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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博格"概念考辨

李国栋

摘!要# !赛博格"自 "5 世纪 -5 年代以来逐渐成了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中的流行术语#但其内涵却多有含混之处% 从
其概念谱系来看#克莱恩斯与克莱因发明的!赛博格"以机器化的人为形象基础#但!赛博格"的释义!控制论有机体"却
包含了纯粹的机器% 哈拉维对!赛博格"进行了后现代哲学的阐释#将!赛博格"升扬为本体论隐喻与反讽的政治神话#
衍生出了抽离所指的赛博格知识话语% 这两种阐释丰富了赛博格的实体义与隐喻义#但也造成了赛博格意指的混乱%
基于维特根斯坦的理论#!赛博格"所表达的是一个游戏化的词汇场域和类聚化的形象群体#它在具体使用中表现为填补
型$器置型$代理型和虚拟型这四种实体类型% 如果否认其实体义共识#赛博格就可能会随着无边的隐喻而走向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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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世纪 -5 年代以来%"赛博格#'?MT;BJ(逐渐成了航
天学.医学.科技哲学.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等不同
学科领域中的"关键词#, 但这一概念在流行的同时%其
语境与用意却总存在差别, 仅从"?MT;BJ#的汉语翻译来
看%这种含混便相当突出, 目前的译法就有"赛博#"赛伯
格#"赛博客#"帅搏客#"赛博欧格#"西包格#"稀宝#"赛

博人#"赛博格人#"赛博格公民#"电子人#"电子机械人#
"电子存在物#"机器人# "半机器人# "机械人# "半机械
人#"机械化人#"生化人#"生化电子人#"仿生人#"改造
人#"人造人# "合成人# "义体人# "受控机体# "人机合
体#"人机结合体#"人机混合体# "机供生命体# "电象主
体#等几十种, 虽然晚近有统一使用"赛博格#这一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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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但其所指却不尽相同%因此对"赛博格#的理解也
多有分歧,

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赛博格#的语义嬗变,
从曼弗雷德)克莱恩斯'])+CB/( L.WPM+/E(和纳森)克
莱因'Z)0K)+ S.cP=+/(对这一概念的发明%到唐娜)哈拉
维'7;++)̀.:)B)<)M(的后现代哲学阐释%再到当今大众
文化的挪用和附贴%"赛博格#的内涵总处于更迭之中&且
"赛博格#作为一个前沿性的科技与文化术语%仍有发明
与阐释的空间%所以难以加之周全的定义, 但从时间跨
度来看%"赛博格#从发明至今已有六十年左右的历史%其
演变脉络.对象指称.理论得失已有梳理.辨析和反思的
必要, 本文即从"赛博格#的概念谱系入手%考辨其历史
源流.界定逻辑和语义差异%尝试更加清晰地呈现出这一
概念的丰富内涵与问题导向,

一$ 克莱恩斯$克莱因的!赛博格"概念

学界一般认为"赛博格#这一概念的出处为克莱恩斯
和克莱因 $1-5 年 1 月发表的论文 *赛博格与太空+
'>/P1.93"8, (D"%)(, 但实际上%这篇论文更早的一个版
本是二人在 $1-5 年 9 月向伦道夫空军基地'H)+(;PQK 8=B
\;B?/2)E/(举办的第 6 次太空飞行研讨会提交的一份名
为*药物.太空与控制论$ 向赛博格进化+ ':.$93% (D"%)%
"8, >/P).8)+&%3$ HO1*$+&18 +1>/P1.93(的报告'瑞德 $5-!
$5%(, 这份报告后被收录于 $1-$ 年出版的*太空飞行的
生理心理学问题+ 'E3/%61D6/3&1*19&%"*=3D)%+314(D"%)
<*&96+(一书, 但就文献的传播影响来看%*赛博格与太
空+因其行文简明和发表时间较早而被广泛征引%遂被看
作"赛博格#这一概念的发端点,

"赛博格#概念的诞生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目的%它
实际上是苏美冷战竞争的产物, "5 世纪 -5 年代%苏美太
空竞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航天领域成为两国心理较
量的战场, 苏联在 $19^ 年 $5 月 6 日发射了人类史上第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 $ 号'SQ'0+=VR$(%引起
了美国心理上的极大惶恐, 随后美国便制定了一系列空
间发展战略%决意追赶苏联, *赛博格与太空+正是对美
国外层空间政策和冷战焦虑的反映, 这两位来自罗克兰
州立医院的研究员借鉴了二战以来流行的控制论思维%
试图通过改变人的生理构造以适应太空环境%从而让美
国比苏联更早实现太空旅行的梦想,

作者在*赛博格与太空+一文中表示%改造人体功能
以适应外太空环境比改变环境以适应人体生存条件更具

可行性, 这种功能改造主要通过自动化的人体外接设备
来实现%人体与机器将构成一个自我管理系统, 为了强
调这种新型人类的独特性%以区别于自然人%作者将其命
名为"赛博格#, 作者说$"由于被外源性拓展的机体复杂
功能其实是一个集成的.无意识的内态稳定系统

'K;@/;E0)0=?EME0/@(%我们提出了0赛博格1这一术语, 为
了适应新的环境%赛博格特意加入外源性成分%以扩展有
机体自我调节的控制功能,# 'WPM+/E)+( cP=+/"^(这一
释义一般被当作最初的"赛博格#定义, 应该注意到%克
莱恩斯和克莱因在这里强调的是"外源性成分#对"人#的
加入%"赛博格#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人#的拓展%而不是对
"非人#的拓展,

克莱恩斯和克莱因所设想的赛博格形象是被改造后

的太空宇航员, 他们首先以一只皮下植入渗透压泵胶囊
';E@;0=?QB/EE'B/Q'@Q ?)QE'P/(的小白鼠为例来说明赛博
格宇航员的构造%该设备每日自动注射 5.5$@P的药物%持
续 "55 天, 像药物控制下的小白鼠一样%宇航员会在外太
空环境下自动释放药物来创造生存条件, 在这种大胆的
设想下%不眠.休眠.心血管控制.肌力维护等 "^ 个太空旅
行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宇航员俨然成了"超人#般的存在
'^6!^-(, 但这些设计方案在现在看来仍然是科幻小说
式的幻想%仅靠药物自动装置来构造赛博格几乎不可能
完成太空旅行的梦想,

在*赛博格与太空+发表了十年之后%克莱恩斯受*宇
航学+杂志之邀写了其续篇*赛博格8$ 情感的太空旅
行+%提出了一种"8型赛博格#,!

他认为在过去的十年

里%对太空旅行的技术探索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人
们却忽略了宇航员的情感世界, 宇航员在太空中会面临
孤寂的时空环境%如何满足其情感需求必然是一个十分
重要的问题, 如果不在心理学的层面上改变人的"情感
本质#%那么宇航员就不能在太空中"舞蹈#%即使他们已
经在生理学上成功地被改造了'WPM+/E6"(, 像*赛博格
与太空 + 提出的 "生理学内态稳定 # ' QKME=;P;J=?)P
K;@/;E0)E=E(方案一样%克莱恩斯也提出了"心理学内态稳
定#'QEM?K;P;J=?)PK;@/;E0)E=E(方案, 根据他对"情感周
期#'E/+0=??M?P/E(的研究%他发现情感能够通过一些非语
境化的物理刺激来构建控制论回路%因为每一种情感的
表达都对应着由神经所控制的肌肉运动模式, 情感的状
态在重复表达中能够自我激发%这一正反馈的发现%使情
感在生物控制论'T=;R?MT/B+/0=?(的视角下被看作一个由
"状态#'E0)0/(和"表达# '/&QB/EE(所构成的系统, 通过
"情感周期#的特殊控制装置%外部信号的输入可以使实
验者产生特定的情感%而在经历了整个情感谱之后%实验
者会感觉到异常的平静与满足, 在克莱恩斯看来%这种
"情感周期#装置完全可以运用到宇航员的身上, 如此%

宇航员可以在太空中持续体验到平静的感觉%太空旅行
对他们来说就不仅是能忍受的%甚至是幸福的'#%!#1(,
*赛博格8$ 情感的太空旅行+意味着*赛博格与太空+中
所描述的赛博格只是"D型赛博格#%也就是说%它只是赛
博格的第一阶段或低级类型%而"8型赛博格#则是一种
更为彻底的.高级的和本质化的人体改造,

克莱恩斯对赛博格的设想并未就此停止, 在后来的

)$#")



"赛博格#概念考辨

一次访谈中%克莱恩斯表达了他对"9型赛博格#":型赛
博格#和";型赛博格#的看法,

"9型赛博格#仍然基于对"情感本质#修改%它主要
有两种构造方式$ 其一是通过分子生物学知识和计算机
技术所制造的人工肽来控制人的情感&其二是通过改变
基因的产物或插入新的基因片段来在控制人的情感

'XB)M95(, "9型赛博格#与"8型赛博格#的不同之处
在于%前者更为直接地通过神经递质来控制人的情感%而
不再需要"情感周期#的特殊装置,

":型赛博格#则在遗传层面做出更加大胆的改造,
克莱恩斯谈道$"也许五十年或一百年后%当我们充分了
解这些分子与思维.意识和情感之间的关系时%:型赛博
格就会出现%这样他们就不再害怕改变某些东西%即使是
在遗传方面, 这样他们就能得到提高并且明显不会有破
坏的可能性, 那时%参与式进化'Q)B0=?=Q)0;BM/I;P'0=;+(将
真正改变人类本质%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9$(这也就
是说%与"8型赛博格#和"9型赛博格#相比%":型赛博
格#从情感学的控制论转向了基因学的控制论%设想出了
一种完全通过遗传信息的改变使人类人工进化的途径,

但这需要我们对遗传信息的编码方式和基因功能了如

指掌,
";型赛博格#则完全是一种科幻式的想象%赛博格

成为一个脱离了身体的存在%大脑不依赖于身体获得感
觉和知觉%意识能够与其他意识进行直接的交流, 克莱
恩斯想象$"最终%在几千年之后%我们的大脑可能会存活
几千年甚至更久%充满幻觉%集中而强大%拥有多个传感
器%也许不需要身体就能存活, 身体的愉悦%精神的奋
斗%学习%创造%探究和交流都可以脱离身体而获得%我们
能够得到今天所梦想的东西, 这就是;型赛博格,#'9"(
可见%克莱恩斯对本质修改持有一种高度乐观的心态,

在赛博格的进化论中%意识离身将是最终的目标%这意味
着人类终于脱离了身体的囚牢%实现了无限的自由,

学界在讨论"赛博格#概念的发生时%鲜有注意到其
创始者克莱恩斯还补充了其他类型的赛博格%这导致了
其他类型的赛博格形象未被流传与讨论, 其实%这些补
充可以更充分地解释"赛博格#作为"控制论有机体#的内
涵及其问题所在,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赛博格%它的基本
设想都是基于对有机体的控制论理解%人类主体也因此
被理解为控制论主体, "?MT;BJ#从词形上看就明显地反
映了这种观念%它的全拼为"?MT/B+/0=?;BJ)+=E@#%所以被
称之为"控制论有机体#,

但是%"控制论有机体#还可以作出另外一种类比化
的理解%即把具备有机特征的机器也当作有机体%因此它
也指向了人化的机器%而非仅仅是机器化的人, 在*终结
者+'?6)?).5&8"+1.(系列电影中%由阿诺德)施瓦辛格
'8B+;P( S?K<)BY/+/JJ/B(所扮演的终结者机器人 F %55
就是这种赛博格的典型形象, 从"赛博格#作为"控制论

有机体#的词义来讲%这种赋义是符合控制论观点的, 控
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Z;BT/B04=/+/B(认为%机器与人
都有着相同的控制论系统%因此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相
同的东西, 一方面%机器其实可以看作有机体%它的发明
与设计本身就是根据人的生理特征来进行的, 维纳指
出$"现代的各种自动机是通过印象的接受和动作的完成
和外界联系起来的, 它们包括感官.动作器和一个用来
把从一处到另一处的传递信息加以联结的相当于神经系

统的器官4556近代自动机跟生命体一样%都存在于
2/BJE;+的时间中, 按照2/BJE;+的观点%我们没有什么理
由认为生命体活动的基本方式一定和模拟生命体的人造

自动机有所不同,#'维纳%*控制论+ #"(另一方面%有机
体可以看作机器%它的本质在隐喻的层面上与"消息#这
一概念相当, 维纳指出$"把有机体看做消息, 有机体乃
是混乱.瓦解和死亡的对立面%就像消息是噪声的对立面
一样4556我们生命体抗拒毁灭和衰退这一总流的过程
就叫做稳态'K;@/;E0)E=E(4556稳态所要保持的东西就
是模式4556模式就是消息%它可以作为消息来传递,#
'维纳%*人有人的用处+ %#!%6(基于这两方面的论述%
"控制论有机体#就完全适用于对机器'尤其是自动机和
智能机器(的解释%所以"赛博格#包含了不属于克莱恩斯
和克莱因所述的含义,

如此一来%"赛博格#虽然是"控制论有机体#的简拼%
但二者的词义却并不相同&更准确地说%"控制论有机体#

被当作是"赛博格#定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从控
制论本身的学理体系来看%"控制论有机体#更倾向于对
智能机器的发明与设计%"赛博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
作, 维纳就曾指出%他曾研究过两类机器%一类是独立的
控制机器%如瓦尔特的向性机器&另一类是辅助性的机
器%如人造肢与助听器'$95(, 事实上%维纳的工作已经
包含了几十年来的控制论机器的总体发展方向%即对"有
机机器#'瑞德 1^(的两种探索, 所以%"控制论有机体#

其实更符合对"有机机器#的解释%它既包括了克莱恩斯.
克莱因的"赛博格#%也包括了没有有机成分的纯粹机器,

凯瑟琳)海勒'Z.c)0K/B=+/:)MP/E(指出%维纳的著
作中有一种突出的类比修辞%它"并非仅仅是语言的装饰
品%而是通过关系建构意义的一种强有力的概念模式#
'海勒 $"5(, 因此%类比有效地通过控制论建构了机器
与有机体之间的相似关系%这样一来%机器与有机体在一
定程度上就可以画上等号%"控制论有机体#也就是"控制
论机器#, 这或许是导致"赛博格#出现两种理解的根本
原因所在, 广泛的类比使克莱恩斯和克莱因的定义被
"误读#%"赛博格#被同时理解为"机器化的人#与"人化
的机器#的双重形象%但后者实际上曾被克莱恩斯强烈反
对, 他认为%将施瓦辛格所扮演的终结者当作赛博格%完
全是对赛博格的曲解%这是在故意制造怪物'XB)M6^(,
但克莱恩斯的反对无力阻止这类"非赛博格#的大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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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在 "5 世纪 %5 年代%"赛博格#的类比倾向越来越强%
直至哈拉维将之重塑为纯粹的隐喻和神话, "赛博格#于
是发生了革命性的问题转向,

二$ 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

$1%9 年%唐娜)哈拉维在*社会主义评论+ '(1%&"*&3+
K)O&)N(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赛博格宣言$ "5 世纪 %5 年代
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 女性主义+ '=M"8&4)3+141.
>/P1.93$ (%&)8%)% ?)%681*19/% "8, (1%&"*&3+G<)5&8&35&8 +6)
UZ]^3(%引起了后现代哲学与文化理论家对"赛博格#的
广泛关注,"

这篇论文甚至被克里斯)格瑞 'WKB=E:.
XB)M(等人誉为 "赛博格学# 'WMT;BJ;P;JM(的奠基之作
'XB)M% /0)P.%(, 学界普遍认为%哈拉维对"赛博格#概
念的阐释提供了一条后现代哲学的思考方式%跨越了科
学.哲学与文化之间的学科边界, "赛博格#之所以能够
涵盖如此宽阔的问题领域%主要得益于哈拉维对"赛博
格#概念的创造性发挥, 她以一种后现代哲学的书写方
式将"赛博格#升扬为隐喻和神话%从而使其并不局限于
人机结合体这类物质性存在%而是成了一个批判性的文
化概念,

首先%哈拉维并未明确地界定"赛博格#的含义%而是
以一系列赛博格形象作为其阐释的基础, 她说$"赛博格
是一种控制论有机体%一种机械和有机体的杂合体%一种
社会现实的造物%也是一种虚构的造物,# ':)B)<)M%
M"8&4)3+*/A"."N"/ 9(又说$"当代科幻小说里满是赛博
格%这种既是动物也是机械的造物%遍布了自然与人工模
糊不清的世界, 现代医学中也满是赛博格%满是机械与
有机体的杂合%人们认为所有赛博格都是被编码的设备%

它们关系亲密%还拥有一种并非产生于性史中的力量,#
'M"8&4)3+*/A"."N"/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现
实生活与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格形象是她所描绘的 "5 世纪
晚期人类身份突变的合法性依据, 但是%哈拉维并未细
究"控制论有机体#和"人机结合体#等说法的来源与内
涵%因而也就略过了这一概念的内在裂隙,

其次%哈拉维运用了隐喻的手法%将"赛博格#视作了
一个本体论的"喻体#,#

哈拉维指出$"二十世纪晚期以
来%我们处于一个神话的时代% 我们都是喀迈拉
'WK=@/B)E(%被理论化和编造成了机器和有机体的杂合
体%简言之%我们都是赛博格, 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论%
它把我们的政治给予了我们,#'M"8&4)3+*/A"."N"/ ^(从
隐喻的逻辑来看%隐喻涉及两个情境的比较而不是两个
事物的比较%隐喻的"喻底# 'JB;'+((!!!类比!!!具体
地说明了两个情境所共享的结构'斯坦哈特 "%(, 这里
所存在的类比是$ 我们的杂合性与喀迈拉的杂合性是可
比的%我们的控制论构造与赛博格的控制论构造是可比
的, 在这种类比之下%哈拉维就把"赛博格#提升到了本

体论的高度%成了理解人类存在之基的喻体, 这个"新隐
喻#%"有创造一个新现实的力量, 当我们按照隐喻开始
理解我们的经验时%这种力量开始起作用&当我们按照它
开始活动时%它就会变成一个更深刻的现实, 如果新隐
喻进入我们赖以活动的概念系统%它将改变由这个系统
所产生的概念系统.知觉.活动, 许多文化变革起因于新
隐喻概念的引入和旧隐喻概念的消亡#'莱考夫!约翰逊
$#6(, 通过"赛博格#隐喻%我们的二元论文化经验就代
之以更具杂合性.赛博化的文化经验%我们也就变成了
"赛博格#,

再次%哈拉维又将"赛博格#视为一个"政治身份的神
话#'M"8&4)3+*/A"."N"/ 9"(%这就将"赛博格#抽离了固
定的所指%变成了空洞的能指, *赛博格宣言+首句就表
明了哈拉维的写作主旨%即"建造一个忠于女性主义.社
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讽政治神话#'9(, 作为一种"人
工神话#$%它意味着对传统观念中的身份神话的反抗%即
对人类与动物%动物 人类 '有机体( 与机器%有形
'QKME=?)P(与非有形'+;+RQKME=?)P(边界的解构'$5!$#(,
但当"赛博格#成为"神话#的时候%它在语言系统中的
"意义#就变成了神话系统中的"形式#&这种转变使它空
洞化了%远离了"丰富之物#%因此"它的新的空洞贫薄需
要意指作用来填实它#'巴特 $61(, 这也就是说%作为神
话的"赛博格#失去了原来的对象%变成了更具开放性的
意指行为, 又如罗兰)巴特所说$"蕴含于神话中的信息
实际上是一种含混的信息%由随物赋形且毫无边界限定
的联想构成, 必须特意强调概念的这种开放特性&这绝
不是抽象而纯化的本质&这是一种没有固定形态.变化无
常.含糊不清的凝结%其统一性和严密性主要取决于功
能,#'$95(因此%赛博格神话既意味着能指的空洞%又意
味着能指的无限增加, 巴特谈道$"我可以找到一千个拉
丁句子为我说明表语的配合%我也可以寻出一千张图片
替我表示法兰西的帝国性,#'$95(照这么说%我们也可以
找出一千个具有赛博格意味的东西来指涉"赛博格#, 哈
拉维对"赛博格#的描述就具有这种开放性特征%它包括
实验鼠.强化人.喀迈拉.终结者.异形.盖娅&.豆荚人'.
乱发虫

(55以及边界消解的"我们#':)B)<)M% "WMT;BJE
)+( SM@T=;+0E# &= &&(,

虽然赛博格神话的意指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性#

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仍然受制于"理据性#%正如巴特
所指出的%神话的意指作用总是一部分是有理据的%而非
完全任意的%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可类比之处 '巴特
$9-(, 从这一点看%哈拉维对赛博格的开放指认仍是围
绕着类比进行的, 但问题是%神话的"理据性#会因"任意
性#越强而变得越弱, 巴特指出$"神话是一种纯粹的表
意文字系统%形式再现概念%但还是由概念赋予形式理据
性%不过远远不能覆盖再现行为的总体, 这就像历史上
表意文字日渐远离了概念而与声音相结合%于是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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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失去了理据性%神话的减弱.磨损同样也可凭借其意
指作用的任意性来确认$ 医生听诊器之中可以听出整个
莫里哀,#'$9%(哈拉维的野心在于她要将赛博格建构为
一个时代寓言%因此她故意保持其词义在技术论和神话
学层面的模糊性%"对于哈拉维而言%重要的是要记住这
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而不是让一方决定另一方#
'G;KP#5(, 这种模糊性带来了更强的任意性%她甚至在
一次访谈中否定了"赛博格#是"人类 机器的混合物#$
"我认为%赛博客故事%是一个历史局限相当大的故事%因
而它根本不是人类 机器的混合物, 我既对历史差异感
兴趣%也同样对连续性感兴趣&所以%我认为%从赛博客这
个角度来研究我们何所是%其历史是晚近才开始的,#'盖
因 "1(这似乎表明%赛博格已经成了哈拉维的主观理解
了%它在语言系统层面的所指被抛弃了%具有类比能力的
"理据性#更弱了%只剩下了可以随意附贴的.开放的空洞
能指,

在哈拉维的阐释下%"赛博格#最终走向了"词#与
"物#的分离%从一个类型限定中的事物转向了一个更加
抽象的.秩序化的观念再现, 福柯在*词与物$ 人文科学
的考古学+中指出$"当西方话语笼统地命名了所有表象
的存在时%它就是哲学$ 认识论和观念分析, 当西方话语
把合适的名词赋予每个被表象的物%并在整个表象领域上
布置精心制作的语言网络时%它就是科学!!!命名法和分
类学,#'福柯 $"1(哈拉维把"赛博格#的含义从科学转向
哲学%指向了"所有表象的存在#%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赛博
格#走向了一个知识型的"赛博格学#%其分类也因此被新
的话语秩序所支配,

如此%哈拉维的"赛博格#就需要我们更多地在隐喻
和神话的层面上去理解, 在隐喻的层面上%"赛博格#是
一个本体论的喻体%它意味着我们是一种具备赛博格特
征的主体构造%我们的纯种起源.身份边界和集体性想象
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作为一个亵渎性的政治神话%

赛博格仍然保持着自身的隐喻内涵%但其意指行为则完
全开放%其隐喻义便无不指向被讽喻的意识形态, 如此%

西方意识形态就在赛博格批判中显形%大写的西方主体
也因此受到釜底抽薪般的打击, 在对赛博格的政治挪移
及其社会主义 女性主义批评中%赛博格展现出了人类异
质性分化的事实和重塑革命集体性的可能%女性主义运
动也因此获得了一种适用于后人类状态的概念旗帜, 但
值得注意的是%哈拉维的不连续性表述.定义的模糊和神
话学的任意性指涉使"赛博格#这一概念充斥着后现代主
义的混乱感%并迎合了一些追随者乐于混乱的趣味, 因
此%哈拉维的"赛博格#也并非一种权威%需要我们加以批
判性地审视, 正如丽贝卡)波尔'H/T/??)G;KP(所说$
"*赛博格宣言+是一部时髦.严肃.执着.充满智慧挑战的
著作%它在历史上有过辉煌的接受史4556但这可能会
使一些读者忽略了其中的症结和张力%这就意味着%仔细

'再(阅读%既要考虑到它的用处%也要考虑到它的问题,#
'G;KP--(

三$ !赛博格"的实体义与隐喻义之辨

克莱恩斯.克莱因对"赛博格#的发明和哈拉维对"赛
博格#的话语拓展最为典型地代表了"赛博格#概念的两
条走向$ 一条倚重科学领域内的"实体义#%在赛博格的
科技构造下确定其内涵.形象与知识范畴&另一条倚重后
现代哲学的"隐喻义#%对"赛博格#作出本体论和神话学
的价值阐释%使其成为能够映射认知结构的抽象名词%从
而衍生出了抽离实体的知识话语, 这两条走向的并置使
"赛博格#经常在实体义与隐喻义之间摇摆%在不同的学
科领域.理论体系和问题语境中出现不同的用法甚至冲
突, 苏)肖特'S'/SK;B0(在其著作*赛博格电影与当代
主体性+中就列出六种颇具代表性的"赛博格#含义$

&=( 那些身体装有人造心脏或起搏器等医
用假体!或依靠心肺机等机械设备生存的人"

因此!从字面意义上讲!技术支持着有机身体"
&SK;B066(

&==( 做过整容手术的人!如丰胸或乳房切
除术后的重建" 这类手术可能还包括侵入性较
小的手术!如身体穿孔或佩戴有色隐形眼镜"
自然的身体被技术手段改变!以提高审美外观"
&66(

&===( 那些需要长时间进行技术调解
&0/?K+;P;J=?)P@/(=)0=;+(的工作者!如与电脑屏
幕或电话耳机打交道" 还可能包括从事与机械
行为接近的日常重复工作者!例如在工厂工作
或诸如输入数据或复印照片等文书工作" 个体
被他们的劳动产品所异化!特别是在与他人的
直接互动中被异化" &66(

&=I( 那些把闲暇时间同样花在与科技打交
道的人!如玩电子游戏'上网'看电视或听立体
声音响" 被选择的娱乐方式是虚拟的!而不是
真实的!它依赖于模拟或记录!而不是1真实的2

体验" &69(
&I( 那些思维模式和信仰体系由所处环境

所塑造的人!特别是充斥于西方日常生活的各
种媒体!影响着他们感知现实和自我的方式"

因此!意识和认知过程都是由外部刺激塑造的"
&69(

&I=( 那些行为模式受到社会法律'家庭经
历和文化条件的影响或制约的人" 行为是通过
社会制度习得的!并通过法律的制裁和公民的
赞同s反对得以强化" 行动和表达的自由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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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例和期望的限制!而这些惯例和期望的规则
与编程一样有效" &69(

肖特进一步指出%前四种是当今社会普遍流行的技
术层面的定义%后两种则是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延伸, 第
五种"赛博格#可以对抗"大众社会#'@)EEE;?=/0M(中的个
体性'=+(=I=(')P=0M(观念%第六种"赛博格#可以重申"赛博
格情结# '?MT;BJK;;((作为一种从众表现的隐喻内涵
'69(, 但这两种含义都指特定技术语境中的人%而非被
技术加以生理改造的人, 在这六种含义的涵盖之下%我
们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赛博格,

对隐喻义的强调%显然会让赛博格的意涵超越其实
体对象%这既带来了赛博格隐喻的张力%但也造成了赛博
格对象的泛化, 保罗)利科'G)'PH=?;/'B(在*活的隐喻+

中指出$"隐喻的地位%隐喻的最内在和最高的地位并不
是名词%也不是句子%甚至不是话语%而是0是1这个系动
词, 隐喻的0是1既表示0不是1又表示0像1,# '利科 -(
在赛博格隐喻下%"像#作为一种同质化的构建力量%将一
些本来不属于赛博格实体含义的事物也被建构成了赛博

格, 常见的例子有$ $.经过科技改造的人$ 基因编辑婴
儿.做过医疗手术的人.打过疫苗的人等&".处于控制论
系统中的人$ 飞行员.汽车驾驶员.电脑打字员等&#.身份
混杂的人或动物$ 双性人.克隆人.异形等&6.非人的机
器$ 自动化设备.机器人.人工智能等, 以上的例子既"不
是#赛博格%又"像#赛博格%所以符合赛博格的隐喻%也就
经常被直接指认为赛博格, 但是%这种指认似乎包罗过
广%造成了赛博格的泛滥,

另外%在后现代语境下%过度的隐喻也使"赛博格#面
临被消费文化利用的危机, 赛博格这一概念自诞生之后
便逐渐地被科幻作品所沿用%并随着赛博朋克美学的兴
盛而逐渐成为大众文化中的偶像, 赛博格因此是一个被
市场所青睐的文化符号%成了文学.电影.游戏和广告中
的热门主题与形象, 面对赛博格的消费价值%一些商家.
作者和学者会"拿来#这一概念%将其附贴在非赛博格的
事物上%这样也就使赛博格的内涵受到了消费文化的侵
害, 万百五就此指出%当今商业炒作下的"赛博热#使"赛
博格#也受殃及%陷入被"劫持#的状态%从而被滥用于科
幻的虚拟怪物%甚至是鼠标.皮包品牌等'万百五 "9^(,
这样一来%赛博格就成了浮光掠影的时尚%它究竟所指何
物也充满争议,

为了解决"赛博格#概念的指认困境%我们可以借用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理论, 如此%
"赛博格#这一词语就不可能具有本质主义的界定%词语
与事物也不可能严丝合缝地啮合, 更何况"赛博格#也并
非一个静态的词语%而是在科技发展中不断获取新的内
涵, 因此%"赛博格#所表达的是一个游戏化的词汇场域
和类聚化的形象群体%我们只能按照其使用规则和历史

形象来加以把握, 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一个词只有在
句子联系中才有意义%这就像人们说%一个棍棒只有在使
用时才是杠杆,#'维特根斯坦 66("赛博格#也只有在具
体的使用语境中才有意义, 显然%在赛博格的一般用法
中%其语法成分几乎都被当作一个实体性的名词%这就决
定了"赛博格#这一概念以其实体性内涵为核心%其隐喻
性内涵则需以此为前提,

"赛博格#一般被简单地理解为人与机器结合而成的
"人机结合体 #, *牛津英语词典 + ' \T41., H89*&36
:&%+&18"./(对"赛博格#的解释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这一
理解$"通过机器或其他外部作用对身体功能的修改%使
身体耐受性或能力超出了正常人类限度的人&一个集成
的人机系统,#'\H:\8*&8)()

但这里的"人#与"机器#本
身便存在着边界消解的问题%其对赛博格的规定也具有
含混性, 因此%我们也应将"人#与"机器#看作"家族相
似#的概念$ 其中的"人#既可以是人的肉体%也可以是人
的思维%还可以是类人的有机体%等等&其中的"机器#既
可以是简单的技术人造物%也可以是复杂的机械%还可以
是与机器相关的数字化表达%等等, 这种"家族相似#的
语言规则使赛博格的形象丰富多变%具体化了"人机结合
体#的表现形式,

持此以论%我们可以对医学实践.科技观念以及科幻
作品中的赛博格形象进行归纳%从而概括出以下四种实
体类型$

$d"填补型#赛博格, 这类赛博格将较为简单的仿生
材料.装饰品和义体模具与人体相结合%如塑料假肢.仿
生牙齿.人工晶状体这类用于医疗的材料%或者是磁铁.
金属饰品.硅胶填充物这类用于美容.人体艺术的材料,

这些人造物一般只具备填补.修复或美化人体的结构性
功能, 这类赛博格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科幻小说
中都随处可见,

"d"器置型#赛博格, 这类赛博格将较为复杂的机械
体与人体相结合%如人工耳蜗.心脏起搏器.意念控制假
肢等医疗设备%或是电子芯片.人机接口.植入式手表等
功能拓展型设备, 这些人造物功能复杂%会与身体形成
复杂的控制论回路%能够替代或拓展自然器官的功能,

这类赛博格不仅在现实中代表着医疗科学的前沿水平%
让人类社会充满了科技神话和永生信念%在科幻作品中
也大放异彩%像*钢之炼金术师+中拥有机械臂和机械腿
的爱德华)艾尔利克'L(<)B( LPB=?(%*机械战警+中仅留
下脸部和大脑的墨菲']'BQKM(%*攻壳机动队+中全身都
变成了机械体'只残存大脑和少量脊髓组织(的草薙素子
'];0;V;c'E)+)J=(%都是此类赛博格的典型形象,

#d"代理型#赛博格, 这类赛博格完全以人造身体替
代自然身体%因此是人的意识与人造身体的结合, 人造
身体的材质往往很复杂%可能是机械体.仿生材料和电池
等物质的混合体, 在技术类型上%人造身体既可以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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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遥控对象%像电影*未来战警+ '?6)($..19"+)3(中的
"代理人#'E'BB;J)0/(那样%意识"附身#于人造身体%自然
身体则处于休眠状态&人造身体也可以是意识的生存载
体%像电视剧*副本+'=*+).), >".P18(中的"袖体#'EP//I/(

那样%自然身体已经死亡%人的意识储存于 "皮质盘#
'?;B0=?)PE0)?V(中%而皮质盘必须要插入"袖体#才能组成
"活人#, "代理型#赛博格目前仅出现于科幻作品中,

6d"虚拟型#赛博格, 这类赛博格完全以虚拟身体替
代自然身体%因此是人的意识与虚拟身体的结合, 虚拟
身体因为不是实体%所以只能存在于赛博空间中%其具身
化形象往往依靠荧屏图像.全息投影或梦幻想象呈现,
*黑客帝国+中的拟真世界就是一个可视化的赛博空间%

人类通过脑机接口可以在赛博世界拥有一个仿真的虚拟

身体%其感官体验与现实世界中的几乎无异, 电视剧*上
载新生+'aD*1",(中的赛博格则完全舍弃了现实世界的
肉身%人的意识上传到数据库中%并在一个湖景优美的赛
博社区里拥有一个虚拟身体, "虚拟型#赛博格目前也仅
出现于科幻作品中,

按照这一粗略的分类%赛博格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共
识性的实体内涵%这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游戏
之"规则#, 这一"规则#表示着"赛博格#的相对边界%而
这正是赛博格隐喻的基础, 必须要注意到%隐喻发生的
前提首先是事物之间的差异$ 将某物比作赛博格%不仅是
因为二者很"像#%而且是因为二者原本"不像#, 这也就
是上文提到的利科对隐喻的解释$ 隐喻中的"是#既表示
"不是#又表示"像#, 如果遗忘了二者的差异%而将"像#

当作"是#%那么就会造成隐喻的失范与对象的错置, 后
现代主义乐于制造混乱%哈拉维式的后现代写作将赛博
格的混乱视作一种反抗策略%然而这种混乱也正是后现
代主义的症候$ 只谈隐喻而不求实在%只搞破坏而不讲规
则, 如此%"赛博格#就难免成为一个捕风捉影.鸡零狗碎
的概念,

结7语

"赛博格#作为当今后人类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具
有相当重要的文化位置与批评价值, 克莱恩斯和克莱因
对赛博格的发明开创了它在科技现实层面的实体性内

涵%哈拉维对赛博格的后现代阐释则张扬了它在主体批
判层面的隐喻性内涵, "赛博格#的实体义与隐喻义都为
后人类的现实境况与主体境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坐标%

成为赛博格概念史上殊途同归的两条进路, 但作为一个
流行时间尚短的概念%"赛博格#也显示出了后现代主义
式的碎片化.消费化与浅表化的症候, 这一方面是后现
代主义的思想氛围使然%但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实体义
与隐语义之间的冲突, 西方学界曾发出建设"赛博格学#
的宏大心愿%追求对赛博格的跨地域.跨学科和跨文化研

究'XB)M% /0)P.$$(, 这就更加强调对"赛博格#作为一
个研究对象的共识性理解, 如此%我们就需要尽量去弥
合赛博格实体义与隐语义之间的裂隙%为"赛博格学#的
话语建设制定相对的规范, 当然%"赛博格#仍是一个正
在变迁的概念%其实体指向与隐喻内涵还有待进一步地
讨论与反思,

注释%8/#%(&

! 此文原为作者在 $1^5 年应*宇航学+ '=3+.18"$+&%3(杂
志之邀而作%但最终却未能发表, 后来%该文被克里斯)
格瑞收录于*赛博格手册+一书'WPM+/E#9 6"(,

" 这篇论文后更名为*赛博格宣言$ "5 世纪晚期的科学.
技术和社会主义 女性主义+'=>/P1.9 M"8&4)3+1$ (%&)8%)%
?)%681*19/% "8, (1%&"*&3+G<)5&8&35 &8 +6)-"+)?N)8+&)+6
>)8+$./(%收录于哈拉维 $11$ 年出版的*类人猿.赛博格
和女人$ 自然的重塑+'(&5&"83% >/P1.93% "8, 015)8$ ?6)
K)&8O)8+&18 14L"+$.)(和 "5$- 年出版的*宣言的哈拉维+
'M"8&4)3+*/A"."N"/(等著作中,
# 在隐喻中%存在着"本体#与"喻体#两个部分, 例如在
"花瓣是蝴蝶#这一隐喻中%"花瓣#就是"本体#%"蝴蝶#
就是"喻体#,

$ 哈拉维用赛博格神话这一"人工神话#来抵抗西方二
元论神话%潜在地呼应并实践了罗兰)巴特的神话抵抗
策略, 巴特指出$"实际上%抵御神话的最佳武器%或许就
是转而将神话神话化%就是制造人工的神话$ 这种重新构
织的神话就成为真正的神话修辞术, 神话既然劫夺了
'某物的(语言%那么%为什么不劫夺神话呢- 只需使神话
本身成为第三符号学链的起端%拿神话的意指作用充当
次生'第二(神话的第一项%这就可以了,#'巴特 $--(

% 这里的"意义#与"形式#是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
术语, 巴特指出了神话中的两种符号学系统$ 一种是"语
言系统#%它是初生的符号学系统&另一种是"释言之言#
系统%即神话系统%它是次生的符号学系统, 这两种系统
各有"能指#"所指#和"符号#三项%其中%神话的"能指#
既是语言系统的终端'"符号#(%也是神话系统的开端%因
此它有两个名称%在语言层面上它被称作"意义#'E/+E(%
在神话层面上它被称为"形式#'C;B@/(, 另外%神话的所
指被称作"概念# '?;+?/Q0(%神话的符号被称作"意指作
用#'E=J+=C=?)0=;+('巴特 $69!$6^(,

& "盖娅# 'X)=)(在这里指詹姆斯)拉伍洛克 ' )̀@/E
A;I/P;?V(的"盖娅假说#%他认为地球是一个有生命的"控
制论有机体#%可用"盖娅#来代称'拉伍洛克 $%5!$%$(,
' 这里的 "豆荚人# ' Q;( Q/;QP/(指 *天外魔花+ '?6)
I8O"3&18 14+6)S1,/(8"+%6).3% $19-(电影中的诡异形象,
该影片讲述了一种植物形态的外星生物来到地球%复制
出了许多以假乱真的假人类%最后控制了地球, 被外星
植物侵袭的人表现出半植物半人的形态%然后渐渐被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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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吸干, 最终%外星植物的巨大豆荚会吐出一个与真人
无异的复制人,
( "乱发虫# ']=&;0B=?K)Q)B)(;&)(是一种共生的单细胞
生物%生活在澳洲白蚁的消化道内%能够帮助白蚁消化吃
进去的纤维素%释放白蚁能够消化的化合物, 乱发虫的
全部动力来自它的几十万个螺旋体%它们密密麻麻地像
头发一样覆盖在整个细胞的表面'马古利斯!萨根 -"!
-#(,

引用作品%9/):(;"#%0&

罗兰)巴特$ *神话修辞术+%屠友祥译, 上海$ 上海人民
出版社%"5$- 年,

4 2)B0K/E% H;P)+(. M/+61*19&)3. FB)+E. F' >;'&=)+J.
SK)+JK)=$ SK)+JK)=G/;QP/UEG'TP=EK=+J:;'E/% "5$-.6

WPM+/E% ])+CB/( L."WMT;BJ8$ S/+0=?SQ)?/FB)I/P.# ?6)
>/P1.9 A"8,P112@L(.WKB=E:.XB)M.Z/<>;BV$
H;'0P/(J/% $119.#9 6".

WPM+/E% ])+CB/( L% )+( Z)0K)+ S.cP=+/."WMT;BJE)+(
SQ)?/.# =3+.18"$+&%3S/Q0/@T/B1'$1-5($ "- "^%^6
^-.

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 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5$- 年,

4\;'?)'P0% ]=?K/P.?6)\.,).14?6&893$ =8 =.%6")1*19/14
+6)A$5"8 (%&)8%)3.FB)+E.];4/=@=+.SK)+JK)=$
SK)+JK)=̀;=+0G'TP=EK=+JW;@Q)+M% "5$-.6

尼古拉斯)盖因$ *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成为人类%以后
应该怎么办- !!!唐娜)哈拉维访谈录+%蔡新乐
译%*差异+'第 9 辑(%金慧敏主编, 开封$ 河南大学
出版社%"55% 年, $9!66,

4X)+/% Z=?K;P)E."4K/+ 4/:)I/Z/I/B2//+ :'@)+%
4K)0DE0;2/7;+/- D+0/BI=/<<=0K 7;++):)B)<)M.#
FB)+E.W)=b=+P/.:&44).)8%)@_;P.9.L(. =̀+ :'=@=+.
c)=C/+J$ :/+)+ [+=I/BE=0MGB/EE% "55%.$9 66.6

XB)M% WKB=E:."8+ D+0/BI=/<<=0K ])+CB/( WPM+/E.# ?6)
>/P1.9 A"8,P112@L(.WKB=E:.XB)M.Z/<>;BV$
H;'0P/(J/% $119.6# 9#.

XB)M% WKB=E:% /0)P. " WMT;BJ;P;JM$ W;+E0B'?0=+J0K/
c+;<P/(J/;CWMT/B+/0=? NBJ)+=E@E.# ?6) >/P1.9
A"8,P112@L(.WKB=E:.XB)M.Z/<>;BV$ H;'0P/(J/%
$119.$ $6.

:)B)<)M% 7;++) .̀ " WMT;BJE )+( SM@T=;+0E$ A=I=+J
F;J/0K/B=+ 0K/ Z/< 4;BP( NB(/B.# ?6)>/P1.9
A"8,P112@L(.WKB=E:.XB)M.Z/<>;BV$ H;'0P/(J/%
$119.&= &&.
M"8&4)3+*/ A"."N"/@ ]=++/)Q;P=E$ [+=I/BE=0M ;C

]=++/E;0)GB/EE% "5$-.
Z.凯瑟琳)海勒$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

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 北京$ 北京
大学出版社%"5$^ 年,

4:)MP/E% Z.c)0K/B=+/.A1N0)S)%"5)E13+6$5"8$ ;&.+$"*
S1,&)3&8 >/P).8)+&%3% -&+)."+$.)% "8, I841.5"+&%3.
FB)+E.A=' >'O=+J.2/=*=+J$ G/V=+J[+=I/BE=0MGB/EE%
"5$^.6!

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何文忠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5$9 年,
4A)V;CC% X/;BJ/% )+( ])BV ;̀K+E;+.M)+"D61.30)-&O)S/.

FB)+E.:/4/+YK;+J.:)+JYK;'$ 3K/*=)+J[+=I/BE=0M
GB/EE% "5$9.6

詹姆斯)拉伍洛克$ *盖娅$ 地球生命的新视野+%肖显
静.范祥东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5$1 年, $%5!%$,

4A;I/P;?V% )̀@/E.["&"$ =L)N-112"+-&4)18 H".+6.
FB)+E.b=);b=)+*=+J% \)+ b=)+J(;+J.SK)+JK)=$ FB'0K y
4=E(;@ GB/EE% SK)+JK)=G/;QP/UEG'TP=EK=+J:;'E/%
"5$1.$%5 %$.6

林恩)马古利斯 多里昂)萨根$ *倾斜的真理$ 论盖娅.

共生和进化+%李建会等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11 年, -"!-#,

4])BJ'P=E% AM++% )+( 7;B=;+ S)J)+.(*"8+), ?.$+63$ H33"/3
18 ["&"% (/5P&13&3% "8, HO1*$+&18.FB)+E.A=̀=)+K'=%
/0)P.Z)+?K)+J$ =̀)+J&=L('?)0=;+ G'TP=EK=+J:;'E/%
$111.-" -#.6

\H:\8*&8)% '̀+/"5"$.6 8'J'E0"5"$ �<<<.;/(.?;@s
I=/<sL+0BMs6-6%^ �.

G;KP% H/T/??).=8 =8"*/3&314:188" A"."N"/F30=>/P1.9
M"8&4)3+11$ (%&)8%)% ?)%681*19/% "8, (1%&"*&3+G
<)5&8&35&8 +6)-"+)?N)8+&)+6 >)8+$./@A;+(;+$ ])?)0
D+0/B+)0=;+)PA0(% "5$%.

保罗)利科$ *前言+%*活的隐喻+%汪堂家译, 上海$ 上
海译文出版社%"556 年, $!^,

4H=?;/'B% G)'P."\;B/<;B(.# ?6)K$*)14M)+"D61..FB)+E.
4)+J F)+J*=). SK)+JK)=$ SK)+JK)= FB)+EP)0=;+
G'TP=EK=+J:;'E/% "556.$ ^.6

托马斯)瑞德$ *机器崛起$ 遗失的控制论历史+%王晓%
郑心湖%王飞跃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5$^

年, !
4H=(% FK;@)E.K&3)14+6)M"%6&8)3$ =>/P).8)+&%A&3+1./.

FB)+E.4)+Jb=);% /0)P.2/=*=+J$ WK=+)])?K=+/
GB/EE% "5$^.6

SK;B0% S'/.>/P1.9 >&8)5" "8, >18+)5D1."./($P#)%+&O&+/@
Z/<>;BV$ G)PJB)I/])?@=PP)+% "556.

埃里克)查尔斯)斯坦哈特$ *隐喻的逻辑$ 可能世界之
可类比部分+%兰忠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5$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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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0/=+K)B0% LB=?WK)BP/E.?6)-19&%14M)+"D61.$ =8"*191$3
E".+314E133&P*)01.*,3. FB)+E. A)+ 3K;+JQ=+J.
2/=*=+J$ FK/W;@@/B?=)PGB/EE% "5$1.6

万百五$ *"$ 世纪控制论综述评论集!!!纪念控制论创
立 ^5 周年'$16%!"5$%(+,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
版社%"5$% 年,

44)+% 2)=<'.=K)O&)N14>/P).8)+&%3&8 +6)_U3+>)8+$./$
>155)51."+&89 +6)W^+6 =88&O).3"./ 14>/P).8)+&%3
'UZn] _^U](.X')+JYK;'$ S;'0K WK=+)[+=I/BE=0M;C
F/?K+;P;JMGB/EE% "5$%.6

诺伯特)维纳$ *控制论$ 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
通信的科学+%郝季仁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551
年, !

44=/+/B% Z;BT/B0.>/P).8)+&%3$ \.% >18+.1*"8, >155$8&G
%"+&18 &8 +6)=8&5"*"8, +6)M"%6&8).FB)+E.:);

=̀B/+.2/=*=+J$ S?=/+?/GB/EE% "551.6
!!!$ *人有人的用处$ 控制论与社会+%陈步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5$5 年,
4 .?6)A$5"8 a3)14A$5"8 S)&893$ >/P).8)+&%3"8,

(1%&)+/.FB)+E.WK/+ 2'.2/=*=+J$ G/V=+J[+=I/BE=0M
GB/EE% "5$5.6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 # 卷(%
H.HK//E编%丁冬红%郑伊倩%何建华译, 石家庄$ 河
北教育出版社%"55# 年,

44=00J/+E0/=+% A'(<=J.>15D*)+)01.23140&++9)83+)&8@_;P.
#.L(.H.HK//E.FB)+E.7=+J7;+JK;+J% /0)P.
SK=*=)YK')+J$ :/T/=L('?)0=;+ GB/EE%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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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J% b=);M=." X';b=)+JUEFK/;BM;CS)J/)+( 0K/

GK=P;E;QKM;C:'@)+ ]=+( )+( Z)0'B/.# E6&*131D6&%"*
K)3)".%6)3"'"55#($ 6- 9$.6

萧统编$ *文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 年,
4b=);% F;+J% /(.()*)%+&18314K)4&8), -&+)."+$.).SK)+JK)=$

SK)+JK)=8+?=/+02;;VEG'TP=EK=+J:;'E/% $1%-.6
萧子显$ *南齐书+, 北京$ 中华书局%"5$# 年,
4b=);% 3=&=)+.?6)S11214(1$+6).8 7&@2/=*=+J$ 3K;+JK')

2;;V W;@Q)+M% "5$#.6
杨立华$ *郭象7庄子注8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5$5 年,
4>)+J% A=K').K)3)".%6 18 [$1T&"89F3Z;0/E;C!6$"89'&.

2/=*=+J$ G/V=+J[+=I/BE=0MGB/EE% "5$5.6
杨儒宾$ *"山水#是怎么发现的!!!"玄化山水#析论+%

*台大中文学报+#5'"551($ "51!"96,
4>)+J% H'T=+.":;<DE0K/0A)+(E?)Q/1 7=E?;I/B/( ! 8+

8+)PME=E;C0K/b')+K')A)+(E?)Q/.#>6&8)3)R1$.8"*14
?"&N"8 a8&O).3&+/#5'"551($ "51 "96.6

郑毓瑜$ *引譬连类$ 文学研究的关键词+, 北京$ 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5$^ 年,

43K/+J% >'M'.>&+"+&18 "8, =8"*19/$ Q)/01.,314-&+)."./
K)3)".%6)3.2/=*=+J$ S7b ;̀=+0G'TP=EK=+JW;@Q)+M%
2/=*=+J% "5$^.6

钟嵘$ *诗品集注+%曹旭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16 年,

43K;+J% H;+J.=881+"+), H)+VE;CG;/0BM.L(.W);b'.
SK)+JK)=$ SK)+JK)=8+?=/+02;;VEG'TP=EK=+J:;'E/%
$116.6!

任博克$ *玄冥$ 王弼与郭象的理+%陈霞译%*中国哲学
史+#'"55-($ "6!#-,

43=Q;BM+% 2B;;V."W;K/B/+?/=+ 0K/7)BV$ FK/FK/;BM;C
"A=# =+ 4)+J2=)+( X';b=)+J.# FB)+E.WK/+ b=).
A&3+1./14>6&8)3)E6&*131D6/#'"55-($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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