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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赛博格
＊

———信息时代的文化新景观

陈　静 ,王　杰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20世纪的人类社会步入了信息化的进程之中。人与技术的关系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得到了新的表征 ,即
赛博格。赛博格源于控制论思想 ,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将人与机器在现实中以杂糅体的方式实现。同时赛博格还以

游走于现实和虚拟之间的方式成为个体的人的生存方式 ,更进一步的 , 从整个信息社会来看 , 赛博格已经成为同样

作为控制论有机体的信息社会的一部分。 “我们都是赛博格”已经成为信息时代中人类文化新景观的一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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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以来 , 人类步入了信息时代。人及其所生存的世

界都处于一种不断信息化的过程之中。与此同时 , 信息提供

了一个重新对人 、社会 、自然进行审视和建构的途径与视角。

正如 N·凯瑟琳·海勒丝所言 , “在控制论影响之下 , 当以一

种新的方式重新审视和反思当代社会时 , 信息不再是传播的

工具及内容 , 相反地 , 信息作为一个整体从其沉浸其中的物

质形式中分离出来 , 被重新的概念化 , 成为了一种理解人类

及人类社会的模式。” [ 1] 2信息与其物质形式的分离 , 使得信

息可以自由地游离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之间 , 并成为一种新的

认知模式和方法。 而作为社会主体存在的人也不可避免地

卷入了这场信息化的浪潮中 , 体现出新的主体性状态。对这

一状态的重要表征之一就是 “赛博格”(Cyborg)。正如安迪

·克拉克(AndyClark)在其书 《生来赛博格———心灵 、技术

和人类智能的未来 》中所言:“赛博格是 20世纪晚期的一个

强大的文化标志。它魔术般地变出人 -机杂糅和肉体与电

路实体混合的图像。” [ 2] 5在这个意义上 , 我以为 , 赛博格是一

个文化符号也是一种社会现实 ,是物理意义上的个体也是对

整个社会的表征 , 是一种虚拟形象也是一个神话 , 是一种实

在也是一种隐喻。而且 , 赛博格的强大来源于其深远的历史

渊源 ,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 ,赛博格是人类社会与现代

技术发展的某种必然 。

一 、赛博格:控制论与空间
赛博格(Cyborg)这个词是两位科学家———曼菲德· E·

克莱恩斯与内森· S·克莱恩在 1960年《航天学》 9月刊上

发表的《赛博格与空间 》一文中所提出的。作者在文章中指

出 , 在外太空探索中 , 要转变以往主要致力于将外太空环境

改造为地球环境的做法 ,采取对人的身体功能加以改造的方

式使得人体得以适应外太空的要求。这种改造方式即是从

对有机体的稳态功能的控制论认识出发 , 意识到可以通过参

与并拓展有机体的自我调节系统的外在因素来改变有机体

自身。作者将之描述为:“为了协调身体自身的稳态控制 ,这

种自我 -调节必须在不受以往的影响下发挥作用。 对于这

种外在延伸的 、有组织的 、复杂的 ,同时作为一种整合的稳态

的无意识的运作 ,我们提出`赛博格 '这个词。” [ 3]

从该定义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 “赛博格 ”的设想提出的

时代背景是美国 20世纪 60年代的美苏军扩时期 ,设想针对

外太空适应问题 ,试图将有机体看作是自我调节系统的同时

以一种外部延伸的方式将人的身体和自然系统结合起来 ,其

目的依然是为了保证该有机体能够适应不同环境。

其次 , 我们想要对 “赛博格”定义的文化逻辑和形式接合

类型加以了解 ,就必须对控制论有所了解。 “Cyborg”本身就

是 “CyberneticOrganism”的缩写 , 在其定义中 , 克莱恩斯和克

莱恩强调的 “稳态”也正是 1945-1960年的早期———即以诺

伯特·维纳 、克劳德·香农等人为代表的控制论奠基时期控

制论思想的核心概念。 作为一种调节系统结构的跨学科研

究 , 控制论——— “动物和机器中控制与信息的科学”在很大程

度上是以一种科学的哲学理论角度来重新审视人 , 将人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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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动物 、机器一样的信息系统。 而这种信息化的过程 , 在维

纳看来是一种历史必然性的结果:“我们只能通过信息的研

究和社会通讯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阐明在这些信息和通

讯设备的未来发展中 , 人与机器之间 、机器与人之间以及机

器与机器之间的消息 , 势必要在社会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

位。” [ 4] 8而就近 50年来的社会发展来看 , 维纳的预言已经逐

渐成了现实———信息确实已经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模式 ,也

成了人与机器共同分享的特征。就个体有机体而言 , 由于稳

态机制下的反馈进行得比较慢 ,神经纤维的传感速度也比有

髓鞘纤维的传导要迟缓得多 ,因此对稳态系统的信息进行传

导的 , 往往是通过非神经通道 ,比如心脏肌纤维的直接吻合 、

化学媒介以及血液中的碳酸气等等。在个体赛博格中安置

心脏起搏器 、胰岛素泵等就是这样一种状态的具体现象;可

以说 , 控制论视野下的信息是有机体及其辅助机器装置结合

的基础。

再次 , “赛博格”从一开始就与 “空间”结下了不解之缘。

尽管克莱恩斯和克莱恩打造的 “赛博格”一词是以人与其外

部空间的关系为基础的 , 但是 , 正如 D· S·哈里斯在 1965

年所指出:赛博格开辟了一块 “新的领域” ,这不仅仅是空间 ,

更是在个体的心灵和事物之间 , 在个体的 “内部空间 ”和 “外

部空间”之间架构了一座桥梁。[ 5] 7我以为 , 哈里斯的话可以

看作是对赛博格操作与感知的二元领域的描述。作为控制

论有机体的赛博格 , 一方面要是以人机杂糅的整体身份来面

对外部空间 , 在与环境的反馈循环中达成信息的交流和传

播;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信息系统 ,赛博格要在自身内部对有

机体和人造物之间进行自我调节。在前者中 , 有机体与人造

物杂糅接合为一个整体 , 其自身就是一个 “内在空间 ”, 存在

环境则是它们共同的 “外部空间”。在后者中 , 有机体保持了

其自身的主体意识。但人造物的存在让有机体又意识到在

自身整体性内部还存在着一种异己性的他物 , 因此又在整体

性内部区分出 “内部”与 “外部 ”空间来。 然而 , 在此情境之

下 , 他物所构成的外部空间已经被内在化了。从而使得这种

内在化既是心理的 , 也是生理的。同时 , 在自我调节的过程

中也可能出现不可调节的排他性 ,比如对于内置器官的排异

性等。只有在有机体和人造物完成了反馈循环的过程 , 对有

机体的 “自然”机能有所加强之后 , 我们才能说 , 这是一个赛

博格。

二 、赛博格:信息时代的虚拟体验
唐娜·哈拉薇曾说:“赛博格是一个控制论有机体 , 一种

机器和有机体的杂糅 , 一种社会现实同时也是虚构的创造

物。” [ 6] 149赛博格的发展也呈现出一种从现实走向虚拟的发

展过程。

事实上 , 最具原初意义的赛博格 , 即现实中的赛博格是

指那些以配备医疗装置像人工心脏或起搏器或义肢 , 或者为

了存活而依赖于机械装置 , 像心脏和肺机器的有机体。[ 7] 44在

这个过程中 , 技术和人造物的作用是为了修复或者克制有机

体在肉体上和心理上的限制。但是随着现代技术对社会及

日常生活的逐渐渗透 , 人们开始利用技术来重塑身体。最常

见的就是通过像隆胸或者乳房切除手术之后的重塑这样的

技术手段来改变自然身体以加强其审美外表。另外 , 赛博格

的研发具有了某种特定的目的性 ,比如用于拓展战争中士兵

的生理机能。

而那些配备了可穿戴式计算机的赛博格 ,则可以看作是

生活在现实与虚拟之间的赛博格。 他们是现实社会生活中

的 “神经漫游者”。有着近三十年的 “赛博格”生活体验的史

蒂夫·曼恩认为 ,他所研发的可穿戴计算机正如麦克卢汉所

预言的那样 , 是人的第二层皮肤 , 而不是为某个特殊任务而

设计的。[ 8] 81他通过 “EyeTap”这样的输入 /输出装置将外在世

界用计算机控制的激光转换成印在视网膜上的图像 , 并通过

一些灵活的小按钮来操作 ,其功能与家用电脑相当。因而可

以认为 , 他们事实上同时生活在现实与虚拟之间 , 他们的身

体就是人机交互的界面。

而更倾向于虚拟化的一类赛博格当属那些通过玩电子

游戏 、在网上冲浪 、观看电视或立体声与技术进行亲密交互

的人们。他们选择的娱乐手段是虚拟的而不是真实的 , 更多

的依赖于技术形成的拟像而不是 “真实”的经验。在这类赛

博格的主体中 ,人造物对象是以一种虚拟的内在化方式参与

到主体建构之中。与前两类相比 ,其更多的是从外部提供一

种环境以 “养成”赛博格 , 即通过与外在环境的信息反馈 , 个

体参与到虚拟性的数字化技术中。通过技术与人的互动 ,改

变了个体的经验感受方式和认知方式。最显而易见的就是

我们对于外界的认知模式越来越依赖于计算机 , 或者说 , 我

们将计算机 、因特网作为我们认识世界的窗口。同时由于新

媒体与技术较之电影 、电视机具有更大的互动性 , 从而在对

主体的认识方式的改变上也更具基础性。

基于此 , 我以为 ,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虚拟化主体为

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身份。 个体可以转

换身份在虚拟空间中以数字化的方式存在 , 因此个体作为人

的真实面貌被隐藏了起来。赛博空间则代替现实世界成为

了人的第二生存空间。在这样一个空间中 , 一切都是数字化

的状态 , 个人隐藏在电邮 、ID、个人空间 、博客背后 , 其主体性

认知是完全通过界面进行的。存在于界面背后的是基于想

象存在的隐喻性现实。

可以说 , 赛博空间为人们提供了远远超过想象的巨大资

源。面对这种庞大的难以计数的数字化信息 ,人的主体性认

知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现代性意义上的齐美尔式的碎片化

生活体验 , 即 “借助对现代生活的敏锐感觉 , 努力去捕捉那

些片断性的 、稍纵即逝的瞬间 , 并从中发现现代生活的审美

内涵。” [ 9] 116这种印象主义的认知方式在后现代的赛博空间

中被以虚拟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 但其碎片化 、即时性的精神

内核却依旧保存着。

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看 ,人们对于赛博空间中的虚拟化

主体更为感性和直接的认识应当来源于作为大众叙事的电

影和小说。威廉姆 · 吉布森的小说《神经漫游者 》及电影

《黑客帝国》中所塑造的 “赛博朋克”(Cyberpunk)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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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与虚拟 、真实与虚幻之间的赛博格。他们通过硬件接

入赛博空间实现了身体的虚拟化。 其中的典型就是尼奥的

复活———他只有在虚拟空间中的自我意识到自身是虚拟的

情况下才可能复活———以及史密斯由于被删除失败并因此

有了人的情感从而从杀毒软件到病毒的转变等等。在这种

似真似幻之间 , 人们对周围现实世界产生了疏离 , 如同 《神经

漫游者》中的凯斯一样 ,与废墟般的现实相比 ,他们对虚幻的

赛博空间更具认同感 。在《黑客帝国》中 , 这种对虚拟的真实

感的认同表征则达到了极端:人类生理个体作为了矩阵的一

个物理元件而存在 , 作为虚拟存在的个人意识被矩阵这个强

大的人工智能系统重组 ,失去了与身体的联系成为纯粹的被

虚构出的认同。这种再现现实与超现实的悖论存在也是《黑

客帝国》最大的卖点之一 , 即以不可能的方式实现情节与逻

辑的推动 , 比如整个城市的设计是完全再现了现实世界 , 而

虚拟生活真实地让身处其中的人难以觉察到其虚幻性 , 但一

旦意识到这一点 , 人就可以以超现实的方式重新看待这个虚

拟世界 , 从而可以自由接入。可以说 , “真实的荒漠 ”以一种

形象化的再现方式实现了鲍德里亚意义上的拟像景观。

据此 , 我们则可以认为 ,在大众叙事中 , 人与机器之间的

距离被拉到了最大———这种相互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到了一

种你死我活的境地。人 -机关系之间的张力却并非在现实

生活中依靠力量化的武力争斗来实现 , 而是完全在人 -机联

网的赛博空间中完成 ,即人类思维与机器智能在虚拟化的世

界里以再现现实甚至是超现实的方式表征出来。

三 、赛博格:信息时代的文化景观
由此 , 赛博格已经从个体行为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社会

化过程。而我们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语境来看 , 控制论视域下

的现代工业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信息系统 ,一个控制有

机体。在其中生存的人与机器一样都是作为通讯有机体在

这样一个大的控制论有机体中发挥作用。所以 ,在这样的社

会语境之中 , 人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也不可避免地值得我们怀

疑了。

首先 , 人们的思想模式 、信仰系统等都不可避免的为环

境所塑造。社会法律 、家庭经验 、文化条件 、日常媒体等等都

作为人所处的信息环境不断地与个体的人产生着信息的交

流。而与此同时 ,这些交流也不断地改变 、塑造 、重建着人类

的身体和心灵。

其次 , 在进入网络化时代以来 , 社会控制论有机体的趋

势越来越明显。麦克卢汉在 60年代初做出的预言在今日看

来是过于简单化了。 在麦克卢汉看来 , “任何发明或技术都

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 ,信息时代在赋予人们 “视通万里

的整体场知觉媒介”之后 ,使人类第一次意识到 “技术是自己

身体的延伸” 。麦克卢汉以一种先知式的方式为我们描绘了

信息时代赛博格的特征 , 但很明显 , 麦克卢汉所描绘的 , 还只

是电报 、电视 、打字机 、电话 、电影等在今日看来已经属于传

统的大众媒体。

最后 , 以计算机 、网络 、移动通讯等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新

媒体对于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造成的影响更加深远。在当

下的文化现实中 ,赛博格随着新媒体升级了 , 有了新的特征

和变化。电子公民 , 是赛博格新的名号之一 , 个体在现实与

虚拟之间游走 ,拥有了新的电子身份 , 也就是斯科特· 巴克

曼所言的 “终端身份” 。这种身份是一种 “明白地双重接

合” ,指向的是当下信息文化所产生的新主体性的控制论循

环。[ 10]威廉· J·米切尔则在他的电子三部曲中为我们描述

了在一幅有关赛博格在电子城市中的新图景。他指出 , 个人

所拥有的个人电子装置使得个体成了一个无线身体网 , 这一

网络使得这些装备得以像一个集成系统一样运行 , 并把它们

连入全世界的数字化网络。在这种个体与外加环境界限的

消失中 , 个人以植入的方式融入周遭的环境之中 , 因此 , “对

电子人来说 , 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动摇了。人与己的区别可以

重构。差异变成了暂时的。” [ 11] 31人们开始以新的方式认识

和使用城市 , 而人的眼睛 、耳朵 、肌肉 、手 、甚至大脑等生理器

官都与外在的电子装备相结合 ,其所获得的感知也是基于电

子化之上的虚拟感受。基于此 , 我以为 ,米切尔所言的 “我们

现在都成了电子人”的论断就不再是预言或者无稽之谈。

那么 , 在这种虚拟化的生存体验中 , 个体如何才能意识

到其自身的主体性存在呢? 又是否有可能去发展人的主体

性呢? 克拉克在指出赛博格作为一个文化标志的强大特性

之后还说到 , 他的研究目的在于 , “劫持这个图像并重新塑造

它 , 揭示出它是(奇怪地)我们自己生物本性的伪装的想象。

因为对人脑特殊的地方 ,以及对人类智能独一无二的特征最

好的解释就是他们能够与非生理结构 、支持物和辅助物形成

深入 、复杂的关系。然而 ,这种能力不能依赖于物理的 /实体

的电线 -和 -植入合并 ,甚至于依赖我们对信息 -过程合并

的开放性……很多我们的工具不仅仅是外部支持物和辅助

物 , 它们同时也是解决问题系统的内部和必须的部分 , 我们

现在将这种解决问题系统认为是人类智能。这些工具最好

被认为是构成我们心灵的计算器官的真正的部分。” [ 2] 5克拉

克表明 , 在赛博格的生存体验中 , 人是将机器辅助部分化为

了自身的认识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这种能力才是人类智

能的体现。从这种意义上讲 , 人类从开始使用工具的时候就

已经是赛博格了。因为我们不断地通过与工具之间的互动

和交流 , 从而将对外部的控制和理解转化成了人类自身的一

种主体性认知能力。这就为赛博格的主体性的发展指出了

一个新的 、并非工具决定论的方向。可见 , 信息化的社会与

新型计算机作为当代人类的新的生存环境 , 并不意味着就彻

底改变了人之为人的条件。相反地 ,做一个赛博格是为了利

用这些工具更好地为人服务 ,从而使得人们在新的社会条件

下得以更好地利用现实条件去认识社会 、理解社会 , 并发展

出一种新的人类认知能力。

作为一种文化景观 ,赛博格是对人类在信息社会中主体

性的文化新表征 ,这种文化表征不仅体现着个体与技术的关

系 , 而且 ,它也为人体在面对日益扩张的信息文化提供了一

种新的视角和参照系。一方面 , 人类从诞生伊始 , 就从未停

止过对自身以及自身与外物之间关系的探索;另一方面 ,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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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的日益变化及技术的推陈出新又对人类的繁衍 、生存

和发展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巨大影响和复杂作用。这一相互

作用的过程不仅渐而形成了今天个体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

境 , 同时也造就了个体内在的身体和心灵。赛博格就是这样

一个信息进程中的文化产物。作为一种文化标志 , 它所表征

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作为一幅文化图像 , 它所展现的是信

息时代人类生存的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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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reCyborgs
———TheCulturalSpectacleinAgeof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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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ofLiterature, Nanjing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210093, China)

Abstract:In20thCentury, thehumansocietyhassteppedintotheprocessofinformatization.Therelationofhumanandtechnologyis
representedbyCyborg.Cyborgrootedinthecyberneticsandisrealizedbythewayofhybridofhumanandmachineinrealityaccording

tothattheory.Meanwhile, Cyborghasbeenthelivingwayofindividualbywanderingintherealandthevirtualworld.Forthewhole

society, individualCyborgbecamethepartoftheinformationalsocietythatalsocouldbeseemedasthecyberneticorganism.Then, the

claimof"WeareCyborgs"shouldbethoughtasakindofdescriptionofthenewhumanculturalspectacleinageof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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