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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暴之恶

于朴素的正义观，对一些社会舆情事件进行关注。诚然，有些

事件正是在关注中得到了相对公正的、符合人们朴素情感的解

决。但是，由于网络环境中，很多信息是片面的、不全面的，

一些时候普通网民的这种朴素的正义观，又很容易被带偏，普

通网民自己都可能没有意识到被带偏，但却成为了网络暴力的

附和者，他们在网络中随波逐流，越界加入了一些“网络喷子”

的行列。殊不知，每个独立的被带偏的附和者所进行的所谓“道

德审判”，实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网络暴力，也可能对无辜的

被网暴者造成巨大伤害。

网络环境对网暴的助长因素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张卓认为，人们在网络上

进行留言的时候，通常具有匿名性和时间灵活性的特点，这就

们从自己认为的“正确标准”去评判他人，认为他人要“一定”/“应

该”/“必须”如何如何，否则就是不当的，就要对他人进行攻击。

另一个认知偏差则来自于网络本身，网络世界是虚拟的世

界，很多事件本身都是非全面的，所呈现的信息很多时候都是

片面的，而网暴者很多时候不喜欢深入的理性的去思考，仅凭

所呈现的片面信息就急于下结论，给人或事“盖棺定论”，对

其认为不当的言行进行网络攻击。

其次，张和云认为，网暴者的攻击，往往是因为不合理的

情绪宣泄。有一部分网络施暴者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很多挫折，

自身因为各种事情不如意、不顺心，体验着由现实生活中的挫

折带来的各种负面情绪情感，网络成为他们负面情绪宣泄的平

台，采取了消极的、不合理的情绪情感宣泄方式，将自身的不

快转化为对网络中受害者的暴力攻击。

此外，网暴者往往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而实际上，这

是一种越界的道德审判。在网络世界中，一部分网民可能是基

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暴的施暴者，他们躲在“马甲”背后，自以为是正义的化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