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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及其对人类
社会的影响与变革

蒲清平,向　 往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2021 年元宇宙横空出世,成为资本市场的兴奋剂、学界热议的聚焦点。 然而对于如何定义元

宇宙却是众说纷纭,本研究在厘清元宇宙运作机理与吸收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将元宇宙定义为:以互

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为支撑,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和智能设备把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耦合一体,依
据自己的主观想象建构和再造的一个虚实融通的现实镜像世界。 相较于传统的网络空间与实体的物理

空间,元宇宙拥有技术叠加性、虚实相融性、具身沉浸性与实时交互性等鲜明特征。 和三十多年前互联

网的诞生一样,元宇宙必将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是元宇宙会重构人类生

存时空新场域。 元宇宙将从单一的自然宇宙扩展到虚实并存的双重宇宙,作为现实世界的孪生形态与

延伸部分,元宇宙在萃取与融汇现实世界的演进脉络与表象特征的同时,亦依托强大而厚重的科技力

量,变革人类生存的时空场域。 元宇宙给予人类以沉浸式地体验与参与历史事件、在有限生命时长内获

得多维生命体验、提前搭建与预演未来生活的机会,从而促使人类在主观上感受到时间弹性与韧性的增

强;元宇宙给予人类以在虚拟世界中全息复制物理世界、在物理空间紧张的情况下获得虚拟空间作为补

充、开辟兑现与外化想象力的创作空间的机会,从而促使人类在主观上感受到空间厚度与广度的增加。
二是元宇宙会形成人类社会生活新方式。 作为多项先进技术紧密嵌套、同向发力集成产物,元宇宙必将

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的劳动生活、消费生活和精神生活。 集中表现为虚拟劳动成为劳动生活新样态,虚
拟消费成为消费行为新时尚、虚拟文化成为精神生活新形态。 三是元宇宙会形塑人类思想行为新特点。
当元宇宙的生活新内容、新形式与新习惯成为泛在的社会存在后,人的思想与行为将会发生震荡与转

变。 集中表现为感觉集合下向外探索与向内卷入的博弈、心流体验下沉浸性与沉沦性的对垒、心理补偿

下平和性与偏激性的角力、目标投影下奋发性与臆想性的争夺、信息群聚下创新性与依赖性的较量等思

想行为上的矛盾冲突与对峙。 元宇宙将在数字世界中达致现实中目下难以企及的人类社会,在虚拟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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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元宇宙于人类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元宇宙营造的“沉浸式”
体验不是“沉沦式”生活,不能成为成瘾式游戏生活的借口;元宇宙中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深度虚拟化

也不能切断与现实物理世界的必然联系,元宇宙构建的虚拟身份、虚拟产品、虚拟市场、虚拟交易、虚拟

生活、虚拟经济、虚拟人生等,不能脱离伦理、道德与法律的约束。 为了确保元宇宙能够在人类社会中发

挥“益化”的功效而非策动“异化”的危机,精进与完善确保元宇宙顺利落地与节能应用的底层技术,铺

设与夯实防止元宇宙悖逆道德与违反法律的顶层制度,是元宇宙构建者应当思考的重要课题和使命

责任。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文明新形态;人工智能;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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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把人类的幻想变成现实,无论是中国古代幻想的飞天,还是 200 年前凡尔

纳在《海底两万里》的幻想,均梦想成真。 在很多人看来,2021 年爆发的元宇宙也是幻想,认为这不

过是虚拟现实的加强版,资本市场的兴奋剂,“赛博空间的高级阶段” [1] 。 然而更多学者认为,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技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的助力下,元宇宙完全可能在不

久的将来变成现实,成为与现实宇宙并行运转的虚拟宇宙,甚至可能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影

响和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存状态、生态格局,并进而影响和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认知模式、行
为习惯。 犹如 30 年前互联网的出现,同时带来挑战和机遇:网络成瘾和网络犯罪是网络带给我们的

挑战,应对不当则危害青年健康和影响社会稳定;而网络的便捷高效则是网络赐予我们的机遇,共
享经济、疫情治理、线上学习让我们从容构建新发展格局。 2022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

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2] 。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

新局” [3] ,元宇宙或许是“危机”,或许是“变局”,提早谋篇布局,则能掌握主动,在元宇宙这个文明

新形态中占得先机,开出新局。

一、元宇宙的内涵与特征

2021 年 3 月,游戏公司罗布乐思(Roblox)以“元宇宙第一股”上市,市值暴增十倍,引发资本狂

潮[4] ;2021 年 10 月, 马克 · 扎克伯格将 Facebook 更名为 Meta, 并 宣 布 全 面 进 军 元 宇 宙

(Metaverse) [5] ;2022 年 1 月,微软以 687 亿美元收购动视暴雪[6] 。 元宇宙瞬间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

点。 “元宇宙”一词并非新造,第一次出现并使用“ Metaverse”的人是尼尔·史蒂芬森,1992 年在其

小说《雪崩》(Snow
 

Crash)中勾勒出人类使用化身( Avatar)在虚拟世界中开辟生存领地与进行社会

互动的图景[7] ;而我国科学家钱学森早在 1990 年便将 Virtual
 

Reality 意译为“灵境”,用以指代同现

实世界相对应的虚拟空间[8] ;此后,《我的世界》 ( Minecraft)与《堡垒之夜》 ( Fortnite)等现象级游戏

将元宇宙的相关理念在游戏世界变现[9] 。
(一)元宇宙的内涵

维基百科将元宇宙定义为“一个集体虚拟共享空间,由虚拟增强的物理现实和物理持久的虚拟

空间融合而创造,包括所有虚拟世界、增强现实和互联网的总和”。 但是学界就如何定义元宇宙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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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形成共识。 从语义结构解析,元宇宙是“ Meta (在……之外,超越)” [10]1249 与“( Uni) verse (宇

宙)” [10]2189 两词的组合体,因而元宇宙可以理解为超越与突破自然宇宙的虚拟宇宙,胡泳认为这个

“超越的宇宙”指的是数字生成的世界,是一套依托于网络集合的全面数字化媒介系统,借由这个系

统,一种另类的经济运作形式、社会组织模式、文化生产样式、人类生存方式都得以发生[11] 。 黄欣荣

亦认为元宇宙是指人在自然宇宙之外,通过数字技术建构的一个与自然宇宙相映射但又能给人提

供自由创造空间的数字虚拟宇宙,并通过对数字宇宙的探索更加充分地认知和利用自然宇宙[12] 。
在技术层面,喻国明认为元宇宙是“一个虚拟与现实高度互通、且由闭环经济体构造的开源平

台” [13] ,“元宇宙是互联网、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区块链、产业互联网、云计算及数字孪生等互联

网全要素的未来融合形态”,元宇宙集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电子游戏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及

运算技术等各种数字技术之大成,是集成与融合现在与未来全部数字技术于一体的终极数字媒介。
它将实现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连接革命,进而成为超越现实世界的、更高维度的新型世界,本质

上,它描绘和构造了未来社会的愿景形态[14] 。 国外学者认为元宇宙是在增强现实( Augmented
 

Reality)与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的服务下供人开展活动的 3D 共享虚拟世界[15] ,是下一代

以人为中心的具身性计算机运行系统[16] 。 沈阳认为,元宇宙是整合多种新技术而产生的新型虚实

相融的互联网应用和社会形态,它基于扩展现实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以及数字孪生技术生成现实

世界的镜像,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上密切融合,并且允许每个用

户进行内容生产和世界编辑。 元宇宙不是与现实平行、可替代现实的独立王国,而是与现实生活交

织的共生世界;通往元宇宙之路也不是“脱实向虚”的替代性选择,而是“以虚补实”的补偿性路径,
元宇宙中所衍生的新场景、新生产力和创造力将创造出新型生产体系和创造体系,反哺现实社会的

生产力提升及生产关系的革新[17] 。
综合目前学界对元宇宙的认知,本研究认为元宇宙是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为支撑,

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和智能设备把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耦合一体,依据自己的主观想象建构和再造

的一个虚实融通的现实镜像世界。 虽然元宇宙是人类依据自己的主观想象建构的虚拟世界,却并

非完全虚幻,是人类在技术支持下创造的一个世界,因而它是现实世界的主观反映,并非是现实世

界的对立面,“元宇宙可能就是现实世界在虚拟世界的翻版” [18] ,是现实世界的镜像投射叠加人类

期待和渴望的未来世界。 元宇宙将在数字世界中达致现实中目下难以企及的人类社会,有可能先

在虚拟世界中实现马克思所谓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朝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发展[19] 。
(二)元宇宙的特征

元宇宙的发展要经历数字孪生、虚拟原生和虚实相融三个阶段[20] 。 Roblox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Baszucki 提出“元宇宙”具有身份、朋友、沉浸感、低延迟、多元化、随地、经济系统和文明等八大基本

特征[21] 。 元宇宙相较于网络空间、赛博空间和现实空间,具有其与众不同的鲜明特征。
1. 技术叠加性

算力和数据是元宇宙的基础,是 5G 基础上的“ABCD”,A 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B
是区块链( Blockchain),C 是云计算( Cloud),D 是大数据( Big

 

Data) [22] 。 同数据空间、赛博空间

(Cyberspace)等依靠单一技术便能够实现的愿景不同[11] ,元宇宙本身并不是一种技术,亦无法在单

项技术的独自支撑下实现程序启动与样态展现,相反,多项软件与硬件技术的共同发展与联合应用

赋予元宇宙以生成与运行的可能性。 如 VR、AR、MR 提供虚拟现实场景再造和沉浸式体验,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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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数字孪生保证内容生产和身份建构,区块链技术保障价值与权益实现。
2. 虚实相融性

元宇宙能够使用数字孪生技术,将现实世界中的地理景观与人文景观完整而精确地镜像化至

虚拟世界当中,形成物理世界的复刻版本。 这个虚拟世界也是由“人”组成的世界,但是在这个世界

中,“人”不是具体的“人”,而是虚拟化的数字替身。 数字替身让现实中的人拥有了“第二身份”,人
借助“第二身份”将现实活动映射进元宇宙,在虚拟空间建构虚拟社群,塑造元宇宙的“虚拟文明”,
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23] 。 元宇宙的虚实相融具体表现为现实世界中的“真身”、虚拟世界中的“化

身”以及仿真世界中的“假身”的“三身合一”。 真身即本我,化身是与真身相对应的虚拟数字人,假
身则是通过仿真机器人技术建构的与真人相对应的机器人,三者在身份上具备统一性,在认知、情
感、交互体验上具备相通性[20] 。

3. 具身沉浸性

由于传统的互联网仅是将文字与影音等信息投放至 PC 终端与移动终端的电子屏幕上或音响

系统中,所以人与信息通常处于二元分离的状态。 元宇宙将改变上述情况。 伴随着从虚拟现实

(VR)向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乃至扩展现实(XR)的发展,当人利用可穿戴智能设备进入

元宇宙后,将处于信息的环绕与包裹之中,从而以身临其境、多觉联动的沉浸方式观察场景与参与

活动。 并且,这种沉浸是从深度沉浸走向全身沉浸,这个“身”不仅指身体,更指视觉、听觉、触觉、动
觉综合一体的感觉和知觉的全面深度介入,即便是在虚拟世界,亦会让人产生强烈的临场感和真实

性,让人产生脱离现实人格同数字替身完全融为一体的感知觉。
4. 实时交互性

交互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用户提供更全面立体的交互方式、更沉浸的交互体验,为元宇宙的世

界提供从物理世界到生(心)理世界,从现实空间到虚拟空间的全面无缝连接[14] 。 元宇宙能够通过

软件与硬件技术打通诸多现实壁垒,将人集合于在线数字空间之中。 并且,元宇宙允许人在工具的

辅助下,根据自身的需要创设与分享开展集体活动所必须使用的场景与资源,以方便教育教学、商
业谈判与休闲娱乐等多人行动。 与此同时,元宇宙追求低延迟性,将逐步压缩“发出信号—等待响

应—获得回应”的时间周期,进而确保人能够享受到实时性的交流与互动。

二、元宇宙重构人类生存时空新场域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 宇宙就是物质的时间和空间,万物都生存在宇宙之中,人类

只是宇宙一份子。 元宇宙将从单一的自然宇宙扩展到虚实并存的双重宇宙。 作为现实世界的孪生

形态与延伸部分,元宇宙在萃取与融汇现实世界的演进脉络与表象特征的同时,亦依托强大而厚重

的科技力量,实现天马行空之想象的落地与南柯一梦之幻景的脱模,重构人类生存的时空新场域。
(一)人类将在主观上感受到时间弹性与韧性增强

在物理时间依旧按照自然规律而演进时,元宇宙却从历史、现在、未来三个维度改变人们的时

间认知。
1. 元宇宙能够在虚拟层面再现历史

根据熵增原理可知,系统的无序程度始终在增加,正如原本高度有序的完整杯子由桌面落到地

板并裂为无序的碎片后,不可能再自动形成完整的杯子与跳回桌面一样,人类同样无法回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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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霍金使用上述示例生动地阐明时间的单向前进性与不可逆返性[24] 。 虽然,元宇宙无法摆

脱熵增原理而成为令物理世界的时间箭头发生调转的“时光机”,但是,元宇宙却能够成为将历史

“移植”入虚拟世界的“运输器”。 在数字孪生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人机互动技术等方面的帮助下,
人将在元宇宙中实现历史场景的再造与历史事件的再演。 “公共史”将在元宇宙中重现。 “公共史”
是以文字影音记录、考古发掘与科学研究为归纳手段,以向大众描摹人出现之前以及出现之后的自

然境况的变化过程、社会群像的活动过程与重要人物的功过得失为旨归的公开历史。 在元宇宙中,
人能够在技术的辅助下,将“公共史”真实史料中记载的内容以立体化、全景化的方式投射至虚拟世

界,并且模拟不同历史时期的气候条件、地理风貌、自然生物、物质生产、人文景观与社会矛盾,从而

在若干年之后以置身其中的“当局者”的身份靠近、学习与理解历史。 元宇宙中亦可重现“私人史”。
个体在参与家庭生活、学习工作与社会交往等进程中积累起来的私人记忆与经验,其知情受众人

数、传播扩散范围与影响施效力度远远小于“公共史”,然而“私人史”之于个体确有无法替代的重大

意义。 进入元宇宙后,人掌握编辑世界的权利与工具,并且,虚拟人技术将在未来成熟,人能够以存

储于头脑之中的回忆片段与可见于载体之上的旧时记录为基础蓝本,系统复刻曾经的场面,细致模

仿曾经的活动,精确营造曾经的氛围,创造出以联系中断与已经故去的亲友形象为表征的虚拟人

类,与采用预先编程手段,为之植入确保其能够对人在“肉体思想”指导下发出的讯号作出回应的

“代码思想” [25] ,进而将疏离遥远的回忆转化为近在咫尺的“重逢”。
2. 元宇宙能够在虚拟层面扩充现时

马克思与恩格斯阐明,在生产力未达到极为发达的情况下,由于“性行为” “天赋” “需要”等方

面的差异性,人“自发地”进入各不相同的劳动分工领域[26]82。 在这种自然分工的条件下,人与人之

间形成相应的劳动协作、产品分配与阶级划分等社会关系,在一定时期内这将进一步导致人的日常

活动范围、利益摄取方式与财富积累状况走向相对固定化。 因此,在作为元宇宙之原生肌体的物理

世界中,对于个体而言,生理特征与社会地位等因素导致人在数十年到百余年的生命时长内囿于较

为单调的生命体验。 而元宇宙则致力于帮助人在有限的时间内沿袭常规生命安排的同时,丰富经

历类型与拓展见识广度。 人在元宇宙中行动时,需要凭借一个或者多个化身以实现个性表达与便

利交往互动。 虽然化身背后的实际操控者是人,但是人所使用的化身并非肉体形象的倒模再塑,亦
非现实身份的拓印临摹。 相反,人可以依据自身的心向与诉求,自由编定与变更化身的性别、年龄、
种族、肤色、相貌、阶层、收入与爱好等特点,同其他化身建立交流、合作与陪伴关系,通过创设、选择

与投入各异的场景,参加隶属于不同国别民族的特色活动,接受来自多种行业领域的工作挑战,模
拟衍生于陌生文化群落的行为方式。 在元宇宙中,人将有机会模拟与体验花鸟虫鱼等其他物种的

生命历程[27] 。 由此可见,元宇宙能够帮助人充分利用有限的生命时间,获得与现实生活不相一致乃

至全然不同的多维生命经历。
3. 元宇宙能够在虚拟层面刻画未来

“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等成语的出现与真理性表现,说明对于未来作出设想与预判是人类的

重要习惯倾向。 在元宇宙中,技术、经验与想象能够合力“缩短”由现在走向未来的时间周期,从而

让未来提前到来,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人能够预先尝试对于未来备选生存地点的体验、适
应与改造。 由于人类的过度活动,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污染四处漫溢,地球的宜居性无法得到

长期保障[28] 。 部分科学家认为,在未来,当地球的承载能力到达临界点时,移民至同地球的生存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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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较为相似的火星或将成为一项可行的方案[29] 。 而元宇宙有望成为人类移民的试验场。 在数字孪

生技术的支持下,人能够利用通过太空考察而获得的火星土壤与水源样本以及其他科学数据,以对

于火星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条件进行预备的模拟体验,并且在其中探索以人类的需要为锚向而改造

火星、以火星的特点为基点而规约人类行为的策略。 其二,人能够在虚拟层面见证未来目标的实现

状态。 元宇宙中蕴藏众多供人进行世界编辑的素材与工具,在其帮助下,人可以根据自身对于未来

的设想,在虚拟世界中构建与感受在现实生活中还未成型的目标生活。 由此可见,在物理世界中尚

未成为既成事件的未来,在元宇宙中有机会加速到站。
(二)人类将在主观上感受到空间厚度与广度增加

元宇宙将促使物理世界、社会世界与意识世界在虚拟层面开拓空间。
1. 元宇宙托举与拼接物理世界的全息镜像空间

在数字孪生技术与精确科学数据的支持下,分布于不同行政区划和地理位置的自然景观与人

文景观乃至远离地球的外太空形态等物理空间均能够被镜像化至元宇宙当中,形成各自的数字孪

生体。 并且,元宇宙将在虚拟层面淡化与擦除导致人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完成快速便捷的空间位移

的地理界限,从而在虚拟世界中生成一套高精度、高密度的物理空间场景拼图。 在此基础上,当人

以化身形式进入元宇宙后,便能够在工具的辅助下,在点击其他化身发送的地点链接后甚至通过操

纵意念的方式,而以沉浸其中的方式置身于与体验到不同空间的景致与活动,以及实现空间的随意

进入、退出与切换。 简而言之,为了实现空间转移以周游世界的目标,人原本需要依托步行、驾车与

飞行等方式缝合横卧于不同地理空间之间的罅隙,而元宇宙的出现将上述行动简化为“发出位移信

号—等待位移响应—完成位移任务”的人机配合流程。
2. 元宇宙增设与延展社会世界的模拟补充空间

在自然属性上空间供给的固定总量、在社会属性上空间缔造与生产的局限性同人类对于空间

的无限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由来已久[30] 。 元宇宙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空间的再度拓展与重新分

配。 在当前的生活中,诸多服务于社会集体事务的空间与场所遭遇关闭与罢用已然成为常态,而人

为了实现发展诉求所需要依靠的知识学习、技能获取、政治会晤与商务谈判等对于氛围感提出极高

要求的社会活动并不满足于电子屏幕与音响设备同人二分对立的互动模式,因此亟待开拓新的全

息共享空间。 元宇宙内蕴数字孪生技术,具有允许人进行世界编辑与内容生产的开放性。 并且,开
源技术将在元宇宙中蔓延,在开源标准协议的共识达成后,在社区治理结构和争议解决系统的工具

搭建完成后,在元宇宙管理者明确且公平的政策下,数亿用户在元宇宙中利用开源代码维护自己的

社区,开放源代码也因此成为数字居民在元宇宙中进行社会共建、边界拓展和社交活动的基础空间

建构[11] 。 在此前提下,进入元宇宙后,人能够在高速网络、科学数据与空间保护共识的协助与导引

下,根据社会活动的类型、特点与诉求,主动复制、创造和维护与之相契合的空间与场景,从而在物

理空间紧缺而导致部分社会活动停摆的不利情况下,延伸与增加可供使用与信任的虚拟空间,以确

保社会活动顺利进行。
3. 元宇宙提供与铺开意识世界的想象投射空间

根据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可知,在接收到由于参与劳动生产、学校教育与社会交互等活动而

产生的信息刺激后,人会在头脑中构想、描绘与搭建起脱胎于客观现实却并非完全重合于客观现实

的人物、事物、场景与事件等内容,由此筑造起酝酿于、潜藏于与膨胀于人脑的意识世界与想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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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诸多以科幻与魔幻为主题的文学艺术作品皆是人将想象力对象化与延展化的产物。 与之相

比,元宇宙能够为人提供更具自由性与体验性的想象力着色画布与施放空间。 当人进入元宇宙后,
人可以将存储于头脑中的意识作为原则指导与参考凭证,利用内置于元宇宙平台的编辑工具与创

作装备,创造、目击与主导在物理定则、自然规律与外观形态等方面同现实世界相互迥异的想象空

间,从而在使用技术手段将意识世界由内隐状态置换为外化状态的基础上,与之相互交融。

三、元宇宙形成人类社会生活新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 [31] ,科学技术推进生产

力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使用“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改变人

的生产、消费、交通与宗教观念[26]277。 可见,科学技术才是促成人类生活方式变革的“幕后黑手”。
作为多项先进技术紧密嵌套、同向发力的集成产物,元宇宙必将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的劳动生活、
消费生活和精神生活,形成人类社会生活方式新样态。

(一)虚拟劳动成为劳动生活新样态

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

的第一需要!” [32]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劳动将成为满足美好生活的第一需要。 元宇宙可能是促

进劳动从谋生到需要这一重大变革的关键变量,抑或是引导这一重大变革的最大增量。 元宇宙落

地后,劳动生产方式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模拟生产与服务的应用或将更为广泛。
受惠于数字孪生技术与数字主线技术,元宇宙时代通过模拟生产让现实生产流程更优化、成本更节

约、劳动更高效。 数字孪生技术是将现实事物复制粘贴至虚拟世界的技术,数字主线技术是在虚拟

世界中对于现实事物的数字镜像进行分析、测算与模拟的技术。 在这两项技术的支持下,在开展正

式生产之前,依托元宇宙,预先多次启动“模拟生产(服务)工艺与流程—模拟产品(服务)体验—作

出产品(服务)体验反馈—模拟改进生产(服务)”的全过程模拟生产(服务)机制,为正式生产(服

务)提供经验参照与数据参考。 二是虚拟劳动或将受到认可与喜爱。 马克思认为,在物质极大丰富

的社会,劳动将成为一种奢侈品、一种特权。 人工智能正快速提高生产力,机器人加速替代人的重

复劳动,马克思关于劳动成为特权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 而元宇宙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劳动机

会———虚拟劳动成为一种新的劳动样态,与现实劳动一样,成为生命价值的承载体。 元宇宙“全息

孪生”地复制真实社会并再造一个虚实融汇的虚拟社会,给人提供了大量虚拟劳动的机会。 作为未

设定完整剧本的开放世界,每一个个体均可参与其中,开展内容创造、意义生产与环境维护。 元宇

宙不但拓展了劳动的空间,也延伸了劳动的时间,并丰富了劳动的价值与意义。 元宇宙中将布设同

现实世界相一致的法律与伦理体系。 当人进入元宇宙,依托技术工具,生产与传送包括文字、影音、
视频、活动场景、虚拟角色与游戏方案后,可以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从而实现自身原创能力的法理确

证。 元宇宙致力于搭建同现实世界相互联通与融合的经济体系,以及制定数字货币与现实货币的

兑换规则,人所赚得的虚拟酬劳可以兑换为现实货币。 驻留虚拟空间,从事虚拟劳动,或许是未来

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
(二)虚拟消费成为消费选择新时尚

虚拟消费最早始于网络游戏装备这个虚拟商品的售卖,一些玩家时间、能力资源和游戏装备的

分离,如同现实世界生产资料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催生了专门代练账号和打装备的虚拟商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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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全球玩家的游戏虚拟消费连续三年超过 1
 

000 亿美元[33] 。 元宇宙因具备调动全息沉浸感受的

优势而可能会推进虚拟消费的快速增长。 从虚拟消费的类型来看,元宇宙的虚拟消费主要集中于

虚拟生产资料、虚拟资产与虚拟服务的购买。 一是虚拟生产资料消费。 在元宇宙中生产 UGC 以与

平台分成或者出售得利的前提是体力与智力同包括装备、工具与素材等关键虚拟生产资料的密切

结合,而此类虚拟生产资料普遍由平台供给,为了实现虚拟财富的积累与变现,购买虚拟生产资料

是必然选择。 二是虚拟资产消费。 化身与分身的头像等装饰品等价于人在元宇宙中的“门面”,为
了装扮化身与分身而投入资金似在情理之中。 虚拟土地、虚拟房产与数字收藏品可能是新的消费

增长点。 三是虚拟服务消费。 从当前的线上心理咨询与疏导、虚拟恋人陪聊等虚拟情感服务来看,
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疏离感,而元宇宙的共享氛围能够促进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共感

共情。 除了虚拟情感服务以外,在元宇宙中全息实时映射演唱会、话剧与体育赛事等虚拟文娱服务

同样或将受到追捧。 在区块链技术和元宇宙支付规则的助力下,元宇宙将构建起高效、安全、透明

的支付生态,这将会进一步强化人的虚拟消费意愿。
(三)虚拟文化成为精神生活新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

样” [26]72,是作为“原物”的生活决定了作为“像”的意识与精神。 元宇宙以及因其而生发的物质生产

与生活的新模式,将推动改变精神生活的转轮。 一是在娱乐休闲方面,人可以使用工具在元宇宙中

编辑与设定游戏剧本、游戏规则与游戏场景,摆脱传统网络游戏中以设计端为内容主宰的范式;人
勿需舟车劳顿,便能看到全球各地的地理与人文风貌以及外太空景象的数字化孪生体。 二是在社

会交往方面,元宇宙能够扩大线上交友范围与增加线上集会空间,以化身“面对面交互”催动人“心

与心碰撞”,促进“熟人亲密化”“生人熟悉化”。 除此以外,以数据与代码为生成基底与运行基础的

虚拟人类将在技术的支持下大量“涌入”元宇宙,当人向虚拟人类发出信号后,强大的算力将确保人

能够以具有临场感的方式同虚拟人类进行实时互动,并且产生肢体感觉与增强心理感受。 由此不

难预见,许多人会根据自身诉求,购买或者自主编辑虚拟亲人、虚拟恋人与虚拟友人,从而有可能催

生与强化“肉体人类”对“虚拟人类”产生情感依恋的现象。 三是在价值观念理解方面,在元宇宙中,
使用技术手段能够在虚拟层面弥合地理阻隔、夷平年龄界碑、淡化种族差异,将人悉数凝聚与浓缩

于数字空间,人因此可以突破时代限制以置身历史场景、随心切换地点以领略别样风情、主动定制

角色以模拟新鲜生活,对于异域他乡不再隔岸观火,而是置身其中,更加容易接受多元价值观念。
四是在学习方面,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在元宇宙中生成功能完备的数字模拟场所,学习者进入元宇宙

启动学习任务,全息置身于学习场景,多感刺激学习者神经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深度学习。 这些

虚拟文化生活丰富了人类的精神文化,并可能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方式。

四、元宇宙形塑人类思想行为新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

程。” [34]为人的物质活动设置障碍或者提供资源的自然条件、由于人的物质活动开展与发展而形成

的产品生产、资料分配与阶级划分等生活状况,共同决定人在一定时期与一定范围内的交往范式、
思想倾向与行为取向。 因此,当元宇宙以及因其而浮现与养成的生活新内容、新形式与新习惯成为

泛在的社会存在后,人的思想与行为将会发生震荡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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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觉集合下向外探索与向内卷入博弈

元宇宙将促使人的感觉生成机理发生变化。 现实生活中感觉的产生过程是:刺激源作用于感

觉器官,导致感觉器官产生神经冲动;神经冲动沿感觉神经通路传导至大脑皮层,并且经过综合分

析而化为人体的感觉[35] 。 然而,通过智能眼镜、智能头盔与脑机接口等设备进入元宇宙后,感觉器

官的功能会被直接向人脑输送的数字信号所取代,这意味着,人在未接收到来自身体内部与外部的

真实刺激的情况下,便能够在元宇宙状态获得感觉。 加之,元宇宙受惠于数字孪生技术,能够将现

实世界中的自然事物与人文事物以镜面复刻与紧密排列的方式凝聚于虚拟世界中,并且以不同的

场景与事件为基点,而向人脑键入数字信号,这让人可以超越时空限制和个体特征局限,体验到视

觉、听觉、触觉、嗅觉与味觉等多种感觉的综合刺激。 这些感觉可能一方面强化作为元宇宙之原生

模型的物理世界的宏大性与人的主观认识的局限性之间的鲜明对比,从而催生人向外探索未知的

欲望;另一方面,如果人在元宇宙中而非现实世界中率先获取满足自身诉求的特定感觉,那么部分

人则有可能产生将元宇宙前置于现实世界的错觉,由此自愿内卷于虚拟世界、退缩于装备有虚拟世

界入口的场所,弱化对现实世界的主动观照、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 这种感觉导致的向外求索和向

内卷入的矛盾冲突可能引发人类认知方式的深层次变革。
(二)心流体验下沉浸性与沉沦性对垒

米哈里·齐克森米哈里指出,人在从事自身热爱的事业时,将做到全神贯注而不受旁人影响、
只觉时间飞逝而仍旧意趣盎然,这种认真而兴奋的体验被称作心流( Flow) [36] 。 令人醉心于某项任

务而产生心流体验的三项前提条件是:设置清晰的目标、得到及时的反馈、拥有接受与完成挑战的

能力[37] 。 元宇宙的设计同激发心流体验的条件完全耦合:其一,元宇宙中贮藏供人开展多项活动的

场景、影像与工具等资源,能够促使人产生好奇与兴趣,帮助人设定与达成娱乐、学习与社交等目

标;其二,在拟精进的高算力计算机、拟推出的 SORAS 系统[38](随机最优资源配置系统)等硬件软件

技术的支持下,元宇宙能够给予人以低延迟、实时性的行动响应与信息反馈;其三,当元宇宙经由数

字孪生阶段进入数字原生与虚实融生阶段后,利用化身在元宇宙中创造与策划不同于现实世界中

的事物与活动,极具挑战性,但在技术的辅助下又能挑战成功而产生征服感。 这些特征使得人在进

入元宇宙后,十分容易获得忘我投入的心流体验,并导致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沉浸性的心流体验

让人专注、着迷,开展知识学习、技能训练、素质提升时,能够促使“有意义”和“有意思”相统一,人因

此可以沉浸其中、乐在其中;二是沉迷于元宇宙的这种沉浸性体验,不能管控自己的行为、掌控自己

的时间,可能上瘾,犹如当下一些青年人的网络成瘾症,导致人逃避现实生活,在元宇宙的世界里

“愈堕落愈快乐”,沉沦其中而无法自拔。 如何规避沉浸性带来的沉沦性伤害,是元宇宙设计者和建

构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
(三)心理补偿下平和性与偏激性角力

心理学家荣格认为:“补偿理论是精神行为的一条基本法则。 ……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关系也

是一种补偿。” [39] 荣格以现实与梦境为例阐明,当人在现实中感受到缺憾后,梦境将启动对于现实

的补偿程序,使人体会到满足与宽慰。 由此可见,寻求补偿是人类精神与情感的重要流向。 不过,
并非所有人均拥有如电影《盗梦空间》中所描绘的强大控梦能力,梦境补偿时而缺席缺位,时而力度

不足,因此,为网络空间这一相对可控变量赋值是许多人排遣痛苦与获得补偿的行动向度。 作为互

联网的发展趋势乃至究极形态,元宇宙能够以更为完备与妥善的方式执行补偿任务。 由于生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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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原生家庭、实践经验、职业领域与社会身份等因素的制约,人通常在不同程度上背负情感经历的

创痕、怀揣难以实现的愿望与咀嚼计划落空的惋惜。 然而,在元宇宙中,并非所有事件均完全遵循

物理规则、符合时空逻辑与紧贴生活常识,这无异于将叙事的主动权、行动的决策权以至于命运的

书写权交付于进入元宇宙的人及其化身的手上。 在此前提下,人便能够将元宇宙当作据点,按照自

身的诉求而编制化身角色、创设理想场景与开展合意活动,以补偿现实生活中的遗憾。 这样一来,
一方面,人有可能得到压力舒缓、换位思考、情绪宣泄与精神治疗的机会,从而有意愿和有能力拥抱

较为理性平和的心态;另一方面,在元宇宙中获得的补偿亦会锐化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裂

痕,可能导致当人在面对现实世界中的生存环境、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方面时,产生厌弃、排斥与

敌对的情绪态度,甚至采取偏激的行动策略。
(四)目标投影下奋发性与臆想性争夺

通过身份设定、事物建构与场景装饰等手段,借助技术之力,人们在元宇宙中以“可视化”“现实

化”的数字图景兑现期望的、想象的学业目标、职业目标与收入目标。 在虚拟世界中“零距离”接触

与体验目标达成之后的生活样态与状态,能够激发人坚定理想的决心、奋发向上的动力与克服困难

的勇气。 然而,另一种可能也不容忽视。 马克思、恩格斯曾将描摹美好而虚幻的天国、削弱反抗与

斗争意志的反动宗教称作“鸦片” [26]2,同反动宗教一样具有致瘾机制的元宇宙有可能成为新一代

“精神鸦片”。 在现实世界中,人需要经过辛勤奋斗,方能逐步靠近与实现目标;在元宇宙中,人却可

以省略“埋头苦读”“劳心劳力”等努力的步骤,使用技术手段和意念创造,直接通过脑机接口的信息

输入刺激大脑神经而满足人的大多数需要,进入与享受同自身要求无缝对接的“美好生活”,这种激

励的方式与精神致幻剂有类似的效果,容易造成对元宇宙的高度依赖和成瘾[40] 。 于人而言,这种

“美好生活”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吸附力,长期游弋与浸润在元宇宙的虚拟世界,容易以其臆想的成

功与荣耀替代现实生活的成功,这种导向的激励会导致人越发沉迷于虚拟世界,会极大地消解人在

现实世界中奋斗的意志,不愿参与真实的劳动过程,不想在劳动的过程中体验快乐和幸福。
(五)信息群聚下创新性与依赖性较量

元宇宙提供知识产权保护与物质激励,为了赚取虚拟奖励与将虚拟奖励变现,许多人将努力在

元宇宙开展知识与信息创新,信息的新一轮裂变或将伴随着元宇宙的发展而发生。 信息的群聚有

可能成为人在现实与虚拟两个维度中实现实践创新与理念创新的灵感奠基,从而有利于提升线下

线上生活的质量。 当然,信息的群聚亦有可能成为阻塞部分人进行独立思考与自主探索的障碍。
由于生活压力激增、工作竞争加大,人追求效率与节约时间的意识逐渐深化,利用互联网迅速且直

接地获取信息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 元宇宙落地与运用后,人通过诉诸感性的实践经验与整合理

性的学习经验而捕捉、领悟与吸收信息的过程,将进一步被简单化为进入元宇宙、搜索与浏览信息

的过程,并且,在元宇宙中,信息的涵盖范围与所涉种类将更加广阔与多样。 长此以往,部分人有可

能愈加远离系统性的理论学习和理性思辨,愈发依赖显而易见的既存信息,转变为信奉“拿来主义”
的“伸手党”。 或可预期,一部分人将在元宇宙的创新中“快进”,一部分人将依赖元宇宙而“躺平”。

五、结语:元宇宙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元宇宙是现实物理世界在数字虚拟世界的延伸与拓展,是镜像的物理世界与再造的虚拟世界

统于一体的在线数字场域,具有技术叠加性、虚实相融性、具身沉浸性与实时交互性等特点。 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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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人工智能与可穿戴智能设备等软件与硬件技术,元宇宙为时间与空间的结构写下新注

解,赋予人以切身沉浸的方式体验和参与历史事件、在有限的生命时长内体验多种生命类型与提前

预演未来生活的可能性,帮助人在虚拟世界中抽除物理空间的距离界限、在物理空间紧缺的情况下

取得虚拟空间的充分供给与开辟尽情放飞想象力的创作空间。 元宇宙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规划

新跑道,促使劳动生产方式迈向虚实结合,虚拟消费行为趋向进一步流行,精神生活模式走向深刻

化与丰富化。 元宇宙为人类的思想行为提供新转向,驱使人的认知与实践在向外探索与向内卷入、
沉浸性与沉沦性、平和性与偏激性、奋发性与臆想性、创新性与依赖性的冲突中经历波动与嬗变。
在元宇宙的纪元中,机遇与挑战将并立而存。 人类不仅将享受到由元宇宙带来的便捷的事务办理

模式、丰富的休闲娱乐渠道、广阔的知识学习前景与多样的收入增加途径等福利,而且或将遭受到

因内卷于室内而下降的身心健康状况、因沉湎于虚拟幻象而滑坡的劳动奋斗意愿与因元宇宙的启

动、运行与维护而恶化的生态环境等反噬。 元宇宙营造的“沉浸式”体验不是“沉沦式”生活,不能成

为成瘾式游戏生活的借口;元宇宙中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深度虚拟化也不能切断与现实物理世界

的必然联系,元宇宙构建的虚拟身份、虚拟产品、虚拟市场、虚拟交易、虚拟生活、虚拟经济、虚拟人

生等,不能脱离伦理、道德与法律的约束。 为了确保元宇宙能够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益化”功效而非

策动“异化”危机,既需要精进与完善支撑元宇宙实现顺利搭建与节能运转的底层技术,又需要铺设

与夯实防止元宇宙成为道德盲区与法律黑洞的顶层规则。 那么,求索“如何让元宇宙傲立于强大的

技术之上、匍匐于严格的规则之下”这一问题的答案,亦是元宇宙构建者必须直面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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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year
 

of
 

2021 
 

the
 

whole
 

world
 

heard
 

the
 

roar
 

of
 

metaverse
 

which
 

is
 

seen
 

as
 

the
 

stimulant
 

of
 

the
 

capital
 

market
 

and
 

the
 

focus
 

of
 

the
 

academic
 

field.
 

Scholars
 

hold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definition
 

of
 

metaverse.
 

Based
 

on
 

metaverse s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former
 

researches 
 

metaverse
 

can
 

be
 

defined
 

as
 

a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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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ture
 

of
 

the
 

mirror
 

image
 

of
 

the
 

physical
 

world
 

and
 

a
 

recreated
 

virtual
 

world
 

with
 

the
 

help
 

of
 

internet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mart
 

devices
 

as
 

well
 

as
 

supported
 

by
 

the
 

interne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network
 

space
 

and
 

the
 

physical
 

space 
 

metaverse
 

has
 

som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technological
 

superposition 
 

virtual
 

and
 

reality
 

integration 
 

physical
 

immersion
 

and
 

real-time
 

interaction.
 

Like
 

the
 

internet
 

which
 

has
 

been
 

thriving
 

for
 

more
 

than
 

30
 

years 
 

metaverse
 

will
 

exert
 

effect
 

on
 

human
 

society
 

and
 

on
 

the
 

new
 

form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First 
 

metaverse
 

will
 

demonstrate
 

time
 

and
 

space
 

from
 

new
 

aspects.
 

Metaverse
 

will
 

create
 

a
 

new
 

virtual
 

universe
 

which
 

will
 

co-exist
 

with
 

the
 

natural
 

universe.
 

As
 

the
 

virtual
 

twin
 

and
 

extension
 

part
 

of
 

the
 

physical
 

world.
 

Metaverse
 

will
 

simulate
 

the
 

real
 

life
 

and
 

change
 

it.
 

When
 

Metaverse
 

comes 
 

human
 

will
 

gain
 

opportunities
 

of
 

taking
 

part
 

in
 

the
 

past
 

affairs 
 

experiencing
 

limitless
 

possibilities
 

in
 

limited
 

lifetime 
 

rehearsing
 

the
 

future
 

life 
 

replicating
 

the
 

physical
 

world 
 

erasing
 

borders
 

lying
 

among
 

different
 

physical
 

spaces
 

when
 

entering
 

into
 

virtual
 

spaces 
 

harboring
 

virtual
 

spaces
 

as
 

a
 

supplement
 

of
 

physical
 

spaces
 

and
 

obtaining
 

a
 

space
 

where
 

imagination
 

can
 

be
 

embodied
 

at
 

a
 

virtual
 

level.
 

Second 
 

metaverse
 

will
 

form
 

a
 

new
 

lifestyle
 

for
 

human
 

society.
 

As
 

a
 

result
 

of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technologies 
 

metaverse
 

will
 

reshape
 

human s
 

life.
 

Human s
 

labor 
 

consumption
 

and
 

spiritual
 

life
 

will
 

be
 

changed 
 

represented
 

by
 

that
 

virtual
 

labor
 

ma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labor 
 

virtual
 

property
 

and
 

virtual
 

service
 

may
 

become
 

popular 
 

and
 

virtual
 

culture
 

may
 

become
 

a
 

new
 

form
 

of
 

spiritual
 

life.
 

Third 
 

it
 

will
 

shape
 

human 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which
 

present
 

new
 

features.
 

When
 

the
 

lifestyle
 

brought
 

by
 

metaverse
 

becomes
 

universal 
 

human 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will
 

be
 

changed
 

that
 

extroversion
 

and
 

introversion 
 

immersion
 

and
 

degradation 
 

moderation
 

and
 

antagonism 
 

striving
 

and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and
 

dependence
 

meanwhile
 

exist.
 

In
 

the
 

digital
 

world 
 

metaverse
 

will
 

reach
 

an
 

unattainable
 

human
 

society
 

in
 

reality 
 

and
 

become
 

what
 

Marx
 

called
 

the
 

union
 

of
 

free
 

people 
 

in
 

the
 

virtual
 

world.
 

Metaverse
 

is
 

both
 

an
 

opportunity
 

and
 

a
 

challenge
 

for
 

human.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
 

created
 

by
 

the
 

metaverse
 

is
 

not
 

a
 

degenerate 
 

life
 

and
 

cannot
 

be
 

an
 

excuse
 

for
 

addictive
 

game
 

life.
 

The
 

deep
 

virtualiz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metaverse
 

cannot
 

cut
 

off
 

the
 

inevitable
 

connection
 

with
 

the
 

real
 

physical
 

world.
 

The
 

virtual
 

identity 
 

virtual
 

products 
 

virtual
 

markets 
 

virtual
 

business 
 

virtual
 

life 
 

and
 

virtual
 

economy
 

constructed
 

by
 

metavers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ethics 
 

morality
 

and
 

law.
 

To
 

ensure
 

that
 

metaverse
 

can
 

play
 

the
 

role
 

of
 

benefiting 
 

in
 

human
 

society
 

rather
 

than
 

instigating
 

the
 

crisis
 

of
 

alien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and
 

mission
 

for
 

metaverse
 

builders
 

to
 

refine
 

and
 

improve
 

the
 

underlying
 

technology
 

to
 

ensure
 

the
 

smooth
 

landing
 

and
 

energy-saving
 

application
 

of
 

metaverse 
 

and
 

lay
 

and
 

consolidate
 

the
 

top-level
 

system
 

to
 

prevent
 

metaverse
 

from
 

violating
 

morality
 

and
 

laws.
Key

 

words 
  

metaverse 
 

virtual
 

world 
 

new
 

formation
 

of
 

civiliz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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