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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他者

———元宇宙及其慢速时间的潜能

熊亦冉

摘　 要：元宇宙在本质上可被视为一种时间进程，它将放大和细化主体对时间流的跳转、逆序与延迟，以此展现非线性时
间对主观感知的介入。而速度是时间的次级概念，它基于时间产生并呈现其内部动态关系的综合。作为现代性时间逻

辑的镜像呈现，元宇宙中的慢速时间不仅构成了对现代速度崇拜的一种倒置，而且实现了对算法时间及其确定性的抵

抗。对于主体而言，它实则充当了感知和记忆的新模式，使其得以感受时间的异质性。此外，媒介考古学的立场还展现

了早期媒介对断裂和速度的双重压力，以及后期媒介对时间自反性的重新考察。因此，慢速时间显示出了对历史总体性

及其压力的对抗，这种压力同时还包含着全球化时间想象对他者的压力、时序霸权对个体本真性的压力，以及时间对空

间的压力，对此展开的反思将成为重审当代性的另一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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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宇宙（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并非关于地方的具象描
述，而是更多意味着某个即将来临的“奇点”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时刻，这种强调临界状态的时间节点
将标志着数字算法在这一刻超越人类智能，时空

折叠由此成为数字生产的一部分。但这种生产形

式却催生了新的悖论，即如何经由算法理论构造

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时间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依

然保留时间的异质性，进而构建主体秩序的问题。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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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回归小说《雪崩》（Ｓｎｏｗ Ｃｒａｓｈ）的原初语
境就会发现，元宇宙并非脱离现实世界的平行宇

宙，而是“悬在阿弘的双眼和他所看到的现实世

界之间”（斯蒂芬森 ２８）的世界，其本质是肉身与
算法、主体与媒介、虚拟与现实的并置，并以此分

解出自我的多重性与时间结构的断裂性。因此，

对元宇宙时间逻辑的反思既承载了现代性的镜像

问题，又呈现出了一定的自反性（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特
征，以此撑开了重审现实问题、解构原始权威的

裂隙。

一、发明未来：元宇宙及其当代性

“元宇宙首先是一个当代（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事
件”，而“当代性的一个显著性质是‘未来提前到

来’”（赵汀阳 ３１）。对于这种“保持距离”，阿甘
本（Ｇｉｏｒｇｉｏ Ａｇａｍｂｅｎ）曾以“不合时宜”（ｕｎｔｉｍｅｌｙ）
来概括主体与同时代的错位关系，并以此强调时

间的断裂与脱节（ｏｕｔｏｆｊｏｉｎｔｎｅｓｓ）（阿甘本 ２０）。
换言之，对未来的瞻望恰恰需要以回溯的姿态予

以完成，它需要更多未知经验的敞开，需要打开时

间的褶皱去与之相遇。因此，元宇宙的当代性脱

离了古典时间机制，并预先实现了对未来的殖民。

但这种历经筹划的当下化未来并非真正的未来，

后者只是作为前者的绝对可能性而存在。作为朝

向未来的“事件”（ｅｖｅｎｔ），对“元宇宙”的命名已
然构成了一种例外状态，即对日常生活惯常节奏

的打破，以及对既有知识体系和话语方式的颠覆。

然而，在作为命名的原初性事件之外，更应注意的

是由此引发的意义与效果的关联，因为“事件，就

是意义本身。事件本质上属于语言，它与语言之

间有一种本质性关系；但语言是对事物的陈说”

（德勒兹 １１）。元宇宙由此更为突出地体现为对
语言的位置占有以及对未来向度的指涉，而理想

性事件的典型特征就是特异性（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德勒
兹 １２）。在元宇宙的语境中，这样的特异性或奇
点更为突出地体现为一种技术变革的节奏，它是

“未来的一个时期”，能够“将事物模式本身转变

为人类生命的循环”（库兹韦尔 １）。
因此，对元宇宙作为“事件”的关注，一方面

注定了对于朝向未来的“奇点”式锚定，另一方面

也凸 显 了 事 件 背 后 的 断 裂 时 间 观。慢 速

（Ｓｌｏｗｎｅｓｓ）的时间特质旨在强调放缓（ｓｌｏｗ ｄｏｗｎ）

和减 速 （ｄｅ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它 试 图 抵 抗 加 速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的现代性时间机制，并在速度的中
心撑开一个空间，以呈现生命经验在共时状态下

的协调、对抗与缓冲。
①
如今，维利里奥（Ｐａｕｌ

Ｖｉｒｉｌｉｏ）的推论或许正在悄然实现，“当代社会正
在到达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进一步的加

速或许不再可能”，这毋宁说是现代时间机制借

助奇 点 临 近 而 撞 向 “加 速 之 墙”（ｗａｌｌ ｏｆ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的反弹（詹姆斯 ４０）。慢速即以凝视
的方式重新审视当代性，并恢复主体异质性的生

命经验，其本质是断裂时间观念的一种叙事。它

聚焦于共时性，但这种共时状态的核心在于多维

辩证法（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ｅｄ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只有将当下视作
多样性的时间场域，对于历史辩证法的逃逸才得

以可能。

作为一种时间体验的现象学维度旨在实现对

主体数字分身的悬置，以使其体验时间的绵延本

身，进而生成一种叠合过去与未来的同时性。换

言之，慢速并非强调静态或缓慢，而是意在呈现时

间的多样性及其空间特性，以构成对当下时间体

制的认知与反思。此外，对于元宇宙时间架构及

其总体性的考察，彼得·奥斯本（Ｐｅｔｅｒ Ｏｓｂｏｒｎ）对
“时间的政治”的研究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参照，

他指出现代性的时间逻辑与历史观念的总体化特

征密切相关，而“当代性”实则是一种建构的虚拟

叙事，它的产生基于主体对总体时间机制的共识

与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对自我的虚拟化。

更为重要的是，它向我们展现了时间结构内部异

质性与外部统一性同时“在场”的可能（奥斯本

３０—３３）。如今，奥斯本所言及的断裂时间观及
其异质共存的情境仍然构成了元宇宙时间议题的

核心。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关键议题在于，如何在对

全球时间的虚拟想象中重构主体性的根基。启蒙

时代以来的主体是基于笛卡尔和康德哲学的理性

内在主体，其特征在于对象的客体化。对于这样

的主体而言，时间意味着秩序，而秩序则生成位置

和意义，从而使事件处于有意义的联结之中，永恒

轮回的时间意义源自对过往之物和永恒真理的再

生产。主体与时间的关系意味着主体将委身于对

过去的返归，时间被自然常量打上了印记。因此，

时间是事实性。现代性的时间规定了主体的位置

和界限，并以此构成了主体作为共同体的根基及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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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意义。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

出的那样，主体的存在价值及意义是通过对时间

的思考予以完成的，对主体生命经验的把握就是

对时间本身的把握（海德格尔 ３７５—３７６）。
而在元宇宙中，作为“现在”的时间将颠覆传

统时间对于绝对的“无延伸性”（ｕｎ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ｎｅｓｓ）
的强调，因为这种确定的此时此地性将在其中予

以无限放大。元宇宙的全息投影技术为主体提供

了即时性和当下感，处在“实时”影像中的“当下”

特性被划分为多重维度（如多个数字分身），并同

时聚焦于瞬间及其强度本身。作为限定的“现

在”实现了对生命流变与界限超越的殖民，而多

维共存的现实形式———虚拟现实（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
ＶＲ）、增强现实（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 ＡＲ）与混合现
实（Ｍｉｘ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 ＭＲ）则进一步将现实世界中的
虚拟内核以超现实的形式呈现出来。此时康德所

谓的主体先验统觉，即通过纯粹理性批判所形成

的“现实感”判断将进一步被颠覆，因为此时虚拟

支配了现实，密集曝光时间（ｔｉｍｅ ｏｆ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取
代了具身绵延（ｄｕｒａｔｉｏｎ）时间。

从根本上说，元宇宙是数字媒介对主体现实

的再造，它以更为虚拟的形式强化了主体的现实

感。因此，在笛卡尔意义上的理性主体之外，还存

在着另一种分裂的主体观念，它冲破了传统的单

一主体，并同时强化了偶然的生命经验和断裂的

时间观念。这种基于无意识的力比多主体以游牧

的方式逃逸了原有的主体设定。而在元宇宙中，

这类“逃逸”的痕迹并未被抹除，而是以贝尔纳·

斯蒂格勒（Ｂｅｒｎａｒｄ Ｓｔｉｅｇｌｅｒ）所谓的“第三持存”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的方式予以呈现和保留，它不
同于以在场为特征的“第一持存”和以回溯为特

征的“第二持存”，而是以中立和客观的方式记录

了外在于主体的数据，进而“将过去时刻以及正

在流逝的意识的时间空间化了”（斯蒂格勒 ７４）。
这样的人为性和虚拟性使得身体经验被进一步压

缩为抽象的算法，滞留在“第三持存”中的数字客

体正以代具（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ｅｓ）的方式再现了时间与意
识的物质实在性，并以具象化的形式确证了主体

及历史的镜像本质。这种由攫取主体无意识溢出

的数字痕迹而生成的数字绘像（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构成了以 “第三持存”为本质的 “外主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②

以元宇宙中的数字孪生（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ｗｉｎ）技术为

例，它构建了基于生命周期与身体指数的数字虚

拟模型，并形成了所谓的数字孪生体。通过主体

与数字模型之间的信息还原、交互与反馈，它实现

了人类对信息镜像阶段的想象与投射，并使得算

法对主体的预测部分地成为可能。尽管这一技术

的核心是与主体的共生性，实则仍然面临着同一

性的认同危机，并旨在反向实现和确证自我经验

的想象性构成。因此，对数字分身的选择将直接

投射出主体最想实现的身份认同，这种屏幕与主

体的关系在本质上仍然需要基于镜像阶段的自我

指认，但当重返现实的时候，主体却只能再次陷入

实在界（ｔｈｅ Ｒｅａｌ）的创伤之中。看似自由与多元
的虚拟空间实则强化了实在界与想象界（ｔｈ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的裂隙，并直指主体的存在性困境———
即便元宇宙实现了虚拟化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

但作为“想象的实在界”的赛博空间实则无力承

担象征界（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消隐的失落，这也是主体
本源性的裂缝所在。

而主体更为严峻的情境在于，既然元宇宙已

对现实感进行了重构，那么一旦构建秩序的虚拟

性结构不再具备原有的权威，虚拟空间中的主体

行动就难以实现对大他者规训的逃逸，抑或原本

由大他者所承载的重担将随之让渡于主体自身，

造成主体无法承受自由之重而陷入克尔凯郭尔所

言的“眩晕”之中，这也正是存在主义的选择悖论

所在。因此，如果元宇宙缺乏时间作为界限，那么

主体将被无限的虚拟空间淹没而失去定向方式，

因为界限的使命就是规定意义。此处的“规定”

具备两层含义：一方面，时间作为坐标体系规定着

元宇宙的社会交往层面，并蔓延至个体的自我规

定与筹划；另一方面，只有发挥时间的界限属性，

主体行动者才能确立位置，进而提供安全感与确

定性以生成元宇宙世界的可理解性。形式实现了

对生命的规定，只有这样的生命才是自足的、自我

规定的，否则生命将遭遇脱域的危机而沦为盲目。

时间作为界限构成了主体身处其中的既定位置，

而界限的持恒性又由此确立了作为形式的文化与

作为活动的生命之间的辩证性。因为生命的本质

是一种过程，而时间则维持了限定（ｆｉｘａｔｉｏｎ）与流
动（ｆｌｕｉｄｉｔｙ）之间的张力关系，这一矛盾既是现代
文化冲突的实质，也是元宇宙多元价值体系的复

杂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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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抵抗加速：慢速时间的生成机制

速度是时间的次级概念，它基于时间产生并

呈现其内部动态关系的综合。早在文艺复兴时

期，线性时间观念就经由人文主义研究而得以强

化。而关于速度的理论叙事则肇始于启蒙时代，

这种对理性赋予绝对权威的时间表象以去事实化

的时间为基础，它从神学压制中解脱并以未来为

旨归。因此，时间是筹划，加速借助时间的未来向

度而具备了意义。正如 １９０９ 年，马里内蒂
（Ｆｉｌｉｐｐｏ Ｔｏｍｍａｓｏ Ｍａｒｉｎｅｔｔｉ）在《未来主义的创立
和宣言》中声称的那样———“宏伟的世界获得了

一种新的美———速度之美，从而变得丰富多姿”

（马里内蒂 ４６）。速度的叙事话语由此逐渐在现
代性的时间框架中占据了主导，它既是集体经验

得以展开的媒介，又是支撑这一经验及其历史性

的核心内驱力。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种

带有目标指向的投射，并显现为朝向未来的行进

姿态。与前现代不同的是，现代人是齐格蒙特·

鲍曼（Ｚｙｇｍｕｎｔ Ｂａｕｍａｎ）意义上的朝圣者抑或异
乡人，他已不再是预定的被抛状态，而是将自身确

立为历史的主体进而踏上了不确定且不可靠的远

方征途。因此，这种进步的自由叙事使得未来永

远处于期待之中，加速充当了介入世界的方式并

构成了它的本质特征。

具体而言，对“加速”的定义呈现为双重视

角，其一是哈特穆特·罗萨（Ｈａｒｔｍｕｔ Ｒｏｓａ）基于
社会时间结构而提出的加速概念，这一视角更倾

向于对客体的时间机制及其特征展开分析；其二

是韩炳哲（ＢｙｕｎｇＣｈｕｌ Ｈａｎ）基于主体及其本真性
提出的时间消散问题，这一视角更为关注主体的

时间经验及其变化本质。对于前者而言，“现代

化的经历就是加速的经历”（罗萨 ２８），速度由客
观抽象的物理概念转变为代表当下的现代性体

验。而以技术、社会变化、生活节奏为主要维度的

“加速”在借助加速度（ｓｐｅｅｄｉｎｇｕｐ）实现自身的
同时，又促使个体与社会从“共鸣”（ｒｅｓｏｎａｎｔ）走
向了“异化”（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主体沉浸其中的当下被
抽空。因此，线性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拉平了主体

经验的内在丰富性，最终导致了生命经验的均质

化以及感知方式的稀薄与趋同。

这一事实产生的前提可追溯至新教伦理对速

度价值的强化，工具理性逐渐发展为以竞速为特

征的时间经济，因为对资本和个体的控制是以时

间榨取的形式实现的。在这一意义上，资本是一

种时间的技术，它通过将未来编入当下的形式填

满了所有意外事件之间的裂隙，以表面的预知和

筹划消除了对时间的“焦虑”。它进而作出了这

样的预设———只有将时间性能化，不断增强对信

息的抓取和量化能力，才能实现对时间的精准计

算和处理。因此，尼克·兰德（Ｎｉｃｋ Ｌａｎｄ）将“加
速”视作描述资本积累的时间结构，并认为“加速

主义”（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ｍ）展现的是一种“目的螺旋”
（ｔｅｌｅｏｐｌｅｘｙ）的资本化控制过程（Ｌａｎｄ ５１４
５１６）。资本的复杂性体现在它对时间的分解，随
着“目的螺旋”裹挟着现代历史向虚拟化方向倾

斜，这一时间结构越来越多地将科幻场景作为生

产系统的组成部分予以操作。“尚未”（ｎｏｔｙｅｔ）
存在的价值观获得了对经济和社会进程的绝对控

制权，也就必然会导致现实本身的贬值，旨在“抢

占”未来的元宇宙经济无疑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更

为鲜明的注脚。

但罗萨所谓的“加速”概念并非只强调速度

的提升，它实则还隐含着对速度“失调”的考察，

这将由此关联到韩炳哲对主体时间经验及其“失

重”的讨论。对于后者而言，加速的产生是由于

时间内部丧失了自身支撑之物。缺乏方向的加速

并非真正的加速，因为加速在原本意义上是以定

向的流动轨迹为前提的（韩炳哲 １５）。“上帝之
死”使得现时成为某个转瞬即逝的时间点，亦即

时间的原子化。它不再与过去和将来相连接，时

间的重力消失了，点状时间导致了时间本身的最

终崩塌。不过，但韩炳哲并不赞成将意义的流失

单纯地归因于速度本身，而是认为诸事物持续得

以加快，其根本原因在于没什么东西能将其保持

在稳定的运转轨道上，轨道的消失使得“一切就

都拥挤到现时之中”（韩炳哲 ５３），从而形成了事
件和信息的大众化。同时，这种去时间化还将引

发叙事危机，使主体无法实现对事件的筹划与聚

合。更为典型的去叙事化症候则是一种疲于奔命

的感觉，仿佛生活在持续加速，然而意义却并未随

之提升。因为真实的加速意味着一种确定性的定

向进程，而去叙事化却导致了无方向的紊乱，这些

均源自叙事轨道和时间重力的消失。突然停顿的

恐惧（如闭关休假或向虚拟空间逃逸）会反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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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加速的许诺，这更加印证了朱迪·瓦克曼（Ｊｕｄｙ
Ｗａｊｃｍａｎ）所谓的“时间紧迫悖论”（ｔｉｍ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Ｗａｊｃｍａｎ ５）。

然而，当现代性的加速机制被推向极致的同

时，它也将在临界状态为主体提供断裂与颠覆的

可能。而这一“断裂”的时间潜能早在波德莱尔

对现代性的定义中就已形成了，即现代性的时间

机制所予以参照的正是短暂的“偶然”与稍纵即

逝的“此刻”（波德莱尔 ４３１）。在这一前提之下，
“游荡者”才成了反抗加速现代性的“英雄”，因为

它赋予了行走的主体以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感，进

而以此调整异化感并悬置速度体验与同质化空

间。因此，从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的“闲逛者”到齐

美尔的“距离”说，从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审美性

的强调，到阿甘本对“不合时宜”的旁观者与局外

人的言说，都无一例外地构成了一种审美叙事的

立场，旨在以救赎的方式抵抗被异化了的现代困

境，其本质是以时间感知与生命体验对抗启蒙的

现代性困境，这也构成了慢速时间机制真正得以

生成的起点。

本雅明曾以“背对着未来”的“历史天使”形

象探讨历史观及其时间本质，基于现代速度的历

史时间捕获了天使，使其无法合拢翅膀，但他的目

光却依旧凝视过往的残骸，拒绝朝向未来（本雅

明 ２７０）。他对时间性的考察颠覆了既有的线性
时间观念，进而在废墟的意象中捕获了时间本质

和感知模式的历史性变迁。本雅明对救赎的希冀

承载着变化、偶然与开放的可能，而总体性的历史

叙述却总会跳过历史事件的不连贯性和非因果

性，同时以进步的期许作为它的终极目标。因此，

这种历史观并未将目光瞄准主体身处其中的当

下，而是只有具备回溯的视角才能打破指向进步

的线性时间观。既然时间是原子化的存在，那么

每一个节点都有可能实现本雅明意义上的“虎

跃”。这种速度的中断无疑构成了审美叙事及其

体验的基础，以此呼唤着本真性的来临。

与之相关的是，作为本雅明好友的克拉考尔

（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Ｋｒａｃａｕｅｒ）同 时 提 出 了 “异 步 性”
（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ｔｙ）的概念，以阐释作为复数而非单
一的现代性。因此，他与布洛赫、本雅明一道被视

为描述现代性之时间体验的首批作家（弗里斯比

１４４）。面对启蒙理性及其引发的意义真空，克拉
考尔主张以“等待”的姿态维持一种“犹疑的开放

性”（ｈｅｓｉｔａｎｔ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等待就是一种犹疑中的
开放性存在，虽然这是很难解释的一类存在。

［……］由于他们是自愿在等待的，所以他们就是

此时此地在等待的人。”（克拉考尔 １１３）这里的
“此时此地”无疑是对本真性的一种开启，这是对

原子化个体的解放，而“等待”则意味着保有彷徨

的希冀，并力图实现对现实的重返。这也是克拉

考尔以“心理的显微透视”方式从“街头”和社会

“表层”实现对历史体验重新感知的可能，而那些

等待现代速度接近并将其视为异质场域的才是真

正的当代人。概言之，元宇宙得以开放的慢速时

间机制无疑可以帮助本雅明的“天使”走出朝向

未来的“风暴”。因为主体对时间流的反转将重

新捕捉过去和当下未曾被察觉的细节，从而恢复

对“例外状态”和“事件”的重新关注。这种慢速

机制也终将使主体从定向的速度决定论中解放出

来，让元宇宙分分秒秒都得以开启主体侧身步入

的门洞。
③

三、媒介考古视野中的时间自反性

“媒介的概念既是对现代理性祛魅规则的体

现，也是一种对此的纠正”（科普尼克 ４７），这正
是媒介考古学的基本立场。因此，它展现了早期

媒介对断裂和速度的双重压力，以及后期媒介对

时间自反性的重新考察。从基于文字的媒介到基

于沉浸与交互的数字媒介的演变，其实质是认知

诉求向体验诉求的转型。而后者与主体的在场密

切关联，并通过虚拟数字媒介再现了主体具身体

验的重构与再造。元宇宙作为新媒介的特性在

于，它在移动图像的基础上将其转换为互动、操

作、传输和反馈的多元体系，进而重新改写了传统

电影实践与新兴数字媒介之间的连续性。如果说

电影已形成了观看、触摸、感觉等媒介形式及其融

合的话，那么如今以游戏和数字影像为表征的元

宇宙实则进一步重建了自身与媒介装置的关联。

其中，电子游戏的特性恰恰在与它将时间性溶解

于节奏与操作的偶然性之中，并将暂时性转换为

视觉、触觉、听觉等感知形式，从而在用户与系统

之间构建起了统一的时间框架和度量标准。

在本质上，影像以加速、浓缩、颠倒时间流的

形式实现了主体对时间感知的聚合、凝固和延展。

而在元宇宙中，交互界面的本质仍然是数字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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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影像共享同一个数字基底，因

为计算机及其数字代码作为元媒介的属性并未改

变。正如马诺维奇（Ｌｅｖ Ｍａｎｏｖｉｃｈ）所言：“计算机
时代的视觉文化在外观上是电影式的，在材料上

是数字的，在逻辑上是与计算机有关的。”（马诺

维奇 １８２）因此，元宇宙对影像潜能的开启已毋
庸置疑，它甚至将以数字动态影像的方式进一步

强化电影、游戏得以重构的视频时间。以电影及

其时间逻辑为例，多恩（Ｍａｒｙ Ａｎｎ Ｄｏａｎｅ）曾指出：
“电影被视作时间本身的印记，即脱离了理性化

的时间、非逻辑的时间，在这样的时间里，每一个

瞬间都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不可预测的、暂时性

的不确定性。”（Ｄｏａｎｅ ２２）换言之，电影的时间绵
延就是正在发生抑或正在消失的绵延，它实现了

对空间图像的时间化表达。

在元宇宙的影像生成中，慢速将作为电影和

游戏时间的突出形式予以展现，因为主体能够借

助闪回（ｆｌａｓｈ ｂａｃｋ）和闪进（ｆｌａｓｈｆｏｒｗａｒｄ）的形式
打破原有的时间顺序，从而构成对叙事速度的再

创作。以电影为例，这种主导时间的潜力突出体

现在劳拉·穆尔维（Ｌａｕｒａ Ｍｕｌｖｅｙ）以“延迟”
（ｄｅｌａｙ）为例的分析中：“首先，它指的是减缓胶片
运动的实际动作。其次，它指的是时间上的延迟，

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细节处于休眠状态，等待被注

意到。这与弗洛伊德的‘事后性’（ｎａｃｈｔｒａｇｌｉｃｈ
ｋｅｉｔ）概念有着大致相似之处，即潜意识保留了一
种特定的经历，而它的创伤效应可能只会被另一

个稍后但相关的事件实现。”（Ｍｕｌｖｅｙ ８）尽管其
效果和机制来自数字算法的合成，但它实则暂停

了总体叙事进而使得不同时间流的差异性保持可

见。因此，元宇宙基于电影或视频形式的慢速时

间能够以此反转主体既有的知觉结构，并以细部

呈现的方式捕捉时间动态本身。

而数字游戏时间则在界面与主体之间建立了

即时性的互动关系以感知不同维度的时空重叠，

并以特殊的时间性重新书写了主体对时间的体验

和理解。基于即时性和临场感的游戏时间是一种

递归的（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时间机制，它以对时间的操纵
和重置为核心，因此在本质上仍是反身性的时间

结构映射，即游戏需要玩家不断介入以维持互动

性及其与游戏机制之间的持续反馈循环

（Ｈａｎｓｏｎ １９４）。在这一意义上，游戏实现了一种
独特的时间流动，它在过去、现在和各种潜在的未

来事件之间建构起了连续的统一体，并通过对时

间操控、重置、互动和递归等方式创造了新的时间

体验。此外，游戏还同时体现了用户时间、游戏中

的事件时间（玩家生成的时间线）以及话语时间

（游戏设定的时间线）之间的分裂、重合与倒置。

玩家在游戏过程中主动编排并缝合了事件时间，这

正是游戏研究中所谓的突发性（ｅｍｅｒｇｅｎｔ）特征，以
此对抗既定的嵌入式叙事（游戏的情节设定）。

元宇宙与电影、游戏或视频的亲缘性联结，使

其更为典型地实现了“电影眼”（ＫｉｎｏＥｙｅ）对时
间和空间界线的打破。这一过程将借助新媒体的

“可编程性”（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实现更为本质的计算
机化（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即通过对数据的存储、检
索、分类以实现对不同媒介和不同主体的算法统

筹与归并。基于算法感知的数字影像一方面呈现

了计算机的工具属性，另一方面又仍然构成了对

电影效果的存续与延伸，其本质上是新媒体的新

奇性（ｎｅｗｎｅｓｓ）及其文化史之间的悖论关系。因
此，媒介考古的根本任务在于发现媒介背后的时

间逻辑，该逻辑展现了媒介形式特征所经历的

“再媒介化”（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过程，并由此彰显了媒
介内部的时间性及其连结和转化。马诺维奇进而

指出，作为控制结构的循环语句奠定了媒介时间

的基本架构，即循环语句与顺序进程这两种时间

形式的协同工作———“循环不仅催生了电影，也

催生了计算机编程。编程通过一系列控制结构，

例如‘ｉｆ ／ ｔｈｅｎ’‘ｒｅｐｅａｔ ／ ｗｈｉｌｅ’，来改变数据的线性
流动，而循环语句是最基本的一种控制结构”（马

诺维奇 ３２１）。此外，“循环”还在一定程度上保
证了媒介叙述和交互控制的结合。

因此，“循环”真正的媒介考古意义在于：“循

环的使用不是陈旧的历史残余物，也不是对电影

发展的抵抗，而是为基于计算机的电影提供了一

种全新的时间美学。”（马诺维奇 ３２３）而在这种
控制论的循环语句之外，数字媒介的时间架构还

会以图像和页面嵌套的形式予以呈现。安妮·弗

雷伯格（Ａｎｎｅ 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指出，对于如今的数字页
面和视频窗口而言，其深层的演变线索恰恰在于

一种新的视觉逻辑的生成，它通过对窗口的框架

化和虚拟化处理，实现了对空间装置的时间转换

（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 ２４０ ２４４）。因此，这与其说是现代
性视觉政体的演进与变迁，毋宁说是一种历时性

的重屏显现，即交互界面在时间性的层面连接了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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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空间、暂时性与总体性，进而生成了主体与

对象共时交互的新形式。

从根本上说，元宇宙借助交互页面的媒介特

性实现了时空折叠以及空间开放的潜能。西方哲

学传统对空间的认知大概分为两条进路，一是以

笛卡尔为代表的基于实体的物质广延观念，二是

以洛克和柏格森等为代表的基于精神实体的心理

绵延观念，后者将绵延视为真正的时间，其内部诸

多瞬间的渗透、连结共同构成了由过去通向未来

的动态时间流，以此区别于传统的静态均质化时

间。胡塞尔进而提出了基于现象学维度的空间知

觉观念，这一内在时间观念可溯源至奥古斯丁对

时间意识的界定以及康德对时间形式及感性直观

的阐释。胡塞尔认为，正是由于时间流的介入，从

二维到三维空间的感知才得以可能。而时间流的

本质是具有持续时间意识的心理机制，延续的感

知是以感知的延续为前提的，它通过对幻相

（ｐｈａｎｔｏｍ）及其二维呈现的延伸，弥合了空间的同
一性与差异性，而视域（ｈｏｒｉｚｏｎ）则是主体感知的
结果（胡塞尔 ６０）。

然而，现代性的时间机制却展现出了动态变

化的时间观念与静态共时的空间观念的失衡，其

根本原因在于速度导致了时间对空间的压缩，即

技术速度阻碍了主体对空间经验的生成并使之虚

拟化（如坐飞机虚拟化了主体对风景的亲身体

验），空间的广延性让位于瞬间的密集性，“当下”

支配了“这里”：“时间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一种透

视观……由不具时间长度的瞬间构成的时延就如

直线是由不具向度的点所构成一般。”（维利里奥

２１２）至此，基于速度的时间取代了绵延秩序而成
为了虚拟现实的视觉机器。这种由技术现代性及

其不断递增的传递速度所造成的实时伪像（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ｓｉｍｕｌａｃｒａ）对真实展相（ｒｅ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的全面
接管，以及主体知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变形，正是

维利里奥借助“竞速学”（ｄｒｏｍｏｌｏｇｙ）所道出的言
外之意（詹姆斯 ｘｉｖ）。速度改变了现象向主体涌
现的形式，竞速复制构成了伪像的短暂本质。

因此，需要重新考察空间及其叙事变革的可

能性。作为赛博空间的全新形式，元宇宙无限多

元的空间与反向回溯的时间构成了时空连续性的

断裂。这反而在另一种程度上开启了空间的开放

式动态和异质性过程，并同时显示出多重速度和

持续时间的活跃共存。元宇宙在空间不在场的前

提下实现了主体的在场，但这种在场性并不仅仅

是主体自身的沉浸体验，它还意味着与他人在虚

拟空间中的共在。因此，以交往的主体为核心，元

宇宙空间将进一步彰显以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

为核心特征的空间范畴。此处的“空间”呈现为

列斐伏尔意义上的关系场域，基于差异与重复的

主体介入元宇宙的过程近似于从光滑空间

（Ｓｍｏｏｔｈ ｓｐａｃｅ）到纹理空间（Ｓｔｒｉａｔｅｄ ｓｐａｃｅ）的逆
转与折返，由此更为凸显其逃逸的可能性路径。

对于元宇宙中的个体而言，时间从来都不是

中立的，相反，经由“时间化”的事件才能更加强

烈地标识出等级与权力的博弈，并以此呈现世界

本身的异质性以及时间观念的流动与变形。以个

体记忆和集体怀旧为例，对当下时间的执着反而

会导致主体以回溯的方式重温本真性的时间体

验，因为“过去完全是在我们对它进行指涉时才

得以产生的”（阿斯曼 ２３），即记忆只有经历重构
才能予以保留。死亡是时间断裂的最原始经验，

而元宇宙则通过全息投影的“隔空对话”恢复了

不同于交往记忆的文化记忆，并在激活原始场景

的同时，突出了集体记忆特有的文化成分。与此

同时，元宇宙记忆机制的核心还与接纳未来及重

返过去密切相关。托夫勒（Ａｌｖｉｎ Ｔｏｆｆｌｅｒ）曾预言，
人类将有可能成为未来超载的受害者，即过于疾

速的“变化”将导致主体时间感知的骤变及其对

过往的决裂，而这种决裂正是怀旧产生的先决条

件（Ｔｏｆｆｌｅｒ ４４９）。在这一意义上，元宇宙中的慢
速时间机制将作为缓和未来冲击的“过往的飞

地”而存在，其功能在于逃离未来的疾速时间流。

正是这种趋向过往“飞地”的重返才最终在增值

的复归中再造了意义和历史。

元宇宙中的主体在让渡个体记忆的同时，也

意味着“非人”（ｉｎｈｕｍａｎ）化的生成，因为去事件
化的记忆将以技术单子的模式占据元宇宙的时间

架构（利奥塔 ６１）。这种非人化的特性在根本上
源于算法自身的物质性，并导致了以抽象逻辑符

号为基础的“算法信任”。尽管区块链技术意在

通过数字加密实现对网络秩序的规约，但它仍在

很大程度上存有隐患。从本质上看，数字算法构

成了对个体生命记忆的代理、殖民和架构。数字

记忆将永久转变为不断持续的现在与当下，而人

造记忆库则以存档的“同步性”消解了时间的异

质性，对记忆的数码生成同时伴随着个体的失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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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他者

及原子化。这将在根本上冲击到“体验”这一核

心范畴，因为“元宇宙的核心是体验，它的起因正

是 ＶＲ 所肇始和营造的沉浸性对于互动性的遮
蔽、压制、乃至扼杀”（姜宇辉 ２４），这无疑将引发
个体时间与记忆感知的困境。

因此，元宇宙中的算法意识形态有可能在披

上实证主义外衣的同时隐匿了其背后的真实立

场———“赛博演化主义”（ｃｙｂ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ｍ），并由
此强化了自我演进的逻辑自洽。

④
基于数字达尔

文的历史观实则重新论证了线性时间观的内在逻

辑，并强化了它殖民未来的合法性。我们无法想

象元宇宙的中断以及偶然事件对它的扰乱，正如

我们深信进化链条的坚不可摧一样。这在强调数

字化生存的持续性与常态化的同时，也在无形中

模糊了元宇宙内部的权力话语及其内在复杂性。

在齐泽克看来，赛博空间在本质上是赛博资本家

（ｃｙｂ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所主导的“无摩擦资本主义”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ｒｅ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因为它可能正在以“彻
底透明、虚幻的交换媒介的幻想”擦除创伤性的

社会对抗及权力关系（齐泽克 １９６），或许这正是
元宇宙数字图景背后的隐忧所在。

结论：慢速与重审当代性的可能

元宇宙及其技术仍然活跃于现代性的内部，

对于嵌入其中的主体经验而言，虚拟空间的交互

性与沉浸性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它进而以新

异的方式实现了对主体的定位并重塑了时间体

验，其中的慢速时间在本质上是新历史主义、非线

性时间以及新游牧哲学的混合体，并由此暗含了

一种加速批判的现象学视角以实现对时间知觉的

聚焦。而速度则展现了诸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并

决定了现象向主体涌现的方式。元宇宙以拟像的

形式重建了主体与可感世界的关联，而长期以来，

物理时间对线性和进步的指向使其规避了对递

归、非线性及多样性的关注。在这一意义上，慢速

时间构成了对这一事实的抵抗，其本质在于恢复

数字技术与身体情境的关联，即时间体验如何经

由技术环境而实现自身的定向结构。

在元宇宙的虚拟场域中，远程在场取代了真

实在场，原本具身化的时间体验被抽象为单一原

子化的数字时间，算法与生命情境的冲突由此产

生。对这一时间架构的逃逸则需要打开现代时间

机制的褶皱，并从慢速美学中重新恢复对生命异

质性的关注。概言之，尽管元宇宙到来之日就是

算法成熟之时，但算法确定性却仍然取决于主体

的不确定性，即主体的边界在本质上决定了元宇

宙的边界。但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实现文明演

进的非线性路径才得以成为可能。借助元宇宙数

字媒介，基于回忆、怀旧、凝视的慢速时间最终使

主体获得了对他者的时间经验，以此构成了对线

性时间观的颠覆。因此，慢速始终显现为对历史

总体性及其压力的对抗，这种压力还同时包含了

时序霸权对个体本真性的压力以及时间对空间的

压力。对于容纳了多重时间流的元宇宙而言，慢

速时间机制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重新发掘当下，

以开启通往未来的可能性，由此完成对当代性的

另一种体察和认知。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 对“慢速”一词的引用源自德国学者卢茨·科普尼克
（Ｌｕｔｚ Ｋｏｅｐｎｉｃｋ）的著作《慢下来：走向当代美学》。他在
书中对“慢速美学”作了如下界定：“当代慢速美学，是我

们有能力去感知和再现，当下的空间中不同时间性的同

时性；它提高我们对新旧、快慢、连续与破坏共存的感知，

无须要求我们优先考虑其中一个，或概念化不同的时间

和连续性，作为整体之一（或者就此而言，辩证）的动态。”

（２７０）

② 学者蓝江指出，“‘外主体’依然是主体，因为它仍然与
我们的意识和无意识行为密切相关，它仍然是被我们生

产出来的，但是这个主体已经从内部的主体结构中逃逸，

成为一个外在并制约着我们行为的主体”（４４）。

③ 此处化用了本雅明的说法，他曾指出“时间的分分秒秒
都可能是弥赛亚侧身步入的门洞”（本雅明 ２７６）。

④ 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指出，这一概念他参考了蒂
齐亚纳·特拉诺瓦（Ｔｉｚｉａｎａ Ｔｅｒｒａｎｏｖａ）对“数字达尔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ａｒｗｉｎ）的定义（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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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

《俄国形式主义的叙事理论研究》

作者：杨 燕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本书旨在系统地阐释俄国形式主义的叙事理论，是国内首次系统研究该内

容的尝试和探索。现有研究成果绝大多数要么以现有的极为有限的中文译介材

料为基础，要么以转译为英文的著作为依据。该著依靠俄文原著，努力呈现俄国

形式主义叙事理论原貌，探求其理论精髓。具体而言，一方面对俄国形式主义主

要代表人物的叙事理论进行个案研究，同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学派在情节

论、形式观、手法论、人物论、时空观与文学史观等问题的阐释，进行系统地梳理

和把握。；另一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既包括学派内部相关理论的比较，也包括学派

与国内外，尤其 ２０ 世纪欧美叙事理论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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