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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网络互动是以计算机网络为中介的符号互动 ,它具有实指性与虚指性并存 、丰富性与单调性共生 、共享性与

同时性统一等方面的特点。本文运用符号学方法论来探讨网络互动的特点和条件性因素 ,进而对网络空间的符号异化

作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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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计算机和网络发展为核心的当代信息科技革

命 ,将人类带入了全球化的网络时代 ,创造出了一个

全新的社会生活空间———网络空间(cyberspace)。网

络互动作为一种崭新的互动模式已为越来越多的人

所接受 ,并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计算

机是符号处理的工具 ,互联网是符号传播的媒介 。因

此 ,从本质上讲 ,网络互动是以计算机网络为中介的

符号互动。当代符号学勃兴于 20世纪 60年代 ,近三

十年来 ,符号学理论异彩纷呈 ,各有所长。它的兴起

与发展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网络互动的本质和特征提

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1　符号学的方法论启示

尽管“符号”一词源远流长 ,但它的涵义却一直模

糊不清 ,甚至在经典著作家那里也有多种不同的理

解。直到 20世纪初 ,索绪尔把语言符号解释为能指

和所指的结合体时 ,人们对符号的理解才趋于一致 。

在索绪尔看来 ,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

他认为 , “语言符号有两个头等重要的特征” ,即“概

念”和“音响形象” ,前者为所指(signifie),后者是能指

(signifiant)。他说:“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

整体 ,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 和`音响形象' 。

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 ,又

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 。”〔1〕能指

和所指的联结是通过意指(signification)来完成的 。意

指被理解为一个过程 ,它是将能指和所指结成一体的

行动 ,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
〔2〕
索绪尔进一步指出

意指过程具有任意性。

在索绪尔提出符号二元关系理论的同时 ,皮尔斯

提出了符号三元关系的理论。皮尔斯把符号解释为

符号形体 、符号对象和符号解释的三元关系。符号形

体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

一事物的东西”;符号对象是符号形体所代表的那个

“某一事物” ;符号解释也称为解释项。在皮尔斯看

来 ,正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符号化过程的本质。

索绪尔所说的“所指” ,大体上相当于皮尔斯的

“符号解释”或“解释项” ,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符

释”。符号结构中的所指或符释 ,就是人们通常所说

的“意义”或“讯息” 。如果要问索绪尔的“所指”和皮

尔斯的“符释”有什么不同 ,那么可以说:后者的含义

比前者更为宽泛一些。索绪尔的“所指”是就语言符

号学说的 ,而皮尔斯的“符释”则要复杂得多 ,可以引

申为一般符号的概念和思想。在皮尔斯的符号理论

中 ,符释可以是各种复杂的话语 ,这些话语不仅能够

转译 ,而且能够像三段论那样从前提引申出结论。

至于皮尔斯所说的“符号对象” ,即符号形体所表

示的那个事物 ,包括有形的事物以及像真 、善 、美这样

极其抽象的东西 ,乃至诸如“火星人”这样的虚构对

象。索绪尔没有强调符号对象 ,但这不能算他的疏

忽。在索绪尔看来 ,语言学所要考察的只是符号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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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指的关系 ,而不是符号对象。索绪尔和皮尔斯关

于符号的“二元关系”和“三元关系”学说 ,奠定了现代

符号学坚实的理论基础。

可以说 20世纪所进行的对符号 、信息和语言问

题的哲学研究中 ,值得关注的一项进展是 ,许多学者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必须从某种形式的“三元关

系”中认识符号(信息)现象和符号(信息)过程。〔3〕这

里所说的三元关系是主体—符号—客体这三者之间

的关系 ,它与主体—客体二元感知关系有着本质的区

别。“对于二元的感知关系来说 ,主体只能是一个个

体 ,并且其感知的对象只能是极其有限的时空范围里

的一些客观现象;而对于三元的符号关系来说 ,其主

体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承认共同约定且有特定

承诺的类主体(即特定群体),其所用符号的指代和

`映射' 范围也大大扩大了 ,不但可用于指代不在个体

感知范围内的客观现象 ,而且可用于指代可能对象及

其他`模态对象' ,甚至还可用来指代纯粹想象而事实

上并不存在的`对象' ,即虚构对象。”〔4〕

在这种三元关系的基础上 ,符号展示了两种基本

的功能 ,即认知功能和交际功能。一方面 ,符号可以

使我们超越感官的限制 ,表征抽象的事物 ,进行理性

的思考 ,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 ,在共同约

定的基础上 ,符号又可以作为讯息的载体 ,实现人与

人之间的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符号的这两种功能

与人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是基于这种对符号重

要性的认识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才得出如下结

论:“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来说 ,理性是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 ,所有这些文化

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 ,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

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

动物。”〔5〕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 ,符号的这两种

基本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 。

美国著名的符号学家莫里斯(Morris , C)将符号

学整体分为语形 、语义 、语用三部分。他的三分法为

我们分析网络符号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语形学方法

从符形与符形的关系中获取客观世界的相关讯息 ,形

式化是符号语形学的最高成就;语义学方法从符形与

符形所表征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中认知事物;语用学则

从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上理解符形所传达

的意义 ,这种意义属于交际情境中的意义。从语形到

语义再到语用的分析方法 ,是一种从抽象到具体的思

维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为我们分析网络空间中的互

动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

2　网络空间中符号的特点

人是符号的动物 ,人用符号进行思考 、交流和创

造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建立并生活在一个不同于物理

世界的纯粹的“符号世界”。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

的发展为我们编织了这个梦想 ,并且日渐变为现实。

网络空间是一个符号的世界 ,信息以比特的方

式存在 ,简单的符号———“0”或“1”完成了所有的编

码 ,现实世界 、可能世界和幻想世界在这里都得到了

表征 。网络空间中 ,符号及其传播有其自身的独特

性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指性与虚指性的并存

现实世界的存在是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 ,是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而符号是“非自在”的“他

在之物” ,其意指过程具有任意性 。因此 ,主体在使

用符号进行指称或表达时 ,既可以是“实在论约定”

之上的实指(即符号与现实对象相对应)。同样 ,也

可以用于指称虚构对象和可能对象(即符号与现实

对象相分离)。在网络空间中有很多符号 ,有些可能

是实指 ,比如说网上有家虚拟商店 ,而现实中也存在

这样一家商店 ,网上有一家政府机构 ,而现实世界中

也存在这样一家机构 ,这时候我们可以说它是实指 ,

符号与现实是对应的。但也有可能是虚指 ,比如说

在某一网络聊天室中 ,有很多虚拟身份 ,可能是一个

昵称 ,可能是一个卡通的脸谱 ,也可能是一串代码 ,

在这些符号后面就可能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

系 ,也无从考证是否实指 ,符号的实指用法和虚指用

法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关键取决于主体与主体之间

是否有实在论的约定。现实生活中 ,符号也有实指

用法和虚指用法 ,但不同的是 ,在网络空间中我们无

法知道什么时候是实指 ,什么时候是虚指 。

符号指称的这种主观性 、任意性特征 ,为网络空

间的互动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条件性因素:可选择的

虚拟身份(身份的符号表征)。这是现实生活中所无

法具备的互动前提 。在现实生活中 ,一个人很难改

变他的身份 ,包括他的籍贯 、家庭背景 、学历 、社会地

位等 ,而在网络空间中一切变得轻而易举 。虚拟身

份的这种可选择性 ,不仅表现在行动者可以获得一

个什么样的身份 ,而且还表现在行动者可同时获得

多个身份。

(2)丰富性与单调性的共生

网络文化逐渐实现了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

化”的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符号内容(所指)和符号形

式(能指)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就网络语言而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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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产生了很多新

的网络语言:新造词 , 如互联网(Internet)、网页

(homepage)、调制解调器(modem)等;借用词 ,如菜

单(menu)、桌面(desktop)、病毒(virus)等;音意兼顾

词 ,如黑客(hacker)、伊妹儿(E-mail)、雅虎(Yahoo)

等;字首缩略词 ,如 IP(Internet phone 网络电话)、

PC 、Dos 、MM(妹妹)等;谐音转写词 ,如美眉(妹妹)、

版主(斑竹)、大虾(大侠)、霉女(美女)、5366(我想聊

聊)、555(呜呜呜)、88(bye-bye)等。〔6〕从符号学的角

度看 ,网络语言的丰富性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①创造出新的符号形式(能指),并被赋予新的内容

(所指);②借用旧的符号形式(能指),而被赋予新的

内容(所指)。但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都体现了符号

意指过程的约定性和任意性。这种约定性和任意性

的特点 ,使网语语言更具生命力。

然而 ,由于技术的限制(目前网络互动主要通过

OICQ和 BBS方式实现),网络互动的符号形式仍然

以文本为主 ,与现实世界中的互动相比 ,显然是十分

单调的 。所有不能进行“0”和“1”处理的 ,都被隔离

在了网络之外。在面对面的社会互动中 ,我们不只

是对说话做出反应 ,而且也对行为做出反应。在人

们的日常互动中 ,非语言的交流之多令人吃惊 。据

估计 , 语言对情境的社会意义的表达平均不到

35%,剩下的 65%的意义都是以非语言的方式表达

的。
〔7〕
而在网络空间中 ,互动变得单调 ,我们看不到

对方的动态 、静态体语和面部表情等非语言符号的

沟通形式 ,也听不到抑扬顿挫的声音 ,只剩下单调的

文本符号 ,但这并不影响人们互动的热情。

(3)共享性与同时性的统一

网络空间是一个不受限制的开放环境 ,其符号

是共享的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不同的人种和性别 ,

只需联网就可以遨游其中 。而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

自然和人为的因素 ,符号是相对独占的 ,其共享的深

度和广度更是无法与网络空间相比 。在传统的乡土

社会中 ,生活是富有地方性的 。地方性是指他们活

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 ,区域间接触少 ,生活隔离 ,

各自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

性的限制下 ,生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常态的生

活是终老是乡。〔8〕这近乎达到了老子所说的理想状

态“鸡犬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在这样的社会中 ,进

行大范围大容量的符号共享是根本无法想像的。网

络空间的同时性 ,主要表现在符号传播速度上的无时

滞性。这种同时性使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成为可能 。

网络空间中 ,符号传播的共享性与同时性的统

一使得现有的时空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时空

被压缩了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物质与非

物质的循环流动 , ……时间的压缩使`瞬间' 成为惟

一有意义的概念 。”
〔9〕
马赫在他的《力学史评》中提

出了著名的思维经济原则。他认为 ,凡是有价值的

知识 ,在人的短暂的生命及有限记忆的条件下 ,只能

通过最高的思维经济才能达到。〔10〕“时空的压缩”带

来了思维的效率 ,提高了思维的经济性。因此 ,尽管

网络信息浩为烟海 ,但网络空间中还是很容易形成

互动的共同社会语境。

3　网络互动的条件性因素

卡西尔曾经说过 ,人是符号的动物。乔治·米德

进一步指出 ,人类互动的本质是符号互动。〔11〕通过

对网络空间中传播符号的特点的分析 ,我们可以概

括出网络互动的三个条件性因素:虚拟(符号)身份

的可选择性 、单调的文本互动 、共同的社会语境 。这

些条件性因素构成了网络互动与现实生活互动的重

要区别 。

(1)网络互动的行动结构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认为 ,一个行动的逻辑

包括如下几个方面:①行动是目标指引的(或有目的

的);②行动发生在一种情境中 ,在该情境中有一些

因素是既定的(行动条件),而另外一些因素则作为

达到目的的手段被行动者所利用;③行动要在目标

和行动的选择方面进行规范性的调节。〔12〕一个单位

行动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目的 、手段 、条件和规范 。行

动的手段与条件之间的区别在于 ,手段是行动者能

够操纵的 ,而条件则是情境的某些方面 ,是行动者不

能控制的。

如果我们把网络互动看成是主体为满足一定需

求而要达到特定目的的行动 ,那么与帕森斯的行动

结构相对应 ,网络互动的三个条件性因素实际上就

是这个行动结构中的不同构成部分。主体通过虚拟

(符号)身份的获得成为行动结构中的行动者;共同

的社会语境是行动结构中的条件性因素;同时 ,文本

符号也是情境中的一部分 ,不过文本符号是情境中

行动主体可以控制的手段因素 ,因为行动主体既可

以通过文本符号来塑造特定的角色形象 ,也可以用

文本符号来建构特定的对话情境 。

(2)三个条件性因素的意义

①可选择的虚拟(符号)身份

在现实生活中 , “身份”是由一个群体或社会规

定了的位置 。人们熟悉的身份包括性别 、婚姻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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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受教育程度 、民族背景 、宗教信仰和职业等 。

身份的获得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自致身份 ,即一

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作为个人努力与否的结果而获得

的身份;二是先赋身份 ,即某个人所拥有的被指定的

并且通常不被改变的社会身份 ,包括种族 、民族 、年

龄 、性别等〔13〕 。不管哪种途径 ,在现实生活中身份

的获得都具有不易更改的稳定性 。而在网络空间

中 ,身份是虚拟的而且是可以选择的 ,问题的关键在

于如何用符号来表征身份 。

虚拟(符号)身份的重要意义不仅表现在一个行

动者可以获得各种身份 ,还表现在虚拟身份与现实

身份的分离 。在多数情况下 ,人们不能根据虚拟身

份确定现实身份。这样一来 ,人们在虚拟身份下做

的任何事就不需由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来承担 ,在网

络空间中如果一个人做了“错事” ,那么他只要换一

个虚拟身份就可以了 。而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一个

人犯了错误 ,他就很难摆脱坏的名声。由于在虚拟

身份下 ,行动者不用承担自己行为的责任 ,因而有更

大的勇气去做以前不敢尝试的事。

②共同的社会语境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使我们的时空被压缩了 ,偌

大的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通过高速的大容量信

息传播 ,空间上的距离没有了 ,不同区域之间彼此了

解 ,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培育了共同的社会

语境 。我们知道好莱坞的电影 、法国的香水 、意大利

的时装 ,我们也知道美国的 9.11事件 、巴以的争端 ,

这些都可能成为网络互动中共同的社会语境 。有了

这些社会语境 ,符号的意义才变得明晰起来 ,网络行

动者才能真正实现彼此理解。

在当前的网络互动研究中 ,共同社会语境的重

要性尚未受到足够重视。我们常常把研究的出发点

放在虚拟(符号)身份掩盖下网络行动者之间的互不

了解 ,而没有对构成网络互动的基础 ———共同的社

会语境 ,加以足够的重视 。语用学的研究表明 ,语言

符号的理解与语言符号所处的情境有着密切的关

系。网络行动者要理解符号的意义 ,就离不开对其

所处的共同社会语境的认知。共同的社会语境先于

网络行动者存在 ,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网络行动者

之间的变革性互动会产生新的社会语境 。尽管共同

的社会语境具有一定的变动性 ,但我们不能否认其

作为一个参考系 ,对于意义理解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

③单调的文本互动

单调的文本互动使“完美”的自我呈现成为可

能。美国社会学家 、角色扮演理论创立者欧文·戈夫

曼认为 ,人类互动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印象管理或自

我呈现。所谓印象管理或自我呈现就是指 ,为了使

他人按照我们的愿望来看待自己而在他人面前展示

自我的努力。人们通常小心策划他们的表演 ,以使

其行为与他们所要制造的印象一致 。〔14〕在现实生活

中 ,要实现成功的印象管理有着诸多的困难 ,根据戈

夫曼的分析 ,“每个人都必须在各种社会关系及其所

面对的基本问题中控制着他们给他人的印象。最

后 ,还要控制他们的外表 、扮演角色的环境及他们实

际上的角色行为和伴随这一角色的姿态 。”
〔15〕
而在

网络空间的互动中 ,我们不用控制我们的现实外表 ,

不用考虑现实的环境 ,也不用摆出特定的姿势 ,只管

调动文本符号的力量 ,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符号传播 、

符号理解的方法 ,来塑造情境 、扮演角色和展示新的

自我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网络行动者对符号传

播节奏的自由把握 ,使这个过程变得更具有创造性 ,

文本符号因为经过精心的雕琢而变得更加精彩 。

(3)网络空间中符号互动的展开

通过前面对网络空间中社会互动的三个条件性

因素的分析 ,我们在这里可以以比较纯粹的方式展

现网络互动 。网络行动主体选择一定的符号表征虚

拟身份 ,在共同的社会语境中 ,动用文本符号的力量

塑造合意的情境 ,按角色规定的要求 ,成功地树立各

种角色形象 ,最终以合意的自我形象展现在互动对

象的面前。

从符号传播的角度说 ,时空的压缩有助于网络

空间的行动主体进行跨时空的互动 ,这大大拓展了

行动主体的互动范围。从社交的角度说 ,这种虚拟

(符号)身份下的文本互动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机制。

“人们可以在把后果降至最轻微的程度的同时 ,肆无

忌惮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对各种主张或幻想加以摸

索和尝试 ,并避开社会的非议。”〔16〕这种互动模式所

带来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交往更注重内涵 。在

现实生活中 ,人际吸引的因素首先是来自外表和气

质 ,然后是资源的占有和社会地位 ,最后才是更深层

次的内涵 ,如知识 、智慧 、修养等 。而网络互动改变

了吸引力来源的诸要素排列次序 ,进而使一些由于

外在因素欠缺而在交往中相形见绌的人重新获得交

往的自信心。〔17〕从自我认知的角度看 ,网络互动的

种种特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尝试建立新的自我的可

能 。自我认知的形成 ,像费孝通教授所说的那样是

“我看人看我”的过程。网络互动的符号化特点 ,使

这个过程突破原有的种种限制 ,实现多样化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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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络空间的符号异化

从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埃尼亚克(EN IAC)”

的诞生到如今互联网的广泛运用 ,只经历了短短的

几十年时间 ,但计算机网络技术对人类社会所产生

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深刻的 。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网络

带来的便利 ,也常常惊叹于符号世界所呈现的新图

景:主体意识得到突现 ,对自由 、民主 、平等的追求得

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于是 ,赞美之声云起 ,网络空间

被美化成为一个“自由的天堂” 。这种过度的美化往

往会影响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维纳在《人有人的

用处》一书中说 ,“工艺革命是一把双刃剑 ,它可以用

来为人类造福 , ……也可以毁灭人类 。”〔18〕他的双刃

剑观点指出了技术异化的可能。同样 ,网络互动的

符号化特点 ,在为网络行动者带来互动自由的同时 ,

也为符号的异化埋下了伏笔。

异化(alienation), 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概念 。

古代和近代初期的一些思想家和哲学家实际上已经

觉察到这个问题 ,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异化现象进行

了分析和研究。继黑格尔在哲学上系统地发挥了异

化这一概念之后 ,马克思从经济制度的角度对其做

了重新阐释 ,其劳动异化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体系中具有独特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到了 20 世

纪 ,很多哲学家 、心理学家 、社会学家都从各自的角

度关注异化问题 。虽然符号的异化与技术的异化有

着较大的差别 ,但在本质上有着共同的特点:反客为

主 ,人的能动性丧失 ,工具性压倒目的性 。〔19〕其结果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那样 ,原来是“披在他们

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 。然而命运

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 。”

在网络空间的互动中 ,符号的异化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①信任危机 。完美的角色扮演使我

们真假难分 ,无时不在信任和怀疑之间徘徊 ,原有的

“实在论约定”现已变得模糊 ,符号世界的真真假假 、

假假真真 ,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面临信任危机 。如

果这种信任问题与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 ,就可能引

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 ,可能会对网络行动者的财

产 、生命安全构成现实的威胁;②网络沉溺。网络空

间精彩纷呈 ,网络中的符号互动自由自在 。于是 ,网

络空间很容易成为逃避现实的好去处 。长时间的网

络生活 ,使人们越陷越深 ,无法自拔。当网民对网络

的依赖过于强烈 ,甚至使日常生活出现紊乱的时候 ,

所发生的重度网络依赖就是网络沉溺现象 。从行为

心理现象上讲 , “沉溺”是一种持续性强迫且具有伤

害性的物质使用行为 ,一旦停止 ,会出现焦虑 、颤抖 、

沮丧 、绝望等“退缩症状”〔20〕;③网络孤独。网络互

动中符号与现实之间联系的可选择性与任意性 ,使

得网络互动的对象变得飘忽不定 。网络情感由于符

号的流动性而变得脆弱 ,这很容易使人陷入无尽的

孤独之中。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 ,它对人类生活的

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兼具跨学科和跨文化

性质的符号学方法论有助于我们形成对互联网的深

刻认识 ,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当代信息科技

革命带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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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意义和快乐的探索;而休闲是人的一种“以欣然之

态 ,做心爱之事”的生命状态。

休闲 ———人类美好的精神家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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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yberspace interaction is a kind of computer-netw orks mediated semiot ic interact ion.It possesses a series of propert ies like substantial

reference vs.nominal reference , richness vs.monotony , and mutualit y vs.synch ronizat ion.In this paper , the characterist ics and conditions of cybe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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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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