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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自由是人的本质特性，自由具有相对性与具体性，

实现自由的途径是现实的人的实践劳动。随着新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的自由程度不断在网络领域

中扩大，网络自由的发展促进了人们自我意识的提升。但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网络成瘾”、“网络

谣言”、“网络暴力”等影响网络自由的现象。马克思丰富而科学的自由观，对新时代网络自由健康发

展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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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 regarded freedom as an understanding of necessity and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objective 
world. Freedom i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people, freedom is relative and concrete. The way 
to realize freedom is the practical labor of real peop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
ogy, the freedom expands in the network field, and the network freedom promotes the promotion 
of self-consciousness. But in this process, there are also “Internet addiction”, “Internet rumors”, 
“Internet violence” and other phenomena that affect the network freedom. Marx’s rich and sc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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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ic view of freedom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etwork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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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下，我国的互联网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互联网遍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领导人

也非常重视网络空间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清朗网络环境”、“保障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强

国”等重大战略思想。自由是人们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网络的普及拓宽了人们自由的空间，网络自由

的发展促进了人们自我意识的提升，推动着个人自由及权利的实现。但在此过程中，网络自由的发展也

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与挑战，“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信息安全”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人们

健康的网络生活环境。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的类本质特征，每个人的发展就是追求自由的过程，自由

具有相对性与具体性，人们实现自由的方式是实践劳动。本文基于对马克思自由观的研究，着眼于新时

代下网络自由的问题，探讨网络自由的本质、网络自由的限度以及网络自由何以真正实现等论题。 

2. 马克思自由观的科学内涵 

自由是人们永恒讨论的话题，是人们生活的价值追求之一。自由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

内容，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是现实的人通

过实践劳动而获得的相对的、具体的自由，最终目标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1]。
马克思一生的追求和使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因此，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非常

重要的概念，马克思自由观具有丰富而科学的内涵。 

2.1. 自由的主体：现实的人 

马克思理解的自由是现实的自由，自由的主体是“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人的自由。“人的本质

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人是处于现实社会实践中

的个人，个体所拥有的自由是现实生活中的自由，是具体的，不是抽象人性的自由。人的自由不仅只是

在自我的精神境界中寻找，而且要立足于现实社会，自由的主体是现实的人。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

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人是现实社会历史

中的人，有满足生命的物质需要，也有各种社会需要。因此，现实中个人的自由包括精神自由、生存自

由和发展自由等，需要和自然界、人类社会发生联系，这就要求人要认识客观必然性，在此基础上，发

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世界以满足自身需要，最终实现人的自由[4]。 

2.2. 自由的特性：相对性与具体性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地进行实践活动。马克思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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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是相对的，人的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绝对的，而是有一定的限度。自由与限制是辩证统一的，

没有限制就没有所谓的自由。人们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生产、生活活动，无限度、无节制的自由不

仅会造成自身自由的“泛滥和异化”，也会妨碍他人及社会的自由。自由受道德、风俗、法律的约束，

个人不能损害他人的自由，因此，自由是相对的，是有限制的。 
自由是具体的，思辨层面上讨论自由未免会为其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现实中的自由并不是抽象的，

没有超历史、超社会、超阶级的自由，自由是有具体内容的。“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

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5]因此，自

由是具体的，是随社会历史发展而发展的，在阶级社会中，获得自由的只是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则被

排除在自由之外，但就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来看，自由的程度是逐步扩大的。  

2.3. 自由的实现途径：实践劳动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实践，自由不是来自抽象的人的本性，而是来源于人的实践劳动。离开人

的实践劳动谈论自由，是虚幻而无意义的。自由的实现是人在对必然性认识的基础上，按照自身需要，

改造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过程，实践劳动则是实现自由的途径和手段。 
自由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恩格斯说：“自由不在于在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

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用自然规律为一定目的服务。”[6]“认识这些规律”，

即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必然性，“有计划地使用自然规律为一定目的服务”即是按照客观规律能动的改造

世界的实践劳动。除了能够生存，每个人还是社会中的个人，每个人必须积极参加社会劳动，才能满足

自身的生活需要以及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人是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人在社会关系中生活发展，因

而人的自由发展体现在实践劳动过程中。人在创造劳动产品的同时，也创造了人自身，提升了自身能力，

进一步促进了自由的实现。 

3. 新时代下网络自由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自由意识显著提高，人们参与社会实践的途径多样化，而在信息化

时代下网络参与成了主要形式。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便利，延展了自由的广度和深度，网络

自由的发展则是现实自由在网络中的体现。网络自由是指在互联网生活中，网络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愿，

自主地能动地表达观点和选择自己的行为，是一种虚拟的自由[7]。然而，在网络带来自由与便捷的同时，

一些网络自由问题也随着而来，对个人、他人和社会造成了影响。 

3.1. 个人层面：对网络自由的本质认识不够 

网络空间拓宽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使人们的自由意识、民主意识与参与意识发挥的淋漓尽致。人们

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自由地了解社会、自由地表达言论、自由地进行网络生活。渐渐地，人们投入网

络生活的时间与精力增多，人们在网络上“直播赚钱”、“点餐购物”、“刷微博”以及“聊 QQ、微信”

等，网络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完全沉浸在虚拟的“个人自由”当中，无法自拔。原本是“真

正意义”上利用网络进行自主行为的网络自由变成了被迫依赖性的网络自由的“异化”。 
然而，网络自由的本质应是现实的自由，网络自由的主体应是现实的人，我们已逐渐被网络“束缚”，

变得“不自由”。正是由于人们对网络自由的过度追求，沉溺在受感性支配的满足感中，甚至丧失了理

性，跨越了法律和道德的界线。网络世界可以实现人们现实生活中不能达成的愿望，可以使人的心理得

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和自由。然而，人们被这种“虚拟的”满足感和自由感所充斥，一旦离开网络就觉得

浑身不自在，网络成瘾，对网络产生了依赖性。特别是一些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的虚幻世界，导致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8282


祝丽，宋惠 
 

 

DOI: 10.12677/ass.2021.108282 2041 社会科学前沿 
 

思维迟钝、学业荒废、道德品质下降，甚至引发犯罪或者造成死亡。 

3.2. 他人层面：损害他人的网络自由权利 

在网络上，人们追求着最大程度的自由，沉醉于“随心所欲”的网络自由中，往往忘记了网络自由

不是“绝对的自由”，网络自由应有其限度。人与人之间现实的社会关系也相应的存在于虚拟的网络关

系中。在追求个人自由最大化时，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人的自由权利。 
“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现象层出不穷。某些不理智的网民或别有用心的营销号在网上发布

的虚假内容，对个人和组织妄加评论，对个人和组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公众人物。例如，近年

来比较轰动的“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事故现场女司机的图片在网络上疯传，人们根据“女司机”、

“逆行”等关键词的搜索，在全网立刻形成了对女司机行为抨击的舆论，谩骂声接连不断，但事故原因

与女司机毫无关系，“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行为侵犯了网络主体的隐私权和自由权，给其带来了巨大

的伤害。由此可见，网络空间并不是个人自由泛滥的地方，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自由也不是个人

的绝对自由，超出个人自由的“限度”，很容易损害他人的合法合理的自由权利。 

3.3. 社会层面：破坏社会的秩序与规则 

“网络自由”和“网络安全”也经常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

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8]“网络自由”与“网络安

全”也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程度广泛的网络自由，也就没有多种网络问题，也就没有对网络安全的加强

与重视，没有网络安全的保障，也就没有所谓的网络自由。 
在社会层面，网络自由问题包括“网络间谍”、个人或组织发布的“网络谣言”、犯罪群体实施的

“网络盗窃犯罪”等非法网络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网络安全造成了威胁，阻碍了人们网络自由权利

的实现，破坏了社会和国家的秩序与规则。如“香港问题”在网络上持续发酵，某些不法的个人和组织

在网络上散布了许多歪曲事实、荒谬至极的言论，严重危害了社会和国家安全；“网红主播”为博观众

眼球，对我国的国旗、历史等进行歪曲解读，这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规则、违反了法律，还严重损害了

国家形象。由此可见，“过度的”网络自由会给社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影响，这也是新时代网络治理的

重大挑战。 

4. 马克思自由观对新时代网络自由的启示 

追求自由是人的本质特性，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寻求自由的发展历程。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发

展迅速，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同时，人们的主体意识逐步提高、自由观念明显增强。人们

的幸福感，愈发表现在追求生活自由程度的提高，个人权利的实现。信息化时代，网络的普及提高了人

们的自由程度，给人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带来了积极影响，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关于网络自由的问题，

出现了“网络自由的异化”。马克思的自由观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在新时代下对我国网络自由的发展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4.1. 网络自由的主体应是“现实”的人 

网络自由是现实中的个人自由在网络领域中的体现，即人们有目的、有意识地选择网络作为个人行

为的领域，但虚拟世界淡化了网络主体的社会责任。在信息化时代下，人们应该加深对网络自由本质的

认识。马克思认为，人具有社会性，人是参与实践劳动的“现实”的人。因此，人的自由是“现实的自

由”，而不是纯粹观念中的“思维自由”，自由的主体是“现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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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给人们提供了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网络自由的本质实际上是现实的自由，网络自由的主体应

是“现实的人”，是具有现实生存生活需要的个人。因此，个人要弄清网络活动的目的与意义，合理安

排使用网络的时间，做到自律，“自律者才有自由”，不能一味地沉迷于虚拟世界，把大量时间与精力

用于玩游戏、追剧、刷抖音刷微博等网络行为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应放投入到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信

息时代，各种新闻资讯充斥在各大平台上，人们要学会选择和甄别，有目的、合理地使用网络，将网络

作为提升工作、学习、生活能力的“手段”，而不是生活最终的“目的”。只有弄清了行动目的，做到

严于律己，才会积极面对各种困难，获得持续行为的动力，最终才会获得自由。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

国梦”看似远却很近，我们都是“追梦人”，不应忘记自身的初心，应积极投身于现实的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网络水平的提高、网络自由的健康发展也会促进个人及社会自由的发展，因此，我

们要学会平衡虚拟与现实。 

4.2. 网络自由具有相对性与具体性 

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个人的本质属性，但个人自由不是随心所欲的、抽象缥缈的，不是绝对的，而

是相对的和具体的。自由是自然、社会和个人的统一。因此，网络也绝不是个人自由肆意生长的沃土，

网络自由具有相对性与具体性，我们进行网络活动，是以“不伤害他人和社会的自由权利”为前提的。 
网络环境是“虚拟的”社会环境，网络关系其实是各种现实社会关系的体现，人在网络环境中进行

行为选择，必定要与他人和社会发生交往联系。新时代下，人们应自觉承担自身的责任与义务，合理处

理各种虚拟的网络关系，与他人保持良好的网络交往关系，做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尊重他人的合法自

由权利。同时，政府部门要加强对网络自由空间的监管，法律部门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个人要遵守

相关的法律、法规，远离“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危害网络自由的行为，共同营造一个明朗和谐

的网络自由环境。新时代的网络氛围必将是和谐美好的，人们应发挥自身创造性，合理有效地利用网络，

将“约束性和自主性”、“他律和自律”和“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实现网络自由的最大化。 

4.3. 网络自由的实现途径是实践劳动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它们是个人自主活

动的条件，而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创造出来的。”[9]人需要吃饭穿衣，需要生存，就必须用双手创造出

属于自己的物质产品以满足自身的生存生活需要，这种创造行为就是人们的“劳动”。自由是人的本质

特性，是区别于动物劳动的特征。在实践劳动中，个人尽可能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有目的、有意识

地去改造世界，创造出物质财富，这是自由的体现；反过来，在实践劳动的过程中，个人提升了自身能

力，为自由选择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最终促进个人自由的发展。 
新时代的网络自由，归根到底是人们在社会实践劳动中产生的自由，如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网

络水平的提高，人们才得以拓宽自由的渠道。社会实践劳动决定着网络自由的水平，而人们追求的网络

自由也只有在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才得以实现。如果哪一个人、哪一个国家、哪个民族放弃了实

践劳动，个人的生活和国家的发展就会陷入停滞状态，个人和国家就会变得穷苦，更谈不上自由。由此

可见，实践劳动是实现网络自由的途径。 
在新时代下，每个人都有自身美好的生活追求，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无论是实现“网络自由”、“财

务自由”、“车厘子自由”等，都需要每个人参与社会实践，为“中国梦”的实现凝聚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信息化时代，人们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在网络行为上，“网络自由”成了人们参与网络生活追求的最

大价值目标，“网络自由”其实是“现实自由”的虚拟化，其最终实现还是要归于社会实践，人们应将

更多时间精力用于工作、学习与生活，开展现实的人际交往活动，在实践劳动中实现价值，在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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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感受自由、实现自由。 

5. 小结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网络空间发展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安

全与信息化工作做出重要论述，“当今世界，信息化发展很快，不进则退，慢进亦退”[10]党和国家高度

重视网络空间的治理，高度重视关乎人民幸福的网络生活氛围。网络自由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形成明朗的

网络环境，有利于提高网络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人们对美好自由生活的追求。马克思自由观具有丰富

的内涵，自由的主体是现实的人，自由具有相对性和具体性、自由的实现途径是实践劳动。马克思自由

观为网络自由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网络自由的主体也应是“现实的人”，个人要将现实需要、现实

劳动与虚拟自由结合起来，网络自由具有相对性和具体性，要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保障他人合法

的网络自由权利，营造和谐安定的网络氛围，网络自由的实现途径是实践劳动，广大人民群众应积极投

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实现自身价值，促进自身发展，最终实现个人的自

由、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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