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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之间》

内容概要

该书严肃而极富创造性地探讨了虚拟生活的本体论意义。
所谓虚拟生活是指人类在未来利用成熟的虚拟技术，生活在数字技术创造的虚拟世界里，人们浸淫在
这个世界中，就如同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　的世界中。
虚拟的世界和“现实”世界到底哪个更真？
虚拟世界的生活有终极的价值吗?也值得生活于其中的人去捍卫吗？
作者通过哲学上大胆机智的思想实验、细致入微的精妙分析，论证了虚拟生活和所谓“现实生活”一
样真实！
这个观点是如此具有挑战性，势必对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计算机科学具有巨大的对话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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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之间》

作者简介

翟振明在美国获得了工程学和哲学学位，曾任教于美国缪伦贝格学院。该书在美国哲学界引起了广泛
的反响，另一本代表作是《本底抉择和道德理论》(The，Radical　Choice　and　Moral　Theory)，现
任教于中山大学哲学系。n　　　　该书曾于1998年在美国Rowmarl　&　Littlefield出版公司出版，现在
首次在国内出版其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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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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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之间》

精彩短评

1、據聞該書被肯塔基大學用作虛擬實在教學之必讀書目
有幸得以翟老親授簽名～～～藏之
2、太震撼了！看得我毛骨悚然！竟然是98年的著作实在是太超前了！
3、相当有意思啊
4、涉及心灵哲学。作者境界一般，但文字晓畅，思辨明晰，理路很自然顺畅。工科背景，西哲功底
扎实，对AI、VR等前沿思考很深入。
5、高山仰止。必须得再看一遍！！！！
6、很有趣。从现在的VR行业往回看，真的很难得在92年就有这样的洞察力。
7、思想具前瞻性，翻译丢分了
8、老翟是我見過的既絲毫不失哲學氣質，又能將mind、consciousness等哲學話題及倫理學問題與自然
化的科學相結合得如此無縫鏈接的professor。讓我認識到還是在了解一些最基本的前沿物理學常識基
礎上再討論經典哲學問題的必要性啊，雖然最終可以不堅持自然化的道路。
9、居然是TP类的书，被一堆波形仿真，matlab信号处理，人工智能网络的书夹杂着，幸亏被我发现了
10、2016-11-21
11、很有意思的角度，科技带来的“新”问题。
12、盎格鲁撒克逊风格，没干货。垃圾
13、太牛了。一大半没看懂。对人生意义的讨论精彩绝伦。
14、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是一个门外汉而阅读此书，我的建议是快速读过即可，大脑中仅留一些虚拟实
在的词汇即可，作为一本研究性哲学书，你若深究每一个概念会很辛苦，当然除非你对这方面很感兴
趣，不妨与书中介绍的其他书籍一起对照来看。
15、给我人生经历带来重要转折的书，由此转入哲学
16、看了下英文原版的时间，98年，过去的十年不知有何改变。附录很不错。
17、这本书一定要重点看。（下周去图书馆借这本）
18、读起来很清爽
19、崔晓姗于2010年5月21日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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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之间》

精彩书评

1、很多观点其实不苟同，但是能提出这样的思考，作为一个工程学学位拥有者的作者来说，着实不
容易。海外的学位及执教经历，归国后进入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不知道中山大学的工科怎么样，更不
知道国内什么时候，可以让那些脑子里只有0、1的教授们，多关注一些人文社科，在进行科研的时候
，多叩问一下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一名工科生来说，可以按照这样的顺序来阅读以下书籍：一、《虚
实世界:计算机仿真如何改变科学的疆域》约翰.L.卡斯蒂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33898/二、《
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迈克尔·海姆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31796/三、
《有无之间：虚拟实在的哲学探险》翟振明http://www.douban.com/subject/2072973/当然，看这些对自
己的前途似乎没有什么帮助，这是要提前提醒一下的。
2、我现在已经看了一半了，虚拟与现实是对立统一的，未来完全可以把现实虚拟化，也可以把虚拟
现实化。实现这些，我们的世界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相关的应用，在国外做的最好的可以说
是Second Life了，在国内则是HiPiHi，Second Life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对于中国人来说不适合，HiPiHi
则完全是东方文化的体现，虽然现在HiPiHi还没有像网络游戏那样“热”起来，但是在不久的将来，
将对于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希望关注虚拟世界，关注互联网的网友们都
能读一读这本书，因为这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更多3D虚拟世界的信息，大家可以去海皮士社区
（http://www.hipishi.com）去看看，这个网站时刻在关注中国3D虚拟世界的发展。
3、第1个来自flz的评论说他有本错版的此书而这本错版的《有无之间》正在我手里好了我想我还是应
该谈书本身那么开始吧现在是凌晨1点08分我在写一个《有无之间》的书的评论别认为我又跑题了 其
实我在深刻的概括这本书在虚拟和实在间放大有和无的关系A与B是对好兄弟A与B都有各自的老婆A'
，B'A与B商量在漆黑夜里并在A'，B'不知情的情况下置换各自的性伴侣事情很顺利A'在这次不寻常的
经历里发现自己更爱A了（A'伦理观非常正常 并认为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是极其可耻的）在这种情况下
，A与B的行为对A'B'是否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如果有意义 意义在哪里 如果没意义 没有在哪里？对
于虚拟这一题材其实一直是不感兴趣的`由于书错版现象影响到阅读 中间缺失部分总是让我很焦虑 可
能这就是虚拟与实在中产生辨证影响的一个具体说明，如果我报有保守思想我会说虚拟是建立在实在
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如果说还没人能证明这世界是不是一个虚妄的假象 我想我不能做任何肆意妄为的
评论最后我想说翟这个字读“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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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之间》

章节试读

1、《有无之间》的笔记-第85页

        在一切可能的虚拟世界或自然世界中，我们的感知经验必须将空间性和时间性作为所有事物和事
件的基本结构。这是否意味着空间和时间具有同等地位的本体必然性呢？不。空间的存在仅是由于我
们在所有的感知框架中均使用同一套感觉器官；不管是在自然世界还是虚拟世界，我们的按绝器官分
别各自分别接受响应类别的感觉刺激。
但是，如果我们出去一个或更多的感觉器官，我们仍可以具有一系列感知经验。举例说，如果我们是
去视觉，我们的空间感觉就会显著削弱。如果再除去触觉，我们是否还会有空间感将成为一个严重问
题。如果除嗅觉意外其他感觉形式全部消除会怎样呢？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空间感将完全
消失。如果我们不敢十分确定我们的空间感将在何时全部消失的话，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时间感将会
持续下去——只要我们仍在感知，在进行意识活动。因此时间性是完全内在于心灵的，而空间性可能
仅依赖于我们感知框架的某个特性。

2、《有无之间》的笔记-第27页

        如果你认为完全黑暗的感知等同于根本未感知到任何东西，则问题将变成：你的前额或者你的肚
子或者别的部位，他们不是视觉器官，因此一定感知不到任何视觉的东西，它们看到了完全的黑暗吗
？当然没有。否则，由于我们除了眼睛外整个身体总是感知到黑暗，我们将总会感觉到黑暗多于光明
，无论客体世界里有多少光发出。

3、《有无之间》的笔记-第115页

        “但是我不想要安逸。我想要上帝，我想要诗意，我想要真正的危险，我想要自由，我想要美德
。我想要罪恶。”
“事实上”穆斯塔法说，“你是在要求不快乐的权利。”
“正是如此，”赛维吉坚决地说，“我是在要求不快乐的权力。”
——《美丽新世界》

互联网被认为是赛博空间的原始形式，一些网上评论者认为，赛博空间的社会后果同我们对电话使用
是类似的，而同电视的利用相反。电视将集中控制的信息灌输给被动和孤立的观众，而互联网则依靠
使用着提供并分享内容；他们相互配合发布自己创制的多媒体信息。由于资源共享和相互交换是组织
良好的成功的社会参与的特性，一些支持者提出，赛博空间可能有助于恢复被电视严重败坏的必要的
社会活力。

——延伸：所以在进行媒介类比研究时，一定要首先注意到媒介本身的特质是否一致，所以不代表过
去的可以推论现在的。

虚拟实在的祖师爷阿让 拉尼尔说：当人们宁愿花更多时间观看电视时，对社会来说是毁灭性的。此时
他们不再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个人或社会人，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媒体。现在，虚拟实在恰好相反。首
先，它是像电话一样的网络，没有信息起源的中心点。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虚拟实在中由于没有任何
东西是由物理材料制造的，一切诠释由计算机信息构成，因而在创造任何特殊事物的能力方面没有人
能够比其他人优越。因此，不需要录音室之类的东西。当然也可能偶尔需要一个，如果有人拥有更强
大的计算机产生某种影响，再或者有人将拥有一定天才或声望的人召集到一起。但总的来说，就创造
能力而言人与人之间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差别。

4、《有无之间》的笔记-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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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之间》

        当尼采宣称“上帝死了”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在其它诸事物中，神性在欧洲大陆已不再被看做
道德价值的根据。但是如果上帝不是价值的最终根源，那么价值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一般工种只能
认为价值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失去了依托，他们还没有学会在没有了上帝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幕后的
道德立法者时，如何去理解到的价值的意义。对他们来说，如果宗教没有提供生活的意义，则生活就
是无意义的。因此，这些人变成了虚无主义者。

5、《有无之间》的笔记-第48页

        在VPL我们经常玩花样变成不同的生物——龙虾、长翅膀的天使等。在虚拟实在中换个身体比仅
换件衣服更具深刻意义，因为你实际上改变了身体的动力学...虚拟实在的感觉特征完全不同于物理世
界...令人振奋的是想象力的疆界，人们虚构新事物的创造力浪潮...我想为虚拟实在制造像乐器一样的
工具。你能拿起它们优雅地“演奏”实在。你可以用一个幻想的萨克斯管“吹”出一条远方的山脉。

6、《有无之间》的笔记-第29页

        我们发现一个自我的人格不需要也不应该被空间性地定位在某个地方，因为自我能够自己开辟新
的空间性领域，而不必在三维空间中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你怎么能够转移人格？），人
格因此不属于三维空间。故我们可以这样论断：我们的人格同一性能够跨越依据空间性组织我们经验
的不同感知框架而维持其自身的完整性。我们一方面拥有人格同一性这一恒常的基底，另一方面拥有
可改变的容纳杂多的空间性感知框架。

7、《有无之间》的笔记-第155页

        娱乐，可能是虚拟实在流行的第一个公众领域。人们推测，虚拟是在或早或晚将代替电视和电影
。即代替观看，你将参与到故事之中。在这里，虚拟实在扩展部分的发展要比基础部分快得多。因此
，我们在初期仍可以讲虚拟实在经验称为“虚幻的”。

8、《有无之间》的笔记-第40页

        如果我们不能在虚拟世界中进行和自然世界一样的生产（乃至生育）活动，虚拟实在就只能是一
个游戏，无论它如何令人着迷。为了让赛博空间变成我们新的栖居地，我们必须能在其中从事基本的
经济生产活动，这样才能提供我们作为个体或整个人类在虚拟世界中生存发展所必须的物质资料。

这套系统也要求以一种替代性方式将我们自然世界中的人送往别处（实际的旅行），并且使我们能够
通过虚拟接触完成我们现在需要实际上的相互接触或自我接触才能完成的任务。比如，在这个系统中
，如果我们想实际地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躲避一场龙卷风，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不卸掉我们虚拟实
在装备，因为通过虚拟实在和物理实在之间的联系装置，我们可以驱动像机器人、汽车以及飞机之类
的东西将我们送往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或许在虚拟实在中我们仅需简单地按一下虚拟的突发事件按
钮，然后将我们的虚拟手指在地图的某个位置指示器上一点就能完成这一任务。

9、《有无之间》的笔记-第30页

        虚拟实在的发明者之一——阿让 拉尼尔：“它在新的层次上重新创造我们同物理世界的关系，不
多也不少。它不影响主体世界；它不直接同你大脑中发生的事情有关。它仅同你的感官所感知的东西
有关。你感知另一边的物理世界，通过这些装备好的眼睛、耳朵、鼻子、嘴以及皮肤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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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之间》

我们对自然物的实在性习以为常，但对于人造物的实在性却是不太买单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
们通常把实在看成是与我们的存在相对立的。有些人可能认为，由于虚拟实在装置是附加于我们感官
的自然构造之上的，因此它们干预了信息从屋里世界到大脑的正常过程，这种干预导致了某种歪曲。
但是，我们的感官和连结的神经本来就是信息转换装置，用虚拟实在装置进行更多的转换并不能将事
物从“真实的”变成“虚幻的”，如果你认为信号经历的转换阶段越少，感知就越真实，那么减除装
置将使感知比真实更“真实”。但倘若除去你眼球中的晶体——这明显是减除了装置——会使你的感
知更真实吗？晶体除去后，光仍能刺激你的视网膜，你可能还会感知到某些东西。但无论那些东西是
什么，它一定不是清晰的画面。这种模糊不清的感知比真实更“真实”吗？当然不。因此，感知是否
真实同光学信号经历多少转换阶段没有明确关系。

10、《有无之间》的笔记-第35页

        一旦我们利用手动操纵器进入电脑游戏中，我们就超越出这种信息输入/输出模式，因为游戏者在
游戏中不必将他们的意图符号化，他们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类似的方式与电脑互动，而符号化过程
则隐藏在人机相互作用的背后了。因此这不再是上述那种信息输入/输出型的操作模式。

在一个结构稳定的虚拟世界里，存在四种可能的信息输入源不断向我们输送形成我们感知经验的材料
。

第一种，自我信息输入。

第二种，他人信息输入。

第三种，虚拟世界自然过程的信息输入。如果我们想将我们的虚拟世界设计得类似于自然世界，虚拟
实在中的实体必须能够独立于我们的愿望向我们发送输入信息。举例说，如果你不注意保护自己，你
可能会被石头击中，或者被一阵龙卷风吹走：虚拟世界的自然法则正如自然世界的一样。由于这些“
自然”事件仅通过我们穿的紧身衣给我们刺激，刺激的力度依赖于我们事先的设计，因此如果我们不
容许伤害发生，这些“事故”实际上不可能伤害到我们。但是从负的方面讲，由于同样的原因，虚拟
的自然界也不能为我们提供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料。因而，如果我们选择在虚拟世界中生活，我
们必须同虚拟实在的硬件——物理世界发生相互作用，我们必须同我们生理活动所依赖的物理过程发
生因果联系。因此，就需要下一种信息输入。

第四种，物理世界自然过程的信息输入。这种信息输入以数码过程为媒介，因此我们在虚拟世界中感
知到的刺激不一定与实际的刺激类型相同。我们仅需要响应的规律性。当然，在转换的初始阶段，尤
其是当我们相拥这类输入作为引导我们控制无理过程活动的线索时，我们可能会愿意使用较为可靠的
简单模仿转换方式。即，我们让事物出现在赛博空间就像出现在自然空间一样。不过，过了这一阶段
之后，我们可能会希望事物变得更奇妙有趣。这种输入可以与第三种清楚区分开来——那第三种输入
根本没有被连接到同一层次的物理世界的因果链上；因此在这里能够有效地做出反应并与之相互作用
而控制无理过程。

11、《有无之间》的笔记-第29页

        一个电影制片人理应用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器官感知每个角色的身份。这种电影，原则上不可能呈
现亚当和鲍伯的交叉通灵境况以及人们在人际遥距临境中的情形。克服这一困难的唯一可能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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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角色间的某种对话使观众对上述故事达到一定程度的概念性理解。

12、《有无之间》的笔记-第145页

        虚拟实在作为最尖端的技术，无疑隐含这两种危险之源。一个软件中的疏漏或者一个人破坏性的
关闭超级虚拟实在机器，都足以引起整个灾难。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后备系统。我们的当然可以
多建几个虚拟实在机器，但是最终的避难所应该还是自然实在本身，我们不知道它是谁创造的，也不
知道它的“机器”在哪儿，更不知道它是如何运行的。

在狭义相对论中，光速作为一个常数，是测量物理距离的最终尺度，而物理距离又是厚度概念的前提
条件。但是光本身是没有质量的，也不呆在任何地方。它就像宇宙的“道”，所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
东西以及虚无都从那里来，再回到那里去。

13、《有无之间》的笔记-第72页

        七个判断虚拟-现实的规则：
1、一个（不必是视觉的）单独感觉模式内部的一致性：某种“真实的”东西发生在此刻；
2、不同的感觉模式之间相互印证：正在发生的感觉相互协调的东西是“真实的”；
3、在时间持续中呈现规律性：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它”作为“真实的”东西持续着；
4、在空间中的运动性：“它”是外在于“真实”的空间中的；
5、力学合法性：“它”具有承载“真实”变化的空间同一性的守恒律；
6、在变化和已知能量供应之间的相关性：“它”对其它事物有“真实的”影响，并且不会纯粹随机
性地自我创生或毁灭；
7、对人的身体具有相称的因果性实效：能量守恒不是加的而是“真实的”。但这样一个渐次进行的
解构过程的最后结果，是经验主体的本身的终结。

14、《有无之间》的笔记-第17页

        如果不通过感觉器官的外部感知，这两个大脑不可能察觉到自己的位置，大脑不能从内部知道自
己位于何处。

人际间的遥距临境，不必是固定的一对一的对应。我们可以有一个共享大脑和身体的共同体，脑和身
体通过寻则不同的远程通讯频道进行结合，就像我们平常操作电视和收音机一样。头和颈下部分以及
视觉、听觉的信息联系应一起调好一边将两端的大脑和身体连接起来。

作为身体一部分的大脑，被认为是非常特殊的身体器官，因为这个器官以某种方式与人的第一人称视
界发生特殊关系。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以上做的思想实验都把人的身体在颈部分成上下两部分。于
是，有不少人认为，人格同一性就是大脑的同一性。但是，我们讨论到这里，对死的概念的分析，却
有助于驳斥人格同一性就是大脑同一性这一观点。如果一个大脑在某个地方毁掉了，这个死于大脑损
坏的人可以被简化地理解为呆在另一个地方，或者严格地说，在死亡时他/她不在任何地方。因此，那
儿一定不存在所谓人和大脑之间的“同一性”，尽管二者之间具有因果性的必然联系。因此我们可以
重申下面的观点：人作为人不能被说成在任何地方，因为人格不是占有空间位置的某种“东西”（或
者根本不是任何“东西”）。

15、《有无之间》的笔记-第43页

        就像虚拟实在装置的其他部件一样，这些人造性器官不仅是刺激物，同时也是传感器。保罗和玛
丽的身体及动作的信息相互传送到彼此使用的人造性器官那里，人造性器官据此配合保罗和玛丽。由
于从性行为开始到结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实时动态过程，因此上面所说的有节奏配合将使人感到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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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世界中真正做爱一样。

现在我们必须处理一个棘手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在赛博性爱中，如果玛丽和保罗想要个孩子的
话，保罗的精子如何才能射入玛丽的体内。我们知道，由于保罗和玛丽实际上是远远分开的，做爱时
玛丽感觉射入体内的东西不会真的是保罗在那一时刻射出的精液。因此，音乐会后他们的第一次做爱
不可能使玛丽怀上保罗的孩子。但是我们知道，保罗的精液已经射入人造阴道中了。我们还知道镜子
可以在体外存活，甚至可以在精子库存活许多年。因此，现在如果玛丽和保罗决定在他们第一次做爱
后生一个孩子，他们可以通过上节提到的控制装置将保罗的精子运到玛丽那里，在他们做爱后人造性
器中射进去，如此这般。或者，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采用人工受精技术，这样生育过程就同性行为
完全分开了。这种赛博性爱中，玛丽可以选择任何精液状的液体或她喜欢的其他液体代替真正的精液
。他甚至可以在同保罗做爱时，选用其他男人的精液使自己受孕——如果保罗没有正当理由反对的话
。最后，他们还可以真的跑去见面并真的做爱了。在整个做爱过程中，他们可以除下人造的性器官，
而身体的其他部分仍然完全浸蕴于虚拟实在中。

16、《有无之间》的笔记-第37页

        空间是把我们与他人隔开又联系起来的场所。

因为我们可以与他人以某种方式沟通，但毕竟又是从身到心都相互分离的，我们倾向于把这种电子关
联的潜在能力赋予空间性（spatiality），通常称此为“赛博空间”。

超媒介hypermedia

赛博文化 cyber-culture

动画游戏不会停留在玩家加替身的模式水平上。一旦游戏设置成浸蕴环绕的，玩家就能与外在的自然
环境分离出来，而完全进入赛博空间并使赛博空间客观化。游戏中客观化的空间将与玩家自己的视角
透视效果一致。这种人造空间将代替原初的自然空间，并以游戏者的视野为中心，该赛博空间具备了
无限扩展延伸的可能性，而且对游戏者而言，除了在记忆中，不再有其他水平的空间存在，赛博空间
成为唯一被经验到的空间。三维影像将模仿实境，并随游戏者的视角变化而变化，这样游戏者就会感
觉自己的一举一动是独立诊室的世界中的运动。这个世界有使自身不断演化的潜能，并且能想未知领
域无线延伸。它与我们进入赛博空间前所熟悉的那个物理世界在经验上是等同的。

17、《有无之间》的笔记-第8页

        如果你的两种感官类型被以这样的方式转变：原先第二种感官的刺激源现在向第一种感官提供刺
激，反过来，原先第一种感官的刺激源给予第二种感官以刺激，这样你将会出现交叉感知状态。举个
例子，假定我们制造一个类似眼镜的器具，你可以把它戴到眼睛上，这个器具的功能是按照相应的变
量将声波转换成光波。另一方面，我们也制造了一个类似助听器的光波-声波转换器。如果我们带上这
两个小器具，我们将会看到我们通常听到的东西，听到我们通常看到的东西。

18、《有无之间》的笔记-第10页

        交叉通灵境况 cross-communication situation——人的同一性不依赖通常意义上的空间连续性

19、《有无之间》的笔记-第4页

        从本体上和功能上讲，视频眼镜就相当于我们自己的眼睛，紧身服相当于我们的天然肌肤；在两
个世界里，我们能够具有同样合法的基本粒子物理学知识——它们之间没有什么根本性区别使得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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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实在的而人工世界是虚幻的。区别仅在于它们同人类创造性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世界是被给
予我们的，而另一世界则是我们参与创造并有可能选择的。

20、《有无之间》的笔记-第69页

        视觉看到的空间接触，几乎总是同触觉相伴的。一方面是被触觉感知的不可穿透性，另一方面是
被视觉感知的空间连续性，二者相互结合起来促使我们形成对一个物体的空间特性的信念。由于这些
特性至少包含了两种感觉模式的一致，它们似乎占据了首要的本体地位。相反，所谓的“第二性质”
仅被一种感觉模式感知。比如说，颜色作为视觉的部分没有牵连到触觉或任何其它感觉。因此，我能
够通过视觉判断两件物体是相接触的，但是我不能通过触觉判断任何东西是有颜色的。

21、《有无之间》的笔记-第58页

        但是，这种无限无边的空间观念受到严重挑战。相反，爱因斯坦的有限无边空间观念得到了较多
的认同。但是在虚拟实在出现之前，我们不能够经验任何一种这样可能的空间模型。现在，虚拟实在
可以为参观者提供至少两种这类空间模型的经验。第一种模型是空间的最大边界和最小边界融为一体
。参观者将镜头放大，看到物体越来越小的部分，但是在某一点上她跨越了最小部分的门槛。在那一
点上，她的视野同当她将镜头不断拉长到极限所看到的东西一样。现在如果她继续将镜头放大，她的
事业将回到出发点上。

反过来说，她也可以一开始就不断将镜头拉长到同样的门槛上，然后跨越门槛回到她的出发点。在这
里，空间被感知为最大外部边缘同最小内部边缘卷在一起。敲门在于程序的设计：环路两端的内容要
设计成在探险者的旅途中自我变迁但又让她感觉前后看到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阶段。第二个模型更简
单了：参观者一直往前旅行最终回到她的出发点。她的视觉、听觉和触觉都证实了她回到了原来的地
方。

22、《有无之间》的笔记-第28页

        总的来说，我们能够推论，关于空间的有限性、空间的几何学结构等问题并非指向一般所理解的
独立于我们的客体化空间。实际上，它们植根于作为意识本身基本构造一部分的视域之中。只要你的
视域被管线激起并看到各种各样的图景，你就会问同样的问题，即使你从一开始就被关在一个密室里
。

23、《有无之间》的笔记-第58页

        选择感知框架的可能性。按照我们在第一章提出的对等性原则，我们在自然世界的经验感知是建
立在我们偶然持有的感觉器官基础上的。但是我们往往倾向于认为世界就是我们感知的那样自在地存
在。浸蕴于虚拟世界后，参观者渐渐意识到存在其他感知框架的可能性，它们可以像我们原有的感知
框架一样起作用，甚至比我们原有的更好。

参观者走出房间，看到直接从门外摄像机传输过来的没有修改过的景象。她也听到直接由麦克风传送
过来的声音。她看见和听到的东西和我们在自然世界看到听到的一模一样。但是，当她转过头来时，
景象角度的变化比自然世界中快了一倍，因为摄像机镜头的变化是按照她转动速度的两倍设计的，这
样，当她的头转动180度时，她的视野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现在她被告知到了交叉感知阶段了：突然，声音信号转化成光信号，而光信号转化成声音信号，这些
都是由计算机按照相应的变量控制的。她开始看到我们听到的东西，并且听到我们看见的东西。当一
辆救火车驶来时，她看见一道炫目的光亮闪过，这是汽笛声转化的结果。当我们看到强烈的闪电后面
跟着震耳欲聋的雷声时，她先听到闪电转化成的雷声，然后看到雷声转化成的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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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感知阶段过后，她现在开始看到和听到更大范围波长的事物：她看到我们所不能看到的只发出紫
外线或红外线的东西，听到已住哪话成正常声音的超声波。

然后，她开始经验事物尺寸的大幅度变化：她被连接到计算机上，在显微镜的帮助下，用“放大镜头
”看和触摸屏幕表面上的凸起和凹陷，在自然世界的人看来那里完全是光滑的。她也能够“拉长镜头
”，在人造卫星信号传送机制的帮助下飞离地球，鸟瞰世界。所有这些变化都应安排在从虚拟到真实
的过渡之间。

24、《有无之间》的笔记-第117页

        这类电影制作者的保守态度，是建立在他们将虚拟实在的人理解为没有思想，整天浑浑噩噩额地
沉湎于电子游戏的人偶的基础上的。

非常粗浅地，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对立产生的根源。对于那些没有进入虚拟是在的人来说，虚拟是在不
过是一种完全使“游戏者”沉迷其中变成“人偶”的电子游戏。对于已经进入虚拟实在的人来说，虚
拟实在本身就是一个自在的纯粹感知和意义的非物质世界，自然世界的硬件装备不过是无意义的物质
材料的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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