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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讨论数字文化的历史形成及其对当代生活的影响引发了诸如电脑为什么用打字机的键盘、电脑的外形
为什么像电视机、网络概念从何处来、网络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必须认真对待数字美
学这类问题。
作者高瞻远瞩，在本书中探讨了我们可能有或应该有什么样的电脑文化。
数字美学问题关涉我们的未来；它不仅仅是设计中的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品位的问题，还关系到数
字的伦理。
　　本书是第一本研究当代电脑文化的美学特质和美学目的的专著。
作者冷静地分析了网络乌托邦幻想家们提出的种种主张，细心梳理了新兴网络媒体的全球化过程，深
入探讨了网络媒体对主体性和社会性的影响。
作者充分利用哲学美学以及网络文化研究的相关文献，提出了一种能够超越自由市场和全球性公司局
限的真正的民主；在这个民主进程中，数字艺术发挥着关键作用。
　　本书持论公允，观点犀利，资料丰富，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和理论方向，对文化、媒体和计算机
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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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新西兰)肖恩·库比特 译者：赵文书 王玉括 编者：周宪 高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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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在工业化世界中，网络出现在现在，这并不是技术所导致的偶然事件。
网络经验的流行与强化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显现，也不仅仅是技术决定论或媒体帝国主义造成的后果
。
它们属于超个体化的电子主体的政治色情。
在亲密社会仿佛有可能实现之时，个性化的逻辑强化了。
尽管匿名在幻想的鼓励下消解了内在的等级次序，但它仍然未能消除自我的边界。
匿名掀起了滔天波澜，人为模拟的人格模仿文化偶像中最坚决的个人主义者：歹徒、盗打电话者、牛
仔、边疆开拓者。
数字矩阵词汇的美国化与其说是表明了北美对数字矩阵词汇的控制，倒不如说是表明了北美西进运动
的神话和粗犷个人主义神话的强大威力。
我们再次遇到了一个新社会，不过这个新社会是个肯定的设想，这种设想是由艺术家与电脑用户提出
来的；艺术家与电脑用户的乌托邦理想核心在于，他们企图在电脑空间中改变社会性的方向，使社会
性远离自我与社会之间的纷繁复杂的矛盾。
　　电脑空间把东方主义与空间科学的丰富的非理性据为已有，并与之一起遁人繁忙的信息高速公路
；但电脑空间同时也不惜冒险，企图在团结一致的幻想中发现完美的生活。
从弗洛伊德的角度看，这种仍束缚在商品中的幻想是具备幻想特性的：它可以扮演出来；强烈得令人
窒息的心理、控制的梦想、对电脑空间中的装置的屈服；必须有中间媒介协调的性欲，其表现形式是
易装癖与拜物主义——一只有在易装癖与拜物主义中，网络商品色情才能够出现。
我们所赋予机器的有限自治已经被它们的色情化能力所占据，这种色情化能力是游戏世界能够发明出
来的唯一的一种团结性。
但这种团结性常常困在一个双重的不可能性中：在幻想空间中的性关系是不可能的；与欲望的幻想对
象的性关系是不可能的。
我们被闭锁在幻想欲望的封闭环路中，不可能找到同伴；这种封闭被当作了心满意足。
我们与机器的关系仍然处于无知阶段，只是以欲望的形式表达出来；知识给我们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带
来麻烦，是我们在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中独断专行，只能辨别出我们自己的身份，而无知则可能会为更
加微妙的关系提供基础。
乌托邦主义和我们对实际存在以及想象出来的电脑空间的失望，都是它们与自我的商品塑形化复杂交
织的不同方面。
现在的会话和对话是经过中介的，就连内爆自我的独白也是如此。
通过所有这些形象，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另一种关系的微弱声音，这是一种与自我相关的关系，
预示着自我可能像再次成为接受者、再次成为自我所在的这个世界的源泉，因此其意义更加深远。
阿斯科特一直努力构建相互连通性，这种极其美好的相互连通性就在我们的身边，但它依赖着引领我
们前往这种相互连通性的各种导航方法。
　　我用的是这台苹果电脑的文字处理程序进行我的阅读/写作；在我的阅读和写作过程中，“我”这
个单词三次被标注：作为单词“我”；作为处于每个单词的最后那个字母前的转瞬即逝的光标；作为
行踪不定的箭头及其多种变形——及指针工具。
由于这样的竞爭，“我”这个单词的意义究竟应该停于何处就有了多种可能性，就像结构性电影理论
中的窥阴癖与拜物主义之间的矛盾。
“我在哪儿？
”这个问题更可能由转瞬即逝的光标来回答，那个大写字母I可能反而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
回答还可能取决于提出这个问题时的声调，可能也可以通过操作鼠标驱动的指针来回答。
鼠标是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 PARC)研究出来的产品，是人机界面少数几个真正的新元
素之一，对于总能吸引乌托邦理想的界面主体性的三重结构是至关重要的。
在屏幕上漫游时，鼠标指针采取了多重伪装形式(手表、纱团、箭头、竖起手指的手、瞄准器、放大镜
、钢笔)，极具机动性，功能模式千变万化，可以拉下视窗、打开文档、拉动滚动条、拖曳图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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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等；在苹果电脑的人机界面的主体位置的等级次序中，鼠标指针占据着首要地位。
鼠标使电脑文字处理与打字机打字截然有别，也把文字处理程序与其他电脑程序联系起来，而且它还
赋予新近占据支配地位的控制形式以物质外形。
(P15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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