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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時代的悲歌 ——《⿊鏡：碎片》
陳姝芸 文  

（以下影評含有部分劇情，請斟酌閱讀。）

當科技與⼈性⿊暗⾯產⽣碰撞，⼈們能從中獲得什麼警⽰？Netflix影集《⿊鏡》
是⼀部設定於近未來的懸疑科幻影集，每集屬於獨立故事，探討⼈們過度依賴科
技的結果。⽽本片則是以⼀場悲劇的發⽣反諷當今的社群成癮議題。

每個⼈都在滑
《碎片》的英文片名是《Smithereens》，簡單來說，是⼀名共享⾞司機克⾥斯
（安德魯·斯科特飾）綁架當紅社群龍頭Smithereens的實習⽣，並要求與該公司
創辦⼈比利（托弗爾·格雷斯飾）對話的故事。

回到電影開頭，克⾥斯⾛進⼀間咖啡廳⽤餐，環顧四周，鏡頭畫⾯帶出店內⼈們
正滑著⼿機。受到那些滴滴答答的打字聲、通知震動聲影響，他漸趨焦躁，最終
受不了⽽奪⾨⽽出。觀察此段劇情可以發現，克⾥斯似乎對於那些被⼀般⼈忽略
的⼿機聲響過度敏感。

咖啡廳裡的⼈都在使⽤⼿機。（圖片來源/截圖⾃Netflix）

現今網路科技普及，⼈們的社交模式逐漸由線下轉為線上，隨處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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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網路科技普及，⼈們的社交模式逐漸由線下轉為線上，隨處可⾒⼈⼿⼀機，
陷入螢幕裡的世界⽽忽略外在情況。電影裡，Smithereens實習⽣傑登（戴姆森·
伊德瑞斯飾）也因盯著⼿機⽽喪失警戒，才輕易被綁架。

另⼀⽅⾯，對峙現場的兩位青少年⽬擊者，⾯臨可能的危險卻忽略員警的撤離警
告，忙著拍照上傳社群媒體。這也映出當今社會亂象，許多⼈在遭遇危險時，第
⼀反應竟是在社群軟體上發消息，為博得虛擬社群認同已逐漸失去理性。

如劇中情節，就在傳統媒體趕到現場時，事件早已在網路上爆紅，可⾒網路資訊
流通速度快於傳統管道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當今⼈們兼具閱聽⼈與公⺠記者雙
重⾝份，慎選真實資訊再進⾏傳播，顯得⽇益重要。

兩位青少年不顧危險拍照發文。（圖片來源/YouTube）

當你的資料就是我的資料
在⾞上與警⽅對峙的過程中，克⾥斯打到Smithereens公司要求和創辦⼈對話。
為了推測其犯罪意圖，Smithereens調出克⾥斯的⽤⼾資料，並分析他在網路上
的⼀切⾏為，比執法部⾨先⼀步掌握克⾥斯的資訊，並即時監聽克⾥斯在⾞裡的
現場動態。

這些暗⽰了當今社群網站對於侵害隱私權和持有龐⼤⽤⼾數據可能產⽣的問題。
我們的隱私在商業化社會之下是否總遭到漠視，以致被不肖企業濫⽤，淪為利益
交換的籌碼？雖能看到企業信誓旦旦地承諾保障⽤⼾隱私，但⽤⼾資料仍會被回
傳到總部進⾏分析，那何謂合理使⽤？何以保證使⽤⽅式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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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ereens公司調出克⾥斯的⽤⼾資料進⾏分析。（圖片來源/截圖
⾃Netflix）

再回到劇中，克⾥斯認識了⼀位喪女的⺟親，她想登入已過世女兒的社群帳號，
卻苦於公司隱私權政策⽽遲遲無法如願，最後卻因克⾥斯的⼀聲委託便得到許
可。由此反思，使⽤者的個⼈資料究竟會不會在未經本⼈授權情況下被取得呢？
⽽在這個世代，親屬無法直接取得已逝家⼈的資訊，反⽽必須透過⼀通⾏使特殊
權⼒的電話，由陌⽣的第三⽅掌握是否給予的權⼒，實在令⼈不勝唏噓。

失去控制後的懊悔
" 我就只是瞄了⼀下⽽已，就這⼀下⼦就完了。 "
" 沒有⼈想聽到他們的女兒死掉...是因為我他X的低頭看⼿機 "

隨著劇情推進，克⾥斯如願和Smithereens創辦⼈比利通話，以充滿悔恨的語調
道出⾃⼰不為⼈知的過往。原來克⾥斯原本是⼀位重度Smithereens使⽤者，直
到兩年前⼀場⾞禍，死神帶⾛了他的未婚妻，由於對⽅酒駕，沒有⼈究責於克⾥
斯，未婚妻的⺟親甚⾄在葬禮上安慰他。往後的每⽇，克⾥斯飽受懊悔糾纏，不
斷責問⾃⼰：要是事發前⼀秒，他沒有低頭查看⼿機的社群通知，是否這⼀切就
不會發⽣？

由此可明⽩為何在電影開頭，克⾥斯無法忍受餐廳裡的各種使⽤⼿機的聲響。因
為再細微的聲⾳，對他⽽⾔都像灑在傷⼝上的鹽巴。周遭⼈們⼿機成癮的現象，
成為克⾥斯作案動機，抱著犧牲⾃⼰的覺悟換取和社群創辦⼈對話的機會，希望
喚醒所有⼈，防⽌相似悲劇再度上演。

克⾥斯向Smithereens創辦⼈比利道出令⼈⼼碎的過往。（圖片來源/截圖
⾃Netf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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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

在此必須聲明，對於社群成癮與使⽤時機錯誤，使⽤者本⾝要擔起絕⼤部分責
任，然⽽⼿機使⽤黏著度與社群運作⽅式仍有⼀定關聯。在劇中，創辦⼈比利對
於克⾥斯的經歷也感到無⼒，他說⾃⼰已經改變不了，公司甚⾄成立專⾨部⾨研
究如何讓⼈成癮。就如現今當紅各⼤社群軟體⼀般，許多發明者的初衷 在商業化
過程中逐漸變質。有沒有什麼⽅式可以讓社群網站帶來便利的同時，依舊和⼈性
取得平衡呢？

絕非開始，也非結束
故事的最後，警察在不知情時，看⾒實習⽣為勸阻克⾥斯⾃殺⽽彼此搶奪槍枝，
以為雙⽅在扭打⽽開槍。在槍聲響起的瞬間，整部電影也宣告終結，留下半開放
式結局與無限遐想。

《碎片》是⼀部劇情懸疑⽽緊湊，步調掌握得宜的電影，中間不忘穿插幽默橋
段，讓整部片不⾄沈悶。導演⾃片頭便開始鋪陳各種細節，隨著劇情展開，到最
後克⾥斯情感爆發揭露悲傷的過往，能拼湊出完整的⾓⾊形象演變歷程：由最初
孤僻的司機，化為憤怒瘋狂的綁匪，最終轉折為充滿悔恨並想阻⽌同樣悲劇的喪
妻男⼈。

透過片尾的番外，或許能推測克⾥斯已離世，導演利⽤相關⼈⼠查看⼿機通知的
⾯部表情來呈現。接著鏡頭中出現的是街上⼈們使⽤社群軟體Smithereens的片
段，暗喻著時代的巨⼤齒輪仍在轉動，⽽克⾥斯⾝上發⽣的悲哀故事，不是⾸次
發⽣，也將不會是最後⼀次。

在街上使⽤Smithereens的⼈們。（圖片來源/截圖⾃Netflix）

貫穿整部電影的元素——眼睛
最後，值得⼀提的是眼睛在電影裡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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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克⾥斯的眼神隨著⾓⾊形象⽽演變著。剛開始他在後照鏡裡的眼神是詭異⽽
若有所思，直到對峙的後半場，竟向⼈質道歉，那轉為悲痛的眼神，不禁開始令
⼈懷疑他到底是好是壞。⽽整部電影的最初始畫⾯是克⾥斯的眼睛，片尾番外真
正最終畫⾯則是創辦⼈比利的眼睛。或許前者象徵著他迷失在⾃⾝懊悔中，後者
則代表著眼睜睜望著對於軟體的影響⼒正失去掌控的苦澀。最後再回到本片想探
討的議題——社群成癮及隱私權侵害。眼睛黏著⼿機造成的悲劇總⼀再重演，雖
說社群軟體容易讓⼈成癮，使⽤者仍可以努⼒⾃我克制。⽽⼈們也要懂得辨別資
訊真偽，並⼩⼼隱私濫⽤問題，避免隨意提供授權或在網路上公開⾃⾝資料。

片尾Smithereens創辦⼈比利的眼睛。（圖片來源/截圖⾃Netflix）

正如同《⿊鏡》影集的共同核⼼價值：以諷刺⾼科技對於⼈類的衝擊引發⼈們對
於⼈性⿊暗⾯的省思，《碎片》⾝為懸疑片，不像⼀些特別賺⼈熱淚的電影讓⼈
痛哭流涕，但淡淡的⿐酸結局會令⼈開始對個⼈、社會等進⾏思考，是⼀部值得
細細品味的電影。

 

縮圖來源：截圖⾃Netflix

關鍵字：⿊鏡、社群成癮、隱私權侵害、懸疑、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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