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4年1月28日　星期日
编辑／张红梅 高燕　美编／高岳 校对／李景红 邮箱：fzrbsqb@126.com

□　本报记者   王莹

□　本报通讯员 魏正雄 王丹婷

　　

　　父母争夺孩子抚养权，火药味十足；孩子深

陷“斗争泥潭”，突然不知所踪；法官柔性司法，给

予未成年人最优保护……近日，由福建省三明市

中级人民法院、永安市人民法院联合出品的微电

影《消失的他》获评第十届“金法槌奖”微电影微

视频征集展播活动微电影类二等奖。

　　《消失的他》创作灵感来源于三明两级法院

法官的真实办案故事。法官贯彻能动司法理念，

将朱熹“家庭和睦观”运用到案件办理中，准确把

握争议焦点，最终巧妙化解对孩子的抚养之争。

　　多年来，三明市两级法院始终坚持以未成年

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融合少年与家事审判，将

工作重心放在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中，全

方位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开启改革创新、全

面维权的新模式。

融汇古今智慧

　　来自农村的女孩阿珍勤劳善良，经人介绍，她

与城里家境殷实的阿强结为夫妻，婚后育有一子

名为小宝。一日，阿珍带小宝在游乐场玩，当她接

完电话转身后竟发现小宝不见了，多方寻找无果。

　　阿强母亲严厉斥责阿珍，双方争吵激烈，后

阿强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以阿珍存在重大过错

为由要求法院判决小宝找到后由其抚养。法官在

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端倪，通过深入走访、调查，

最终发现竟是阿强家把小宝藏匿。

　　原来，因阿强整日游手好闲、沉迷于游戏无法自

拔，阿珍欲与其离婚，小孩由其抚养，但遭到阿强家

强烈反对，为了争夺孩子抚养权，阿强家先下手为

强，导演了一场“孩子失踪”的闹剧。孩子虽已找到，

但法官并没有简单下判。

　　“夫之所贵者，和也；

妇之所贵者，柔也。”镜头

中，黄法官正在调解阿珍

与阿强的离婚纠纷。她秉承朱熹“家庭和睦观”，

熟练引用《朱子家训》开展劝导工作，引导阿珍和

阿强从最有利于小宝的成长来考虑抚养权的归

属问题，融情于理、耐心释法，最终促成双方达成

儿子归阿珍抚养、阿强定期探视的调解方案。

　　“电影中的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我们从朱子

理学思想中汲取古人智慧，将精华部分与审判工作

相结合，寓理于审、寓理于调、定分止争、促进和谐

的办案特色。”尤溪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友水说。

　　三明市尤溪县是《消失的他》的拍摄取景地之

一，同时也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诞生地。多年来，

尤溪法院深入挖掘朱熹家庭伦理思想，创造性融

合本地乡风民俗，设立家事审判服务中心，打造具

有劝导、教育、化解、帮教等功能的综合性场所。

　　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方面，尤溪法院积极探

索，聚焦涵养新时代优良家风，原创编写了《青少

年守法三字经》，拍摄原创普法短剧《子不教 父之

过》，帮助青少年扣好遵纪守法的“第一粒扣子”。

碰撞创作火花

　　“导演组让我来演‘法官’，说让我展示一下

平时工作的样子，我想这是对我的信任，肯定要

支持的。”作为这部微电影“女一号”黄法官的扮

演者，来自永安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崔璐不仅

拥有过硬的业务能力，还是三明法院系统的知名

“主持人”，有颜值更有“言”值。

　　因为赶进度，这次微电影拍摄时间只有短短

3天，分别在三明、永安、尤溪等地取景。崔璐的

“戏份”又特别多，既要端坐于审判法庭明察秋

毫，又要穿梭于当事人之间唤回亲情，还要行走

于城市乡村传递司法温度。

　　“身体上的累还好说，对我来说，更大的挑战

是如何在镜头前收放自如，把家事法官最真实的

一面展示出来。”崔璐说。

　　拍戏前，她一次又一次向资深家事法官取

经。拍戏中，她一次又一次向导演、剧组里专业演

员求教。哪怕是在休息间隙，她脑子里都在“回

放”台词、揣摩角色。

　　“最后一场戏是在尤溪县的桂峰村拍摄，我

和书记员带着小宝去找已经很久没见的妈妈，小

宝突然‘入戏’，活蹦乱跳，无比开心，整得我有点

鼻子发酸。”崔璐回忆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仿

佛就在办理真实的案件，帮助小宝回到妈妈的身

边，特别有成就感。

　　在电影中扮演合议庭成员的三明中院少年

与家事庭干警赵心悦说，参演微电影让她感到既

陌生又熟悉：“第一次面对镜头会有点紧张，但当

法槌声响起时，我的心就安定下来了。”

　　作为少审团队的一员，赵心悦参与办理过不

少抚养权纠纷案件，见过父母因为爱而做出过激

行为伤害到孩子的例子。“我希望通过将真实案

例改编后拍成微电影，普及法律知识，给人们以

行为指引，引导夫妻双方在子女抚养权问题上，

真正了解孩子的需求与感受，不要以自己的爱

‘绑架’孩子，给孩子带来二次伤害。”

　　而对在永安法院工作了几十年的老法官潘湘

奇来说，这次微电影拍摄则是一次非常新鲜的人

生体验。“我扮演的是‘抢走’小宝的爷爷。朋友都

打趣我说，当了一辈子的法官，退休了倒反串一次

‘反派’。”微电影拍摄需要一遍遍试戏、走戏，老潘

始终都能按照导演要求，在镜头前不断调整动作、

表演方式，力图将角色塑造得更加到位。

呵护向阳花开

　　“万一那个‘假爷爷’真的抱着我跑了呢？”

　　“没事呀，妈妈就在旁边，会追上去把你夺回来的。”

　　“妈妈，我怕你追不上‘假爷爷’。”

　　……

　　三明中院少年与家事庭庭长黄涛回忆，在拍

摄“小宝”被抢那段戏时，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小

插曲。

　　开拍前，小演员的妈妈一直在做小演员的“心

理建设”，然而小朋友“入戏”太深，当“爷爷”伸手

要抱走他时，他紧紧抓住滑梯栏杆，眼睛里泛起了

泪花。最终，导演只能给“爷爷”找个替身，由孩子

的妈妈穿上“爷爷”的外套来完成拍摄。

　　“虽然是演戏，但孩子的反应很真实，就像在

家事审判中，对簿公堂的是大人，但受伤害最深

的往往是孩子，所以我们法官在审理的过程中，

要尽量确保孩子的身心健康。”黄涛说。

　　作为全国首批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试点

单位，三明中院以“圆心圆家圆梦”为工作理念，形

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司法机关负责、相关部门

协调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少年与家事审判

工作格局。

　　三明中院在全省率先探索“庭前社会调查、庭

审法庭调查、裁判文书释明、判后回访观护”的涉案

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工作体系，并引入青少年司法社

工，庭前通过实地走访、面对面交流等方式开展社

会调查，判后协助开展心理疏导、家庭教育、回访观

护等工作，实现涉未成年人案件家庭教育全覆盖。

　　同时，三明中院调动全市少年审判力量，积

极开展“与法‘童’行 守护‘未’来”行动，相互配

合、共同谋划，聚焦乡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家

庭，开展法治教育、司法救助和帮扶等工作。

　　“电影会剧终，案件会完结，但孩子的生活不

会因此画下句点。”崔璐说，“法官要做的就是在

审理过程中真正促成人和，帮助孩子们健康成

长，希望我们的微电影能给大家一些启示。”

微电影《消失的他》入选“金法槌奖”

  图为微电影《消失的他》剧照。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供图

□　刘娇娇

　　

　　什么样的人生最有意义？

　　作为一名法院人，我的回答

是：让法徽在平凡中闪耀。

　　蜿蜒崎岖的乡间小路上，一

行3人扛着法徽风尘仆仆。这是河

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利用巡回法

庭，将法庭搬到田间地头、农家院

落，以实际行动打通司法为民的

“最后一公里”。

　　广阔乡村中，法徽绽光芒。人

民群众的需求在哪里，司法服务

就跟进到哪里。春来秋往，寒暑

交替，法院干警踏遍辖区田间

地头、街区巷陌，用行动捍卫群

众合法利益，将百姓心结一一

化解，以“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

的方式讲述着“小法庭大作为”

的法治故事，被群众亲切称为“家

门口的法庭”。

　　身在基层法院，息诉止争是

我们毕生的追求。夜深人静时，法

院大楼里总有几盏灯在亮着，看

卷宗，写判决，偶尔伸伸懒腰，揉

揉疲惫的双眼；天蒙蒙亮时，法院大楼前就已经集

合了一批干警，利剑出鞘，执行在路上；下雨天，脚

踏着泥泞去现场调解；酷暑天，汗流浃背的解决

纠纷。

　　看着我身边这些在审判岗位上一路风雨兼

程、默默奉献的法官，抚摸着胸前的法徽，我真正

读懂了“人民法官”这4个字，那就是时时把人民的

利益放在心中，让人民群众信赖与满意，生司法之

公信，让法徽在平凡中灼灼生辉。

　　电视剧《士兵突击》里有句话：“光荣在于平

淡，艰巨在于漫长”。这也是参加工作以来最激励

我的话。这让我想到法院干警的责任和担当，那就

是甘愿用平凡去造就不平凡。

　　还记得我刚进入法院的时候，被分配到立案

庭。有个朋友调侃我说，立案庭啊，就是一身制服，

一个窗口，每天在封闭的环境里过着被摄像头环

绕的生活，从“你好”开始到“下一位”结束。其实，

当时我确实有些迷茫，因为立案庭的工作千头万

绪、纷繁复杂，除了立案分案，还要研究各种提升

诉讼服务质效的方法。

　　前段时间，那个朋友想要提起诉讼讨回欠款。

事后他对我说，他用手机小程序把案子提交到法

院，没几天时间，法官就打来电话说被告愿意把欠

的钱还给他，直夸我们法院工作现在真是不平凡。

看着他一脸的不可思议，我自豪地说：“有什么大

惊小怪的，我们的日常工作而已。”

　　其实，不管是法院干警还是其他职业，都要在

漫长平淡的工作中践行自己的使命，就像我们每

天不断地处理纷繁复杂的案件来维护社会安定。

也正是这样漫长和平淡的坚守，才能让我们平凡

的生活有了不平凡的意义。信念真的不是说出来

的，而是做出来的。让法徽在平凡中闪耀，也绝不

是一句空话，是我们所要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是我

们的热爱和一切力量的源泉。

　　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潮头，就应该立鸿鹄

之志、展骐骥之跃，做勇敢走在时代的奋斗者、开

拓者、奉献者。“路虽远，行将至”，我们将不忘为民

初心，用心践行司法为民理念，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让法徽在平凡中闪耀！

　　

　　(作者单位：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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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伟

　　

　　喜爱电影的法律人，对于2023年经眼的法治题

材影片应不会感觉失望。这些影片，大多戏剧张力十

足，观赏性很强，观众评价也还不错，用一句俗话就

是“值一回票价”。看这些影片，能够领略到，我国电

影人，对于悬疑片的把握越来越“上道”，对于法治题

材也越加轻车熟路，创作的作品有着较高质量。一些

演技绝佳的演员成为这些影片的票房保证，他们塑

造的角色不仅活跃在大银幕上，也烙印在许多观众

的心中，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同。在这里，我对2023年

看过的几部影片简要品评一番，算是对过去一年里

法治题材电影作品的一个盘点。这些主观性很强的

观影体验，不无偏颇之处，好在简明扼要，不至于太

过褒贬。

《消失的她》

　　这是一部翻拍片，翻拍自苏联影片《为一个落单

男人设下的陷阱》，描述年轻男子何非在东南亚某国

寻找失踪的妻子李木子，当地警局对于这起失踪案

态度冷漠，对何非的诉求满不在乎，这已经使他崩

溃。更加诡谲的是，一天清晨，何非一觉醒来，发现身

边多了一名陌生女子，自称是他的妻子李木子。何非

不得不求助于律师陈麦为他探寻真相，李木子失踪

之谜最终解开了，但是人心的黑暗也弥漫开来。

　　这是2023年一部大受欢迎的悬疑片，情节离奇，

引人入胜。不过，仔细推敲，很容易发现该故事情节

经不起推敲，例如影片结尾出现的海底的大铁笼，十

分突兀，情节设置非常不合理，好在观众在观看电影

时只是看个新奇，没有多少人较真罢了。

《瞒天过海》

　　《瞒天过海》是一部陈思诚式电影，“陈思诚式电

影”是近年来电影圈出现的一个热词。陈思诚善于在

外国影片中选取适合改编为国产电影的侦探、悬疑

作品，这些作品在国内往往知名度不高，经过一番改

编，拍摄成十分卖座的国产翻拍片。这就是陈思诚的

套路电影，形成一种屡试不爽的成功模式。

　　不过，《瞒天过海》的编导选择了一部国内不少

观众已经熟悉、被别的国家翻拍过的热门电影《看不

见的客人》，这与陈思诚倾向于选择不太知名的电影

有着不同的选取对象，也因此有了翻拍失败的风险。

影片将人物设定进行了改变：贪婪无厌的警长郑威

得知富商之妻乔文娜卷入一场密室谋杀案，主动登

门，提出为她洗脱罪名，并索取巨额报酬，故事由此

展开。这部影片，一开始就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西班牙

电影《看不见的客人》，尽管故事情节、人物设定进行

了某些改编，但大的故事框架毕竟还是取自原作的。

《拯救嫌疑人》

　　《拯救嫌疑人》也是一部翻拍片，翻拍自韩国影

片《七天》。故事说的是，女律师陈智琪的女儿遭到绑

架，有人电话逼迫她在5天之内为一位死刑犯做无罪

辩护，换取她女儿的性命。陈智琪为拯救女儿，不得

不与警察金志雄联手调查。这场辩护关系女儿的生

死，陈智琪必须全力以赴，务必成功。这部电影，以时

间的紧迫性制造一种紧张感，以女儿的生死存亡作

为最大悬念。不过，看罢电影，只感觉这种紧张感和

悬疑性，系于一个虚妄的前提上，那就是为了让辩护

律师在短短几天里成功将死刑犯脱罪，绑架其女儿，

未免过高估计了刑事辩护的功效，这种将辩护律师

的神通放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与现实中律师及其

辩护效果可以说有霄壤之别。

《检察风云》

　　《检察风云》是一部以检察官为题材的影片，影

片描述大学教授夏薇涉嫌故意杀人，检察官李睿和

张有成对该案展开审查，发现富商陈鑫与此案有牵

连，于是案情峰回路转，向出乎意料的方向发展。

　　在我国，以检察官为题材的影视作品有所增加，

近年来得到较多好评的是《人民的名义》《巡回检察

组》等电视剧，以检察题材拍摄的影片，创下佳绩的

不多。耐人寻味的是，对于检察官探知案件事实真相

过程的描述，往往混同于警察探案，这一特点在以调

查案件事实真相为内容的法官题材作品中也很常

见。不过，本片不仅有调查事实的过程描述，也有法

庭上诉讼攻防的描述，这使检察官的形象最终呈现

在法庭活动中，让检察官的形象特质得以凸显。

《国际列车大劫案》

　　中俄列车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过多起抢劫案

件，歹徒藏在列车包间中伺机抢劫，他们手持瓦斯

枪、匕首，穷凶极恶，洗劫乘客的护照、钱财，甚至对

车上女乘客施以强奸，令人震惊。这一系列案件，涉

及中国、蒙古、俄罗斯3国，给国际旅行带来强烈的不

安全感。1995年，这一故事就曾搬上银幕；2013年还有

一部“普法栏目剧”也反映了这一跨境系列抢劫

案件。

　　《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描述20世纪90

年代初，有着商业头脑的国人作为“国际倒爷”，从北

京乘坐开往莫斯科的K3次国际专列，他们要通过与

俄国人的贸易来赚上一笔。以苗青山为首的悍匪团

伙也登上这趟列车，对乘客实施抢劫和强暴。中国警

察崔振海带领公安小队登上K3次列车，与苗青山一

伙展开较量。

　　这部影片虽然是国产影片，但是完全是港片风

格，有着港片的所有优点和缺点。影片人物鲜明，情

节紧张万分，打斗枪战惊险刺激，故事节奏快速推

进，绝对是一场视觉盛宴；不过，这种影片夸张逾度，

只顾精彩好看，不顾情节的合理性，尤其是，在中俄

边境换轨时发生的劫持，更是天马行空。看这种电

影，只需要带着眼睛和耳朵，不需要带脑子。

《三大队》

　　电影《三大队》是一部根据深蓝原著小说改编的

电影，主人公是广东省台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大

队队长程兵，他带领三大队警员办理一起入户盗窃、

强奸杀人案件之时，成功抓获了两名疑犯之一的王

大勇。在审讯王大勇的过程中，程兵等人被王大勇所

激怒，失手将其打死，因故意伤害犯罪，这些警员被

判入狱。出狱后，程兵决定以平民身份抓捕逃匿在茫

茫人海中的王二勇。三大队前队友在程兵的感召下，

与他一起转战多个省市，寻踪查找王二勇的下落。随

着时间的推移，队友们纷纷退出抓捕的队伍，只剩下

程兵孑然一身，来到贵州寻找王二勇的藏身处。在贵

州，程兵扮成送水工，终于找到王二勇的下落。街头，

程兵拦下王二勇，用空水桶砸向他，王二勇终于

落网。

　　这部影片豆瓣评分达到7.8分，算是国产影片口

碑上佳的作品。张译在影片中贡献了精彩的演技，这

一角色与他在电视剧《狂飙》里扮演的警察角色高度

相似，都是本着一种信念执著完成一个自我赋予的使

命。这部影片其他演员的表演也可圈可点，为影片生

色不少。在影片热映之时，同名网剧《三大队》也开始

播出，程兵由实力派演员秦昊扮演，秦昊与张译扮演

同一角色，论演技可谓平分秋色。对于前后热映热播

的这两部同名作品，人们自然少不了拿来对比，或褒

或贬，品头论足，其说不一，成为年终岁尾的一件

趣事。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上映的国产影片，一大特

点是翻拍片多。这一年的翻拍片有11部之多，包括翻

拍自美国电影《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的《二手杰

作》，翻拍自韩国电影《七天》的《拯救嫌疑人》，翻拍

自西班牙《篮球冠军》的《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等

等，法治题材作品中也有几部翻拍片。显然，翻拍片

比原创影片要取巧得多，成功的几率也比较大，毕竟

原作的底子好，拍得不太差，就有了票房保证。不过，

这么多翻拍片形成的翻拍潮，也折射了我国电影创

作中原创能力与动力的不足。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

2023法治题材影片经眼录

□　杨剑锋

　　

　　一滴水珠能够折射整个太阳，丝缕阳光也可以融化坚冰。

　　若用自然界中的“冰”“水”和“汽”形容各种罪犯：像“冰”

的，就是顽危罪犯，当属最难转化的一类人；似“水”的，算是大

多数犯人，通过踏实改造，重新成为守法公民；变为“汽”的，则

是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罪犯，彻底告别过去，实现本质改造。

　　孔烦了（化名）是我曾管教过，且成功转化的一名顽危罪

犯。该犯小学文化，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他认罪

不服判，偏执地认为法官是收了对方好处才故意重判了。从看

守所刚送到监狱时，他既不肯理头发、也不配合换囚衣，口中

还胡乱叫“冤枉”，在新收罪犯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监狱教育改造科长找他谈话，告诫他面对现实，安心改

造，监狱必须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如有冤屈，也要通过申诉

反映诉求，不得抗拒改造。听了科长的一番话，孔烦了梗着脖

子，喘着粗气沉默半天，末了才肯服从管理。事后，科长向我一

五一十汇报，使我对他有了初步印象：性格冲动、脾气固执，做

事不计后果，对民警和监狱极不信任。

　　再次听到有关他的情况，是在他入监3个月后的一天下

午。那天，老病残分监区指导员来到我办公室。原来孔烦了关

在他那里。新犯分流时，他因患肝硬化失代偿期不能参加劳动

改造，于是被分到了老病残分监区，可他并不安分，平时大错

不犯、小错却不断，导致人际关系紧张。

　　从汇报中我得知，中秋节的晚餐，罪犯大伙房做了红烧

肉，考虑到孔烦了不能吃得太油腻，于是分餐时就给他换了

菜，没想到他不乐意，嫌自己碗里没肉，吵着非要吃，差点和组

长动了手。经分监区合议，民警对他的违规行为作了处理。但

孔烦了嚷着只处理他一个人不公平，竟然拒绝进食了。

　　对顽危罪犯的教育转化，犹如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次

日，监狱召开了专题犯情分析会，制订出一个“两手抓”的转化

方案：一方面强化个别谈话教育，引导其转变错误思想，尽早

恢复进食；另一方面安排包管民警和女民警心理咨询师走访

家属，争取他们的支持与配合。

　　这天，趁着在分监区蹲点，我找孔烦了谈话了解情况。原

来，他的心结在于自己罪重刑长，恐怕不能出去侍奉老娘、抚

养孩子。

　　孔烦了一念之间，行差踏错，但家里老人和孩子从此就失

去了顶梁柱，我既为其犯罪经历叹息，也为其家人生活状况担

忧。得知他的顾虑后，我开导他，监狱可以联系地方政府，帮他

解决一些困难。

　　听了这番话，孔烦了惊喜地瞪大了眼。眼见他神色松动，

我趁热打铁教育他，之前民警不让他吃肉，是为他的身体健康

着想。但为了让家人放心，他得好好吃饭。

　　孔烦了蠕动嘴皮没出声，深深埋下头。这次谈话过后，他

恢复了进食。

　　新学期开学之际，监狱对全监罪犯未成年子女开展了

“关爱学童”专项行动，民警到孔烦了家为其刚上学的儿子

送去了书包文具，并帮助其家庭按国家规定落实了“两不

愁、三保障”相关政策。当看到拍回来的母亲和妻子帮教视

频，尤其是听见儿子喊着“爸爸、爸爸，你要听警察叔叔的

话呀，早点回家”，孔烦了泣不成声。他挣扎着下了病床，向

民警鞠了一躬，表态再也不给监狱添乱，保证好好改造。之

后他的改造之路越走越顺，病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儿子的

美好愿望在不远处向他招手。

　　监狱对孔烦了无理取闹的违规行为，既有执法管理的严

格法度，同时对其陷入困境的家人施以援手，也有文明关爱的

暖心温度。“法度”“温度”双管齐下，最终顺利融化了“坚冰”。

　　

　　（作者单位：浙江省第二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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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微电影《消失的他》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