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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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丙学表示，感受公平

正义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
众，包括案件的当事人和关
心案件的人。检察官要在
法律裁量空间中，寻求最佳
的处理效果，让人民群众充
分感受到公平正义。“检察
官既是犯罪的追诉者，也是
无辜的保护者，更要努力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意识和法治进步的引领
者。”

“法不能向不法低头”
从电影《第二十条》看刑法中的正当防卫

这种行为往往是对
原电影作品的信息网络
传播权的一种侵权，也构
成对这部作品修改权的
一种侵害。同时，这种传
播行为本身也会损害到
著作权人对这部作品的
财产性收益的权利，也侵
害这部作品获得报酬权

的一个权利。
从社交平台诞生以

来，就面临这个问题。实
际上涉及的是个人权利
与著作权人权利之间的
利益冲突如何平衡的一
个问题。特别是在现在
这种社交媒介这么发达
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

成为一个媒介，越来越不
容易去确定，到底是个人
使用还是具有一种商业
使用的情况，怎样去调整
作者著作权人的经济利
益、著作权人的权利保
护，以及怎么样去设定个
人的私域分享，等等，各
方面做平衡。

看电影拍照 是“盗摄”吗？

N央广网 央视新闻

2月15日下午，薛之谦发长文分享《飞驰人生2》观后感，文章
内附带了3张在电影院拍摄的电影画面，这引发了“盗摄”争议，相
关话题冲上热搜。有网友称，拒绝摄屏是观影的基本要求，还是
应该文明观影。也有网友表示，没必要上纲上线。不少人也坦
言，自己看电影过程中，有时也会拍几张照片发朋友圈……看电
影拍照发朋友圈算“盗摄”吗？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
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
示，我国法律上没有盗摄
这个说法，这应当是侵害
著作权的一种通俗的叫
法。一张照片或一个小片
段，用于自己欣赏、个人研
究、课堂教学，为了评价或
评论某个已发表的作品，
都是合理的使用范围，不
构成著作权法中所说的侵
害版权的行为。但是，如
果将电影中的精彩片段在
短视频平台传播，若当事

人不许可，权利人不同意，
则属于侵权。

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王国华律师表示，按照
《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三十
一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
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
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发现进行录音录像的，电
影院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
止，并要求其删除；对拒不
听从的，有权要求其离场。

但是并没有规定，如
果拍摄了他要承担什么样

的行政或民事法律责任。
涉及著作权维权，以及法
律责任的承担，往往是通
过《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
来确定的。自己去研究欣
赏，而不进行传播，他是不
需要承担《著作权法》意义
上的责任。但是发社交平
台，意味着向不特定多人
公开，就可以依据《著作权
法》第五十二条第六项的
规定，他就需要承担停止
侵权，消除影响，乃至赔偿
损失的法律责任。

王国华表示 ，商业
用 途 是 判 断 是 不 是 构
成 侵 权 最 主 要 的 核 心
依据。超越了《著作权
法》所规定的合理使用
的范畴，那么这种情况
就 可 以 认 定 为 是 一 种
盗摄。

合理使用是有严格
限制条件的。第一就是
一定是自然人去使用，
第二他一定是为了个人
的 学 习 研 究 而 使 用 ，
同时在使用过程中要注
明作品的名称和作者以
及来源和出处。另外还

有重要的一点，那就是
说为了创作某一部作品
而适当使用他人的作品
或者是为了说明某一部
作品而使用该部作品。
除此之外，所有的使用
行 为 都 属 于 侵 权 的 行
为。

界定盗摄行为 关键依据是什么？

什么情况算侵权 如何担责？

盗摄会侵犯著作权人哪些权利？

近日，电影《第二十条》引发社会公众广泛关注。影片由发
生在检察官韩明身上的三个故事串联而成：此前一起案件的被
告人不服处理结果，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而非故意伤害；儿子为
制止校园霸凌打伤了教导主任的儿子，一直拒绝道歉；同事吕玲
玲承办的一起故意伤害案存在认定争议，被副检察长更换承办
人，指定自己主办……

影片展现了韩明的内心成长，也从他的角度全面系统地呈
现了从不敢适用、不愿适用到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维护公平
正义的过程。

片名中的“第二十条”指什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影片中讲述
的“正当防卫”？

电影《第二十条》指的
就是刑法第二十条，也就是

“正当防卫”条款。刑法第
二十条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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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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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张艺谋表示，这个
电影是拍给千家万户的观
众看的，因为电影的故事蕴
含了大家共同面对的很多
问题，能跟公众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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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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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传统司法理念影响，
司法人员不敢去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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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昆山反杀案唤

醒了“沉睡条款”。这起发
生在 2018 年的案件，当时
引发社会各界关注。最高
检指导江苏检察机关提前
介入，提出案件定性意见，
支持公安机关撤案，并作为
正当防卫典型案例公开发
布。

“福州赵宇案”“涞源反
杀案”“丽江唐雪案”等一系
列正当防卫案，让正当防卫
条款不再“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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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指什么？

“法律不是冰冷的逻辑”

“沉睡条款”被唤醒 正义底气从何而来？

第二十条背后是怎样的公理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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