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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网络道德叙事研究
汪昌权

在几十年网络发展历程中，网络叙事已成为大众

化叙事手段。近年来，对个人道德的关注在网络叙事

中日益升温，逐渐孕育出个体网络道德叙事这一新兴

的叙事形式。它以道德认同为诉求，在主题旨趣、受

众主体、发展轨迹以及叙事形态等方面颇具特色，带

有自我关怀的意蕴，在叙事理论和道德实践上却面临

着诸多问题。

一 . 网络道德叙事

道德叙事自古即有，诸如教化民众的神话传说、

警醒后人的寓言故事、劝启世人的诗歌小说等。当网

络与道德相交融，产生出一种崭新的叙事形式——网

络道德叙事，它是对叙事形式的一种根源于社会的创

化。从广义上看，网络道德叙事的内容范围大致包括

①传统道德叙事形式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如含有道

德教育意义的神话传说，小说诗歌、寓言故事、历史

典故、名人传记等等 ；②政府、社会、网民等对现代

道德楷模先进事迹或公民道德失范行为在网络中以文

字、图片、声音图像等方式的多媒体宣传 ；③个人以

现代网络媒体形式对自身道德行为的宣扬或解释 ；④

网民对以上各种形式而公开发表的集体共识或一己之

见。其中，个人的网络自我道德叙事尤受网民与社会

关注，本文将采取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作进一步深入

探讨。

[ 内容提要 ] 个体网络道德叙事是个人以道德为主题、以网络为载体而展开的叙事形式，它以争取道德认

同为价值诉求，其叙事的文本可信度以及由叙事而导致的负面社会影响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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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个体网络道德叙事及其主要特点

个体网络道德叙事以文字、图片或话语声音等为

载体，以网络媒体空间为伸展平台，以发生在叙事者

自己身上的真实故事为内容，以彰明个人道德为旨趣，

从而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最终达到消除社会误解或

争取社会认同的目的。在网络时代它经历着主体、内

容、形式的变迁。叙事主体上由以往的第三者叙述转

向网络时代的个人自叙，更具情境性与真实性特征 ；

内容上由神话、典故等转变为日常生活中的特殊事件，

具有时代性与大众性，更吸引读者眼球 ；形式上由迂

回含蓄的叙事风格转向通俗易懂的描述手法，更能体

现其平民化的鲜明特色。具体来说，其主要特点表现

为以下四个方面 ：

（一）从主题旨趣来看，个体网络道德叙事是

叙事者的自我关怀

主题的确立通常不会超越叙事者的个人经验范

围，且多为带有一定道德争议性的话题。可以说，个

体网络道德叙事不只是一种基于鲜活事例的写实创

作，同时也是对意识事件的道德反思。尽管叙事者不

为审美而作、不为哲思而作、不为评价而作，其表层

目的在于澄清事实，但在受众之中却存在着审美的影

像、哲理的反思以及道德的评判，其终极意义是人性

的自我关怀。叙事者通过受众对叙事的主观评价，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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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节自我道德认知，从而捕获心灵的慰藉。叙事通

常也被其他科学研究或社会调查所收录，作为类文本

或副文本而存在，有其自身的客观研究价值，这亦是

对叙事者自我关怀道德心理的一种意外补偿。

（二）从受众主体来看，青少年学生是初始受

众的主体部分

受众涵盖了所有接触到个体网络道德叙事的人

群在内，包括接受到原生态个体网络道德叙事形式的

初始受众和接触到个体网络道德叙事衍生品的二次受

众。原生态网络叙事形式是叙事者发表的最初文本或

观点，未经外界任何粉饰或篡改，一般是叙事者叙事

意图的真实表达 ；网络叙事的衍生则是叙事经二次传

播以后，包含了他人意志成分的相关信息，如受众的

评价式文字、符号以及街头巷议的口头传播等等。从

受众的构成情况来看，二次受众范围甚广，初始受众

则多为网民，而“在中国 3.84 亿网民中，有 50.7%

的网民是 25 周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①将近 2 亿的

庞大群体，网络接触频繁，网络应用活跃，构成了个

体网络道德叙事的主体部分以及二次传播的主流力

量。

（三）从发展轨迹来看，大体经历了混沌化、

大众化、非主流三个阶段

在网络与道德结合之初，个体网络道德叙事处于

混沌化状态，整个社会对其具体情况尚且缺乏了解。

这种新兴叙事风格的统一局面尚未形成，除了精英阶

层的一些社会成员时有接触以外，大众意识仍较为模

糊，不知其为何物。此阶段的明显表现是散见于网络

空间的精英叙事。从精英走向平民是网络发展的必然

趋势，带来了网络道德叙事的大众化普及。由于网络

形式的新颖性、匿名性、便捷性等优势深受大众青睐，

加之网络叙事给普通人带来了话语权力的福音，个体

网络道德叙事呈海纳百川之势，一发不可收拾。平民

叙事成了此阶段的一大特色，它跨越了阶层的鸿沟，

不受时间、地点、技术的限制，使网络道德叙事真正

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强势的发展劲头也导致了类似于

后现代的叙事形式浮出水面，姑且称之为非主流阶段。

伴随着“新新人类”的逐渐活跃，人肉搜索屡见报端，

对道德叙事本身的关注逐渐转向对叙事者个人的关

注。网络恶搞也不再鲜见，个体网络道德叙事难逃质

疑与恶搞的命运。

（四）从叙事形态来看，个体网络道德叙事有

其自身的叙述特色

不同于影视作品或文学故事的叙事，个体网络道

德叙事不可以给读者留下“非确定性”②的遐想空间，

以免歪曲事实，混淆视听。基于此，在内容上不可有

意制造坚韧晦涩的文本，更不可有内在逻辑上的矛盾；

因其强调叙事的可靠性，而对叙事秩序的标准较为严

格，要求据事而叙、秉实而述，人物、时间、事件、

场景都必须一一交代清楚。在形式上不同于一般的文

字叙事、图像叙事，它没有宏大的叙事手法，不注重

专业的叙事技术，不讲求高超的修辞手段。有时为澄

清事件，可采用形式短小的多次递进式叙述。在视角

上宜单一化，而不适合从多元的视角进行复杂阐述。

受众通常会对人物在事件中的某些行为给予焦点式关

注，叙述者则要对此进行特殊情境的特定，以突出其

行为在当时情境中的合理性或其道德反思的真诚性。

三 . 个体网络道德叙事的诉求与反思

（一）个体网络道德叙事的价值诉求

个体网络道德叙事的价值诉求在于道德认同，其

最高境界应当是杨义教授所指出的“三体交融”，即“叙

事者带着读者与书中主要人物采取同一视角”③，唯

有如此，受众才会感同身受，才有可能设身处地理解

叙事者的思想与行为。只有当受众站在叙事者的立场

时，叙事者的行为才能获得广泛道德认同，网络道德

叙事才能更好发挥出它的应有价值。然而三体交融终

归是理想化状态，普通叙事者轻易难以达到至臻至善

的完美境地，个体网络道德叙事仍然面临诸多问题。

（二）基于叙事可信度的反思

在叙事理论上，可信度问题是实现其价值诉求的

主要障碍。首先，叙事方法的随意性、不规范性，并

不遵循特定的操作程式，更不具备中国传统叙事的“圆

形潜隐结构”④。缺少必要理论支撑的叙事难免流于

空洞，给受众的准确理解造成困难。由此而引起误读、

误解乃至误传，后果不堪。其次，叙述者叙事水平的

良莠不齐，社会媒介的过分渲染，抑或官方话语的定

性评判，都着实影响到叙事的可信度，导致受众对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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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认同感摇摆不定。消除文本歧义无疑是确保可信

度的必要手段，然而叙事者的澄清多带有自我关怀意

识，为获取道德认同而对事实真相加以过滤的情形并

不少见。个体网络道德叙事有可能陷入“从有意的谎

言到半自觉或不知情的掩饰，从精心欺骗他人到自欺

欺人”⑤的尴尬，存在着叙事者有意欺瞒的道德风险。

（三）基于道德实践负面影响的反思

在道德实践上，网络时代的降临，除了带来了社

会福祉，也引发了人性劣根，使得网络道德叙事面临

着严峻的道德考验 ：从众心理大放异彩，集体漠视痕

迹明显，道德意识有弱化趋向，传统的道德自律逐渐

被道德他律所超越⋯⋯如人肉搜索的出现，它本是个

人道德意见的表达，带有浓厚的道德他律色彩，却因

规约他人道德而忽视了个人道德，诟病百出。个体道

德意志薄弱也略见一斑，社会道德意志的约束力相对

不足。一些“反文化”⑥的大肆流行即是最好证明，

试看拜金主义受到何等追捧，巧言令色又是如何受

宠，“网络道德的缺失直接冲击和泯灭着人的理性的

尊严”⑦。种种问题暴露出两对潜藏的矛盾冲突 ：一

是话语权力与言语暴力的冲突，二是追寻道德认同与

陷入道德迷失的冲突。叙事者可以在网络中自由地享

用话语权力，描述相关事件，寻求道德支持。但自由

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网络的隐匿性加上叙事的个体性，

很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去抑制效应”，给叙事者以及

受众带来无拘无束的自在感。自在感的膨胀是一只隐

形的推手，它将个人推进自由的陷阱之中——言语的

暴力与道德的迷失。例如，在事实模糊的局面下，受

众关注的视觉焦点并不局限于叙事本身，甚或脱离叙

事本身，转而指向叙事者个人。一种随意的恶行不经

意间产生，受众从对事实地客观了解演化为对人身的

主观抨击。网络在此扮演了工具的角色，为叙事者提

供了平台，也为抨击者提供了“凶器”，因为人人都

可发表自己的意见。虽然“个人意见不能构成舆论，

但是任何舆论都发端于个人意见”⑧，流言滋生于此，

群体攻击时常出现。对叙事者人身的言语攻击，形成

网络氛围中的言语暴力，是对公民人权的明显侵犯。

尤其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形下，会造成个人身心的巨大

伤害。然而由于言论自由与言论监管的矛盾一直存在，

且始终没有得到合理解决，此种侵犯俨然成为对人权

的合理踩践。虽出于道德谴责而作为，但实为社会文

明所不容。

归根结底，必须处理好自由与道德的相对关系，

走出迷失与沉沦。同时坚守住道德底线，在科技理性

大行其道的时代环境下固守人文理性的必要防线。一

方面试求走出网络技术境遇下道德微弱的困境，另一

方面力图拯救许多濒临危机的道德准则，挽回一些业

已丧失的道德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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