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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节档以60.35亿元票

房取得历史第二的好成绩。其中

喜剧片《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成为

该档期惊喜之作，排片率从上映首

日的第四逆袭至第二，在口碑的加

持下，票房节节攀升。影片讲述龙

套演员魏成功被女星米兰及其导

演弟弟米勒邀请饰演男一号“杀手

卡尔”，与黑帮老大哈维及哈维手

下吉米“周旋”，却陷入一场危机四

伏的阴谋的故事。全片笑点不断，

结局真假杀手、黑帮老大哈维、米

兰和米勒都出现在戏中戏的拍摄

现场，其乐融融，但如果回到现实，

影片中的这些角色是否都能全身

而退？让我们一起来盘点影片各

角色的“罪”与“非罪”。

魏成功的“罪”与“非罪”

1、魏成功用以为是道具枪的

真枪打伤哈维，是否构成犯罪？

魏成功一直以为自己在演戏，

在吉米的逼迫下再次出演杀手，拿

着以为是道具枪的真枪打伤了哈

维，并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

或者故意伤害罪。我国《刑法》第

14 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

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

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

的，是故意犯罪。”而影片中魏成功

主观上并没有要杀害或者伤害哈

维的主观故意。

是否构成过失犯罪？我国《刑

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

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

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

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

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影片中魏

成功始终处于演戏的状态，戏中使

用道具枪符合常理，不应要求其预

见自己手中的枪是真枪，因此不构

成过失犯罪。另外我国刑法分则

规定的过失犯罪，都要求造成严重

的危害结果。如果没有法定的危

害结果的发生，就谈不上犯罪过失

的存在，当然影片中哈维身受重

伤，假设判定魏成功存在主观过

失，则可能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

2、意大利人与黑帮进行枪支

交易时，魏成功作为翻译是否构成

犯罪？

我国《刑法》第125条规定：“非

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

支、弹药、爆炸物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大利人与

黑帮进行枪支交易涉嫌构成非法

买卖枪支罪。但魏成功以卡尔的

身份加入黑帮后，自始至终都没有

主观上要进行买卖枪支的故意，甚

至因为枪支太沉而只给意大利人

展示“后期特效枪”，因此并不构成

犯罪。

米兰和米勒的“罪”与“非罪”

米兰和米勒以饰演男一号的

名义骗魏成功饰演杀手，魏成功信

以 为 真 ，米 兰 和 米 勒 是 否 构 成

犯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

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影片中，米

兰和米勒为了给自己赢得逃脱时

间，向魏成功虚构了事实，隐瞒了

真相，并非为了骗取魏成功的财

物 ，故 而 不 构 成 刑 法 上 的 诈 骗

罪。不违反我国《刑法》，并不意

味着米兰和米勒的行为是合法行

为，他们的行为应该构成民法上

的民事欺诈行为。民事欺诈行为

是指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

和民事义务的过程中，故意告知

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

实情况，诱使对方做出错误的表

示的行为。

吉米的“罪”与“非罪”

1、吉米教唆杀手卡尔杀害哈

维，是否构成犯罪？

教唆罪是指以劝说、利诱、授

意、怂恿、收买、威胁等方法，将自

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来没有犯

罪意图的人，致使其按教唆人的犯

罪意图实施犯罪。教唆犯和被教

唆犯罪的人形成共犯关系。影片

中最初雇佣杀手卡尔射杀哈维的

人是吉米，他一直想杀掉哈维自己

上位。吉米雇佣卡尔的行为构成

教唆罪，与卡尔构成故意杀人罪的

共同犯罪，且吉米在该共同犯罪中

起主要作用是主犯。我国《刑法》

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

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卡尔在杀

害哈维过程中由于个人意志以外

的原因，导致未能成功将哈维杀

害，故卡尔构成故意杀人罪（未

遂）。

2、吉米威胁魏成功继续饰演

杀手杀害哈维，是否构成犯罪？

吉米教唆卡尔杀害哈维构成

犯罪无疑，但吉米威胁魏成功与教

唆卡尔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之处，

在于魏成功并不知道自己在实施

故意杀人行为，根据我国《刑法》规

定，当被教唆者未实施被教唆的罪

时，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不构成共同

犯罪，教唆者以其所教唆的罪定

罪，即此种情形下，吉米构成故意

杀人罪（未遂）。

3、吉米将米兰和米勒绑在酒

店，是否构成犯罪？

当吉米发现魏成功只是米兰

和米勒找的演员，并非杀手卡尔

后，吉米将米勒绑在酒店，在逼迫

米兰与他结婚的同时，威胁魏成功

继续配合他演戏。绑架罪是指利

用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

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以勒索财

物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使

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

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此处吉

米利用绑架米勒的方法控制米兰

和魏成功，并提出不法要求，构成

绑架罪。

另外，吉米除涉嫌前述违法犯

罪行为外，是否涉嫌组织、领导、参

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我国《刑

法》第294条规定“组织、领导和参

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

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

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

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

会性质的组织的行为……”影片中

哈维和吉米以黑帮的形式出现，但

并未展现他们有组织地进行违法

犯罪活动，因此无法判断是否构成

此罪。

卡尔的“罪”与“非罪”

杀手卡尔射杀黑帮老大哈维，

是否构成犯罪？从前文分析中已

可以得出结论，卡尔与吉米构成故

意杀人罪（未遂）的共同犯罪，吉米

在该共同犯罪中是主犯，卡尔在该

共同犯罪中是从犯。

根据前面的分析，魏成功、米

兰和米勒能够全身而退是可以理

解的，而吉米和卡尔的犯罪事实清

楚，卡尔出现在最后场合确实有违

法律的逻辑。但抛开法律层面的

罪与非罪，《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本

着最大的善意，给观众讲述了一个

小人物实现大梦想的故事，告诉我

们“成功只比未成功多坚持了一

次”。新年伊始，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作者单位：中国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

■文/杨妍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中的“罪”与“非罪”

《奇迹·笨小孩》虽然没有人

物原型，但却立足现实，毫不失

真，从平凡普通人的视角入手，由

主人公为开端，为观众展现了一

群在深圳奋斗的普通人，他们处

于社会主流之外，但却凭借自己

的双手和集体的力量，谱写了一

曲属于普通人的“奇迹变奏曲”。

经典模式的娴熟运用

《奇迹·笨小孩》采用的电影

形式并不新鲜，一是选取了反复

被书写的成长母题，二是选择了

商业片的经典叙事模式，即以AB

两条故事线展开讲述。但依旧不

变的是文牧野导演娴熟的技巧，

将二者巧妙结合形成了影片两条

特有的成长脉络。

一是以创业故事为主调，讲

述了主人公景浩从一个普通打工

人到成功创业者的成长。此成长

脉络也采用了经典的因果线性叙

事结构，通过设置创业道路上的

重重困难与挫折，形成了一条完

整的从开端到发展再到高潮最终

结束的叙事线。具体到影片中，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主人公景浩在

创业这条路上，不断处于稍稍取

得成就和困难出现被打回谷底的

两种状态间，并用刺激的车戏和

台风之夜将剧情引上高潮，这样

的设置形成了影片的叙事节奏，

观众在其中很容易与角色共情，

不断期待着景浩的成功。同时，

在这样的节奏中也彰显了景浩创

业的不易，让成长的结果显得尤

为珍贵。

二是以家庭故事为主调，讲

述了主人公景浩从哥哥成长到

“爸爸”。在这里，导演没有选择

将这条成长线设置为创业成长线

的对立面，即创业之路会给家庭

带来巨大的冲击，而是作为创业

成长线的支撑。首先，它是创业

成长线开始的驱动力，景浩想要

创业是为了给妹妹治病。其次，

它是创业成长线成功的重要一部

分，影片中设置了景浩接妹妹放

学这一情节，这仿佛是景浩与妹

妹间的一个重要约定。因此，我

们可以看到，不管创业时遭遇什

么样的情况，受到多大的伤害，他

一定要来接妹妹，是妹妹的存在

让他坚持下来。而最终帮妹妹治

病成功则表明了景浩完成了在家

庭角色中的成长。

这两条成长脉络的背后不是

一般青春电影中的逐梦成功，也

不是热烈要改变世界式的狂热励

志，更不是青春成长的“残痛物

语”，而是一个被迫快速成长的普

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对妈

妈的承诺，景浩通过自己的坚忍

不拔兑现了在妈妈病床前的承

诺，即照顾好了妹妹也照顾好了

自己。更难能可贵的是，景浩没

有因为照顾妹妹而彻底牺牲自

己，最终完成了读大学的梦想。

主客观因素的巧妙平衡

作为现实题材的电影，《奇

迹·笨小孩》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

不失真的情况下触发人的情绪

点，让情感自然流露，而不是用做

作的表达完成无意义的煽情。影

片非常巧妙地处理了主客观因

素，不仅让人物更加立体可信，也

让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闪闪发光。

景浩工厂中的人都是一帮不

被社会认可的边缘人，他们从客

观上看就如影片中所说的那样，

是一帮“死活找不着活的人”，但

从加入工厂的那一刻开始，他们

都被赋予了讲述主观故事的权

力，从耳朵不好的汪春梅到“公会

一哥”张超，每个人在奇怪外表下

的动人时刻被逐一展露，也是在

这一刻起每个人都变得饱满立

体、熠熠生辉。景浩也不例外，虽

说他在主观上拥有许多美好的品

质，并且修得了手机、办得了厂

子、谈得了合作，但从客观上来

讲，他也不过是个刚刚二十岁的

孩子，并非无所不能，细想下来，

年轻可能是他最大的筹码，让他

可以多熬点夜、多做几份工、拼上

自己的性命去追逐。

这种主客观因素的巧妙平衡

不止体现在几位主要人物身上，

还体现在影片其他的人物中。主

要是和主人公景浩产生关联的人

物形象，包括了两位房东、提供高

空清洁工作的越哥以及欠账不还

的“好兄弟”，这些人的共同特性

就是将冷漠与温情集于一体。他

们可以给景浩提供适度的温情，

但这个温情是有底线的，一旦触

碰底线，就是冷漠。如房东最多

能忍受景浩三个月不交房租，但

也只有三个月了，厂房的房东也

是一样，越哥可以提供工作并在

赶景浩走的时候多给些工资，但

绝不要受伤的景浩。这里的冷漠

就如这个城市一样，它不会对任

何一个人心生怜悯，这是客观且

不会改变的。而人有温情的一

面，这是主观的，也是让无数打工

者和创业者能坚持下来的原因。

同时，正是这层冷漠的存在，凸显

了景浩工厂员工们之间情感的难

能可贵，他们帮助汪春梅打走流

氓，在景浩陷入困境时不离不

弃。这也证明了抱团不只可以取

暖，还能创造奇迹。

对某些客观因素的点到为止

也让影片在讲述过程中更加轻

巧，不会让观众觉得冗杂。如景

浩在做高空清洁时，高楼里的男

女穿着精美，优雅的喝着红酒，而

在外的景浩则满脸汗水，啃着包

子，再如断腿的钟伟爷爷在婚礼

上讲述的战争故事，而他的生活

却是在养老院中。这些都只是以

片段的方式呈现，不强调批判的

意味，只是展现，将思考的选择权

交予观众。

殊途同归的主题之音

不管是对经典模式的娴熟运

用，还是对主客因素的巧妙平衡，

最终都是为了表达一个相同的主

题，即文牧野导演在接受采访时

谈到的——幸福。

虽然影片二分之一的篇幅都

与创业有关，但它绝不是以金钱、

欲望为目标开启的创业之路，更

没有因为片名的“奇迹”二字，就

营造梦或是传奇的氛围，在这条

路的尽头绝不是世俗眼中的成功

学或“屌丝逆袭”式的爽，而是以

家为情感依托的幸福感。在影片

的开头，景浩和妹妹相依为命，通

过景浩的坚忍不拔与不懈努力，

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在影片的结

尾，他收获了第二个家，每个人都

在。

同时这种幸福感并不是一种

虚无缥缈的美好祝愿或是不真实

的幻境，它是能让人抓在手里的、

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而这种实在

感源于影片对普通人和奇迹或说

成功之间做的平衡，影片不止一

次提到或暗喻普通人的成功法

则，那就是努力和坚持。这个法

则是景浩对妹妹说只要我们努

力，没有什么不可能；是梁叔看着

堆成小山一样的手机说我们好像

愚公移山；是台风雨夜里趴在碎

玻璃上努力生存的蚂蚁。

当以这种实在的幸福感和家

庭的归属感作为落脚点时，“奇

迹”的意义就不再是创造宏观意

义上的不平凡了，它更具体，更触

手可及，是每个在大城市打拼的

人所期望的，在陌生的城市拥有

自己还不错的事业，收获一帮不

以血缘关系为联系的家人，让这

里真正成为自己的家。这可能就

是笨小孩世界里的奇迹吧，用最

简单、最质朴的方式，赢得自己的

人生。

《奇迹·笨小孩》的总体完成

度很好，将底层意识与创业故事

以及人间情怀巧妙的编织在一

起，观影过后能让人收获满满的

感动，体会到爱与坚持的力量。

它告诉作为独立个体的每个你都

有创造奇迹的可能，不要灰心，再

坚持一下，属于你的奇迹就会到

来。

《奇迹·笨小孩》：

谱写属于普通人的
“奇迹变奏曲”

■文/周 婧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

民族历史上的不朽丰碑，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战争期间，中国人

民志愿军曾发起高密度、低强度的

“冷枪冷炮运动”，对于加快推动停

战协议的签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上甘岭》、《英雄儿女》、《长津湖》

等抗美援朝电影不断涌现，但是正

面反映“冷枪冷炮运动”的影片屈

指可数，由张艺谋、张末执导的影

片《狙击手》正是以此为背景，以志

愿军队伍中多位狙击手为人物原

型，讲述了志愿军战士凭借灵活机

动的作战智慧和舍生忘死的革命

精神，与美军精英狙击小队展开殊

死较量的故事。

在观众的印象中，张艺谋似乎

长于组织奥运开幕式、“印象系列”

等大开大合的团体场面，但是他的

电影更注重聚焦小人物，比如《秋

菊打官司》中的秋菊、《金陵十三

钗》中的歌女、《悬崖之上》中的特

工等。此次，《狙击手》更是聚焦于

两个战壕之间、七八个人的局部战

斗，讲述了一个见历史、见人性的

可歌可泣的故事。

尊重生命和个体价值，每一位

战士都是最可爱的人。伟大的战

争和历史都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

构成的，没有哪个小人物应该被忽

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0年来，

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

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十九万

七千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

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

《狙击手》中的“五班”就是中国人

民志愿军的一个缩影。导演张末

认为，每个战士背后都有一个家

庭，一段生活，他们不是沙盘棋子、

不是物化标志，而是有血有肉的

人。影片前中后设置了三次点名，

“米老二”、“高军”、“胖墩”等名字

一次次出现，特别是结尾连长的点

名，所有战士一起喊“到”，彰显英

烈们的革命意志和精神赓续永

存。战斗过程中，五班每位战士的

牺牲所引发的悲伤情绪虽有表达

过度之嫌，但是很明显，张艺谋不

想让任何一名战士被忽略，他们的

牺牲都有价值、都应该被铭记。相

比较而言，张末对美军一方的表达

干脆利落，没有太多情感渲染，既

能看出年轻导演的创作风格差异，

也是出于突出整部电影主题的

需求。

个体价值与集体利益相互成

全。片中着墨最多的是狙击手大

永，他感情丰富、智勇双全，凭借精

湛的枪法以弱胜强，最终圆满完成

任务。但是整部影片并没有定位

于塑造孤胆英雄，而是描摹志愿军

战士群像。他们是最普通的士兵，

带着对家的牵挂走上战场，时不时

担心家里的屋顶是不是漏雨，还要

琢磨给即将出生的孩子起个好名

字，但是当战争需要他们以生命为

代价夺取胜利时，他们义无反顾冲

出战壕。影片色调肃穆、沉稳、安

静，但是静寂中迸发出来的枪声才

具有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渲染了

扣人心弦的紧张气氛。观众绷紧

神经的同时也不禁疑惑：以牺牲七

八个战士的生命为代价，换回一个

人（甚至是遗体）值得吗？美国影

片《拯救大兵瑞恩》中也有类似情

节，那是为了慰藉一位母亲、一个

家庭，而《狙击手》则在最后点题：

因为侦查员获取的重要情报关乎

战争后续的整体部署，只有打赢抗

美援朝战争，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才

能挺起脊梁。所以究其实，《狙击

手》是一部基于尊重个体生命价值

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影片，在这

里，个体牺牲的目的是为了集体利

益，集体的成功又成就了个体。

战火青春成为民族永恒的记

忆。以色列学者阿维夏伊·玛格丽

特在《记忆的伦理》中提出疑问：对

于历史，我们该记忆什么？谁有义

务去记忆？同样，当下的中国人，

特别是年轻人也应该反思，对于抗

美援朝历史，我们应该记住什么？

我们又记住了什么？抗美援朝被

称为“青春的战场”，当年雄赳赳

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战士

们，大多数只有十几二十岁，他们

在经历了上甘岭的炮火、长津湖

的冰雪、金刚川的轰炸、水门桥的

遗憾，每十二个战士就有一个长

眠在异国土地上，这些年轻人以

青春和热血守护了新中国的盛世

安宁。战争片通过影像来完成民

族记忆、塑造民族记忆，在万家团

圆的日子，《狙击手》选择大年初

一上映，带动千万观众走进影院，

就是在向那些谱写了气壮山河英

雄赞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以

弱胜强光辉典范的志愿军将士们

致 敬 。“ 冷 枪 挑 苍 穹 ，风 雪 迎 归

人”、“青春献给祖国，盛世迎您回

家”、“万家灯火，献给最可爱的

人”，这些语句既是主创们的心声，

也代表了所有观众的心声：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弥足珍贵的抗美援

朝精神必将代代流传！

■文/于秀娟

《狙击手》：

个体价值与集体利益相互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