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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黑镜》作为一部杰出的后现代主义影视作品，其充满了飞速发展的科技内容，并且反应了隐藏在科技

之下人们主体意识缺失的现状，荣获了国内外广泛好评。本文研究对象为《黑镜》中的独立剧集《全网

公敌》，其情节环环相扣，剧情节奏紧凑，灵活地运用了三幕式结构架构剧情。因此，本文将采用戏剧

大师悉德·菲尔德提出的“三幕式”结构，将文本划分为三幕，并对此进行叙事结构、叙事的内核进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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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outstanding post-modernist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Black Mirror is full of rapidly devel-
op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ntent, and reflec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lack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hidden und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has won wide acclaim at home and 
abroad.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paper is the independent series “Public Enemy of the Internet” 
in Black Mirror. Its plot is interlocked, the plot rhythm is compact, and the three-act structure is 
flexibly used.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adopt the “three-act” structure proposed by the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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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Sid Field, divide the text into three acts, and analyze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the narra-
tive ker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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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网公敌》的背景设定为——因为生态环境恶化，导致蜜蜂灭绝，因此政府出资委托某公司设计

研究并管理无数的人造蜜蜂，这些蜜蜂带有识别系统，负责授粉并促进植物生长，但由于公司的防火墙

被黑客攻击，使机械蜂被利用沦为杀人工具。本部影片以社群媒体风爆核心的记者之死为始，展开了一

名经验老道的伦敦侦探和她精通科技的搭档携手调查真相的故事。《全网公敌》中不仅有演员的精彩演

绎，最主要的是剧情本身故事情节丰富，结构严谨，故事的推进富有极强的逻辑性，给观众呈现了一个

值得去反复思考的故事。在对《全网公敌》剧情的叙事策略分析中，本文按照三幕式结构将其划分为三

部分。 

2. 《全网公敌》中“三幕式”的叙事结构 

剧作大师悉德·菲尔德(Syd Field)提出了著名的“三幕式”结构，他主张剧作应按照线性时间，将故

事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划分为对应着具体事件或冲突的三幕，分别为建置 (Setup)、对抗

(Confrontation)、解决(Resolution)。“三幕式”(Three-Act Structure)是一种常用于电影、戏剧以及小说等

文学形式的剧本结构[1]。《全网公敌》按照“三幕式”结构，编写出悬疑类剧情常有的步步深入的线性

叙事，在剧情发展的时间轴上设置了多个转折点，其通过超前的想象力、辛辣的讽刺风格以及层层递进

的剧情谜团建构出了三幕。 

2.1. 第一幕：作家与歌手之死 

第一幕的作用是给影片打基础，它包括吸引起观众注意力的“引子”，点出影片主题的“主线”，

打乱主人公正常生活的“引发性事件”以及主人公应对某种危机的“转折点”[2]。《全网公敌》的第一

个引子是发布所谓“不正当”言论女作家乔·鲍尔斯的离奇死亡。警察卡琳在调查后认为这无非是一起

夫妻不睦造成的悲剧，而技术协助小蓝却认为女作家的死因并非如此。在案件的逐步调查中，卡琳与小

蓝根据女作家死前吃下的他人赠送的蛋糕，且蛋糕上带有侮辱性语言装饰这一线索，找到了蛋糕的订购

者莉莎，从丽莎口中得知这一蛋糕是网络上痛恨女作家的网友们众筹购买的。剧情至此，主人公卡琳依

旧坚持自己最初对案件的判定。在剧情的设置中，影片将第二个引子巧妙地设计成了一个伏笔，即网络

上对于歌手塔斯克在节目上公开侮辱粉丝，而遭受到广大网友的谩骂和诅咒一事。随着剧情的推进，出

现了第一个转折点——女作家大脑里的人造蜜蜂。医生在死去的女作家的大脑里发现了一只人造蜜蜂。

卡琳渐渐意识到事情并非她想的如此简单，于是与小蓝一同前往研发人造蜂的颗粒公司。这一只人造蜜

蜂的出现，促使着剧情走向了新的篇章。 
这一幕的引子和转折点的设置逐渐使剧情进入主线，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同时仿佛在告诉观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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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2.2. 第二幕：保护行动 

第二幕有众多的小情节组合成冲突与对抗，将故事的气氛一步一步往上推，而发生在影片中段的中

点，标志着人物的目标发生了新的变化，人物要做出新的反应[3]。第二幕开端承接第一幕结尾处，卡琳

与小蓝一同来到了颗粒公司进行调查。在了解到公司关于人造蜜蜂的管控权限之后，小蓝提出了系统被

黑客攻击的猜想，但并未被公司负责人证实。回到警局后，国家犯罪局的李尚恩找到卡琳，并告知她女

作家的死并非个例。剧情在这里就揭露了埋在第一幕中的伏笔——歌手也成为了网络中的众矢之的。两

起案件存在着共同点，即网友们在网络上发布的帖子都带着他们“去死”的标签。网民创建了一个希望

今天死去的人的排行榜，其中作家和歌手分别是前天和昨天被网友票选出的第一名。在小蓝的调查之下，

她找到了网上流行的名为“后果游戏”的程序。正是这一疯狂的程序，让网络上的用户肆无忌惮地发布

对他人的不满。这让卡琳和小蓝相信这些人造蜜蜂的杀戮行为与网民意见挂钩。通过对网络排行榜的调

查，数据显示克拉拉为最新的排行榜第一，这意味着克拉拉将会成为下一个被“蜜蜂”攻击的对象。 
故事的气氛不断攀升，到这里也迎来了影片的中点。当卡琳与小蓝猜测克拉拉会是第三个“受害者”

时，她们目标从一开始的调查真相变成了保护克拉拉。这一转折改变了主人公的行动，让剧情充满了对

抗。随着最后克拉拉的死，第二幕由此迎来了尾声，这使得卡琳和小蓝的行动目标也转向了找到控制“蜜

蜂”的真凶。 

2.3. 第三幕：“蜜蜂”屠城 

在这一幕里，故事所有的矛盾得到解决。电影的矛盾既包括故事情节发展的外部矛盾，也包括主人

公成长的内在心理矛盾。这一幕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必须场景，在必须场景中，主人公和对手之间进行

决战，彻底解决故事最主要的情节问题。其次是结局，在结局里，要解决所有未了结的问题和关系[4]。 
在克拉拉死后，编剧未选择直接引出故事的最后结局，而是巧妙的通过倒叙的手法，首先展示出卡

琳作为被审讯人坐在法庭上的画面。这样巧妙地处理不断的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给观众一种“这就是

结局”的假象。 
在法庭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细节——法官让卡琳描述一下自己的同事小蓝。 
于是卡琳开始了她的回忆，即承接了第二幕的结尾，“蜜蜂”群体攻击克拉拉并将其致死的剧情。

因为“蜜蜂”只攻击克拉拉，小蓝由此断定“蜜蜂”有面部识别系统。回到警局后，粒子公司负责人就

承认了小蓝的猜测，声称这是政府资助的条件之一，在必要时安全机构可以要求“蜜蜂”提供视觉信号。

小蓝想到这是一个突破点，尝试着从攻击乔的“蜜蜂”里提取数据，寻找入侵者的线索。与此同时，网

络上的后果游戏进行得如火如荼，目前排在排行榜第一的是总理候选人汤姆。国家安全局则在想办法保

护汤姆的安全，尚恩曾提出送总理到安全地堡，并炸毁地堡方圆十公里内的蜂巢。 
小蓝不断地分析着“蜜蜂”里的数据，想揭露幕后黑手的真实面目。卡琳也在不断地审讯着曾在粒

子公司工作过的人，想从这里找到案件的突破口。在这一情节上，就是主人公与对手之间的对决开始变

得正面起来，不再是之前那样敌人身在暗处，而主角毫不知情的模样。卡琳在审问前员工苔丝时，发现

她的室友加纳特曾经解救过苔丝，并且加纳特是一个超级聪明的神童，曾经也在粒子公司工作。小蓝从

“蜜蜂”的缓存数据中发现了一份宣言文档，宣言作者正是加纳特。加纳特的宣言警告公众在使用科技

赋予的力量，表达自己的愤怒与不满时，也要面对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至此，众人知道自己要对抗的目标这一矛盾得到了解决。主角和对手的对抗也被抬上了正面战场。

卡琳的男同事谢尔顿想通过加纳特制造的后果游戏来使其自食其果，在网上贴出加纳特的照片并附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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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帖子。小蓝在对数据库进行调查时发现，所有使用过这一标签的网友的个人信息都被收集在信息库

里。公司负责人想通过对“蜜蜂”系统的关闭来阻止这一场闹剧，却不料正中加纳特的下怀。从未见面

的两拨势力用着先进的科技进行着对抗。 
最后，陷入圈套的卡琳一行人没能阻止“蜜蜂”的屠杀。所有利用后果游戏去诅咒他人的人，都死

于非命。到这里，加纳特的目的达到了，故事也迎来了结局。 

3. 《全网公敌》中“三幕式”叙事的内核 

《全网公敌》通过三幕式的结构，在每一幕中都体现出了不同的价值观，值得人们去深思。对于其

三幕式的划分，本文还依据了文本中价值观点的转变为判断界限。 

3.1. 第一幕：观众参与的“正面价值” 

在第一幕的故事叙述中，我们会注意到两个死者所做出的令人厌恶的事。女作家发表不当言论引起

公愤、男歌手贬低喜爱他的粉丝小朋友。在剧中的网民看来，这两个人都是没有底线、没有道德的“坏

人”，他们都是没有同情心的冷血生物。因此网友们都搬出了自己的道德准则，在网络上去批判女作家

与歌手，希望他们得到诅咒，用极其恶毒的话语来站在自己的道德高点进行制裁。毋庸置疑，很多观众

在知道女作家与歌手的所作所为之后，也会嗤之以鼻，认为这不符合一个和谐、善良社会的标准，不符

合我们自身的道德准则。 
这一幕的剧情就是将观众带入进网民的视角，站在所谓“正义”的一面去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女作家

与歌手，参与网民们的“正义制裁”。这一部分的内容传达出了一种“正面价值”的引领。但这种“正

面价值”真的正面吗？或许观众也像网民一样，认为女作家与男歌手的所作所为令人厌恶，当网民在网

络上谩骂这两个人时，观众选择默认这一举动——在网络上发帖或者附和网民的观点——他们这种人就

该死。 
当女作家与男歌手真正死去后，网民的心愿达成，众人讨厌的人终于消失了。观众与网民的“正面

价值”得到了实现，这种拿着正义之剑去审判他人的“伪正义”感觉达到了顶峰。这不禁让人思考，他

们以死结束，他们之前的暴行和网民制造的网络暴力相比，真的有这么可恶吗？在这一幕结尾时，从两

位死者脑袋里发现的人造蜜蜂却将这种“正面价值”逐渐进行了一种转换。观众在这一幕中，从参与网

民一起的“正面价值”的实现，到明白所谓的“正义”不过是别人筹划的阴谋的一种转变。不禁让人深

思“正面价值”真的是“正义”的吗？ 

3.2. 第二幕：与“正面价值”对抗 

承接第一幕的结尾，在第二幕的叙事中，观众也渐渐了解到网民的网络暴力将会被不怀好意的人当

作杀人的工具。网民以自己所谓的道德标准去批判他人、诅咒他人时，其实就是一种暴行。如果说女作

家和男歌手的所作所为令人唾弃，那么同样的，网友在网络上的言语暴行也是可恶的。在第二幕中，观

众跟随主人公的视角，找到了即将被攻击的第三名受害者。主人公一行人对其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到

这里，观众也渐渐的参与到了这一场保护行动中。克拉拉和之前的两位死者一样，都发表过令人发指的

不当言论，但在这一次，观众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将对其的批判当作“正义”，而是参与到保护克拉拉的

行动中，形成了一种与“正面价值”对抗的局面。 
当观众意识到网民的激进发言也是一种暴行时，即使克拉拉做了那些过分的事，我们也不希望她被

残害。在保护行动进行时，观众和主人公的欲望一致，都是想确保克拉拉存活下来。这一幕与第一幕构

成了价值的第一次转变——“正面价值”到对抗“正面价值”。或许在这里，观众会感受到网民的恶，

当恶人被他们宣判了死刑时，恶人的恶或许与网民的恶根本不相上下。第二幕的价值传达与第一幕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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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相互照应，“正面价值”真的是“正面”的吗？答案是，并不。“正面价值”反而是我们想要去对抗

的。 
当这一价值理念传达给观众时，这无疑形成了一个矛盾的观点，但这也正是第三幕想要表达的中心

——“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的矛盾之处。 

3.3. 第三幕：“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的矛盾 

在第三幕中，有一个“警察谢尔顿给杀手加死亡标签”的重要情节。在这一情节中，编剧直接将观

众带入进了谢尔顿的视角，就连叙事画面也是通过谢尔顿的第一人称来展开的。但是这位男警察的这个

细节让观众移情了，当我们观众知道加纳特的阴谋后，我们认为加纳特的行为也应受到制裁，他也是恶

的。因此彼时的谢尔顿在为加纳特打上标签时，其实也做了我们身为观众想做的事。 
如果说，第二幕的价值是彰显了网民的可恶，那么到了第三幕的这个情节里，谢尔顿意识到自己的

行为无异于在实施网络暴行，因此他犹豫了，这也让第二幕的价值产生了动摇，即对抗“正面价值”不

再是第三幕的主旨，而“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的矛盾，才是第三幕的主旨，也是故事最终想要传

达的观念。 
在观众参与了“正面价值”的实现并与其产生对抗后，到了最后会发现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正面”

和“负面”。因为在一开始，观众所参照的事物基础不一样，导致观念受限。一开始观众以恶人为参照

物，会形成一种网民是正义的“正面价值”；随后，观众又以网民为参照物，将网民视作施暴者，恶人

视作受害者，从而又建构起了种“负面价值”；到最后，观众以加纳特为参照物，想要用自己的“正义”

去审判，实现自己的“正面价值”，但到最后发现，自己和谢尔顿以及成千上万的网民一样，“死”在

了自己埋下的恶果之中，这样的结果，又显得网民的网络暴力没这么可怕了，从而形成了一种矛盾。 

4. 结语 

《全网公敌》以科技感十足、悬疑性强的影片风格，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价值对抗的故事。其影片对

于三幕式结构的运用也恰到好处，不仅将剧情一步步深入叙述，还将每一部分的价值刻画得极其深刻，

这使得影片成为一部既具有深沉内核，又能吸引和打动观众，是一部优秀且值得回味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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