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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虚拟，
不如残缺的真实
【文/张晓雯】  

神剧《黑镜》第四季已于美国时间2017年12
月29日上线，资源释出后，同样受到国内观众的追
捧。本季的6个故事主题涵盖了有权限访问人类记
忆的设备、主宰一切的智能机械犬、为人际关系服
务的高科技等等，依旧延续一贯的“细思恐极”路
线。值得一提的是，新一季的导演是两度获得奥斯
卡最佳女演员、演而优则导的朱迪·福斯特。

星闻  Stars

两难的科技伦理

《黑镜》以极端黑色幽默探讨科技与人性，其中一点就在于它精准切中了现代人的

痛点：以超跑时速冲刺向前的社会与个体，内心的精神需求或许从来都像只窝在家里的

猫，只想被温柔抚摸，等待今晚的安睡，这当中的滞后与落差便使人的心理产生了极度的

扭曲。在前三季的各集中，有的描摹了未来黑科技是如何推进到

了令人恐惧的程度，这种恐惧可以是对隐私的窥探：如人人内置

芯片，记忆影像可以被随时翻查，多疑的丈夫歇斯底里地在三人

记忆中搜查妻子与前男友的关系。到了这一季，类似的记忆访问

装置被用于探讨亲子关系（父母是否有权以保护孩子安全的名

义“监视”他们的动态）和犯罪调查（保险公司为确定事故的责

任方，可以合法调取相关目击者的回忆画面），无论是公民的隐

私权还是至亲之间作为个体本应保有的私人空间，这些都是关

乎科技会不会剥夺自由的问题。

这种恐惧还包括对科技伦理的恐惧。“人之所以为人”的度量是什么？几乎是所有科幻

作品都要面对的母题。当意识可以像副本一样被提取出来，被植入另一个人的脑中或一个根

本称不上是实体的载体中，那个你还是你吗？本季中依然有这样的剧情。已成为植物人的妻

子的意识被装载进了丈夫的身体里，两种声音、两个人格，终会打架，到最后，不堪忍受丈夫

有新欢的妻子的意识居然被转移到了一只玩具熊中。

除此之外，以社交心理为概念的几集就更加接地气些，所构想的未来SNS场景简直

不要太智能：一切社交行为都伴随着互相评分，分数越高，你在现实中能得到的待遇就越

好。新一季的第一集《卡利斯特号飞船》就被很多网友调侃为“社恐的复仇”。开篇的场景

会让人误以为是某款模拟太空环境的角色扮演游戏。舰队中威风凛凛的戴利舰长在现实

中确实是个技术控程序员，可CEO独吞荣誉的打压、同事对其宅男形象的不敬都给他留下

了深深的阴影。内向的孤独患者表面上忍气吞声，转头便默默收集同事们的指纹，回家在自

己开发的游戏上建立起他们的虚拟人格，在游戏中对他们颐指气使，宣泄怒气。

数字和系统，不如感觉和经历

到了第四集《绞死DJ》中，软件已经可以做到用大数据为单身男女找到最佳配偶，但

是在此之前，系统会为你指定一个接一个的约会人选，每一次的“恋爱”时长都有规定，会

是一周，也可能是5年。吃指定的饭，住进被安排好的房间，期限一到，换下一个人尝试。与

不同人交往过程中的心理反应都会被记录，从而最终得出绝配人选。有趣的是，如此冰冷

设定的一集，反而被观众誉为本季最清新的一集。

数字和系统可以为未来的生活规划某种便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不去经历。正相

反，最甜美和痛苦的过程正来自于经历。女主和男主在各自约会了数个对象后再次被系统

安排在了一起，并且有5年的时间可以进一步相处。他们约好这次尽情享受，不提前查看“恋

爱”时限。其间他们的逐渐了解、相知相惜，甚至是男主私自查看了时限而导致时限急遽缩

短这一事件所体现出来的猜忌、偏执，都让这场“数字式契约”恋爱恋出了真实的样子。

系统代替个人选择，即便会有最优解，但代价是剥夺了个人认知能力的发展，剥夺了“去

拥抱所有感觉”的感觉。在第二集《方舟天使》中，保护欲极强的母亲在女儿脑部植入了一

个智能软件，每每碰到自认为对女儿成长不利的画面，母亲的第一反应是拿出操作面板选择

手动屏蔽。过了几年，女儿依旧不知道家门口狂吠的狗长什么样、血的颜色是什么样。

虽然《黑镜》大部分的集数都在描摹被科技奴役后人性扭曲的黑暗，少数暖心的几个

故事还是深藏着对我来说更为打动人心的情感内核。与其在虚拟中度过完美的一生，不如

放下手机，接受残缺的自己和或许同样不堪的情感，答案永远只存在于真实的字句和真实

的人生中。

系统代替个人选择，即便会有最优解，但代价是剥夺了个
人认知能力的发展，剥夺了“去拥抱所有感觉”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