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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和生活的意义
'''论网络空间理想的三重维度!

童C谨

"福建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州 E%"""!$

摘C要!在技术,信息和日常生活三个维度上#网络空间理想的意涵主要包括+一,技术的

人道化#即在技术的使用中#既关怀人的有限性#又注重人的潜能发挥& 二,信息共享#即开放

信息传递和接收的途径#发展网上的知识公共资源#以保障网民求知权利的实现& 三,在全球

视野下#通过网络伙伴合作发掘生活意义& 这三重维度的网络空间理想殊途同归#同为人文主

义在信息化时代的拓展#旨在实现一个适宜人类发展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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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目前!网络空间方兴未艾!问题丛生" 当人们

认为网络空间存在着问题)并对网络空间做出某

种批评或批判时!实际上已经明确或不明确地对

%理想的网络空间应该是什么样的&有所设想"

本文将这类设想称为%网络空间理想&" 探讨网

络空间理想!至少能够作为现实的参照!映照出目

前网络的不足!从而激发有关改进的思考和实践"

网络空间不但是技术的创造物!更是社会活

动的创造物" 网络空间并非仅仅是大众传媒!而

是亿万人在数字化信息的相互链接中!在虚拟与

现实交错的社会活动中!共同创造出来的信息交

流环境"

鉴于在作为信息交流环境的网络空间里!人

们所进行的网络活动直接与技术和信息相关!并

且已经渗透在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本文将

从技术)信息和日常生活这三个维度!分析网络空

间理想可能蕴含的内容!对网络空间未来的发展

方向作尝试性的探索"

一%技术的维度!技术的人道化

就技术的维度来看!技术的人道化是网络空

间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理想有其宏大的社

会历史背景"

根据曼纽尔4卡斯特的研究!信息化社会的

开端约在 !" 世纪 F" 年代末与 I" 年代中期" 在

此期间!有三个过程同时进行#信息技术革命!资

本主义的再结构和各种文化的社会运动兴起" 资

本主义和信息技术革命联手!发展成为更加精明

的信息化资本主义*#+

" 信息化资本主义借助迅

猛发展的计算机网络!在全世界蔓延开来!驱使世

界加速运作" 渗透在信息化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

的生活态度)或者说社会的精神气质-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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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信息化资本主义精神&"

信息化资本主义精神比韦伯提出的资本主义

精神更精细" 派卡4海曼提出!主要有七个主导

价值贯穿于网络社会之中#金钱-目标所在.)勤

奋-以工作作为生活重心.)最优性)灵活性)稳定

性)确定性和结果的可解释性*E+

" 换言之!信息

化资本主义精神通过具有网络时代特色的主导价

值!充实了资本主义精神!使之更加精致"

本文认为!信息化资本主义精神包含着%人

是电脑&的隐喻" #K 世纪的哲学家拉美特利曾经

提出%人是机器&的隐喻!这个隐喻如今在信息时

代出现了新版本111%人是电脑&" 比起现在运

作高速)制作精良的计算机网络!拉美特利用机器

作比喻显得过于粗糙" 隐喻暗示了现实!信息化

资本主义威力所及!世界各地从国家)组织到个

人!呈现出为无休止的发展而忙碌的景象" 我们

置身其中的时代!是一个充分体现了权力意志)格

外繁忙的时代" 不仅世界被计算机网络一网打

尽!而且现代人被加以严格的规训!以期跟上网络

运作的速度" 信息化资本主义精神严重影响了目

前的网络空间!眼下网络空间面临着加速商业化

的趋势"

资本主义精神以及%人是机器&隐喻有了升

级版本!但是其内在的逻辑并没有改变#在日趋迅

捷的社会节奏中!一方面!人作为生物体的有限性

易被忽视$另一方面!人被视为物-机器.!人之为

人的独特人性易被忽略" 与这一主导目前商业化

网络空间的逻辑相反!%技术的人道化&这个理想

意指#网络应当适应人的重要特点" 具体地!这个

理想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技术的人道化主张!社会系统和技术的

运用应当适应生命#适应人类作为生物体的有

限性

作为生物体的人!有着无法克服的有限性"

人是血肉之躯!不论体力或脑力均有其限度" 当

人被要求从身体到内心去呈现更加精细苛刻的信

息化资本主义精神!这样做戕害了人的自然生命"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计算机网络尚未普及之

时!心理学家弗洛姆已经敏锐地写道#%计算机应

该成为适应生命的社会系统的一个功能部分!而

不是一个破坏社会系统)最终毁灭这个系统的毒

瘤"&

*V+他强调社会系统和技术应该适应生命"

但事与愿违!如今通过网络主导世界的信息化资

本主义精神!却带来了一个越发强调效率)推崇工

具合理性的忙碌世界"

与之相反!技术的人道化这个理想直接对抗

着主导商业化网络空间的信息化资本主义精神"

从广义的视角来看!这个理想同样对抗着体现在

现代科学1技术1经济1政治系统中追求权力意

志的主导逻辑!不论这种主导逻辑被称为韦伯的

%资本主义精神&)海德格尔的%座架&!或是卡斯

特的%信息主义精神&"

"二$技术的人道化意味着!技术的运用应当

尊重人#有助于发挥人的潜力

在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信念中!人被视为具

有潜在的能力!包括创造和交往的能力!这是人性

的独特之处" 在一定的条件下!个人通过发挥这

些潜在的能力!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众人的潜能

发挥所造就的合力!可能改变的将是个人)许多人

乃至人类的命运"

万维网的发明人蒂姆4伯纳斯4李认为!万

维网的发展如今刚刚起步" 他设想将来的万维网

将造就计算机和计算机之间的合作!为人类的日

常生活服务$而人类所要做的则是通过网络空间

交流信息!分享灵感和直觉!进行创造活动*%+

"

蒂姆4伯纳斯4李的远见卓识表达了网络空间理

想中最富于理想性的内容#从古至今!这样的技术

发展方向一直为人类所追求111将人从日常生活

的常规劳动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有创造性的活

动" 这正是网络空间中技术人道化理想的根本

目的"

二%信息的维度!信息共享

就信息的维度来看!信息共享是关于网络空

间理想的又一重要部分" 信息处理是人类一切社

会活动的基本层面" 网络空间的出现!使得人们

能够便捷地处理信息!即跨越地域的限制!进行即

时的信息交流"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网络!网

络空间日渐融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

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成" 目前的网络空间已经

提供了信息共享的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如果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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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善用网络空间!将能够在任何规模的群体里方

便地表达思想)交流沟通!获得和传递知识以及其

他类型的信息!从而在协作中实现各自的目标"

换言之!能否实现信息共享的可能性!关键在于如

何使用网络空间"

信息共享所仰赖的基本理念是#通过分享信

息!信息的意义才可能变得丰富多彩!创造才可能

从对信息的诠释中迸发" 信息的意义源于和其他

事物的关联" 在特定的语境里!在和其他事物的

关联中!一条信息的意义得以界定" 倘若信息能

被分享!人们就有可能凭借各自的视野和所处的

语境!进一步阐发信息!赋予信息更多的意义" 人

进行创造固然需要直觉和分析的能力!但信息的

供给和激励必不可少" 网络空间能够帮助世界各

地的人们将自己的种种思考链接起来!为在人们

心中引发灵感提供更多的机会" 在这层意义上!

网络空间可以被类比为一个巨大的大脑" 在这个

信息空间中!群体的直觉能够一道发挥作用!人们

能够通过共享信息)阐发信息进而有所创造"

具体地!信息共享这一网络空间理想至少包

括三重含义#

"一$信息共享的理想首先意味着#信息传递

和接收的途径保持开放

互联网的创建人文顿4瑟夫等人在/互联网

简史0中写道#%互联网的关键概念在于!它不是

为某一种需求设计的!而是一种可接受任何新的

需求的总的基础结构"&

*F+他们乐观地认定互联

网具有开放的属性" 而实际上!开放的早期网络

的确为人们提供了共享信息的地方!由于这一公

共资源的空间的存在!网络空间迅猛地发展起来"

但是!网络空间-不论是目前的互联网!还是

将来的网络空间.并不必然会确定无疑地在形式

或内容上保持开放" 劳伦斯4莱斯格犀利地指

出#就商业方面而言!对于网络空间的控制一直争

夺不断#从控制网络空间物理层的设备)控制网络

空间代码层的基本协议以及在协议上运行的软

件!一直到通过有利于大公司的版权制度来控制

内容层上各种信息的流动" 企业出于各自的商业

利益!有着在网络空间的物理层)代码层和内容层

上设下种种限制的冲动" 网络空间中的公共资源

正在过度商业化的排挤下萎缩!网络空间出现了

封闭的迹象*I+

" 这些情况说明#在目前商业化的

网络空间里!信息传递和接收的途径保持开放!是

一个需要奋斗才可能实现的理想"

有价值的信息已经成为网络时代最重要的资

源之一!因此!信息传递和接收的途径保持开放!

与每个人能否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这一公平问题息

息相关" 因此!这是一个网络时代格外重要的公

共议题" 对于亿万普通的网络使用者来说!欲摆

脱个别企图垄断的网络服务商和提供信息服务者

的限制!发挥创造性)共同塑造一个全球性的信息

交流环境!应当首先集体地关注信息传递和接收

的途径是否保持开放" 这是网络公共交往所需要

关注的一个基本公共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网

络公共交往本身能否实现"

鉴于信息共享的重要性!网络空间应当对用

户)提供信息服务者)提供网络者以及对未来的改

进开放" 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让信息顺畅地全

球流动!从而为解决获取信息的公平问题奠定

基础"

"二$信息共享的理想其次意味着#全球性

的%对所有人开放的%网上的知识公共资源的持续

发展

在早期网络中!学术研究信息是主要内容!那

时的%信息共享&意指学术和研究信息的免费共

享" 然而!在目前商业化网络空间中!希望所有的

信息免费共享!却是一个最接近空想的理想" 但

我们不妨设想一个退而求其次的理想#建立起全

球性的)对所有人开放的)网上的知识公共资源!

并保持网上的知识公共资源的持续发展"

这个理想体现了知识的公共性与现实的折

中" 知识的公共性意指知识向全人类开放)可为

全人类所分享" 现实中!我们还无法实现所有信

息免费共享!同样无法完全实现知识的公共性"

尽管如此!不少富于创意的网络活动早已出现!譬

如开放源代码软件运动)由志愿者合作提供大量

电子书籍的古登堡计划)允许任何人参与编撰的

维基网络百科全书协作计划等等" 这表明!保持

网上知识公共资源的持续发展!是一个有可能实

现并有待壮大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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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的全球性!带来了人类各种文化的

交流!潜在地要求世界各地的网民打开全球视野!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世界公民" 如果我们期望网络

空间是一个法治的空间!具有推动人类文明的传

播与共同发展的力量!那么!参与网上知识公共资

源持续发展的过程也就成为网民作为世界公民的

一项责任"

"三$信息共享的理想最深层的内涵是!实现

知识的公共性(亦即人类所创造的知识#应当对所

有人开放

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存在!已经表明一项现代

文明的理念#知识应当对所有人免费开放" 但这

个理想依然仅仅是理想!这一点凸显了现实社会

中的知识产权制度与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之间的

矛盾" 通过网络空间!让所有人自由地获取人类

几乎所有现存的知识!这在技术上并非不可能!但

现实世界各方利益的纠葛!却使得这个理想难以

实现" 这一现象只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尴尬境况

之一"

根据彼得4达沃豪斯和约翰4布雷斯韦特的

研究!如今世界上日趋严密的知识产权机制!使得

原本人类应该共同享有的公共知识!越来越难获

得" %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况下!了解如何最优

化国际公共财物-包括知识在内111笔者注.!将

是未来日子经济学家和其他各方争论的焦

点"&

*K+信息共享的理想由此而生#着眼于人类共

同的未来!期望超越一时的商业利益和国际竞争!

以世界性的法治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如何趋近

这个理想!则是全人类在网络时代面临的重大公

共议题"

三%日常生活维度!通过网络伙伴合作

发掘生活意义

就日常生活维度来看!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

网络活动!在互动中发掘生活的意义!亦是关于网

络空间理想的重要部分" 通过网络伙伴合作发掘

生活意义!首先是一个关于社会合作的理想" 这

个理想建立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之上" 网络空间提

供了将万事万物通过数字化信息联系起来的可能

性!在此基础上!如果信息共享广泛地实现!人们

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实社会中的等级束

缚以及相关的信息闭锁!寻找到感兴趣的信息从

而获得发展的机会"

具体说来!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发出的信息彼

此链接起来!形成了一个海量的信息库" 难以计

数的信息!一方面呈现了世界各地多元文化所提

供的意义系统!另一方面则表达了人们多元的需

要和兴趣" 在网络空间中!相互需求或志趣相投

的个人!能够作为伙伴便捷而直接地联结起来"

对于社会而言!亿万人通过网络空间实现的合作!

社会蕴藏的活力得以涌现" 对于个人而言!在网

络时代的伙伴合作中!包括生存在内的生活意义

得以发掘"

通过网络伙伴合作发掘生活意义!这个网络

空间理想至少有两重意蕴"

"一$这个理想的提出#已经预先采纳了全球

视野#并在全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在人和人的合

作中寻找生活的意义

在古代社会!人们受条件限制!难以接触来自

遥远地方的信息" 如今网络空间已经提供了远程

的)即时通讯的途径" 即使网络发展起步不久!但

在文化上!这意味着111世界各地多元的文化已

经能够逐渐便捷地通过这个途径传递信息!从而

这些文化能够逐渐在网络上吸引同道" 在网络时

代!个人认同某种文化意义!不再像古代人那样局

限于一地!而是有了多元的选择" 从这层意义上

看!个人作为地球人)作为世界公民!潜在地应当

具有的%全球视野&!在互联网出现之后首次具有

实现的可能性" 一方面!通过网络空间和现实世

界的衔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能够满足人们相互

的需要!包括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需要" 另一

方面!在网络时代!亿万人在网上网下的合作和交

往丰富了诠释人类生活的文化世界"

"二$这个理想的着眼点是!密切关注网络使

用者个人切身的生活意义

弗兰克尔认为!生活的意义来源于三种价值#

创造性价值)经验性价值和态度性价值" 创造指

一个人发挥自己的潜能!做出有益于他人和自己

的事物$创造性价值来源于这些事物对人的合理

需要的满足" 经验性价值指一个人通过体验某种

事物或场景而获得的价值" 经验涵盖了对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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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的感受!以及对艺术或自然的美的体验" 对

这些经验的体验!满足了人对于爱的需要以及审

美需要!由此具有价值" 而态度性价值和极端情

况相关" 当人面对无法抗拒的力量时!人可以选

择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虽然这并不能改变外在的

实际情况!但一个人勇敢地面对无法匹敌的外在

力量!这一点确证了人内在的尊严!从而使他的生

命具有意义" 一般情况下!人们通过创造性活动

和亲身经历来发现生命的意义$极端情况下!人们

通过确证内在尊严的态度性价值来发现生命的

意义*$+

"

借鉴弗兰克尔的意义理论!由于个人的网络

活动通常与日常生活相关!而不是与极端情况相

关$因此人们通过网络活动创造的生活意义!主要

来源于网络活动中的创造性价值和经验性价值"

具体地!当一个人通过网络活动!创造出能够满足

他人合理需要的各种成果时!这样的网络活动因

具有创造性价值!增添了个人的生活意义" 譬如

在网上组织关爱流浪儿童的公益小组活动" 当一

个人通过网络活动!体会)表达以及传递有关爱和

审美的经历体验时!这样的体验即成为个人生命

史中有质量的片段" 譬如网民们发起为灾区人民

祈福活动" 由此!当一个人在某个网络活动中获

得了创造性价值或经验性价值!我们可以判断这

个网络活动创造了一定的生活意义"

在眼下的网络空间中!亿万人对于各自生活

意义的创造)体验)表达和传递!借由从生存层面

到发展层面)从日常感受到审美体验等多层次)多

方面的信息!在网络空间中汇聚与交错!首次将原

本天各一方)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意义世界连

缀起来" 进一步地!如果亿万人通过网络伙伴合

作共同发掘生活意义!将有助于营造全球性的)共

同繁荣的生活世界"

四%网络空间理想的归宿!人的网络

空间

归结起来!这三个维度的思考殊途同归!指向

一个共同理想#人的网络空间!或者说!适宜人类

发展的网络空间" 这一归纳借鉴了蒂姆4伯纳

斯4李对万维网的期望!即%人的万维网&" 万维

网固然是网络空间最重要的组成!但本文认为#网

络将继续发展!会有各种形态$空间将不断拓展!

会有各种内涵" 由此!本文以%网络空间&这个词

汇!作为对未来网络和空间发展的前瞻式概括$并

且将原本是对万维网的期待!拓展成为对整个网

络空间的期望"

%人的网络空间&应当贯穿于宏大的)重要的

社会事业之中" 各种社会事业自身不应当是目

的!而应当以人为目的!尊重人)为人的生存和发

展服务" 网络空间已经贯穿于高度复杂的现代社

会系统之中!但能否使之人性化!则是时代带来的

重大挑战"

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庞大和便捷的信息交

流环境)一个虚实互动的社会活动空间!网络空间

已经带来了打破个人权威和官僚体系)实现知识

的公共性等种种有益的可能性!关键在于人们如

何善用这些可能性" %人的网络空间&这个理想!

期望人们首先摆脱对待网络空间的消费者心态!

转而以%人人有责&的公共精神!通过网络空间汇

聚和分享经验)灵感和智慧!进行相互尊重的伙伴

合作以完成各项社会事业" 这是理想的网络交往

尤其是网络公共交往所期望达致的重要目标" 并

且!这个理想正是对眼下主导世界的权力意志)尤

其是信息化资本主义的抗议"

值得留意的是!%人的网络空间&早已在微观

的)琐细的日常生活中展开" 人始终是网络空间

中最活跃的因素" 如今众多的网络使用者已经悄

然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性使用网络空间" 网络使

用者更多的是自主的成年人!而不是未成年人"

以往有关网络研究中常见的)对于网络使用者的

早期刻板印象!诸如骇客)游戏沉溺者)寻找色情

信息者等等形象!应该改写" 实际上!人们已经基

于需要与兴趣!通过网络空间中的信息共享和链

接!在现实世界和网络空间之间虚实互动!从而在

伙伴合作中发掘生活的意义" 有鉴于此!对网络

空间理想的自觉反思!也就成为目前网络伦理研

究的一项补白"

总之!%人的网络空间&这个理想!在技术维

度上!追求技术的人道化!即尊重人性!既关怀人

的有限性!又注重人的潜能发挥$在信息维度上!

追求信息共享!即开放信息传递和接收的途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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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网上的知识公共资源!以保障个人的求知权利

的实现$在日常生活维度上!期望在全球视野下!

通过网络伙伴合作共同发掘生活意义" 由此!这

个理想实质上是人文主义在信息化时代的拓展!

旨在实现一个适宜人类发展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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