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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互联网迅速发展与普及，媒介平台的迅速崛起，在各媒介平台上逐渐产生了许多违

背公序良俗的不文明行为，其中很大比例的不文明行为就是本文的研究对象——网络暴力。本文将通过

对网络暴力在新媒体时代中的概念进行界定，并且区分其主要类型，对其危害性的伦理层面审视以及明

确治理主体，划分治理主体责任三部分内容，对网络暴力现象进行剖析，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让广大

互联网用户明确，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上的不文明行为也会被看到、被整治，还互联网一片清朗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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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media era,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populariz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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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et and the rapid rise of media platforms, many uncivilized behaviors against public or-
der and good customs have gradually emerged on various media platforms, of which a large pro-
portion of uncivilized behaviors are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paper—network violence. This pa-
per will analyze the phenomenon of cyber violence in the new media era by defining the concept of 
cyber violence in the new media era, distinguishing its main types, examining the ethical aspects 
of its harm, clarifying the governance subject and divid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ance 
subject into three parts, so as to find and solve problems. Let the majority of Internet users make it 
clear that the Internet is not illegal, and uncivilized behavior on the Internet will be seen and re-
medied, and the Internet will be a clean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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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人们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信息交流渠道，同时也伴随着网络暴力现象的滋生。

网络暴力不仅侵犯了个人隐私和名誉权，还可能导致心理创伤和社会不稳定。因此，对网络暴力进行深

入研究，界定其概念，进行伦理层面的审视并提出有效的治理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网络暴力的概念界定 

2.1. 网络暴力的概念 

网络暴力是借助互联网，对通过网络传播的事件(包括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件)，以语言文字、人肉搜

索、视频图画等形式，以谩骂、曝光隐私、恶搞为手段，对网络事件当事人的身心、名誉、财产等方面

造成实质性损害的，并带有极端性、侵犯性、意志压制性的网络攻击行为[1]。 

2.2. 网络暴力溯源 

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缩减了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分隔的个体可以通过互联网上的一个个媒介平台相

互联系，产生关联。人与人的距离在新媒体时代被极大地拉近了。一篇在媒介平台上发表的平平无奇的

帖子，可以产生复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为击垮当事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国内的网络暴力第一案发生

于 2008 年，该案的背景是一名女子(王菲)因其丈夫的婚外情而自杀身亡，此事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

讨论。随后，一些网民在网络上发起了对该丈夫及其家人的“人肉搜索”，并公布了他们的个人信息，

导致他们受到了严重的骚扰和威胁。事后，王菲的家人将三家涉及“人肉搜索”的网站告上法庭，指控

其侵犯了王菲及其家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这是中国第一例进入司法程序的网络暴力事件，从此网络暴

力进入到人们的视线之内。 
网络暴力第一案的审理过程涉及多个关键点，包括确定被告网站、明确侵权行为、判定法律责任、

提出警示和预防措施以及推动立法进程等方面。这些关键点对于网络暴力概念的界定、对其特性与危害

的研究和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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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网络暴力的表现形式 

以上，本文详细阐述了网络暴力的概念与特征，网络暴力是如何表现出来的，或者说它有那些表现

形式，将是本部分探究的重点。笔者认为，常见的网络暴力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 人肉搜索类 
所谓“人肉搜索”，就是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碰

人的关系型网络搜索活动，使网络搜索变为一人提问，八方回应的搜索体验。在本质上是为了方便人们

寻找信息与知识的。但网络暴力中的“人肉搜索”主要是网民对当事人的隐私非法搜集和传播以及对其

社会关系进行“扒皮”，并对当事人身心、财产生活造成了极大伤害的网络暴力形式。相当典型的案例

就是 2022 年的央视记者王冰冰塌房事件。2022 年，有网友曝光了有关王冰冰的一些个人信息，包括英

语四级考试成绩、婚姻状况等，引发了大量讨论和争议。这些信息未经证实，但却对王冰冰的形象造成

了负面影响。并且，王冰冰与游泳名将徐嘉余的恋情被曝光后，徐嘉余的前女友郑舒颖(土土)发文爆料徐

嘉余在与其交往期间与王冰冰交往，并晒出了所谓的证据，这一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很多网友开始

指责王冰冰是“小三”，对她进行了网络暴力。  
2) 网络语言暴力类 
网络语言暴力就是以网络社交媒体为载体，发表不道德、不合法、不符合逻辑的一系列攻击言论。

网络社会中的语言暴力与现实社会中的语言暴力是有所差别的，现实中的语言暴力是双方在面对面的情

境中使用谩骂、侮辱等语言，通过口语的形式表达的，双方可以直接感受到另一方的表情和情绪变化。

由于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双方在感官上不能直观感受对方的心理、表情、肢体和情绪变化，所以就只有

利用语言这种可视化又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心理的方式。在利用这种手段的同时，不断强化语言的攻

击性，极力地通过语言的攻击性表达自己的愤恨和不满，使得对方可以感受到这些语言的杀伤力，从而

对其造成心灵上的伤害。刘学州事件中的施暴主体，采取的就是这种形式的网络暴力行为。 
3) 视频图画恶搞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P 图、AI 换脸等技术的出现，网络暴力的表现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利用

网络新技术进行的恶搞式网络暴力，在网络中已经是见怪不怪，P 图、AI 换脸成为恶搞的常态。各种带

有侮辱、诋毁、讽刺和人身攻击的表情包、鬼畜视频、AI 换脸等形式的网络暴力，不仅对当事人的身心

造了极大伤害，也对网络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就如知名弹幕视频网站 BILIBILI 上面鬼畜分区的部分

视频制作者制作的关于马保国、丁真的恶搞视频以及最近抖音平台对于《甄嬛传》演员陈建斌的视频进

行二次创作，虽然是善意的玩笑，但已经对于明星本身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2.4. 网络暴力的特征 

近年来网络暴力事件屡见不鲜，2022 年的刘学州被网暴自杀事件是近年来网络暴力的一起典型事件。

2021 年，刘学州在各大媒介平台发布寻亲视频，在媒介平台上以“寻亲男孩”的标签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的关注。而正因为他的网红身份，让他在寻找到父母之后被裹挟到巨大的流量漩涡中，引发无数网友的

关注，他与亲生父母的不和谐也导致了他在之后发表的微博文章中被网民实施了极端的网络语言暴力。

2022 年 1 月 24 日，刘学州难以忍受网络暴力对其影响，发布文章《生来亦轻，还时亦净》，服药自杀。

一条年轻的生命因为互联网的恶意在我们面前悄然消散，不得不让我们感叹网络暴力的伤害性。因此，

笔者认为网络暴力具有以下几个特性： 
1) 网络暴力的瞬间蔓延与快速演变 
网络暴力一旦触发，便能迅速演变成备受全国瞩目的热点。得益于网络的超快传播速度，这类事件

在社交媒体上如野火般蔓延，无论是朋友圈还是微博，短短几小时内都能成为人们的热议话题。在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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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争相报道与网友的详尽梳理下，网络暴力事件如同短暂而猛烈的暴风雨，来得突然，去得也匆忙。

以刘学州事件为例，他在微博上的简短发文，犹如一颗火星，在极短的时间内点燃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凸显了网络暴力的爆发性特点。 
2) 网络暴力的实质伤害与深远破坏 
网络暴力的肆虐，给受害者及其家庭，乃至整个网络环境都带来了深重的伤害。在各大社交平台，

对受害者的人身攻击和辱骂层出不穷，甚至殃及其家人。这些看似虚拟的攻击，实际上是由真实的人承

担痛苦。网络暴力不仅给受害者及其家人带来身心和财产的双重打击，更对网民的价值观和网络氛围造

成了长远的负面影响。在刘学州事件中，那些尖锐的攻击对于一个年轻的心灵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他们伤害的不仅仅是一个网络 ID，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即便事件平息后，我们仍能从刘学

州的微博中感受到那种充满恶意的网络环境。 
3) 网络暴力行为主体的隐匿性与避责性 
网络暴力的行为主体具有高度的隐匿性。在互联网的掩护下，行为者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以

各种网名进行活动。此外，网络暴力的参与者多种多样，既可以是个人、自媒体，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

机构。在刘学州事件中，我们难以追踪到那些留下恶评的 ID 背后的真实身份，他们如同幽灵般存在，无

人愿意为这场悲剧承担责任[1]。 
4) 网络暴力对技术的深度依赖 
网络暴力的发展与网络技术紧密相连。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暴力的战场已从传统的互联网

转移到了手机端。如今，人们只需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对他人进行攻击。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更是加

剧了这一现象，每个人都在网络空间中拥有话语权，使得网络暴力的实施变得轻而易举。同时，各种网

络技术的支撑也为网络暴力提供了新的形式。从“人肉搜索”到“视频图画恶搞”，再到基于 AI 技术的

“AI 换脸”，每一种新的网络暴力形式背后都反映了网络技术的进步。这也警示我们，在享受技术带来

的便利的同时，也要警惕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3. 网络暴力的伦理审视 

从伦理层面审视新媒体时代的网络暴力，到底对于受害者与整个虚拟空间造成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这是本部分想要探讨的内容。 
1) 网络暴力：对正义的扭曲解读 
网络暴力实际上是对“程序正义”的公然违背。它常常以“未审先判”的形式出现，滥用如“人肉

搜索”等非正义、非法的调查手段。这种暴力追求的所谓“结果正义”，其实只是正义的片面理解。在

网络暴力的推动下，网民们往往仅凭发帖人的片面之词，就盲目地开启“人肉搜索”，将被搜索者置于

公众审视之下，无视其辩解的权利。这种行为背离了正义的理性与客观，以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为幌子，

侵犯了个体的自由权利，这是对实体正义的深刻误解。 
2) 网络暴力：多数人的暴政 
网络暴力常常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其危害如同滚雪球般不断扩大。人们往往倾向于信任大多数人

的观点，尤其是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这种心理使得个体在面对网络暴力时，容易受到群体的影响，从

而产生从众行为。在网络暴力的氛围中，个体很容易将自己的不当行为合理化，甚至感受不到道德和社

会规范的约束。正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群体易受暗示影响，且往往处于激昂状态，导致对信息的盲

目信任和跟从。在网络暴力中，这种盲目跟从形成了压倒性的舆论趋势，淹没了反对声音，呈现出多数

人的话语霸权[2]。 
3) 网络暴力：对隐私权的公然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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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事件中，个人隐私常常成为攻击的目标。通过“人肉搜索”等手段，个人隐私被肆意曝光，

随之而来的是辱骂和人身攻击。这种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不仅打破了当事人的正常生活，更使其私生活暴

露在公众视野中。网络暴力侵犯隐私权的后果往往严重，且容易引发舆论的极化和磁化现象[3]。在极化

和磁化的网络环境下，某个隐私信息一旦被公开，便可能引发巨大的舆论风暴，对当事人造成无法挽回

的伤害。例如，2012 年的商店偷窃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个无辜的女生因被误指为小偷而遭受网络

暴力，最终不幸离世。 

4. 网络暴力的多元主体治理 

针对网络暴力现象，需要采取多元主体治理策略，包括政府、法律、技术和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施策。 
1) 政府角色：政府应加强对网络暴力问题的监管，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网络暴力的定义、

处罚措施和执法机构。同时，政府还应建立健全网络暴力举报机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监督，确保网络

空间的健康和安全[4]。 
2) 法律机构：法律机构应加强对网络暴力行为的打击力度，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此外，

法律机构还应加强对网络暴力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为受害者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 
3) 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企业作为网络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应建立

完善的内容审核机制，及时发现和删除涉及网络暴力的信息。同时，企业还应加强技术研发，提升对网

络暴力行为的识别和预警能力。 
4) 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在网络暴力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消费者协会、互联网协会等可以

组织相关培训和宣传活动，提高公众的网络素养和自律意识。此外，社会组织还可以为受害者提供心理

支持和法律援助等帮助。 
5) 公众参与：公众是网络暴力治理的重要力量。公众应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和道德意识，自觉抵制

网络暴力行为。同时，公众还可以通过举报、评论等方式积极参与网络暴力治理，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

秩序和稳定。 

5. 结论 

网络暴力是新媒体时代面临的一大挑战，需要政府、法律、技术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来应对。

通过界定网络暴力的概念，审视其伦理层面的危害以及采取多元主体治理策略，我们可以有效地减少网

络暴力的发生，保护个人权益和社会稳定。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网络暴力的心理机制、社会影响以及

跨国合作等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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