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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面对面交往的真挚

被迫在方寸之间与自己相处，至于无聊或
有趣、享受或厌倦，都是冷暖自知。

但客观地说，“与自己交往这件事”并非所
有人擅长、至少是长时间擅长的行为。好在现在
有互联网，网上又有了社交媒体，让你我还有交
流的权利和条件。 遥想 17年前的上一场大疫，

互联网那会儿虽然谈不上有多新鲜， 但也难做
到随时随地、信手拈来。我的同龄人有些被留在
校园里，几个月时间在学习以外无所事事，只能
面对每日重复的几张、 十几张脸， 谈些陈旧话
题。当时的感受具体如何，因人而异，但我也听
到过不止一个人对那段时间的怀念， 怀念和自
己的独处，也怀念面对面交往的真挚。

这类对早年的怀念， 连带对当下的不满
足———无论是媒介环境，还是社会环境，抑或是
单单说更小范围内的人际交往的不满足， 多年
来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载浮载沉，像伍迪·艾伦在
《午夜巴黎》里丢出的那个引人入胜的问题———

人们所怀念的过往到底是真实存在过的， 还是
干脆是一个白日做梦的幻象， 也长久以来算是
我的长期疑惑。不过，在我审读完《交往在云端：

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这份由“60后”国外学者
所著，“80、90后”国内译者所译的书稿之后，倒
是得到了一个和以往不同的答案。

带着反思的视角冷眼观之

在读到这本书之前，和多数文艺中青年类
似，我的那脑海中存有大量反乌托邦的文艺作
品赐予的对未来的种种悲观遐想，在诸如《黑
客帝国》《黑镜》《西部世界》《爱，死亡，机器人》

等这类文艺作品中，基于一个对糟糕未来世界
的种种残酷的美学设定，针对“交往”抱有的几
乎都是负面的期待———互联网会加深人们的
偏见和隔阂，人类将在虚拟、甚至虚幻的数字
身份背后迷失，真诚不在，真实不在，彼此拥抱
不在，热泪盈眶不在。甚至刚刚拿到书稿、还未
真正翻阅之前，看到《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
人际关系》的书名，我还以为它可能又是一本
对社交媒体、在线交往持批判态度的著作———

当然，事实刚好相反。

一般来说，当人们面对一项新技术之时，会
分为三个派系：一派极乐观，甘当新技术的吹鼓
手，每隔 8年、10年就要吹嘘某某技术“具备划
时代的意义”，好像“时代”这个东西是手机的解
锁条，想划就能划；另一派走向悲观，认为新技
术即使不会让人自取灭亡，至少也会变得可悲、

可笑，这种观点往往和“一辈不如一辈”的习惯
性偏见形成组合， 让很多年岁偏长的人频频怀

念从前“白衣飘飘的年代”；再有一部分人，他们
对新技术既不是热烈拥抱，也不是敬而远之，而
是既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接触， 又留有一定余地
去克制地旁观，不主动、不拒绝、更负责。

《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的作
者南希·K·拜厄姆就是这样一位学者， 把这本
书的翻译稿交到我手中的董晨宇也是这样一位
学者。他们不排斥、甚至可以说擅长应用社交媒
体，但同时又凭借多年的学术训练，对每一种新
诞生的媒介技术手段带着反思的视角冷眼观
之，堪称一群在戏外的高级“吃瓜群众”。这也十
分符合我对互联网时代传播学者的想象———灵
活不盲目，专注不固执，硬核而谦和。

新技术和旧方式的共生

本书的两位译者董晨宇、唐悦哲的译笔相
当不错，我们关于书稿的沟通并不多，因为实
在没有什么硬伤需要我这个编辑反复斟酌的。

在整个书稿的编校过程里，我大概只和董晨宇
老师通过一次邮件，但他的网络身份，对我倒
如同老熟人一般，这还真的暗合了《交往在云
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所描摹的交往路径。

说来我对董晨宇老师线上身份的了解，要
远在与他建立工作交集之前，而建立这些印象
的平台，就是“云端”的文青集散地“豆瓣”。在那
里， 董晨宇老师既是一位偶有吐槽的青年大学
教师，也是位颇有才情的诗人，是位“停更”多年
的民谣词人， 还是位谈不上高产但水平不低的
英文书译者，开过一份传播甚广的传播学书单，

在豆瓣时间音频课里讲“黑镜人生”，还是足球
迷。这一系列的身份标签形成了书中描述的“超
个人传播”，让我在线下的现实生活之外，先行
对这个 ID产生了一些认知。如同南希在《交往
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里描述的跟一位
瑞典乐手 Markus的交往过程一样，这些认知虽
然基于他的网络人格， 但完全没有影响我们在
后来的编辑工作中以各自的专业、 职业身份的
相互合作。我们，或者说我个人，并没有循着技
术决定论者对社交媒体的怀疑观点， 在由中介
化交往到具身交往的身份转换的过程中遇到什
么不适或障碍———而这往往是技术决定论者对
新传播技术感到焦虑的来源。

所以，在读完这本书后，我突然萌生了一个

想法：更偏向悲观的技术决定论，或许才是一种缺
乏安全感所导致的思维定式。毕竟拥抱新生事物，

对于在交往舒适区之内的人是危险的， 而走向极
端的技术决定论， 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有意无意
地忽视人选择的权利和适应的能力， 认为新技术
一诞生，就会彻底把旧方式“吃干抹净”，不存在新
技术和旧方式的共生， 也不承认社会对新技术的
重新“驯化”。这是一种典型的“非此即彼”思维。虽
然这种简单的思维常常被人所揶揄， 但说来其实
也是种依赖惯性的主观选择。 毕竟从认知的角度
来说， 非此即彼这种简单结论容易让我们产生安
全感；而放下手机，走出去和人面对面地交流，比
你拿着手机在微信上发一条 “是社交媒体毁掉了
我们面对面交流的真情实感”，要容易得多。

宽容地面对“新王当立”

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就是“新技术”会让人类
走向完美还是毁灭的争论，文字、印刷术、电视、电
脑，任何一种东西的诞生，都会引发截然相反的观
点交锋。 这两种观点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
素———人以及人自主选择的能力。 一项作为客观
存在的技术摆在那里， 并不是只有使人变好和使
人变坏两条路可走，它在改变人类，人类也在改变
它，这就是《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

里提到的人对技术的“驯化”；再退一步说，就算你
作为个体驯化不了这项技术， 也大可以选择不去
用它。当今社会上不用手机的人大有人在，更不用
说还有人至今拒绝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我们自
己有选择的权利，也要尊重其他人选择的权利，至
于社会有没有创造这种宽容的选择环境， 就是另
一个问题了。

这大概就是南希在书中透露出来的态
度———对技术中立， 但对人类交往保持乐观。这
位拥有春风般温暖笑容的学者，如她微笑本身所
传递出来的友善一般，认为人类的本性还是趋于
“拥抱彼此”。 至于在不同手段中面临的环境、条
件差异，新的交往模式中诞生的误解、隔阂，总是
可以在“拥抱彼此”的努力中被解决掉的。我们的
过度悲观，常常是因为我们把在新的交往环境中
所诞生的误解与隔阂当作交往本身看待，而实际
上任何一种交往模式下都有误解与隔阂，不信你
回忆一下线下陌生人聚会的那些我们早已熟知
的尴尬与社交恐惧———而这些， 并不是交往方

式，而是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对于没有社交网络的时代那些“田园牧
歌”般的幻想最终只是幻想，而解决问题的唯一
办法，只能是宽容地面对“新王当立”的事实，去
尝试新的工作、交往、生活模式，并最终将其驯化
成适合你使用的工具。此事说来容易，做来挺难，

也希望诸君协同努力，拥抱新事物，也在新事物
的帮助下拥抱彼此。

互联网和移动电话颠覆了我们对于自身
和人际关系的许多传统认知。说起它们对生活
的影响，我们既焦虑又兴奋。在《交往在云端：

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中，南希·K·拜厄姆为数
字媒体在人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批判
性的思考框架。

你可能会有疑问：在线上建立的关系可靠
吗？数字媒体会破坏我们的其他关系吗？整体
而言，只有理解了数字媒体的特质，以及发展、

使用它们的社会语境与人际情景，这些问题才
能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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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1911年来临了

回到旅馆，已经很晚了。伍连德还要
整理当天的工作报告， 尽管施肇基没有
要求， 他坚持每天给施肇基发去情况进
展报告。报告写好，命人发往北京。

经过一天奔波的伍连德， 一头倒在
床上，他太累了。躺在床上，他慢慢梳理
着白天所经历的一切，这一天，他马不停
蹄，逐一拜访，但这一天有什么实质性的
进展呢？没有，不仅没有，更多的还是冷
遇与屈辱，中国虽然地域庞大，却积贫积
弱，在列强眼中没有任何地位，是一个十
足的弱国。

这里的民众对鼠疫毫无认识， 很难
自觉防护。哈尔滨是个国际城市，朝廷所
派来的重臣对外交一窍不通， 更可怕的
是不作为，毫无进取心，所有外交事宜都
要靠他一人来协调。 各国领事根本不把
中国人放在眼里， 对中国政府能控制鼠
疫根本不抱希望， 也不准备伸出援手。

俄、 日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会不
会受到损失。更为严峻的是，他几乎是单
枪匹马， 本地除了那两位奉天来的医师
以外，没有任何现代医学人员，也不存在
现代化医疗设施， 北京安排的后援迟迟
没有消息。

鼠疫已经从每天死几个人上升到死
几十个人了，这还只是哈尔滨，整个东三
省就更难说了。 鼠疫到底流传到了什么
地方？他不得而知，能不能控制住？他一
点把握都没有。

窗外响起钟声，1911年来临了。

伍连德有一张珍贵的照片， 那是
1911年 1月拍摄的，他正在哈尔滨傅家
甸第一个鼠疫实验室工作。 称之为实验
室有些抬举了，其实只是一间泥草房，双
层玻璃窗，以一个烧木块的大火炉取暖。

没有恒温箱， 鼠疫菌培养物只能在室温下
生长。没有自来水，稍稍奢侈的是有电灯为
显微镜提供照明。条件实在太简陋了，伍连
德却对其感情很深，因为这里是 1910年鼠
疫防疫的重大突破、重要节点，中国第一例
人体解剖标本就是在这里观察的。 从那时
开始， 伍连德可以有底气地说，1910年哈
尔滨流行的那场瘟疫是鼠疫， 这不仅是一
个医学家严谨、良心、职业道德的所在，更
重要的是为今后的防疫工作找到了大方
向。试想，连疾病名称都没弄清的情况下如
何制订防疫措施？

姚医师已经在傅家甸租用了商会的房
屋。有一天走到楼上，伍连德发现有一间屋
子关着门，就问道：“这里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实验室。”姚医师回答。

“实验室？”伍连德非常奇怪，没想到这
里居然有间实验室。 前几天分离鼠疫杆菌
时， 匆忙之间随意找了一间空屋，消毒了
一下便开始使用了。 早知道这里有实验室
就好了，也许还有些可用的仪器设备。

伍连德问：“谁建立的实验室？”

“是这样，日本派遣了一名医生来哈尔
滨进行瘟疫流行调查， 他借用了这间屋子
做实验。”

终于又有一位同行了， 伍连德非常高
兴， 敲门进去。 里面坐着一个年轻的日本
人， 屋里放置了一些动物学和微生物学的
简单仪器设备。

姚医师给彼此做了介绍。 听说是北京
来的钦差，日本人一脸不屑，直到伍连德自
我介绍毕业于剑桥大学， 并在德国哈勒大
学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专门研修过微生物
学，日本医生才放下了架子，自我介绍受教
于发现鼠疫杆菌的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教
授，受其派遣，专程来哈尔滨调查此次瘟疫
流行情况。

伍连德问起他到哈尔滨后调查研究的
情况。日本医生说，来到傅家甸后，建立了
这间实验室，然后请人捕捉老鼠，他进行解
剖和分析，迄今已经检查了几百只老鼠，在
老鼠身上没有发现鼠疫杆菌， 看来此地流
行的瘟疫不是鼠疫。

伍连德介绍了自己的调查结果， 因为
从病人身上分离出了鼠疫杆菌， 加上临床
症状以及旱獭的因素， 足以证明流行的是
鼠疫。

对此，日本人强烈反对，强调根据现有
的科学成果和理论， 鼠疫是由老鼠经跳蚤
的叮咬传给人。 几乎在以往任何一次鼠疫

流行中，老鼠都起到核心的作用，因此要从
本地老鼠中分离出鼠疫杆菌， 才能证明是
鼠疫流行。

伍连德解释， 这类型鼠疫一开始也许
有老鼠传给人的可能， 现在则完全是从人
传给人，没有老鼠或者跳蚤这个中间过程。

从目前的情况看， 鼠疫应该是从旱獭传给
人的。 现在从病人身上分离出来的鼠疫杆
菌，足以说明问题了。可是日本人一点也听
不进去。 要不是看在对方是剑桥大学医学
博士的份上，他早就冷嘲热讽了。至于中国
防疫大臣的身份，他根本不放在眼里，不要
说接受指挥，协助工作都不可能。伍连德唯
一争取到的，就是能够共用这间实验室。

于是， 两个人在那间实验室里各忙各
的，按照自己的方向努力。一个是号称东方
巴斯德的北里柴三郎的学生， 一个是曾经
在巴斯德研究所进修的剑桥大学医学博
士，在傅家甸的这间实验室开始了较量。

实际上伍连德还有另外一种假设。经
过对非常有限的资料进行分析， 伍连德提
出一个新的名词：肺鼠疫。

当时人们认为鼠疫传播的途径是从家
鼠到人，这是后来所说的腺鼠疫。伍连德认
为这次是另一种鼠疫，应该称为肺鼠疫，是
从人到人，通过呼吸传播的，没有家鼠这个
中间环节。 这是在医学史上第一次提出鼠
疫的分类。这个判断，并没有十分详细的大
量临床资料可以佐证， 而当时迫在眉睫的
局势也不容许他从容求证。

按常理，此事事关重大，主事者一定要
慎之又慎，千万不能出错，甚至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因为一旦出现失误，后果不堪设
想。但此时是非常时期，传染病流行的控制
在于时间，越早越有效，分秒必争。耽误的
每一分钟，都是无数条人命。 主事者必须
当机立断，容不得半点的犹豫。

（十二）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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