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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装配以及同样直接的拆卸。后现代的新型永恒意味着要在瞬间经历，就在此时此刻

享受，它不再是无情和难以控制的客观时间流的抵押品。[1]

鲍曼和维希留都认为，在交通特别是通讯技术支撑下，特别是是随着全球信息网络的诞生，传统

与巨型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的领土和城市空间以及与之一致的社会组织形式开始瓦解。新的“第三

空间”出现了，它“不含任何空间的特性，却有不同凡响的即时传播的特性，从此，人们不再被物质的障

碍和时间的阻隔分离。随着电脑终端和录像监测的接合，这儿和那儿的区分不再有任何意义”[2]。这

样的空间便是“速度空间”，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流动性和不确定性。

与这种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一致，人与世界都变成一个漂浮的瞬间性存在的内在分裂的平面图

像。一方面，如海德格尔揭示的，世界成为对象，成为图像，即有待加工的与主体无关的对象。在新的

信息技术支配下，图像化的世界更加虚拟化。另一方面，“全球化”标志着世界事务正在遵循的那些运

作过程的“自然化”：它们基本上没有界限，也不受控制，获得了半自然的、不受规划的、无法预测的、自

发的和偶然的特性[3]。在这种状态中，人成为被“流动的恐惧”（鲍曼语）驱动着的“远程在场”（telepres⁃
ence）（维希留语）。按照传统的工具论视角以及恩格斯关于工具是肢体的延伸之创见，技术代表着的

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中介物，那么可以说，维希留、鲍曼等人指认当代以速度为本质的技术，一

方面作为人的“假肢”彻底地改变了身体的在场方式，另一方面作为空间的载体彻底地改变了社会存

在性质，在总体上，推动形成了以“超极权主义”（transcend totalitarianism）为特征的虚拟城市世界，这

使人成为流动的生活片断，把人投入“流动的恐惧”之中。这也就以不同的方式诠释了今日“风险社

会”或后现代境遇之内涵。

二、速度、流动与个体的命运

“控制自然并未带来人的自我实现；社会现实状况依旧表现出其客观的强制。在当代，人口日益

增加，技术全面自动化，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日益集中，作为工厂工作的结果之个体不断地理性化，这

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把组织化和操纵化强加给生活，使个体只能自地沿着他们为他指定的道路前进。”
[4]尽管在今天，技术变迁已经超出了霍克海默的想象，但他关于个体的命运之说仍然成立，不同的只是

“组织化和操纵化”的方式和程度加强了，新的速度技术塑造了新的个体命运：身体的殖民化、个体的

碎片化以及人的非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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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支配下，身体逐渐由主体转为客体。这已经得到普遍的承认。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对这

一过程产生了哪些影响呢？关键在于速度。在一般意义上，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对于身体具有两个至

关重大的影响：一是阻断梅洛·庞蒂所讲的身体与世界之间关系，为身体安上假肢（prostheses），变成

一种技术知觉，即人的感知按照外部设计去感知世界；二是让身体仅仅停留于视听层面感知世界，如

鲍德里亚所言，利用一些可以刺激人的视觉的广告实现消费产品的欲望，或者用维希留的话讲，让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停留于视觉冲击。在这是最深刻的霸权，对人的内在地彻底殖民。

维希留认为，工业化生产早就开始了知觉自动化，即通过发明人工视像，将对客观现实的分析委

托给机器，最终将形成视觉机器（vision machine）时代。在这种条件下，身体获得了新的假肢，不过新

的假肢不再是物质性的新陈代谢的载具，而是一台终端机、一个视觉机器。在他看来，现代电脑技术

[1][3]〔英〕鲍曼：《个体化的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00页，第149页。

[2]Paul Virilio，The Lost Dimension，New York: Semiotext(e), 1991, p.13.
[4]〔德〕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渠东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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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种外在和内在的嵌入方式，最大限度地拓展了人的综合能力，实现了人类扩大视域范围和加速交

流的目的，与此同时，这种技术内殖民化最终实现了技术对人类身体的“殖民化”，人体被技术“吞噬”，

“入侵”和“控制”[1]。人类不仅是坐在视觉机器之后的观看者，也是被视觉机器时刻监控的表演者，随

着大量电视、电脑、卫星技术和电话答录机等技术的广泛使用，私人空间公开化，公共生活数码化，日

常生活成为一种陶醉于“数码经历”中的感知混乱，社会则陷入“游戏盲目的长夜”。数码威力和意志

主宰我们的知觉行为[2]。这是梅洛·庞蒂所指的“闭上双眼的恐慌”，“大威慑纪元之初的恐慌！”当即时

通讯的能力取代了所有真实存在，当远程透视感知让工具式图像将一张一张赶走我们最后的精神意

象[3]。这种技术入侵几乎重构了我们生活的世界，维希留指出，速度已经不能满足以往的向外殖民

（exo-colonisation）而转向对人类社会的向内殖民（endo-colonisation），这种向内殖民不是地缘政治上

的空间殖民，而是时间政治的身体殖民，或者说是一种“去殖民的殖民”形式[4]。这种技术对身体的内

殖民化恰恰导致我们越发远离客观世界，亲近技术世界，已经成为当代最深刻的存在危机。

0,   џ Ѳ; Υӏὗ

与维希留一样，速度是鲍曼的关注中心，不过，他并不仅仅将眼光盯着新技术，而是试图从现代性

的结构角度来把握速度的内涵，提出“流动的现代性”主张。在鲍曼看来，现代性意味着传统的持续瓦

解。这并非新颖之见，而是马克思和波德莱尔以来现代性理论的中心观点。鲍曼接受了这一思想，将

“创造性破坏”过程视为现代性之本质特征。客观地说，鲍曼的描述并没有超出马克思和伯曼[5]。像马

克思那样，他将这一本质与资本积累逻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伯曼一样，他注重现代性的体验。不

同的是，他接受了乌尔里希·贝克关于现代性断裂的划分以及对当代所做的“风险社会”定义，在此基

础上，他深入分析“液化”了的现代性结构之社会后果。在他看来，晚期现代性，或流动的现代性条件

下，“由于速度最新获得了可变能力和扩张能力，首要的是，‘现代时代’已经成了征服空间的武

器。……在现代时期里，运动速度和更快的运动手段在稳步增长，挑拨了最为重要的权力工具和统治

工具”[6]。当“速度、交通工具的使用和由此产生的移动的自由，一起构筑了权力金字塔”[7]，“流动的自

由”便成为人人垂涎的价值[8]，流动性便替代了空间（或固定位置）成为划分社会阶层因素，在其支配

下，新的、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阶层每天都发生着不断的重建[9]。

由此，鲍曼讨论了人的碎片化的诸多逻辑和表象。在归根结底意义上，最重要的乃是生活的流动

性，“支离破碎的生活往往分割为片段，分割为一系列互不联系的事件。存在分割为碎片，生活分割为

片段，没有保障就是其中的切分点。除非采取措施以对付毫无保障这一挥之不去的幽灵，否则几乎没

有可能恢复对永恒和耐久的价值的信任”[10]。流动的生活，“意味着不断的自我审视、自我批评以及自

我责备”，甚至，“靠的是自我对自的不满”[11]。这带来的后果是，“人们的个性特征，即他们的自我形

象，就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都很多碎片和组合，每个碎片都必须臆造、携带和表达各自的意义，经常无

[1]John Armitage,Virilio Live: Seleted Interviews, London: Sage, 2001，p.43.
[2]〔法〕保罗·维利里奥：《视觉机器》，张新木、魏舒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146页。

[3]〔法〕保罗·维利里奥：《无边的艺术》，张新木、李露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4]〔法〕保罗·维希留：《消失的美学》，杨凯麟译，〔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4页。

[5]〔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6][7]〔英〕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页，第15页。

[8][9]〔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页，第9页。

[10]〔英〕鲍曼：《个体化的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4页。

[11]〔英〕鲍曼：《流动的生活》，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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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参照其他的碎片”[1]。在《生活在碎片中》，鲍曼强调，因为对被束缚和固定的恐惧，四种生活策略及

其组合成为后现代的核心特征，它们是：漫步者、流浪者、观光客和比赛者。每一个人都在这种策略

（也即身份）之间游走和变化，因此，每一个后现代个人都忍受着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的苦恼[2]。其最终

的政治影响便是共同体（即公共生活）不再可能。这是因为，这一结构导致了从“整体政治”向“生活政

治”的狭隘关注范围的转移，而这种转移本身阻止着最终形成集体行为的其他模式[3]。

1, ΐ Ψ жↄ

在维希留那里，知觉身体已经在技术模式中丧失了自然的性质，而在全新的数字化技术条件下，

它的最终前景将会如何，则是新激进技术哲学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因为一些乐观的新未来主义者

的鼓吹而复杂化了。例如尼葛洛·庞帝提出数字化生存问题，把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在比特之上统一

起来。这也意味着，我们不仅可以把一种声音、一条光线，而且可以把社会和人都“还原”到基本的数

码系统，进行储存、复制、运输甚至改造。在逻辑上，人们会自然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否意味着也可以

把氨基酸的特征数字化后进行改造，以及进一步，人的个性特征也是否能够通过数字化进行重塑？像

鲍德里亚、利奥塔等等这样的后现代预言家对此提出了警示的思考。

在利奥塔看来，“无论什么样的物质体系，只要能过滤出有益于生存的信息，储存，处理，调整欲

求，归纳行为，就是说至少能归纳调整，对保证其生存的周遭进行干预，就是技术。”不过，发展到今天，

在计算机时代或信息时代，技术—科学的问题可以表述为：“保证为独立于地球生命状态之外的硬件

提供这种软件（即思维、语言等——引者注）。或者：使一种无身躯的思维成为可能。使它在人类身躯

死亡后思维仍是可能”[4]。正是基于这一立场，利奥塔直接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后果提出了否定性的

判断，他强调：

今日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怎样消除身躯对交流技术发展或不断扩展的新式记

忆的排异性。很有可能这就是将来的授精、妊娠、生产、疾病、死亡、性别、体育等研究课题的

真正赌注。一切似乎都会集中到同一个目标上：使人体能在非地球条件下存活，或者给人另

换一副“躯体”。……遍布地球的电子和信息网生出了一种应被视为宇宙级的，非传统文化

价值可比的记忆总体能力。这种记忆意味着的一种奇论在于，它最终将不是人的记忆。而

“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含义是：支撑这种记忆的躯体不现是一具地球人的躯体。计算机综合

更多的时间段（“次”数）的能力不断增长，所以莱布尼兹才能够说他正在孕育一个比人类本

身从未能达到的更加“完美”的单子。[5]

虽然这种描述方式具有科幻的特征，但其基本思想是清晰的：任由技术按照自身逻辑发展下去，就是

终结的图景。

三、速度、不确定性与共同体的命运

个体的命运不是共同体命运的反面，在直接意义上，它是共同体命运的后果，尽管在逻辑上，如马

克思阐明的那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通过对速度的分析，我们可以

得出这个结论：在加速度中，结构不仅地历史地抽象化了，而且实体化了，这使得其构成要素愈发丧失

独立性的外观，“自主性”结构成为获得帝国的形式。正如鲍曼所言，流动的现代性破坏了社会团结的

[1][3]〔英〕鲍曼：《个体化的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2页，第189页。

[2]〔英〕鲍曼：《生活在碎片中》，郁建兴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4][5]〔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页，第69、7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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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因此，“社会”已经被越来越多地视为一种“网络”非“结构”（更不要说一个稳固的“整体”）：社会

被人们认识为包含各种随意性的联结和分离的矩阵，一个可能出现无数种排列组合方式的矩阵。[1]更

通俗地说，社会变成了一个像乐高玩具那样任意组合的机械装置。在此语境中，人类共同的命运也就

变得不确定了。这个问题也是全部新激进技术哲学的共同关切。在展开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既有生

产方式霸权的数字化、实在（感）的消失导致的生活的景观化、生活的流动和恐惧的普遍化导致权力的

弥漫和个人之间的敌视，这些新技术之后果也浮出水面。

/, У ↄ

所谓“数字化”在今天仍然具有比喻的性质，它指涉的世界虚拟化，并非意味着现代性社会结构真

地摆脱了物质载体，而是可能暗示着由于它摆脱早期粗陋的形式而获得了新型的更为纯粹和精致的

形式。这一点可以从货币和资本这样的术语所指变化来理解，在早期资本更多的是以实物方式存在

的，后来具有明确的货币形式，在银行清算中它只是代表一组数字，而在今天所谓的“资本运营”中是

没有哪个资本家会提着钱去完成交换活动的。电子商务、“电子货币”甚至游戏中的各种叫法的“货

币”，都指向一个逻辑问题：货币在其本质上只是一种抽象，在全球网络信息社会中，数字价值单位

（DVU）呈现了其真正的本质。而这种数字化不仅没有改变既有生产结构，相反，它实际上加强了当代

资本主义的霸权。就此而言，当代技术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已经充分地讨论了权力的非实体化问题，

人们认识到，因特网将拯救人类只是古老愿望的表达，技术自身并不承诺什么，相反，在新自由主义或

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下，电信系统已被赋予一种全新的社会目的。这种剧变增强了跨国公司的实力，同

时也加剧了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正是因为这一点，形成了洋洋大观的媒介帝国主义批判思潮。

在这一思潮中新路德主义者者赫伯特·希勒（Herbert Schiller）等人通过对媒介的分析则强调，在

信息技术的一切领域，创新的潮流追随无情的商品化。新卫星、光纤和计算机网络被用来制造媒体的

爆炸，其媒体表面的多元主义已被淹没，少数巨型媒体联合体几乎完全吸纳了数以千计的报刊、广播

电台、电视频道和电缆系统。所有权导致了更为直接的意识形态控制。因此，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

已经变成了“控制论资本主义”。例如约翰·帕克（John Parker）通过一手调查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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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用符号来使实在

消失并掩盖它的消失。……这就是变化，它有可能在不断增加的信息中消失，并最后在绝对

信息中消解：世界——最终的幻觉，即对一个完美的、完成的、犯罪造成的、完善的、达到存在

和实在顶点的、已尽其所有可能的世界的幻觉。坦率地说，是上帝经过了这个信息和复杂化

不断增加的、检验实时世界的过程；是上帝在世界被其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搞得精疲力尽以

后，主宰幻觉世界的崩溃，拟象的、虚拟实在的世界的复兴。是上帝主宰世界的无条件实现

和对其最终的幻觉。[1]

在维希留看来，全球网络所展现的是一个“全世界都远程在场的社会”，没有空间扩展，没有时间

延续，只是一个强烈地各处在场的社会[2]。实际上，不断加速的新技术使人类存在时空感逐渐与原初

存在感逐渐疏离，被超级装备了各种互动性假肢的健全人的身体，不必在物理上进行位移就控制他的

周围环境[3]，这决定性改变了在场方式。所以，他强调，在多媒体技术中，我们目睹的是当前（present，
即“在场”）的深度，一个不断膨胀的当下，而实质上，它只不过是远程通信的真实时间的突然世界化。

它在世界范围内制约着人类的行动。这个远程时间世界化所形成的空间对于我们的生存将会产生怎

样的影响呢？维希留说：“现在，让我们自问，明天，一种不再是在一个街区、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地区的

地方化空间里，而是在一个当前的无终结永存的时间里的定居性，会成为什么：当今的人不再能达到

任何东西。”[4]在他看来，多媒体本身就是启示录，“它将摧毁任何的再现思考，从而形成一种个体的恐

慌式条件反射，其（从伦理和审美的）相对主义在这种替代的虚拟主义面前会突然消失，而虚拟世界将

替代经过证实的事实和事件的真实世界”[5]。当然，他所称代替真实世界的虚拟世界，并非如鲍德里亚

那样是一个真实消失的拟像世界，而是与传统不一样的在场方式。在这种在场方式中，生活成为景观

秀（spectacle show），一切都按控制论模式设计好的，解除了人们的意志，使人们成为期待意外的无意

识存在。

1,   ῺΆẴ ӏ ΅

维希留已经指出，在速度推动的战争中，在追逐速度中，世界成为“速度帝国”。在这个世界中，

“速度等于法西斯主义”，即控制人口的极权主义[6]。这也即是《黑客帝国》等电影的隐喻。在鲍曼看

来，这便是流动的现代性之特征。不过，他关注这两个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经验问题：阶级分化中的权

力以及为个体提供安全庇护的共同体。

鲍曼认为，传统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旨在达到一种边界，且一旦边界达到，运动本身便为维持这

一边界的努力，而现代恰恰相反，它旨在超越边界，并且这种不断超越的运动扩展了它的超越能力和

它可能到的边界，故而它是一种狂躁。这种差异是由速度造成的，他认为，构建的、分隔的所有其他社

会产物和集体特性的维护（如国家疆界或文化障碍）似乎都只是那速度的副产品。当然，他更强调，

“边界事实”在部分时间里都是造成阶级分层现象的原因[7]，从而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新的速度与新的

分化上。鲍曼进一步认为，在流动的现代性时代，统治的竞争不是在“更大者”和“更小者”之间展

开，而是在更快者和更慢者之间展开的。是那些能够以超出对象的追赶能力的速度加速的人们在统

[1]〔法〕让·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10.12页。

[2][3][4]〔法〕保罗·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陆元昶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5页，第45-46页，

第183页。

[5]〔法〕保罗·维利里奥：《无边的艺术》，张新木、李露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6]Simon Glezos, The Politics of Speed: Capitalism, the State and War in an Accelerating World, ProQuestLLC2009, p.91.
[7]〔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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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1]。他强调，现在权力的首要技巧，是逃避、是溜走、是取消、是避开，是有效地拒绝任何地域的限

制，是拒绝建立秩序、维持秩序所必然带来的不堪重负的结果，是拒绝像去承担它们必须承担的代价一

样，去对所有后果承担它们必须承担的责任[2]。

在速度战中，数据库是一种选择、分隔和排斥的工具[3]。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不过，多数研究者

都试图借助福柯来说明其权力性质，如波斯特便认为数据库是作为一个超级全景监狱运作的。他说：

数据库像监狱一样，连续不断地在暗中有系统地运作着，收集个人资料并组合成个人传

略。与全景监狱所不同的是，这些“囚犯居民”无须关住在任何建筑物中居住；他们只须继续

进行其刻板的日常生活即可。因此，这种超级全景监狱与它的前一代相比更为侵扰他人，然

而它完成规范化这一任务的效率却绝

然然

然

然

然

&c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