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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诚信观念与网络信任危机
$

%李伟波#!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系"北京!""#$%#

摘#要"当下!网络社会的信任危机日益严重"儒家传统的诚信观念倡导人们诚实守信#真实不欺!网络社会同样 需 要 儒

家的诚信意识"诚信是网络社会的生存之基!只有遵从诚信原则!增强自律意识!才能确保网络社会的净化和成熟"
关键词"诚信观念$信任危机$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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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无处不 在!网 络 世 界 作 为 一 种 新 的 生 活 方 式!使

得人类憧憬已久的信息时代成为现实"网络这把 双 刃 剑!
在它带给人们便 捷 的 同 时!也 改 变 了 人 们 的 生 活 方 式#交

往方式和思维方式!网络社会的病症也悄然出现"网 络 社

会遍布的虚假信息和欺骗行为!给人们的网络生活甚至 现

实生活造成了诸多烦恼和不便!从而诱发了网络社会当 中

严重的信任危机"网络信任危机的日益加剧!使得 人 们 对

网络社会的前景忧心忡忡!诚信问题再度引起了人们的 关

注"
网络社会的信 任 危 机 暴 露 出 现 实 社 会 当 中 诚 信 状 况

的弊病!对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提出了尖锐的挑 战"如 何

在网际交往中融入相应的伦理关怀和诚信意识!已经成 为

网络社会平 稳 发 展 的 必 然 选 择!营 造 网 络 社 会 的 诚 信 理

念!刻不容缓"

##一!网络社会的信任危机

在网络这个崭新的虚拟世界里!人们通过网络 进 行 的

社会交往不仅跨越了时空的限制!而且很大程度上跨越 了

既定规范的约束!因而往往表现出众多失范性行 为"如 利

用网络发布虚假 信 息#伪 装 之 后 的 坑 蒙 拐 骗!甚 至 肆 无 忌

惮地故意行骗"这种网络社会中的信任缺失和信 任 困 境!
自然导致了$网络信任危机%的问世"

所谓网络信任危机!是指计算机网络中人与人 之 间 缺

乏必要的信任!人们对网络安全和网络信用体系缺乏足 够

的信任!从而 导 致 了 网 络 人 际 交 往 和 电 子 商 务 发 展 的 困

境"网络信任危机的产生!是由多方面的原 因 导 致 的"首

先!网络中的人际 交 往 是 以 符 号 为 中 介 的 间 接 交 往!网 络

中大部分行为具有匿名性!不受时空限制!甚至$相逢 对 面

不相识%"人们可 以 任 意 扮 演 角 色 并 理 直 气 壮 地 说 谎!以

至于相互之间分不清对方的真假虚实"其次!网络 社 会 中

法律和道德等 外 在 规 范 对 人 的 约 束 力 大 大 减 弱"置 身 于

网络社会!人们很难像在现实社会中那样约束自 己"现 实

社会中的道 德 要 靠 社 会 舆 论#传 统 习 俗 和 内 心 信 念 来 维

持!而网上道德约 束 力 是 非 强 制 性 的!仅 靠 个 人 内 心 信 念

和自律程度 来 维 系!遵 从 道 德 规 范 与 否 不 易 被 觉 察 和 监

督!因而容易做出 许 多 现 实 中 不 敢 做 的 事 情!表 现 出 与 现

实生活伦理道德规范不相符合的状况"再者!网络 社 会 是

从现实社会分化出来的虚拟世界!实际上是现实社会的 延

伸!现实中的 各 种 伦 理 道 德 问 题 都 会 反 映 到 网 络 社 会 中

来!并可能因其虚拟性而使这些问题扩大化"虚拟 性 使 得

人们敢于在网 络 世 界 中 随 心 所 欲!放 纵 自 己"种 种 诱 因!
诱发了网络社会中不负责任的行为的大量涌现!使得网 络

交往中人与人之间普遍缺乏信任!这也就是网络社会中 人

际关系的信任危机"
信任在网络中可谓举足轻重!网络信任危机实 质 上 是

一种网络伦理 的 危 机"它 是 由 于 网 络 信 任 缺 乏 应 有 的 网

络伦理和价值体系的支撑!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网络信 任

危机"正如汤因比先生所说&$迄今为止!人的伦 理 行 为 的

水准一直很低!丝毫没有提高!但是!技术成就的水 准 却 急

剧上升!其发展速度比有记录可查的任何时代都 要 快"结

果是技术和伦理的鸿沟空前增大"这不仅是可耻 的!也 是

致命的"%’!(FD!因此!重建全球 网 络 的 伦 理 规 范 和 人 伦 之 道

显得尤为重要"现实社会需要道德理想来缓解冲 突#拯 救

危机!作为其延伸的网络社会亦当如此"作为现实 社 会 的

延续的网络世界!就 目 前 来 看 尚 未 成 熟!还 不 可 能 脱 离 既

有的社会现实"因 而 网 络 的 具 体 运 用 必 须 诉 诸 相 应 的 伦

理判断和道德标准的约束与指导"从根本上讲!网 络 社 会

信任危机的产生 就 在 于 网 络 本 身 缺 乏 相 应 的 伦 理 道 德 关

怀!网际交往的虚拟性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们放松了 道

德自律和自我约束"而以儒家诚信理念参与网络 社 会!也

许是目前净化网络社会的最佳途径"

##二!儒家的诚信精神

诚信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价值理念!中 华 民

族历来以诚实 守 信 而 著 称 于 世"$诚%是 儒 家 至 高 无 上 的

哲学范畴!$诚 信%是 儒 家 伦 理 道 德 的 精 华 之 一!也 是 儒 家

)!)

$ 收稿日期"%""GA"#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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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的修身之本"
儒家尚诚"诚是 真 实 不 欺 的 品 德!其 基 本 涵 义 是 真!

强调真心#实意!反对虚伪#欺诈"所谓$诚 者!真 实 无 妄 之

谓"%’%(*中庸章句+诚是道德之本和 行 为 之 源!即$知 仁 勇 三 者!
天下之达德也!所以 行 之 者 一 也"%’%(*中庸章句+一 切 道 德 行 为

的落实全在一个$诚%字"诚还是道德完善的内在 保 证!如

朱熹所言&$须是 表 里 皆 实!无 一 毫 之 伪!然 后 有 以 为 进 德

之地!德方日新矣"%’D(卷六十九 圣 人 之 所 以 为 圣 人!只 在 一 个

诚字"诚更是做 人 的 根 本"孟 子 曰&$诚 者!天 之 道 也,思

诚者!人之道 也"%’%(*孟 子集注+要 想 成 就 一 番 事 业!必 须 效 法

天道之真!不能 有 丝 毫 虚 假"因 此!诚 要 求 人 们 既 不 自 欺

亦不欺人!不伪装 自 己!不 说 谎 骗 人!不 弄 虚 作 假!不 欺 世

盗名"
信是$五常%之 一!意 谓 诚 实 不 欺#信 守 承 诺#讲 究 信

用"信是立身处世的根本之一!是处理人际关系最 基 本 的

道德规范"孔子 特 别 提 倡 忠 信!把 信 列 为 四 教 之 一"*论

语+载有$子 以 四 教&文#行#忠#信"%’%(*论语集注+*吕 氏 春 秋+
将信上升为天道!以 天 道 喻 人 事!以 信 作 为 人 际 关 系 的 基

本准则"及至汉代!董 仲 舒 把 信 列 为$五 常%之 一!信 成 为

中国传统 道 德 的 基 本 规 范"信 的 基 本 要 求 是 诚 实 不 欺!
$言而有信%"’%(*论语集注+具 体 而 言&其 一!说 话 真 实!不 做 无

根之谈"$无便 曰 无!有 便 曰 有"若 以 无 为 有!以 有 为 无!
便是不以实!不得 谓 之 信"%’F(*忠信+其 二!说 话 算 数!严 格 践

约!不违背自己所许的 诺 言!即$不 食 其 言%’G(*重黎+其 三!言

行一致!做到$言顾 行!行 顾 言"%’%(*中庸集注+守 信 方 能 立 足 于

社会"儒家向来注重$诚信%!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即 以

诚#信互释!曰&$信!诚 也%#$诚!信 也%"诚#信 合 称 为$诚

信%!诚为体!信为用"诚信的根本在于真 诚!内 有 诚 实#真

诚之心!外有信用#守信之行"$诚%为做人第一 要 义!$信%
为处世第一准则"儒家认为诚信是宇宙存在的基 础!强 调

道德情感上的真情实意和信守承诺!力行实践上的言行 一

致和知行合一"诚信既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又 是 一 种

现实的道德 实 践!是 为 人 处 世 的 起 码 准 则 和 修 身 立 国 之

本"孔子曰&$人 而 无 信!不 知 其 可 也"大 车 无 輗!小 车 无

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集注+/一个 人 不 讲 诚 信!就 像 马 车

失去$輗%和$軏%一样寸步难行!根本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诚信的本意是指对人诚实守信!其深层内涵是 指 内 不

欺己与外不欺人 的 统 一!相 信 自 己 与 相 信 他 人 的 统 一!是

人际交往的重要原则"诚信作为交友之道!深受历 代 古 人

的重视"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 谋 而 不 忠 乎- 与

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 不 习 乎-%’%(*论语集注+孟 子 将 信 列 为$五

伦%之一!强调朋友之间以信义为重!肯定了诚信在人 伦 关

系中的地位和 价 值"诚 信 是 人 之 所 以 为 人 的 安 身 立 命 的

基础!只有$言忠信!行 笃 敬%!’%(*论语集注+才 能 取 信 于 他 人 和

社会"如果人 际 关 系 缺 少 诚 信!社 会 秩 序 必 将 是 一 片 混

乱!其害不可言 表"$言 非 信 则 百 事 不 满"%’E(*贵信+反 之!如

果人皆守信!即可 消 除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怀 疑 之 心!建 立 相 互

信赖的和谐关系"所以说!诚信是协调人际关系和 维 护 社

会秩序必不可少的精神要素"
此外!诚信还是 成 就 一 切 事 业 的 内 在 保 证!是 为 政 治

国的基本 条 件 和 道 德 信 念"对 为 政 者 而 言!诚 信 尤 为 重

要"*左传+云&$信!国之宝也"%’$(指出诚 信 是 治 国 的 根 本

法宝"*孟子+曰&$不 信 仁 贤!则 国 空 虚"%’%(*孟子集注+*荀 子+
亦言&$夫诚者!君 子 之 守 而 政 事 之 本 也"%’#(可 见!$诚 信%
是立国之本!是为 政 者 取 信 于 民 的 关 键 和 根 本!只 有 取 信

于民!人民才会接受教化"
综上可知!诚信作为为人#交友和执政的 基 本 准 则!是

中国古人的立 身 之 本#处 世 和 治 国 之 宝"诚 信 如 此 重 要!
理应是当今 社 会 不 可 须 臾 而 离 的 伦 理 基 础 和 精 神 支 撑"

不讲诚信原则!必将失去安身立世之本和治国执政之基"

##三!儒家诚信对网络信任危机的疏解

诚然!网络的匿 名 性 造 就 了 太 多 的 虚 假 和 欺 骗!但 匿

名遮蔽的仅仅是彼此的相貌和身份!不应遮蔽彼此的心 灵

和真情!网络社会需要诚信"诚信作为现实世界人 际 交 往

的必备美德!同样 适 用 于 虚 拟 的 网 络 社 会!是 网 络 社 会 存

在的价值根 基 和 发 展 源 泉!也 是 网 民 必 须 遵 守 的 道 德 准

则"
儒家诚信原则在网络社会中有着不可比拟的 作 用!它

既有利于协调#融 洽 网 络 交 往 中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和 谐 关 系!
更有利于确保虚拟环境中的人际信任!因而是维护网络 秩

序的必要条件"可 以 想 见!一 旦 失 去 诚 信!弥 漫 于 网 络 社

会的必将是一片 虚 假 和 欺 诈!网 上 进 行 交 友#教 学#求 医#
电子商务等活动都将受到极大影响"所以说!诚信 原 则 是

网络社会的生存的道德根基"舍此!网络世界的信 用 体 系

势必崩溃!欺诈行 为 将 泛 滥 成 灾!网 络 社 会 就 难 以 得 到 正

常发展"
网络社会之所以有大量虚假信息!就在于有人 违 背 了

诚信原则"这也警 示 我 们 在 网 络 交 往 过 程 中 必 须 继 承 和

发展儒家的诚信观念!恪守诚信原则!提高诚信意 识!清 除

浮伪习气!做到真 诚 做 人#真 诚 待 人!信 守 承 诺!杜 绝 虚 伪

和欺骗!以实现网络行为的规范化!确保网络世界 的 安 全"
因此!重温儒家的 诚 信 交 友 之 道!不 仅 有 助 于 结 交 到 真 心

朋友!也有利于整个网络环境的稳定和优化"儒家 的 诚 信

精神绵绵流传几千年!以其丰富的道德智慧和深厚的伦 理

根基!定会有效地疏解和净化现代社会的网络信任危机"
众所周知!网络行为的主体是现实生活中的活 生 生 的

$人%!科学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促进$人%自身的不断完善 和

超越"而儒学是道德人文主义学说!它极为重视个 人 的 道

德修养和群 体 的 社 会 秩 序"*大 学+开 篇 即 言&$古 之 欲 明

明德于天下者!先 治 其 国"欲 治 其 国 者!先 齐 其 家"欲 齐

其家者!先修其身"%’%(*大 学 章 句+这表 明 了$修 身%对 于 成 就 自

身德性和平治天下的重要"就本质而言!$修身%宣 扬 的 是

自律的道德意识!此种自律意识被历代儒者视作人际关 系

的润滑剂而备受推崇"就目前而言!增强网络主体 的 道 德

意识是缓解网际冲突的最佳手段!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此 种

自律意识来协 调 网 际 交 往"因 此!提 升 网 民 的 道 德 修 养!
强化网民诚 信 意 识 等 基 本 道 德 素 质 的 培 养!不 仅 是 必 需

的!也是刻不容缓的"
置身于一个网络化的时代!面对网络社会中的 种 种 纷

扰!儒家学说 作 为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当 中 最 为 深 厚 的 人 文 积

淀!作为一门古老 而 又 常 新 的 处 世 之 学!通 过 一 番 现 代 性

地诠释和创造性地转换!对网络社会中的信任危机作出 了

合理的疏解和净化"网络社会呼唤现代诚信!随着 儒 家 诚

信观念的融 入!网 络 社 会 的 人 际 交 往 必 将 走 向 成 熟 和 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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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扬雄<法言注(H)<北京%中华书局!!CC%<
(E)#吕不韦<吕氏春秋(H)<北京%中华书局!!CC!<
($)#左丘明<白话左传(H)<长沙%岳麓书社!!CCD<
(#)#荀况<荀子(H)<北京%中华书局!!C#G<

)%)



!
政
治
!

社
会
学

期
二

第
年

六
"

"
二

#
#

#
#

#
#

#
#

#
#

#
#

#
#

#

重
庆
邮
电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