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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今元宇宙话题虽然在迅速冷淡，但元宇宙本身却在随着ChatGPT的出现而逐渐走向现实。随着元宇宙

时代的到来，必然会为电商模式带来新一轮的变革，同时也必将造成人们的狂热与痴迷，使人沉溺其中。

因此，文章旨在以元宇宙的引力根源为切入点，剖析元宇宙的魅力之迷，为避免人们沉溺虚拟世界做一

个尝试性的探究。最后得出，以全身沉浸、感官享受、社交娱乐等消费电商层面为主的元宇宙电商模式，

有着人们最原始的精神依托，它所提供的消费服务顺应人们的原始需求，且因元宇宙的特性，让其具有

部分“真”效力。但其最终有可能会化为一抹幻影，因其足以引人狂热的特性，让人沉迷虚拟。然后对

人们进行囚徒式的捆绑，挟持人的主体性。这种情况下人要实现自我救赎，必然得经历一个主体性转

向，这个转向的过程就是人的主体性重塑、自由回归的过程，从而合理把握元宇宙电商模式给人带来

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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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topic of metaverse is rapidly cooling down nowadays, the metaverse itself is gradu-
ally coming into reality with the emergence of ChatGP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metaverse, it 
is bound to bring a new round of changes to the e-commerce model,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bound to cause people’s frenzy and obsession to indulge in it. Therefore, the article aims to take 
the gravitational root of the metaverse as the entry point, analyze the fascination of the metaverse, 
and make an attempt to explore to avoid people from indulging in the virtual world. Finall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etaverse e-commerce model, which focuses on the consumer e-commerce 
level of whole-body immersion, sensory enjoyment, social entertainment, etc., has the most primi-
tive spiritual support of people, and the consumer services it provides are in line with people’s 
primitive needs, and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taverse, it has part of the “real” effect. 
However, it may eventually turn into a phantom, and because of its frenzy-inducing characteris-
tics, it will make people addicted to the virtual world. Then it will bind people in a captive style, 
holding their subjectivity hostage. In order to realize self-redemption in this situation, people 
must inevitably have to go through a subjectivity turn, and the process of this turn is the process of 
remodeling of human subjectivity and the return of freedom, so as to reasonably grasp the con-
venience that the metaverse e-commerce model brings to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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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今，ChatGPT 的火爆显得元宇宙概念已是明日黄花，事实似乎也确是如此，有关元宇宙的诸多项

目相继烂尾，对于元宇宙概念的讨论也在逐渐冷淡，元宇宙似乎正在以一个商业与科技的笑话淡出人们

的视野。但实际上，元宇宙作为一个由众多虚拟技术集成的技术，人工智能是其得以实现的关键技术。

正是鉴于元宇宙与 ChatGPT 的关系，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任爱光认为，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高速演进，有望助推元宇宙的发展[1]。因此，ChatGPT 的诞生，实际上是元宇宙技术的进

一步突破，显然，元宇宙正在以势不可当之势步入现实。而元宇宙作为整合各项新型数字化技术的统摄

性系统，“元宇宙+”是继“互联网+”后的新一轮信息化发展新业态，会推动经济社会的优化升级与全

新发展[2]。 
元宇宙的出现必然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机遇，但人们对于元宇宙的态度似乎也有点过度狂热，

特别是元宇宙所提供的全身沉浸、感官享受等方面的消费商务服务，更是令人着迷。可以说，元宇宙尚

处于技术发展的草创期，但伺服与贡拜它的神坛却已高高垒起[3]。对于这样一场全人类的技术狂欢现象，

难道不值得引起我们的反思吗？元宇宙所提供的全身沉浸、感官享受、去中心化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等消

费服务层面的电商模式，其哲学本质是什么？当其与元宇宙的特性——混淆“真”与“假”之间的界限

结合在一起，又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思想冲击？最终又将会引导全人类走向何处？这场技术狂欢究竟只

是人类集体的意淫？还是有可能真实存在？如果真有可能存在，我们除了要不断克服技术上的困难，还

需做好哪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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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元宇宙消费层面电商服务的诞生及其幻影 

2.1. 元宇宙消费层面电商服务的诞生 

在 2021 年，元宇宙事业突然进入了一个爆发式的阶段。3 月，罗布乐思正式上市，号称元宇宙第一

股。8 月，英伟达公司公布了第一个基于元宇宙的仿真与合作平台。10 月，Facebook 公司宣布将其改名

为“元”。12 月，百度推出了第一款“希壤”，通过邀请代码，用户可以在“希壤”空间中进行超前体

验。“ChatGPT”的诞生，表明元宇宙技术又取得了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元宇宙之所以能够以势不可当

之势走向现实，因为元宇宙技术的诞生并非偶然，它有着深层次的人文原因。首先，元宇宙是人原初虚

拟性延申的结果。人可以在精神世界中虚拟有别于现实世界的东西，随后通过实践使大脑中的“虚构”

之物在现实中呈现出来。在人的原初虚拟性诱导下，人类不断向着虚拟性方向发展。此外，元宇宙还是

西方精英们为对抗虚无感所做的一个努力[4]。自古以来，人们就在为其存在的意义寻求一个终极的保障，

宗教神话就是其寻求的一个结果。但随着宗教构建的神话幻想被近现代科学文化打破，人便再次陷入了

无意义的虚无感的漩涡之中。麦克唐纳的《幻境》中就曾多次表明，这种虚无感就像影子一般一直跟随

着自己[5]。现代科学文化进程在虚无感的压迫下，不断寻求意义世界，最后与人的原初虚拟性结合，为

元宇宙的诞生提供了先天的人文条件。 

2.2. 元宇宙消费层面电商服务的幻影 

元宇宙整合了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全息映射、柔性穿戴、区块链、计算视觉等技术，制造丰富、

逼真的虚拟平行世界[6]。它承诺给全身沉浸，极致的感官体验、去中心化的自由发展、虚拟永生、逆时

空旅行等消费层面的电商服务，虽然极大的满足了人们内心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可能会推动经济社会的

优化升级与全新发展。但元宇宙所提供的这些消费层面的电商服务，却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很有可能

如同一朵绚丽的彩虹气泡，一触及破，化为幻影。元宇宙电商服务所提供的逆时空旅行、虚拟永生。实

际上，始终是以现实世界为母版，时间是人永远无法摆脱的枷锁，元宇宙技术并不能阻止人在现实世界

中的消亡。同时，逆时空旅行，离不开没有现实世界的探究，唯有通过现实世界的考古探究，才能还原

不同时代的场景，以此为母版，才能实现一定意义的逆时空旅行。但元宇宙一出场，就被人们期许着是

一个独立，甚至是超越现实世界之上的世界，显然是本末倒置了。此外，它还以其分布式、去中心化的

社会格局，承诺给人们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完美世界的体验服务。但其背后可能是现实世界的数字封

建主义，现实世界中每个区块链是有主的，元宇宙中的参与者更像是数据领主领地上的数字奴隶，被悄

无声息地剥削劳动成果。此外，Web 3.0 时代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新型交易模式，除促进数字经济市场繁

荣外，还面临法律性质认定与监管缺位的问题[7]。 
最后，元宇宙电商服务承诺的全身沉浸，为参与者提供了极致的感官快感，并且通过混淆虚实之间

的界限，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为“真”，让人们在这样的享受之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但其本质实际上

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真假难辨的反抗。由于对于现实世界真实性的质疑，人们决定尽其所能以虚拟的手

段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真实”世界，实际上也是亲手为自己打造一个牢笼。虚拟世界本质上如同柏拉

图的洞穴，人们在虚拟世界中看到的实际上都是技术的火光对现实世界投影。虚拟性本身就带有一定的

欺骗性，作为沟通之神和语言发明者的赫尔墨斯主导着虚拟性，同时他也是谎言的制造者，常常在应该

给予引导的时候故意误导人们，使各种形式的虚拟世界一直涌动着虚假与欺骗的暗流[8]。这些虚拟电商

服务极可能而导致真理的本质主义消解，享乐主义抬头，最终引诱人们实现对现实世界的集体反叛。 

3. 元宇宙电商消费服务对主体性消解的危机 

人们美好的愿景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元宇宙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剔除了现实世界的不公平，但也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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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存在根本性的不平等，那正是控制与被控制或主动与被动之间的不平等[9]。也就是关乎人的自由、主

体性问题。 

3.1. 虚拟走向了虚无 

元宇宙电商服务提供的全身沉浸、感官体验，其哲学本质其实是“缸中之脑”，源于对现实世界真

实性的质疑。正因如此，西方哲学历来就有寻求事物背后本质的传统，因为人们难以确定现实世界是否

真实。如此，当我们通过计算器给我们大脑输送信息，给我们营造一个虚拟的世界，并且通过技术保证

这个世界能够稳定存在时，这个虚拟出来的世界也许会与现实世界没多大的区别。这种情况下，现实与

虚拟的界限在人们的观念中逐渐变得模糊，现实与虚拟也在逐渐融合。如此一来，元宇宙里面的事情在

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是真实的，比如查尔默斯就认为虚拟现实也是一种真实的现实，虚拟现实里面的对

象以及在这里面所发生的事都是真实的[10]。 
由于对于现实世界真实性的存疑，西方文化中历来就有一种虚无感，元宇宙正是西方精英为对抗这

种虚无感所寻找的一种方法。我们无法知道我们所获得的信息背后的东西是否真实，我们有的只是感觉，

我们能相信的也只有感觉。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全身沉浸的元宇宙就成了人们最后的“救命稻草”，在

元宇宙中，人们能够获得最大程度上的感官的享受。但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已经消

融，对于人们来说，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都是一样的。如此还不如以虚拟世界的原则来生活，

推崇感觉至上。但是，在这时人们却丢失了对于人来说尤为重要的终极关怀，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

能创造技术却难以管控自己的能力，正因如此，人类历来都在寻找一个超越自己的存在来约束自己的行

为。但是，当元宇宙时代来临，人类可以作为自己世界的神，享受着属于神的能力。这时人类心中没了

信仰，有的只是感官上的无尽享受，最终难免会走向虚无主义。 

3.2. 受挟持的人类主体性 

近现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文化逐渐与人文文化发生了分裂，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

断进步，这样的分裂越来越大，到最后科学文化已经有了挤压人文文化的趋势。芒福德首先意识到技术

逻辑对于人文的挟持，他提出了“巨机器”的概念，人被技术所裹挟，成为其一部分。时钟的使用将人

如同机器一样统一规划，整个人类社会本质上就如同一个巨型机器[11]。同时，在现在的各工厂车间，工

人俨然已经成为了机器的一部分，每天因为各种现实原因而被集置在机器之下。 
在这些传统现代技术的强制拘押下，人已然难以摆脱技术的控制。在着过程中，人能够感知到自己

的主体性正在遭受威胁，并对技术产生抗拒。但元宇宙是顺应人自身最原始的需求而来，是人的原初虚

拟性与对抗自身虚无感的产物，尤其是其提供的消费电商服务，更是让人难以抗拒。元宇宙之所以能够

诱骗人们主动放弃其主体性，仅靠抓住人们的需求感是不够的，人们希望的是真实的满足。因而元宇宙

通过混淆真与假之间的界限，使自己提供的电商服务附有一定真的效力。最终的结果是，尽管元宇宙给

人提供的诸多电商服务并不一定为真，但依然有着致命的魔力，让人自愿受缚于虚拟世界。并且通过其

全身沉浸电商消费服务直接控制着人们的信息来源，以自己的方式，对人们的意识、主体性进行重塑，

最终让人彻底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3.3. 人本质属性的退隐 

元宇宙的诞生除了是人自身最原始的需求的体现，还是其技术万能主义的结果。人们试图利用数字

孪生、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复刻整个现实世界，将现实中的一切还原为数据。但数据并不能复刻

一切，技术也并非万能[12]。康德早就用物自体概念为科学技术的使用范围划下了界限，现实世界的每个

具体事物都是物自体，由于演化的结果，我们只能通过感官来感知有限的信息。但这信息只是事物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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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导致我们所认识到的只是我们所捕获的各种事物属性的拼接。而数据的复刻也只是通过有限

的信息来进行的。因此数据并不能够还原一切，若非要用数据还原现存之物，只会导致现存之物在数据

的描述下失真，最终成为一张张黑白照。 
数据还原主义是现代技术本性的一个真实写照，它不能涵盖一切。相反，它有很强的强制性、排外

性。哈贝马斯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就是人类互动的领域被工具理性所干涉，人们在

交往中只关注利益、方法效率，从而导致了人类其他社会向度的缺失，这样的入侵导致了人类社会单一

化、黑白化。在元宇宙时代，这样的问题将更为突出，技术逻辑不再单单是对人的生活世界的干涉，而

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统治，人在元宇宙所提供的各种电商服务的诱导下，丧失自己的主体性、独立性。最

终元宇宙社会对人的主体性进行了消解，主要表现在元宇宙时代，数据即一切。人的历史不再是仅仅依

靠记忆性的存在，它被数据化。但是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价值取向等精神属性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

抹去了人的历史，也就消解了人的人文价值。人没了象征着自己本质属性的精神世界，就只是一堆数据

性的存在。此时，人工智能成了处理数据的主体，人反倒成了被处理的存在。所以相较于以往的现代技

术只是对人主体性的奴役，将人强制性地拘留在机器前而言，元宇宙将人与元宇宙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进

行了颠覆，人由于成了数据的存在，最后人成为元宇宙所处理的客体。并且对人的主体性进行的是殖民

式的规训，使人迷失自我，然后在迷失之中走向了丧失。 

3.4. 自由危机 

人在与元宇宙的对峙中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成为元宇宙的附庸。当然，元宇宙世界中人的主体性

的退隐，是对于人与元宇宙作为两个独立的客体而言的。对于元宇宙而言，人丧失了属于自己的主体性。

但在元宇宙中，人们在社交、生活、行动等方面都是有着自己主体性的体现，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

着自己想要做的事，只是本质上是元宇宙允许范围内的自由。 
人的自由是在主体性的发挥之中体现出来的，从主体性的发挥方面来理解自由，元宇宙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更大的自由，因为我们确实可以通过元宇宙来克服现实生活所给我们带来的诸多限制。但当

人们意识到元宇宙所给我们带来的自由，是通过牺牲自己相对于元宇宙的独立性的方式换来时，元宇宙

成为高于人类的存在，那么相对于元宇宙本身而言，人就是不自由的。电影《黑客帝国》中的场景就是

鲜明的例子。矩阵中的每个人行为看似都是自由的，可以跟生活在现实中一样生活、娱乐。尽管这一切

看似自由，但是这一幕却总给人一种不自由的感觉。我们之所以会意识到矩阵中人是不自由的，是因为

矩阵中人们的自由其实是建立在更深层次的不自由之上的。在矩阵中，人们所获取的一切信息都是由异

己的存在所给予的。长期以来，人们沉浸在元宇宙电商带来的诸多消费服务之中，所接收的信息都被异

己的东西所掌控，人的意识自然会被控制、塑造，最后引诱我们做出“自由”的选择。所以在元宇宙中，

用户得到的自由只是被资本大环境支配下戴着镣铐地跳舞的自由[13]。 

4. 主体性重塑 

4.1. 自我意识的觉醒 

元宇宙所提供的诸多消费层面的电商服务，可以让我们的感性认识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但相比之

下，人的理性认识却得不到多大训练，如此一来，人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就会失衡。所以在元宇

宙世界降临的前期，人类由于其理性能力的不足，不可避免地会沉浸在元宇宙电商所提供的各种娱乐服

务之中，最终让自己迷失在元宇宙世界。人缺乏与元宇宙给人的感性认识相匹配的理性能力和足够的定

力，去对待如此完美的虚拟世界，人类最终的结果就是背叛现实、迷失自我。正因如此才有学者断言：

“失控将是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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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哪怕在睡梦中，我们也会因为刹那的反观，猛地觉察到自己身处梦境，然后从迷梦中惊醒；哪怕

是被困柏拉图洞穴里面的囚徒，在通过转身之后，也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虚假的世界之中。这是人与生

俱来的超脱性，尽管在多数时候这种性质并不能让人实现自我救赎，但这丝毫不阻碍它的存在。当人们

惊醒自己处在虚幻之中，意识到自己身处幻境，人就要面临一个真正自由的选择了。因为惊醒并意味着

人就能摆脱元宇宙所给我们带来的不利影响，要想超脱出来，还需要一条道路。 

4.2. 命运抉择的十字路口 

人要在迷幻之中实现转身、超脱，仅靠突然的惊醒是不够的，实现超脱还需要人的努力。当人觉察

到自己所处困境时，想要实现超脱还得与周围艰难的环境以及自己的欲望作斗争。所以洞穴里面的囚徒

即便知道自己身处虚幻之中，也还是有人选择留在洞穴，只有少数几个囚徒能艰难地走出洞外。在元宇

宙世界或者哪怕是现实世界中，我们不也如同洞穴里面的囚徒？有的人会选择积极向上的道路，负重前

行，也有人选择安于现状、消极堕落，但这都是人自主抉择的结果。相较于洞穴和现实世界中的各种诱

惑，元宇宙给人的诱惑无疑更为致命。欲望、惰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它并不会随着我们对身体、现实的

摒弃而消失。相反，元宇宙的增强现实等技术所带来的感官享受，无疑会最大限度它刺激人的欲望，让

人很难从中抽离。 
所以在元宇宙时代，当我们觉察到自己深陷元宇宙的控制时，我们就已经站在了抉择命运的十字路

口。是努力与元宇宙的诱惑以及自己的欲望斗争，在艰苦的超脱中回归冰冷的现实世界？还是顺从自己

的消极堕落性，在梦幻的虚拟世界中沉沦？人们在回归现实的时候，难免会遇到挫折苦难，但我们可以

在现实的苦难之中确认自我、增强自我。当人们沉迷虚拟世界时，的确可以从中获得无限的快乐，但这

快乐却有可能是以人类文明的未来为代价的。这样会导致现实世界退隐，人类的未来也将走向歧途，最

终走向绝路。 

4.3. 主体性转向 

人类从虚拟中超脱的过程，无疑会遭受比洞穴中的囚徒更大的痛苦，但这个超脱的过程却是人重新

从元宇宙那里夺回自己主体性的过程，也是实现自由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人逐渐摆脱元宇宙所带来的诱

惑，转向元宇宙自身，最后，在这抽离的过程中将元宇宙技术放回原本属于它的位置，将其作为一个工

具看待。如此一来，元宇宙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而非归属，人类最终实现虚拟向现实的回

归。完成从现实走向虚拟，又从虚拟走向现实的“否定之否定”进程，最终使用虚拟技术助力人类文明

向前发展。在将元宇宙作为工具的使用中，虽然人类对它还是有所依赖，在这一层面上来说是不自由的，

但这种不自由只是和我们平时使用一个具体工具所带来的不自由一样的。如此一来，人实现了自己主体

性的重塑，而元宇宙技术只是作为一个工具的存在，最终借助元宇宙让自己的主体性得到更好地发挥，

让我们获得更大的自由。 

5. 结论 

ChatGPT 的出现，标志着元宇宙技术取得了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对于携势不可挡之势走向现实的元

宇宙，我们有必要对其做好足够的人文反思。元宇宙技术的出现源自人最原始的虚拟性、虚无感，所以

它是顺应人最原始的呼唤而来，使其提供的各种电商服务具有极大的魅力。但对于这样的机遇，盲目的

追捧未必是件好事，反而可能使元宇宙所带来的机遇成为一抹泡影。所以在面对元宇宙所带来的各种机

遇时，我们也要做好面临着挑战的准备。唯有保持人类自身的主体性，控制性的发展元宇宙技术，才能

让元宇宙回归工具性的存在，更好地造福于人。故而我们有必要平衡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使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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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让新兴技术以让人获得一个健全的信息环境与社会环境，以为人的自由、均衡发展提供更好的铺

垫为目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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