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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枪 》:警察文化的寓言

　丁 　灿 　
3

(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长沙 410138)

摘 　要 :电影《寻枪 》在当前繁多的公安题材影视剧作中与众不同。它不仅讲述了警察马山寻枪的故事 ,而且通过

寻枪的行动 ,完成了对警察生存境遇包括权力的和体制的反思 ,完成了对警察生命价值的审视和对工具理性的批

判 ,从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工具理性的四个维度对警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困此 ,电影《寻枪 》成为了指涉

警察文化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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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枪 》,这部 2002年由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

司、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电影 ,它

的成功表现在 :应邀参加第 55届戛纳电影节的展映 ,并吸引

美国哥伦比亚公司以 150万美元 (约合 1200万人民币 )的价

格购买了本片的海外发行版权 ,大大超过了摄制成本的收

益 ,取得了商业运作上的成功。影评上 ,由陆川编剧的该剧

剧本未开拍时 ,就在中国台湾获得了“优良剧本大奖 ”。有影

评人认为它“有个人表达 ,有商业考虑 ,是在良性基础上运作

出来的 ”“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好看的电影。”[ 1 ]这部电影

在影评界和商业上的双丰收使得它在当代中国公安题材电

影中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在《寻枪 》的文本中 ,“警察 ”与“枪 ”这两个符码极其重

要。它们贯穿整个电影文本本身 ,在画面和语言中反反复复

出现。也因此 ,它所构成的当代警察的叙事 ,在当前繁多的

公安题材影视剧中显得与众不同。我们知道 ,绝大多数公安

题材影视剧注重为观众讲述一个犯罪与惩罚、隐蔽与追踪的

对抗性故事 ,在具曲折性与惊险性的表述中完成对警察故事

的叙述 ,这些文本主要通过行动符码来展示现实世界的表层

结构。但《寻枪 》却建构了两种符码 ,一种是由警察马山的寻

枪过程构成的行动符码 ,一种是通过寻找的行动指向深邃的

心灵 ,展示马山在自我救赎中精神历程的表意符码。[ 2 ]行动

符码是表意符号码的基础 ,表意符码是使行动符码获得自身

价值的内核。在这两类符码中 ,表意符码指称警察的内质 ,

在深层的精神世界里为我们展示了警察的生存状态和生命

意义。困此 ,电影《寻枪 》成为指涉警察文化的寓言。

一 　枪与警察是一对互为确证的关系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禁枪的国家而言 ,枪是一个引人注目

的物件。合法持有枪支的只有军人和警察。军人的枪支在

战场上打响 ,而警察的枪支却在日常性生活当中出现 ,因为

犯罪情形往往是在日常生活中出其不意地发生。这种在有

着日常性特点的犯罪现场用于对付犯罪者的致命常规警用

武器 ,成为它的持有者 ———警察的重要标志。警察可以使用

枪支警示犯罪者、阻止犯罪者、甚至击毙犯罪者。这样 ,二者

的权力关系在此彰显了出来 :基于枪支的功能 ,警察保有其

对犯罪者产生控制效果的能力。这是一种基于武力的权力

形式 ,是限制犯罪者自由的物理障碍。它通过使罪犯肉体遭

受痛苦或损伤的刑罚 ,包括生命本身的毁灭以及基本生物学

上需要的破坏而实现警察的意志。[ 3 ]这种权力形式是警察为

使国家、集体或普通人在免受侵害的过程中才能施与的一种

武力 ,因此警察用枪具有合法性的前提。而不具有警察身份

的人拥有枪支则被视为非法 ,他或她基于枪支的能力不是武

力而是暴力的象征 ,是定为有罪的情形。

因此 ,枪与警察是一对互为确证的关系。《寻枪 》中“警

察马山的枪不见了 ”的情节架构 ,正是对枪与警察关系的一

种检验。警察马山在妹妹的婚礼上喝醉了酒 ,第二天早上醒

来发现自己的枪不见了。从这一时刻开始 ,马山就陷入了黑

暗的心灵深渊。他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 ,怀疑一切可能的情

形 ,他怀疑他的手枪在儿子的书包里或保险柜里 ,希望手枪

与战友老树精有关 ,与突然回到小镇上的初恋情人李晓萌有

关 ,与和李晓萌同居的情人周晓刚有关 ,与卖羊肉粉的刘结

巴有关 ,与一个街角的陌生女人有关 ,与一群放学的孩子有

关 ,他甚至对一个手持假枪而不是真枪的小偷大发雷霆 ⋯⋯

找到手枪成了马山唯一要做的事情。

此时 ,枪不只是一个实体性的物件 ,枪基于枪的功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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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保有对犯罪者使用武力的权力。因此 ,枪的丢失就显示

出更多的存在论上的意义。丢枪之后的马山被局长下令收

缴了警服 ,勒令离开派出所。当马山脱下警服 ,只穿着短裤

从派出所长长的阶梯走出时 ,正意味着他开始远离警察身

份 ,成了一个被放逐的个体或一个孤独的漂泊者。在马山的

警察身份被解构的同时 ,他的其他身份认同也受到了质疑 :

他不能完成一次平常的性事 ,妻子晓云说 :“你有问题 ”;他的

儿子在他被拘留的时候说 :“我会想办法帮助你的 ,但你要答

应我一件事 ,以后不许打我。”丢枪事件发生之后 ,马山在家

里的男人身份和父亲身份似乎也被消解。

马山因为枪的丢失 ,作为整体的人的天然关系被改变。

所以 ,枪作为行动符码这个现实世界之物 ,构成了警察马山

寻枪行动指向的对象。在表意符码里 ,它是一个增值了的权

力符码 ,它和警察构成一种想象性关系 ,是马山一切体验的

中心。所以说 ,枪在某种情形之下构成了对犯罪者的奴驭 ,

却在整体意义上构成了对警察的压制。这种压制的作用在

文本里表现为通过枪的引领 ,警察马山完成了一次对自己全

部人生的反思。枪 ,在此指向的是一种警察基于权力之上的

道义与责任 ,是警察不断追寻的终极意义。只有找到枪 ,马

山才能完成他在社会体系中的责任 ,同时也就完成了作为一

个男人、一个父亲、一个警察的责任。正如电影文本在它的

结尾所表述的 :马山假扮凶手的目标周晓刚以引蛇出洞。凶

手刘结巴果然跟踪而至偏僻的火车道旁 ,他用马山手枪里的

子弹在马山身上洞穿了两次之后 ,被马山抓住。电影的最后

是已经牺牲的马山 ,在警察们赶到案发现场时从地上站起

身 ,提着枪走在大路上 ,在蓝天白云的背景下发出了最后一

声如释重负的笑声。电影用幻想的抒情方式描述了马山终

于用生命为代价找回了自己的手枪 ,抓获了杀人凶手 ,完成

了一个警察找回手枪 ,也就是履行了自己的道义与责任 ,重

新成为一个拥有合法性警察权力的警察的叙述。这样一个

倒在凶手枪口下的警察英雄 ,马山也理所当然地恢复作为男

人、和作为父亲的身份。

二 　警察体制具有绝对权威

促成马山执着追寻自己丢失的手枪的动力源是警察体

制。警察作为一个有着清晰边界的组织 ,其内部体制对全体

警察自然具有严格的约束力。这些体制包括行动目标与方

式、纪律和作风、奖励与惩罚等。《寻枪 》的建构方式和价值

意义指向 ,遵循着警察体制的规范。局长得知马山的手枪丢

失后 ,立刻来到云凹镇派出所 ,并大发脾气 :“20个小时 ,坐

飞机可以到美国了 ,坐火车可以到北京了 ,坐汽车可以到省

城了 ! 如果到了北京 ,你给我们的国家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

“手枪里有三颗子弹 ,一枪一个 ,就是三条人命 ,遇到职业杀

手 ,一枪两个 ,就是六条人命哪 !”“星期五之前如果不把枪放

到我桌上 ,你们都不要吃饭 !”并宣布“马山可以回家了 ”。

“马上排查昨晚出现在婚礼上的人 ,人手不够从县里调 !”电

影文本在它所述的图景中揭示了警察体制中的以下特征 :

(一 )警察体制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具有政治性与人民性。

公安机关 ———自 1949年始为保卫新生国家政权正式建立起

来的这一全新的政府职能机构 ,依法管理社会治安和侦查刑

事案件 ,到 21世纪的今天 ,其职能仍然是国家机器运作过程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公安机关的政治性与生俱来。同

时 ,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 ,政治性与人民性的同

源共生的特点在警察体制内不断积淀、强化 ,形成了警察体

制内的最大规训是“维护国家利益 ,保护人民安全 ”。为了更

好地实现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护人民的安全的目标 ,警察被

赋予合法地使用手枪的权力。手枪基于它的功能上的特殊

性 ,一旦丢失 ,就对国家和人民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所以 ,“手

枪找不到 ,饭也不要吃了。”在公安局长的话语里 ,表明警察

体制所维护的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全一旦被某种不利的

情形打破 ,就会对这一体制之内的警察形成巨大的压力 ,直

到这种局面被修复为止。

(二 )警察体制保有对警察权力的绝对权威性。警察的

权力关系有两组 ,一组是警察与犯罪者之间的权力关系 ,一

组是警察内部上级与下级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两组权力关

系表征了警察体制的规范性力量。《寻枪 》在警察体制的场

域内从两组关系出发展示了警察权力的绝对权威性。一方

面是马山和其他警察一起 ,抓住了行窃的小偷 ,破获了周晓

刚的假酒厂 ,抓住了枪杀李晓萌的凶手刘结巴。这种警察对

犯罪者实施的控制效果是自然的 ,是对现存秩序产生有益结

果的权力方式 ,这种权力关系在观众中具有普遍的认同、支

持。另一方面是警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威 ,这是依赖

于警察等级不同而产生的权力关系。具有控制权的局长在

丢枪事件发生后 ,能调配全县警力 ,处分马山 ,甚至可以剥夺

“吃饭 ”的权力等等。面对局长的训斥 ,派出所所长、马山和

其他警察默然听令的态度 ,表明了这种权力的绝对性。既不

需要强制 ,也不需要说服 ,而被要求服从的警察都无异议地

接受。上述两种情形体现了警察体制内的警察权力的合法

性权威 ,它使警察体制保有了警察行动最大限度的有效性 ,

并最终达成了马山以生命的代价如期完成了局长下令的寻

枪任务。

三 　警察精神的个体自觉

但是 ,马山在本文当中所处的这种长久而巨大的紧张关

系 ,及最后的以身殉枪的结局决不是仅仅依靠警察体制的运

作就能达成的 ,也不是枪所代表的警察权力意义所能指引

的 ,而必须放置在信仰的框架内寻求合理化的方式。[ 4 ]马山

的行为是某种信仰和精神追求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作用的

结果。

马山在发现枪不见了的第一时间的高度紧张的表情 ,翻

找家中的每一个角落的焦灼的行为 ,在头脑中幻想自己保险

柜里一把闪闪发光的手枪的图示 ,显示了枪所承载的警察权

力对于一个警察的特殊意义。而这种权力因枪的丢失使马

山被迫退出了警察队伍 ,但他的一切却仍被这只丢失的枪所

指引 ,他的生命存在就是为了找到这只丢失的手枪。所以 ,

枪 ,既是客观的物 ,又是抽象的带有符咒性质的发自灵魂深

处的召唤。

文本中两次表述了警察马山面对枪口的情形 :在骑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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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追小偷时 ,小偷在无处可逃的悬崖边用枪打中了马山 ,马

山中枪未倒 ,他摸着被击中的腹部绝望地咆哮 :“怎么是假枪

呢 ? 怎么会是假的呢 ?”这一情节就象是某种喻示 ,在文本的

结尾处又以真正的中枪重复了这一情节 :凶手从背后击中了

假扮周晓刚的马山 ,马山转过身看见了自己的手枪时如释重

负地笑了。他对凶手刘结巴说 :“把枪还我。”在马山的话语

中清晰地表明 ,枪对于马山的意义远甚于他的生命。这种对

警察马山在枪口下的视死如归 ,听从自己理想信念的召唤的

叙述 ,诠释了警察精神 :为了打击犯罪 ,保护人民的生命安

全 ,警察可以牺牲自己 ,至死不悔。寻枪的过程 ,承载着一个

警察对于警察理想的执著追求 ,展示了这个叫马山的警察的

全部心灵 ,流露出警察精神中的宿命感与悲壮感。

四 　工具理性的悖反

我们知道 ,当代警察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介入不断提升

其科技实力 ,使警察们在“打击犯罪 ,保护人民 ”的工作中具

有凌越犯罪手段的先进性。因此 ,警察叙事总是表现出警察

对工具理性的依赖。《寻枪 》中李小萌被杀的情节在周晓刚

的表述中试图掩盖某些真相 ,但警察对现场的勘查揭露了他

的阴谋 ,弹道分析的结果否定了周晓刚陈述的凶案发生的情

形 ,李晓萌手臂上的伤痕进一步揭示了周晓刚说谎的动机 ,

生死关头 ,李晓萌被情人周晓刚推出 ,挡住射向周晓刚的子

弹。警察借助技术的作用揭开了案件的真相 ,工具理性成了

引导警察行动的主要构成力量。但是 ,这种工具理性并不是

处处有用。

凶手刘结巴俯身查看被打中的人 ,发现并不是他想杀的

周晓刚而是马山之后 ,他绝望地大喊 :“怎么会是你呢 ? 怎么

会是你呢 ?”“我不杀你 ,我要杀周晓刚 ,他的假酒喝死了好多

人啊 ,我家里人就是喝他的酒死的 ,我要报仇 ,我要杀了周晓

刚 ,你们要证据我不要证据。”这一句话从根本上揭示了工具

理性的困境。在此 ,工具理性成了制约警察行动的主要构成

力量 ,它甚至压制警察的主体性 ,使周晓刚这样的犯罪者一

直逍遥法外 ,凶手原来是受害者。

文本中“防弹背心 ”这一符号反复出现 ,周晓刚拿着防弹

背心一直紧紧跟在马山身后 ,一路劝说马山穿上防弹背心保

护自己 ,但马山嗤之以鼻。马山最终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代

表警察权力的枪 ,他中枪倒下的英雄之举完成了对“防弹背

心 ”这一工具理性的批判。这一行动明显表现了英雄精神与

工具理性之间的间隙 :警察的英雄精神必然以勇于牺牲来定

义 ,而工具理性只产生无价值的生命存在。假如马山穿上防

弹背心 ,成功地找回自己的手枪 ,他就会重新卷入到无休无

止的与妻子、儿子、云凹镇居民的纠葛之中。我们完全可以

想象得到 :马山的形象就会重新汇入到普通人物的行列当

中 ,他不再具备令人敬仰的英雄的品质。

电影《寻枪 》从物质 (枪 )、制度、精神、工具理性这四个

维度对警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讲述了一个表层结构的

警察马山“寻枪 ”的写实故事 ,刻画了他在丢枪后的绝望中完

成了对自己也是对警察生存境遇包括权力的和体制的反思 ,

完成了对警察生命意义的审视和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电影

文本所表现的这种全面而深刻的对警察的观照 ,使之成为我

们分析当下警察文化和建设警察文化软实力最为生动的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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