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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应用，后现代社会下的大众逐渐进入、习惯甚至依赖媒介化生存状态，但大

众在享受媒介带来的便利和愉悦的同时也不断地发现媒介化生存下的异化危机，本文将用传播学相关理

论研究《黑镜·全网公敌》中网络暴力“从虚拟走向现实”背后的本质：人的异化和媒介环境的异化，

以及批判的思考导致人和媒介环境一步步走向异化的原因——大众主体意识不断消弥和技术过度使用，

以此对我们未来的现实社会作以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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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masses in postmodern 
society have gradually entered, become accustomed to, and even rely on media for survival.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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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 while enjoying the convenience and pleasure brought by media, the masses are also con-
stantly discovering the crisis of alienation in the survival of media, This article will use communi-
cation theory to study the essence behind the “transition from virtual to reality” of online violence 
in “Black Mirror: Hated in the Nation”: the alienation of humans and the alienation of the media 
environment, as well as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the reasons that lead to the gradual alienation of 
humans and the media environment—the continuous decline of public subjectivity and excessive 
use of technology, in order to serve as a warning for our future re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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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提出了“数字化生存”这一概念，而“媒介化生存”正

源自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概念，意指大众处于一种以媒介为中心的生存状态和生活

方式中。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大众媒体的普及应用，“日常生活媒介化，媒介生活日常化”的“媒

介化生存”已构成大众生活的宏大背景，科技也渗透于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众无时无刻不拿着智能

手机，随时参与网络虚拟生活——分享真实经历到网络空间，甚至大众没有了媒介无法在现实世界便利

地生活，大众频繁使用媒介在虚拟空间留下诸多“足迹”使得媒介也更精确地了解大众的喜好，甚至比

家人、恋人和朋友都更了解大众，也像《黑镜·全网公敌》中的台词所说“这东西吸收了我们的人格，

对我们无所不知”。虽然大众无比自由的在媒介的世界里穿梭，享受媒介带来的快乐、自由、平等，但

是随着人们无节制地使用媒介、技术过度赋能媒介等现象产生，媒介开始不断凌驾于“主体”之上，导

致媒介化生存状态中开始显现各种异化危机。由英国第四频道电视台推出的科幻、剧情迷你剧《黑镜》

中的剧集《全网公敌》，以简短的故事，隐喻的讲述方式，未来化的警示呈现以及失控的网络暴力变现，

狠狠撕去了媒介“陪伴者”的温情身份，将后现代社会媒介化生存带给人们的不易察觉、不愿承认且尖

锐、致命的异化现象暴露无遗。 
《黑镜·全网公敌》故事讲述了警察在破解不断有人离奇死掉的案件时，意外发现死者们有共同死

因——被电子蜜蜂飞入脑袋攻击致死。而这几名共同死因的死者都是被打上“Death to”标签的网络人气

投票“后果游戏”的最高得票者，投票玩家们要求最高得票者将于当日 5 点前被杀，而机器蜜蜂的出现

本是由政府出资组建的一个拯救计划，用于生物蜜蜂灭绝的情态下，为了维持生态平衡而建造的一整套

完善的生态系统中的产物。这些电子蜜蜂在技术的加持下拥有最精确的智能识别功能，定位功能等，可

以在技术人员设定的程序下井然有序的进行着有益于生态和大众的事。然而，最后警察才发现是幕后黑

手突破了这套被称为拥有最严密防火墙的管理系统，运用网民们无脑的宣泄而引发的投票，通过控制一

只只极不易被发现的电子蜜蜂完成了一次次致命的杀害，看似幕后黑手是帮助网络玩家们实现“梦想”，

殊不知幕后黑手的最终目标却是所有参与过网络无脑投票游戏引发的网络暴力的施暴者们，电子蜜蜂开

始纷纷飞出蜂巢，他们出现在小学老师的窗口、出现在警员的窗口、出现在那些曾经玩过标签投票“后

果游戏”的 38.7 万人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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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媒介化生存异化危机辨识——以《黑镜·全网公敌》为例 

2.1. 人的异化 

2.1.1. 沉溺浅层需求：单向度的人 
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媒介给大众带来了很多便利和好处，让大众在媒介化生存社会中处于不需要付出

太多，就可以获得大部分浅层需求的状态。也正因为媒介不断迎合大众各种不需要慎重思考便生发出来

的低级需求，使得大众被各种感官愉悦和热闹纷呈的“同类”虚幻世界所包围，不断沉溺，最终被异化

成为马尔库塞所谓屈从于现实却盲目感到幸福的“单向度的人”[1]。就像《黑镜·全网公敌》中开端女

作家离奇死亡后，警察找到了送恶意蛋糕的高级学校女老师，发现她及同伴们在网络上玩了死亡标签游

戏却不以为然，她认为她并没有想让作家死，只是觉得那样好玩，她丧失了自主思考，认为大家都参与

了就并不奇怪，如果是她一个人做的，是会有点奇怪，并且她认为她在网络上的恶意言论等同于什么坏

事都没做。这位女教师的异化行为正是因为在网络空间被媒介满足了个人认同需求、娱乐需求(感觉好玩)
后，被媒介所操纵，驯服，渐渐只剩下逢迎、招架和应和的能力，丧失了批判的智慧、反抗意识以及超

验的追求，最终她牢牢地被浅层需求和虚拟快感束缚在媒介营造的幻象中并且不断沉溺。 

2.1.2. 困入信息茧房：作茧自缚的人 
“信息茧房”这个概念出自美国学者桑斯坦，他指出，信息茧房意味着，人们只听他们选择和愉悦

他们的东西[2]。媒介化生存中，逐渐丧失深入思考的大众以社交对象作为信息来源，他们在选择信息来

源的同时也过滤了部分其他“社群”的信息。人们因社交圈以及自身的立场态度的影响，常常会固守在

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与意见的“圈子”或“社群”，并且各种“圈子”或“社群”之间相互隔绝甚至对

立。这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群的分化。比如在《黑镜·全网公敌》中，对名人塔斯克的网络暴

力来源于大部分观众/网民都认为塔斯克不应该在节目中公然不加修饰地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而伤

害到九岁小男孩，大众只想听到名人鼓励男孩的话。最终大众在“后果游戏”这个聚集着各种怨气满满

的社交群落中，寻找到同样的观点并纷纷按下自己的“赞同键”——转发“Death to”标签，最终导致了

塔斯克被一群未曾谋面过的、被困在“信息茧房”的网民投票杀害。就像网络杂志《沙龙》的专栏作家

安德鲁·列奥纳德指出：“让我不安的，不是在互联网上用谷歌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的容易性，而是那

种随时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心态的方便性。”[3]媒介化生存状态下的大众不断在自己创建的信息茧房中

异变扭曲，固守一些极端的想法，最终在异变的社群中潜移默化地被驯服，被操纵甚至直接表现为粗暴

排除异己。 

2.1.3. 囿于“沉默的螺旋”：屈于优势方的人 
剧集《黑镜·全网公敌》中不论是女作家，名人塔斯克还是普通人克拉拉遭受网络暴力后，只展示

了犹如洪水猛兽般袭来的大量网络攻击言论以及大量参与“后果游戏”转发标签的情况，而没有大量出

现阻止网络暴力发生的言论，就算是剧中警察发现克拉拉变成了众矢之的后，也对帮助扭转恶化的网暴

局势无能无力。这正是媒介化生存下大众不断异化并向恶性循环发展的“沉默的螺旋”效应，“沉默的

螺旋效应”是指个人意见的表达是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当人们发现自己是优势意见时，他们更倾向大

胆表达，而当发现自己是劣势意见时，他们便会屈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德国社会学家诺伊曼

提出“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

使优势意见显得更加强大，这种强大又反过来迫使更多持不同意见者转向“沉默”，如此循环，便形成

“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4]。所以这也就是剧中所展现的，就算

是真正了解那些被攻击者为人的“劣势方”根本无法与网络上异化的网暴发起“优势方”的思想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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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势方”最终也无法阻止网络暴力以及现实悲剧的产生。 
所以，我们发现媒介化生存状态下人的各种异化现象是相互影响，逐渐恶变，共同发挥影响并在最

终导致致命后果。《黑镜·全网公敌》中的人的异化行为就可以看出当长期面对“媒介机器”，人的精

神逐渐被驯化，被控制，丧失本体主动的思考能力后，还是只想获得通过一些群落获得对自己那些“拙

见”的认同感，这些本就不是客观，健康的群落逐渐形成，壮大，最终占据了优势力量，发起各种攻击

异己，诅咒异己的极端行径。 

2.2. 媒介环境的异化 

2.2.1. 二次修饰的媒介环境 
随着媒介终端在大众生活中无处不在，技术发展带来的万物互联社会切实地把大众生存的环境高

度媒介化了，同时，媒介不断用被加工过的信息建构我们生存的现实，这样的环境又逐渐变成了我们

赖以生存的世界。但不得不思考的是我们所认知的现实还是客观的现实吗？一方面，我们获取的信息

是在被媒介构建过的“拟态环境”下产生的、经过甄选后的信息；另一方面，“人人皆是麦克风”，

无论什么职业，什么年龄，什么性别，什么人种都可以隐匿在虚拟环境中发表内心最真实，最黑暗，

最直白的话语，大众同时也通过信息传播参与拟态环境的构建。就像《黑镜·全网公敌》中媒体邀请

塔斯克上栏目，可能本就因为了解塔斯克的个人特点——毒舌，出于故意引发舆论，引爆栏目热点，

增加收视等目的，栏目才故意引导塔斯克，反复用语言渲染大众情绪，营造出了一个看似真实的二次

修饰的真实——塔斯克在节目上人身攻击 9 岁小男孩。也因此引发了那些聚集的异化的乌合之众们在

这个二次修饰过的环境中肆意发表网络言论最终走向失控的局面。 

2.2.2. 走向失控的“狂欢化”环境 
巴赫金提出了著名的“狂欢化”理论，“狂欢是祭祀酒神之后一种全民性的化装游行和滑稽表演活

动，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其中，日常生活中的法令、禁令和限制都被取消，人们摆脱一切禁令和束缚而获

得自由和解放。”[5]《黑镜·全网公敌》展现了未来科技和媒介的发展对社会等级和权威的解构，网民

在狂欢中宣泄自己的负面想法而攻击一些与自己不相关的人、完全不了解的人，赋予了巴赫金的传统“狂

欢节”异化的表现形式和内涵，掀起了一场后现代社会媒介化生存状态下的“狂欢暴力”。就像《黑镜·全

网公敌》中攻击女作者的网民们的疯狂攻击行径，或是为了跟风、泄愤，抑或是为了行使自由的权利，

都正如巴赫金“狂欢”理论中传统权威和社会等级结构的消极而表现出的全民性、颠覆性、平等性一样

[6]。所有人躲在屏幕背后，隐藏自身真实身份，无论是高级学校的教师，还是正在处理网络暴力致死事

件的警察，跨越了所有现实的限制，在网络上参与“Death to”投票杀人的“后果游戏”的狂欢，大家不

在乎这场“狂欢”游戏带来的严重后果，只是陷入在这种狂欢宣泄释放的异化状态中。 

2.2.3. 隐蔽的“全景监视”环境 
《黑镜·全网公敌》中作为重要杀人工具的“电子蜜蜂”有着精确的定位系统和识别系统，它们像

真蜜蜂一样被投放至任何地方，遍布在每一个角落。所以在蜜蜂杀获票最高者时，可以精准地找到目标

者，并且进入目标者脑袋中可以精准地攻击最容易感知痛苦的地方。也表现了大众身处在异化的监视空

间中无处遁形，“电子蜜蜂”构成的巨大的监视器，让大众的隐私泄露地一览无余，也就是福科所说的

“全景式监狱”，正是对现代社会控制系统的隐喻[7]，包括剧集的最后，幕后黑手能够精准地定位到所

有参与过网络无脑投票游戏的 38.7 万“网络暴力”的施暴者们，也是剧集体现的媒介化生存中异化的“监

视环境”带给大众深刻的思考和对未来生存的警示。人和人之间的隔膜本就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剧中呈

现的这种畸形的透明环境，看似好像可以让暴力隐蔽地便利地变现，但最终其弊端终会反噬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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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剧异化的背后：透过《黑镜·全网公敌》反思异化原因 

通过《黑镜·全网公敌》的网络暴力现象，本文虽然整理并分类了这场暴力背后的异化现象，但是

仍需要反思这些异化现象发生的长期原因，这场暴力并非黑暗中的“杀手”网民们一蹴而就的，更多的

是因为大众长期的媒介化生存状态下大众的主体意识的消弥和技术的过度使用所加剧环境的恶化所助力

的。因此，该剧呈现出的加剧人和媒介环境异化的深层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也为我们未来的生存

面临的威胁作以警示。 

3.1. 主体意识的消弥 

长期生活在媒介化生存状态中的人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了，而是一个丧失了本体的主体，丧

失了本体的内核使得人无法更清晰地判断对错，也无法冷静的在适当距离下观察周围发生的事。像《黑

镜·全网公敌》中，仅仅是一个“后果游戏”就加剧了大家所有不理智情绪，最终导致网络暴力转化

为现实伤害。主体意识的消弥也使得主体丧失了一定的共情能力，因为主体无法清晰的感受客观世界，

感受周围其他人、物。更多地会被感官接收的被加工过的信息所干扰，作出一些不智慧的判断。剧中

不止是普通网民无法共情，连作为警察的人都会参与进“异化的狂欢”，丧失主体意识的人无一幸免

地被“牵着鼻子走”，最终导致没人能坚定地站在理智的一边。 

3.2. 技术的过度使用 

后现代社会的媒介化生存状态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下，甚至会颠覆了媒介原初对于人类社会的利好

观。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用的好，会让媒介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也会解决一些人类面临

的生态，资源等失衡的问题。过度使用，可能会导致“灵韵”的丧失，成为捆绑人类精神世界、满足各

种异化愿望、破坏社会平衡的罪魁祸首。《黑镜·全网公敌》中基地管理者一开始介绍“电子蜜蜂”时

都只是说它对于生态环境维护有多么重要，它们对于维持生态平衡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因为电

子蜜蜂的体量大，运用范围也广，辩证地去看待它，就预示着它如果要发挥负面作用的话杀伤力也是巨

大的。果不其然，后续操纵一切的幕后黑手也是利用了技术的过度使用会导致失控，才使得 38.7 万人被

技术的恶果反噬。 

4. 结语 

《黑镜·全网公敌》虽然将故事设定在科技发达的未来社会，但这并不是无现实依据的预判，电视

剧中呈现的“恶果”将成为我们立足于现实，防患于未然的一个重要警示。我们通过分析此剧中“网络

暴力”表层下隐喻的媒介化生存状态下人和人所处的媒介环境的异化现象，深刻隐喻了人的本体意识的

消弥和技术过度使用的后果和对未来世界的警醒——未来还可能有网络空间中产生的信任危机、变态欲

望、过度冷漠等更多异化下产生的极端暴力、杀人行径。同时应当明白媒介环境的异化和人的异化之间

是相互影响，激化的。媒介，技术和人的关系也是我们未来持续要探讨的，人类也要随时保持警惕，防

止技术和媒介的过度发展逾越人类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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