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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新媒体时代，随着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融入我们的日常生

活，各种网络平台成为了传递信息的主要载体。在现代媒介环境下，各种社交媒体成为了网民们发表个

人言论的重要平台，网络舆论对社会的影响愈发不容小觑。而受到相同情感刺激的网民可能会形成群体，

进而导致群氓现象，这常常成为诱发网络暴力的重要因素。本文以英剧《黑镜》第三季第6集《全网公

敌》为例，分析现代媒介环境下网络群氓形成的主要原因以及群氓引发的网络暴力，并探讨在当前环境

下如何有效抵制网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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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human beings have entered a new media era with high-speed and developed Interne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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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of mobile phones, computers and other electronic devices into our daily life, vari-
ous network platforms have become the main carrier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 the modern 
media environment, various social media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netizens to ex-
press their personal opin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on society is increa-
singly important. Netizens stimulated by the same emotion may form a group, which leads to the 
mob phenomenon, which often becomes an important factor inducing network violence. This pa-
per takes “Hated in the Nation”, episode 6 of the third season of the British drama “Black Mirror”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ernet mob in the modern 
media environment and the Internet violence caused by the mob, and discusses how to effectively 
resist the Internet violence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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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网公敌》剧情梗概及评价 

《全网公敌》讲述的是一场民意杀人案件。由于蜜蜂的灭绝，为了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英国政府

出资让“颗粒计划”研发了人造蜂(ADI)。然而“颗粒计划”被黑客入侵，黑客利用人造蜂展开了一场“后

果游戏”。即网民们选择自己讨厌的人，在互联网上发布这个人的名字和照片并加上“Death To”的标

签，当天被附标签数最多的人会在当日下午五点之后被人造蜂杀死。第一天被害的是一位因发表攻击残

障人士文章被人们指责谩骂的女作家；第二天被害的是一位公开嘲讽模仿自己跳舞的小男孩的黑人明星；

第三天被害的则是一位在战争纪念碑前做不雅动作的少女。可黑客的实际目标是在背后参与投票，对他

人施加暴力的群众，最终参加“后果游戏”的 38 万网名都被人造蜂夺去了生命…… 
在《全网公敌》中网民们被情绪牵制，汇聚成一个群体，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控他人的罪行，甚

至为他人贴上“死亡标签”。在接二连三的案件发生之后，疯狂的网民们即使已经意识到这场游戏可能

会让他人失去生命，却依然不愿意停手，仿佛完全失去了理智，沉醉于这场狂欢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加入其中，伸张着虚假的“正义”。 
法国社会学家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提到，群氓是一种因共同心理特征而形成的群体性存

在。群氓缺乏主见，常常以感官情绪代替理性思考，他们是没有良知的挣脱了锁链的民众，是群体无意

识支配的奴隶[1]。个人与群体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心理特征。个人更加理性，且易受道德的约束。当个

人进入群体之后，群体无意识则成为了主导他行为的力量，个人意识的力量消退了，道德、责任感等约

束也随之消失，逐渐沦为了受感情支配的傀儡。群体的最大特征之一即为非理性，内部极其容易产生情

绪的激化，且容易冲动，群体会赋予群体中的个人前所未有的勇气，让他做出平时不敢做的一些行为，

发表一些偏激的言论。 
虽然目前的科技技术和网络环境还没有影片中那么发达，但群氓引发的暴力事件依然存在于我们身

边。在当今的媒介环境下，互联网成为了舆论产生和传播的主要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自己

的观点。伴随着大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公众话语权逐步转交到了网民的手中，这不可避免地催生了一些

问题，例如网络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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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不同于一般现实暴力的突出表现即其非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群体性行为。发起网络声讨的

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帖子，但要形成真正意义的网络暴力却需要集体的参与[2]。互联网可以将具有相同观

点、立场的网民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群体，而当这个群体遇到和自己观点相违背的事情之后，情绪在

互相传染中被激化，最终走向非理性。群体中的个人在情绪的煽动下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自我的判断能

力，“网络群氓”现象由此而生。群氓极易冲动，他们对所不认同的人或事群起而攻之，不惜采用极端

的发言，引起网暴。正如法国心理学家勒庞所说：“群体的力量成了唯一没有受到威胁的力量，而且它

的权威正处于不断上升之中。我们将要进入的时代将是一个群氓的时代”[3]。 

2. 《全网公敌》中的群体失控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群体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以一定的方式联系在

一起进行活动的人群[3]。在一定的条件下，受到某种感情或观点的刺激，原本独立的个人会形成一个特

定的群体，尤其是有关道德上的情感、和自己国家相关的政治问题等。而当一个个体融入某一个群体后，

他的行为以及心理会产生极大的变化，与他作为个人存在时相去甚远。 
在群体中，人的自我人格消失，自我意识被削弱，思想不受控制的被暗示和支配，情感受到强烈的

传染。在这种情况下，群体中的个体变得愚蠢，思想变得平庸，言行举止变得冲动且不受自己控制，甚

至不知道自己具体在做什么，最终群体行为陷入疯狂，逐步走向失控。 
在《全网公敌》中，网民们出于对某个人行为的愤怒而联结成一个群体，对引起公愤的对象肆意

谩骂、侮辱和诅咒。仔细想想，影片中对弱势群体随意揣测的女作家确实冷酷无情，对出于喜爱模仿

自己跳舞的小孩子肆意嘲讽辱骂的男明星确实狂妄自大，对战争纪念碑不敬的少女确实令人气愤，他

们确实违背了人性和道德。但是以不堪入目的脏话随意辱骂他们，甚至诅咒他们去死，又真的是道德

的么，这真的是一种正确的批判方式么？然而，陷入非理性的网民们显然无暇去思考这些问题，群体

无意识取代了他们的理性思维，原本作为个人的他们在进入群体后逐渐丧失了思考能力，在受到情感

的传染以及思想的暗示后，盲目跟从群体中的其他人用语言攻击他们的目标对象，并为其贴上恶毒的

标签。 
在不停的暗示中，网民们陷入到了发泄的快感当中，就算知道了在这场荒唐的“后果游戏”中，自

己随意贴上的标签真的会剥夺他人的生命，却依然不肯住手，甚至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这场狂欢之中。

在群体无意识的引导下，网民们认为自己在行使一种“正义的审判”，他们产生了“反正都会有人死去，

为什么不除掉那些罪有应得的人”这样的想法。他们遗忘了身为人的道德和现实中的法律，仿佛化身为

了野蛮人，去变本加厉的为他人附上“死亡标签”，群体走向了极端化，出现了群体失控的现象，场面

变得不可逆转，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 
当群体失控后，群体便变得野蛮而狂热，各种形式的暴力是他们常常采用的手段。在这样的群体

中，个人残存的理智被完全吞噬，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思考能力，精神和情感被群体同化，成为了毫无

个人意志的空壳。这时群体中的个人更易受到各种言辞的鼓动，做出当作为孤立个人时所做不出来的

偏激举动。 

3. 现代媒介环境下的群氓 

互联网等现代媒介的兴起模糊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互联网的匿名性使得网民敢于

以它为平台发表自己在现实中不敢发表的言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观点的发表者和传播者。当某些可

以产生情感刺激的信息出现时，互联网会迅速地凝聚对此信息具有一定共识的个人，并且形成相应的

群体。群体缺乏理性力量的主导，有着冲动、易变、急躁的特点。群体的情绪容易被激化，且有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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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盲从性，当群体中的个人完全沉浸于群体的某一信念当中时，就促成了群氓现象。群氓有着特定的

特点： 

3.1. 无意识的主导性力量 

在群体中，个人往往会变得更加感性，聪明才智以及独特的个性仿佛被群体所掩埋。这是因为无意

识的影响抢占了上风，个人的思想被无意识所支配。不同的群体由于构成群体的个人不同，会有着不同

的特性，但都会有着属于自己的“集体心理”。尤其是同一国家或同一民族的人，由于受着相同生活背

景的影响，有着更加相近的心理特征。而当同一种族的人聚集为一个群体后，在原有的心理特征之外则

还会构成一些新的心理特征。这些因素使这一群体面对一些事物时，会有着非常相似的情感表达，尤其

是当面对和信仰、政治、道德相关的言论时，理性思维会被压抑，无意识会主宰大脑。 
群体最强大的特征之一便是无意识，当个人融入一个群体之后，会受到无意识的支配，无意识心理

会削弱个体之间的差异。也正是因为这些无意识本能的影响，当群体面对和自己的道德以及认知相违背

的新闻时，价值观上的共识会让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所反对的对象进行声讨。 

3.2. 责任的分散 

个人受到道德和责任的约束，在做出中伤他人的行为时，会产生内疚的情绪。当做出这种行为的单

位由个人转化为群体后，由于人数众多，无法将责任追究到每一个个体身上，责任便被分散了。当需要

承担责任的顾虑被解除后，道德的枷锁被打破，人类的本性展露无遗，群体的数量赋予了他们某种力量，

让他们不需要再压抑自己。 
互联网中的群氓现象是由一定基数的网民个体所构成并引起的，对其中的网民来说，他们不需要为

自己的发言承担任何责任，法不责众的心理使他们随意发泄自己的情绪，并认为自己在行使“正义”。

很多当作为个人时，迫于道德或罪恶感所无法发表的言论，在进入群体之后，再也不受控制地一吐为快。

群体的数量消除了网民的负罪意识，让他们觉得不必受到道德感和责任感的束缚。 

3.3. 传染性从众和暗示性从众 

群体之中的情绪会互相传染，这种情绪的传染足以让群体中的个人失去理智，甚至为集体牺牲自己

的利益，这是他作为个体时极难做到的。这种情绪的传染力是强大且不受理性控制的，感性本能的情绪

远比理智冷静的情绪所发挥的传染力要强，群体中被传染的个人会产生盲从心理，失去自己对某一件事

情的判断，盲目的跟从大众去做出行为上的选择。任何一个身处群体之外的人都可以察觉到在群体情绪

的不断传染之下，群体中的个人所受到的影响已经让他表现出了和平时完全不一样的行为，但处在群体

之中的个人显然已经在不断的催眠之下陷入麻木，成为了被群体情绪所操控的奴隶。 
群体中的个人极易被暗示并做出冲动行为。在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人时，更容易受到理性思维的牵制，

而进入群体之后，我们逐渐迷失自我，听命于所在群体的暗示，并在群体赋予的力量下将受到的暗示迅

速转化为行动。个人所拥有的意识与理性在群体情绪和暗示的影响下荡然无存，批判主义和怀疑精神被

彻底消除，群体中的个人彻底丧失了自我。所以，群体人数的叠加不等于智力的叠加。 
当遇到某一舆论时，网民们常常表现出极大的盲从性，他们缺乏自我的思考和判断。如《全网公敌》

中因网暴决定自杀的实习生，从电影的陈述中看，她曝光了对自己造成骚扰的男性，可网民们却仅仅因

为这名男性说自己有学习障碍，就不明就里的在社交平台上对受害者进行攻击。网民们并没有去追究事

情的真相，而是在情绪的传染下盲目的跟从群体中的其他个体去发表伤害性的言论。群体情绪经过反复

的传递，加之暗示对群体中个人的影响，个体逐渐失去个人意识，最终沦为“群氓”中的一员。而现代

媒介的特性正在不断放大网络群氓身上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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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群氓”引发的网络暴力 

在网民掌握舆论话语权的当下，我们已然进入了勒庞所说的“群氓的时代”。群氓由于其非理性、

易冲动等特质，当遇到和自己的认知相悖的事件时，会用偏激的话语去攻击舆论主体，进而引发网络

暴力。 

4.1. 网络匿名 

媒介匿名性在传统媒介中即已存在，只是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其特征未能得到完全的运用。在技

术成熟的互联网时代，其成为了互联网不同于传统媒介的一个特征，匿名性既包含着用户主体的虚拟性

以及身份的不确定性[4]。网络的这一特性无疑带给了“网络群氓”极大的便利，让他们得以在虚拟身份

的掩护下肆无忌惮的发表言论。在匿名化的表达下，网民们彻底摆脱了伦理道德的约束，“本我”被彻

底激发出来。互联网的匿名功能赋予了网民们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可以随意抨击他人，站在道德高处

为任何人贴上“标签”，却不需要担心被追究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失控的网民群体以各种偏激的言

论打击舆论主体，最终构成网络暴力事件。 

4.2. 媒体的操控 

在新媒体环境下，网民们接受到的很多信息与客观事实有一定的偏差，媒体出于政治或者商业目的

将新闻以及信息经过选择和加工之后散播出来，这些掺杂着一定虚假性的信息对网民来说具有很强的误

导性。在这类信息的传播之中，媒体显然起了主导作用，他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刻意歪曲事实，引导公众

舆论，全然不顾职业道德。在媒体的暗示下，网民们失去了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成为了任媒体摆布和利

用的工具。他们不再去追究事件的原貌，跟随着媒体的引导去制裁舆论主体，行使所谓的“正义”。而

达到目的的媒体操控着“民意”为自己牟利，可谓赚的盆满钵满。 

5. 小结 

随着现代媒介的迅速发展，网民群体不断扩大，网络发言的自由性使舆论的大喇叭彻底由网民所掌

控。当网民因为某一舆论事件聚集在一起，思想意识被同化，便会诱发群氓现象。由网民所构成的群体

无理性且易冲动，当群体的情绪聚集起来并走向极化，群体便具有了破坏性，行为和语言都走向极端，

对社会造成负面的影响，网络群氓现象的治理刻不容缓。对于个人来说，网民在面对舆论时应该保持理

智，保有一定的怀疑精神，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对于媒体来说，应该具有充足的责任意识，确定所发

布信息的真实性，必要的时候积极辟谣。对于政府来说，应该更加有力地监管网络环境，及时制止网络

群氓现象。只有各方积极应对，才能有效减少网络暴力事件对社会和公民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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