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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在推动社会进步中总是创造发明了许多先进的技术、 手段
和工具，1946年发明的电子计算机就是一例。 电子计算机是人们基于
模拟人脑的构造、功能的结果，是人的智力快速发展的成果，虽说如
此，但由于技术的原因，当时的计算机体积特别大，需要占据很大空
间，操作又困难———一台计算机同时需要几个人一起操作，屏幕显示
又不清晰，所以那时的计算机只供专业人员、专门机构使用，并没有
在大众中引起太多的轰动效应。 可是此后发生的一件事却引起了世
界效应，那就是以计算机技术、以计算机为载体而产生、形成、发展起
来的互联网。

互联网最初是出于军事需要， 由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署组织专
家学者研究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使网络、计算机技术能为军事、战争
提供服务。 所以，在互联网刚创建时，接入的计算机只有 4台，但随着
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改进和发展，尤其是经过商业化运作之后，
互联网络一发而不可收拾，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极丰富的内
容、极便捷的方式进入了大众的生活，使他们的工作、学习、娱乐越来
越离不开互联网络。 正因为如此，现在世界范围内的网民有 16亿多。
中国自从 1987年 9月 14日随着一封内容为“跨越长城、走向世界”的
电子邮件的发出，完成了对互联网的第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接触。
自此之后，经过积极准备、全面建设、功能拓展，我国计算机网络在建
设和发展中，也在快速适应、使用互联网络并不断拓展其功能，使普
通民众成为了“网民”。 截至 2009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了 3.38
亿。 不仅如此，互联网络也延伸进了我国的政治领域，党和国家领导
人也开始高度关注网络，致使 2008年 6月 20日成为了中国网络发展
历程中又出现了一个里程碑———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
时，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同广大网民在线交流 20 分钟，开创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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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最高领导人在网络上与民众直接沟通的先河。 2009 年 9 月 14 日，
则成为了中国网民的“网民节”。 这都表明，互联网络具有其神奇的吸
引力，也表明了互联网络成为了普通民众交流、娱乐、学习的“场所”。

互联网络作为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立体复杂的信息交流工具，
在为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工作、学习、娱乐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
来了一些困扰、烦恼。 如何更好地发挥互联网的便利，规避其不利，这
需要科学的解答，尤其是需要哲学的解答。

哲学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本质
和规律，从整体上把握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融会贯通。 所以，哲学也就成为了一门追根寻底的学问、学说，也才使
人类在哲学的指引下对自身不仅仅满足于单纯的生命体的存在，而
要竭力不断地对生命的“意义”进行探寻：人是什么？ 人为什么活着？
人应该如何活着？ ……人类就是在不断地探究、不断地解答、不断地
清理中走向文明，走向更高的文明。 哲学代表的是一种人类特有的对
自身生存根基和生命意义的永不停息的反思和探究， 通过这种反思
和探究，不断地提升人类的自身意识和生存自觉。 哲学思考的本质，
就是对人类根本处境和基本状况的觉醒和表述，并寻求缓和、改变和
超越现实生存方式的方向、方法和途径。 互联网的出现，使人类生存
方式、实践方式、交往方式乃至思维方式既发生了新的变化，也面临
着新的困惑。 对此，哲学必须继续作出探究、解答和清理。

这本书就是笔者对网络进行哲学解读的一种尝试。 的确，随着电
子计算机技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络给我们呈现出的真是
一番新的图景： 不仅使以其为载体的网络文化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化
形态，并正在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而且
也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 使人们通过网络这一媒介而发生的交往
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紧密；交往方式的变化意味着人们也要以新的方
式认识和改变世界，这就是说人们的实践方式也发生着变化，出现了
与现实实践相对应的虚拟实践。 由于人们的实践方式变化了，那人们
反映、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必然会随着变化，网络思维的出现也就成为
应有之义了。 与此同时， 在网络中也存在着褒贬不一的网络黑客现
象， 这一方面使人们看到黑客往往都是在电脑技术上当之无愧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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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物，另一方面黑客们的行为又是很难与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
些基本的秩序相容，时至今日，黑客行为更多地构成了对网络信息、网
络资源乃至未来安全的巨大威胁，扰乱了网络社会的基本秩序，给他
人、社会造成了物质或精神上的损失。 这种现象提醒我们要对网络生
存进行必要的思考和研究：网络发展到今天，应该如何实现自己在这
个时候的生存，而人又如何理性地、有限度地使用网络，以给人的发展
创造更好的条件和前途？这种新的世界图景是需要我们从哲学的角度
予以解读的。对于世界图景的研究、探讨、描述，正是哲学的职能所在。
我是学哲学、讲哲学的，为此就选择了这一内容。

对于网络进行哲学视角的专题研究，近年来国内专家、学者们已
在进行，但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上是分散的，尚无综合性的哲学解读。为
此，我与师兄（中央民族大学校友）兼学兄（宁夏党校 2006 级领导哲学
研究生班同学）、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编审、宁夏回族自
治区政协常委王永亮先生反复切磋，筛选、归纳、梳理目前已发表的学
术成果，确定本书框架体系、布局结构、写作重点和学术构思。 思考讨
论明确了，我便写作近一年完成了书稿。 虽然有些内容不完全是我的
原创，但全书内容都与哲学紧密相联。

全书共分八章。 第一章是网络的魅力。 论述了网络与信息时代的
来临，以及网络的发展历程、网络的含义、网络的特征，以凸显网络作
为人们获取信息、进行各种交流的工具、媒介。 第二章是网络文化。 论
述了网络文化及其特点、功能、内容和影响，以及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
管理的举措。第三章是网络交往。主要对交往的一般内容，网络交往的
形式、要素、特征，网络交往的作用、价值以及如何规范网络交往进行
了论述。 第四章是网络实践。 在这一章中，首先对西方哲学史上、中国
哲学史上以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作了梳理和归纳，然后对人类实践的
新形态———网络实践的出现、结构、特征、意义等作了较为详细地论
述。 第五章是网络思维。 在对一般的思维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
对网络思维这一人类新的思维方式的含义、表现、特征、价值以及网络
思维方式给人们提出的要求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第六章是网络黑客。
对黑客的由来、历史发展、原因、攻击手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说明对
网络黑客必须予以必要的控制，从而营造一种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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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网络生存。 这实际上是对人们在网络条件下的生存方式的描
述， 以使人们正确处理虚拟生存和现实生存的关系， 理性地利用网
络。 第八章是网络与人。 这可以说对前几章的归纳，因为不论是网络
文化、网络交往、网络实践、网络思维，还是网络黑客以及虚拟生存都
是与人有关的， 都说明人及其人的发展在网络环境下面临着新的情
况、新的问题，而哲学要对网络进行解读不得不涉及这个内容。
在书稿付校梓之际，我既有喜悦，更有未尽之意的缺憾，心情难以

形容。 书稿能够出版，还得益于我校宋建钢副校长和科研处周武壮处
长、郭振东副处长的大力支持；书稿的完成也与我的丈夫马万虎、女
儿马婧茹、马妍嵘的支持有直接关系。在此谨表示衷心地感谢。当然，
由于时间有限，自己学识水平不够，书稿中的不足在所难免，旨在抛
砖引玉，希望得到同仁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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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网络的魅力

随着网络的出现，引发了一场“时代之争”,科学界、学术界、网民，
对我们处在什么时代，纷纷发表看法，出现了“后工业时代”“网络时
代”“信息时代”“数字时代”“信息时代”等各执一词的说法，争论仍在
继续。网络技术在其产生的很短时间里能够引发人们把它提升到“时
代”的标志上来，本身就说明它具有史无前例的魅力。
因此，从哲学的视角对网络进行解读，是当代哲学不可避免的任

务之一。

第一节 “时代”之争

一、网络现象面面观
网络出现短短 30年来，在世界 60多亿人口中，造就了 16亿人

的网民。据第六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北京）发
布的消息，截至 2008年 6月 30日，全世界网民数量为 14.6亿，占世
界总人口 66.8亿的 21.9％，比 2000年底增加了 305.5％。①在中国，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第九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厦门）开幕
式上说，“我国 1994年正式接入互联网，经过 15年的发展，我国网民
人数达到 3.6亿，互联网普及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近年来，我国互联
网发展在信息形态、应用领域、服务模式、传播手段等方面呈现出新
的特点，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有了新的发展”。②这些情况表明，世界网
民人口，正在以每 2.5年至少增加一倍的速度迅速发展。这种科技成
果的普及速度，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网民”是随着网络建立而产生的新名词。这个名词来源于英语

“Netizen”，源自“互联网”（Internet）及“市民”（citizen）两个概念。

①人民政协网，www.rmzxb.com.cn ，2008－11－24。
②山西新闻网，200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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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哲学解读

“Netizen”在英语里没有流行。现在常用来表达此词义的英语词汇是
“web user”即“网络用户”。网络使用者（net user）是一个最为宽泛的概
念，即指所有将其计算机连接上互联网进行网络活动的人。从传统的
眼光看，网络使用者，一般来说是网络受众（net audience），但这一词
只是强调了网络使用者的被动状态，即相当一部分上网者的信息查
询行为，它难以磨灭其在传统媒介研究中所继承的单向传播特性和
主体被动接受的影响，不能表达网络用户在网上的主动状态、互动状
态，所以，很快被人们淘汰了。有鉴于此，国外有研究者认为，用网民
（Netizens）这个词才能更好地突出网络对人们社会活动的巨大影响。

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一词语，原因在于：一般来说，对人们群体、团
体确定一个名称，总是与职业、社会身份相关联的，它表明一个人的
社会角色。比如工人、农民、蓝领、白领……，而网民一词，由于是与计
算机网络对应的，你很难界定网民是什么社会角色。从现象上来看，
目前，尽管一个人作为网民的一员，他可能每天都要花上数个小时在
网上。在这些上网的时间段里，他可能在工作，也可能在阅读电子邮
件，也可能在聊天室或留言板与其他人交谈。对于那些经常呆在网上
的人，人们则称之为“网虫”。这些网虫很可能已经把日常生活的大部
分工作，例如：安排会议、记事等各种功能都搬到网上的门户网站去。
另外，再加上现时各种各样的移动通信设备，使网民即使离开了办公
室及家居，仍然可以随时随地的上网。从社会学视角看，家庭有电脑
的人，只要连接了网络，大人小孩总要抽空上一阵网。不仅如此，网络
聊天，网络通信，网络会议，网络书刊，网络搜索，网络视频，网络朋
友，甚至网络情人……，林林总总，实用者有之，实名者有之，化名者
有之，匿名者有之，高雅者有之，低俗者有之。

这些现象，目前难以论是非，但至少表明：网络正在以惊人的速
度，成为人们的一种无可争议的便捷的、多功能的信息传递工具了。
虽说如此，但网络又不是单纯的如镰刀、斧头、汽车、机床、电视、广
播、电话那样的工具。网络引发了许多社会现象，一般来说，网民都经
常光顾各个网络论坛，并对某一事件或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网络
上，由于其真实身份被屏障了，人们可以获得相对更多的舆论自由，
因此网民的观点经常被看成是民意的真实反映。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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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合法或非法的游行、抗议，就是由网民联合策动的。互联网使网
民的力量更容易聚合，组成社会中的一种新力量，有人称它为“第五
权”。可以说，网络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和社会带来
了一时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是需要科学工作者、社
会工作者、哲学工作者给予认真关注的。
对网络的关注点或者切入点在哪儿？是什么？
在世界上，在宇宙间，一切生物，都生存在时空之中，人类作为生

物中独有思维的高级动物，又同时有精神生存层面，正因为如此，又
同时生存在精神层面。所以人类具有认识能力、语言能力、思维能力、
自我超越能力。人类所具有的这几方面的能力，促使人类不断地认识
世界，创造发明，改变环境，经历了不同的时代。

时代，既反映了人类的进步结果，又是人类所处的生存状态。因
此，哲学作为探究世界与人的关系的学说，也必然要追寻人的意义的
问题，所以，哲学关注或切入网络的“点”，就是剥开社会现象的表层，
解读当代人类所处的时代。

二、我们所处的时代
时代，在古汉语中，一是“朝代”的同义词，如《宋书》卷十四：“各

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仪。司马彪集后汉众注，以为《礼仪志》，校其
行事，已与前汉颇不同矣。况三国鼎峙，历晋至宋，时代移改，各随事
立。”①二是“世代”“代代”的同义词，唐代高适《酬马八效古见赠》诗中
有：“时代种桃李，无人顾此君。”三是接近现代汉语“时代”的同义语，
如唐五代徐寅《闲》诗：“不管人间是与非，白云流水自相依。一瓢挂树
傲时代，五柳种门吟落晖。江上翠娥遗佩去，岸边红袖采莲归。客星辞
得汉光武，却坐江东旧藓矶。”②四是在近代以来，它主要“指历史上以
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某个时期，如石器时代、封建
时代、五四时代等；另指个人生命中的某个时期，如少年时代、青年时
代等”。③它是日常口语和书面语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常用词，在现
代意义上，“时代”是能影响人的意识的所有客观环境。这就是说，人，

①《宋书》卷十四，志第四，礼一。
②《中华诗词·唐五代》，方旻软件工作室，http：／／www.zhsc.com。
③《现代汉语词典（第 5版）》，商务印书馆，2007年。

第一章 网络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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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哲学解读

①至于我们通常听到或看到的以领袖人物为定义依据的“□□□时代”，以一国经济体
制为依据的“市场经济时代”，混淆社会形态的“划时代的伟大成就”，社会领域与社会时期
相等同的“标志着□□时代的终结”等等的提法，虽然大家都在说，但在逻辑上是不严谨的。

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具体时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的。自然环
境和社会环境特别是后者，犹如一张无形的网络，直接间接、若隐若
现地与每个人发生着立体的、复杂的关系。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人们
总是说自己处在“××时代”。其中，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时代，可表示
为石器时代、红铜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黑暗时代、启蒙时代、蒸
汽时代、电气时代、原子时代和信息时代等。①

对于人类现在所处的时代怎么确定，需要从生产生活手段、经济
发展水平、经济交往方式来考虑，换句话说，需要考虑到几个因素，一
是政治因素，二是经济因素，三是文化因素，四是地域因素。就政治因
素来说，政界将“时代主题”标示为“和平与发展”，本身就反映出人类
现在处在和平发展时代。就经济因素来说，人类是处在全球市场化的
时代。从文化因素上来说，由于战争、政治、军事严重对立状态的弱
化，文化多元化时代正在到来。就地域因素来说，一个局部地区，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宗教群体，则有各自的时代主题，只不过，它在
基本上或者说是在大趋势上，是从属于人类时代大主题的。
上述确定“时代”的四方面因素，就世界全局来说，是不可分割、相

互关联的。我们需要注意到与这四个因素相关联，又具有与其他时代
不同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截至目前，人类所处自然、社会环境最
突出的特征，就是信息量的巨大增长。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信息时代。
这里，需要进一步对已经提出的指称我们所处时代的几个名词，

即“网络时代”“高技术时代”“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进行认真
的理性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经济”为命名依据的。

知识经济理论形成于 20世纪 80年代初期。1983年，美国加州大学教
授保罗·罗默在其“新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知识是一个重要的生产
要素，它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知识经济被作为一种经济产业形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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