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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网络交往的有序进行需要发挥道德“防火墙”的作用，就如何构筑网络交往中的道德“防

火墙”展开研究。方法 网络道德“防火墙”的构筑需要依据网络社会的具体情况，遵循一些基本的道

德原则，倡导“四项原则”、“五点主张”，尊重网络主权。采用理论与实践案例相结合、内部研究与外

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从网络交往主体个体道德培育和社会道德调控方面，提出构筑网络交往中道

德“防火墙”的具体路径。结论 通过家庭、学校、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各方面来实现网络道德“防火

墙”，具体而详尽地论述其构建原则、构建途径，充分展现出精准扶贫中构建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的重

要性，并形成良好的网络社会道德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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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Network Moral "Firewall" in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LUO Yu-ping1,2 
(1.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2.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Network communication orderly need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moral "firewall". How to construct the moral 

"firewall" in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is studi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twork moral "firewall"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the network society, following some basic moral principles, advocating the "four principles" 

and "five points", and respecting the network sovereignty. Us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case, internal re-

search and external research, the concrete path of building a moral "firewall" in network communication is put forward 

mainly from the aspects of individual moral cultivation and social moral regulation. The network moral "firewall" is real-

ized through the family, the school, the real society and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concrete and detailed exposition of its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and construction ways is discussed, fully showing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a healthy and har-

monious network environment in the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forming a good social and network social moral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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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贫困地区的山村通宽带建档立卡的比

例超过了 86%，今年有望完成“宽带网络覆盖 90%以

上的贫困村”的目标，499 个国家级贫困县已纳入电子

商 务 进 农 村 综 合 示 范 支 持 范 围 ， 占 全 部 贫 困 县 的

60%。网络扶贫行动大数据分析平台，有效地支撑贫

困人口的精准识别、精准施策和精准退出。100 多家

网信企业与深度贫困地区开展结对帮扶，实施网络助

学、“春蕾计划”、“母亲水窖”等网络公益项目。甘肃

陇南的“80 后”姑娘梁倩娟回到山大沟深、自然资源丰

富的家乡创业，将地里种的庄稼、树上结的核桃、山

里长的野菜在网络平台交易，带领着村里的多个贫困

户找到了脱贫致富的门路。保护网络健康、有序进行

需要发挥道德“防火墙”的作用，但网络虚拟社会作为

一个新的交往平台，网络交往中的道德规范并没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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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起来，因此，必须构筑网络交往中的道德“防火墙”，

从而保证网络交往的有序进行。 

1  构筑道德“防火墙”的原则 

在构筑网络交往道德“防火墙”的过程中，需要遵

循一些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因为只有确立了这些基本

规范，人们才能对究竟什么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行为

作出具体判断。具体来说应遵循以下 4 个原则：无伤

原则、互惠原则、责任原则和适度监管原则。 

1.1  无伤原则 

无伤原则是从网络交往效果层面提出的最为基

本的道德原则规范，即网络交往主体在交往过程中的

最低道德要求是做到对交往对象的无伤。按照理查

德·A·斯皮内洛的说法，无伤原则就是：“根据这条最

基本的道德原则，人们应当尽可能地避免给他人造成

不必要的伤害[1]。”无伤原则作为构建网络交往伦理

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网络社会自身的客观要求。首先，

无伤原则是网络社会的基本要求。在网络社会中任何

一个网络用户和成员都能利用网络与所想交往的人

进行交往，在交往过程中会对交往对象产生一定影

响，因此要尽量产生好的影响避免伤害对方。其次，

网络交往中出现伤害行为影响的面较广。不同于现实

世界中的人际交往，某一不道德行为可能伤害到的人

群的范围相对比较狭窄，网络不道德行为的最直接后

果就是这些行为会直接或间接地伤害到其他网络主

体，而且由于网络连接的广泛性和快捷性，这些行为

的不利影响会非常迅速地使很多相关交往主体受到

影响。根据无伤原则，行为的结果是否有害，应该成

为判别道德与不道德的基本标准，这一原则要求网络

交往主体要有限制地享受网络赋予交往的便利，必须

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对他人产生的不利影响。在

进行网络交往的过程中，网络交往主体都应以一种健

康的心态进行交往，把无伤原则贯彻到网络交往过程

中，并把无伤原则视为最主要的评价标准。 

1.2  互惠原则 

互惠原则表明，任何一个网络交往主体都应该认

识到，他（她）进行网络交往，从目的和手段来看，

都应该是互惠的。首先，从交往的手段来看，网路交

往主体都利用了网络信息和资源进行网络交往，既是

网络信息和服务的使用者和享受者，也是生产者和提

供者；信息交流和网络服务是双向的，网络主体间的

关系是交互式的。从这方面看，双方是一种互惠的关

系，网络交往主体如果从网络或其他网络交往主体得

到什么利益和便利，也应同时给予对方什么利益和便

利。其次，从交往的目的来看，网络主体都希望通过

网络交往获得各自所需要的信息，满足双方的各种需

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交往双方各取所需，从

交往中获得满足。或者是为了获得某些信息，或者为

了获得某种精神上的释放和安慰，或者是为了获取一

定的商业利益等。网络交往主体之间从互惠关系中强

化了网络交往关系。总之，网络交往主体在交往中应

该遵循互惠原则，网络交往主体有义务为网络提供有

价值的信息去帮助别人，也有义务遵守网络的各种规

范以推动网络社会的稳定、有序运行。仅凭一己之私

将很难实现网络社会的有序交往。 

1.3  责任原则 

从内在他律层面来看，网络交往主体应遵循责任

原则。网络交往伦理责任是指网络交往主体应承担道

德权利和义务以及违反道德义务所应承担的否定性

后果。反映了网络交往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责任

要求，反映了特定网络交往角色应该承担赋予的应然

之责和义务，它体现了责任主体的内在道德自觉和外

在道德规范的统一。《现代汉语词典》从两个方面解

释责任：分内应做的事；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因

而应当承担的过失。责任感：自觉地把分内的事做好

的心情，也说责任心[2]。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人应该为

自己的选择负责：“除非被迫而作恶，或以无知而作

恶，否则都要惩罚[3]。”网络交往中的责任至少包含

两个方面：一是指分内应做的事，这是责任主体应尽

的责任；二是没有做好分内之事应承担的过失或惩

罚。在网络交往中，网络交往主体就是责任主体，他

们的责任一方面体现了主观责任，他们是出自内心的

需要做出的伦理行为，反映了一种自律的道德状态，

同时道德主体受到外在法律、网络协议和规范的约

束，因此要体现了客观责任。在网络交往过程中，网

络交往主体的责任应该体现道德自律性和他律性的

统一。在网络交往中，网络交往主体要处理好 3 种伦

理关系。其一，网络交往主体要处理好自身的伦理关

系，体现了主体自身的责任，表现网络交往主体的自

为性。其二，网络交往主体要处理好与其他交往主体

的伦理关系，体现了对他人的责任，表现为伦理责任

主体的为他性。其三，网络交往主体要处理好与网络

社会的关系，要自觉维护网络社会的和谐秩序。总之，

责任原则表明，网络交往主体的交往行为不仅要求对

自己负责、也需要对他人负责以及对社会负责。 

1.4  适度监管原则 

从外在他律层面来看，必须要对网络社会进行适

度监管。网络社会虽然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其规范

和制度并没有相应的完善起来，由于网络监管和规范

的不足，交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网络交往失范现象，

所以适当监管和外在约束是极为必要的。 首先，适

度监管是网络社会交往发展的必要条件。网络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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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虚拟空间，这样一个空间的自由实际上也是有

限度的，如果不加约束，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提

出适度监管可以促使网络交往主体遵守网络规则，维

护网络秩序。到目前为止，一种全球性的网络规范并

没有形成，有的只是各地区、各组织为了网络正常运

作而制订的一些协会性、行业性规范。这些规范在很

大程度上很难保证目前网络发展的基本需要。其次，

适度监管可以为网络交往主体提供必要的外在规范。

在网络这样一个自由空间中，适度监管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规范网络交往主体的网络交往行为，从外部对网

络交往主体产生约束力，促使网络交往主体意识到交

往过程中应尽的责任，这样才能保证网络社会的有序

交往。 

2  构筑道德“防火墙”的途径 

在网络虚拟社会中，由于技术防火墙的限度以及

各种制度性规范的缺失，网络交往的有序进行对网络

交往主体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道德“防火墙”从自

律和他律两个层面对网络交往主体提出了规范要求。

与现实社会相比较，虚拟网络社会中的网络伦理还不

完善，现实中的道德规范毕竟很难完全适应网络社会

的要求，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网络伦理在网络交往中

的作用，还需进一步构筑网络交往中的道德“防火

墙”。从网络交往主体看，需要培育个体道德；从社

会层面看，需要发挥社会道德调控作用。 

2.1  培育个体道德 

“所谓个体道德，是指具有一定社会身份并起一

定社会作用的个人，为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而具备的，

并适应社会一定利益关系的客观要求的道德素质和

指导自身行为选择的内心道德准则的总和[4]。”依据

这种理解，认为网络虚拟社会为网络交往主体提供了

一个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平台，网络交往主体在网

络交往过程中应该体现一定社会关系，并遵循一定的

内心道德选择。虽然网络伦理和社会伦理并不是两张

完全不同的“皮”，但是考虑到虚拟网络交往的特点，

在当前网络交往状况下，加强网络交往个体道德培育

是必要的。主张网络交往中个体道德培育需要从个体

道德义务、道德良心、交往价值目标和道德人格 4 个

方面着手。 

2.1.1  网络交往个体道德义务的培养 

网络交往个体道德义务的形成是个体道德发展

的他律阶段，在这个阶段道德责任和道德价值主要取

决于网络交往主体对网络道德规范、原则的服从。在

这个阶段上，网络交往主体对道德的认同具有明显的

他律性质，就是说，网络交往主体只是由于道德规范

本身而去服从规范，至于规范的内容，并不在主体的

道德意识之内，在网络交往主体看来行为是道德的就

是按照网络道德规范去做的。 

网络交往主体需要按照客观的责任来调节自己

的行为。在网络交往个体道德的形成的过程中，需要

加强道德义务的培育，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作

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

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无所谓的。

这个任务就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

而产生的[5]。”那么在网络虚拟社会中，人们有这种

与他人交往的需要，并与网络虚拟社会产生联系，那

么就必须遵循网络虚拟社会的道德规范，反映了网络

交往主体对他人和网络社会应尽的道德责任。具体来

说，需要网络交往主体理解网络社会中的各种道德规

范和原则，如无伤原则、互惠原则、责任原则等，不

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需要正确认识

自由与义务，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在享受网络交

往自由的过程中承担相应的道德义务，在获得网络交

往权利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2.1.2  个体道德良心的形成 

网络交往主体道德良心的形成是个体道德发展

的自律阶段。它是网络交往主体在履行对他人和社会

的道德义务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深刻的责任感和自

我评价能力。网络交往对个体道德良心提出了较高的

要求，在信息时代，虚拟社会给人们提供了极大的自

由，因而网络行为主体所肩负的责任也就越大，而只

有在充分自决的条件下，人才会萌发出真正的责任

心，这就是道德自律，它是信息时代伦理的必然要求

和网络交往主体伦理发展的必要阶段。 

网络社会交往中良心的养成，意味着网络交往

主体自觉意识到在交往过程中的责任，是一种对他

人和社会应尽义务的一种强烈的愿望，这种责任和

义务是建立在对道德规范和原则的理解和认同基础

上的，体现了网络交往主体的高度道德自觉。网络

交往主体一旦形成良心，便会时时以道德来约束自

己，可以自觉地抵制一些不良的网络交往行为，一

个道德自律感很强的人会主动抵制网络不良信息的

诱惑，一个具有道德良心的人，不会去蒙骗、伤害

网络交往对象。罗尔斯曾说过：“自律的行为是根据

我们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将会同意的、我们

现在应当这样去理解的原则而做出的行为[6]。”一个

自律性强的人在道德主体的具体活动中对自己加以

约束，使自己的行为自觉符合道德的需要。总之，

网络交往主体在自律阶段，对道德律令进行深刻反

思的基础，将其内化为心中的道德法则，成为良心

的要求。但也要看到，自律意识并非与生俱来，它

或是经过陶冶和熏染而自觉积淀，通过教育、与他

人交往等方式才能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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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确立价值目标 

个体道德自律和他律达到统一的阶段就是价值

目标确立和完善的阶段。所谓价值目标，说到底，就

是一种使个体的意向和行为经常地倾注于某种价值

的道德意识能力[4]。价值目标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不

断履行义务他律的经验积累，另一方面也受益于受良

心自律支配而形成的理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价

值目标的确立是网络交往主体个体道德成熟的程度

和完善程度的标志。要保证网络交往的和谐有序，需

要明确网络交往的价值目标，网络交往价值目标表明

不能只考虑自身需要的满足，还要考虑到他人和社会

需要的满足，需要把个人价值目标的实现和社会价值

目标的实现有机结合起来。网络交往价值目标的确立

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首先，社会需要发挥正确的价值

导向作用。在进行网络交往过程中，需要发挥社会道

德对网络交往主体的影响，因为网络社会的各种外在

规范只有内化为交往主体自己的内在需要时，才会影

响网络交往主体的交往行为。其次，网络交往主体需

要明确交往的需要或利益。网络交往主体进行交往反

映了主体与交往客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双方之间的交

往关系应该体现对方的利益并兼顾社会利益。也就是

说，网络交往主体在网络交往中，既要满足自己的利

益，又要兼顾交往客体的利益，体现双方互惠关系，

同时不能伤害其他网络交往对象，损害网络社会的共

同利益。 

2.1.4  完善主体的道德人格 

道德人格是一个人稳定的道德心理和品质，是一

个人特有的人品和情操，它需要不断提升，不断完善。

道德人格应该是完整统一的，它应该体现为道德意

识、道德情感和道德实践的统一，体现为各种环境中

道德观念和行为的统一，体现为品行、尊严和价值的

统一。网络交往过程中，由于网络社会的特点，使一

些人不能正确处理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关系，从而

导致网络交往主体异化，反映了网络交往个体道德人

格的分裂，言行不一致，所以需要在网络交往中形成

正确的道德人格。这种网络交往道德人格的培育表现

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需要重视网络交往主体意志自

主能力的培育。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人只有在他握

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动

负完全的责任[7]。意志自由决定行为上有所为和有所

不为。事实上，只有人才有意识地履行他所确认的道

德原则和规范，心甘情愿地担负起对群体、社会、人

类生存和发展的责任[8]。另一方面，保持自我同一性。

网络社会中，现实社会身份、地位等与网络社会中的

不一致性，现实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与网络社会中的扮

演的角色不一致，总之，现实中的言行与网络中的言

行的不一致性，使得网络交往主体很难区分现实世界

与虚拟世界，混淆现实与虚拟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因此网络交往主体必须保持自我同一性，正确对待虚

拟社会和现实社会之间的差别，适应角色的转换以及

处理好人机之间的关系，避免自身的异化。 

2.2  完善宏观道德调控机制 

要发挥网络交往中的道德“防火墙”功能，仅仅

靠个体道德培育是不够的，还需发挥网络交往宏观

道德调控作用，对网络社会进行适度监管，从外在

为网络交往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营造良好的网络

道德教育氛围，形成良好的网络道德氛围。 

2.2.1  加强制度伦理建设 

制度形式存在的网络伦理规范对网络交往主体

提出了较高的伦理要求和道德价值目标[9]。它把相对

抽象的对网络伦理要求、道德价值目标具体化为网络

交往主体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可操作的道德规范，成为

具有强制性的、普遍性的约束网络交往行为的现实制

度力量。 

首先，需要加强网络交往道德规范建设。无规矩

不成方圆，虚拟社会作为新的社会形式，它的相关法

规、制度、规范还没有完善起来，从而出现制度性漏

洞，因此必须完善网络交往道德规范建设。其一，需

要完善行业内部的网络道德规范。如，美国的计算机

协会希望它的成员支持下列一般的伦理道德和职业

行为规范：为社会和人类作出贡献；避免伤害他人；

要诚实可靠；要公正并且不采取歧视性行为；尊重包

括版权和专利在内的财产权；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

人的隐私；保守秘密。国外有些机构还明确划定了被

禁止的网络违规行为，即从反面界定了违反网络规范

的行为类型，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网络伦理声明指出

了 6 种不道德网络行为类型：有意地造成网络交通混

乱或擅自闯入网络及其相联的系统；商业性地或欺骗

性地利用大学计算机资源；偷窃资料、设备或智力成

果；未经许可接近他人的文件；在公共用户场合做出

引起混乱或造成破坏的行动；伪造电子函件信息。中

国互联网协会公布了《文明上网自律公约》，号召广

大网民：“自觉遵纪守法，倡导社会公德，促进绿色

网络建设；提倡先进文化，摒弃消极颓废，促进网络

文明健康；提倡自主创新，摒弃盗版剽窃，促进网络

应用繁荣；提倡互相尊重，摒弃造谣诽谤，促进网络

和谐共处；提倡诚实守信，摒弃弄虚作假，促进网络

安全可信；提倡社会关爱，摒弃低俗沉迷，促进少年

健康成长；提倡公平竞争，摒弃尔虞我诈，促进网络

百花齐放；提倡人人受益，消除数字鸿沟，促进信息

资源共享[10]。”通过提出这些道德规范，使网络交往

主体知道哪些行为在道德上是许可的，哪些行为在道

德上是不允许的。其二，需要形成网络社会普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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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规范，由于各国文化的差异，在网络社会中，

一些国家认为不可以的网络行为，在另一些国家被看

作是正常的，所以缺乏网络交往主体普遍认同接受的

伦理规范和要求。由此可见，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其次，完善网络交往各种管理法规建设。亚洲一

些国家通过构建网络监管的法律规范来对互联网进

行管理。如，1995 年，韩国国会就修改通过了新的

《电信事业法》，将“危险通信信息”作为管制对象。

2001 年，韩国先后颁布“不健康网站鉴定标准”和《互

联网内容过滤法令》，在法律框架内确立信息内容过

滤的合法性。2005 年 10 月 7 日，新加坡首次对两名

在博客（网络日志）中发表种族煽动性言论的年轻男

子判刑，旨在警告他人“网上言论自由也有限度”。在

日本，多数网上论坛采取会员制，会员有义务向 ISP

和版主提供详细、真实的个人信息，ISP 和版主也有

义务保护这些信息不被滥用和侵犯。日本最著名的

BBS"第二频道"在警方压力下以及经历大量民事和

刑事案后，也于 2003 年开始保存网上发言者的 IP 地

址等信息。日本预付手机则早已完全实施实名制。为

避免不负责任的言论引发法律纠纷，并节省人力，日

本各大新闻机构和报社不在其网络新闻中开设"评论

栏"，一般网民只有到专门的 BBS 和网络论坛中才能

随意发表匿名评论。这样，客观上将网络评论和匿名

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降到最低。近年来，韩国还陆续

制定了《促进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护

法》、《促进信息通信网络使用及保护信息法》等法律。

对于在互联网上散布淫秽色情信息、通过侮辱诽谤来

损害他人名誉、反复发送可诱发恐怖或不安情绪的信

息、网络赌博、放任发布对青少年有害的信息等行为，

韩国广播通信审议委员会一经核实后，可要求互联网

服务商或网站管理者进行删除或限制，对违法情节严

重的责任人可处以刑罚或罚款[11]。这些法律法规对于

维护网联网秩序起到重要的作用。国家在互联网秩序

方面也可以借鉴其他国家一些好的经验，依靠法律规

范人们的网络交往行为。当前我国颁布了《中国互联

网行业自律公约》、《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的

出台，为规范约束网络交往主体行为提供了相关的法

律依据，从外在规范层面对网络交往主体产生了约束

作用。 

2.2.2  进行有效的网络道德教育 

网络社会中，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网络道德教育的

缺失，导致广大网络交往主体，对网络交往没有一个

正确的判断，引发一系列网络交往问题，因此需要加

强网络道德教育。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中也指出：计算机互联网作为开放式信息传播和交流

工具，是思想道德建设的新阵地。要加大网上正面宜

传和管理工作的力度，鼓励发布进步、健康、有益的

信息，防止反动、迷信、淫秽、庸俗等不良内容通过

网络传播。要引导网络机构和广大网民增强网络道德

意识，共同建设网络文明。由此，可以看出网络道德

建设的重要性，而网路道德建设离不开网路道德教

育，通过网络道德教育让网路交往主体明辨善恶，主

动遵循道德规范，适当调节网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以

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 

在当前条件下，加强网络交往道德教育就是要充

分利用网络和现实世界中的道德教育资源，营造良好

的网络道德教育氛围。首先，在现实社会中要发挥行

业、学校、家庭在网络道德教育中的作用，采用各种

形式对公民进行网络道德教育。在网络行业协会中，

社会还应通过法律的、行政的手段，要求网络行业协

会确立自己的行业职业道德规范，把行业职业道德

规范作为行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网络业界

还应严格自律，清除网上不良信息，同时广泛发动

网民对网络不文明行为进行监督。学校开设网络社

会公德教育课程，如 Rochester 大学 1996 年开设的

计算机伦理学课程，把网络交往道德教育贯彻到教

学活动中去，积极引导和教育学生健康上网，进而

帮助他们在网络社会中形成正确的网络道德观念，树

立合理的网络交往观念。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

人们接受网络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在孩子小的时

候，父母和家人就要对他进行教育和引导，形成良好

的道德教育环境，培养孩子辨别善恶的能力，克服环

境中不良因素的影响。 

其次，充分利用网络社会的教育资源。应主动占

领网络道德教育的空间，借助于网络的广泛影响力，

以高尚的道德价值观影响网络交往主体[12]。网络给道

德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阵地。如果不主动占领网络教

育的空间，人们就可能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对人们

的思想观念产生不良影响。要积极建设健康和谐的网

站，使之成为服务大众的绿色网络载体，就要认真遵

守网络法规和道德，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共同维护

网络文明。各类网站要模范执行网络行业的规范，恪

守职业道德。要加强网站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提

高服务水平，不进行不正当竞争。要自觉接受有关部

门的监督和管理，公示承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更

重要的是，要创造更多更好的优良信息，以社会主义

荣辱观为指导，努力传播先进文化和祖国优秀传统文

化，发展健康的网络文明环境，引导人们积极向上。

要大力推进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健康向上、丰富

多彩、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内容来占领网络

阵地。要善于利用邮件系统、BBS、个人空间、聊天

室、包括 QQ 在内的网上寻呼系统等相对成熟的交往

形式，发挥博客、维客、闪客、播客、麦客、极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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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育人功能，在认知与实践层面规范人们的网络

行为，加强网络道德教育。 

3  结语 

通过家庭、学校、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各方面，

努力构建精准扶贫中网络交往的道德环境，形成良好

的社会道德氛围，使人们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

的，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必

须提倡的，什么是坚决反对的，这样才能有助于人际

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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