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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存平台的哲学基础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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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数字化生存平台的形成不仅是尖端电子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 ,同时也是宏观与微观物理学、数学、思

维科学等学科共同发展和相互作用的产物 ,更是哲学观念与科学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 ;是西方现代科技理念与中

国古代哲学的一种深邃的内在契合。数字化平台之取代自然平台 ,其实质是人类思维中介系统与交往中介系统发

生的变革。这两种中介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正是这内外双重变革造成了人类生存状态的一次根本性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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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时代 ,数字化 ,也即是狭义的虚拟 ,特指用 0 - 1

的数字方式去表达和构成事物及其关系。具体地说 ,就是用

数字方式去构成一事物 ,或者用数字方式去代码事物之间的

关系 ,从而形成一个与现实不同但却具有现实特点的数字空

间。[1 ]数字化生存 ,并非否定人的自然身体的存在 ,而是从现

实性上看构成人的本质的种种社会关系 ,是由数字方式取代

传统的自然方式建构而成。

表面看来 ,数字化之所以实现 ,是所谓“高科技”,即尖端

电子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事实上 ,某一具体的高科技产品

的诞生可能带有十分偶然的性质 ,但作为一种全新的生存平

台 ———数字化平台的出现 ,同时关系到人的行为方式、思维

方式的转变 ,进而改变着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

面 ,这样一种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不可能是单纯一种科学技术

的产物 ,而必然是数学、物理学、逻辑、思维科学等诸多学科

共同发展、相互作用的产物 ,更是哲学观念与科学技术共同

作用的结果。其中 ,人的创造性思维贯穿始终并起着决定性

作用。如果对其思维基础追本溯源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现代

科技理念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深邃的内在契合。数字化

平台之取代自然平台 ,其本质是人类思维中介系统与交往中

介系统的变革。这两种中介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正是这内外双重变革造成了人类生存状态的一次根本性变

化。

一 　数字化平台的思维基础

量子物理学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物质的认识 ,物质不得不

以能量和信息的形式被重新定义 ,并且在不同领域 ,这种界

定也以不同的形态出现 ———绝对统一的物质概念将不复存

在。信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和理解物质的方式。

从把人作为目的、科技作为手段的角度 ,这种对事物的理解

即“以信息作为其存在方式和自身显示的属性”、事物之间的

关系理解为“信息的交流或交换”,无疑有显著的实用价值并

且已经在通信、生物遗传工程等领域显示了巨大的成功。[2 ]

把事物的存在方式理解和看作“各种信息的综合”、把事

物间关系理解为“信息的交流”就为数字化虚拟提供了理论

上的前提和基础 ———信息可以用数字编码来表征 ,进而用数

字方式构成事物、用数字方式来代码关系就成为可能。事实

上 ,莫尔斯电码、布尔逻辑、申农的信息理论、维纳的控制理

论都对此做出了贡献。而把虚拟变为现实的思维方式可以

上溯到中国古老的“八卦图”和《易经》。

《易经》被称为“宇宙代数学”,其原因便是《易经》力图以

阴阳八卦数字系统演尽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变化之无穷机理。

从《易经》到二进制的数字方式构成万物 ,这中间一个深刻的

共通的思想内涵 ,就是“有”和“无”这对辩证关系的辩证运

动。而有和无分别在《易经》中以阳爻和阴爻、在数字化代码

中以 1 - 0 获得了具体的符号形式。[3 ]《易经》与数字化虚拟

不仅在二进制的表达方式上具有相通性 ,在可能空间对现实

空间的超越性 ,天地间万事万物变幻的相通性 ,万物有象、有

数和以数成像的相通性这些方面 ,也都有着深刻的契合。西

方哲学传统中也存在“万物皆数”的思想渊源。这种思想比

较素朴 ,没有过于深奥的哲学内涵 ,但作为一颗蕴含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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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上的抽象和具体的混同、理性观念与经验描述的混同的

科学精神的种子 ,以后为莱布尼兹所继承 ,进而提出“数字万

能字母”的思想 ,力图以数字来表达一切。莱布尼兹的独特

思想使其从中国的《易经》中发现了二进制的数字表达方式。

正是其用数字表达万物的构想 ,以及二进制的具体计算方

式 ,成为现代数字化构成的思想源泉 ,莱布尼兹也因之成为

人类的“数字化之父”。[4 ]去除莱布尼兹的二进制观念中的神

秘主义和宗教色彩的蒙蔽 ,我们不难发觉 ,数字 1 正是“有”

的抽象 ,代表肯定、有序之有 ;数字 0 正是“无”的抽象 ,代表

否定、混沌之无。

在这里 ,西方现代科技理念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走到了

一起。

二 　数字化平台的本质

初步探询了数字化平台出现的思想基础之后 ,我们面临

的问题是 ,从自然生存平台到数字化生存平台 ,到底发生了

什么样的飞跃 ? 我们将看到 ,这种飞跃 ,实质上是人类思维

中介革命与交往中介革命的统一。

1. 人类思维中介系统的革命

人类思维的发展 ,从中介体系的角度 ,可以分为行为思

维、语言思维、文字符号思维和数字化思维这样几个阶段。

所谓行为思维 ,就是行为即思维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人

处于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这时的思维活动 ,不是通过用大脑

思考 ,而是凭借本能反应实现的。人类语言产生以后 ,就进

入语言思维阶段。这一阶段 ,语言和思想基本是同一的 ;语

言的表达方式与思维的方式基本保持一致 ;语言的界限 ,在

一定意义上 ,就是人的世界的界限。文字的情况 ,对于使用

拼音文字和非拼音文字的人而言颇有不同。概言之 ,拼音文

字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语言的特点 ,是对其音响形象的描

摹 ,并通过把音节尽可能分割、细化到一个个字母的方式直

接影响了西方的“无限区分”的科学理性精神。而非拼音文

字 ,包括原始的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到表意表音文字 ,虽然也

包含和语言相关的声音传统 ,但更主要的是承袭了与事物的

具体现实形象相联系的特征 ,而这一特征正与东方混沌的整

体性思维特征相一致。

数字化思维的特征与以前几个阶段有很大的不同。首

先是高度抽象化 ,抽象到了几乎不依靠任何具体形象的程

度。其次 ,数字化思维对事物、事件的分割可以进行无限的

细化 ,其细化程度只取决于需要的程度 ,而不存在理论上的

限制 ,这可以说是达到了科学分析传统的极限。与此同时 ,

数字化思维又因其极端的抽象化、简单化和分割的无限性 ,

反而实现了向整体性的复归。这是由人的认识的特点决定

的 :人只能通过间断的、割裂的方式认识连续的、一体的世

界 ,当间断足够简短、分割足够细致 ,分割后的时间和空间在

人脑中重新整合的形象就越来越接近事物的完美形象。

这样 ,以数字符号为中介的数字化思维就实现了一次前

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2. 人类交往中介系统的革命

人类的交往实践活动 ,在马克思早期著作里具有比较宽

泛的内涵 ,他使用的 commerce 一词是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

言。[5 ]而在中国古代哲学的语境下 ,甚至可以把人类与自然

界的交往、人与天地万物、宇宙神灵的交往都涵盖进来。在

这种意义上 ,人类的交往活动可以抽象地理解为人与外界的

信息交换活动 ,而信息 ,其内容也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

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

西”[6 ] 。这里我们只针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交往的中

介体系 ,也就是信息交流和传播的媒介系统。人类交往中介

体系的发展 ,由印刷技术的发明和数字化技术的发明划分成

了三个历史阶段。

交往中介系统的革命与思维中介系统发生的变革在根

本上是一致的。但交往活动的特征是必然要通过他物而最

终指向自身。在交往中介系统发展中 ,印刷技术的发明和推

广使人类的交往史发生了第一次飞跃 ,数字化技术的发明则

缔造了第二次。

语言的创造、文字的发明对人类交往发生的影响是巨大

的。在印刷术发明以前 ,人与人的交往、信息的传播基本上

以口耳相传为主 ,这种交往形态还是以自然性为主要特征。

直到印刷术发明和传播以后 ,拼音文字、非拼音文字与印刷

技术的结合 ,才造成了这种自然状态的剧烈变化。拼音文字

与印刷技术的结合保证了视觉偏见取代以往的视听一体的

首要地位。线形的、一致的、可重复的铅字这种新媒介 ,以无

限制的数量和以前不可能的速度复制信息 ,使眼睛在人的感

官系统中稳获霸主地位。印刷术是人的一种急剧的延伸。

它塑造和改造了人的整个环境 ———心理的和社会的环境。

它直接导致了一系列根本不同的、而且似乎是不可比的现象

的兴起。结合了拼音文字的印刷术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

二者携手并进。印刷术是复杂手工艺的第一次机械化。印

刷术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可重复性 ,这种它的可重复性是机

械原理的根源。自其发明以来使世界为之改观的就是这个

机械原理。它产生了第一种整齐划一的、可重复生产的商

品。活字印刷是一切后继的工业开发的原型和范形。没有

拼音文字和印刷机 ,现代工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作为印

刷术的拼音文化不仅仅塑造了生产和营销 ,而且塑造了生活

的一切其他领域。[7 ]汉字与印刷术的结合产生的是完全不同

的结果 ———政治权力的巨大拓展 ,中央高度集权的日渐加强

和意识形态的绝对垄断。但印刷技术的可重复性和整齐划

一 ,以及造成信息规模的急剧膨胀进而对人的思维、心理、社

会交往方式造成颠覆性的影响这一点上 ,中西两种传统并无

不同。

如果说印刷技术使得信息由小溪合流成江河 ,那么数字

化技术则让江河汇集成大海。数字化技术造成的信息含量

之丰富、信息交往之快捷可谓前所未有。这种状况常常被形

容为“信息爆炸”。信息爆炸对人的影响发生在以下几个方

面 :

1、信息量的急速增加给大脑的辨别、选择能力带来了挑

战。比如就音讯信息来说 ,它的迅速增加从根本上损害了大

脑对意义与噪音进行有选择的辨别的能力。

2、信息语言的增加瓦解了语言原有的语法结构和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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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逻辑体系 ,从而瓦解了传统语言的表征功能的根基。

3、新型的互动式的、即时的交流方式 ,也要求大脑迅速

进行选择、判断和决策 ,传统的隽永的表达与现代的瞬乎即

逝的表达方式之间的差异也造成了传统表征语言的危机。

4、交往模式由层式结构转变为网状结构 ,造成了一切传

统权威阶层的消失 ,由某一阶层制定的或由风俗习惯遗留下

来的一切行为规范和准则在短时期内突然失去效能 ,这使得

整个社会的根基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三 　数字化平台的发生机制

下面我们要进一步考察 ,数字化平台形成的实质 ———人

类思维中介系统与人类交往中介系统的双重革命发生的深

层原因是什么 ? 即这一双重革命是如何从根本上变革了人

类的生存状态的 ?

从思维形式上看 ,数字化平台使之在这样几个层次上实

现了飞跃 :

第一 ,思维中介符号实现了从行为符号、图形符号、语言

音响符号、文字符号到数字符号的飞跃。考古文献中有据可

查的记载从图形符号开始 ,如中国古老的太极图和阴爻、阳

爻的图形表示 ,原始的图形符号那里还带着玄奥深邃、神秘

莫测的气息。思维中介符号的表现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就是

我们十分熟悉的语言音响符号、文字符号。这段发展历程与

人类思维发展到以语言符号系统和文字符号系统为思维的

中介相对应。思维中介符号的最高级的形态是数字符号形

态。0 和 1 摆脱了语言、文字的束缚 ,既蕴涵了语言文字可能

蕴涵的各层含义 ,又挣脱了语言文字造成的语义枷锁、话语

霸权 ;同时 ,由于 0 和 1 表达方式的简单明了 ,提供了计算机

模拟的可能性。二进制的表现方式并不局限于数字 ,但数字

表现方式的确立使其获得了清晰明了的数学逻辑表达 ,明确

直观的语义和更便于掌握、更适应现代社会的可操作性。有

和无的现代表现形态对人类未来生活的影响将极其深远。

第二 ,对世界包括人自身的认识实现了从确定性向确定

性与不确定性的综合的飞跃。列宁早已指出 ,“如果不把不

间断的东西割断 ,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陋化 ,不加以

划分 ,不使之僵化 ,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

动”[8 ] 。这既是思维本性中的矛盾 ,即必须把复杂的东西简

单化 ,运动的东西静止化 ,不间断的东西间断化 ,思维才能运

动起来 ,才能使这些“不间断的东西”、“活生生的东西”具有

可表述、可定量、可描述的现实性 ;同时也是语言符号表达方

式所固有的矛盾 ,即我们通过语言只能表达静止的间断的东

西。而二进制的数字方式中的“0 - 1”,代表开 - 关、肯定 -

否定、阴 - 阳等 ,也无非是对具有对立意义的两方的一种二

选一的选择过程 ,但二进制是把事件或事物分解为许许多多

的事件单元或属性单元 ,是模仿人脑意识的工作原理 ,通过

大量高速的不断选择而达到合目的的行为过程 ,从而构成了

一个完整的虚拟过程。这种对事件的考察与以往已有了质

的不同。这就是 ,二进制本身具有机械的确定性 ,即每一次

只能从 0 或 1 中作出选择 ,但大量的这种随机事件构成的事

件系统的最终结果是不确定的。因此这是一个用确定性来

表达不确定性、用确定性来逼近不确定性的过程。同时也是

我们认识能力和思维方式的一次极大的跳跃。

第三 ,认识过程实现了从通过间断认识连续向用间断无

限逼近连续的飞跃。我们的生活世界本身由连续的时间和

连续的空间构成 ,这种时空本身又是连续发展变化的 ,处于

时空中的事物也同样处于永恒的永不间断的运动变化之中 ,

而我们思维的本性却只能认识静止的和间断的东西 ,我们也

只能用语言表达静止的和间断的东西。在传统体系中 ,对世

界进行的解读是无法调和和解决这种矛盾的。而二进制的

数字方式不再是通过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运动的东西静止

化、连续的东西间断化的方式来认识事物 ,即不再通过间断

化来表述、认识连续 ,而是用间断性来表达连续性 ,用间断无

限地向连续逼近。数字 0、1 是间断的 ,但通过其大量、高速

的选择可以实现对连续的任意程度的逼近。

第四 ,在思维的层次上实现了从有限向无限的飞跃。0

- 1 是一对最为简单的有限的数字 ,但却可以以之为基础代

码事物无限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在思维的广度上 ,实现了从

宏观视野向宏观和微观视野相结合的整体观的飞跃。中国

传统哲学是一种宏观的大化的方式 ,而数字化是通过大量微

观的细致描述达到对事物总体的认识 ,结合了微观视野的面

面俱到、毫厘不爽 ,又达到了宏观的整体效果。

同时 ,数字化平台的发展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倾向 ,即趋

向于把各种不同类别的系统及其结构通过统一的方式揭示

出来 ,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传统 ,即把纷繁的世界用一

致的、统一的原则加以解说 ,这也和西方近年出现的几种新

兴学科 ,超循环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以及协同论发生了共

鸣。从这个意义上说 ,也许这些思想将“使得我们能够形成

一个对世界更为深刻的理解”[9 ] 。

对于交往中介系统而言 ,从自然平台到数字化平台发生

变革的原因在印刷术发明之时就埋下了种子。首先是识字

让人用眼睛代替耳朵 ,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带有表意成分的

文字承袭了原始思维的整体性 ,但占主导地位的与科学理性

联系在一起的是西方拼音文字用线形的视觉价值和分割意

识取代了整体、深刻、公共的互动。整合的人变成了分割的

人。这种形声和语义的割裂会造成深刻的心理影响。人的

想象力、情感和感知生活就要发生相应的分离。他将开始用

序列、线形的方式推理 ,又开始对数据资料进行分门别

类。[10 ]但这种影响的广泛性与普遍性要到拼音文字与印刷

这种传媒技术结合的时候才充分体现出来。当数字化技术

在社会中普遍应用 ,其对人的交往关系、进而造成的心理影

响更加深入。

第一 ,一切理性规范的消解。数字化技术发明以前的时

代 ,理性规范一般由凌驾于民众之上的某种权威所制定 ,或

是经历史、传统形成的约定俗成。外部的理性规范又会潜移

默化地影响孟子所说的生而为人就必然具有的恻隐之心、羞

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 ,所谓“四端”。而数字化技术

的诞生 ,使以往的所谓权威、习俗彻底丧失了约束力 ,因而一

切规范与传统都迅速土崩瓦解。外部约束的解除也必然影

响到人内在的自我约束力量的形成、发展和效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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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自我确认方式的剧变。交往的本质 ,从一定意义

上 ,是一种自我确认。通过对儿童认识发生机制的研究已基

本证明了 ,幼儿从“镜像阶段”———即对镜子中自己的形象产

生好奇 ———开始 ,在与他人、外界的不断交往中逐渐完善着

对自身的认识。因而交往中介系统直接影响着自我确认的

过程和结果。在印刷技术占主宰的阶段 ,自我的建构几乎完

全被君权、上帝或其他某种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所

左右 ,这种背景下的自我是理性自律的中心。而数字化技术

的特征是一种持续的不稳定性 ,各种对自我认识的形成可能

发生的影响都是稍纵即逝 ,这导致的结果是各种认识来不及

巩固和完善即已消解 ,进而形成的是种分散、多元、无中心的

主体。

第三 ,交往方式与生存状态的进一步非本真化。与印刷

技术一道兴起的工业革命 ———马克思在其早年的《巴黎手

稿》中即已指出 ———是人的自然生存状态的“异化”。但这种

异化的程度 ,与数字化技术造成的相比 ,相形见绌。前者开

启了人类非本真的生存状态 ,后者则彻底颠覆了人的自然生

存状态 ,并且完成得神鬼不觉。数字化技术使人与人之间的

交往变得极为轻松便捷 ,表面上看来 ,似乎清除了所有时间

和空间的障碍 ,实现了远程、时时交流 ,与人相比体积颇为庞

大的地球变成了一个小村庄。然而 ,这种交往事实上是在交

往主体缺席的情况下完成的。即是说 ,在远程时时交流的背

后 ,遮蔽了交往主体的真实面目。交往主体因其不在场变得

可有可无 ,进而交流的内容也是不重要的 ,剩下的、切实的只

有空洞的交往形式。

四 　数字化平台的深远影响

思维中介系统从内部 ,交往中介系统从外部 ,对个人的

心理、以至整个社会心理 ,对社会即有的分层组织结构 ,共同

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造。但思维中介系统与交往中介系统

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交往作为一种实践活动 ,

与人具有最为切近的同一性质 ,实践常常被看作人的存在方

式。脱离了实践活动单纯探讨思维活动 ,容易沦为思辨的语

言游戏。事实上 ,这两种中介体系从来都不是独立发生作用

的。

数字化平台建立了无中心的、多元的、开放的、绝对平等

的网络式交往结构 ,这种结构在这样几个方面直接影响和塑

造着人的思维结构 :

1.交往的自然基础的完结与思维建构的自然基础的瓦

解

前文字时代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决定了人在世界中的

地位主要以自然存在状态为基础 ;文字 - 印刷术时代 ,人与

自然分庭抗礼 ,以理性作为对抗自然的资本 ,和自然划分界

线 ,并以此为荣 ,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也就是通过“理性”

确立的 ;数字化时代 ,人的自然存在在交往活动中变得可有

可无 ,人之为人安身立命的依托完全脱离了自然的性质 ,成

为某种不确定的、具有很大任意性的存在。思维的对象、思

维建构的基础、反思的基础也随之脱离了自然存在物 ,依托

于数字建构起来的没有实在性的基础之上。

2.交往的高度自由、价值多元与思维的分散性、无中心

性

数字化平台上的交往具有最大限度的随意性 ,任何人可

以在任何时间、以任何身份、带着任何信息介入任何一个社

群之中。表面上看起来基于这种中介的交往自由程度和民

主化程度非常之高 ,但这种极大的自由和民主同时正表现了

绝对的价值多元取向 ,也表明了个人存在的无足轻重。任何

一种声音进入数字化平台都只能变成大海中的一滴水 ,连声

音的主人也无法分辨清楚。在自然平台上建构起来的“行为

者”失去了信息发送和反馈的对象 ,无法确认自身的价值 ,也

就无法将自我作为中心和主体。在这种状态下 ,个体的思维

只能是分散而无中心的。

3. 师生关系的解除与知识的消解和认识框架的转换

数字化平台的形成使得对“博学”的崇拜消失得几无影

踪 ,因为个人 ,无论多么博闻强记 ,与庞大的数据库相比都显

得微不足道。因而“记忆的知识”变得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迅

速从数据库中获得所需知识的手段。记忆的知识在人类文

化传承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种知识的消解对

原有的思维框架中命题的判断、逻辑的推演造成强大的冲

击。

至此 ,自然平台上的建立在推理逻辑基础上的思维体系

的立体结构 ,和建立在权威制定的规范基础上的交往体系的

立体结构一道土崩瓦解 ,在数字化平台上形成了一种全新的

网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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