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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暴力的伦理考量

李晓红�方金珍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南昌 知

摘要 互联网是一把 “双刃剑 ”�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杜会问题。丈章分析了近年来绷繁出现在网
络中的典论基力事件的含义及特征�全面探究了其产生的伦理根源�并针对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伦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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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络追杀、网络通缉、人肉搜索等暴力词汇充斥着整个网络世界。虐猫事件、铜须事件、史上
最毒后母事件等暴力事件在虚拟社会中也愈演愈烈�甚至影响到现实社会生活。因网络舆论暴力而引起
的网络侵权案件也越来越多�经常在各种媒体上看到此类案件�但是相关部门还未对此作出具体的统计。
而韩国有统计表明 入”今一仪刀年间�韩国国内关于网络名誉毁损案件激增了三倍多川。由此可见�网络
舆论暴力已成为严重破坏网络环境�觅待解决的问题。
网络典论撰力的含义及特征

网络典论 力的含义

关于网络舆论暴力�到目前为止�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解释�学术界也没有对它作出规范的定义。笔者
认为网络舆论暴力是指一些网友在狂热的、非理性的情绪支配下�就某一事件发表过激言论�集体谴责当
事人的行为。诸如漫骂、污辱、威胁、诽谤、网上围攻及故意泄露他人隐私等破坏网络文明、污染网络环境
的行为都可称为网络舆论暴力。
网络舆论暴力可分为轻度网络舆论暴力和重度网络舆论暴力。轻度网络舆论暴力是指仅仅在网上用

脏话骂人�未对当事人的现实生活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这类网络舆论暴力是最普遍的�在网络中几乎无
处不在�但是因其没有给当事人带来严重危害而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而重度网络舆论暴力不仅在网上
侮辱、围攻当事人�而且还公开当事人的个人信息�使当事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受到处罚�严重影响了当事人
的身心健康。如 “史上最毒后母事件 ”、“残 豹事件 ”、“姜岩事件 ”、“王朔爆名人私生子事件 ”等都属于此
类网络舆论暴力事件。近年来�这类网络舆论暴力逐渐得到了人们的重视。

网络典论撰力的特征

以道德的名义�恶意侵害。高举道德的大旗�对当事人进行恶意侵害是网络舆论暴力最显著的特
征。每一次舆论发动往往是基于正义的立场�正因为网友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为了维护社会道德的尊严�
所以他们积极参人�慷慨激昂地使出自己浑身的解数去讨伐当事人�以达到 “让唾沫淹死你 ”的目的�殊不
知事情发展到最后就远离了最初的意愿�远离了伦理道德的范围�成了恶意侵犯他人人生权利的行为。在
流 豹事件中�网友对她的言论提出批评和指责�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用 “残人 ”、“傻逼 ”、“奸杀 ”等恶毒
的词语来侮辱她�甚至对她进行 “人肉搜索 ”�将她的真实姓名、生日、身高、通讯地址、邮箱、电话、 、中学
和大学就读学校等真实资料全部公布在网上就远远超出了批评教育的范围�严重侵犯了她的人格权利。

以匿名的身份�肆意枉为。匿名性是网络舆论暴力的一个重要特征。网民一般是以匿名的身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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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言论�甚至有的网民还穿着马甲 即在常用 外注册的、不让人和常用 联想起来的 �以填写虚假的
个人信息达到隐藏身份的目的 。他们之所以那么肆无忌惮�正是仰仗他们的匿名身份�如果在现实生活
中�他们就可能慑于道德舆论的压力而不敢那样肆意枉为。在压 豹事件中�对她进行最严厉的人身攻击
的马甲帮的几位成员在现实社会中就是她的好朋友�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碍于面子是绝不会用恶毒的言语
攻击她的�但穿上马甲后�他们就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了。

以群体的力量�集体围攻。群体性是网络舆论暴力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网络舆论暴力一般都是由
一个网民在网上发表煽动性言论以激起网友的回应�以群体的力量对当事人进行攻击。因为单个人的力
量是微弱的�而团体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压 豹事件中�发言者为了得到更多网友的 “声援 ”�竟自己穿上不
同的马甲在自己的贴子后面回应�以欺骗广大网友加人声讨当事人的队伍。在 “铜须事件 ”中�谴责 “铜须 ”
的网民在数天之内就达到了数万人。
网络舆论撰力的伦理根源

有人说 “网络本没有暴力�网络的暴力来源于网络后面的人和人性。”那么�我们就从伦理学的角度来
分析网络暴力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网络发盲者的道德意识缺失导致了网络舆论撰力的产生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么 年 月 日发布的 第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截至 年 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 亿�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网民的主体仍旧是
岁及以下的年轻群体�这一网民群体占到中国网民的 �超过网民总数的 。可见�我国网民

中的绝大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市场经济加剧了人们之间的竞争�在这种条件下�学校和家长都比
较重视提高孩子的科学文化知识�以期增强孩子的社会竞争能力�而忽视了孩子的思想道德的培养�因此�
这些年轻人多是科学知识较丰富而道德意识很缺乏的畸形儿。他们中许多人缺乏礼貌、责任意识淡薄
……�在现实生活中就常常会说脏话�做不负责的事�更不用说在互联网上了。

网络 “缺德 ”的难控性滋长了网络舆论 力的互延

在现实社会中�每一个国家都有一整套道德规则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且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的
交往是直接的、面对面的�当有人出现不道德的行为时�周围的人就会用道德规则去约束他的行为�甚至用
法律手段去惩治他。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生活区域也是有限的�大多数人在道德他律的监督下�不敢肆无
忌惮和为所欲为。但在互联网中就不同了�因为网民之间的交往是间接的�借助计算机进行的�在网上没
人知道 “你是一条狗 ”�因而�道德的他律性很难起到作用。并且�相对于现实社会而言�在网上骂人�骂人
者受到的惩罚要少得多�特别是形成集体围攻的局面之后�人们看到更多的只是被骂者的窘境。要惩罚所
有开骂者�总是很困难的。正是网络对不道德行为的这种难控性滋长了网络舆论暴力的蔓延。

网络的道德资任的不明确加大了网络舆论一力的危容

在现实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社会道德和法律都明确地赋予每一个公民必须承担的责任。而互联网
是开放的�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人都可以参人其中�人们在网络中的行为又是跨地域的�因而没有哪一国
的社会道德和法律条文适合互联网�所以�在网络中并不存在明确的道德责任。正因为没有明确的责任标
准�网民们更认为自己在网上做任何事情都是合理的、没有责任的。因而�在现实社会中只有警察才能使
用的 “通辑令 ”�网民们在网上也敢用�这更加大了网络舆论暴力的危害。

网络伦理规范的滞后性使人们混淆了官论自由与俊权的界限

许多人认为网络是虚拟的�不是现实的�在网络中言论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行为可以为所欲为�而
且又不需要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网络伦理规范体系�现有的网络
伦理规范中又没有关于网络隐私权方面的。因而�许多网民并不清楚在网上对他人进行舆论攻击也是侵
犯他人隐私权的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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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伦理宜传教育不充分使人们对网络舆论撰力的认识不足

时至今日�我国还未构建完备的网络伦理体系�仅有中国互联网协会在 拓年 月 日出台了《文
明上网自律公约》�而且该公约仅仅归纳性的总结了八条原则�并未对它作出详细的说明。而据 《第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具有高中学历和初中学历的网民占我国网民的大多数�其中具有
高中学历的网民占网民总数的 �具有初中学历占总数的 �他们并不能很好的理解这八大原
则 。而且�各大媒体对此公约也宣传不充分�许多网民并不了解此八大原则�致使他们对网络舆论暴力
的认识不足。
防范网络舆论撰力的伦理对策

当各种舆论暴力行为在网络上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似乎在默认其存在�即使不赞成这种现象的存
在�也似乎表现得太不知所措了�这无疑会进一步助长这种行为的发生。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
去防范此类暴力行为的发生。

明确网络道德底线�促使人们认识正确的网络行为
我国在目前的条件下构建完善的网络伦理体系还相当困难�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明确网络道德的最低

标准�那就是老祖宗孔子所说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意思就是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强加于别人。
具体到网络言论来说就是每一位网民在发表言论之前都应该考虑一下自己将要说的话是否是自己想要听

的�如果自己不愿意听别人说自己这样的话�那么自己就不要说别人这样的话。
加强网络舆论撰力为耻的宜传�形成文明上网的社会氛圈
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宣传对人们的引导作用是非常之大�在之前发生的几起重大网络舆论

暴力事件中�传统媒体在中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拿 “史上最毒后妈事件 ”来说�当 岁女童丁香

小慧被后妈毒打至大小便失禁的信息在网上出现以后�一些报纸、杂志在没有调查事情真假的情况下进行
了转载�这无疑激起了更多人的愤怒�刺激更多的人参人网络集体围攻之中�有些人甚至启动 “人肉搜索 ”
引擎�致使丁香小慧的后妈痛不欲生�几度想自杀。但当记者深入调查以后�发现报道失真�丁香小慧的后
妈并没有毒打孩子�小丁香大小便失禁是因为她得了血友病所致。记者马上在报纸上澄清了事实。一切
明朗后�一些网民也开始对自己的不文明行为进行反思。因而�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传统媒体一定要充分
利用自己的公信力�积极加强以网络舆论暴力为耻的宣传。对网络舆论暴力事件�一定要搞清事情的来龙
去脉�及时准确的报道事情的全过程�引导舆论向有利于事情解决、有利于社会发展稳定的方向发展。同
时�网络媒体本身也应该充分利用自己受众广泛的特点�在各个网页上打上 “请文明上网 ”、“网络舆论暴
力可耻 ”等标语�加强网络舆论暴力为耻的宣传�形成文明上网的社会氛围。

加大网络道德教育的力度 提高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

在缺少伦理规则指导和法制约束的虚拟空间里�主体的行为意识只能依靠主体的自律性来进行约束�
主体自律的好坏又完全依赖于主体本身的道德素质�而网络活动的主体就是广大网民�虚拟社会的网民也
即现实社会中的公民。因此�网络舆论暴力归根结底还在于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而 岁以下年轻人是

我国网民的主体�他们多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受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缺乏责任感�
热衷于游戏人生。所以�我们应该重视对公民进行思想道德的培养�特别是网络道德的培养�将网络道德
纳人公民道德建设的范畴。要加大网络道德教育力度�在青少年和大学生道德教育中�应该增加网络道德
教育的内容�使广大公民从小就形成文明上网的好习惯。

倡导网络行业自律 规范网络服务商的行为

当网民发表不文明言论时�网站管理员本可以利用技术手段将其截留�然而�目前一些网站为了经济
利益�一味追求点击率�却放纵论坛和聊天室里的这些不良言行�客观上为网络舆论暴力提供了平台。因
此�互联网行业要提高企业的道德水准�加强行业自律�当不良信息出现时能及时处理�保证网上信息的积
极健康。必要时互联网行业还应该成立网络行业自治组织对网络业界进行自律管理�按照行规去规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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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服务商的行为�从而使网络行业形成合法经营、积极向上的良好风气。
壮大网络监管队伍�增强网络舆论一力的监管力
互联网信息海量�结构庞大复杂�要对网上的不文明行为进行管理是相当困难的�现有的管理队伍远

远不能承担监管任务。健全政府网络管理队伍是增加网络舆论暴力监管力量的一项有效的措施�但是成
本很高�力量有限。最好的办法是发动普通网民承担起监管网络信息的任务�只有广大网民积极参与到反
网络舆论暴力的行列中来�网络舆论暴力才能有效遏制。网络狂人朱光兵创立的 “反网络暴力热线 ”就是
群众自发监管网络信息的一个好事例。他一方面通过这个热线接受并记录各种网络暴力的投诉�然后分
类转给相关的网站�监督网站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制止�避免不法侵害扩大化。另一方面�他发动网友对网
络暴力中的受害者进行关注和帮助�减轻受害者的痛苦。从而起到了一个普通网民抵制网络舆论暴力�净
化网络环境的作用。
‘ 完兽网络伦理规范�维护虚拟杜会的秩序
经过数百数千年的社会发展�现实社会已形成一整套伦理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网络是在

年才被引进到我国的�因而�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网络伦理规范来指导和约束人们在网络中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中出现一些不文明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但是�随着计算机逐渐普及到普通百姓家�
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依赖互联网�我国就必须尽快地建立完备的伦理道德体系去端正人们的上网态度�规
范人们的网络行为。网民们只有在明确的道德准则的指导下才能正确处理网络社会关系�也只有大多数
网民都能按正确的道德准则处理问题�网络上的不文明行为才能彻底消除�虚拟社会的秩序才能有本质上
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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