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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网络暴力 揭开“热搜”真相

《热搜》

导演： 忻钰坤

编剧： 业青 杨薇薇 徐小虎

主演： 周冬雨 宋洋 袁弘

王皓 陶海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

上映日期： 2023-11-30

片长： 121 分钟

内容回顾：

热搜背后， 真相究竟是什

么？

自媒体主编陈妙参透流量

密码 ， 打造爆款文章冲上热

搜， 却间接助推了当事人 “霸

凌者” 女学生的跳楼。 就在此

时， 陈妙意外发现女学生曾发

来的求助信息， 并牵扯出一桩

性侵案。 陈妙的合伙人何言以

及投资方富商岳鹏陆续卷入其

中。

舆论多次转向， 事件背后

又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一

场为弱者发声的舆论战打响。

“在复杂的网络舆论环境中，

有时你了解的事实不一定是事实，

你看到的真相也不一定是真相。” 电

影 《热搜》 的导演忻钰坤表示， 身

处互联网时代， 每个人都可能是网

络舆论的参与者或旁观者， 希望网

民在面对网络舆论时能多一些理性

思考和判断， 提高信息甄别能力。

影片中， 权势性侵引发了一系

列善恶较量， 资本大鳄用“人造真

相” 摆布舆论， 受害者无力发声只

能以命相搏， 残酷的现实感直击人

心。

忻钰坤表示， “这几年网络里

发生的事是觉醒的力量， 有必要被

记录和传递出去。”

聊起拍摄初衷， 忻钰坤表示自

己平时常常上网关注一些热点事件，

但发现有些事件的发酵往往会出现

多次“反转”， 而他的情绪也随之被

牵引， “有种被带节奏的感觉。” 如

果深入了解真相会发现， 往往有一

些人和势力会通过操控舆论来影响

网民们对事件的判断， “很多网友

一开始可能是抱着热心和正义感去

关注它， 但其实并不完全了解事情

的真相， 所以我就想， 有没有可能

拍摄这样主题的电影， 将这种感受

表达出来。”

此外， 忻钰坤也一直想拍摄一

部跟媒体人有关的影片， “我觉得

媒体人在社会环境中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 他们跟警察和司法系统

的人一样， 有将一些社会的阴暗面

和真相传递给公众的勇气和责任。”

忻钰坤最初曾想将片中主角的身份

设定为报社或电视台的记者， 但后

来发现， 现在自媒体的发展非常迅

速， 其中不少自媒体人就是从传统

媒体转行过来的， “我觉得围绕网

络舆论， 自媒体跟网络的关系更近

一些。”

这个故事酝酿了多年， 到了

2021 年上半年， 忻钰坤恰好遇到了

一个写自媒体人故事的剧本， 于是

就将两个故事进行了融合， “后来又

对剧本进行了一些调整， 将故事重点

从自媒体人的变化转向了跟网络舆论

有关的对抗和博弈上。”

“在互联网的舆论环境中， 大家

有时候虽然有好心， 有正义感， 但也

有可能被人带节奏， 把正义感用错了

地方。” 忻钰坤说， 借助片中陈妙所经

历的一切， 他希望能带给观众们以启

发， 以后能擦亮眼睛， 明辨是非， 让

真正的真相浮出水面， 也让作恶者受

到法律惩罚， 正义得以伸张。

编剧之一杨薇薇在谈起这部影片

的创作感悟时也感慨颇深。 她表示，

现在人们很多信息获取都来源于网络，

每个人在网上都有了更多表达的权利，

但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 “毁掉一个

人” 的局面却变得愈演愈烈。 她希望

能借助电影告诉大家， “真相永远有

力量， 良心永远会说话”。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 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新媒体委员会秘书长

胡建礼撰文表示， 《热搜》 虽然是一

部商业类型片， 但是对当前中国的网

络舆论乱象， 有着犀利地观察和生动

地描摹， 展现出对网络暴力的反思，

对为富不仁者的批判， 对弱势群体的

同情。

影片详细描写了陈妙担任主编的

自媒体及其背后的投资方煽动和利用

网络舆论的全过程， 向观众展现了一

个又一个“热搜” 的完整炮制流程，

具有一定的揭秘性质。 胡建礼认为，

《热搜》 描写的这场网络舆论战， 在让

不熟悉网络炒作的观众看得惊心动魄

的同时， 更让大家为之警醒： 有时候

你在网上看到的所谓事实不一定是事

实， 你看到的所谓真相也不一定是真

相。 我们每个人都要保持独立思考的

能力， 在网上发声时一定要客观理性，

不要沦为网络暴力的帮凶。 电影 《热

搜》 对广大网友起到了很好的警醒作

用。 希望大家引以为鉴， 自觉反对网

络暴力， 共同营造风清气朗的网络舆

论环境。

影片涉及最核心的话题就是 “网

暴”。 网暴成本低， 造成危害大， 影

响范围广。 编写几句恶毒的文字， 制

作一段造谣生事的视频， 发到网上费

不了多少事、 花不了多长时间， 但对

他人构成的侮辱诽谤、 威胁恐吓却十

分严重 ； 歪曲事实 、 混淆视听的言

论， 更会污染网络环境， 败坏社会风

气。

网暴 “按键伤人”， 涉及侵害他

人人格权、 侵犯个人隐私等诸多违法

行为。 然而， 总有人抱着法不责众等

侥幸心理顶风作案， 更为恶劣的是，

还有网络 “黑公关” 为商业目的， 专

门炮制虚假信息， 进行恶意传播。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公民的隐私

权、 肖像权、 名誉权以及个人信息权

益等是人们的基本权利， 也是人们正

常生活的保证， 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和

保护。

根据我国的 《民法典》 《个人信

息保护法》 以及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

治理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 网络信

息内容生产者不得在网络平台上散布

谣言， 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不

得制作、 复制、 发布侮辱或者诽谤他

人， 侵害他人名誉、 隐私和其他合法

权益的内容。 与此同时， 《民法典》

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刺

探、 侵扰、 泄露、 公开等方式侵害他

人的隐私权” “不得以丑化、 污损，

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

害他人的肖像权” 等。 发布者如果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 对当事人造成严重

不良影响， 很可能被追究相关民事乃

至刑事责任。

近年来， 相关部门通过实施 “清

朗” 专项行动、 落实平台主体责任等

手段， 反网络暴力治理工作取得了一

定成效。 根据今年 3 月公布的数据，

五年来检察机关从严追诉网络侮辱、

诽谤 、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1.4

万人， 办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

讼 9190 件； 推动 “取快递女子被造

谣出轨案” 自诉转公诉， 起到良好警

示作用 。 各级法院审理涉网络 “水

军”、 网络 “黑公关” 典型案例， 对

散布虚假信息、 危害网络生态的犯罪

行为进行了严惩。 今年 9 月 25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

安部联合发布 《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

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 让治理网

络暴力有了更明确、 更充分的法律政

策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