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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律题材电影研究 

朱靖江

    前言：法庭片与美国法律文化 

    

    美国人创立了类型电影。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类型电影为全世界的观众提供了难以数计的西部英雄、

南方绅士、牛仔、大盗、不屈不挠的小镇警长以及千娇百态的妖姬艳后。而美国本土文化则借着这些影象

斑斓的歌舞片、西部片、警匪片、科幻片，浩浩荡荡地充斥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说，美国西部电影树立了一块拓荒者的纪念碑，美国文化中率直、草莽的一面经由那些“宁骑骏

马、不吻佳人”的牛仔们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那么，美国文化的另一面，美利坚民族对社会公正与个人

自由的珍视，则常常在法庭片里，由衣冠楚楚（更多情况下是焦头烂额）的律师先生们，凭着手中高举的

美国宪法、怀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亡命精神，在近乎无望的逆境里，打出一片天地来。从某种意义

上讲，在法庭片里，律师常常扮演着美国历史上乃至当代“文化英雄”的形象。 

    

    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很少会把法律和电影联系在一起。法律似乎是社会生活里一切教条、刻板、无

情以及理性思维的象征，而电影则代表了人们多姿多彩、浪漫感性的生活态度。如果说，人们对于这二者

有什么最为直接的联系，恐怕第一个被提及的要算是各国法律对电影内容的分级控制。不是别的，正是法

律把持着电影中色情、暴力的标准尺度，使赤裸裸的欲望表现成为非法或遭到限制；可反过来说，这倒也

使电影导演们行走在剃刀边缘，日渐磨炼出如何以高度的艺术手法升华，再现出人类欲望之美的诸般绝技

来。 

    

    然而，法律不仅是使电影艺术“带镣起舞”的枷锁，它更是能够让这位“第七女神”丰盈成长的一片

沃土。从某种意义上讲，当电影从法律文化中汲取了养分，找寻到灵感，她就在更高的层次上洗刷了其出

身于市井街头所沾染的轻浮气息，使世人不再以为她只是一件消闲解闷的玩艺儿，而正视了它作为新兴道

德、另类权利的宣讲者和社会责任的代言者所独具的强大震撼力和感染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法律文化

本身所具有的种种冲突、对抗、悬念与视听快感，恰恰暗合于电影艺术在大众心中最根本的诱人之处。它

们的结盟，使二者在各自的领域里相得益彰，既产生了一种广受欢迎的类型电影：法庭片（courtroom 

drama），而且由于电影的广泛影响，（至少在英国和美国，）一批法律得以制定，一些权利得以伸张，

优秀的法庭电影竟会成为社会法制变革的启蒙与先声。这在将电影主要视为大众娱乐业的西方国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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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是一个异数。 

    

    综观人类文明史，我们会发现法律文化其实远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刻板僵硬，它在文艺传承的进

程中，源远流长，枝繁叶茂，几乎染指过每一类艺术的神圣殿堂。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留给后世

最重要的篇章，是他在被判死刑之后在法庭上发表的最后陈词；作为西方一代文宗的古罗马作家西塞罗，

本身又是罗马法学家的代表人物。其传世之作，且被后人奉为“拉丁文典范”的文集中，颇有几篇口舌犀

利的辩词讼状。《圣经》是西方文明的根基之作，但它却也是犹太民族的法典。著名的“摩西十戒”至今

仍是基督教社会的道德原则。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最辉煌的壁画作品《最后的审判》，仿佛是

一部气势恢宏的法庭片的全景剧照，而西方最伟大的诗人哥德，他早期从事律师工作时的几份法庭发言

稿，至今仍在各法学院流传。至于与电影的血缘关系最近的戏剧，更是表现出对法庭争斗的创作热情。例

如莎翁代表作《威尼斯商人》的高潮就是法庭一场中两方的滔滔雄辩，以及夏洛克割肉未遂的喜剧结局。 

    

    电影诞生伊始，只是在钢琴伴奏下闪烁跳跃的活动画面，自然跟以辩论、说理为特征的法庭审判扯不

上关系。头二三十年的“默片时代”更多表现的是追逐、打斗、恋爱、舞蹈之类靠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加

一点文字说明即可使观众心领神会的题材。但“伟大的哑巴”一朝开口，就给人类中最会说话的一群找寻

到扬名露脸的机会：律师、法官、陪审员、原告、被告、证人们纷纷粉墨登场，成为电影制片人的新宠。

一位美国评论者言道：“制片人对法庭审判的热爱可谓是好莱坞最为持久的罗曼史。究其原因显而易见，

导演们需要戏剧性、悬念性和动作性（基于其不宽裕的预算，他们希望这些最好都能同时发生在一处狭小

的空间里），当然，他们也要有大量的对白。而审判，首先充满了一一抗衡的戏剧冲突：律师要和证人、

委托人、法官以及原告之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其次，几场交锋后法庭的最终裁决构成了影片最大的悬

念；还有，在审判中，大部分行为都只发生在装修俭朴的法庭里，无非是律师们在一小块空地上走来走

去，花不了几块置景费；至于对白……还有谁比这些律师们更夸夸其谈吗？再加进谋杀、背叛与性爱，试

问拍一部电影还别有何求？”新的类型在积淀，新的英雄在成型，新的叙事模式应运而生。和幅员辽阔的

美国西部一样，民意深厚的美国法文化使这种类型片几乎成了美国的国粹。 

    

    第一部法庭片国籍尚无所考，但其之所以能够在美国蔚然而成一类主流片种，同新大陆的政治架构、

文化脉络和普通大众对法律的偏好密不可分。从历史上说，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颁布了成文宪法的国家。

美国宪法第一次将三权分立原则明确地运用于实际的政治操作中；第一次使司法权脱离了政府的控制；并

且第一次将公民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自1789年宪法颁行以来，除增加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以外，

二百余年法典主体基本上一字未动，这在世界宪政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也鉴于此，加之美国政治生活中

总统、州长、议员定期轮换，皆如过眼云烟，唯一部宪法坚如磐石，重于阿巴拉契亚山，美国宪法在美国

人心中便具有绝对的权威和崇高的地位，不会被党政军各部门僭其位而代之。于是法庭片才有它可以落地

生根的基础，不至于被一支看得见的政府之手挥舞大棒活活打死。其实美国电影总体上之所以如此繁荣昌

盛，大半是托了这部宪法的洪福，只是法庭片不独同沾雨露，还顺势把宪法拿作题材，编到了自己的卖座

本钱里，真可谓名至而实归！ 

    

    早期的美国文化并无足观，一批“闯关东”的欧陆移民在一片广袤荒凉的大地上自生自灭，很难有什

么文艺创作的心境与闲暇。而且比照起当时文化、哲学、艺术都极尽绚烂的欧洲老家，美国人难免不自惭

形秽，觉得在文明水准上万事不如人，想为人类文明作出点新贡献便只能旁走偏门，另僻蹊径了。于是有

识之士们想到了法律，认定这是美国人已经而且还能领导潮流的文化类型，美国的精英阶层希望籍此占据

西方文化界的一席之地。一位美国学者坦然承认：“。”研究美国早期文化发展的人都承认，在美国开国

以来的很多年里，美国人中最优秀的人物几乎都在从事实务性的工作，他们当中鲜有欧洲文人的闲情雅

趣，坐而论道的思辨哲学家不多，挂牌开业的律师倒比比皆是。这一情形不但使两百多年来的美国文化品

格趋于务实，形成了朴素实用的文化学术传统，同时，大批的律师参政当权，使得民间对法学辩术的狂热

和对律师阶层的尊崇成为一种传统风习。平民百姓一朝获取了律师资格便有可能进入上层甚至作总统当议

员──伟大的林肯总统便是这一美国梦的光辉榜样──这在最宽广的范围内使这种法律文化得以扎根于广

大民众之中，其情形颇类似于古代中国之所以儒学鼎盛，全在于拿它可以换一顶官帽。（当今中国虽然为

新儒学之复兴鼓吹者甚众，但没了这份求官的本钱，就难怪立论再高也应者寥寥了。） 

    



    1999年初，喧闹了一年多的“克林顿绯闻案”终于落下帷幕。这场世纪末的法律大战真可谓惊心动

魄，那么多的性丑闻、谎言、特权、伪证、阴谋诡计、党派倾轧集于一体，那么重大的生死考验降于斯

人，那么关键的历史抉择掌握在一百名参议员的手上，那么多色情情节可以公然表现——生逢此时的美国

导演真是有福了，一部伟大的法律电影已经呼之欲出！…………谁将是莱文斯基的扮演者呢？ 

    

    本文是作者在对美国法律制度和美国法律题材电影进行双路切入之后的文本产物，由于在学科上的相

去甚远，对这一类型的电影研究只可能是边缘性的。对“法庭片”的专门研究，国内尚无先论，且影片资

料寥寥，而国外有关的论文更多地是法学家将特定的片例作为法学研究的参考，尚不多见以电影导演为主

线来进行立论的。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的分析和论断势必有粗疏和谬误之处，若对国内其他的电影研究者

或法学研究者能有些微的启发，则心愿足矣。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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