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虚拟生存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虚拟生存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9731857

10位ISBN编号：7509731852

出版时间：2012-4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郑元景

页数：22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虚拟生存研究>>

内容概要

　　《虚拟生存研究》由郑元景编著。

　　《虚拟生存研究》简介：技术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展示与建构。
当代，虚拟技术与互联网最显著的价值在于它们奠基、架构了一个覆盖全球的巨型生活用具和另类生
存时空。
生活“网络化”这种极具现代性的生存方式——虚拟生存——作为现实生存的延伸、丰富与拓展正逐
步成为人们的一种选择与必需。
虚拟实在是现实世界的扩展和演绎，是真实世界的缩影和凝聚，是波普尔“世界3”的当代拓展。
虚拟身份和虚拟交往等网络符号互动将卡西尔的“人是符号动物”的理论推进到了符号实践形态，证
明了人类虚拟生存的实质是基于网络虚拟技术的符号化存在及其体验。
人类自觉地借助虚拟技术、互联网展示生存的智慧和超越性的诉求，扩大人类生存的自由度，实现对
现实生存的跃迁。
虚拟生存与现代性有着内在的关联。
虚拟生存所呈现的现代性并不是现实社会现代性的简单移植、翻版和虚拟化，而是对既有现代性的一
种聚合与重构，创造出全新的网络理性和虚拟主体性。
然而，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虚拟生存不可避免地带有技术化的弊端，使得现代性本身的生存悖论更加
凸显，更加深刻地显示了现代性视野下生存的关键问题。
虚拟生存的内在矛盾不仅是虚拟社区各种矛盾的“扩大化”的表现形态，在实质上还是对人类现实生
存矛盾的折射与反映，蕴涵着并可能进一步导致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
实际上，虚拟生存的内在矛盾源于现实社会，各种虚拟关系的主体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的现实的人。
和谐社会既包括现实社会的和谐，也包括虚拟社会的和谐。
实现虚一实和谐是网络时代的重要价值目标。
网络和谐是社会和谐的理性折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
为此，必须确定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各自的边界和合理范围，抵制虚拟空间的诱惑，不能完全把虚拟
当现实，更不能将现实当虚拟。
必须以现实生存为依托，以虚拟生存作补充、丰富和拓展，构建一个“多元化”、“宽容性”、“秩
序化”的认同机制和新模式，促进虚拟认同与现实认同的兼容、平衡与互补，洞悉其中的规则，践行
各自的规范，共同促进互联网的认同与诚信建设，寻求并保持虚拟与现实的共生、和谐与平衡。
最终使人类的虚拟生存纳入正常的生活轨道，有效地消除虚拟实在可能造成的“混沌”与失序，改善
现实条件以促进实现虚一实共生、和谐互动，实现网络环境下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的社会关系更
加丰富以及人的“类本质”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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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技术层面上，“虚拟实在”是合成“实在”的一种手段，为人与计算机的共同工作创造更直觉
的交互方式，使参与者在虚拟世界中可以做类似于真实世界中可能实现或者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正如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提出的，“虚拟现实背后的构想是，通过让眼睛接收到在真
实情境中才能接受到的信息，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②。
　　当坐在计算机屏幕前点击浏览器进入互联网游历时，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虚拟世界的存在和它的丰
富多样。
从纯技术角度看，虚拟实在就是通过计算机系统来让主体得到一种实际上的感觉性存在。
今天软件工程师们宁愿把这种与现实的感受性具有相同效果的东西看做实际的而不是真实的。
　　虚拟技术是利用计算机生成一个逼真的三维虚拟环境，并通过使用传感设备与之相互作用的新技
术。
它与传统的模拟技术完全不同，是将模拟环境、视景系统和仿真系统合三为一，并利用头盔显示器、
图形眼镜、数据服、立体声耳机、数据手套及脚踏板等传感装置，把操作者与计算机生成的三维虚拟
环境连接在一起。
操作者通过传感器装置与虚拟环境交互作用，可获得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觉，并按照自己的意
愿去改变“不如意”的虚拟环境。
例如，计算机虚拟的环境是一座楼房，内有各种设备、物品，操作者会如同身临其境一样，可以通过
各种传感装置在屋内行走查看、开门关门、搬动物品；对房屋设计上的不满意之处，还可随意改动。
显然，利用这种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建筑、机械、兵器等设计修改，实施技术操作训练和军事演习活动
要容易得多，成本也低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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