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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话语的生产性力量及中国式

“人肉搜索”的勃兴

李 　岩 　李东晓
（浙江大学 传播研究所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 “人肉搜索” ，即人肉搜索引擎 ，是指网民用提问 、跟帖的方式来获取搜索结果的网络搜索方

式 。随着更多的网民就某一“发问”参与跟帖并展开“人肉搜索” ，原本为了获取答案的搜索行为却演变成了

一桩话语事件 。诉诸情感和价值判断的道德话语是建构“人肉搜索”事件的主要话语类型 ，它不仅描述 、反

映了某个事件 ，更在搜索过程中推动着现实世界事件的发展 ，这就是道德话语的生产性力量 。 “人肉搜索”

中道德话语生产性力量的发挥并非纯粹的 、天然的 ，而是需要其他条件的 ，即中国的“泛道德主义”的儒家文

化以及网络媒体提供的匿名性的传播空间 。在“泛道德主义”的儒家文化中 ，道德话语找到了唤起认同 、发

挥作用的文化土壤 ；在匿名性的网络空间中 ，搜索者身份的缺失以及网络群氓的盲从心理使得中国式“人肉

搜索”产生并兴盛起来 。然而 ，“人肉搜索”在维护社会道德的话语中 ，却用了“反道德”的行为 ；在捍卫道德

的旗帜下 ，却给被搜者造成了最不道德的伤害 。这也许是中国式“人肉搜索”难以解决的悖论 。

［关键词］ “人肉搜索” ；道德话语 ；话语生产性 ；互联网 ；媒介事件

Productive Power of Moral Discourse and Rise of Chinese‐Type ″Cyber Manhunt″
Li Yan 　 Li Dongxiao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Zhe j iang University ，H angz hou ３１００２８ ，China）

Abstract ：″cyber manhunt″ ，a way of Internet search popular in China these years ，is an ″ask‐and‐
answer″ device to acquire search results by collecting comments from Internet users ．With more
and more netizens joining in and posting comments on an issue ，this type of search ，originally
aimed for answers only ，has now become a discourse event ．Its main type is the moral discourse ，
which appeals to emotions and value judgments ．Such an event not only describes and reflects an
event as it is ，but also pushes its later development in reality ．This fact proves its productive
power ． The power does not come naturally without any motivation ， but is generated by
″pan‐moralism″ of Confucianism in China and enabled by the advantage of netizens摧 anonymity
allowed by the Internet ．With ″ pan‐moralism″ in Chinese culture ， the moral discourse was



recognized and developed ，and made prosper by anonymity of the searchers and their net‐hooligan
psychology of following the crowd ．Intended originally to protect social morality in the discourse ，
″cyber manhunt″ conducts anti‐moral actions in reality ， causing the most serious damage to
individuals searched ．This may be the paradox existing in Chinese‐type ″cyber manhunt″ that is
difficult to be resolved recently ．

Key words ：″ cyber manhunt″ ； moral discourse ； productive power of discourse ； Internet ；
media event

一 、中国式“人肉搜索”的缘起及发展

２００８年中国网络十大关键词中 ，“人肉搜索”榜上有名 。虽然是非权威机构的排行榜 ，但由此

可见“人肉搜索”在中国网络媒体及社会中产生的广泛影响 。从技术角度来讲 ，“人肉搜索”是搜索

引擎的一种 ，类似于“爱问” 、“知道”一类的提问 、回答模式 。提问者提出问题 ，感兴趣的网民跟帖来

回答 、评价提问者的问题 。 “人肉搜索”引擎是基于优化传统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 、使信息定位更加

准确而产生的一种行为模式 。具体来说 ，“人肉搜索”就是运用人际关系 ，借助于网络的匿名平台 ，

一人发动搜索 ，众网民从不同途径进行挖掘 ，从而获得某人的具体信息 ，并将其公布于网络的搜索

方式 。 “人肉搜索”主要通过发帖 、回帖的方式 ，在网络中形成一个匿名而广泛的对话空间 。这一行

为不仅完成了搜索过程 ，而且通过网民的个人话语及对某人 、某事进行的评价 ，形成了相对一致的

意见和情绪空间 ，推动了现实生活中被“搜索”事件的发展 。

“人肉搜索”引擎的尝试最初源于猫扑网 ，是猫扑论坛中某网民求助于其他网民以搜寻信息的

一种行为方式 ，使用之初并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 。 ２００１年的“陈自瑶事件”开创了“人肉搜索”的先

例 ，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肉搜索”事件 ，但并未引起轰动 。 “人肉搜索”引擎真正产生广泛影响

的是 ２００６年轰动网络的“虐猫”事件 。 ２００６年 ２月 ２６日 ，某网民在网上公布了一组一名女子用高

跟鞋踩踏一只小猫致死的视频截图 ，激起了网友的愤怒 。很快就有网友将“虐猫女”的头像制成了

“宇宙 A 级通缉令”并发动“人肉搜索” 。不到六天 ，参与虐猫的人被网友们从茫茫人海中如剥茧抽

丝般揪了出来 ，并将他们的身份信息暴露在网上 ，参与虐猫的几个人在舆论的重压之下有的丟了工

作 ，有的作出检讨 ，现实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故 。在此事件中 ，“人肉搜索”引擎第一次显示了

它的巨大威力 。此后的“铜须门”事件再次掀起了网络“人肉搜索”的高潮 ；一年后的“死亡日记”事

件更是催生了中国反对“人肉搜索”的第一案 ；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后 ，发生了辽宁女辱骂地震事件 ，以

及“Die豹”（网名）事件 ，还有“很黄很暴力”事件 、“海淀艺校”事件 、“彭宇案” 、“菊花香香”事件 、林

稼祥案以及南京房产局局长周久耕案等等 ，都曾掀起了“人肉搜索”的高潮 ，并证实了“人肉搜索”对

现实社会带来的影响 。

虽然有人认为“人肉搜索”“成为中国转型期公民社会与政府体制‘双重不规范’条件下公民生

活的一种替代性机制 ，具有公益性和互助性的特征”
［１］６

，并在公共领域确实发挥了网络舆论监督的

作用 ，但这类现象毕竟是“中国特色”的替代性机制 。正如美国枟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枠和英国枟卫报枠

所指出的 ，“人肉搜索”引擎是中国网络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 ，也是中国的一种奇特现象 ① 。

除了依托网络平台外 ，“人肉搜索”发挥作用主要是依靠“道德话语”及其所产生的生产性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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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肉搜索”最基本的话语特征 。道德话语借助于网络媒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酵下产生了巨

大的推动力量 ，影响着现实生活中具体事件的发展及涉入事件的个体的生活 。

二 、“人肉搜索”中的道德话语

虽然“人肉搜索”是一种搜索机制 ，但其与传统的搜索引擎和现实生活中的“寻找”行为有着本

质的不同 。 “人肉搜索”之所以能够实现 ，其前提是人们享受用道德话语建构事件的过程 ，参与其中

会使参与者得到“维护正义”和“道德审判”的快感 。事件披露依托于网络媒介 ，传播过程不断得到

网民的认同和参与 ，因此 ，无论是参与搜索的网民 ，还是社会公众 ，对“人肉搜索”事件的认知 、判断

也是在用话语生产新的意义 。

通过对“虐猫”事件 、“铜须门”事件 、“死亡日记”事件和“Die豹”事件的梳理 ，我们发现这些“人

肉搜索”事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 ：道德话语在“人肉搜索”事件中起着重要作用 ，即网民运用道德标

准对搜索对象的行为作出判断后 ，便会用以价值判断为主的道德话语对搜索对象（不仅是某个人的

某个行为 ，而且是对其整个人）作出整体性评价（这种评价常常是完全肯定或者完全否定的） ，从而

将其构建成一个网络话语事件 。因此 ，道德话语成为“人肉搜索”事件主要的建构话语 ，并具有不同

于其他媒介话语的特征 。道德话语的特征主要通过道德语言的使用表现出来 。

从词汇角度来看 ，道德语言的基本特征是评价性词汇的使用 。道德语言的“主要形式是价值判

断 ⋯ ⋯它既具有‘描述性意义’ ，也具有‘评价性意义’ ，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 ，道德语言既能陈述事实 ，

也能规定或引导人们的行为 ，指导人们作出各种行为选择和原则决定（decisions of principles） ⋯ ⋯道

德语言的评价性意义是基本的 、第一位的 ，描述性意义则是从属的 、第二位的 ，其评价性功能是通过各

种价值词来履行的”
［２］５

。比如 ，在“铜须门”事件中 ，网民们对“幽月儿”和“铜须”的行为进行描述和评

价时使用的多是评价性词汇 。如用“骚货” 、“垃圾” 、“无耻” 、“下贱” 、“放荡” 、“不要脸” 、“败类” 、“破

鞋” 、“不可饶恕” 、“婊子”等词汇来评价“幽月儿” ；用“败类” 、“恶心” 、“不可饶恕”等词汇来评价“铜

须” 。网民对这种“不道德”行为作出相对一致的判断 ，用极具情感煽动性的评价性词汇唤起更多网民

的参与和公众的关注 。

从句子角度来看 ，道德语言多是运用确定的 、结论式的判断句 。 “人类使用道德语言的用意 ，在

于进行道德判断 ，而人类进行道德判断的基本前提是某种特定的标准或准则 。它们是在人类时代

更迭的过程中历史地形成和固定下来的 ⋯ ⋯而且 ，某种标准或者原则保持越持久 ，越有连贯性和一

致性 ，其所显示的描述力量就越大 ，也就越有权威性的评价力量 。”
［２］５因此 ，道德语言在人们评价某

事以及采取的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这种作用的发挥在句子的使用方面表现为陈述句或结论式的

判断句 。比如在“铜须门”事件中网民跟帖 ①
：“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她不是一个好女人” ；“兄

弟 ，这样的女人没必要这么注重她 ，一脚踹开为好” ；“这女人不要也好” ；“放弃吧 ，兄弟 ，这样的贱

货 ，要来何用 ！”网民用这些语义确定的陈述句来表达对“铜须门”事件中卷入者的判断 。

从篇章角度来看 ，道德话语的文本是封闭的 ，语义明确的 ，这一确定语义应该表达某种价值判

断 ，这样才能赋予由道德语言构建的文本语义以某种真理性 。 “人类历史地赋予它们（道德标准或

原则）以既定的事实性意义 ，仿佛它们确实无疑 ，因而也就使它们获得了某种表示事实的真理

性 。”
［２］６这种真理性就是福柯所讲的话语／权力 ，这种权力虽然没有赋予道德以某种法律上的强制

效力 ，但它通过规训和惩罚机制获取了社会的普遍认同 ，从而成为某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话语 ，并

以此来认同那些符合道德话语约束的行为 ，谴责那些不符合道德话语的行为 。以“铜须门”事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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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笔者以“锋刃透骨寒”在“魔兽世界”网站发表的题为“２区麦维影歌的丑闻”一文后的 ６４条网民

跟帖为样本 ，对每一条回帖的语义进行分析 ，力图从整体上把握网民对此事的认知和态度 。在此事

件中 ，有近 ６０％ 的回帖对事件中的人物进行了评价 ，看来对于此类事件 ，网民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

事件本身 ，而在于卷入其中的人物 。具体来看 ，在 ３８条人物性评价的帖子中 ，有高达 ９０％ 的比例

是针对女主角“幽月儿”的 ，并且一致认为她的行为是“淫妇”行为 ，是违背道德的 ，对其进行了强烈

谴责甚至谩骂 ；只有 ２条帖子谴责了男主人公“铜须”乘人之危 ，做人不厚道等 ；还有 ２条帖子对发

帖人“锋刃透骨寒”也提出了批评 ，认为是他对家庭的忽略造成了妻子的出轨 。网民回帖的每个文

本的语义都是明确的 、评价性的 ，网民不仅将关注点落在人物上 ，而且在对人物的评价中显然运用

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 ，比如“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以及“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 ，不仅将女性的地

位降低为从属 ，也对女性的道德品质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如“三从四德” 、“相夫教子” 、“从一而终”

等 。正因为有这样的标准 ，才激起了更多网民心中道德律的认同 ，对女主角“幽月儿”进行了“人肉

搜索”和谴责 。

通过微观的话语分析 ，我们发现 ，“铜须门”事件不仅依靠话语来表达 ，更是被话语所建构 ，道德

话语成为建构这一事件的主要话语类型 ，它为整个事件定了基调 ，也为事件中的每一个角色定了

性 。 “人肉搜索”从搜索引擎到被话语建构的话语事件 ，道德话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并成为主要的

话语类型 ，也使“人肉搜索”事件兼具了道德话语的特征 ：评价性 、判断性以及强大的生产性力量 ，

推动着事件的发展 。

三 、“人肉搜索”中道德话语的生产性力量

“人肉搜索”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 ，不仅因为它是网络媒体中出现的新事物 ，更是因为这

种搜索方式 、评价方式 、审判方式远远超出了网络空间而作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 。难怪有人评价

“人肉搜索”时说 ：“如果你爱他 ，把他放到人肉引擎上去 ，你很快就会知道他的一切 ；如果你恨他 ，把

他放到人肉引擎上去 ，因为那里是地狱 ⋯ ⋯ ”“人肉搜索”之所以具有如此威力 ，其能量并非来自于

某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而是来自于话语及其生产性力量 。

“话语”是语言学的重要概念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推动下 ，对“话语”的研究从纯粹的语言学范

畴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 。巴赫金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来理解“话语” ，他认为话

语作为一种言说或“表述” ，是“活”的而不是“死”的 ，它的范围小到一个符号 、一个词或单独一句话 ，

大到一篇文章 、一部作品（即文本） ，甚至无形的舆论等等 ，而某种话语的真实含义只能通过社会“交

往”与“对话”实践才能获得 ① 。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 ，“话语”不仅是一种言说的“表述”或对社会事

务的“描述” ，更是对各种社会事物与社会关系的“建构”（construct） 。在这种“建构”的过程中 ，话语

始终与权力保持着互相依赖和互相生产的关系 。权力的运作必须进入特定的话语并且受特定的话

语控制才能发挥其力量 ，没有话语 ，权力就缺少运行的载体 。任何话语的形成及其实践都是权力运

作的结果 ，同时也是权力运作的方式 ，权力能够让一部分话语成为主流话语 ，拥有更大的权力从而

压制和规训其他话语 。英国语言学家诺曼 ·费尔克拉夫将福柯的话语权力观引入到话语分析当

中 ，提出话语建构作用的三个方面 ：建构“社会身份” 、建构“社会关系”以及建构“知识和信仰体

系”
［３］６０

。可见 ，在哲学 、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中 ，人们已达成的共识是话语不仅反映社会现实 ，

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某种生产性的力量 ，建构着社会现实 ，推动着社会事件的发展 。

５７１第 ６期 李 　岩 　李东晓 ：道德话语的生产性力量及中国式“人肉搜索”的勃兴

① 有关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可参见枟巴赫金访谈录枠 ，见巴赫金枟巴赫金全集枠 ，钱中文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版 ，第 ４１６ 页 。



“人肉搜索”中道德话语的生产性力量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是对事件的建构作用 。在搜索

过程中 ，网民的跟帖建构了一个社会事件 ，其中包括某种“社会关系” 、某些人的“社会身份”以及某

种“知识和信仰体系” 。比如在“铜须门”事件中 ，网民把“铜须门”事件建构成为一个已婚无业的家

庭主妇背叛自己的丈夫与网友偷情的故事 ，在这样的故事基调中 ，女主角“幽月儿”被建构成一个背

叛家庭的“贱妇”身份 ，不值得同情和理解 ；“铜须”则被建构成一个乘虚而入的“奸夫”身份 ，应该遭

到唾弃 ；而“锋刃透骨寒”则被建构成一个辛苦工作养家糊口 ，在得知妻子出轨时不离不弃的丈夫身

份 。现实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事件 ，被网民简化建构成与人们心目中的道德标准相冲突的故

事后 ，遂再度建构了关于此事件的“信仰体系” ，即同情“锋刃透骨寒” ，谴责“幽月儿” ，惩罚“铜须” 。

其次 ，是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作用 。这种影响作用的发挥主要来自于网民在道德话语力量的激

励下 ，对事件评价形成的所谓道德“舆论” 。 “人肉搜索” 被搜索者奉为执行道义的有力工具 ，之所

以让被搜索者生畏 ，主要是因为由道德话语建构起来的“舆论”具有某种权力 ，这种权力压制了其他

话语（在“人肉搜索”中 ，当网民形成近乎一致的意见后 ，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会被认为与被搜索

者同盟 ，也会遭遇斥责或搜索） ，反过来又强化了道德话语的“真理性” ，不仅会让人们自觉检视自己

的行为 ，还会对违背话语要求的行为进行规训和惩罚 。比如 ，“虐猫”事件中当事人不仅向公众道

歉 ，而且还丢掉了工作 ；“铜须门”事件中“铜须”迫于舆论压力 ，被迫休学来躲避网友的谩骂和骚扰 ；

“死亡日记”事件中 ，被搜索者及所谓“第三者”的照片 、工作单位 、家庭人员状况及其个人电话号码

等信息被网友披露在网上 ，还有网友到被搜索者父母家中进行声讨 ，在其门前写恐吓标语 ，所谓的

“第三者”也迫于压力辞职 ；在“Die豹”事件中 ，重庆某学院大三女生“Die豹”被网民指责“没人性” ，

当其个人资料被“人肉搜索”后 ，也被迫选择了休学等等 。

四 、“人肉搜索”中道德话语力量发挥的条件

道德话语早有存在 ，并存在于多种文化中 ，却从未在网络媒体之前 、儒家文化之外掀起这样大

的波澜 。如此看来 ，道德话语规训力量的发挥要依托于特定的条件 ，这种条件就是“人肉搜索”存在

的技术平台和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 。

（一）泛道德主义文化 ：中国式“人肉搜索”力量发挥的文化土壤

网友吉四六说 ，“人肉搜索”是一种“自然灾害” ，一旦卷入其中 ，谁能真正保持冷静和超然的态

度 ？在越来越强烈的情绪纷争之中 ，一旦走向极端的谩骂和发泄 ，“自然灾害”就变为一种无可逃避

的结局［４］
。这里用“自然灾害”来比喻“人肉搜索”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 ，是指“人肉搜索”的发生和

发展往往是无法预料 、无可防范 、无人负责的 。然而“人肉搜索”又并非真正的自然灾害 ，一方面 ，它

确实是由人为原因造成的 ，是由许许多多匿名的网友搜索并传播出来的 ；另外 ，它并非像“自然灾

害”一样作用于任何文化而导致同样的后果 ，它只有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 ，对生长在其中的文化个

体才会产生作用 。

首先 ，“道德 、文化与传播交织在文化的拼图中 ，它们既不可分割 ，又是每个社会的显著因

素”
［５］４９３

。因此 ，道德话语绝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问题 ，更是一个关涉社会政治 、经济制度 、文化习

俗的问题 。 “人肉搜索”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掀起波澜 ，与中国特有的耻感文化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 ，

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主义”文化 ，道德的重要性被置于法律之上 ，不论

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都强调道德律 ，从而形成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泛道德主义” 。泛道德

主义就是用道德准则处理一切关系 ，以道德标准衡量一切价值 ，使之具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和全

面的社会影响 。 “在中国文化中 ，有‘一本万殊’的信念 ，于是坚信一切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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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就是道德 。”
［６］６１泛道德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 ，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内核 。韦政通先

生评价儒家道德思想的特点是“先验的道德原理” 、“道德判断诉诸直觉” 、“道德理性与本能相对

反” 、“道德为一切文化的基础”
［６］５５ ５８

。

在道德至上的文化大环境中审视“人肉搜索”现象 ，我们找到了这种现象产生的文化根源 。中

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是弥漫在社会一切领域的 ，比如 ，中国的政治理想是“德治” ，文学理想是“文以载

道” ，经济理想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今天 ，中国文化由“重德”而流于“泛德”的主要原因 ，一是传统

文化使然 ，二是现代社会普遍出现的道德缺失感 。 “重德”强调个人修身养性 ，“泛德”侧重评价他

人 、他事 。因此 ，我们看到网民的评价语虽然正义凛然 ，但语言也不免粗俗和暴力 。

从以上的话语分析来看 ，网民对搜索对象及其行为进行评价时 ，往往从直觉上来判断“好”

“坏” ，这一直觉判断的标准就是道德 ，这种判断是先验的 、直观的 、没有理性的 。人们所运用的道德

标准 ，往往依靠内化于其脑中的道德观念 ，无须证明其是否正确 ，只运用一种不言自明的“真”来作

出判断 ，常常会造成人们对事物的评价过于绝对和简单化 。如在“铜须门”事件中 ，对男女主角的无

情批判 ，对“锋刃透骨寒”的同情 ；在“死亡日记”事件中 ，对自杀者的同情 ，对死者丈夫及“第三者”的

痛斥 ；在“很黄很暴力”事件中 ，对尚未成年的小主人公的恶搞 ；在“Die豹”事件中 ，对出言不慎的大

三女生的口诛笔伐等等 。

其次 ，道德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根据需求而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 ，它是

一种心灵契约 ，不具有强制力 ，只能靠社会舆论和自我约束来实现 ；道德形成了人们对事物的基本

判断 ，它是一种思想观念 、一种内在凝聚力和精神支柱 ，也是一种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社会

通过道德将文化共同体中的个体黏合在一起 。然而 ，道德也有其自身的缺陷 ，它本身是去差异化 、

求同存异的整体化过程 。为了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团结和凝聚 ，它往往需要打磨掉每一个个体的个

性 ，赋予其共同的社会认知 ，将其纳入到一个文化团体之中 。 “在道德文化中 ，表达的语言 ，以‘规约

语句（prescriptor）’为主 。”所谓规约语句 ，主要是“教诲人一种固定的行为方式 ，或促使人去实现一

种人格价值 。在这里 ，只讲善恶（或好坏） ，不讲真假”
［２］１６

。这样的特点必定导致道德话语的价值

判断性（比如判断句以及大量价值判断的词汇的使用） 、整体性 、武断性和一定程度的暴力性 。而正

是这样诉诸判断性和情感的道德语言产生了“口号”和“大字报”的效果 ，才引起了人们视觉上的注

意力和情感的共鸣 ，从而激起更多网民加入搜索行列 。

儒家文化将道德标准上升为判断任何事情的普遍标准 ，而道德的约束力在日常生活中表现

为舆论的压力 ，也就是所谓的“人言可畏” 。 在儒家的文化土壤中 ，“人言”常常会成为一种社会

压力 ，从而扮演着社会法庭的角色 。 “人言可畏”的传统在中国则由来已久 ，从枟诗经 ·郑风 ·将

仲子枠中“人之多言 ，亦可畏也”的记载 ，到今天被“人肉搜索”出来的当事人因无法承受“人言”的

压力而被迫选择隐藏 、逃避或保持缄默的困境 ，从根本上表明 ，“人肉搜索”带给被搜索者的“惩

罚”或伤害仍然是一种话语惩戒 ，只是这种话语是在道德文化中产生 ，并在特定的道德文化中发

挥作用的 。

（二）网络媒体是“人肉搜索”话语力量产生的技术平台

“人肉搜索”不仅是中国“泛德”文化土壤中的特殊现象 ，更是网络媒体中的特有现象 ，网络媒体

传播的便捷性 、广泛性和匿名性的特点 ，为“人肉搜索”提供了特殊的技术平台 ，使“人肉搜索”现象

能够在网络媒体中兴盛起来 。

１ ．网络环境中言说者“身份”的缺失

网络环境是虚拟的 ，任何在网络中发言的人最终显示的身份只是一个虚拟的网名和一个网

络 ID ，这些网络中的身份标志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相脱离 ，由此造成了人们在网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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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不具有身份特征 ，从而也就缺乏了身份“约束” 。 话语责任与言说者真实身份的断裂是导致

网络言行失当或畸形发展的主要原因 。而身份的缺失 ，使参与“人肉搜索”网民的目的和表现也

有不同 。

（１）发泄（压力 、私愤）及娱乐 。通过对“铜须门” 、“死亡日记” 、“Die豹”等典型的“人肉搜索”事

件的分析发现 ，大多数网民在发帖时处于一种非理智的状态 ，言辞过激 ，并非理智地说话 、发表意

见 ，不少人是抱着发泄私愤 、搅浑水或娱乐的态度 。小 K 坦言 ：“在现实里我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

的 ，我愤怒但是我得压抑着自己 。在这里没人认识我 ，我完成一次搜索 ，别人就叫我‘高手’ ，我不高

兴了 ，还可以发起一次‘道德讨伐’ ，我觉得挺好 。”“‘人肉搜索’里的确存在双重人格 ，而且是挺分裂

的 。”曾经参加过搜索的 AT 说 ：“搜索者本身就是一种不认真的态度 ，其实 ，不管你是文艺青年也好

文艺流氓也罢 ，骂人是大环境 ，是在随波逐流 。如果你搜索 ，而你又不骂人 ，那就不好玩儿了 ，‘不够

娱乐’了 。”
［４］可见 ，在“人肉搜索”事件中 ，参与搜索的网民并非都是真的在惩恶扬善 ，也有不少人是

高举道德主义大旗 ，运用网络媒体进行情感宣泄 。

（２）在假想的身份中寻求快感 。 “人们对不同的身份及其行为有不同的评价 ⋯ ⋯而不同的身

份及其行为又是通过言语表现出来的 ⋯ ⋯一个人的言语帮助他建构自己的身份 ，而其所言又是与

其所处的社会位置有关 。”
［７］１３而在网络的虚拟环境里 ，人们的真实身份被隐去了 ，他们可以以任何

假想的或者幻想的身份进入网络 ，参与事件的评价 。在“人肉搜索”事件中 ，很多网民扮演的是“审

判者”的角色 ，对别人的行为发表看法 ，作出评价 ，甚至是“判决” ，从而在网络中体验到了不同身份

带来的快感 。一位“人肉搜索”的参与者毫不避讳地对记者说 ：“让不道德的人接受道德的审判 ，我

们何罪之有 ？”“当看到当事人的生活被打乱时 ，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
［４］

身份的缺失使人们在网络中的表达更贴近于人的本性（甚至兽性） ，而非社会身份限制状态下

的“社会人” 。因此 ，人心中各种隐藏的欲望和快感会在这样的状态下体现出来 ，从而也就造成了人

们在这种“无身份”状态下言语的非规约性 、暴力性和非理性 。

２ ．网络言说中说话“语境”的模糊

话语分析中对某个具体话语的分析不能离开说话者的语境 。 而网络的特点是扭曲了自然

的时间和空间 ，人们在网络中言谈语境的模糊 ，也就造成说话人所针对的确切谈话对象的丧失 。

在“人肉搜索”中 ，网民所谈论和评价的对象并非直接针对生活中的真人 、真事 ，而常常是基于出

现在网络中的某网民的叙述 ，或者某些网民评价的片断言语 ，是通过描述 、转述等话语方式建构

出来的人物或事件 。这些人物和事件一开始是以一种虚拟形式出现于网络中的 ，没有人对其真

实性负责 ，真实说话“语境”缺失 。当“人肉搜索”介入时 ，这些网络中的虚拟故事和人物迅速与

现实中的某人某事发生了联系 ，从而使人们以网络虚拟故事或者人物为依据 ，开始对现实人物

进行话语声讨 。由此造成了人们不关心事情真伪 ，常常不假思索 、不作考证地迅速放大 、扩散 、

去差异化地进行“好的”或“坏的”整体评价 。 这种简单的 、整体性的价值评价 ，又极易唤起人们

情感上的认同 ，类似于“口号”一样具有很强的煽动力 ，依托于网络这样迅速 、快捷的传播媒介 ，

会在短时间内蔓延开去 。

３ ．作为“乌合之众”的交流主体

网络的匿名性会造成匿名群体的产生 ，而在一个匿名群体中极易造成的是情绪的感染而非理

性的传播 。这与舆论的产生机制类似 。当人们受到一种信息刺激时 ，人们的反应并非是理性的 ，大

多数情况是情绪性的 。 “如果在公众聚集的场合或电视屏幕上出现相对强烈的同一方向的刺激性

言论 、举动 、画面 ，会迅速造成一种耸动心理 ，从而发生较为广泛的情绪感染 。”
［８］５４而受感染的人们

的情绪又会在相互影响中经历多次强化 。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 ·勒庞认为 ，个人在群体中会丧失理性 ，没有推理能力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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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易受到旁人的暗示和影响 ，变得容易极端 、狂热 ，也会因为人多势众产生的力量感而失去理性

自控 ，甚至变得肆无忌惮 ① 。艾略特也认为 ：“一旦人们被聚集在一起 ，并融为一个群体 ，他们就失

去了各自的鉴别力 。”
［９］４２一个人“当他独处时 ，他服从对真理的尊重 ，知道什么是理智和道德 ，而当

他作为群体的一员时 ，其所作所为就完全背道而驰了”
［９］２４

。网络环境中的交流主体是在对某件事

情的关注中自发形成并匿名存在的 ，这种群体更像是勒庞提出的“乌合之众”或者莫斯科维奇所谓

的“群氓” 。对于群氓来说 ，在恐惧和兴奋 、“ ⋯ ⋯万岁”与“打倒 ⋯ ⋯ ”的口号之间没有任何中庸

之道 。

在“人肉搜索”中 ，参与搜索的网民就像是一群“乌合之众”或者“群氓” ，在一种虚拟的环境中 ，

运用虚拟的身份 ，参与一种以情绪渲染为支撑的事件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们在公开表达自己

的意见时并非一种自然状态 ，而常常受到现实各种因素的影响 ，比如身份的限制 、社会利益团体的

压力 、文化的影响 、刻板印象等等 。这些外在的因素常常导致人们不敢或者不愿表达自己的意愿 。

而网络的虚拟性不仅隐去了说话人的各种文化身份 ，而且隐去了压力团体 ，尤其在“道德”的掩护

下 ，在用道德语言进行“正义”表达时显得更加义正词严 。

五 、结 　语

话语是权力运作的结果 ，而权力的运作必须通过话语来实现 ，一旦某种话语得以形成就拥有了

一定的权力实施审判和压制 。正是由于话语拥有一定的权力 ，所以才具有生产性的力量 。话语不

仅反映世界 ，更可以建构世界 。道德话语将“人肉搜索”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话语事件 ，这类事件的

特点是诉诸价值判断和情感宣泄 。当某事件被道德话语建构起来并实施“人肉搜索”行动时 ，道德

话语就不再停留在描述 、反映事件的层面 ，而是在生产着事件和社会关系 ，从而影响人们的行

动 ———新一轮的“人肉搜索”又开始了 。

然而 ，“人肉搜索”中道德话语生产性力量的发挥并非纯粹的 、天然的 ，而是需要其他条件的 ，中

国“泛道德主义”的儒家文化土壤以及网络环境的匿名性提供了生产和传播空间 ，“人肉搜索”是中

国“泛德”文化与网络媒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

在中国网民发起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搜索”运动中 ，网民所使用的“贱人” 、“奸杀” 、“拉出去砍

了”等等不道德的话语以及对被搜者生活的骚扰 ，透露出比被搜索者行为更强烈的“反道德”性 。在

“德治”强于“法治”的社会里 ，对话语建构起来的不道德行为所运用的惩罚措施 ，常常源于人们最原

初的情感判断和动物性冲动 。道德话语就是如此 ，强大的规约性和去差异性将属于某一文化中的

个体黏合在一起 ，在维护了这一文化共同体的稳定时 ，也暴露出某种暴力和强权逻辑的“非人性”一

面 。面对这种现象 ，我们必须提出如下问题 ：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被定义为“不道德” ，可以被纳入道

德话语的审判当中 ？而网民所谓的道德行为又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对等的效力来惩戒这些所谓的不

道德行为呢 ？

“人肉搜索”中的不道德行为始终在道德大旗的掩盖下 ，被大量道德话语的反道德行为所讨伐 。

“人肉搜索”原本是维护社会道德的行为 ，但却用了“反道德”的行为加以实施 ；其目的本来是为了捍

卫道德 ，却给被搜索者造成了最不道德的伤害 。网络正义也在盲动和跟风的口水中 ，在歇斯底里的

所谓“追杀”中异化成了一个幌子 ，借机发泄参与者的阴暗情绪和不良欲望似乎成了这一行为的目

的和本质 ，而这更需要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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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军事 、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杰出人物 ，创造了灿烂的湖州钮氏家族文化 。湖州钮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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