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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耻感文化与网络道德治理

丁恒星

（中国矿业大学，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

　　摘　要：传统耻感文化是以底线伦理道德为核心价值的文化，对网络道德治理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它以彰显

主体性为道德生发机制的基础，通过对“耻”的体认，形成 价 值 判 断，建 立 起 网 络 主 体“行 己 有 耻”的 底 线 伦 理。网

络主体的道德意识进一步升华为“有耻 且 格”，使 个 体 网 络 行 为 符 合 道 德 要 求，自 觉 抵 制 其 他 违 背 网 络 道 德 的 行

为。要形成“行己有耻”“有耻且格”的网络道德治理格局，关键要“养民知耻”，增强网络道德主体的价值选择自觉

性。

关键词：耻感文化；网络道德；网络道德治理；价值引导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１９－０６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互联网治理逐步成

为道德领域最为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至今，互

联网在信息技术的快速推动下，越来越深刻地影

响着人们的生活，成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场域。针对如何建设更加美好的网络环境，十

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

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互联

网具有分权性、隐匿性、即时性、便携性 等 特 点，

决定了网络综合治理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而网络

道德作为互联网有序运行的深层价值领域，要有

效发挥作用，治理任务更加艰巨。有学 者 指 出，

互联 网 治 理 主 要 有 自 我 演 化 制 序 模 型、编 码 模

型、跨国机构和国际组织模型、国家管制模型和

市场激励模型［１］。这些模式虽然 代 表 着 不 同 的

致思模式和实践导向的技术架构，但总体来说，

对网络使用主体的道德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为“硬办法”，在现实中也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

因而治理的效度也值得深思。

从发生学 的 立 场 看，在 解 决 诸 种 事 物 矛 盾

中，最根本的路径是从源头上进行规制。互联网

虽然不完全是现实世界的“拟制化”，但其一切行

为的发生都来源于人、决定于人。如何从人出发

建立互联网底线伦理、摒弃网络丑恶行为，构建

网络 道 德 治 理 有 效 格 局，进 而 形 成 清 朗 网 络 空

间，是网 络 综 合 治 理 的 重 要 内 容 之 一。在 这 方

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耻感文化给我们提供

了重要启发。传统耻感文化是把知耻作为立人

之大 节 的 根 本、守 仁 行 义 作 为 远 耻 之 目 标 的 文

化；其 核 心 是 从 人 的 主 体 性 出 发，坚 持“行 己 有

耻”，形成内省思维、建立耻感行为认识，在此基

础上做到“有耻且格”，生发出向上向善的动力。

而“行己有耻”“有耻且格”德性意识的形成，则源

于耻感教育的开展，即“养民知耻”。这对以自主

性为主的互联网道德治理具有极强的引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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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道德治理的基础是“行己有耻”

网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人类带进 了 虚 拟

化时代。不管你身在何处，只要联通了 网 络，都

可以上传数据，都可以实现人机对话，可以说网

络为人类展示了新的生存图景，实现了数据时代

的狂欢。面对诸种网络行为，如何规制主体形成

良性的网络生态呢？惯常情况下，建议者会鼓励

参与主体自我规制。但问题是人类从古到今要

求自我约束的呼吁未能充分实现，现实中成功的

例子在不同文化类别中也大不一样。互联网作

为一种技术手段虽然产生于西方文化传统，但对

于互联网的发明者和推动者来说，由于技术开发

与使用处于完全分离状态，西方传统强调权力制

衡的规则并不能充分发展。这在本质上是技术

的一种异化。这种异化和西方文化所产生的其

他异化在主体受制于客体方面并无二致。如何

消除这种异化？西方文化提供的思路是不停地

在规则上进行加码，试图以规则的密织性来防止

非正常行为的产生，东方文化提供的路径是发挥

人的主体性，由主体依靠德性来取正向善。

实践证明，网络德性行为的养成仅靠技术控

制的方式远远不够。因为个体网络行为在很大

程度上是自主行为，在相关变量刺激下甚至会放

大感性行为。这就使网络欺凌、网络暴 力、网 络

诈骗、网络色情等行为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后果

不可避 免。因 此，网 络 世 界 要 建 立 良 性 生 态 环

境，需要从人本身出发解决问题，要以善、恶的道

德观念和价值判断作为网络行为的底色。从社

会发展历史看，道德生发归于人作为理性生物体

的德性能力，即“我们的存在不是为那个生物学

的目的之世界，而是为一个更高世界而确定的。

只要一种已经给定为更高的使命在那些与之对

立的倾向上 遭 受 挫 折，就 会 出 现 羞 感”［２］（ｐ．６２４）。

换言之，人之所以能够选择更为理性的行为，是

因为其建 立 了 以“耻”为 核 心 的 底 线 伦 理 意 识。

这种底线伦理意识有益于建构价值观判断的底

线，促进自我禁止意识的发展。在自我禁止导引

下，作为个体的“我”对违背基本伦理道德的事情

会产生一种懊恼的情绪，受此影响会产生悔恨心

理，进而会形成一种耻感。

在此意义上，“一方面，耻从否定性的方面规

定了善，另 一 方 面，耻 本 身 又 是 要 被 否 定 的 内

容”［３］。“耻”，从“耳”从“止”，意为当听到或者感

知到别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时，会形成负面抑制

情感，从而停止相关作为。耻在古文中的写法是

“恥”，《说文》上说：“辱也。从耳，心声。”《六书总

要》曰：“恥，从心耳，会意，取闻过自愧 之 意。凡

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耻感是 人 有 道

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体验的重要体现。《论语

·子 路》中，子 贡 问 子 路 曰：“何 如 斯 可 谓 之 士

矣？”孔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

谓士矣。”士虽为古代最底层贵族，但作为知识分

子有着高贵气节，其基本特征就是“行己有耻”，

做事时有羞耻之心。孟子说，无羞恶之 心，非 人

也，朱熹 则 从“人 猿 相 揖 别”的 立 场 看 待“耻”，

“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于圣贤，

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为甚大”［４］（ｐ．４８０）。因此，

羞耻之心是人之为人，生发于内心并且始终保有

的道德觉醒状态，不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即

使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也应该审慎行事。

网络道德作为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道德 的 整 体 效 能 发 挥 有 至 关 重 要 的 意 义。据

２０１６年的《中 国 互 联 网 络 发 展 状 况 统 计 报 告》，

全国共有网民７．３１亿，手机网民已达６．９５亿。

无日不上网成为诸多人的生活习惯。如此庞大

的网络群体，如果没有主体德性意识的自我关照

和底线伦理的自我提醒，怎么可能出现网络的良

序呢？现实中，网络低俗行为在各种技术规则的

治理下仍然能够改头换面、屡禁不绝，主要原因

在于逐利者利用了网络使用者的猎奇心理。当

然，失范行为双方都突破了基本道德准则。基于

此，建立网络道德底线是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关

键环节，而耻感文化是网络道德建设的基础。耻

感是传统道德体系的基本元素，并且是伦理精神

的原 色，与 伦 理 道 德 的 生 命 具 有 同 等 重 要 的 意

义［５］。因此，建立起网络 耻 感 文 化，使 网 络 使 用

主体明耻，做到“行己有耻”是建构网络道德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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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事。“如知耻，则洁己励行，思学正 人，所 为

皆光明正大。凡污贱淫恶，不屑下流之 事，绝 不

肯为。如不知耻，则事事反是。”［６］（ｐ．２７４）

结合我国传统耻感文化和网络特点看，在网

络治理中提倡耻感文化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

结合点。一是从网络主体看，我国网络使用者深

受传统文化侵染，而兴起于先秦时期的耻感文化

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耻感文

化，不是生硬的文化移植，而是通过现实生活的

教育就可让网络主体在知、情、信、意、行中感知

耻感文化对于人的根本价值。二是从网络特点

看，人与网络的接触在一定程度上是处于隐匿的

状态，要使网络保持清朗状态，尤其需要慎独，而

慎独是传统耻感文化的根基。没有慎独意识、没

有反求诸己的自我觉醒，不管在哪个时空中都不

能形成耻感意识。三是从网络环境看，网络负面

效应的出现根本上是网络道德的底线意识没有

达致价值认同，而传统耻感文化正是在对道德底

线认可基础上形成的崇尚操守、改过迁善、积极

进取的文化，这种文化正是建立网络道德急需的

内容。

二、网络道德治理的价值追求

是“有耻且格”

　　“有 耻 且 格”语 出《论 语·为 政》。“道 之 以

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指人具有知耻之心，并且能自我感化

走上正道。这种“有耻且格”是在道德理性关照

下的一种责任担当，是人的主体性意识的体现。

它完全不像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认为的那

样，“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

行”。实际上，“耻感完全与行为的他律无关，耻

是一个人因有一理想的境界，或有一理想之‘自

我认同’，因此，对于不能达到此一理想或不能满

足自我的认同时，则会有耻感”［７］（ｐ．３４２）。这是因

为网络耻感与现实中人与人交往的耻感并非完

全一样。现实中个体耻感意识的萌生是社会评

价的结果，而网络耻感的生成机制完全是基于自

我道德评价和良心痛苦的结果，后者恰恰体现了

人在道德上的主体性、可贵性。由于网络深刻体

现了社会关系，每个人的言行不仅是自己意志的

表达，同时也与其他人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

网络主体要形成“有耻且格”的网络耻感道德心

理，不仅既包括个人的行为，而且包括对网络其

他不当行为之否定。

耻感德性要求网络主体“独善其身”。这 是

传统君子人格对自我价值的最低要求，当环境已

经形成了巨 大 之“势”时，个 体 也 许 一 时 无 法 改

变，但作为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人，不仅不能消

极颓废、自我封闭，而且应积极作为、勇 于 向 前，

为实践人生理想准备条件。儒家对人的最低要

求是善自我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真的远吗？非也。只 要 我 有 实 现“仁”的 想

法和欲望，并且坚持去做，“仁”就会到来。对待

“耻”也是如此，作为网络使用者，由于网络技术

的局限，别人可能监督不了我们，我们就应该没

有底线 地 做 事 情？就 去 复 制 粘 贴 别 人 的 成 果？

就去浏览低级庸俗的网站？就去任性而为妄加

评判别人？耻感文化中，排在第一的是“君子耻

于言过其实”。在“人－机”互动中，除信息查询

收集外，网络使用者更多的是向互联网传输数据

和信息。传输的这些内容是否正确？是 否 符 合

事实？是否误导了别人？是否符合道德的要求？

这些问题极其重要，薛瑄在《读书录》中说：“言不

及行，可耻之甚，非特发于口者谓之言，凡著于文

词者，皆是也。”言不仅仅指我们从口中 说 的 话，

凡写出的文字也为言。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

失寸心知”，个人所著言语影响久远，因而，我们

要以“言不及行为耻”的态度做到慎言。

在传统耻 感 文 化 中，仅 从 自 律 的 要 求 实 践

“耻”德 还 远 远 不 够。知 耻 之 为 勇。作 为 君 子，

“独善其身”是在极其窘迫情况下的无奈选择，而

网络的开放性和使用网络的便捷性，对网络主体

来说并不困难，因此要彻底贯彻网络“耻”德，还

应该把这种善心扩充出去，以己之力使耻感网络

道德发挥更大的作用。《荀子·非十二子》中说：

“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

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欲，不恐于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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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而行，端 然 正 己，不 为 物 倾 侧，夫 是 之 谓 诚 君

子。”真正的君子应该坚持修养高、讲诚 信、有 能

力，率道而行、择善而从。一个具有君子 人 格 的

人看到网络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会持一种什

么样的态度？君子自然要“兼济天下”，运用个体

良知去与网络上的抄袭、欺骗、攻击、谩骂、欺凌

等行为进行斗争。如果自己能够做到而不去做，

这在传统文化看来就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因此，

立足于自我的良知使网络黑色地带变少、灰色地

带变红、红色地带持久是耻感文化中更有价值的

事情。

“有耻且格”在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更为宏

观的格局。春秋 战 国 时 期，管 子 在《牧 民》中 从

国家兴 亡 的 角 度 来 看 待 耻 感 文 化。他 指 出，

“守 国 之 度，在 饰 四 维”“四 维 不 张，国 乃 灭 亡”

“何为四维？一 曰 礼，二 曰 义，三 曰 廉，四 曰 耻。

礼 不 逾 节，义 不 自 进，廉 不 蔽 恶，耻 不 从 枉。

……不 从 枉 则 邪 事 不 生”。今 天，网 络 已 成 为

西方发达 国 家 宣 扬 其 价 值 观 和 意 识 形 态 的 主

要阵地，他们把互 联 网 当 作 影 响 走 向 世 界 舞 台

中央的中国之 最 大 变 量。近 几 年，他 们 又 炮 制

出“宪政民 主”“新 自 由 主 义”“历 史 虚 无 主 义”

“普世价值”等 概 念 来 混 淆 视 听，干 扰 社 会 主 义

主流价 值 观 念 的 确 立。国 家 兴 亡，匹 夫 有 责。

近代以来 西 方 强 国 的 入 侵 使 中 国 人 受 尽 了 耻

辱。这种 耻 成 为 中 华 民 族 自 鸦 片 战 争 以 来 百

余年最剜心的痛 苦 记 忆，“士 皆 知 有 耻，则 国 家

永无耻矣；士 不 知 耻，为 国 之 大 耻”［８］（ｐ．３１）。忘

记耻辱是一个 民 族 的 悲 哀。今 天，我 们 比 历 史

上任何时 期 都 更 接 近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目

标，目 标 越 接 近，越 需 要 我 们 有 高 度 的 文 化 自

觉自信。我们要 把 过 去 的 历 史 作 为 警 醒，坚 持

理 性 爱 国，坚 决 维 护 网 络 安 全，敢 于 应 对 网 络

上肆意的攻击和 谩 骂，敢 于 揭 露 网 络 上 的 虚 假

故事。马克思说：“羞 耻 就 是 一 种 内 向 的 愤 怒，

如果整个国家真 正 感 到 羞 耻，它 就 会 像 一 只 蜷

伏下来的狮子，准备 向 前 扑 去。”［９］（ｐ．４０７）我 们 要

把民 族 耻 感 转 化 成 时 代 精 神 内 涵，为 营 造 清

朗、向上、向善的网络空间承担应有的责任。

三、网络道德治理的实现措施

在于“养民知耻”

　　“风 俗 之 美，在 养 民 知 耻。耻 者，治 教 之 大

端，出于礼，入于刑之所关也。”［１０］（ｐ．４７３）虽然不同

时代的道德谱系和道德认知有所不同，但对知耻

作为道德规范的基本认识是完全一致的，清朝学

者魏禧说，“耻字是学人喉关，圣人教人，与小人

转为君子，皆从耻上导引激发过去。人 无 一 耻，

便 如 病 者 闭 喉，虽 有 神 丹，不 得 入 腹

矣。”［１１］（ｐ．１０５９）魏禧把“耻”作为学习者 的 喉 管，人

若没有喉管当然无法生存，道德也是如此，知耻

是人之为人的底线道德，没有了耻感的制约，本

我的动物性就会把人带到覆灭之地。因此，教育

就是使人具有“立人之大节”的耻感意识。前已

述及耻感在网络环境下之于网络主体的底线道

德意义。培养网络主体的耻感意识，应基于网络

本身及其使用者的特点，以道德主体性和个体自

主性为基本着眼点，以内向升华为基本路径，逐

步建立网络使用者的道德反思能力。

１．“人唯知所贵”，用正确价值观进行引导

在两千年前，孔子的“道之 以 德，齐 之 以 礼，

有耻且格”就指出只有经过道德礼仪的启蒙，百

姓才会有羞耻之心。这在陆九渊看来，就是“人

唯知所贵，然后知所耻，不知吾之所当贵，而谓之

有耻焉者，吾恐其所谓耻者非所当耻矣”。即我

们只有知道什么是尊贵的，才能知道什么是耻辱

的，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尊贵的，而说什么是耻辱

的，我担心并非如此。在建立网络耻感的逻辑链

条中，要明晰网络中什么样的道德是值得提倡的

道德。有参照物，主体在与网络互动时把自己的

言行与符合“所贵”的价值观和“理想我”相比较，

如果所思所想所为相去甚远，他在认知上就会意

识到违背了社会道德，基于内心的耻感，在行为

上也会自我矫正。

当前，我国“所贵”之内容自然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

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

德。”［１２］（ｐ．１６８）这种德是我们的精神追求和价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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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体现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为具有先进性的价值观，是道德的他

律性与自律性的结合、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交

融，在处理“一”与“多”的道德关系中占据主导地

位，一旦有效融入网络场景并成为统摄性的道德

力量，必将荡涤网络负面行为，释放巨大网络正

能量。因此，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网络传播，并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发文按照“正能

量是总要求”的标准倡导净化网络空间。关键是

我们只有引导网民真正从心理上情感上认同这

种价值指引，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

道德治理中做到贯穿结合融入。

２．“君子慎其独”，培养网络主体慎独意识

耻感和慎独紧密相连，耻感是慎独的前提情

感，慎独是耻感的修养保障。“慎独”是儒家提出

的一种标志性的道德修养方法和道德境界，南宋

思想家叶适称为“入德之方”。梁漱溟先生认为：

“儒家之 学 只 是 一 个 慎 独。”“君 子 慎 其 独”中 的

“慎其独”，就是“独”其“慎”，即在没有人监督和

知道的情况下，能够坚持道德原则，言行符合道

德要求，不违背做人原则，不违背法律规范，也不

给社会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互联网时

代，网络使用者处于“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

的状况，慎独意识尤其重要，因为网络已经彻底

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信息表达以“立方式”的速

度发展，大量的数据如果以匿名的形式而存在，

就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治理困境。

网络谣言就是这样，当一个人发布虚假信息

后，就会有不明真相者跟进转载，参与者越来越

多时，将会造成很大的舆情事件。湛若水说，“学

者必能用功于戒惧慎独之间而养成性情之德，中

和 之 致，而 位 育 成 焉。圣 人 之 功 用 尽 于 此

矣”［１３］（ｐ．２１０）。网络 是 摆 在 网 络 主 体 面 前 的 试 金

石，也是“养成性情之德”的事功之地。同时，传

统文化认为要养成慎独之功，做到“无自欺”，即

做到“诚”———真实地面对自我，不可须臾而离赤

子之心。如果网络使用者做到“戒惧慎独”、真诚

真实、自律自进、慎言慎为，就能避免诸多失范行

为。网络抄袭、网络欺骗、网络攻击、网络欺凌等

现象将会大幅度较少。

３．“立人之大节”，涵育网络主体耻感心理

中国传统文化把 仁、义、礼、智、信 作 为 耻 感

文化 的 辨 识 标 准，比 如 孟 子 的“仁 则 荣，不 仁 则

辱”，荀子的“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礼者，人道之极也”等。在这种理念的侵染下，

中华民族产生了一大批诸如贫士不食嗟来之食、

苏武牧羊威武不屈、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等感人

的故事。他们把违背传统道德的行为当作耻辱，

因而能够恪守底线、保持高尚的风节。为了保持

这种崇高的气节，他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

天下。也就是说，这种坚持正确价值导向的行为

不仅仅是属于个体的，而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要为社会传递温暖和善良。

“教人，使人心先使有耻；无耻，则无所不为。

既知耻，又须养护其知耻之心，督责之使有所畏，

荣耀之使 有 所 慕。”［１４］（ｐ．１２６）有 了 知 耻 之 心，人 才

有所敬畏，才能择善而固执，“若淫者，人欲所固

有，有耻心，则 可 终 身 守 节 矣。利 者，人 欲 所 同

然，有耻心，则可使路不拾遗矣。贪生者，人情之

自然，有耻心，则可忠烈死节矣”［１０］（ｐ．４７４）。由于

虚拟性，每个人在网络上拥有极大的意志自由，

这种自由甚至成为一些人制造网络乱象的渠道。

因此，发挥传统耻感文化的导引作用，涵育网络

主体在错综复杂的道德现象中坚持自我、革除流

弊，并形成正确而又稳定的道德判断逻辑是传统

耻感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根本所在。关键环节

是引导网络主体形成健康向上的道德情感，使个

体在网络空间中守护大节，促进自我发展与网络

空间的良性互动。

传统耻感文化作为中华道德文化的 重 要 组

成部分，具有超越时空、历久弥新的重要价值，对

建构抑制网络负面行为的道德体系具有基础性

作用。网络时代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功 利 主

义等 多 元 文 化 的 影 响 下，价 值 观 念 多 元 多 样 多

变，要形成健康的互联网道德治理体制机制，要

建立底线思维、底线意识、底线伦理。在 新 的 社

会条件下，传统耻感文化应结合时代背景、现实

情况，坚持主体性导向，回应网络道德建设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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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融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于其中，实现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创造更好的网络空间、

维护更好的网络治理提供精神指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立网络综

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是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涵。随着网络深

刻介入现实生活，运用网络、融入网络已成为社

会存在的重要内容，强化网络道德治理是解决新

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

求的重要体现。突破道德底线的诸多事件不但

反映出网络道德治理的紧迫性，更体现出网络文

化与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矛盾性。清朗的网络空

间是建设网络强国的基础要求，它能够提供富有

意义的公共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丰

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习近

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先后八次强调与互

联网相关的内容。网络以及由网络引起的文化

重组与发展同样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加强网

络道德治理的过程中，吸取传统耻感文化的精华

不仅是实现治理的途径与方法，更是形成网络精

神空间的价值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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