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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主义理论溯源及其技术人文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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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数据主义代表着大数据时代的一种社会思潮#是人类意识形态上的数据化变革$数据主义的生成逻辑

是文化%技术以及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古至今根植于人类内心对神秘未知力量的崇拜本性是数

据主义生成的文化基石&大数据技术在信息维度上建构的'数据世界(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技术动因&后真相社会

导致盲目崇拜%物性依赖的双重遮蔽环境是数据主义生成的肥沃土壤$而数据主义的思想实质包含了从本体到

实践的思想溯源$在本体论层面#数据主义是'万物皆数(思想的现代化发展&在认识论层面#数据主义是一种经

验主义思想的回归&在价值观层面#数据主义者奉行'数据解决一切(的工具理性至上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数

据主义是一种饱含欺骗性意识形态的技治主义幻想&在思想实践上#数据主义是计算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路径$

数据主义的出现向人类主体性地位发起了挑战#为挽救失落的人文#数据主义应走向'技术人文主义($技术人

文主义下的一切'人
A

技(共生关系都是人类自我存在的新维度#一切数据自由终将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

关键词"数据主义&计算主义&技治主义&后真相&技术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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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存主要强调人类的精神性存在&即享受数字化产品使用和服务的过程&是现实世界通过计算机实现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方式(

"!

早在
@EB#

年&阿尔文)托夫勒#

>,43*:'--,5)

$首次提出!大数据"概念&并称颂大数据的出现和发展是第三次浪潮中的华彩篇章(

参见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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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大数据革命是一场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其颠覆性主要体现在思维方

式的转变(它将人类的思维方式从有限的选择性思维拓展到无尽的整体性思维&从二维的因果关系思维提升到多维的联想思维'它可以实

时-精确-跨国界地动态存储-传输-搜索和处理变幻莫测的数据信息流&用!最丰富的数据还原最真实的世界"&有效降低人类信息检索和处

理的成本(

一%引言"数字化生存与数据主义

伴随着计算机的问世&!数字化"一度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数字教父"尼葛洛庞帝#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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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出了人类的!数字化生存"&

!

!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其中作为

.信息
I=>

/的比特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

0

@

1在接入互联网后&人们开始追求数

据更复杂-更高级的存在形态(于是&数字化逐渐转向数据化发展(数据化的加速转型带来了以数据为

驱动的革命性转变&即大数据革命的出现(

"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大数据革命的到来正在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人类的前进方向(

0

!

1大数据催生的数据世界延伸了人类的感官&社交软件-人工智能同人们的生活愈

发密不可分&与之相关的应用实践均以数据的形式保存-记录和交流(显然&!数据化"的实现程度已成为

当下人类生活便利程度的重要考量因素&!以数据为中心"的观念悄然诞生&数据主义由此涌现(也正是

因为数据主义的出现&使数据本身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大数据技术日益自成系统&数据主义甚至被预言

有脱离人的趋势(人类的主体性在数据世界变为扁平化的数字&造成主体性人文范式的衰落&逐渐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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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类主义的发展路径(

目前&学界关于数据主义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数据主义下的数据崇拜反思&数据的强大

力量使其成为这一时代的新!物神"&能够给予人们合理建议和准确预测的企业将成为数据!教会"&每个

人都可能成为数据的信徒&过度的数据崇拜使人们成为数据的附庸(二是数据主义的伦理问题及治理&

其中最重要的伦理问题就是人与技术的自由关系问题&数据主义下的数据滥用与侵权导致数据巨机器的

出现&进而导致人与数据的关系破裂&人的自由丧失(

! 三是对数据主义进行人文批判&人文主义者认

为&数据主义否定了人之本质价值&人越来越少将自己视为一个完整的人格&使!以人为中心"走向!以数

据为中心"(可见&数据主义已然成为学界的重要议题之一&但现有研究多倾向于对数据主义的问题反思

与批判&关于数据主义的理论研究并不充分&缺乏对数据主义思想的整体梳理与考察(为解决数据主义

理论匮乏问题&更全面地审视数据化发展的进程&从而挽救失落的人文&本文试图在大数据革命的时代背

景下&对数据主义进行溯源&并在人文批判的基础上&寻找数据主义发展的积极未来(

二%数据主义的哲学意蕴"从&万物皆数据'到&意识形态数据化'

数据主义并非新事物&它与大数据革命相伴相生&是一种具有特定时代背景的社会现象(但是&关于

!数据主义"这一概念&学界众说纷纭&并无明确共识(最早提出!大数据主义"概念的史蒂夫)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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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大数据主义是大数据革命的一种后果&其带来了一场基于大数据技术产生的计量决策革命&

并称之为一种!万物皆数据"的思维(

0

$

1而将这种观点称作!数据主义"的学者是大卫)布鲁克斯#

I+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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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如今兴起的哲学就是数据主义&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依靠数据减少认知偏差&揭示

全新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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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

L(4+,='+/M+)+)3

$给出关于!数据主义"较为详细的定

义*!整个世界都是由数据流组成的&将有机体视为生化算法&并认为人类的宇宙使命是创建一个包罗万

象的数据处理系统&宇宙间一切实体或现象的意义都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只要有足够的生物识别数

据和计算能力&这个包罗万象的系统可以比我们更了解人类("

0

"

1这一界定涵盖了数据主义哲学的本体

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内核(迪克#

&'6N4+*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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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了数据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认为数据化带

来了全新的大数据思维和优越的意识形态(

0

D

1

!##这意味着&数据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导致思维方式的

革新&而且带来意识形态的嬗变(

从数字化生存的角度出发&国内学者也对数据主义进行了阐释(李伦-黄关认为&数据主义涵盖了从

人类主体实践到一切相关的社会行为&强调数据的自由与至善&而人类存在于自然与数据合而为一的数

据世界&也被称作赛博空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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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子飞把这种抽象的数据世界定义为!第三洞穴"&

"认为数据主义实现了

现实世界在!第三洞穴"的镜像化生存&是大数据社会科学运作逻辑下的特有产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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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闫坤如认为&大数据

革命的颠覆性促成了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数据主义是一种新型还原论&万事万物皆可还原为数据&并

且可以在数据集中找到一一对应关系&即世界与数据逻辑同构(

0

E

1

@E#数据主义者崇尚数据至上&于是数据

主义成为一种全新的评判世界的标准&在各行各业中缔造数据神话(

0

@#

1

早已有学者察觉到数据在某种程度上的宗教意味(哲学家迈克尔)海姆#

P39/+5,M53Q

$就曾对此作

出预示&认为能够效仿并超越上帝真理的最佳途径就是用信息打造真实的虚拟世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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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森特)莫斯可

#

;3*95*7P'69'

$提出&计算机的赛博空间推进了时代的重要迷思(在数字化时代&迷思不断促进技术崇

拜&数字崇拜是技术崇拜的最新表现形式(人们相信数字化会像以往技术一样创造出奇迹&因此&人们对

数字化产生了狂热的迷信(

0

@!

1尤瓦尔)赫拉利洞悉到了数据主义的宗教性质&认为数据主义带来了一场

)

!

)

!

"

数据和算法是数据巨机器的构成基础&其中&以数据为原材料&以算法为加工厂(在数据巨机器中&人们无异于服从机械律的螺丝钉(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存在于由概念和语言构成的!第二洞穴"(而所谓的!第三洞穴"

是由抽象数据构成的!虚拟洞穴"&是直观映射现实生活的镜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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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革命&与传统拜人或拜神不同&它推崇的是数据(

0

@$

1

$$$这种对数据的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夹杂于!超自

然"与!自然"之间的崇拜(

0

@%

1

与传统观点不同&科贝列娃#

R'S5,354+I+,3+

$等从人类进化的角度论证数据主义&认为使人类消融在

数据流中的数据主义是人类进化的延续&这是一种自我存在的新维度(

0

@"

1

@##数据技术在征服现实世界后&

继而转向征服人自身(泰德)彼得斯#

:50T575)6

$认为&数据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后人类宗教&数据流取代

了以往的神秘联盟(当所有人都连入系统后&系统连接成为所有意义的源泉&人们成为数据流的一部分

时&就会变成!比自己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

!

0

@D

1当某一事物成为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普遍性思维时&它

实际上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性质(因此&数据主义的发展伴随着意识形态的产生(尤瓦尔)赫拉利就

明确提出&数据主义是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正在超越经典意识形态&占据时代主流地位(

0

@C

1

!"$德里奥)

佩特里#

I5)3'T57)3

$尖锐地指出了数据主义意识形态的极端形式*!数据主义者将整个世界视为数据流&

认为数据可以公平-详尽地反映现实&所以对数据有无条件的信心&日常判断仅基于数据(并且&数据主

义者相信人工智能将战胜人类智力&倡导宇宙数据处理概念&将生物体视为生化信息处理系统("

0

@B

1

$!

由此看来&最初数据主义的提出是为了强调数据化发展的重要性&时至今日&由于对数据的无条件信

仰&人类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形成的数据信息交流系统正在成为推动文明发展的独立自主力量&

0

@"

1

@##数据

主义已成为富有时代特点的产物&即一种超感的技术意识形态(早在
!#

世纪中叶&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

起&哈贝马斯就预感到了科学技术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

的意识形态性"理论(

"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强调科学技术是唯一的价值源泉&人们的社会交往与语言

系统受抑于科学技术强大的目的理性系统&人沦为技术理性的附属品(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

社会&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维护资产阶级合法性的手段(

0

@E

1反观作为意识形态的数据主义&

大数据技术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发展&也是数据主义产生的技术逻辑&它的进步迫使人们按照技术装置

塑造自己的肉体与灵魂&

0

!#

1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方式投射到社会生活中(这造成了人类生活世界的数据

化&进而导致人们的行为和思想的数据化(人的主体性本质和生活力量在数据虚拟世界中消失&最终实

现人类的数据化生存(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不同的是&数据主义的时代语境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

背景&而是大数据革命下更为广泛-普遍的意识形态产物(数据主义者也并非完全为统治的合法性辩护&

更多的是为自身存在性辩护(

当数据主义成为人类进化的延续时&技术对人类有构成意义&是人类的义肢性存在(为证明技术在

人类进化中的作用&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提出了!后种系发生#

5

?

3

?

/

8

,'

1

5*5636

$"这一概念(

0

!@

1

@$%A@%!其

中&!后生成记忆"是人之为人的独特性体现(斯蒂格勒认为&技术的产生源自人的内在缺陷&是人本质的

外在化&所以技术也被称作人类的!代具"(

# 由此看来&数据主义的发展也是一种后种系生成的过程(

大数据技术为人类创造了可永久保存的数据记忆&并且以数据的形式塑造人的存在&为个体创造了永生

的数据化身(因此&数据技术的进化与人类的进化是相互作用的耦合关系&数据技术的发展本质上是人

类数据记忆的发展(若如科贝列娃等所言&数据主义成为自我存在的新维度&那么颇为适用斯蒂格勒提

)

$

)

!

"

#

+圣经)新约,认为&成为!比自己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是无私的爱的最神圣的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下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样地&技术理性也成为维护政治社会合

法性的手段&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并占据这一时期的主导地位(

!种系发生#

?

/

8

,'

1

5*636

$"是生物学概念&即物种的一切特性都包含在生物学之中&其生成进化过程是展示与生俱来特性的过程(

斯蒂格勒提出!后种系发生"&旨在为人类进化寻找生物学之外的因素&即物种的生成进化过程并非全部包含在种之中&存在后天形成的特

性(例如&技术的进化就是后种系生成过程(斯蒂格勒从记忆的角度阐述!后种系发生"思想&将记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遗传记

忆&是指物种的
I=>

遗传序列'第二个层次是是后遗传记忆&是指生物体在特定环境中后天获得的大脑记忆'第三个层次是后种系生成记

忆&是指后天习得的后遗传记忆通过非生物学的手段#雕刻-器具-文字等$保存并传递下去&是人类所独有的外化记忆(!代具"存在于人类

先天机体之外&是补偿自身机能缺陷的!义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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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人类进化的!人工选择"

!理论&

0

!@

1

@CB即数据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就是!人工选择"!代具"的过程&为实

现人类历史性存在的延异式在场(

另外&从后人类宗教的角度分析&由于数据取代了原有的各种神秘实体&其自身的复杂性和神秘性是

推动迷思生长的主要源泉(在数据迷思下&连入数据流后的人类是!基因增强"版本的人类(因此&数据

主义不仅表现为对数据迷思的崇拜和信奉&更是对数据迷思中!数据人"

"的崇拜&崇拜数据的同时&也是

在崇拜!自己#数据人$"(总而言之&现有研究认为&数据主义的产生是大数据技术无约束应用的一种后

果&将!万物皆数据"全面渗透于人类思想&强烈地冲击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实存方式(大数据作为信息

载体&形成数据系统化规则&逐渐实现对人类社会的全方位规制&人类成为了一种数据信息流(

诚如前文所言&那么&人类生命是否能如现有定义一般成为数据主义下纯粹理性的数据流2 人脑究

竟能否被称作算法2 这一论断有待商榷(因为人类是理性与感性并存的复杂体&主体建构性是人类最显

著的特征&所以人类的行为变革归根结底是主观意识引导的一种自发行为(因此&数据主义表现为一种

全新的意识形态范式(与其说数据主义是最高价值的表现&不如说它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体现(在大数据

技术的!光环"下&人类认识到数据化发展的巨大潜能&崇拜数据规律&重塑自身意识&形成源源不断的人

类意识数据流(所以&将数据主义与!万物皆数据"思维对等是远远不够的&数据主义带来的不只是思维

方式的变革&更多的是人类整体上的数据化表达&应将其上升到普遍意识形态的高度指导人类行为(

鉴于当下研究存在的局限性&笔者在充分吸收和批判现有观点的基础上&给出数据主义更为全面的

哲学命题*数据主义代表着大数据时代的一种社会思潮&是人类意识形态上的数据化变革(具体来讲&数

据主义已然被学界称作一种新兴宗教形式&人们对数据的极端崇拜使数据不断突破自我界限&打破生物

与机器-虚拟与现实的隔阂&这种广泛的影响力在社会上掀起了一波热潮&是一种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社

会思潮(同时&!意识形态"一词强调数据固有的偏向性&而不是通常意义上出于其他原因对阶级利益的

扭曲理解(这种偏向性不是由某些利益集团人为设定的&而是由数据本身的虚拟结构和技术特征决定

的&这些特征不受人类意志的制约(于是&数据主义的出现深刻变革了原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人类

意识形态的数据化变革实现了从思想到行为的全方位转换*人们对数据的无条件信任使数据成为衡量万

事万物的标准&只有数据才能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并赋予一切以价值(其中&数据主义者强调用数据代

表价值&而并非以数据衡量价值(于是&数据主义从最初的!万物皆数据"思维逐渐转化为人类的自我意

识数据流&并不断内化于人们脑海中&形成既定的行为准则&是自我存在的量化体现(

#

三%数据主义的生成逻辑"崇拜文化%技术建构与后真相社会

数据化过程是社会环境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伴随数据化发展&人们主动亦或被动地加入大数据时

代&在数据主义思潮的裹挟下前进(因此&应以!数据主义是人类意识形态上的数据化变革"的哲学命题

为全新起点&从文化-技术以及社会因素的不同角度探析数据主义的生成逻辑(

首先&自古至今根植于人类内心对神秘未知力量的崇拜本性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文化基石(原始社会

时期的宗教崇拜现象$与数据主义思潮的出现密不可分&宗教在人类认知迷茫中产生&表现为无条件相信

和依赖自然的神秘属性&并根据神秘属性来判断自身行为(法国学者列维
A

布留尔#

J(935*JN4

8

AF)(/,

$曾

)

%

)

!

"

#

$

人工选择的进化过程是指&原初环境施加于大脑皮层上的变异的选择应以技术装置为中介&同时塑造个体适应过程和整个物种的

进化&整个过程不涉及自然选择的获得性遗传(

!数字人#

03

1

37+,*+7345

$"也被称作!数字原住民"&指伴随计算机网络成长的一代人(随着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加入&数据不再是

以往孤立的数字存在&而是算法逻辑下能够影响人类认识和决策的!数据"(因此&联结数据流下的人们也被称为!数据人"(

即量化自我#

U

(+*73-35065,-

$&这是人类存在的新方式(最初由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 #

V/)36>*05)6'*

$发起&是!运

用技术手段&对个人生活中有关生理吸收-当前状态和身心表现等方面的数据进行获取"(

原始社会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极其不发达&人们更加注重对天地的探索与改造(由于当时认知水平的低下&人们对宇宙的一切未知

都充满畏惧&自然也被赋予更多的神秘色彩&于是人们试图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战胜自然的支配&将其神化为崇拜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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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始思维特征进行论述&认为人们不服从因果律而服从互渗律&即神秘力量在客体间的相互渗透&人们

通过未知自然的神秘力量来认识和解释宇宙万物-生命意义-社会秩序-实践活动&外在表现为原始宗教

的泛神灵崇拜活动(

0

!!

1

从原始宗教崇拜现象可以看出&崇拜是指人类对能够产生巨大价值的未知自然或社会力量的钦佩心

理&以及对其无条件服从的行为(随着社会世俗化的发展&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使人们对自然神秘力量的

崇拜逐渐转变为对技术迷思的崇拜(狭义上的迷思是指人类为了应对社会生活中难以完全解决的冲突

而编造的神话故事&广义上的迷思是指一切无法解释说明的事物(而作为技术发展最新形式的大数据技

术&其背后的复杂技术原理远超出大众的认知水平&造成数据迷思(人们在使用数据技术祛魅万物的同

时&不断使数据技术自身附魅&导致对数据迷思产生敬畏心理(在大数据革命的冲击下&人类思想开始处

于孕育无数迷思的混沌状态&对数据的一切都坚信不疑&甚至狂热崇拜(数据主义下的每个人都是数据

的信徒&这种对数据的崇拜也是一种对数据内在神秘力量的追寻(

其次&大数据技术在信息维度上建构的!数据世界"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技术动因(肯尼斯)库克耶

#

R5**57/V(K35)

$和维克托)迈尔
A

舍恩伯格#

;3K7')P+

8

5)A.9/W*S5)

1

5)

$认为&随着互联网-云计算的高速

发展&大数据技术逐渐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转变为数据的形式&即!数据化"的发展(

0

!$

1大数据时代的

!数据化表达"不仅是自然科学数据化&还是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行为数据化(通过实时跟踪和预测人类的

社会活动&量化一切社会行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化(

0

!%

1因此&这种数据化也被称作!社会数据化"&

即通过大数据技术的挖掘-收集和处理&实现数据过程价值的不断增殖&以惊人的速度颠覆人们对世界的

认知与理解&最终实现将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活动数据化的目的(

0

!"

1因此&!社会数据化"成为数字社会运

行的基础&大数据应用的多样性突破了小数据时代的局限性(由此看来&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并不

只是一种人们用来分析-解释世界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其建构的数据世界实现了对现实生活的同步映射&

在信息维度上充分展现了人类社会联系的客观映象(

大数据和算法技术建构的数据世界不仅为人类带来了崭新的世界图景&互联互通的数据形态更为人

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型智库&从此彻底变革了人类的生存观念和意识结构&数据化表征成为社会行为

的全部体现(数据世界赋予全体公民以数据身份&人们的交流不再只是身体与身体的在场&更多的是数

据解码与编码的交互(数据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模糊了数据与物质之间的界限&开始走向虚拟现实的发展

路径&即元宇宙的发展(借用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来描述元宇宙*我们的肉身被留在了物质世界&精神

却!畅游"在数据空间&一根电源线实现身心联结(可以这样说&从增强现实变为虚拟现实的混杂&再到虚

拟数据的全覆盖&数据本身作为能量融入时空&成为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于是&数据世界实现了从观念

认知到意识形态&从同步映射到取代物质的全方位变革(

最后&后真相社会"提供了一种盲目崇拜-物性依赖的双重遮蔽环境&是滋生数据主义的肥沃土壤(

数据的权威性在后真相时代的压倒性地位导致了数据主义的萌芽&人们成为后真相时代下被数据控制的

物种(意见支配事实&情感支配理性&与其说是将真相束之高阁&倒不如说是让真相服从于人们的思想观

点(

0

!D

1后真相时代是个人拜物的社会&尼尔)波兹曼#

=53,T'67Q+*

$早在
!#

世纪就预见媒介社会的发展&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座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

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0

!C

1而对于人类未来的预测&波兹曼更偏向于赫胥黎式的文化发展(如今数据化

的进步带来生产力快速提高的同时&人们的精神欲望难以得到满足&随着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人们

的物性依赖变得越来越强&主要表现为对娱乐多样性的渴望和对信息时效性的需求(于是&!后真相"成为

了如今!娱乐至死"社会的主流词(人们对触及自身利益的真相视而不见&沉浸在物性价值之中难以自拔(

)

"

)

!

"

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认为&心灵能够独立于肉体而存在&因此存在一个可能世界&这个可能世界里只存在心灵(身体与心灵不存

在同一性&即!我的身体不必对应于我的心灵"(心灵的本质是思考活动&身体的本质是占据一定空间并拥有空间延展性(

所谓!后真相#

?

'67A7)(7/

$"&就是指在新闻传播中感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事实-真相往往被抛诸脑后&即!雄辩胜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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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被数据控制&不如说是被数据背后的资本控制(!后真相"的盛行带来了一种崇尚意识形态

的时代话语背景&资本-技术操纵下的后真相时代免不得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后真相时代下的数

据不再只是一种客观性表述&而是成为了新的权威意识形态(从某种程度上说&数据已经是后真相时代

最接近事实的产物&成为了唯一理性-客观-权威的保障(公众对于数据权威性的追求为资本控制社会提

供了完美的运作条件&媒介下的数据具备转移公众感知真相的能力&资本通过提供片面真相&影响人们对

事物的认知(所以&资本已经透过数据&实现从内在主观性表述到外在客观性原则的整体渗透(于公众

而言&放弃真相就等同于放弃自由&双重遮蔽的社会给予数据算法技术强大的控制力(

四%数据主义的思想实质"从本体到实践的思想溯源

数据主义从最初的萌芽产生到如今意识形态的盛行&其思想耐人寻味(基于对数据主义的思考&许

多学者也洞察到了数据主义的哲学本质和根源(譬如&迪克解构了数据主义这一数据化意识形态基础&

认为其根源于有问题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主张(

0

D

1

@EB闫坤如认为&数据主义的哲学本质是古希腊时期!万物

皆数"思想的同步映射'

0

E

1

@E#从黄欣荣与齐磊磊关于!大数据经验主义"的争鸣中&也可以察觉到数据主义

背后的思想火花(为了进一步了解与剖析数据主义&试从这一意识形态范式的不同层次来探寻其背后真

正的思想实质(

第一&在本体论层面&数据主义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万物皆数"思想的现代化发展&即!万物皆数"的复

活(在毕达哥拉斯看来&数是万物的本原&数的原则支配着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数字已经成为一种取代-

超越自然的!新自然"&数字公式是对自然深刻洞察的结果&表现为一种神秘主义的宗教信仰(后来的毕

达哥拉斯主义信徒&如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在其科学研究中&都体现着!万物皆数"的信

仰&开始走向自然的数学化之路&!数"也从狭义的数逐渐发展为完善的数学体系(

从!万物皆数"到!万物皆数据"&我们会发现&二者在以!数"表!物"的思想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

然具体表现因时代而不同&但数字信息背后蕴含的神秘力量却亘古不变&是一种本体论思想的回归(数

据主义认为&数据是万物的表征&数据量化一切且通达真实世界(从计算机计数-运算-建模再到数码存

储-传播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万物皆数"思想的折射&数据算法正在以一种不可替代的解析作用改变着

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人们依赖数据减少认知偏差-解决实际问题&并且认为数据能够打破生物和机

器之间的隔阂&从数据世界到现实世界再到人类生命体征都由数据支配(大数据革命使客观事物以及主

体认知世界的方式都向数据信息转化&最终所呈现的是!万物归数"的数据时代(因此&古希腊!万物皆

数"的哲学思想和数据主义思潮有着共同的哲学本质&存在某种历史契合度&使数成为规则的理想在数据

时代得以实现(

第二&在认识论层面&数据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用!相关关系"代替!因果关系"的经验主义思想的回归(

随着技性科学时代的到来&技术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大数据技术为人们带来了许多颠覆性变

革&开启了经验主义发展新浪潮(关于经验主义&特别要提及的是齐磊磊与黄欣荣关于!大数据经验主

义"的争鸣(

! 黄欣荣认为&大数据主义与大数据经验主义本质相同&所表述的是同一概念'

0

!B

1而齐磊磊

则认为&大数据主义与大数据经验主义本质上是和而不同的两个概念(

0

!E

1鉴于对这一争鸣的思考&笔者

认为&数据主义与经验主义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并非经验主义的最新发展形式(数据主义实际上

是一种经验主义思想的回归&是数据主义者的认识论变革(

)

D

)

!

齐磊磊认为&大数据经验主义主要有三个特征&即终结理论'相关性代替因果性'世界的本质既是混乱的&又是数据的(从这三大

特征出发&黄欣荣在提出!大数据主义"与!大数据经验主义"是同一概念的基础上&批判论证了大数据主义的真正观点&认为大数据主义下

理论并没有终结&仍应用于数据生产之中'比起因果性&更注重相关性'大数据使我们的世界变得透明(基于大数据主义与大数据经验主义

的商榷&齐磊磊提出二者和而不同(一方面&从史蒂夫)洛尔关于大数据主义的定义来看&大数据主义是反对大数据经验主义的'另一方

面&从某种程度上看&大数据经验主义是一种!强硬"的大数据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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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灵奖得主詹姆士)格雷#

&+Q56X)+

8

$对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包括依靠实际经验的实

验科学#第一范式$-依靠数理模型的理论科学#第二范式$-依靠计算机仿真模拟的计算科学#第三范式$

和如今依靠海量数据探索的数据科学#第四范式$(与计算科学不同的是&数据科学研究的侧重点已经从

人脑分析转变为数据探索&即科学始于数据&数据是研究范式的中心(从!理论驱动"到!数据驱动"&大数

据技术的发展实现了经验主义范式的创新性复归(与传统的经验主义相比&虽然二者都崇尚实验经验优

于逻辑推理&但大数据时代舍弃了对因果性的探寻&更加注重相关性的分析&走向一条创新性经验主义的

发展进路(

大数据之父舍恩伯格认为&与因果性相比&相关性在大数据时代变得更为重要&它能更好地揭示问题

并寻找答案&所以科学研究更加依赖数据分析方法&而非预设的理论规则(

0

$#

1这意味着&大数据的分析与

使用不再需要预先建立全新的理论模型&数据间的相关性是大数据的本质特征(这带来了人们认知世界

的全新方式*只需知其然&不需知其所以然(因此&大数据时代也被安德森#

V/)36>*05)6'*

$称为理论终

结的时代(

0

$@

1数据主义者不再去追寻世界运行背后的深层内涵&理论演绎转变为直观归纳&通过相关关

系下的经验归纳获取知识&从而进行个人意志的行动(简言之&数据主义者认为&大数据技术从理论回归

经验&是一种高度定量化-在线性条件和前提下可重复的经验主义&只要数据足够多&就一定能从海量数

据中得出结论(

第三&在价值观层面&数据主义者奉行!数据解决一切"的!真理"&工具理性至上思想!已成为一种社

会通用逻辑(与价值理性自身的复杂性-多元性-分歧性不同&工具理性作为一种达目的的手段&有着统

一的评判标准&追求的是事物的高度精确性&习惯于将事物还原为数字符号等客观性的表达(将二者置

于社会发展中&工具理性同价值理性的区别就更为突出(工具理性至上是人类的一种价值观偏好&主要

以工具崇拜和技治主义作为自身的生存形态(大数据和算法技术的理性力量使人类摆脱愚昧&生产力的

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产生活&因此&人们将工具理性视作一种时代需求(当人们将科技高速发展

视作进步的前提时&整个社会都越来越重视计算和效率&工具理性的逻辑越来越强大&与资本逻辑并行不

悖&工具理性已经逐渐从解放人的工具退化为一种统治世界的工具(大数据时代对量的强调已经达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人们在数据标准化模式中计算生活&在量化一切中量化自己&成为数据时代的!一般数

据"(在即时体验不断丰富的同时&人们的实体生命经验却越来越匮乏(

0

$!

1可见&数据世界使工具理性占

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位&大数据从实现目的的手段转变为一种目的&对大数据合理性的盲目认同使人

们成为数据时代!单向度的人"(

第四&在意识形态领域&数据主义的出现是一种饱含欺骗性意识形态的技治主义幻想(在罗斯扎克

#

:/5'0')5Y'6Z+K

$看来&技治主义就是!工业社会用以达到它有组织整合的顶峰社会形式("

0

$$

1概括而

言&技治主义就是在推行技术治理下的一种社会形态(技术治理与工具理性相伴相生&工业革命的发展

将科学技术推向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在技术治理逻辑下&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统治者是最出色的技

术专家&采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实现社会整体的最优治理(

大数据技术的成功使人们逐渐开始相信数据的力量&认为能够通过数据的形式将世界祛魅(因此&

大数据这一新兴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从技治主义思想中可以了解到大数据全面渗透社会治理

的原因(首先&数据时代的人们对大数据和云计算的追捧使数据承载社会价值'其次&大数据技术作为一

)

C

)

!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概念包含了主体-认知-行为-决策等多方面的理性要素&认为对于理性的判断在于是否

合乎逻辑&即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的必然联系性&其中包括物质目标和价值目标(在此基础上&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

!合理性"概念&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合二为一(其中&价值理性重过程轻结果&是以理想信念或长远价值为行为导向&其行为活动是主

体对价值世界的终极思考'而工具理性重结果轻过程&行动者的一切行为皆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准则(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

本主义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第
@#B

页(而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就是工具理性&强调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化&技术越进步&

对人类的摧残和奴役就越剧烈&即技术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独占鳌头并支配各方(参见赫伯特)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

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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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精确化-标准化的理性工具&能够较为客观-全面地反映事物本质并提供公平的解决方案'最后&统治者

在社会治理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亟待寻求一套权威的技术体系进行有效实施和解决(

与理想化的技术治理不同&数据主义下的政治权力依靠大数据技术&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绝对

统治(大数据从技术逻辑向资本统治逻辑转变&统治者通过诉诸数据的权威性&达到为自身辩护的结果&

实现国家政治和大数据技术的权威一体化(如此一来&数据以价值中立的普遍认知遮蔽了技治主义思想

的政治意向性&使阶级的意识形态难以察觉&成为一种隐蔽的权力(李醒民认为&技治主义实际上是科学

主义在技术领域的!翻版"&全面渗透在社会政治领域中(

0

$%

1因此&大数据技术也成为了社会治理的固化

力量(随着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不断浸入人类社会&资本以数据这种更为隐蔽的方式操纵一切&剥削

人类的自由&使之丧失选择意义(

第五&在思想实践上&数据主义是计算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路径(计算主义认为&人类的本质从心灵

到生命&再到宇宙整体&都是一种计算活动(

0

$"

1但是&这种思想一经出现&就遭到了多方反驳&被认为存在

诸多!硬伤"&带来了离身性迷思(

首先&心灵的可计算性会掩盖人性的价值(人类的心灵思维具有!自我意向性"&也被莎士比亚称之

为!一阶意向性"&即知道!做什么"(但是&图灵计算机的运作是一种客观的符号运算&不表现为任何指向

性意义&无法实现心灵的自我意向性表达(其次&人工计算生命难以穷尽真正生命的特征(约翰)冯)

诺依曼#

&'/+**4'*=5(Q+**

$最早提出的细胞自动机强调了算法系统实现生命的自我繁殖特性&而生命

的特征更在于环境作用和主体交流&这是计算生命所匮乏的(在此意义上&人类真正的生命是难以替代

的(最后&宇宙世界与理想化的可计算世界并非同构(宇宙是一个巨型复杂系统&没有任何研究能表明

宇宙包含的一切物质都能穷尽为可计算的产物&并且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将带来更多的不可计算性(

诚然&由于数据主义是计算主义的具体实践&所以计算主义的这种离身性迷思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

数据主义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体现在人类思维的数据化&!万物皆数据"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思

维方式&只有数据才有意义&人们的所见所闻皆通过思维转换为数据的形式予以保存(其次体现在人类

生命的数据化&数据赋予人类以数字生命&数据化的广泛普及又大大提高了数字生命的地位(数字生命

突破人类的身体束缚&通过扩展和改造自身&实现人类由碳基生命向硅基生命的转变(最后体现在元宇

宙下的数据化生存&元宇宙是数据世界发展的最终形式&数据主义者处于元宇宙的支配地位&以数据来解

释虚拟与现实(也就是说&元宇宙不仅与现实世界同构&而且相互渗透&进而实现人类生存的数字化

交互(

五%挽救人文"从后人类主义走向技术人文主义

毫无疑问&数字化生存带来了对人类认知的考验&是人类选择更多的自主性还是把选择权交给数据

的一种人性挑战(数据主义的出现强烈地冲击着人文精神&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样态和生命体验&向

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发起了挑战(从表面上看&数据主义并不抵制人类意识的产生&但是从更深层次看&数

据主义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人类意识数据流&使数据成为认知世界的方式&从而隐形控制人类意识形态(

赫拉利道破了
!@

世纪数据主义的重大迷思&批判数据主义将取代人文主义成为一种全新的宗教形式(

人类的自由意志正面临危机&!一旦权力从人类手中交给算法&人文主义的议题就可能惨遭淘汰(只要我

们放弃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而秉持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人类的健康和幸福看来也就不再那么重

要("

0

@$

1

$"BA$"E数据技术使人类失去存在价值&人类将权力让渡给数据&成为一般数据流(

)

B

)



吴永忠!魏
!

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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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主义理论溯源及其技术人文未来

可见&现有关于数据主义的人文批判将数据主义视作一种后人类主义!的发展(数据主义者就是一

种!人
A

数据"共生的后人类&这不仅否认了人类生命体验的独特性和主观意识的创造性&而且以技术便利

性为由&造就了后人类宗教(后人类宗教的神圣数据流消弭了人与非人的边界&数据形态逐渐取代人类

存在并占据主体支配地位(于是&数据主义的后人类发展实现了由人类数据化到数据生命化的过程&即

!人的终结"(赫拉利就曾预言数据主义的未来&认为数据算法将成为!人类的黑客"(!当这种情况发生

时&对个人主义的信仰将会崩溃&权威将从人类个人转移到网络算法上"&

0

@C

1

$$$最后逐渐演变为数据与意

识的脱钩(赫拉利将数据主义下的权威称为!智神"&认为他们才是未来世界的主宰者&是人类进化而成

的新物种(

后人类主义的发展路径造成了人类生存焦虑的精神困境&传统的人文主义已经在大数据技术的全面

渗透下终结(而传统的数据主义人文批判局限于人类与技术的主客体关系&使技术与人文陷入主客二

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智神"降临的数据主义还原了人类的原初位置&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的关系或许

能成为这一时代语境下挽回人类主体性的转机(美国学者约翰)杜威#

&'/*I5[5

8

$就曾提出!科学人文

主义"&试图弥合人与科技的鸿沟&提倡科学的人文化发展(而如今的科技已经进入技术化生存时代&人

们的关注点也应从科学逐渐转向技术(于是&为挽救数据主义下失落的人文&重拾人类的存在意义&数据

主义应走向未来的!技术人文主义"(技术人文主义认为&!人
A

技"共生关系应是人类存在的技术维度&强

调技术背后人类的延异性在场&技术与人具有同构性&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因此&技术人文主义就是

在承认!人
A

技"共生的!后人类"基础上&坚守人类的主体性本质(

技术人文主义认为技术与人文具有同一性&所以&数据主义不仅具有非人文性&还包含人文特性(虽

然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日益自成系统&但发明创造大数据技术的探索阶段是包含人类意识意指性的(特别

是数据记忆的出现弥补了人类原初记忆存在的缺失&从技术维度拓展人类的记忆功能&以数据的方式满

足人的记忆需求(也可以说&大数据技术是按照人类的要求满足和控制人类&应是人类神经中枢的技术

延伸(麦克卢汉#

P+)6/+,,P9J(/+*

$认为*!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的空间延伸(今天&经过一个世

纪的电力技术#

5,597)39759/*','

18

$发展以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

球("

0

$D

1因此&数据技术是人的内在性技术&数据主义的!数据中心论"依然是!人类中心论"的变体&而数

据主义的未来就是人类技术性本质的体现&后人类宗教中人们所崇拜的数据流也是一种对增强自我的崇

拜(大数据技术实现了人类迭代升级的变革&通过这种自我变革&人们将获得应有的地位&成为自己的

神(所以&数据主义永远无法终结人类的意义世界&技术人文主义下的人类主体性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

到人类的技术性本质上(数据主义的数据意识仍是人类的创造性意识&数据文化是人类技术性的外在现

象&人类依旧是故事的叙事中心(

不论何时&坚守人之本质都是面对一切困境的最佳手段(只有在承认!后人类"的时代语境下&反身

叩问人类的存在意义&才能重启数据主义下的人文主义传统(技术人文主义下的一切!人
A

技"共生关系

都是人类自我存在的新维度&一切数据自由终将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为避免人类陷入自我毁灭的危

机&人之为人的反思性意识变得更加重要(为此&应构建关于数据主义的新技术人文伦理&这种伦理体系

并不是要拒斥数据化的发展&而是要求人类主观能动地去调节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技术性变革&赋予

数字生命以道德伦理(如此一来&技术人文主义使数据主义不再是一种人文主义危机&而是人文主义的继

续发展&使人们在数据主义时代获得一种崭新的超越性力量&进而去设想-唤醒-争取属于人类自己的未来(

)

E

)

!

后人类主义#

?

'67/(Q+*36Q

$是一种去人类中心论&是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与批判(美国学者海勒#

R+7/5)3*5M+

8

,56

$提出&人类

的现实具身形象是历史偶然的产物&随着人机边界消弭&人类最终会被技术义体所取代(因此&后人类主义主要考察的是人类的非实体属

性&即!人
A

技"共生性(人类或者智人不再被看作特殊的-优于其他动物或者机器的存在(!后人类"构成了一个更为彻底的他者&它迫使

!人类"从先在的-具有元话语性的位置变成了可以讨论-追问的事物(参见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

中的虚拟身体,&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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