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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内容概要

作者考察了电子媒介语言与传统交往方式的差异，并认为这种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人感知自我和现实的
方式。当电子媒介进入我们的日常交往时，其语言的多变性引发了意义去中心化，以及自我意识的消
解。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概念中发展出信息方式的概念，并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转变是
和从生产方式转向信息方式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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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精彩短评

1、还不错～不过有很多地方不是很理解～整体上对于思维的建构还是有帮助的～适合再次阅读～
2、解构主义和后马，视觉文化中的去中性化和碎片化
3、如何理论联系实际
4、要补充对微薄、各种UGC、写作“机器人”等各种新的信息生产、消费方式的讨论。
5、太艰涩
6、經典著作，翻譯得不錯，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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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精彩书评

1、应该说，波斯特的这本《信息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具有启发性的。尤其是，波斯特对当
下电子媒介时代中西方启蒙理性传统瓦解的描述，是极具闪光点的。但是，在这里，也必须支出，波
斯特的论述中仍有不少硬伤。首先是有关概念的。信息方式，是波斯特展开理论阐述的一个重要概念
。虽然，在全书的导论中，波斯特指出，信息方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是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
（the mode of production）的一种借用，但是，也许是出于汉语自身的一些局限性，对这一重要概念的
准确定义，我们并不能理解得很清楚。我们仅仅能从其在书中的有关片段的论述中找到一些线索：
（1）这是一个有关历史分期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显然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最为贴合的。根据
这一概念，波斯特将历史分为口语、书写或印刷，以及电子媒介三个时期。（2）这是一个有关符号
生产、交换的概念。在这里，波斯特显然是将“信息”与“符号”等同了起来，“信息的方式”也就
意味着符号的运作，这关系到符号与人、符号与语境、符号与技术-机器等的关系。事实上，围绕符号
的论述，波斯特站在了后结构主义的立场（而非他自己所宣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当下社会
中的种种现象进行了剖析。在第一章中，波斯特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马克思主义，或至少是西方马克
思主义的影子的。他批判了贝尔所建构的“后工业社会”概念。他指出，（1）贝尔的理论简单将商
品运行的逻辑移用到了信息运行的体系之中，从而在事实上将信息做了“物化（实体化）”处理。
（2）在信息被“物化”处理后，贝尔基于控制论的观点，强调将信息置于“科学”的管理之下，从
而引发了波斯特对“科学-技术”问题的探讨。（3）借助分析马克思与韦伯对“科学-技术”问题的看
法，波斯特力图解释所谓“后工业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趋势。（4）波斯特以哈贝马斯的“符号互
动-交往行动”理论对上述马克思、韦伯等人的论述予以补救。波斯特之所以拿贝尔的“后工业社会”
开刀，作为他首篇批判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想通过批判来廓清其自己的“信息方式”概念
与简单挪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而“后工业社会”概念恰是此类艰难挪用的典型代表
。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引用，恐怕仅止于此。在其后的各章中，波斯特更多是援引了非马
克思主义传统的学者们的理论来对电子媒介环境进行分析。当然，这样的问题部分地是源于波斯特所
采用的叙述策略。为了较为深刻地刻画启蒙理性的瓦解，他不断引入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来证实其观
点——信息方式取代生产方式（或消费主义）成为电子媒介时代中的支配性原则，但是，也正因此，
他迷失于后现代的各种理论之中。而在其中，他更多倚重的则是福柯和利奥塔的理论。通观全书，无
论是对广告、数据库的探讨，还是对电脑书写的描述，抑或微观权力、后现代政治格局的研究，波斯
特所反复申述的电子媒介场景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以下特征：（1）个人/主体的崩溃。由于主体本身是
构建性的，在电子媒介中，主体面临着多重的构建过程，所以，相对的，也就变得更为不稳定。与此
同时，机器的“人化”也让作为主体的人倍感困惑。（2）话语的多元竞争。尤其在论述利奥塔的一
节中，波斯特指出，由科学话语、工具理性等所建构的唯一的叙事体系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更
为多元的话语体系。而这些，无疑更多得自于福柯和利奥塔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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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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