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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以美国哲学家约翰·赛尔 (John Searle)提出的对社会本体问题的观点为主要依据 ,分析现实社会

中本体的种类以及本体地位的获得。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几种不同虚拟环境的本体性质及其与现实社会本体的关

系 ,进而论述虚拟环境中本体地位如何建立与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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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计算机创造的虚拟环境常常令人痴迷不已。

虚拟环境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对此人们不禁要

问 :虚拟环境到底是什么 ? 它的本质是什么 ? 它的社会本体

性质是什么 ? 怎样理解和定义虚拟环境中的存在 ? 诸多事

物是如何存在于虚拟环境之中的 ? 等等。

文章运用约翰·塞尔的一些观点对虚拟环境的社会本体

性质作初步的探讨。

本文的结构如下 :首先界定社会本体以及虚拟环境的概

念 ,其次依据约翰·塞尔的观点考察现实世界中的社会本体

性质 ,最后分析虚拟环境的本体性质及其与现实社会本体间

的关系。

一 　社会本体性质与虚拟环境概念的界定

1. 社会本体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社会本体 ? 为了说明这个概念我们需要知道什

么是本体 ? “所谓本体 ,按照传统哲学的一般理解 ,大体说

来 ,其基本含义就是指终极的存在。这个终极的存在是包罗

万象的大全 ,它表示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质的规定性和本

原。它不是某种具体的存在形式 ,而是超出具体存在之上的

存在本身 ,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 , 就是‘作为存在的存

在 ’。”[ 1 ]

社会本体实际上就是追问社会的终极存在是什么。通

常社会本体论研究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社会到底是由什么

东西构成的或它以什么东西为基础 ?社会的本质是什么 ?社

会与自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 进而在社会与自然的对比

中社会具有什么样的特性 ? 社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说

是由必然规律支配的而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受自由的引导 ?

等等。”[ 2 ]

本文中所涉及的社会本体的问题是 :虚拟环境中本体的

构成是什么 ? 虚拟实体的本体性质是什么 ? 虚拟环境的社

会本体性质是什么 ? 以及本体地位是如何在虚拟环境中建

立起来的 ? 等等。

2.虚拟环境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虚拟环境 ? 是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电影、电视剧

构造出来的环境、3D游戏环境、小说描述的环境、网络环境、

还是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构造的环境 ? 我们该怎样给虚拟环

境一个比较明确而清晰的界定呢 ?

总体说来虚拟环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广义上讲 ,以上

提到的都可以被称为虚拟环境。在实际生活和运用中人们

是不对其进行区分的。但是这种表述在研究虚拟环境时往

往产生概念上的混淆 ,我们很难确定所讨论的是指网络环

境、技术生成的环境、还是小说、电影等文艺作品描绘的环

境。

实际上 ,不同种类的虚拟环境都具有它们不同的特点。

首先 ,网络虚拟环境无论从涉及的领域、参与者的人数、

跨越的地理范围等等诸多方面 ,都要比其他形式生成的虚拟

环境要广泛得多。例如 ,个人的幻想和小说源自于作者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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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实践。无论幻想多么离奇 ,小说多么引人入胜 ,其构造的

虚拟环境都受到个人实践范围的局限。电影、电视虽然参与

的人数增加了 ,但是终究也是编剧、导演们构造出来的虚拟

环境 ,从广泛性来看是远不如网络虚拟环境的。而虚拟现实

技术生成的环境也受到诸多技术水平以及内容设计的限制 ,

至少对于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说是这样的。将来如果技术高

度发展 ,并且与网络相结合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而个人或者小说、电影、电视、技术实现的虚拟环境等却

可以构造现实中不存在的人物与故事情节 ,通过流动的画面

和交互性的参与 ,给人们以视觉刺激的冲击和真实的体验 ,

就如同我们存在于其中一样。虽然计算机网络中也会有诸

多现实中不存在的事物 ,例如鼠标指针、滚动条等。但是对

于单纯的计算机网络几乎不可能生成故事情节。

技术生成的虚拟环境是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设计的虚拟

环境 ,不是以线性的方式呈现虚拟环境 ,而是以交互的方式

进行。例如 , 3D游戏 ,游戏者存在于游戏的情节之中 ,只是

情节的展开是在游戏者的不断参与下完成的。当计算机技

术高度发展 , 3D游戏或者虚拟现实技术与网络相联 ,形成网

络多用户 3D游戏或网络多用户分布式虚拟现实系统时 ,也

许网络就与今天的网络完全不同了。

基于以上谈到的几方面 ,我们粗略地将虚拟环境划分为

三类 :一类是计算机网络构造的虚拟环境 ,一类是虚拟现实

技术构造生成的虚拟环境 ,除此之外的文艺作品等等描绘的

虚拟环境构成另一类。

为了便于论述 ,我们把虚拟环境中的网络环境称作网络

虚境 ,技术生成的环境称作虚拟现实 ,小说、电影等文艺作品

描绘的虚拟环境称为文艺虚境。

二 　现实世界的社会本体性质

为了探索虚拟环境的社会本体问题 ,我们先看看现实世

界中社会本体是怎样的 ,现实世界中存在些什么社会本体 ,

以及这些本体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这里主要借用了后现

代哲学家美国著名学者约翰·赛尔 ( John Searle) ①在他的著

作《社会现实的构建 》(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1995)中提到的观点。

这本书于 1995年出版 ,对他的观点有人赞同 ,有人反

对 ,至今争论仍在继续。但是本文的主旨不在于此。是从接

受塞尔的观点出发的 ,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说明虚拟环境的社

会本体问题。

1. 现实世界存在的本体类型

约翰·赛尔的论述自成一体 ,列举众多例证 ,试图论述社

会存在的真谛。

赛尔认为世界是完全独立于人们的解释和思考而存在

的。由于人们对世界解释的方法和程度的不同 ,人类可以构

建世界的一部分 ,而使这一部分成为存在。依据这样的原

则 ,赛尔将世界划分为两类 :

一类称作“纯自然事实 ”( brute facts) ,另一类称作“社会

事实 ”( social facts)。“纯自然事实 ”的存在不以人类对它们

的认识为基础 ,而“社会事实 ”的存在则以人类对它们的认识

为根基。

例如 ,珠穆朗玛峰之巅有积雪和冰 ,苹果长在苹果树上

等等 ,应该属于“纯自然事实 ”;而这张纸是五元钱 ,他是中国

人 ,他很富有等等则属于“社会事实 ”。赛尔认为 ,在人类产

生之前 ,“纯自然事实 ”便已存在。直到意识的出现 ,“纯意

识事实 ”( brute mental facts)才产生。随着人类的发展 ,一种

新的事实 ———社会事实产生了 ,社会事实的产生主要源自于

人类的行为和态度。

为了说明各种事实 ,语言便产生了。人类可以运用语言

对事实加以说明 ,但是对事实的陈述与事实本身却是完全不

同的。事实就是事实 ,不管我们是否对其陈述 ,它仍然是事

实。而且也不存在对事实“最 ”好的陈述 ,对事实的陈述需要

不同的语言甚至不具有可比性的表达也可以对事实进行陈

述。

例如 ,虽然纯自然事实独立于我们之外 ,如珠穆朗玛峰、

苹果树等等 ,但是用于表达纯自然事实的概念和陈述却是社

会性的构建。珠穆朗玛峰、苹果树等等构成了一个表达纯自

然事实的特殊方式。这种解释模式是一种社会性的构建。

而珠穆朗玛峰、苹果树等不论我们命名它们为珠穆朗玛峰、

苹果树还是命名为阿尔卑斯山、石头 ,或者我们根本就不对

它们命名 ,又或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它们都是

已经存在的事实。

总而言之 ,现实世界存在的本体是“纯自然事实 ”和“社

会事实 ”。

2.社会事实的构建

既然现实世界的存在建立在人类的解释基础之上 ,那么

社会事实是怎样变成存在的呢 ?

一般来讲 ,社会事实是通过人类制度、人类实践、和人造

物品的说明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事实包括这样一些事实 ,例

如 ,他是一个已婚男人 ,一根金条值一大笔钱 ,工具箱里那个

东西是螺丝刀。这些事实看上去是客观的 ,我们认为就是如

此。它们的正确性是无可争议的 ,我们接受这些事实 ,就像

接受纯自然事实一样 ,但是它们实际上与纯自然事实是不同

的。

社会事实与纯自然事实相比要复杂得多。婚约、所有关

系、货币价值、友谊等现象中起作用的事实和实体是人类建

立的 ,而这种建立的方式与纯自然事实和实体的建立方式却

是截然不同的。这些事实和实体更多地依赖于人类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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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或者目的而建立。而自然事实和实体则不以这种方式

建立。

简单地讲 ,赛尔认为 ,社会事实是通过人类的构筑而成

为存在的。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 ,人类给自然对象分配功能

和作用 ,例如把一些自然物变成了椅子、货币、游泳池、国家

公园等 ;接下来 ,在一群个体中形成了共同的看待这些事物

的观点 ;最后 ,一致的观点发展成为一致的行为 ,这样社会事

实便被创造出来了 ,变成了社会现实。

具体说来 ,不考虑特殊情况 ,这些事实是通过集体在某

些对象上、事件上 ,或者是作用与行为上 ,对它们施加强迫接

受的功能而实现的。集体的强迫接受性功能 ( collective im2
position of a function)是集体的有意的行为 ( collective inten2
tional act) ,这个行为由集体不自觉地实施着。

集体的强迫接受的功能又分为两类 ,这两种类型分别产

生于不同的社会状况下。两种不同的功能导致了社会事实

的双重属性 ,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事实。第一种 ,普通

的集体强迫接受功能 ,在它作用下产生了普通社会事实 (or2
dinary social facts)。这些事实非常适合说明物质的、或者是

人造的对象 ,例如 ,螺丝刀。第二种被称作身份性强迫接受

性功能 ( status - functions) ,这一功能直接导致制度性实体

( institutional reality)的建立 ,进而产生制度性事实 ( institu2
tional facts) ,例如 ,他是一个已婚男人。

对于普通社会事实而言 ,例如 ,一个物体是螺丝刀 ,通常

需要具备两个条件才能实现 :第一 ,人们将拧螺丝的功能强

加在它身上 ;第二 ,它本身具有这样的能力拧螺丝。只有当

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 ,它才可以成为无可争议的客观事

实 ,即这个物体是螺丝刀。

而对于大量事实来说 ,它们仅仅依靠本身固有的自然能

力是不能实现某一功能的。他们必须通过集体赋予它们先

前所不具有的身份才能具有某种能力。这种作用便称作身

份性强迫接受性功能。当人们将一种身份赋予某对象 ,它便

获得了某种身份 ,便似乎拥有了这种身份的某些内在的能

力。

这种由集体赋予的身份使人们在理解和对待各种事实

时达成了一致。这个过程似乎形成了一种规则模式 ,“在 C

的情况下 , X被认为是 Y”,这里 X代表一组对象 ,它们具有

被赋予某种身份的资格 , Y代表某种身份的获得 , C代表获

得这种身份所必需的语境和环境 ,例如 ,举行结婚典礼 (C)

使他 (X)成为了一个已婚男人 ( Y)。

身份性功能又同时作用于两类对象。一类对象必须具

备先天固有的 ,或者后天获得的某种能力。某一身份必须借

助它们固有的自然特性或习得的能力才能获得 ;而另一类则

无须具有任何特性和能力 ,只要集体对它施以这种身份性强

迫接受功能 ,它便获得了社会存在。

例如 ,获得驾驶资格的身份 ,一个人必须通过笔试和实

际的驾驶测验 ,这时社会认为通过测试的个体已经内在地具

有了驾驶的能力。这种身份赋予了获得驾驶资格的人 ,社会

便允许他们驾驶机动车。当然 ,这种身份也可以不必通过任

何测试而获得 ,只要社会允许。在这种情况下 ,个体虽然获

得了驾驶的资格 ,但是由于驾驶员不具有驾驶的能力 ,通常

他们不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时驾驶资格身份的获得

实际上是空的。类似的还有外科医生、某领域的专家等等。

另外一些实体它们的内在本质能力的存在与否似乎是

微不足道的条件 ,例如 ,几乎任何物质 ,都可以具有货币的身

份 ,只要社会选择它让它成为货币。贝壳、宝石、铁块、纸张 ,

以及一些其他的物体 ,它们都具有在社会上获得货币身份功

能的资格。与获得驾驶资格的身份相比 ,对货币的内在本质

能力的要求就小得多了。

综上所述 ,现实世界中的众多实体在本质上是制度性

的。其中包括人 (例如 ,看门人、教授 )、物质 (例如 ,货币、结

婚证、合同、棋类游戏 )、特权 (例如 ,资格的获得 )、事件 (结

婚、聚会、选举 )以及行为等等。

其中语言也是一种制度性实体。表示树木的符号只能

指示树木 ,因为它是被集体所接受的 ,这个符号表示这个含

义。非语言的符号象征也是这样 ,集体强制地将象征的功能

赋予了它们。

总体说来 ,社会的构建是对客体事实的构建。这种构建

既包括对纯自然事实的构建、也包括对社会事实的构建 ,而

且这两种构建活动是不可分割的。赛尔认为社会事实的构

建好像是一把伞 ,具有覆盖性 ,它覆盖了自然事实的构建。

例如 ,自然事实中国 ,如果没有人类对其有意识的、功能上

的、规则上的构建 ,中国将不能称其为中国。

社会事实总是与从事强迫接受功能的社会或集体相关

联的。当社会对于赋予某对象以某一项功能达成一致时 ,社

会就具有了共享的社会标准 ,并完全被客观地接受和运用。

同样 ,社会还会由于对社会事实的态度和认识的不同而导致

分离 ,在这种情况之下分离出来的社会成员接受了与他人不

同的社会现实。例如 ,本·拉登集团成员认为他们在进行的

是正义的事业。总而言之 ,现实世界分为两类“纯自然的事

实 ”和“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又分成普通社会事实和制度

性社会事实。制度性事实需要集体强迫接受的身份性功能

的作用才能成为存在。身份性功能依据这样的规则 ,即“在

C的情况下 , X被认为是 Y”起作用。语言在本质上也是制

度性的 ,所以它也是制度性事实中的一部分。对身份含义 ,

即对社会标准的争议 ,使得社会成员使用不同的社会标准和

身份界定。

三 　虚拟环境的社会本体性质

1.虚拟环境的本体性质

那么虚拟世界里怎样呢 ?

依据塞尔的理论 ,我们来分析虚拟世界。首先引起我们

思考的问题是 :虚拟世界里存在着什么实体 ? 它们的社会本

体性质如何 ?

宏观的虚拟环境里包含着大量现实世界中的实体 ,如 :

树木、桌子、椅子、铅笔、狗、书信、对话、金钱等等 ,也包括一

些在真实世界里不能遇到的实体 :光标、菜单、窗口、下拉滑

条、怪兽、虚拟人、虚拟人物等等。

虚拟环境中的实体 ,我们把它称为虚拟实体。虚拟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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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特性似乎十分令人迷惑。网络虚境、文艺虚境、虚拟

现实中的虚拟实体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

虚拟实体中的大部分是作为真实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被接受的。例如 ,虚拟环境里可以存在真正的电子货币和

真正的文本 ,人们可以真正地进行棋类游戏 ,可以进行真正

的贸易。电脑里的电子文本真实得就像真实世界的纸张文

本一样。电子文本可以被移动、可能丢失、可能被损坏、可以

具有大多数纸张文本一样的功能。

另一方面 ,人们认为虚拟实体是不真实的 ,只不过是一

些模拟或者是真实世界的一种表现而已。如 ,虚拟的石头、

树木是不会被认为是真正存在的 ,而只是石头和树木的模拟

而已。

从这个角度我们把虚拟实体分为对真实实体的模拟实

体和真正存在的实体。这样我们可以把那些与真实实体的

每一个方面都相同的实体称作对真实实体的本体性复制。

所以虚拟实体 ,既可能是模拟的 ,又可能是本体性的复制。

即虚拟环境中存在两种实体 :模拟实体和真实实体。

依据塞尔的理论 ,以及对虚拟环境的界定 ,便产生了以

下几个观点 :

首先 ,在网络虚境中 ,纯自然事实与普通社会事实可以

被模拟 ,而制度性事实则是被本体性复制的。

例如 ,在网络虚境中 ,石头、树木等物质对象 ,螺丝刀、椅

子等普通社会事实 ,只能被模拟。而钱、个人财产、棋类游戏

等制度性事实却可以真正地存在。

为什么在网络虚境中纯自然事实与普通社会事实通常

不能被复制呢 ?

因为 ,计算机网络不能复制它们的物质特性。一颗虚拟

的种子不可能具有物质种子的属性 ,它不可能通过浇水和施

肥而由种子成长为一棵大树。类似地 ,一个普通的社会事

实 ,如螺丝刀 ,也不能被本体性复制。而它们的非本质的物

质特性 (图像 ,声音 ,形状 ,颜色等 )却可能被本体性复制。

制度性事实可以被网络虚境本体性复制。这是因为制

度性事实通过集体强制接收功能被分配并赋予了身份性特

征 ,因而可以被本体性复制。依据规则“在 C这样的环境之

下 , X被认定为 Y”,则任何身份性功能可以被分配给任何事

物 ,只要存在这样的集体可以完成这一任务。例如 ,依据这

一规则 ,集体可以赋予电话拥有结婚的权利 ,这是完全可能

的。就是说 ,如果一个制度性事实可以在真实世界里存在 ,

那么它也能在网络虚境中存在。在实际生活中 ,很多制度性

事实已经在网络虚境里被本体性复制。在网络虚境里 ,真正

的制度性行为也已经产生了 ,例如 ,购买、出售、投票、聊天

儿、下棋、赌博、测验、加入俱乐部等 ,而且所需要的对象也都

建立起来了 (合同、金钱、棋盘等等 )。

其次 ,在虚拟现实中 ,无论是纯自然事实、普通社会事

实 ,还是制度性事实都可以被本体性复制。

由于虚拟现实与网络虚境只在纯自然事实存在差异 ,所

以在这里我们只讨论这一点 ,并分析其原因。

在虚拟现实系统中我们可以依据纯自然事实的特性 ,来

实现对其本体性复制。例如 ,我们完全可以运用技术和程序

实现对原子的各种本体特性的复制 ,当我们对它施加影响的

时候 ,它会按照原子真正运动或存在的方式运动和存在。惟

一的条件是只要我们对原子的运动规律有百分之百的掌握。

为什么虚拟现实里纯自然事实可以被复制呢 ?

纯自然事实可以在虚拟现实里被复制的原因是虚拟现

实的局限性和可控性。由于参与策划构筑虚拟现实的个人

或者集体的局限性 ,使得虚拟现实只能部分地、为了某一特

定目的而设计。网络则不同 ,个人或者小集体无法对其施加

控制。

其次 ,技术已经达到了复制纯自然事实的水平。

最后 ,也是惟一的充分必要条件 ,即我们对纯自然事实

的认识程度。就是说 ,只要我们对事实有了真正的认识 ,我

们便可以复制它 ;如果我们只认识了它的部分本质 ,那么我

们只能部分地复制它 ;如果我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它 ,那么我

们就不能复制它。

因此笔者推论 ,如果技术无限发展 ,我们将有可能复制

所有被人类认识到了的整个社会。由技术构造的社会将有

可能产生。但是这个社会将永远不会优于现存的真实社会。

因为我们不可能复制我们还不知道的现实。

另外 ,虽然从总的趋势来说 ,在虚拟现实中 ,纯自然事

实、普通社会事实、制度性事实都可以被本体性复制。但由

于目前技术水平的限制 ,以及设计虚拟现实的目的的不同 ,

大部分纯自然事实和普通社会事实仍然只能被模拟。

第三、在艺术虚境中 ,纯自然事实、普通社会事实以及制

度性事实只能被模拟。

艺术虚境的呈现方式 ,决定了这一点。无论是小说、电

影、电视剧、绘画等等 ,它都是以线性的方式呈现的。只不过

小说是读者在自己的大脑中再现了故事 ;电影、电视则用流

动的画面讲故事。虽然我们似乎存在于其中 ,但事实上没有

任何交互 ,电影中的人物也好、事物也好 ,它们不会对我们的

行为作出任何反应。这便导致了存在于艺术虚境中的事实

只能是对现实的模拟。

2.虚拟环境的社会本体的确立及其辨认

最后我们来讨论 ,在网络虚境和虚拟现实中可以被本体

性复制的制度性事实是如何成为存在的。

虚拟环境中制度性事实是怎样最初获得它们的地位的 ?

用户又是怎样能够识别它们具有这种身份或地位呢 ?

在虚拟环境中 ,用户对制度性实体的识别需要两个条

件 :

首先 ,用户必须接受这个规则 ,即“在 C的情况下 , X被

认为是 Y”。其次 ,对于虚拟实体而言 ,它们必须是满足这一

规则的实体。例如 ,在一个特定的虚拟环境中可能存在这样

的惯例 ,黄色的房子是专为女士提供的聊天室。对于在这个

环境中的用户来说 ,为了识别这是专为女士提供的聊天室 ,

他或者是她必须首先识别这是一间黄色的房子 ,并且必须识

别在这个虚拟环境下 (C) ,黄色的房子 (X)是女士专用的聊

天室 ( Y)。

不论是在虚拟的还是在现实的世界里 ,只考察实体而不

对其他事物进行考察 ,通常很难识别实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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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地位。例如 ,我们在街上遇到的男人 ,我们很难判断他

是否是一个已婚男人。

所以制度性实体的身份地位 ,通常是通过身份指示来加

以辨认的。身份指示是一些人身份的标记 ,是有意地对实体

进行的标记 ,以便确认他们的身份。在西方国家 ,结了婚的

人 ,经常要佩戴结婚戒指来表明他们已婚。

虚拟环境中制度性事实的建立是实体获得身份和制度

上认同的过程。身份是通过集体认同而获得的 ,也遵循“在

C的情况下 , X被认为是 Y”这一规则。

与现实社会的不同在于 ,在虚拟环境中 ,确定身份的规

则不再需要所有社会成员的遵循和赞同。新的身份功能的

规则经常由一小群人提出。有时仅一个个体就可以提出一

个身份规则 ,而社会便遵循了他所提出的这个规则。

社会成员接受身份规则有两个主要动机 :首先 ,社会成

员们认可提议的个人和组织拥有特殊的权力 ,可以运用这种

新的身份规则。例如 ,当中国银行发行新版的人民币时 ,人

们会接受这个新版的人民币 ,因为他们接受中国银行具有发

行货币的权力。其次 ,人们认为身份规则是有用的 ,所以接

受它。比如 ,在语言方面人们会接受像“斑竹 ”这样的一些

新的词语 ,只是因为某个人提出来了 ,而且人们认为在表示

含义的时候非常实用。这两种动机常常同时起作用。

同样 ,在虚拟环境中 ,虚拟实体的身份规则也是在这两

个动机作用下确立的。

例如 ,一个房间被认定为女士专用聊天室 ,不但因为提

供者在开始时便对其进行了标记 ,并由用户们赋予了它这样

的地位 ,更因为这种身份逐渐清晰 ,并被所有的使用者集体

所接受。在虚拟环境中 ,使用者们经常拒绝权威机构提出的

对虚拟实体某种身份规则的定义 ,他们经常自己确定它们的

身份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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