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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灵肉俱在到灵肉分离再到灵肉相融

——数字时代日常意义的个体汇聚

邱泽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想探讨的是，日常意义与现代社会尤其

是数字社会的关系。在开始论述前，我们

可以在脑海中建构这样一幅图画，用以刻画当下的日

常生活 ：人们忙碌于应对扑面而来的各种人和事，每

个人都被置于各种各样的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是关系，

人与事之间也是透过事而连接的人与人的关系。被置

于各种关系中的个体消耗着日常，并呈现出日常意义。

社会空间之于肉体和精神的意义

什么是日常意义？对此，我们可以作一个既简要

又相对抽象，并能呈现出变量间关系的界定。笔者把

日常意义理解为社会空间之于肉体和精神的意义，其

中意义是因变量，社会空间是自变量，肉体与精神是

中介变量。日常意义是日常里人们体验和感受到的意

义，是生命的意义。之所以在社会空间的范畴中理解

日常意义，是因为个体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在社会空

间中，而不只是物理空间。除了个体肉身具身的物理

空间之外，社会空间还包括非物理空间，也就是连接

个体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之于个体肉身和

精神的日常意义，经由社会空间的体验和感受所塑造，

而不只经由肉身具身的物理空间。

在“意义”之前还有两个字——“日常”。日常

指一天 24 个小时，一周 7 天。北京电视台曾有一档节

目叫 7 日，开场白是 ：“生活就是一个 7 日接着一个 7

日。”7×24 就是日常。日常与我们的肉身和精神相关。

通俗地说，没有肉身，就没有日常 ；没有精神，也没有

日常。但是，肉身和精神并非总是如影随形、内外一体的。

数字社会的日常中，肉身与精神常常会处于不同的社会

空间。那么，肉身和精神与社会空间有什么关系？在此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之所以把日常意义理解为社会空间

之于肉体和精神的意义，是因为精神可

以与肉身一体，却又不止于与肉身一体，

不止于肉身具身的物理空间。日常意义

是肉身具身的物理空间与精神具身的非

物理空间汇聚的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

构成的社会空间所赋予的。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还需要回答

的问题是，为什么“时间”要素没有

纳入其中？笔者认为，对生活在日常

的人们而言，没有脱离时间的肉身，

也没有脱离时间的精神。如此，时间

与空间在人们那里汇聚成了个体与他

人和社会的关系。在个体汇聚的关系

里，空间和时间合二为一，肉身具身

的是时空，精神具身的也是时空。而

在不同条件下，两者具身的时空可以

是一致的，又不一定是一致的。需要

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不是哲学，而

是社会现象和社会实在，是对数字社

会日常意义的理解。   

连通性 ：数字社会与非数字社会

日常的本质区别

与非数字社会比较，数字社会的日

常有什么不同呢？笔者以为，一个本质

的不同是，个体与他人和社会之间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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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性的发展，让汇聚于个体的关系的异

质性变得空前凸显。此处所说的异质性，

就是个体能够体验和感受到的各类人、

事、物的差异程度。如前所述，日常意

义蕴含于个体汇聚的关系中。汇聚于个

体关系的异质性大小直接影响个体对日

常意义的体验与感知，甚至影响个体对

自我的认知和对心灵的塑造。个体汇聚

关系的异质性大小源自个体与他人和社

会的连通性，影响连通性的则是肉身与

精神的连通技术。笔者自 2000 年开始

关注“连通性”的影响，最早关注的是

ERP 的影响，即企业内部关系连通与信

息流转对企业组织的影响。进入数字社

会之后，笔者进一步关注连通性的社会

影响，其中的一个主题便是由数字连接

技术所带来的高度互联对个体的体验与

感受的影响。

站在个体的立场上，高度互联意味

着个体与他人建立的社会关系发生了

本质改变。在非数字社会，作用于日

常的连接仅限于道路体系和交通技术 ；

如果加上非日常的部分，还有电报、电

话等技术。非数字连通技术给个体连通

性的赋能局限于肉身具身的物理空间，

也使个体与他人和社会的连接依赖于

肉身具身的物理空间。换句话说，个体

的社会空间与肉身具身的物理空间是

重叠的。这意味着，除了阅读与想象，

个体只有在肉身具身的物理空间中才

有机会体验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感受

社会空间赋予的日常意义。同时，个体

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是个体出生时就

带来的，并在日后的生活与工作中发展

的，是家庭和社会赋予的。在日常里，

我们乘坐短途交通工具或使用短途道

路系统，是为了生活和工作，没有离开

肉身具身的物理空间，也即同质性的社

会空间。而在非日常里，我们使用长途交通工具，如

火车、飞机、轮船等，可以让肉身移步到另一个物理

空间，并因此体验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另一社会空

间，感受其中的文化异质性和生活异质性。生活实践

告诉我们，在非数字社会，肉身具身的物理空间性决

定了个体汇聚的关系的社会空间的特征，也决定了个

体在社会空间里体验和感受的日常意义。据此，有理

由认为，在非数字社会，日常意义是社会赋予的，即

使个体汇聚着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也是因为肉身具

身的物理空间与个体体验和感受的社会空间的重叠而

被动地汇聚的。

数字连接进一步突破了肉身具身的物理空间与个

体体验和感受的社会空间的重叠性，带给个体体验和

感受完全不同的社会空间的可能性。在数字社会，个

体肉身同样也具身于物理空间，但精神则不再受物理

空间的约束，而是去到了另一个充满异质性的社会空

间。六度分隔理论告诉我们，凡数字连接可及的人和

事，都是个体连接可及的，这意味着即便肉身具身于

某个物理空间，精神却有机会面对多维乃至无穷的社

会空间，甚至面对肉身具身之外的异质社会空间。一

个极端的场景可以是，身居斗室的肉身，有机会向

360 度球状的异质社会空间拓展。当数字连通性赋予

个体向外连接的无穷机会时，也意味着个体必须面对

因连通性带来的不断增多的异质性社会空间。因此，

数字连通性拓展的过程也是个体不断面对异质社会空

间的过程，也意味着对日常意义的体验与感受超越与

肉身具身的物理空间重叠的同质性社会空间，而进入

异质性的社会空间。

当然，数字连接也赋予了个体汇聚的与他人和社

会关系的异质性。桑斯坦（Cass  R. Sunstein）的“信

息茧房”论证了数字连接会使人们更多地选择自己喜

欢的信息，在肉身具身的物理空间之外的社会空间选

择同质而非异质。其实，桑斯坦只强调了连通性影响

的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理论上，连通性带来的同质

性与异质性概率是一致的。数字连接让个体汇聚的与

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不只具有同质性，还有不可避免的

异质性。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把异质性带

回到个体对日常意义的体验和感受中。与此同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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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心也驱使人们面对异质性，即对个体而言，连通性

的发展，向内也是把异质性带回个体、汇聚于个体，

让个体面对、认知、接受 / 拒绝、转化异质性的过程，

为个体对日常意义的理解提供异质性的参照。

归纳起来，数字连通性的发展给个体汇聚的与他

人和社会的关系带来了两个本质性变化。第一，个体

可以通过数字媒介体验和感受超越肉身具身物理空间

的社会空间异质性。第二，个体不得不把异质性带回

到肉身具身的社会空间中，形成对同质性社会空间的

比较甚至冲击。比如，人们常常通过互联网争论不同

国家的优劣，但他们并不一定在其中实际生活过。

数字社会日常意义的历史性回转

体验和感受日常意义的参照系的异质性变革，使

日常意义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回转。如前所述，在非

数字社会，个体的日常意义是社会赋予的。一个没有

迈出村庄的个体，其肉身具身的物理空间基本等同于

其社会空间，个体在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里感受到的

日常意义也是社会赋予的。比如，生不生孩子的意义、

打麻将的意义等，都不是个体定义的，而是社会赋予

的。同理，一个没有迈出城市的个体，其体验和感受

的日常意义也是社会赋予的，个体在工作场所中的感

受也常常被带回家、被带入对日常意义的判断之中。

在个人与他人关系紧密的同质性社会，日常意义的内

涵更多来源于社会评价，而不是自我个性的张扬。纵

使个体有对社会评价的回击或反馈，最终的体验和感

受还是由社会赋予。

而在数字社会，连通性的发展赋予了个体超越肉

身具身的同质性社会空间，基于自身兴趣，以及与他

人和社会建立关系的机会，赋予个体建构自己的社会

空间的机会。比如游戏、直播、短视频平台等，都是

个体建构自己社会空间的实践。对个体的数字连接行

动皆可以用个体汇聚框架解释。而个体对与他人和社

会关系的主动汇聚，完成了日常意义从社会赋予到个

体建构的本质性变革。

第一，主动选择与肉身具身的社会空间热络或疏

离。任何个体经由数字连接，都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社

会空间，此社会空间远超肉身具身的物

理空间范畴。第二，在遥远处找到精神

自我。在与肉身具身的物理空间重叠的

社会空间里被排挤的个体，有机会找到

能接纳自己的其他社会空间。第三，个

体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日常意义的参照

系。为了凸显日常意义，个体有机会以

自我为中心、以场景化的方式选择与他

人和社会的关系。第四，当对不同社会

空间的体验与感受出现巨大差异时，会

带来日常意义在不同社会空间的尖锐冲

突，甚至会导致极端行为，如对异质性

社会的抗拒或对同质性社会的憎恨等。

第五，极端的情形是，在同一个体身上

出现日常意义的分裂，既有意义，又无

意义，如肉身忙着，可对忙的体验和感

受是无意义的 ；肉身闲着，可对闲的体

验和感受是有意义的，如在虚拟现实中

获得满足。

日常意义的三次挑战

上述肉身行动与精神感受的分离，

隐喻了日常意义的第三次挑战。日常意

义的第一次挑战在于突破家庭对日常意

义的定义。巴金先生在长篇小说《家》

里刻画的高觉民和高觉慧与家庭的冲

突，形象地呈现了家庭或家族对日常意

义的定义，以及连通性变革给家庭或家

族定义的日常意义带来的挑战。当个体

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局限于家庭或家族

环境时，个体的生计也来自家庭或家族，

家庭或家族也因此具有了定义个体日常

意义的权力。一旦个体走出家庭或家族，

即使只是生计不再依赖于家庭或家族，

个体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也能够进入家

庭或家族定义之外的社会空间。

生计从家庭或家族的分离意味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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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与生活的分离，也意味着在家庭或家

族环境之外还可以新增一个只由个体参

与的新的社会空间。传统农业社会的分

家是个体离开家庭或家族最早的佐证，

工业社会的岗位工作则是最近的佐证。

工业社会的职场使工作技能赋予人们部

分日常意义。尽管职场生活也是肉身具

身的物理空间与日常意义社会空间的重

叠，但还是带来了个体从家庭或家族中

的部分分离，让个体获得相对于家庭或

家族的异质性社会空间。

生计独立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其

中一个影响是生活的社区化。城市发展

史证明，为了便于职场工作，人们改变

农业社会家庭或家族聚居的模式，转向

围绕工作场所的聚居模式。滕尼斯把这

样的聚居称为共同体，费孝通先生将工

业社会的聚居称为社区。其实，工业社

会的聚居在本质上已与农业社会的人口

聚居不同。如果说农业社会的聚居是熟

人的聚居，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 ；

那么，工业社会的聚居是围绕工作场所

的聚居，在中国还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工

作与生活融合的单位聚居，后来更多是

陌生人的聚居。如此，个体与他人和社

会的关系便被切分了。除了与抽象社会

的关系，个体面对的一部分是因家庭生

活建立的与他人的关系，一部分是因工

作建立的与他人的关系，还有一部分是

因个人生活建立的与他人的关系。肉身

与精神均被分成三部分，肉身与精神也

因三分而被切分，不过，精神还是与肉

身一体，只是被分在了工作生活、社区

生活与家庭生活、个体生活三个与物理

空间重叠的社会空间。（图 1）

而数字连接带来的挑战在于，个体

的肉身依然是三分的，但精神则汇聚为

一体。工作和家庭的精神只是个体的整

体精神的场景化分配而已，也因此形成了本文前述的

肉身与精神的分离。简单地说，数字连接让灵肉俱在

转变为灵肉分离。灵肉分离带来的影响是革命性的，

肉身俱在的物理空间不再是影响精神的社会空间的必

要前提。精神的自在性也让肉身不再是精神的拖累，

而变成了肉身的领导。高度互联既可以让人们善意地

面对异质性，从中体验和感受日常意义，也可以让人

们汇聚恶意，带着肉身走向极化。数字社会的一些社

会极化实践已经充分检验了其中的逻辑，以及精神引

领肉身参与的社会过程。

值得警惕的是，如果沿着肉身与精神分离且任由

个体汇聚与他人和社会关系的路径走，人类将很难形

成具有共识的日常意义，更多只会有个体化的日常意

义，甚至个体将走向社会的反面。那么，如何让日常

意义重新回到社会定义而不只是个体定义呢？相信这

是数字社会面对的时代问题。对此，没有一蹴而就的

捷径，但未来有三个指向性的努力可以让肉身与精神

在异质性的社会空间逐渐融为一体。

图 2　灵肉关系的可能选择

第一，把精神接触的社会空间的现实异质性带回

并融入灵肉俱在的现实社会空间，进而增加同质性

社会空间的现实开放性和包容性。第二，把精神接触

的社会空间的历史异质性带回并融入灵肉俱在的现实

社会空间，进而增强同质性社会的历史开放性和包容

性。第三，把个体汇聚的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的日常

意义带回肉身，融入肉身行动的意义探索与意义赋予

中，把纯粹的精神日常意义融入肉身行动的日常意义

之中。（图 2）

图 1　连通性与灵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