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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赛博空间的文本重构
*

张 屹

(漳州师范学院 新闻传播系
,

福建 漳州 3 6 3 0 00)

[摘 要 ]计算机和互联网构造的赛博空间正引领文学领域的深刻变革
,

这不仅表现在文学的意义诉求转向图像化
、

娱乐

化的狂欢
,

而且也体现在赛博空间对文本类型
、

文本构成及特性的重构上
。

文本类型 的重构 以联网计算机在文本生产中的作

用为标志分为计算机作为作者或合作者生产的文本
,

作为传输谋体生成的文本
,

作为表演空间生成的文本三大类
。

文本构成

及特性的重构
,

如比特化
、

虚拟性
、

多谋体整合性
、

交互性等也与计算机在文本生产中的作用相关
。

赛博空 间对文本领域的种

种重构
,

引导着文本研究
、

文学研究的新方向
。

【关键词】赛博空 间 ;文本 ;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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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
”

是 20 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十 交感幻觉 … …从人体系统的每台电脑存储体中提

分流行的术语
。

就它的使用情况来说
,

其内涵丰富 取出来的数据的图像表示
。

复杂的难以想象
。

一

而不易界定
。

这里
,

将
“

文本
”

理解为运用某种媒介 条条光线在智能
、

数据簇和数据丛的非空 间中延

传达的信息
。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传播技术的革新
,

伸
,

像城市的灯光渐渐远去
,

变得模糊… …
” 。 「s(] lP 40)

都会伴随着新的文本形态出现
,

如 口头文本
、

书写 他后来解释说
: “

这是一个点
,

在这一点上
,

媒介会

文本
、

印刷文本
、

电子文本
。

它们不仅是技术进步 聚在一起并包围了我们
。

它是 日常生活之外的超

的体现
、

世界文明成果的化身
,

而且还带动政治
、

思 级延伸
。

在我所描述的赛博空间中
,

从字面上讲
,

想
、

文化等方面的变革
。

如早期的传播学者英尼斯 你可以用媒介把 自己包裹起来
,

而无须查看你周围

所说
: “

一种传播媒介的长期使用将在一定程度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 ” 「习(前言 ” 3 )

在吉布森之后
,

这一偶然

决定被传播的知识的特性
,

并且认为
,

它的普及性 拼合的词语竟然不胫而走
,

得到广泛认同
,

并衍生

影响终将创造一种文明
,

在这种文明中
,

生活及其 出电脑和数字网络构造的空间的含义
。

伴随着信

变动性将变得非常难以维持
,

一种新媒介的优势将 息科技的进步
, “

电脑网络遍及世界
,

其硬件和软件

成为导致一种新文明诞生的力量
。 ” 「l(] 4P 3 )

麦克卢汉广 揭示了一种虚拟维度
,

既超越又交织于我们的 日常

为人知的
“

媒介即讯息
” ,

也强调
“

任何媒介对个人 生活世界
” 。 日(r] , 。 )目前

,

赛博空间存在多种文本表现

和社会的任何影响
,

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 ;我 形态
,

电脑游戏
、

超文本
、

超媒体
、

虚拟现实
、

交互戏

们的任何一种延伸 (或曰任何一种技术 )
,

都要在我 剧等等
,

这是 以前任何单一媒介都无法提供的
,

它

们的事物中引人一种新的尺度
。 ” 口〕( 3P 3 )

那么
,

与之相 们正 日益改变着我们的读写习惯
、

思维习惯
。

面对

应
,

在文学领域
,

计算机和互联网构造的赛博空间 赛博空间的挑战
,

我们必须首先弄清它的文本构成

正引领文学领域的深刻变革
,

这不仅体现在文学的 变化
、

文本生成机制
,

才能适应这场文本领域的急

意义诉求转向图像化
、

娱乐化的狂欢
,

而且也表现 剧变革
,

以便更深人地研究和利用它
。

另一方面来

在文本类型
、

文本构成及特性的变化
。

对于前者
,

说
,

文本研究也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

文学史的写就
、

学术界已经进行了不少论述
,

而对于后者学术界从 文学理论的提出
、

文学批评的精微无不需要从此人

学理上阐述的不多
,

故本文着重探讨赛博空间的文 手
。

本重构
。

从上文可知
,

赛博空间的形成离不开联网计算

一 文本类型的重构 机的应用
,

因此计算机在文本的生产中具有不可替
“

赛博空间
”

一词 由加籍美裔科幻作家吉布森 代的作用
。

玛利亚
一罗丽

·

瑞安 (M iar
e 一

aL
u er R y an )

在其科幻小说 《神经漫游者》 ( N
e ur o m an

c e r
)一书中 把计算机技术产生 的新的对话形式和文学类型根

最早提出
。

作者在小说中描绘的赛博空间令人神 据计算机的功能使用情况分为三类
:
计算机作为作

往
: “

电脑创意空 间
。

世界上每天都有数十亿合法 者或合作者
,

作为传输媒体
,

作为表演空间
。

操作者和学习数学概念的孩子可 以感受到的一种 首先
,

在计算机作为合作者时
,

它担任三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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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
为人类伙伴输出可 以翻译成文学语言的蓝本 ;

在与用户的实时对话中产生文本 ;对人类制作的文

本执行不同的操作
。

这些项目可能被计划为文学

实验或者被视为对认知文学的贡献
。

作为例证
,

瑞

安举 出可 以生产故事概要的古典人工智能程序如
T al e 一 Sp in (故事编织者 )

、

M NI S T R E (L 吟游诗人 )之

类
,

能够产生人机对话文本的可选性人工智能程序

如 E IL z A之类 (尽管程序完全缺乏理解人类思想的

能力
,

但 E IL z A 的对话仍能巧妙地迷惑用户 )
,

以及

通过搜索数据库而生成的符合条件的文本或者按

照条件对输人的文本进行归类
。 「5〕( 2P 一 4 )

国内也有这

方面 的例证
,

如 自动书写情书的软件
, “

情书生成

器
” 、 “

心跳情书
” ,

自动写作评语的
“

评语生成器
” ,

等等
。

其次
,

在计算机作为传输媒体时
,

瑞安认为相

关文本根本不是写作的新形式
,

而是对业已确立的

文类的电子补充
。

此类中
,

电脑虽然主要是作为传

输通道而起作用
,

但绝非一种被动的媒体
,

而是正

在培育新的阅读与写作习惯
,

它们可能导致电子文

本及其印刷类型之间的风格与实用方面的重要差

别
。

这一类型的文本诸如数字化的印刷文本
、

通过

电脑网络进行的异步传输如电子邮件及互联网社

区的帖子
、

树状小说与合作文学
、

《地点》之类网络

肥皂剧
。

例如
,

树状小说文本可以通过印刷文本或

书写文本实现
,

但是无限网络通讯却促成了它的飞

跃
,

无限网络把地理空间上彼此相隔遥远的人们因

共同的兴趣联系在一起
。

在万维网上现在有很多

树状小说
,

它用电子链接把不同的文本块链接起

来
,

有很多的情节
,

它们的结构不允许回归到重新

的阅读点
,

而且各个路径是不会重合的
。

每一个情

节的分支都与其它的分支分离开
,

因此这比较容易

保持叙事的连贯性和逻辑的统一性
。

这一点与超

文本小说不同
。

就此类文本而言
,

赛博空间的文本

重构作用表现得并不是特别突出
,

如前面提到的数

字化的印刷文本
,

不过就是从纸质文本数字化后进

人赛博空间
,

这类文本是已经确立的文类的电子补

充
。

再次
,

在计算机作为表演空间 (剧院 )时
,

瑞安

认为此类文本不能与电子环境分离
,

因为它旨在探

索电子环境中硬件和软件支持的特性
,

如流动的视

觉展示
、

交互运算法则
、

建构性的数据库
、

随机化能

力
,

以及一种潜在地将文本激活变成独特的表演的

实时操作模式
。 「5〕( p 6一 ,。 )

此类文本如超文本
、

M u D S (多

用户网络游戏 )和 M 0 0 (S 面向对象的用户网络游

戏 )
、

电脑游戏
、

交互戏剧
、

赛博文本 (强调文本的动

态生成 )等
。

这类文本不仅在文本形态上
,

而且在

文本特性上都充分体现出对传统文本的重构
,

下文

对此还将重点论述
。

因此
,

面对赛博空间中文本类型 的复杂多样
,

我们在研究赛博空间对文本类型的重构时
,

可 以以

联网计算机为标志分为
:
计算机作为作者或合作者

生产的文本
,

作为传输媒体生成的文本
,

作为表演

空 间生成的文本
。

这些文本类型的产生离不开具

有人工智能特性的计算机和 网络的动态参与或创

造作用
。

毋庸置疑
,

它们与之前的 口头文本
、

书写

文本
、

印刷文本甚至电子文本等类型迥然有别
。

二 文本构成及特性的重构

赛博空 间的文本重构不只是体现在新的文本

类型的 出现
,

还表现在文本的构成特性方面
。

首

先
,

这些文本都是数字化的 电子文本
,

具有虚拟

性
。

再有
,

作为传输媒体的计算机
,

使文本具有媒

体整合的特性
,

作为表演空 间以及作为作者
、

合作

者的计算机
,

使文本具有交互性
、

多线性的特性
。

这些特性都是对传统文本特性的重构或者说是拓

展
。

比特文本对原子文本的重构
。

赛博空间的文本

是电子 语言的数码化
,

即
“

比特化
” 。

它们
“

没有颜色
、

尺寸和重量
,

能以光速传播
。

它好比人体内的 D N A

一样
,

是信息的最小单位
。 ” 「0(] 24)P 保罗

·

利文森也对比

特化的文本进行了描述
, “

文本一旦进人了计算机的

文字处理软件—
如果那台计算机有调制解调器和

电话连线的话— 就可 以用远程通讯的方式同时向

世界各地无数的地方传送
,

还可 以与数量相当的文

本链接用于参考
、

比较和进一步的思考
” 。 口l(r]

’ 9一 , 20) 这

种文本可 以无限制复制
,

任何人从赛博空间中获得

信息之后都不会降低他人获取同样信息的机会
。

正如马克
·

波斯特所说
, “

语言
、

图像和声音的数字

编码和 电子操作 已经消除了交流中的时空 限制
。

信息复制准确无误
,

信息传输立即完成
,

信息贮存

恒久不变
,

信息提取易如反掌
” 。 「8〕(73F )

由此
,

我们可

以说赛博空间的文本具有虚拟性
,

这是相对于传统

文本的物质性而言
。

正如博尔特所说
: “

电子文本

有这么多层次的推延
,

以致读者和作者根本无法确

认文本
,

它在屏幕上
、

在晶体管记忆上还是在硬盘

上 ?
” 「9]
在赛博空 间中

, “

虚拟的无限性已经取代了神

圣的无限性
,

把未来的外在扩展变成现在的内在

的
·

非物质化的
、

空 间性的扩展
。 , ,

l0[] (lr 47)

正是因为赛博空 间的文本都是经过计算机二

进制转化的文本
,

所以它首先是人机互动的成果
,

不仅如此
,

互动性还是 比特化文本最鲜明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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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艺术研究专家罗伊
·

阿斯科特曾说
: “

新媒体

艺术最鲜明的特质为连结性与互动性
。

… … 网络

与数字科技最主要特点就是为促使观众 (使用者 )

和 作 品进 行 互 动并 介 人 参 与 作 品 转 化 与演

变
。

… …在网络空间中
,

使用者可以随时扮演各种

不同的身份
,

搜寻天涯远方的数据库以及信息档

案
、

渗透到异国文化中
、

产生新的社群
。

在面对和

评析一件新媒体艺术作品时
,

我们要提出的问题

是
:
作品具有何种特质的连结性与 (或 )互动性 ? 它

是否让观者参与了新影像
、

新经验
、

以及新思维的

创造
。 ” 「, ’ ]
这一论述虽然是针对新媒体艺术而言

,

但

是赛博空间中的艺术是新媒体艺术之一
,

所以这一

说法对它同样适用
。

在赛博空间中
,

文本的存在可

以沟通多方面的交互
,

如作者与读者 (虽说赛博空

间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限模糊话
,

但是这里为了

论述之便仍采用了传统之称谓 )
、

作者与电脑
、

读者

与电脑
、

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
。

就具体的文本类

型如网络上的接龙小说
、

超文本小说与诗歌
、

交互

戏剧等来说
,

它们无不是在多向互动中完成的
,

而

且文本本身也具有互动性的特点
,

具有多重链接
,

吸引人们参与其中
。

与交互性紧密相关的赛博文本的另一个特点

就是非线性
。

非线性文本是对线性文本的重构
。

非线性并不是赛博文本的专利
,

如在传统文本中我

国古代的 回文诗
“

回复读之
,

皆歌而成文
” ,

小说里

又有所谓的倒叙
、

插叙手法
,

在电影里有跳接
、

重复

等非线性剪辑
。

但只有到了赛博文本中
,

非线性才

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体现
。

正如新型 电脑文艺作

品
“

软件诗
”

的开发者肯德尔 (R
.

K e n
da ll) 所说

: “

交

互式因素是计算机带给书面文学全新的东西
。

印

张生来是线性的
,

可计算机本质上是非线性的
。 ” 「, 2〕

被称 为
“

超 文本 之 父
”

的纳 尔 逊 (hT
e
od or H ol n

N杰 on )在写作论文《真理
、

人类和选择》 ( rT lu h
,

M an
a n d C h io c e

)时遭受到线性顺序组织复杂思想和观点

的痛苦
,

为此他于 19 65 年提出了
“

非相续写作文本

—
即分叉的并允许读者选择的

、

最好在屏幕上阅

读的文本
。

正如前面流行的构想
,

这是一系列由链

接组合在一起的文本块
,

它能提供给读者不同的阅

读路径
。 ” 「, 3“ ( P3 )

这就是他关于超文本 (H y p e rt e x * )的构

想
,

其实按此理解的话
,

整个万维网本身就是一个

巨大的超文本网络
。

为了对非线性文本有个形象

的认识
,

我们以当今兴起的超文本文学为例予以说

明
。

《下午 》 (A fle m oo n , a sl o yr )是迈克尔
·

乔伊斯

19 8 7 年创作的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超文本小

说
,

该小说首次发行是采用软磁盘的形式
。

1990 年

经过作者的部分修改移人超文本小说大本营
“

故事

空 间
” 。

这部小说包含 53 9 个文本块
,

9 50 个链接
,

由此可见小说情节发展过程的多线性
。 「#l] (” l60) 如作

者所说
: “

这里可能有比你想象到的更多的阅读机

会
。

一个文字在你首次阅读的时候某部分不曾出

现
,

当你再次阅读选择它的时候
,

它能带你到别的

任何地方
,

而且有时这象是朝着另一方向的一个怪

圈
、

一个记忆
。 ” 「, 5〕 ( 1P 92) 另一部经典之作

,

摩斯洛坡

( S*
u a rt M o u l* h r o p )的《维克多花园》 (V i e * o巧 G a r d e n ,

19 9 1 )
,

该小说在结构的安排
、

形式的丰富性和融汇

思想的复杂性等方面都比《下午》更胜一筹
,

共包含

了 9 9 1个文本块
,

2 800 个链接
。 「,司( l3P

’ )
非线性文本不

是只有超文本一种类型
,

此外如交互戏剧
、

交互电

影
、

网络游戏等等
,

都具有典型 的非线性
。

它们都

包含着多种路径或者链接可供用户选择
,

这对之前

的线性模式是一种突破和重构
。

此外
,

赛博文本的多媒体整合性也是不得不提

的一个重要特性
,

传统媒体如印刷文本不可能与电

影
、

电视等电子文本共同出现在同一作品中
。

有了

赛博空间
,

我们可以边看小说
,

边浏览图片
,

边欣赏

音乐
。

在这里
,

人们的视觉
、

听觉
,

甚至触觉以及未

来的嗅觉等方面都将经历一次革命性的洗礼
,

其思

想和观念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变革
。

三 文本研究的新领域

约斯
·

德
·

穆尔在 《赛博空 间的奥德赛 》中说
:

“

赛博空间是主导空 间
,

尽管往往不为人注意
,

但它

却从内部改变了我们的文化
。

… … 我们可 以把赛

博空间比作万花筒
,

每一次转动都是对文化的总体

关系的重新构型
。

赛博空间不仅重构了我们的政

治
、

艺术
、

宗教和科学领域 (仅仅简单举例 )
,

而且还

依次设置了那些互相迥异的空间
。 ” 日〕l(r 4 )

作为文学研

究之基础的文本领域 自然无法逃避赛博空间的重

构
。

在这一重构正在蔓延之时
,

我们必须对其进行

学理的分析
,

以引导它的发展
。

就文本研究来看
,

传统的研究大都将范围限定

在书写文本
、

印刷文本或者模拟性的 电子文本之

内
,

而赛博空间的文本则是一个新的急待开发的领

域
。

英国布朗大学教授兰道先生认为
,

新的电子信

息制度对学者
、

批评家和理论家提出了三个挑战
:

第一
,

正如利奥塔提醒我们的
,

新技术不应被认为

像新方法一样始终不变地应用于作品 ;第二
,

超文

本和其它 电子形式文本对理论提出的问题来 自于

这样一个事实
,

即超文本读者选择 自己的阅读路

径
,

每次都读到不同的文本
,

永远也不可能穷尽所

有的文本 ;第三
,

文本的非再生性
,

这和手稿时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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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

人们难以确定其它人读的文本与自己所读的相

同
。 「, 4“ ( p 3 3一 3 5 )

这些挑战就是本文所讲的赛博文本对当今时

代的挑战
,

它们同时也意味着学术的生长契机
。

就

文学领域来说
:
首先

,

赛博文本对传统文本的冲击
、

对话和交流
,

突破了文艺爱好者和研究者的狭隘眼

界
,

促使他们 自觉利用新工具
、

新方法为其阅读
、

写

作
、

研究服务
。

其次
,

赛博文本为艺术形态的转化
,

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和实践
,

有利于指导艺术新的前

进方向
。

正如上文分析的
,

赛博空间文本是数字化

电子文本
,

其类型别具多样
,

如有计算机作为作者

或合作者生成的文本
,

可 以和用户进行对话
,

可以

写作诗歌
、

情书
、

评语的人工智能程序生成的文本 ;

有作为传输渠道生成的文本如电子邮件
、

博客
、

合

作文学等 ;有作为表演空间生成的文本
,

如超文本

文学
、

交互电影
、

交互戏剧
、

网络游戏等
。

目前国内

学术界对于超文本文学
、

交互戏剧
、

交互电影等体

现赛博文本特性的新类型研究极为薄弱
,

这与它们

蒸蒸 日上的发展状况不成比例
。

总而言之
,

为了更好地引导赛博空 间的文艺
、

文化发展
,

我们要立足于我国赛博空间的实践和经

验
,

追踪其变迁过程
,

并借鉴国外的相关成果
,

从文

本分析等基础性的工作做起
,

逐步构建合理
、

系统
、

与时俱进的文本理论
、

文学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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