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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媒介社会中，认知带宽表征了个体稀缺的认知资源，认知竞争则提出个体有限认知条件下的信息分配问

题，在这一过程中展开了媒介信息供给与用户信息接收的两个主体。媒介对用户有限认知的争夺形成了认知

竞争的效率逻辑，而这一逻辑也面临异化为“认知战”的风险。为解决媒介信息供给与用户接收的矛盾，本文从

个体生理带宽、认知带宽与媒介的中介化互动着手，立足于当下为元宇宙时代人脑认知的延展与高连接度的媒

介提供理论启发。在 4E 认知的观点下，以身体与空间为阐释对象，论述元宇宙下个体认知与媒介在感知空间、
构想空间与生活空间中的协同关系，以期实现个体的积极认知并解放人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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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媒介社会中认知资源的有限

性与信息无限性的矛盾

( 一) 媒介环境的内爆与个人心理

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内爆”( inplosion) 以

及符号的过载，这种过载的信息和符号资源与个

体有限的认知资源相结合，一方面使得个体依赖

于媒介的逻辑形成认知，规训行为; 另一方面也使

得社会按照媒介化的逻辑重构与再组织。麦克卢

汉基于对媒介技术的进化的考察提出了“媒介即

人的延伸”［1］( P． 20) 的观点，新媒介技术产生会形成

新的认知与思维方式，由此形成认知尺度与认知

环境，从而对人的心理机制与社会产生影响。在

这一背景下形成了“内爆”的观点，机械时代人完

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人的中枢神经得

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1］( P． 20 － 21) 并且这种

身体上的延伸对整个心理以及社会复合体都产生

了影响。
内爆的观点强调了“反环境”( anti － environ-

ments) ［1］( P． 28 － 29) 和“时空感 的 悖 论”［2］。具 体 来

说，媒介内爆带来了时空界限的模糊，时间的加速

与空间的多重性，使得现代社会呈现出“脱域”的

特点。时空的同步性与异步性并存也带来了“反

环境”，即对我们所处环境本身的认知。电力技术

下“反环境”的功能使得个体产生了时空感的悖

论，时空的急剧压缩一方面使得个体承受着心理

压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运转的加速，如信息

流的加速和过载。
( 二) 个体有限的带宽形成内爆后的困境

媒介产生于人们对于信息的需要，媒介起到

了延伸、替代人感官的作用，并且通过感官形成的

中介化体验会进一步作用于人的认知与行为。从

媒介的结构与功能来看，人与媒介产生互动的根

本原因在于个体有限的生理和心理认知能力。随

着人机交互、技术身体、智能身体的引入，技术逻

辑已经渗透进日常媒介实践当中，用技术的术语

来看，个体有限的能力可以概括为“带宽”( band-
width) 。在数字设备中，带宽指单位时间能通过链

路的数据量。通常以 bps 来表示，即每秒可传输

之位数。
在生理层面，有学者提出生理带宽的概念，用

它来隐喻媒介争夺用户有限的身体、感官、时间和

注意力。［3］在此处，我们将用户的生理带宽主要界

定为人们有限的身体感官体验。生理带宽是在这

种具身交互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是从具身的角



度考察媒介与人的感官体验。个人的生理带宽与

媒介的关系具有依附性的，囿于自然的限制人的

感官需要依托媒介来进行，基于媒介获得的体验

也在作用于个人的身体、心灵和认知。
在心理学中个体有限的认知资源也被理解为

认知带宽( cognitive bandwidth) 。认知带宽概括了

个人有限的认知资源，指的是信息处理的可用性，

以及个体的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能力。行为经济

学家穆来纳森和心理学家沙菲尔在《稀缺: 我们是

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一书中提到了认知带宽

( cognitive bandwidth) 的概念，它是一种相对的认知

容量，包括两种能力，分别是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力。
带宽的减少会降低“解决问题、保留信息和进行逻辑

推理”的认知能力，同时削弱执行控制能力。［4］( P． 15)

基于信息加工理论，认知资源的有限性将直

接决定个体处理信息的复杂性及信息数量。［5］在

这一过程中由于注意资源与工作记忆的有限性，

“认知带宽”成为媒介信息过载时代的稀缺资源，

进而成为不同媒介竞争的目标，虽然个体假设自

己可以根据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

决策，但是在认知带宽的局限下个体可能将认知

资源集中在最为紧迫的需求上，牺牲其他的目标，

因此个体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沦为被媒介信息所主

导的无意识的大众。
不过，除却客观上信息过载带来的内爆之外，

个体主观上超越现实的欲望与需求也可能导致媒

介交往中的“自反性沉迷”。即当我们理性有限而

行动无限时，人们可能基于生理欲望驱使行动，并

在数字媒介交往中不断强化自反性沉迷。这种自

反性沉迷可能表现在两个层面: 在感性层面上，对

媒介的过度依赖可能导致个体心灵危机; 而在理

性层面上，认知带宽和算法等技术因素可能形成

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进一步导致社会交往的

离散化。［6］

基于此，本研究拟从个体认知与媒介信息分

配之间的矛盾展开论述。认知带宽描述的是个体

认知资源有限，以及有限认知和有限注意条件下

的信息分配问题，这一过程包括信息供给方与用

户信息接收方两个主体。而在媒介环境中，媒介

日益型塑了不同的空间与场所，并允许个体展开

具身传播行为，这些行为背后体现了空间与身体

和认知的互构以及文化的渗透。由此从“身体 －
媒介 － 认知 － 空间”的逻辑展开，首先分析个体有

限带宽下媒介所形成的认知竞争的效率逻辑。其

次，从中介化视角看个体带宽与媒介社会的互构，重

新界定传播研究中受众认知的概念维度。最后，从身

体与媒介空间的互动的视角出发，思考元宇宙环境中

智能技术是否能够摆脱媒介认知竞争的效率逻辑，达

成个体的积极认知。
二、中介化视角下个体带宽与媒介的关系: 媒

介连接与认知竞争逻辑

在个体与媒介的关系中，生理带宽涉及到身

体的居间性，认知带宽涉及到身体与认识、心智和

意识的互动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有学者指出，媒

介并非是简单的、技术性的单一“延伸”，媒介总是

在“居间”，成就的是交互关系。以媒介与人体而

言，媒介是人的连接点，人体也是媒介的连接点，

展现的是技术与人和世界的关联。［7］德布雷也认

为媒介是一种关系而非实体［8］( P． 73) ，从关系性的

角度来看，不同媒介载体承载了不同形式的交往

方式，媒介所形成的竞争逻辑和方式也不同。
( 一) 中介化视角下个体带宽与媒介的演进逻辑

媒介成为个体感知体验世界的中介，在这一

过程中个体与媒介产生了中介化的互动。“中介

化”( mediation) 这一概念指的是两个区分的元素、
成分或过程之间的连接，在这一过程中传播技术

协助了人与人之间中介形态的互动体验，使得时

空的距离化( time － space distanciation) 或时空延展

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人们的体验也被介入的技

术物所型塑和替换。［9］中介化也包含了一种辩证

关系，即技术与其相应的机构驱使特定的传播形

态的同时，这种驱动也受制于历史和社会传统。
由此，中介化辩证关系视角能够阐释个体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媒介交往方式。中介化过程也包括了

技术性、社会性和空间性三重维度( 见表 1) 。［10］

表 1 中介化视角下个体带宽与媒介的演进逻辑

媒介演进逻辑 口语媒介 － 文字媒介 － 印刷媒介 － 大众媒介 － 电子媒介

中介化的演进

媒介技术性 社会性 空间性

工具 － 关系 － 场景
直接社会交往 － 中介化的社
会交往

物质空间 － 虚拟空间 － 虚实融合空间

生理带宽的演进 感官分离 － 感官融合 － 感官重塑
语言传播 － 非语言传播 － 多
模态传播

身体在场 － 身体离场 － 数字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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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演进逻辑 口语媒介 － 文字媒介 － 印刷媒介 － 大众媒介 － 电子媒介

认知带宽的演进
具身认知 － 嵌入认知 － 生成认知
－ 延展认知

社会身份认同与建构 － 情感
与价值认同

直接经验性认知 － 中介化的认知 － 扩展的
想象空间

从技术性的角度来看，媒介构成了技术化的

交流和意义的建构过程。媒介的连接属性逐渐从

过去的信息传递的工具性连接，转变为型塑社会

关系、提供场景互动的中介性连接。在媒介技术

的演进下，个体带宽体现出收紧与释放的弹性过

程，麦克卢汉认为媒介与人感官系统的发展是由

感官分离到感官融合的过程［1］( P． 78)。具体来说，

口语媒介时代听觉与视觉被同步释放，而文字媒

介时代聚焦于视觉，收紧了其他的感官，这一过程

在印刷媒介时代被进一步强化。印刷媒介时代，

被强调的文字印刷媒介使得事物被反复思考与审

视，人的认知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感官被收紧的同

时认知思考空间得到了释放。而在大众媒介时

代，广播、电视、电影的产生释放了人们过去被局

限的生理带宽，在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影响下，大众

媒体在影响个体的注意资源、激活情绪情感、影响

个体记忆以及建构民族的集体记忆方面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电子媒介时代，这种中介化过程超越

了距离，表现为时空的脱域和拟真的交往，个体的

生理带宽得以进一步融合并被媒介重塑。在认知

带宽的维度上，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变迁，认知科学

对认知的理解也在不断进步，认知科学家认为认

知是具身的( embodied) 、嵌入的( embedded) 、生成

的( enacted) 、延展( extended) 和情境的( situated) ，

将心灵看作是大脑、身体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弥合了标准认知科学忽视身体与环境对认知作用

的缺陷。［11］

从社会 性 的 角 度 来 看，西 尔 弗 斯 通 ( Sliver-
stone) 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媒介的模糊性与矛盾性、
物理性、媒介的社交性和媒介伦理起到了中介化

的作用。首先媒介的介入使得社会交往从直接的

交往过程转变为中介化的社会交往。电子媒介的

产生使得同质化的文化生产与分裂化和个性化的

网络社会并存。［12］由此，生理带宽逐渐从过去被媒

介局限的部分生理感官，发展到电子媒介时代的

多模态传播方式，进一步对人体感官通道的叠加

与融合。多模态话语分析能够为分析人类传播行

为背后的话语权力和身份认同脉络中的权力关系

提供可能，体现了其社会性。而在认知带宽的社

会性方面，个体的身份认同在心理学上体现为个

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

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

理历程。［12］从社交的层面来看，卡斯特认为身份认

同是人们获得其生活意义和经验的来源。［13］( P． 5)

由此，媒介的中介化的过程强调了不同的身份认

同的侧面，例如大众媒介时代的更强调社会身份

认同与媒介的建构作用，而电子媒介时代的多模

态传播方式更强调媒介所形成的圈层中群体的情

感认同与价值认同。例如大众媒介时代媒体对

“农民工”形象所建构的社会身份，在一定程度上

给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会中获得文化承认和尊重

带来了影响。［14］而在电子媒介时代，个体的认同更

多是由社交媒体提供的圈层关系所型塑的，例如

“Z 世代”基于游戏社群、知乎社群、豆瓣兴趣小

组、哔哩哔哩等媒介所形成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

同。［15］

从空间性的角度看，社会空间的变迁从物质

空间发展到电子媒介所创造的虚拟空间，以及当

下 VＲ、AＲ 等媒介塑造的虚实融合的空间。其中

生理带宽的变化体现在个体身体的在场到离场，

对传播的理解从意识的交往发展到身体的复归。
例如，身体以技术的方式跨越时空实现在场，智能

传感器通过采集生理信号形成了数字化身体。在

认知带宽层面，个体认知从直接的经验性认知转

变为被媒介所中介的认知，发展到电子媒介创造

出新的时空场景，进一步扩展了个体的想象空间。
在此基础上，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变得模

糊，不同媒介空间所包含的复杂权力关系通过空

间表象影响着个体的认知与情感体验。
( 二) 媒介认知竞争效率逻辑的二重性

媒介竞争逻辑也即媒介社会对受众的争夺，

其主要目的是实现个体态度和行为的转变，而这

一前提是认知，由此媒介的竞争逻辑逐渐从对受

众行为的竞争转向了对受众认知的竞争。由于个

体生理和认知带宽的有限性，媒介的认知竞争就

必须遵循效率逻辑，即在个体有限的带宽之下有

效地使用信息供给与分发满足个体认知的需要。
因此，媒介认知竞争的效率逻辑也就是通过信息

资源配置实现对受众稀缺认知带宽的占有权和认

知占有率的最大化。在信息资源过载情况下，实

现信息“有效触达—影响认知—规训行为”的闭

环，这种认知竞争效率逻辑也体现了信息获取的

便捷性与媒介的干预性。
在认知竞争效率逻辑的正面影响中，基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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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和网络化技术捕捉了个人的数据痕迹，实现

了高效的信息分发机制。媒介从大规模无差别信

息分发到精准化、智能化场景推送，极大地降低个

体获取信息的门槛，同时提升了获取信息的效率。
例如，信息分发从大规模传输到算法主导下“猜你

喜欢”的个性化推送。
不过，媒介的丰富性与连接的多层次导致了

信息爆炸与个体心理的“内爆”。这种信息爆炸在

个体认知加工过程中表现为信息过载下的认知干

扰。从注意资源的层面看，首先，信息过载加速了

注意资源的损耗。具体表现为增加注意力残留抑

制无关刺激耗费更多努力并且降低了人的警觉

性。其次，信息过载损害了注意资源的分配，不同

来源和不同类型的信息“抢夺”用户的注意资源。
最后，从效率的维度看，信息超载引发了信息规避

( information avoidance) ，降低了决策绩效。从工作

记忆的层面看，工作记忆受到认知负荷的影响。
信息的特征与呈现方式会影响个体决策时的认知

负荷，同样信息过载带来的时间压力也会影响个

体决策。［16］例如，研究发现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信

息过载直接影响社交媒体用户的认知反应和情绪

反应［17］，同时信息过载也是社交媒体倦怠的核心

决定因素［18］。
而在这种信息过载与认知负荷的作用之下，

个体的信息加工和决策面临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的

困境，表现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认知加工过

程中。在自下而上的加工方面，行为经济学提供

了依据，穆来纳森认为稀缺会通过自下而上的方

式捕获 注 意 力，行 为 的 发 生 不 再 受 到 意 识 的 控

制。［4］( P． 52) 稀缺会直接减少带宽，此处的带宽并非

与生俱来的带宽容量，而是在特定场景下需要运

用的带宽容量。同样，前景理论也基于“有限理

性”的假设提出个体认知决策的确定效应、反射效

应、参照依赖、损失规避和迷恋小概率事件。
此外，个体在信息加工中出于急于寻求答案

的认知动机也会产生认知闭合需要( need for cog-
nitive closure) 。认知闭合的发生包括夺取和冻结

两个阶段，分别反应了个体紧迫和永久的两种倾

向。在夺取阶段，个体进行快速的问题搜索形成

对目标问题的尝试性假设，在冻结阶段，个体坚持

原有假设并且拒绝新的信息调整原有认知，形成

认知闭合。［19］认知闭合一旦形成也会导致个体的

认知偏差和认知功能失调，并且会进一步激活情

绪和行为的失调反应。［20］这种信息的不确定性使

得个体获取信息更依赖媒介，媒介的认知竞争逻

辑一旦作用于个体决策，个体可能会产生认知闭

合，从而影响群体行为决策。例如，谣言、流言与

群体行为通常在个体认知闭合的需要下产生，由

此引发了集合行为和社会运动。当个体出于不确

定时卷入海量化、迅捷性的信息海洋中，具身的交

互增强了拟态环境，个体的积极认知也就滑向了

认知闭合需要。
除却个人因素，媒体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权力

组织也可能导致认知竞争效率逻辑产生异化。媒

介可能通过强化认知的首因效应和占优权、最大

化认知占有率等方式，使得认知竞争转变为“认知

战”( cognitive warfare) 。例如，在俄乌冲突中，媒

介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通过舆论战、信息战和认

知战，控制个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决策。美国国

防部将信息环境分为物理的、信息的和认知的三

重维度，即以人为中心的认知维度、以数据为中心

的信息维度和可感知的物理环境。认知维度包括

“人民的知识，态度，信念和看法”。正如信息战所

概括的那样“信息战旨在使用和管理寻求竞争优

势的策略，包括进攻和防御行动，通常可以用来描

述较狭义的活动，例如网络运营、认知操控、电子

战、运营安全和军事欺骗”，信息操控日益从数字

信息内化到身体和认知维度。［21］在此背景下，“认

知带宽”这一术语也难以概括媒介背后的权力主

体所传递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
三、从认知带宽到价值带宽: 认知竞争逻辑下

个体带宽的匹配过程

当下，媒介认知竞争的维度也从生理带宽到

认知带宽再到更深层的价值带宽。而媒介对不同

带宽的延展程度不同，生理带宽、认知带宽和价值

带宽应对媒介的认知竞争的方式也各具特殊性。
( 一) 共同体与信任: 价值带宽的引出

在当下媒介环境中，媒介的认知竞争逻辑实

际上还包括了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因此，在认知

竞争逻辑下的个体带宽还包括个人或群体的精神

习惯和思维定式的总和。由此，引出了认知竞争

有效触达的最后一环，媒介对目标个体或群体有

针对性地匹配知识和信息，影响其决策。这些信

息具体包括与个体或群体相关的文化、历史和意

识形态、经验、人际关系等内容。由于这些内容来

自更深层次的受众认知，并且也具有稀缺性和有

限性的特征，因此“带宽”的隐喻也可以表示个体

在媒介环境中有限的认知价值尺度，“价值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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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也就由此引出。
“价值带宽”将个体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从

个体的经验中抽绎出来，从宏观群体和社会层面

探讨认知竞争的维度。价值带宽不仅指受众接受

了信息，同时意味着受众接受了信息的标准、规

则、结构和内涵等价值属性，换句话说，价值带宽

的重塑将对受众的认知结构起到某种程度上的改

造作用。分布式认知进一步佐证了认知中“价值

带宽”这一概念，Hatch 和 Gardner 就教室中的认

知活动提出了分布式认知的同心圆模型( the Con-
centric Model) ，该模型包括了三重维度( 见图 1 ) :

最外层的是文化力，代表惯例、活动和信仰，超越

了特定的情境，影响着个体; 中间层是“地域力”，

强调了特定的本地情境中的资源以及直接影响个

人行为的人物; 最后是“个人力”，代表个体带到本

地情境中的倾向及经验。［22］( P． 164 － 187) 同心圆模型

提出的三种维度包括了文化、地域和个体经验对

认知加工的影响。换句话说，在个体高度依赖媒

介信息的现代社会中，从信息解码到信息匹配再

到行为的过程中，价值带宽归纳了媒介信息在社

会文化和地域、圈层关系以及个人经验层面的影

响。

图 1 分布式认知的同心圆模型

地域的力描述了地域性的资源等物理因素，

媒介社会中的个体并非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人，而

是存在不同圈群中的个体。因此，认知竞争逻辑

下价值带宽的竞争的具体过程是从个体所处的圈

层出发，通过地缘、业缘以及技术影响下的趣缘关

系影响个体的身份认同、价值认同以及情感关系

认同，在网络流动化的圈层中形成“想象的共同

体”与信任。从当下的媒介环境中看，圈层与价值

带宽的关系是一个两种力量的动态平衡过程，一

种力量是单一的、原始的，通过极端价值形成了

“封闭的圈层”; 而另一种力量则是开放性的，可能

导致圈层的过度开放使其失去独特价值。在这两

种极端力量的张弛过程中，自由、平等、信任、开放

的圈层将是媒介技术需要探索的平衡点。
( 二) 绝对带宽与相对带宽: 认知竞争逻辑与

个体带宽的匹配

在媒介对个体带宽的争夺过程中，这一过程

也是自反性的，伴随着个体带宽的重塑和媒介认

知竞争逻辑的重构。德布雷关于媒介的观点也表

明，媒介能够型塑个人心理。具体来说，德布雷提

出媒介域的观点，旨在阐述技术系统、社会组织和

象征系统之间如何建立起社会契约的关系，并且

在特定的媒介域中，形成与媒介域相匹配的集体

心理、信仰和主义。［23］( P． 253)

这种自反性是不同带宽在媒介作用下的匹配

或认知折扣的过程，表现在生理带宽的绝对性、认
知带宽的相对性、价值带宽的响应性和效率性。
在生理带宽方面，绝对性体现在媒介技术的延伸

与截除具有一定的生理限度，例如，通过后天的运

动训练能够实现生理带宽的适当扩张，利用虚拟

现实等技术实现数字孪生、分身接触等，在另一空

间实现生理带宽的重塑。
在认知带宽方面，稀缺理论下认知带宽具有

相对性，认知带宽的重塑主要是与用户的认知结

构相关。如前所述，认知结构是一个系统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认知的不同成分如工作记忆、长时

记忆与信息加工匹配存在多维互动，因此在认知

竞争逻辑下认知带宽的匹配过程也是一个结构性

问题。在认知层面，解决带宽的稀缺问题进而促

进信息匹配主要有两种方式: 其一是在生理层面

扩展带宽; 其二是实现信息的有效分配，减少认知

的结构性盈余。生理层面的带宽扩张是指可以采

取多重感知通道的方式对用户实现感官的全方位

唤起，降低单一感官在信息接收过程中的损耗。
不过，感官通道的多寡与信息接收也会受到其他

变量的影响，例如信息和感官通道的协同、匹配与

场景连接相关。在信息的有效分配方面，信息与

认知结构的秩序化是减少信息熵，促进认知接收

的手段之一。换句话说，有序信息能够简化认知

并且在结构上扩大认知带宽。在认知结构的分配

方面，如果外来信息与知觉、注意、记忆、情感等成

分的匹配存在不平衡性，就会产生认知的结构性

盈余。因此，扩大认知带宽也就意味着信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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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认知结构的系统耦合。
最后，在价值带宽的匹配方面，价值带宽涉及

到对信息的响应性和效率性。吉登斯认为，在人

类暴力和个人无意义的风险环境中，关系与信任

成为被“脱域”的抽象体系中的纽带。信任能够建

立起跨越时空的可信赖互动形式，促进信息的接

收匹配，信任被植于社区、亲缘纽带和友谊的个人

化信任关系之中。［24］( P． 88 － 89) 正如分布式认知的同

心圆所显示的，文化力体现了媒介社会中弱关系

的作用，地域力则是与个人直接相关的强关系，能

够影响个人的认知、态度并且促进行为转变，个人

力体现了个人的基本认知结构。格兰诺维特认

为，强弱关系之间的区隔体现在互动频率、情感强

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维度。［25］强弱关系形

成的社会网络在信息传递和知识共享方面发挥的

功能不同，认知竞争逻辑中价值带宽的适配也是

在解决强弱关系时的结构性匹配。
四、元宇宙时代智能技术与个体带宽的耦合:

媒介协同与主体认知自由

媒介技术在型塑个人认知和行为的同时，个

人也在以认知可供性的方式驯化着技术。因此，

从主体能动性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思考元宇宙环

境中人与技术的耦合是否能够摆脱媒介认知竞争

的效率逻辑，以达成个体的积极认知自由。
( 一) 离身到具身: 元宇宙视域下媒介与个体

认知的协同

面对内爆，麦克卢汉的观点并非如鲍德里亚

一般消极，他认为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其

偏好的感知和认知模式，倾向于为每个人、每件事

规定一些偏好模式。而当下时代人们更厌恶这种

强加于人的模式。［1］( P． 23) 这种模式表现为媒介塑

造个体的认知模式和价值模式，而个体更渴望获

得个人的积极认知自由，形成与媒介的融合共生，

而非中介化的互动。基于个人依赖媒介的现实，

分布式认知的观点对个人认知的延展以及认知与

媒介的协同进化提供了分析框架。在这一观点

下，个体带宽与媒介的互动也从大众传播时代的

中介化的互动转变为元宇宙空间中带宽嵌入、延

展、生成与协同的互动( 见表 2) 。

表 2 大众传播时代与元宇宙未来媒介时代个体带宽的比较

大众传播时代 元宇宙与未来媒介时代

生理带宽 物化身体 智能身体与多元身份认同

认知带宽 认知带宽有限 认知带宽在感知空间、构想空间与生活空间的三重空间中延展

价值带宽 价值带宽作为外部逻辑 价值带宽内嵌于底层架构

分布式认知( Distributed Cognition) 是一个包

括认知主体和环境的系统，是对内部和外部表征

的信息加工过程。［26］分布式认知提出，认知分布于

个体内、个体间、媒介、环境、文化、社会和时间等

之中。［27］与传统认知强调个人的主体作用不同，分

布式认知的框架提出，在媒介化社会中主体与客

体依赖于媒介工具的互动。媒介工具在此处的功

能是扩展认知，减少主体的认知负荷，扩展个体的

生理带宽和认知带宽，并且健全个体的价值带宽。
在分布式认知的框架下，主体与媒介形成了具身

的关系，媒介技术的演进下媒介工具从中介化、干
预性发展到媒介与主体认知的协同演进。这种协

同演进一方面从物理层面扩展带宽，另一方面对

认知结构和认知系统中的结构性盈余进行重新分

配。
近十年，心智预测加工理论在学界产生深远

影响［28］( P． 295) ，这一理论强调了知觉与行动的耦

合，体现出自我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的观点［29］。
当这一过程发生在媒介环境中，实际上就涉及到

“信息触达 － 信息解码 － 信息匹配 － 行为决策”的

耦合过程，信息触达调用了个体的生理带宽，信息

解码和信息匹配过程则涉及到了个体的认知带

宽，以及个体受到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下的

“价值带宽”。在此处的信息刺激触达时大脑会形

成预测加工，调动当下环境形成的生理带宽与过

去经验形成的认知带宽和价值带宽进行预测，之

后生成模型。
( 二) 生理带宽的延展: 从具身中介到多元身

份认同

生理带宽中的身体在传播中起到了中介化的

作用，促进了主体的空间感知和社会认知，并且在

参与社会交往中发挥着文化和政治功能。在元宇

宙视域下，个体生理带宽的延展主要体现在身体

从物化的、肉身的存在转变为基于技术的智能身

体与多元身份认同。
从 4E 认知理论来看，所谓的具身体现了身体

的不同内涵，即“生物身体”“技术身体”“环境身

体”和“意义身体”。［30］而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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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tive AI) 的发展，在生成元宇宙的技术支

撑下，“生成认知”开启了认知科学新的革命性转

向。生成认知强调了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主动作

用，认为人类作为行动者可以主动生成意义世界，

认知是在大脑、身体和环境三者的动态耦合中涌

现出的。［31］( P． 172)

智能身体来源于对生理带宽这样的绝对带宽

的技术性补偿，反映了人类自身与技术体系的深

度连接。在智能身体的实践中，身体的拆解和再

造表现在身体的元件，如身体状态、身体位置、情

绪、人脸、声音等元件数据化。［32］身体的元件化，一

方面弥补了稀缺的生理带宽，它以特殊的方式嵌

入到人类自身的经验现实中，实现了身体元数据

的可测量和可获取。唐·伊德也提出在“人 － 技

术 － 世界”发展的连续系统中“( 我 － 技术) →世

界”的 变 项 体 现 了 一 种 人 与 技 术 的 具 身 关

系。［33］( P． 95)

另一方面，在媒介空间的身体实践中，身体作

为行动者也扮演着中介者和转译者的角色，身体

是精神、物质文化的转译者，身体能够主动建构并

生成意义。智能身体成就了媒介信息的多维度感

知和提取，并且进行有意识地转译，身体改变、转

译、扭曲和修改着媒介信息的意义和元素。这种

转译功能就体现了人对于媒介信息的积极的能动

性，有望摆脱认知竞争的效率逻辑。例如，智能可

穿戴设备中生理数据的识别能够识别人的生理数

据，进而对人提供健康预警等信息，促使个人改变

自己的生活习惯。不过，智能身体在促进生理延

展的同时也扩张了人们的感知需求，而这种对需

求的过度追求也可能造成身心的双重负担，同时，

身体的元件化也可能对认知产生影响。
进一步来说，技术的具身关系也唤起了人们

对技术“透明性”新的期待，即摆脱技术的参与而

重新获得扩展的身体。［33］( P． 81) 这种重新获得的身

体在元宇宙世界中体现为多重的数字化身，以及

主体所建立的多元身份认同。按照元宇宙的技术

期待，数字化身是从具身到离身的转换，个体通过

虚拟身体在元宇宙空间中获得拟具身化的体验，

由此物质身体、智能身体与数字化身三重“身体”
在不同的媒介空间中得以共存。虚拟空间体验成

为现实空间中行为的映射和反射，数字化身在不

断的体验中重构着现实世界的行为。因此，关于

生成元宇宙与数字化身的讨论还需要从化身与身

体，技术身体、环境身体、意义身体的角度来思考。

例如，多重身体带来了多重的主体身份认同，与当

下的物质身份认同不同，元宇宙中的个人更渴望

摆脱技术的中介性，形成全方位逃逸的、游牧的主

体。元宇宙中的主体是摆脱技术的中介性实现游

牧的身份，还是被技术全方位的控制形成数字的

存在，这还需要结合经验性问题来进一步思考。
( 三) 认知带宽与价值带宽的互动: 从感知空

间到构想空间与生活空间

大众传播时代仅仅是把媒介视作辅助认知的

工具，不过分布式认知的观点则强调了“主体 － 媒

介 － 客体”三者之间认知的协同性。对个体来说，

认知扩展可能来自内部与外部两个部分。分布式

认知观点的延展包括了对内部表征( 如心理图式、
神经网络等) 与外部表征( 如物理符号、外部规则

等) 的延展。从内部来看，心理学研究发现减少消

极情绪、利用积极情绪能够延展认知带宽。
从外部来看，个人的身体存在于一定的空间

当中，正如梅洛 － 庞蒂提出的“空间是身体化的空

间”，身体性与空间性的统一是人们获得知觉的习

惯，［34］( P． 196) 并且身体在空间当中建构起认知与社

会文化意义。元宇宙视域下，虚实融合的空间场

景包括时空状态和心理氛围，这一空间不仅包括

了单一的物理空间还包括心理空间与权力关系。
从元宇宙空间来看，其更强调通过媒介工具与主

体的协同关系来匹配和扩展认知。换句话说，元

宇宙是通过特定场景下，媒介场景与主体的匹配

来扩展个体带宽，这种带宽既包括了注意、情感、
记忆等认知带宽，也包括思维、意识形态等价值带

宽。就这一点来看，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三元模

型( 感知空间、构想空间、生活空间) 从主体与媒介

的关系层面出发，能够为元宇宙场景下扩展认知

的方式提供借鉴。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三元模型

从空间的辩证关系角度，对人的异化和身体感觉

的释放提出了批判性思考。他认为空间既不是一

个起点，也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种手段或者工

具，是一种中间物和一种媒介。［35］( P． 29) 在跨媒体时

代有研究者研究了这三元空间模型在媒介化社会

中的演变，具体来说，感知空间强调了媒介技术对

于个人的必要性和适应性，而构想空间能够实现

经验的预演，最后，人们的生活空间实现了社会实

践的常态化，媒介的挪用以价值带宽的形式改变

了社会规范、惯例和期望方式。［36］

就元宇宙的三重空间来看，首先，感知空间是

指人们依据一定空间生产方式对具体场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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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生产和再生产。感知空间是能够被人们感

官所把握的具体的、物质化的空间场所。元宇宙

技术扩展了主体的感官维度，通过增强现实多维

度、沉浸式的感知，主体有望实现以高维的认知视

角关注社会现实，并且以自身的想象和期望来编

辑社会现实空间。不过，元宇宙并非完全脱离现

实世界，体现为地域空间可能以镜像空间和增强

现实的方式存在，赋予了个体对现实空间更丰富

的行为自由度。例如，元宇宙空间中地域化的表

现形式———地图，将以数字化三维交互地图呈现，

其能够与自动驾驶汽车进行交互，并且自动驾驶

汽车的传感器同样可以补充三维地图。
构想空间是关于社会空间的意识形态，是通

过权力和符号编纂构想出的概念化空间。［37］这样

的空间概念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不断生产和复制的

关系网，能够提供一种连接。构想空间对带宽的

延伸体现在媒介所提供的可供性与人认知的结

合，媒介可供性塑造了个体对于社会世界的理解，

并且使得其数字交往行为愈加符合媒介空间的要

求。在元宇宙空间中，构想空间表现为经验的预

演。感知空间的物质性以新的方式融入构想空间

当中，例如身体的姿势、运动、社交手势等在构想

空间中依然存在。个体在构想空间中通过游戏等

方式实现了具身认知与虚拟空间的互动。拟具身

化体验与情绪和注意的预先唤起实现了认知与媒

介的协同，在此处媒介负载了个体的认知，使得个

体对社会现实的体验和感受预先在构想空间中实

现。在元宇宙中情感的维系表现为数字交往中更

深层次的信任与共情，在其中人与机器、人与化

身、化身与化身之间的连接能够在拟具身化的体

验基础上实现“准社会交往”和“媒介等同”的交

往体验。这种经验性的预演在积极程度上能够帮

助个体实现情绪调节、记忆捕捉和行为的延伸，但

是也需要警惕认知竞争的异化，技术在与认知耦

合的同时也促进了监视的自动化，更加隐蔽地实

现宣传目标。
最后，这种认知与经验的预演将作用于现实

生活空间，现实生活空间是一种私人的、想象的微

观的空间。这一空间使得来源于虚拟世界的认知

作用于现实环境，主体认知也在虚拟与现实环境

中被反复修正与确认。在这一环节，价值带宽的

响应性和效率性就发挥了作用。元宇宙空间对价

值带宽的补偿体现在经验预演向现实空间的转化

方面，由于经验预演的空间包含社会关系的再生

产，因此与现实社会的权力结构可能存在不对称

性。元宇宙中的关系圈层更多是基于区块链的非

对称加密、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实现的，这些技

术特征保障了公平、互惠、合作、公民参与等正向

价值的实现。在此前提及的现实圈层的两种极端

力量之间，技术的去中心化保障可能是实现圈层

平衡的一个辅助支撑。
五、结语

“元宇宙”这一概念符号承载了人们对未来媒

介可供性的想象，为人类理解未来社会构造方式

提供了具象化的图景。落脚在元宇宙与个人认知

的框架中，本文力图从媒介、认知与空间的路径中

探索未来媒介如何重构个人认知，拓宽个体的认

知带宽与价值带宽，防止媒介认知竞争逻辑的异

化。与当下媒介时代不同，元宇宙作为一个全新

的社会空间，其所提供的具身交互方式使得个人

的生理带宽、认知带宽和价值带宽得以重塑。而

这一重塑也有望摆脱媒介认知竞争的效率逻辑，

实现个体的积极认知和行为解放。认知自由与行

动自由可以具体化为三重空间的数字交往，而交

往的基础是身体。个体带宽的释放与积极认知相

联结，过去被媒介局限的认知逐渐在三重空间中

延展，媒介与个体的关系从中介化转变为协同交

互。在文化层面，空间实践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文

化意义，底层技术有望为圈层社会交往提供平衡

支点，促进公众社会参与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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