起民
族复兴的伟大使命。

（作者系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理论研究处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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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积极的运动活力就是热烈的生命力
——从体育题材电影《热辣滚烫》《飞驰人生2》谈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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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音乐在，年华在，家在”，2月17日，由国家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指导的音乐文化传承节目《声生不息·
家年华》金曲盛典播出，现场颁发了“微博网友挚爱合作金
曲”“创新突破奖”“品质舞台奖”“潜力新人”等十大奖项，经
过五轮歌曲竞演，孙楠、古巨基、陈楚生、胡彦斌、汪苏泷、周
深、时代少年团宋亚轩组成的“葫芦七兄弟”队最终荣获“荣
耀家庭”称号。当全场大合唱结束，“无声鸡蛋仔”一家的听
障女孩用稚嫩的童声唱起《我爱你中国》，这份惊喜的“声音
礼物”感动全场，也为盛典画上圆满的句号。

通过近三个月的中华音乐巡礼，共有24位歌手带来了
110个有审美有温度的舞台。节目将目光聚焦于“家”，用歌声
重温“当年情”，记录“当下事”，以一个个温暖振奋的音乐故
事，书写中华文脉代代传承、生生不息的时代篇章。

《声生不息·家年华》通过传唱经典旋律致敬岁月，歌手
们以高质量的改编演绎，唱颂那些为了家国奋斗过的故事
和人，为中华音乐留下了生动的注解。不管是金曲盛典中三
首《朋友》的大联唱，还是往期节目中经典老歌《玫瑰玫瑰我
爱你》《爱的供养》的新编“爆改”，不同时代的好歌在这个舞
台上延续着几代人的“当年情”。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声生不息·家年华》汇聚
三代歌手，组成“葫芦七兄弟”“五朵金花”两个家庭，诞生了
诸多互动名场面，而这种从结识到相交的友谊也引发了观
众的共情与共鸣。经过近三个月六场迷你演唱会、六个主题
竞演，《声生不息·家年华》从自我、爱情、生活等不同横纵轴
探索百年来中华音乐的多种面貌，不断强化中华儿女的共
同记忆与共同情感，激发了中华文化根脉中的自信与光芒。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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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的编剧创作与探索”主题分享：

要做使用工具的人而非“工具人”

电影《热辣滚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