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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黑镜》系列作品具有深刻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全网公敌》中对于网络暴力的探讨对于当前网络世界

的安全有着极大的教育意义。本文以文本《全网公敌》为研究对象，以“后真相时代”为理论基础，从

“后真相时代”下《全网公敌》的创作意义入手，对本文内容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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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lack Mirror series has a profound postmodernist character, and the discussion of cyber vi-
olence in Public Enemy of the Whole Network has great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current cyber world. This paper takes the text Public Enemy of the Whole Network as the re-
search object, takes the “post-truth era”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expounds the content of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reative significance of Public Enemy of the Whole Network in the 
“post-truth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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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以文本《全网公敌》为研究对象，以“后真相时代”为理论基础，从“后真相时代”下《全网

公敌》的创作意义入手，对本文重点内容进行阐述。笔者发现《全网公敌》通过反转式的悬念设置、快

速的节奏安排以及残忍的杀人案件展现了其鲜明的主题，即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大量不知真伪的信

息蒙蔽了人们的理性，使得主观认知和情感共鸣占据舆论上风，客观事实变得不那么重要，因此逐渐形

成了后真相时代。《黑镜》系列作品具有深刻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全网公敌》中对于网络暴力的探讨

对于当前网络世界的安全有着极大的教育意义。因此笔者结合后真相时代的理论背景对《全网公敌》的

创作意义进行探讨。在此部分，笔者主要写作重点在于对文本内容的阐释、概念界定。 

2. “后真相”语境下的《全网公敌》 

2.1. “后真相”概念阐释 

关于“后真相”一词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2 年，美国作家史蒂夫·特西奇首次提出这一概念，用

于指责美国政府在水门事件和海湾战争中对群众隐瞒事实真相的做法。2004 年，美国传播学者拉尔夫·凯

伊斯就提出“后真相时代”的概念，认为“后真相时代”既存在着谎言和客观事实，也存在着一种介于两

者之间的话语。2010 年，传播学者大卫·罗伯茨提出了“后真相政治”这一概念，认为当代社会，事实真

相被政客们通过媒介所控制，使得公共舆论与新闻议题完全偏离了立法精神。Post-truth (后真相)一词[1]，
于 2016 年 11 月入选牛津词典，其定义是“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各种状况”。 

因此，笔者认为“后真相”时代就是在媒介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中，掌握媒介与舆论的权利

从小部分人的手中转移到大多数人的手中，个人情感与群体规则占据了上风，客观事实成为了不重要的

第二部分，人们不再对事实真相进行探求，而是多考虑立场、情绪与利益[2]。 

2.2. 《全网公敌》文本概述 

《全网公敌》是《黑镜》系列电视剧中的一集，主要故事是发生在蜜蜂灭绝的时代背景下，由政府出

资建立拯救计划，但却意外引发工业蜜蜂连环杀人案。在系列案件中遇害者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

们都是在网络世界中被口诛笔伐的人。故事最终在警察们的步步追踪以及幕后真凶的引导下，揭开工业蜜

蜂杀人真相，通过层层反转得知凶手的真实意图是攻击每一位参与网络暴力的人，并导致上万人死亡。蜂

群的失控，杀人案件的失控，人性的失控等多种因素使得影片具有精彩的可观赏性和深刻的哲理性。 

3. “后真相”语境下《全网公敌》的创作意义分析 

3.1. 人物塑造：普遍的情绪化特征 

3.1.1. 典型的情绪化人物塑造 
笔者认为，“后真相”是一种发生在网络语境中的介于谎言与客观事实中的一种舆论现象，情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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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特征之一。人们总是在基于个人立场与情绪去评论某一事件，而非是理性的探求事实真相。从影视

文本中出发，《全网公敌》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总是处于一种情绪化的过程，甚至代表客观事实的警

察也不可避免的成为情绪化浪潮的推动者之一。影片中，卡琳的同事作为一名警察，试图通过凶手制造

的“后果游戏”来杀死凶手以实现正义。这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一名代表司法公正的警察，他只是被情绪

控制的他自己，任由自己被愤怒控制并企图自己能够心安理得地逃避责任。当理智逐渐成为没有生命的

蜜蜂，那么操纵蜜蜂的人有着什么样的情绪，决定了这群蜜蜂是益虫还是利刃。因此，复仇的加内特看

似冷静理智的与警察周旋，利用大众一部部精准的实现自己的计划，但最终还是走向被复仇的愤怒卷入

漩涡。 
结合影片对于人物的塑造方式来看，每一个人物，尤其是以幕后真凶加内特为代表的典型人物形象，

在人物行为动机来看，他制造“后果游戏”是因为他心爱之人被网络暴力伤害。他被人们情绪化的言论

伤害之后利用人们对于客观事实的摈弃来施加报复。因此，整部影片都是笼罩在一种失控的情绪之中，

这也印证了后真相时代精神空虚的大众对于情绪的极致追求。 

3.1.2. 大众对情绪的追求造成对客观现实的偏差 
物质世界的浮躁、现代社会快速的生活节奏，信息爆炸的时代，种种因素导致现代社会的人们对情

绪世界的满足有着更大的追求。在自身情绪的影响下，加之舆论事件中极具引导性的标签，人们很容易

在某一事件中形成受不同情绪、价值观念等因素影响的两个二元对立的群体，并在网络上形成舆论风暴，

而这时对客观真相的讨论就会被淹没[3]。 

电影本文讨论的文本《全民公敌》中，专栏女作家、说唱歌手等人在死前都因为自己的言行不被大

多数人的道德观念认同，因此在网络上引发大规模的声讨，暴力，甚至是死亡威胁。导演在人物塑造部

分，运用极致的戏剧冲突塑造“圆形人物”，使得每一个人物形象所对应事件在两个主体之间有着极其

对立的观点。在这里，大众的情绪在舆论的加持下被不断地煽动，这时不符合大多数群体观念的人死亡

只会被看作是大快人心的正义，从而忽略司法的审判意义。 
《全网公敌》对故事的表达中，大众已经丧失对客观事实进行判断的能力，他们并不在乎死亡的真

相，也不在乎事件发生之前的真相，个人情绪促使他们发表符合自身观念和情绪发泄的言论。这些言论

夹杂着个人情感，不是绝对的符合客观事实，也不是绝对的谎言，但会逐渐造成大众对事件真相认知的

偏差，逐渐成为掀翻巨轮的风浪。就像影片中送“死亡蛋糕”的老师说的一样——“我只是在行使我的

言论权”。这句话看似十分符合西方国家对于人权的宣扬，实质上就是精神世界需要发泄出口。 
从这一角度出发，笔者主要思考了一个问题——情绪化言论对立造成的后果由谁承担？目前“后真

相”时代中舆论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几乎都是由处于舆论风暴中心的事件主人公所承担。但在《全网公敌》

中事件的最终后果由参与舆论暴力的群体承担，电影中的这一点极具反思性与讽刺意味。一味的情绪化

追求造成的客观现实的消弭是社会群体共同承担的后果。残忍的杀戮背后可见发表言论的成本太低造成

的网络环境的失衡，舆论造成的暴力事件总是沾着点血的代价。 

3.2. 场景设计：场景的符号化表达 

“传统意义上的符号系统包括符号内容和形式的各个层面，涉及‘能指’和‘所指’两个维度，主

要指向信息、知识、事象的结构方式和多重品格。”[4]商品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满足带来精神世界

的空虚，真实不再是大众关心的重点。《全网公敌》将故事发生背景设置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

工业蜜蜂的出现以及投入使用意味着人类已经将科技发展到可以面对自然物种灭绝问题。影片基于此背

景进行场景设计与安排，通过主体场景与衍生场景的结合来凸显后现代社会中冰冷麻木的整体社会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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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主体场景：主体场景的符号化 
影视作品主要以视觉图像为核心，文本《全网公敌》运用技术手段与创新思维，将主体场景符号化，

发挥着现代化视觉艺术感的同时兼备导演在影片中所设置的时代背景。例如机器蜜蜂生物公司中随处可

见的几何图形，甚至公司标志都是由机器蜜蜂组成的正方体。场景设置上完全符合观众对于高科技公司

的印象，同时不断循环交替的几何图形也在暗示机器蜜蜂是无生命体，是冷漠精密的机器。影片整体的

环境置景中借助后现代中极具象征性和代表性的元素混搭组合，浓缩为符号化的图案与意象，经过赋值

的创新设计，具有稳定的深刻内蕴和意义空间，这里以影片中重要场景警察局为例进行论证。透明的玻

璃门，整齐的办公桌，高科技的设备，放置好的文件夹……导演运用干净流畅的线条对场景进行安排，

没有冗杂的物品放置，警察局的置景完全按照后现代风格，将整体场景符号化，为其赋予超出事物本身

的符号意义。放眼来看整部作品，整体的场景设置风格统一，利落干脆，并通过规整的、风格统一的置

景讲述故事。主体场景的符号化先入为主地将观众拉入影片氛围，更能清晰地表达导演意图。 

3.2.2. 衍生场景：网络媒介成为“审判场” 
“后真相”是在媒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形成，依托媒介技术的进步，权利机制发生更迭，从少数人

的手里转移到大多数人的手里，媒介平台也成为了信息与舆论的载体。也就是说，媒介参与营造了“后

真相”时代，媒介化是“后真相”时代的重要因素。 
《全网公敌》将主体故事情节架构于网络平台之上，大众只需要在虚拟的世界发出自己的观点，不

需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这就必然造成零散的真实信息通过口口相传，造成伪真实信息的传播。导演通

过故事情节设定将虚拟网络符号化，将网络媒介塑造成为一个无形的平台场景，或者说是一个“审判场”。 
信息冗杂的时代，各种各样的媒介每天向人们输送大量零碎的信息，人们通过信息的一角企图窥探

事件的完整样貌，并且构造出的事件是必然符合自己价值观念与群体规则，并热衷于以全知的样貌在媒

介平台上发出自己的评论，引发舆论，甚至特意忽视客观事实。媒介平台传播的零碎化信息使得人们降

低了对自身责任感的要求，甚至对自身言论自由这一概念产生了超过其定义本身的曲解，由此而产生的

舆论事件往往会发展成舆论暴力，从而产生不可挽回的结果。 

3.3. 情节设计：反转性特征 

3.3.1. 层层反转的故事情节 
反转性是“后真相”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后真相”时代的舆论普遍带有反转特征，并且总是经过

层层反转来引发大量舆论讨论[5]。 

影片中的主要情节“后果游戏”的起因也是由于网络上的舆论暴力。幕后真凶为爱策划一场庞大的

复仇，利用残忍的杀戮刺激着旁观者的神经，从而引发一场网络暴力的狂欢。显然，在影片中“后果游

戏”是参与游戏的网民们的一种娱乐体验，并且是无成本的通过言论、票选就能掌控他人命运。事实真

是如此吗？企图掌握他人命运的大众其实是幕后真凶的猎物，将真凶绳之以法的警察却被大众要求为“屠

杀”负责。整部影片的情节就想解不开的莫比乌斯环，不断反转，永无尽头。 
电影文本《全网公敌》中层层反转的事件，琢磨不透的真相，凶手的真实意图，工业蜜蜂背后的秘

密，还是现实社会中发生的新闻事件，如李易峰嫖娼、吴亦凡事件、这些事件都具有鲜明的反转，使得

事件的发展极具戏剧性。“后真相”时代事件的反转性是基于前文论述基于前两种特征，即人们对事件

的情绪化舆论，对客观事实的摒弃造就了许多舆论事件经历多重反转[6]。 

3.3.2. 事件的反转造成信任消失 
从《全网公敌》映照现实，笔者认为，探讨“后真相”时代舆论事件的反转，重要的一点在于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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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缺失使得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推论出的真相，而非官方给出的真相。也就是说权威主体与民众之间

的信任出现崩塌。这一点在《全网公敌》中也有着很好的体现——政府企图通过工业蜜蜂实现对国民的

监控而对外宣称是生态保护项目。当人们发现官方不可信时，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推测的真相，而非是

代表着客观真相的官方。这里是政府与公民之间信任消失，也就是笔者说的公信力的缺失。除了对政府

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传统媒体权威性的衰减使得它们在舆论事件中的“意见领袖”的作用正在消

失。 
其次，群体信任也处于一个不断崩塌的状态。不同的教育经历、思想、认知等因素造就拥有不同观

念的社会群体。在绝大数的反转事件中，从事件的初始、发展、高潮直至结尾的整个过程中，群体观念

在事件中引导着参与事件的主体。这里的信任消失首先是对处于事件众人的主人公信任的消失。如李易

峰事件中大众对李易峰一直以来的良好形象的信任崩塌；紧接着是不同观点群体之间的信任危机，不断

地反转否定不同的“真相”，信任也因此消弭，而人与人之间的敌意也就是这么产生的，因为不断反转

的真相对于参与者本身而言就是不断被谎言欺骗的过程[5]。 

4. 结语 

回归到电影本身，从“后真相”的角度去倒推《全网公敌》中的故事情节。假设参与者知道工业蜜

蜂背后的秘密，知道“后果游戏”的后果，那么蜜蜂杀人事件就不会成立。但假设并不存在，当真实的

屠杀事件发生后，电影中所传达的意义变得直观又残忍——揭开后知的真相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

代价甚至是不对等的付出。 
“后真相”不可置否地已经成为当前社会舆论事件发生的普遍现象，“后真相”时代也真真切切地

来临。面对“后真相”造成的情绪化、媒介娱乐化和不断反转的真相，笔者从对电影文本和“后真相”

的分析中产生以下几点想法：第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第二，媒介应当加强自身的权威性，以

真相为目标而非以利益为目标；第三，加强责任感建设，社会责任感与自身责任感的共同建设才能营造

出良好的社会环境与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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