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最近，不少网友表示，被大
鹏狠狠拿捏了！出动喜剧圈半
壁江山的电影《保你平安》，实实
在在呈现了“网络谣言”对一个
人的危害，引发观众感慨。“网络
乱象”害人不浅，“他人随口说的
一句话，经过网络发酵，有可能
毁掉一个人的一生”。目前，已
有多部影视剧关注到“网暴”这
样的社会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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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多部影视剧关注“网暴”危害

如今，常有打着“吃瓜”旗号随意窥探
他人隐私的网络行为，电影《保你平安》形
象地呈现了“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的
现象，并将串起谣言两端的造谣者、键盘
侠、传播者、吃瓜群众和听信者等不同人群
的行为心态生动写实地予以了展现，发人
深省，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发表评论。

“凭借什么判断网络上某个传言的真
假？如果是假的，会有人为之辟谣，甚至一
查到底吗？真相，到底是真实存在的，还是
人们愿意相信的？”“一个因病离世的女孩，
却成为网络传言的主角。愿意相信她的
人，竟然是承办她墓地业务的销售员魏平
安。”“为了替客户证明清白，魏平安踏上了
不知结局的求真之旅。”“稀奇古怪的人和
事陆续出现，却也把当下互联网上‘几行字
便可能改变他人一生’的现状暴露无遗。”

网友说，影片情节笑点不断，让人倍感
温暖、动容，有浓浓的现实主义色彩，也折
射出人性的“恶”，出于很小很荒唐的动机，
却让受害者成为风暴中心。希望每个人都
能像魏平安一样去寻找真相，至少不在不
明真相的情况下传播恶意信息，这个世界
将会更加温暖。

这部电影把当下网络暴力的乱象反映
得太透彻和真实，片中的韩露案例在现实
生活中真实地上演过无数次，谣言在网络
社会中带来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

有网友表示，《保你平安》虽是喜剧，但
发人深省，希望借助这部电影，呼吁大家不
要轻易相信和传播谣言，也要拒绝做冷漠
的看客。

键盘侠、蹭热点、网络谣言、流量乱的
解读看似轻松，但是背后触及的社会问题
却让人心痛。它更像一部现代版的“警世
通言”，让观者在欢笑后反思。“我们大部分
都曾是热点话题的看客，却很少有人像电
影中的魏平安一样，去努力寻找真相！”有
网友说。

本片从无厘头的诙谐幽默开始，以现
实网络环境为基础，极具讽刺意味。无论
是虚拟网络，还是现实生活，都不能只是管
中窥豹，尤其是关系到人身名誉，网络也并
非法外之地。

电影《保你平安》用喜剧的方式诠释
了谣言的危害。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韩
露（宋茜饰）奋力打拼，不幸患上绝症，临
终前捐出所有身家，这一善举感动社会之
时，却有谣言说她是“坐台女”，挣的钱不
干净。

一时间满城风雨，甚至“墓邻”家属也嫌
弃，要求墓地管理方将韩露的墓移走……

面对这些流言蜚语，卖墓地的男主角
魏平安（大鹏饰）不信他所认识的仗义又勤
奋工作的韩露是这样的人，想要寻求一个
真相。他沿着线索逐一询问、顺藤摸瓜，历
经很多坎坷，寻找谣言的传播源头。

结果却令魏平安大跌眼镜，源头是一个
网名叫“完美先生 421”的人，他不仅远在千
里之外，而且是一个十足的“键盘侠”，他只
是偶然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韩露善举的新
闻，为了博眼球，为了获得关注，他胡编了一
条“她是坐台女”的评论……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保你平
安》这部电影用喜剧的方式演绎了谣言的
危害，呼吁人们不要轻易相信和传播谣言，
正如魏平安的一句台词，“说人家不好得有
证据”。

在探讨到“魏平安”这个角色时，导演
大鹏表示，这部电影像是现代武侠片——
有一个行侠仗义的人站出来辟谣，他很难
得也很普通。这引来观众赞赏，更有观众
真诚呼吁表示，在平常生活中、在互联网
上，要保有善意，不知全貌就不予置评，是
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

在片中扮演魏平安妹妹的李雪琴表
示，她对现实中的每一位行侠仗义的“魏平
安”充满敬意。

演员宋茜也表示，自己在片中的角色
韩露身处谣言漩涡的中心，但却也是美好
本身，不仅收获着来自魏平安的温暖，更是
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善念。

这些天，《保你平安》导演
大鹏在多个城市的路演中向媒
体坦言，电影故事的灵感源于
真实的社会新闻。

2020年，大鹏和影片另一
位编剧苏彪注意到一条新闻：
杭州有一个女孩去取快递，被
人拍了一张照片，结果有人造
谣，给她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
困扰。

因为这条新闻，大鹏他们
想拍这样一个故事，用细节展
现一条谣言是怎么一环一环诞
生的，希望大家在欢笑之余也
能有所思考。

《保你平安》的故事灵感或
为“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
案”。2020年 7月 7日，杭州的
谷女士在小区取快递时，被附
近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随
后，郎某与朋友何某编造“女子
出轨快递小哥”等内容并发至
微信群，有人抱着吃瓜、猎奇的

心态合并转发了上述内容，还
有人为了给自己的公众号赚流
量而继续添油加醋，谣言在互
联网上扩散并持续发酵。

在将近300个日夜里，网络
上那些恶意揣测的声音像看不
见的利刃，刺痛着谷女士的心，
一段9秒钟的视频，带给了她人
生中一次始料未及的转变。

当时很多专家和社会人士
发表观点表示，对于网络上发
生的诽谤、侮辱犯罪行为，其犯
罪对象选择的随机性，让身处

“网络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有了
代入感和恐慌感。

2020年 12月 26日，浙江省
检察院通报杭州“女子取快递
被造谣”事件，郎某某、何某某
因网络诽谤他人被余杭警方立
案侦查，自诉案件转成公诉案
件。2021年4月，法院以诽谤罪
判处被告人郎某某、何某某有
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1 坚持寻找真相
揭示传谣危害

2 关注社会现实
灵感源于生活

3 网友讨论热烈
本片启迪思考

这些年，多部影视剧或多或少都对此
社会现象有所呈现。

2022年的开年爆款剧《开端》，用一场
公交车爆炸案，“炸”响了观众对网络暴力
危害的深层思考。剧中，被监控拍下“抢
夺”司机方向盘，随后被撞身亡的受害者王
萌萌，在事件未被警方调查清楚之前，因这
段视频在网络上遭到无尽的谩骂，“吃瓜”
弹幕密密麻麻，而真相却被越推越远。给
被网暴者及其家庭留下的，却是无比沉重
的痛苦。

饰演王萌萌父亲的黄觉在剧中质问：
“他们凭什么可以在网上随便造谣、诋毁一
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由徐纪周执导，邓超、阮经天、刘诗诗、
文淇等主演的电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
中，阮经天饰演的江亚将“审判”变为一场
不受约束的线上施暴狂欢。

作为匿名的大多数，以投票的方式轻
易决定他人生死，所谓的“伸张正义”，最终
成为了“以暴制暴”。

再往前，2012年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搜
索》，应该是国内较早以探讨人肉搜索、网
络暴力为主题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墨镜
姐”叶蓝秋因不肯让座而遭全车乘客指责，
后来被全网人肉搜索、P 图辱骂甚至线下
骚扰。 据《扬子晚报》 孔小平

4 网暴亟待整治
多部作品跟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