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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digital media virtual technology brings certain risks to the body of social individuals.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body has been devalued, become an appendage, and reduced to a secondary status. This secondary status also blurred the 
body	identity,	behind	which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flows.	In	addition,	people	have	begu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ymbols	and	
symbolic	meanings	of	the	body,	as	well	as	the	express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body	in	digital	space,	and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body	has	also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And	these	redefined	digital	body	images	and	experiences	have	enabled	traditional	
boundaries such as gender, race, age, etc. to be broken through, and have also promoted the flow and reshaping of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th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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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介虚拟时代下的身体风险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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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媒介虚拟技术时代的到来，给社会个体的身体带来了一定的风险。身体在当代社会中被贬值，成为附属物，沦落到次
要地位，而这种次要地位的身体也使得身体认同出现模糊化状况，其背后流动着社会的意识。另外，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
身体的符号和象征意义，以及身体在数字化空间中的表达和再现，身体的文化意义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这些重新定义的
数字化身体形象和经验使得传统边界如性别、种族、年龄等得以突破，又促进了身体文化意义的流动和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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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媒介文化时代，人们通过虚拟现实、社交媒体等数字

技术手段创造并体验着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这个世界以数字

化的形式存在，人们主要借助身体感知设备和交互界面与虚拟

环境进行实时互动，但这种虚拟化的身体体验使得人们逐渐失

去了与真实身体的连接，陷入无限的可能性中：当个体沉浸于

虚拟世界时，可能会忘记真实世界的存在，忽略与现实环境和

他人的交互。最终或许会渐渐迷失在那无限的虚拟中，与现实

产生疏离感。而这些风险是先从个体的身体开始的。

2 数字媒介虚拟技术与身体风险

媒介虚拟化指的是通过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等媒介来创

造和展示虚拟身份及其表达形式。这种虚拟化的环境为个体

提供了重新构建身体认同的机会，并改变了传统身体认同的

方式。技术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其催生

的虚拟世界是本世纪最大的变革，这主要得益于“三大巨

头”：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以及社交媒体平台。

这些虚拟化的身体体验和互动在社交媒体中推动了个

性表达，不仅丰富与改变着用户之间的互动方式，也逐渐引

发了一系列个体关于身份认同、虚拟现实与真实世界之间

关系的重新认知。虚拟平台提供了一个极度自由和开放的空

间，提供了更大的场域。此外，为自由表达和实践个体的身

体认同提供媒介虚拟化还为个体提供了与其他人沟通和互

动的机会。通过社交媒体和虚拟社区，个体可以与世界各地

的人建立连接，分享彼此的经验和想法，进一步充实了个体

的身体认同。但是社会只有在解决矛盾中才能进步，对于个

体而言，理解和应对存在的潜在挑战，即媒介虚拟技术所带

来的身体贬值，积极把握媒介虚拟化所带来的机遇，将有助

于实现更加积极健康的身体认同。

媒介虚拟化在个体身体认同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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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对身体形象和性别角色的影响尤为

突出。首先，身体在当代媒介文化时代的价值和地位逐渐发

生了变化。传统意义上，身体被视为是人类的本源和基础，

“身体的肉身性使身体成为存在的根基和本体”①，是人类

的形而上学基础。但由于数字化和虚拟化等因素的影响，身

体逐渐变得次要和附属，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被削

弱。相比之下，虚拟媒介所生成的虚拟身体更受人们的重视

和关注，“信息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脱离了沉重的物质，从而

变得轻盈和敏捷，能以极快的速度跨越空间传播。”②身体

亦是如此。在虚拟平台上，个体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

展示自己的更完美或更独特的身体形象和性别角色，作为一

种方式完成了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这种方式的挑战在于，

虚拟身体形象与真实身份 / 形象之间的关系可能变得模糊不

清。个体在虚拟平台上展示的身体形象和性别角色本质上是

一种选择和表演的结果。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个体在虚拟

平台上塑造的身体认同可能与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存在差异，

这给个体带来了身份认同的困惑和压力。其所自主选择的身

体形象展现出社会话语，也就是说，大众自主选择的结果其

实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选择结果。社交媒体平台的滤镜和美颜

功能会让人们在照片中看到一个虚假的身体形象。这种虚假

形象与现实中的身体形态往往存在差异，但是正是这些形象

构成了社会公认的身体美学标准，身体优劣价值观被颠覆，

人们在盲目借助技术手段追求一种虚假的身体标准时，也在

逐渐失去原创性和自我表达。同时，极高的包容度以及低成

本也意味着更多因素也能轻易渗入，受社会文化和身份政治

的影响媒介虚拟环境中的个体也会更容易被贴上标签、遭受

偏见或面临身份冲突。部分个体的极端主义和仇恨言论在媒

介虚拟时代将得到更为迅速地传播。

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虚拟化使身体形象和性别角色产

生了一种模糊化。在线社交平台上，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展示

自己的形象和性别角色。这种模糊化的影响使得传统的二

元性别观念受到挑战，促进了对性别多样性的认知和理解。

个体可以通过媒介虚拟化来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的限制，创造

出更加多元和包容的身体认同。但是这种多元和包容的自由

并非表面那样的光明，它将强化某种导向。其一，社交媒体

和互联网通过图片、视频等视听媒体展示身体形象和性别角

色。这种视听表演呈现的是经过精心筛选和修饰的形象，强

调外表和形式上的吸引力。这种表演影响了人们对自身和他

人身体形象的认知和理解。人们容易将这些表演视作现实的

标准，导致对自己和他人产生不现实和不健康的期待。其二，

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提供了平台让个人进行自我表演，包括发

布照片、写文字、展示生活等。这种自我表演需要人们塑造

自己的形象和角色，并以此获得他人的认可和关注。个人为

了得到社交媒体上的“喜欢”“分享”等反馈，可能会比现

实生活中更加强调外貌、性别角色等方面，导致对身体形象

和性别角色的过度关注和强化。其三，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

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角色扮演机会。个人可以选择在虚拟世界

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跨越传统性别和身体形象的界限。这种

角色扮演的变化虽然使得社会对于性别角色和身体形象的

认知发生了转变，但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例如，某些人可

能会无法确定自己在性别角色和身体形象上的位置、身体形

象和性别角色歧视的加剧。

3 身体重建与身体文化意义的转变

媒介虚拟时代下，面临极高风险的身体也在经历深刻

的文化意义转变和重新建构。“媒介不只是简单地用于存储

和传播的工具，事实上它改变了人类的感知，塑造了现代人

的听觉、视觉以及思考方式。”③而且“技术形塑了一个技

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世界，这个世界被技术自身的规律

所控制而忽视了既有的传统。”④传统上，身体文化意义通

常与身体的形态、功能、性别等客观属性相关联，而在媒介

虚拟时代，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身体的符号和象征意义，以

及身体在数字化空间中的表达和再现。

首先，媒介虚拟时代提供了新的身体表达和呈现方式。

通过社交媒体、虚拟现实技术和在线平台，个体能够创造

和定制自己的数字身份，以更丰富和多样的方式展示自己的

身体形象。个体可以选择在虚拟空间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改

变自己的外貌特征，甚至超越现实身体的限制。这种数字化

的身体再现为个体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和创造力，促进了身

体文化意义的多样性和个体认同的重新建构。个体在虚拟世

界中利用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等手段的身体创建，

扩展了个体的身体经验和感知能力。个体可以在数字空间中

体验到与现实世界不同的身体感受和交互方式。这种身体经

验的扩展为个体带来了新的感知维度，丰富了身体与世界的

互动关系，并且可能改变个体对于身体和感官的理解。或许

比媒介是身体的延伸更令人震惊的情况出现：虚拟技术是另

一个“我”的创造。其次，媒介虚拟时代也带来了身体的去

物质化和符号化倾向。虚拟社交互动、网络游戏和虚拟现实

技术等让个体能够在数字世界中体验身体的感知和交互，超

越了传统身体的物质限制。个体可以通过数字形象来满足自

身对于身体的表达和认同需求，数字身体成为一种符号或代

理，与现实身体相互关联但又不完全等同。这种去物质化和

符号化倾向使得身体文化意义的转变更加多元和复杂。个体

身份、现实身份与虚拟身份相互交织，呈现出更错综复杂的

关系与状态。这种身体和身份之间的解构和扩展使得个体对

于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新的思考和理解，个体的身份不再

被固定和束缚，而成为一个动态、流动的概念。总之，与传

统的身体文化意义相比，当代媒介虚拟技术所带来的身体重

建使当代身体文化意义更多地呈现出虚拟化、分享化、多元

化等特征。重建身体文化意义的过程中，身体与虚拟空间的

不断融合，数字身体与虚拟空间之间的融合日益加深。这种

多元化背后是自我认同的重新建构，媒介虚拟时代给予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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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建构自我认同的机会。

我们无法回避“人”在媒介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⑤。

若将身体重建放进更大的社会互动层面上，还需考虑社会互

动中边界的流动性。通过数字身体的表达，个体可以探索和

实践不同的身份、角色和社交关系，虚拟空间所支持的新的

社交空间和方式让个体可以在数字空间中与他人进行互动、

交流和分享。这种社交和社会互动的改变使得身体不再仅仅

是真实存在的个体之间的沟通工具，而成为一个更广阔的社

交媒介和互动平台。在媒介虚拟时代，社会互动的边界不再

是固定的、静态的，而是变化的、流动的。在媒介虚拟时代，

个体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和虚拟平台进行身体重建和形象塑

造。这些重新定义的数字化身体形象和经验使得传统边界如

性别、种族、年龄等得以突破，促进了身体文化意义的流动

和重塑。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意愿，通过参与和交流

来主动调整、重塑这些边界。这种身体主权的增强使个体能

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身体重建的过程中。

4 结语

在媒介虚拟技术时代，我们不可否认其对身体风险、

身体文化意义和身体权力所产生的影响。然而，我们也要认

识到媒介虚拟技术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它既带来

了新的挑战和问题，也为身体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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