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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克知识:
环境戏剧理论视域下的维基百科全书

———基于“老子”英文条目的探讨

甘莅豪，王 豪

(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随着互联网开源社区出现，人类知识生产群体开始从精英阶层扩散到普罗大众，进而导致人类百科

全书的知识形态和知识生产模式皆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首先选取英文维基百科“老子”条目的正文文本进行分

析，发现维基百科全书知识呈现出“马赛克”形态特征，接着以“戏剧行为”作为理论核心，借鉴谢克纳的“环境戏剧

理论”观照维基百科“老子”条目趣缘群体的蜂群式知识生产过程，逐条分析“维基人”群体编纂行为中的空间利

用、角色定位、剧团组建和话语权分配等问题，进一步揭示了马赛克知识形成的内在机理。从历史来源考察，马赛

克知识生产的赛博文化和谢克纳的环境戏剧理论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核，它们都发源于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信奉透

明、诚信和共享价值观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和新公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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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文明的长河中，历经数次技术和社会革命，人类对信息和知识的渴求和认识，催生出不同的“关于

知识的知识”。在农业文明时期，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等古希腊哲学家在演讲和辩论中集中探讨了知识的

客观性。他们将意见和真知区分开来，认为知识应该是哲学家毕生孜孜以求的客观真理。这种知识观

经过启蒙运动的发展，体现于各种坚信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现代主义话语之中。然而在

19 世纪机器和工业文明的最高潮处，这种知识观却被当时德国三大思潮质疑: 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和

尼采哲学①，从而逐渐从自明性走向建构性②。马克思精辟地指出“人的意识由他的社会存在决定”，即

人类的知识扎根于人类活动及因这些活动而产生的社会关系之中。这种观点后来直接催生了卡尔·曼

海姆( Karl Mannheim) 、罗伯特·金·墨顿( Robert King Merton) 、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布鲁

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 等著名知识社会学者的研究。历史主义散见于威廉·狄尔泰 ( Wilhelm

76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22.11.005



Dilthey) 作品之中，强调人类知识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性，其坚持如果不根据具体的历史脉络考察知识

产生的社会环境，就无法了解人类的共同生命。英国学者彼得·伯克( Peter Burke) 受其启发写出了《知

识社会史》①。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则视人类的思想和知识为求取生

存与夺取权力的工具，将一切知识看作“忘却了隐喻来源的隐喻”和“忘却了是假象的假象”。承接尼采

知识谱系学传统，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进一步将权力、话语和知识并置于一起，考古式地考察

了权力生产的知识话语。随后，雅克·德里达 ( Jacques Derrida) 、吉尔·路易·勒内·德勒兹 ( 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Jean－Francois Lyotard) 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继承尼采的

“质疑 /不信任的艺术”观念，对知识如何使自身合法化进行了大量阐述。随着 21 世纪由微电子信息和

通信技术推动的网络社会的崛起②，知识的生产与组织模式又发生了巨大改变。依据马歇尔·麦克卢

汉( Marshall McLuhan) “技术即媒介，媒介即信息”的洞见③，网络思想者戴维·温伯格( David Weinberg-
er) 2010 年在《知识的边界》一书中指出“知识结构方面的变化，改变了知识的形态和性质”，并提出“网

络化知识”概念，认为互联网技术重塑了人类的知识形态④。
如今距离温伯格写作《知识的边界》又已 10 年，时移世易，互联网形态正在迅速变化，个体从最初

的门户网站冲浪转移到社交媒体互动，互联网知识生产模式也逐渐从“将线下资源集成到一个互联网信

息管理平台之上”转换成“群体用户基于趣缘关系进行内容生产与交换”。这种蜂群式生产模式体现了

一种人类知识生产的新时代特征，正如贝尔纳·斯蒂格勒( Bernard Stiegler) 所说: 数字技术时代超越机

械复制时代，开始质疑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对立，并重新恢复了业余爱好者群体生产的实践性和亲历

性特征，导致“一种新的语法化正在形成，在跨个体化路线的构成与配器中，又打开了至今从未见过的可

能性。”⑤整体来看，大卫·布鲁尔 ( David Bloor) 、巴里·巴恩斯 ( Barry Barnes) 、迈克尔·马尔凯 ( Mi-
chael Mulkay) 和拉图尔等科学社会学者立足于科学理论和实验个案，从宏观和微观对科学知识进行了

大量不同层面的描写、解读和批判，相较之下，学术界对社交媒体知识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理论上也提

出了新的命题: 社交媒体中蜂群式知识生产模式应该采用何种理论进行描述和分析?

在社交媒体知识生产平台中，维基百科全书( Wikipedia) 尤值关注。截至 2021 年 12 月 1 日⑥，根据

Alexa 网站流量实时统计，维基百科位列全球互联网网站访问量排名第 13 位⑦，已经有 5600 多万个条目

和 9600 多万名注册用户⑧，不仅是目前全球最大、最受大众欢迎的人类知识编纂平台⑨，而且在传播格

局重构的背景下，已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社交媒体对外传播平台⑩10。
本文选取“老子”英文条目作为代表性条目，进行个案研究，管中窥豹，探究社交媒体时代知识的形

态特点及其生成机制，并在文化思潮变迁中和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对话。选取“老子”英文条

目的理由有三: 第一，英文“老子”条目被维基百科列为“优良条目”，内容相对完整，质量较高; 第二，随

着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人物老子在全球的影响力日益加大⑩11，维基百科 321 种语言社区中有 133 个收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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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条目，其中由于英语语言的全球通用性，“老子”英文条目还牵涉到全球不同国家、文化、种族背

景维基人的大量编纂工作①，更具有全球性、跨文化性等典型特征; 第三，“老子”英文条目从 2002 年形

成至今历时 20 年，经过了大量网友的长时间讨论，充分体现了社交媒体知识生成的互动性特征②。

二、马赛克: 维基百科全书的知识形态

在知识社会学者的眼中，人类知识具有多样性的属性和区分标准。依据功能和用法，乔治·古尔维

奇( Georges Gurvitch) 曾经将知识分为七类: 感知型、社会型、日常型、技术型、政治型、科学型和哲学

型③。根据知识的可言传性，迈克尔·波兰尼( Michael Polanyi) 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默会知识④。基

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社会群体，伯克认为应该区分为精英的知识和大众的知识⑤。根据承载知识的媒

介，温伯格区分了纸质时代知识和数字时代知识⑥。
根据知识的科学性，拉图尔等科学社会学学者，还专门区分了科学知识和非科学知识。拉图尔在

《科学在行动: 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一书中考察了科学知识中的实验室知识，并从建构

主义视角指出实验室知识是一种“黑箱知识”⑦。“黑箱( Black Box) ”最早被控制论学者隐喻为过于复

杂的机器或者一组异常复杂的指令。他们时常在图表中用一个黑箱子表示“无需分析的知识”，提醒读

者此处除了输入和输出之外不需要任何其他分析和质疑⑧。拉图尔借用此隐喻，指称已经被承认和接

受的事实，以及准确和有用的科学理论、科学知识和科学仪器。拉图尔认为实验室知识并不是一种天然

的合法知识，而是在修辞、政治、资本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建构出来的知识，其借鉴人类学的方法探讨实

验室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实际工作方式，观察“正在形成的科学”，而非“已经形成的科学”，从而试图

让人了解科学事实和理论如何在实践层面被合法化、为人们所接受，并最终解构了传统的“符合论”科

学知识观。实际上，“黑箱知识”意味着“逻辑化”“稳定化”和“中心化”，涉及实验室科学团队的资料收

集、理论发明、文本转化和知识接受等一系列过程。
虽然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黑箱”概念描述范围在中外文献中早已从最初的实验室知识，扩

展到学科知识、社区知识、城市知识和民俗知识等各个层面⑨，然而其似乎无法准确概括英文维基百科

“老子”条目的知识形态和生产机制。维基百科“老子”英文条目由一位网名为“福缪莱克斯 ～ 恩维基

( Formulax～ enwiki) ”的维基人创建于 2002 年 7 月 27 日，创建之初只有 637 个字节，截至 2021 年 12 月 1
日，经过 1456 位维基人协同编纂，拼接成了拥有 39193 个字节的文章。该条目的知识生产主体不是传

统的专家精英团队，而是完全透明、非科层制的、自愿行动和趣缘粘合的网络编纂群体。知识内容亦并

非中心明确、描述完整、论证详细、逻辑严密、边界清晰的事实或理论，而是通过拼接整合，形成去中心

化、大杂烩、无边界的“弗兰肯斯坦”式的“知识拼盘”⑩10。和马赛克( Mosaic) 镶嵌画类似，维基百科“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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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 1－29 页。
虽然“黑箱知识”喻指无需分析的知识，但是其依然留有可供分析的路径和痕迹，比如实验室详细的日志记录、科

学家的手稿等。从这一点来看，黑箱知识其实是一种“半透明”系统。
截至 2021 年 12 月 1 日，中国知网中围绕“行动者网络理论”主题，不同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已达 2000 多篇。
弗兰肯斯坦: 1818 年，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创作的由无数块尸体碎片拼接而成，力量巨大、具有生命的怪物形象。



图 1 老子条目的拼图式目录结构①

条目采用了模块组合的拼图式结构，其正文内容由“名称、历史

观点、道德经、影响、参考文献、进一步阅读和外部链接”七个模

块构成( 见图 1) ，每个模块之间用横线隔开，彼此之间并无逻辑

和因果上的顺承关系，可以随意变动顺序或者添加和删除条目

内容。
如果进一步考察每个模块中的文本话语特征，维基百科

“老子”条目亦呈现出杂糅和拼接的痕迹。为了保证维基知识

的可靠性，维基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编辑文化，即要求每位维基

人必须遵守“无原创性、可供查证、中立性”三大编辑方针。考

虑到维基人的文化背景差异和素质高低，维基百科创始人之一

的拉里·桑格( Larry Sanger) 在创建维基之初，就明确指出“维

基百科不是发表创意意念”的地方，其中收录的内容不能仅由

编辑者认定“真实正确”，而应为条目中的内容及其引用提供可

靠来源，否则，这些内容应该被移除②。他认为撰写良好百科全书条目关键在于每位维基人在创建和完

善条目时，必须“以具有公信力的出版记录或权威机构发表过的事件、主张、理论、概念、意见和论证作为

编写依据。”③在这些方针指引下，维基百科“老子”条目正文话语实为其他各种权威书籍、杂志、报刊、网
站、媒体话语的拼接体，呈现为每一句话结尾的右上角都必须具有标注( 见图 2) ，且需要在参考文献栏

目列出引 用 来 源，比 如《柯 林 斯 英 语 词 典》( 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 《斯 坦 福 哲 学 百 科 全 书》
(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 、傅勤家的中文专著《道教史概论》、博尔思和大卫( Boaz ＆ David)

撰写的英文论文《自由主义读者: 从老子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经典与当代读物( “The Libertarian Read-
er: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from Lao－Tzu to Milton Friedman”) 》、谷歌图书语料库等。

图 2 英文维基百科“老子”条目的标题和正文第一段④

从米哈伊尔·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 的对话主义( Dialogism) 理论来看⑤，“老子”条目并非统一的

“独白话语”，而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全球性拼接文本，其通过不同言说主体的复合、复调、互文等特征，与

外部话语相互勾连、镶嵌，形成了一个复杂对话性嵌套结构。也就是说，与“黑箱知识”要求围绕某个中

心，形成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线性演绎的独白话语不同，由于网络平台空间无限，维基百科全书可以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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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⑤

“Laozi”，Wikipedia，December 1st，2021，https: / /en．wikipedia．org /wiki /Laozi．
③《维基百科不是什么》，Wikipedia，December 1st，2021，https: / / zh．wikipedia． org /wiki /Wikipedia: %E7%BB%B4%

E5%9F%BA%E7%99%BE%E7%A7%91%E4%B8%8D%E6%98%AF%E4%BB%80%E4%B9%88．
“Laozi”，Wikipedia，December 1st，2021，https: / /en．wikipedia．org /wiki /LaLaozi．
［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 第 5 卷) ，晓河等译，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36 页。



时根据需要，无限补充或删除新旧模块，却不会影响条目质量，即为了方便弱组织性的群体性编纂以及

适应网民碎片化阅读习惯，维基百科所提倡的是一种弱逻辑、无因果关系、灵活流动的拼接型知识。
维基百科知识的“拼接性”也预示着“断裂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从思想史的视角阐述了知识

的断裂性①，指出不同历史时期存在不同的知识形态，这些异质的知识形态往往会并列存在于共时的
“空间地层”之中。英文维基百科“老子”条目最明显的断裂之处，体现于条目标题和正文之间的命名断

裂。“老子”条目标题采用了汉语拼音“LaoZi”命名，而正文第一句“Lao Tzu，also rendered as Laozi and
Lao－Tze，was a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 and writer”的开头却没有采用“汉语拼音法”的译名“LaoZi”，

而是采用了“威妥玛式拼音法”的“Lao Tzu”( 见图 2) 。这两者实则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目的和不同权

力运作下的两套“汉译拼音”知识系统。“威妥玛式拼音法”是 19 世纪中期英国人驻华公使托马斯·弗

朗西斯·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为了帮助外国人阅读与学习汉语、汉字，设定的一套用拉丁字母

为汉字注音的翻译方法。后来经过赫伯特·艾伦·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稍加修订，合称为“WG
威氏拼音法( Wade－Giles System) ”，在 1958 年大陆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前被广泛用于人名、地名注音，影

响巨大②。而“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语言学者们为了克服旧拼音法不符合中国人拼读习惯而制订并推

出的翻译方案。中国政府一直都在努力将其作为一个国际标准向全世界推广。1978 年 9 月 26 日国务

院批转的《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指出，改用汉

语拼音字母“是取代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消除我国人名地名在罗马字母拼写法方面长期存在混乱现

象的重要措施。”1982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亦接受了“汉语拼音”方案。其后，随着中国在国际的影响

力越来越强，“汉语拼音方案”和“威妥玛式拼音法”经常在国际话语场的共时层面并存，并时常发生冲

突。这种冲突也最终影响了维基百科: 支持不同拼音方案的维基人在维基社区中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

后经过僵持、协商和妥协，形成了这种前后不一致、断裂突兀的知识形态。维基人有着高度复杂的政治、
社会与文化背景，如黄顺铭、李红涛所指出的，正是这些背景导致了围绕条目修订的各种合作、冲突与妥

协，“任何一个条目版本都只是代表着某一主体对于记忆对象的一种暂时性的认知和理解状态。”③

然而，维基百科知识虽是一种碎片式的拼合体，却亦非杂乱地堆积，其常常在经过群体性编纂后浮现

出每个个体都无法意识到的整体感。阿伦·卡普罗( Allan Kaprow) 借“拼贴画”描述了这种群体性创造的

体验:“一开始，有些画固定在画框里; 接着艺术家们把一些东西从‘真实世界’黏贴到这些画上以制造所谓

的‘拼贴画’; 然后这些拼贴画开始超越画框，使画框消失。接着立体的装配件开始从通常的画布中凸出。
接着，装配件移向画廊的地板上，艺术家开始利用所有的空间。这些画不再驯服地挂在墙上，整个环境被

创造出来了，观摩者在其中遨游。”④基于此，约凯·本克勒( Yochai Benkler) 从互联网的开源运动出发，

指出互联网知识浮现于“群体性对等共创”的生产过程( 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 knowledge) ⑤。
在这种群体性创造中，互联网知识的形成如同渔网过滤海水捕鱼一样，不是某人排除某种知识，而是利

用群体性内生的约定结成过滤网，让各种嘈杂之声通过，并捕捉住各种节点之间有价值的内容，让这些

内容彼此拼接，最终造就收获满仓。事实上，维基百科编纂社群并非乌合之众，而是一群通晓编程知识、
熟练掌握英文语言、熟悉条目编纂技巧的专业人士。他们在遵守维基百科编纂方针和政策的基础上，有

如蜂群造出复杂而精美的蜂房一样，生成了目前人类最大的互联网百科全书。
总之，在拉图尔对知识的想象中，知识有如黑箱，是一个有边界、稳定的结构体，“一个建立很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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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 三联书店，2007 年版，第 184 页。
半夏:《威妥玛式及其他》，《出版广角》，2015 年第 4 期。
黄顺铭，李红涛:《在线集体记忆的协作性书写———中文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条目( 2004—2014) 的个案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 年第 1 期。
［美］卡普罗:《装配件、环境和机遇剧》，转自［美］理查德·谢克纳: 《环境戏剧》，曹路生译，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

社，2001 年版，第 4 页。
Yochai Benkler，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0－15．



实，也表示一个不存在疑问的客体”，是某些行动者聚集能量，吸引同盟者，将足够多的资源集聚在一个

地方的工具。而维基百科知识却是无边界的、时刻动态变迁的、永远处于被质疑状态之中的断裂体①。
这种断裂体是网络群体依靠“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编织而成的②，其中并不存在罗伯特·金·墨顿所强

调的“知识命名权”③。它是一部由匿名之人所创造的犹如马赛克精品艺术般的知识话语系统。换言

之，对比逻辑性、整体性的“黑箱知识”，这种蜂群式生产，具有拼接性、断裂性和浮现意义的知识可以被

称呼为“马赛克知识”。“马赛克知识”的魅力在于: 即使维基人不断替换，也能保持知识话语持续的自

我衍生与增长。这直观体现了福柯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对知识话语的论断:“你别以为能够用你们所说的

一切造出一个比话语更长久的人”④。

三、环境戏剧: 马赛克知识的生产机制

基于“黑箱知识”，拉图尔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着力于描述“人”和“非人”等行动者如何设置

“强制通行点”( OPP，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通过“转译”行为，吸引同盟者、串联各种网络节点，结构

性拓展具有中心性和累积性的知识黑箱。显然，相比传统知识观屏蔽“人”等主体对科学的影响，强调

科学方法的客观性和特殊性，拉图尔重新对“行动者”的能动性进行了解蔽，指出科学家不再是传统科

学观中自然的摹写者和旁观者，而是熟练运用修辞技巧，凝聚各式各样兴趣和利益的同盟者，并代表实

验室中被转译的对象说话，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代言人，建构出“黑箱知识”⑤。
然而在维基百科中，“马赛克知识”的“行动者”并非拉图尔眼中利用一切力量串联和凝聚资源编织

某个相对稳定知识体系的核心成员，而是一群隐藏于知识背后的匿名者。这些匿名者具有多元化、异质

性背景，以一种临时性参与心态，利用社会性网络媒体工具，通过共享信息、协同生产，就某个共同兴趣、
项目计划和目的信念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借由集体行动创造出以往无法生产的知识和价值。这些群

体并不追求金钱利益，也不在线下科层制度框架内行动，从而摆脱了布鲁尔科学社会理论的“利益观”⑥

与拉图尔的“计算中心观”⑦。显然，在社交媒体时代，彼此合作的“集体行为”已经超越“行为者”成为

知识生成的核心。由此，针对“马赛克知识”的生成模式，知识社会学需要进一步建立一个以“行为”为

核心的分析框架。
在利奥塔尔看来，知识不是证实和证伪的命题，而是语言游戏的合法化产物，应该引入奥斯汀“言语

行为”概念来作为分析方法⑧。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在分析“言语行为”类型时，指出人

类言语沟通过程中存在一种“戏剧行为”⑨，即人际沟通就是某个言说者试图把他所特有的经历展示表

演给公众。欧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进一步指出人际沟通中存在一些固定障碍物所环绕的社会

机构框架，“在这些社会机构的界墙之内，存在着由表演者组成的剧班，他们彼此合作，向观众呈现特定

的情景定义”，从而巧妙地从“戏剧”隐喻视角分析了人类在日常背景下所进行的大量社会互动行为⑩10。
然而，戈夫曼对“戏剧”的理解仍局限于亚里士多德的舞台式传统戏剧观，没有意想到后现代社会

中“环境戏剧”的表演形式。“环境戏剧”( Environmental Theatre) 起源于 20 世纪中期，是美国戏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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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谢克纳( Richard Schechner) 受传统傩戏和萨满宗教仪式启发，试图打破传统戏剧的“镜框式舞

台”，而提倡的一种包括街头剧、政治示威、主题公园和仪式表演等表演形式的戏剧。谢克纳指出环境戏

剧应该将环境视为被围绕、被支撑、被包裹、被容纳的东西，以及一个可积极参与和主动介入的活系统，

戏剧表演应该尽力模糊环境和内容的界线，永远处于动态的脚本之中。也就是说，环境戏剧不应该有固

定脚本，也不能局限于单一、固定的舞台空间，而应巧妙拼接演员身体所及的一切可能的偶发空间，围绕

主题灵活创造表演内容，同时尽量消除和观众之间的界线，让观众更多地参与到戏剧表演中来，即“环境

戏剧行动并不局限于‘舞台’或演员。这个戏剧行动也存在于观众所处的地方，演员化妆与换装的地

方，剧场事务性的地方。”①

环境戏剧诞生于戏剧家们在面临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介对传统戏剧舞台冲击时的思考。他们发现

“戏剧”的互动性，是电视、电影无法实现的，从而有意识地突出观众和演员之间的互动性，找到戏剧理

论和实践的新发展方向。与此类似，社交媒体恰恰也由于“互动性”优势而给电视、电影等娱乐媒体带

来了危机。在工业时代，电视、电影等娱乐工具，是一些自控、无反馈的封闭系统。即使是观众互动类型

节目，其内容也有著名的“五秒钟延迟”———即观众反馈需要经过导播的过滤和控制。然而在社交媒体

时代，互联网内容的形成过程恰如观众积极参与演出的环境戏剧，内容接受者和内容生产者之间的身份

经常发生转换，从而增加了系统的娱乐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点击维基百科“老子”条目主页的“讨论”
和“编辑”按钮，进入讨论区和历史区，就可以清晰看到各种角色的维基人讨论、冲突、协商、妥协，共同

生成“马赛克知识”的编纂过程。从知识建构主义视角来看，维基人在条目中进行的群体性编纂，恰如

一场环境戏剧表演，建构着一部打破社会结构框架、无固定脚本、超越预料之外的创新性知识百科全书。
或者说，正如环境戏剧对镜框式戏剧进行的颠覆式改造，维基百科知识生产行为在空间场景、角色定位、
剧团组建和话语权分配上，与传统精英式知识生产行为呈现出很大的不同。

在空间场景方面，与镜框式舞台剧场空间为了强调社会阶层和财富差别，而“安排好座位、中等座

位、差座位及最差座位”②的设计逻辑不同，环境戏剧认为戏剧本质应该忽视观众的社会等级划分，让所

有观众获得相同的观戏体验，因此空间设计不应该固定于舞台表演，而是如主题公园一般，多焦点地表

演戏剧，“相同几个事件或混合的媒体，同时发生，分布于整个空间。每个独立的事件与其他事件竞相吸

引观众的注意力。”③在表演期间，观众不再固定处于某点，注视单一的中心，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

要，或者移步换景，或者加入表演，对戏剧进行拼接组织或沉浸式理解。环境戏剧的脚本也由此呈现出

流动性特征，随着观众的加入、演员的随机应变而随时改变，从而超越最初的设想。
如果环境戏剧需要对传统戏剧空间重新定义，才能更新人们对戏剧表演行为的理解，那么在维基百

科“老子”条目中，维基人的编纂行为天然就发生在环境戏剧所定义的空间环境中。维基百科创始人威

尔士和桑格在试图依靠专家顾问委员会编辑百科条目失败后，开始利用软件工程师沃德·坎宁安

( Ward Cunningham) 发明的维基( Wiki) 工具来搭建生产百科条目的空间。在该空间中，正文页的“讨

论”和“编辑”超链接按钮为阅读者转变成生产者提供了通道。任何用户都不受时空约束，无论身处地

球何处，位居何种阶层，在阅读条目的过程中，对条目内容感兴趣或是不满意都可以直接创建条目，或者

点击“编辑”按钮，对内容进行添加、删减和修改。他们还可以移步讨论空间和其他维基人一起协商交

流。这些议题会随着社会思潮、全球突发事件以及不同用户的进入、退出而生成、改变和重复。它们无

限延伸，被维基平台全部保存下来，从而亦作为一种有别于正文的“老子”条目知识内容供编纂者和研

究者使用。网络社会学者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曾敏锐地指出，这种互联网信息空间并不是

如福柯、列斐伏尔在工业时代所想的那种中心式、结构化的固定空间，而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

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④，即互联网空间是一个环绕各种流动，例如资金流动、人员流动、技术流动，并

以电子网络为基础、各种信息交换中心为节点而构建起来的知识空间。它没有清晰的边缘和中心，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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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④

②③［美］谢克纳:《环境戏剧》，曹路生译，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 年版，第 5 页，第 34 页，第 23 页。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 505 页。



有固定的边界和形状，是一个随着节点变化时而扩张、时而收缩，一旦停止流动就无法存在的马赛克空间。
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戏剧中观众通常通过演员扮演来看剧本中的角色，而环境戏剧则强调让观众

观赏演员为了演好角色而努力的过程，即“人们不再满足坐在后面看什么东西。他们想知道某件事怎样

发生和为什么发生”①。环境戏剧模糊了前台和后台的区别，以及排练和演出的区别，演员排练时发生

的错误、梦和幻象的制作过程都向观众开放。观众从对戏剧生产过程的观看中，获得启发、感悟和治疗。
与此类似，如果说传统“黑箱知识”刻意向公众隐瞒黑箱的形成过程，维基百科知识则强调把知识生产

过程公开给所有的网民。“老子”条目在创立之初，就把维基人讨论议题、争议冲突和协商妥协的所有

过程全部存档，并开放下载，上千次的修改、破坏、完善的记录，都一一展现在所有读者面前。任何读者

只要感兴趣，就可以通过编纂档案看到“老子”条目知识生产的全过程: 维基人之间就“‘老子’人物的真

实性”“老子到底是不是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是否是自由主义者”等问题发生何种冲突，就理解和运用
“中立性”“非原创性”和“可验证性”等编纂准则产生何种分歧，以及在相互指责中如何将冲突提交管理

员进行投诉，如何为了自己在社区中的威望和名誉而战，等等。整个阅读过程，不仅充斥着情节悬念和

戏剧性冲突，而且还可能激发读者的社会性冲动，使其忍不住进入社区讨论，成为编纂者，甚至加入各种

维基人小组，成为维基百科长期的条目贡献者。
在剧团组织方面，为保证戏剧顺利进行，古希腊传统戏剧提倡剧本不能随便更改，并对原始萨满仪

式进行变革，发明了被当作集体并隔离于表演圈之外的“观众”。而环境戏剧一方面试图重新打破观众

和表演圈之间的距离，一方面为了防止表演过程中出现偏离主题、杂乱无章和支离破碎的情况，非常重

视通过招募演员、讨论剧情、排练戏剧，组建一个能够有效沟通、团结互动和动态平衡的剧团。和观众相

比，环境戏剧剧团成员必须熟悉演员的表演技巧和演出规则、戏剧演出的主要意图，以及和临时观众有

效互动的手段，从而促进戏剧保持整体感，同时鼓励剧团和观众共同临时发挥，不断保持开放度和创新

性。在“老子”条目中，为防止“公地悲剧”，维基人亦自发组建了一个强大的“剧团”，包括活跃编辑、管
理员、行政员、仲裁员等。“剧团成员”不仅熟悉维基百科的各种编纂规则，比如“命名规则”“文件使用

方针”“核心内容方针”等，而且常常事先独自或集体利用维基沙盒功能对条目进行编纂练习和编纂讨

论，直到准备充分后，再进行正式编纂②。此外，某些成员还承担着比一般用户更大的权责，他们一方面

要鼓励新用户积极参与编纂，指导新用户熟悉维基平台结构和软件程序，遵循维基社区的行为准则，一

方面还要防止恶意破坏者或者各种不专业的编纂行为。总之，维基百科全书的生产依靠一个由“平台软

件、社群组织、资深用户”构成的颇为精妙的“剧团组织体系”③，其保证了“老子”条目知识在没有固定

“脚本”的同时，依然保持整体感、准确性和可读性。
在话语权分配方面，谢克纳在总结环境戏剧的排练经验时，提倡破除传统戏剧的剧本( 编剧) 中心

制，鼓励导演权力下放，并亲自参加表演，充分给予演员创造权，允许观众拥有改编剧本的权力等。他指

出虽然环境戏剧目的并非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是为了放松娱乐、宗教仪式、精神治疗和社会教育，但是

导演、编剧、演员和观众之间依然会围绕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进行话语权的争夺。环境戏剧

必须巧妙配置、处理和利用这些权力争斗来影响、激发和排练剧情内容④。和“环境戏剧”类似，维基百科

自组织社区亦重视将主体客体化，巧妙地在百科条目编纂场域中设计维基人之间的博弈规则和话语权等

级，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三个层面开展社会互动，成功激励维基人充满热情地无偿编纂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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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美］谢克纳:《环境戏剧》，曹路生译，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48 页。
“Sandbox”，Wikipedia，December 1st，2021，https: / /en．wikipedia．org /wiki /Wikipedia: Sandbox．
甘莅豪，庞艳茹:《互联网百科知识的生产机制及其合法性建构: 以维基“钓鱼岛”条目为例》，《新闻界》，2020 年第

12 期。
谢克纳的“环境戏剧理论”最初用来组织戏剧表演，后来适用于分析人类各种社会活动现象，比如审美活动、游戏

活动、大众表演和仪式表演等。该理论一直鼓励引入其他学者的理论对自己进行补充。这也是本文引入布迪厄“场域理

论”对“剧团话语权分配”进行分析的合法性基础。参看国际期刊《戏剧评论—人类表演学刊》和谢克纳、孙惠柱编主编

的《人类表演学系列》系列丛书。



虽然维基百科在首页宣称其是一个“人人可以编辑的自由百科全书”，但是任何资深维基人都知道

要想在维基社群中建立权威和声望，拥有编辑话语权，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编辑实践获得足够的文化资

本。文化资本指人们以作品、文凭、品味和修养等为资格的制度化形式，它包含三种存在形式①，在这里

具体表现为: 第一、具身资本方面，维基人能否在某一语言社区中熟练运用该语言，熟悉并灵活运用社区

约定的编纂规则、编辑编程语言和版权法律知识等，拥有和条目内容相关的专业知识，具有面对冲突时

保持文明礼貌的素质与基于事实和理由进行理性对话的能力等; 第二、客体化文化资本方面，能否主导

编写一个规范的条目或使其成为“优良条目( GA，good articles) ”或“典范条目( FA，featured articles) ”，能

否对提高其他条目质量提供建设性意见，能否提供高质量、无版权纠纷的地图或其他图片，能否编辑有

利于社区运作的维基机器人等，这些产出或作品都会影响维基群体对该维基人的看法和认可度; 第三、
制度化文化资本方面，维基社区划分了不同编辑权限等级的社群身份，比如被封禁用户、匿名用户、注册

用户、机器人用户、管理员、巡查员、研究员和仲裁员等。维基社群会根据贡献与能力对各种维基人给予

相应的制度认定，并赋予他们相应的编纂权限( 见图 3) 。比如拥有多条“典范条目”编写经验的维基百

科资深编纂者“德鲁西弗 3000( Drewcifer3000) ”曾在主动将“老子”条目提名为“优良条目”的同时，对

该条目编写原则提出很多建设意见。“老子”条目主要贡献者之一的维基人瓦西亚娜( Vasyana) 在感谢

之余，根据意见对条目做了修改。两人的对话被透明地发布在讨论区中，并迅速得到同行评议者认同。
“老子”条目被顺利列为“优良条目”，瓦西亚娜也通过这些编纂行为，提升了自己在维基社区中的声望。

图 3 维基用户权限表( 部分)

除了文化资本，社会网络亦能赋予个体权力或收益，即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整合，这

些资源与网络身份( 即是否属于这个网络) 有关，它能通过集体享有的资本向网络中的每一个成员提供

支持②。得益于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维基网络社群促使在全球不同地域中有志于记录、储存和编辑人

类知识的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聚集起来，从而实现远距离近接触。这种基于趣缘而非血缘、业缘的接触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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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92－193 页。
P．Bourdieu，“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in J．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 Greenwood，1986，pp．241－258．



乎印证了互联网社会“去科层化”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乌托邦想象。然而这种“无政府主义”幻想

和维基知识生产传播中严密的自组织性存在较大差异。事实上，由于习性、资产、阶级、性别、文化、国
家、民族等因素影响，维基人会自然形成具有不同趣味的群体①，这些群体在观点、意见、利益和情感上

有时相差悬殊，彼此之间存在歧视和偏见，因此常常就条目知识合法性问题发生长期而剧烈的冲突。当

这些冲突进入讨论区时，持不同意见的维基人彼此抱团，调动一切力量说服对方。如果彼此势均力敌而

陷入编辑战中，他们还不得不采用投票机制，用“人海”策略来决定“知识的合法性”。由此，维基社群时

常发生“从一堆人到一群人的转变”———而后者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整合、共享和制度化，网络成员之间

相互负有义务。也就是说，除了在公共讨论区彼此交流、对话之外，趣味相同之人亦会进一步组织成小

群体，通过电子邮件、聊天软件和线下聚会活动等方式，成立协会和小组等，加强集聚力，形成新的身份

和社群认同，从而扩大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壮大集体力量，以便在维基社区发生冲突时，能够获得

小组成员支持，提升己方话语权。2006 年“老子”条目讨论区曾就是否要“将标题‘Lao Zi’换成‘Lao
Tzu’”发生过一次激烈的编辑冲突。对于该议题，维基人迅速分成两派，双方各自集中力量提供各种理

由: 支持汉语拼音“Lao Zi”派提出“谷歌点击量不能是维基百科全书的决定因素”②“威妥玛式拼音比较

混乱”“最近出版物多用汉语拼音”等理由。支持威妥玛式拼音“Lao Tzu”派则提出“汉语拼音是一种中

国霸权主义”“孔子条目没有汉语拼音，而是用 Confucius”“英语不少中文名词，比如孙中山等依然使用

威妥玛式拼音 Sun Yat－sen”等。最后条目标题采用投票机制解决冲突，因支持“Lao Zi”派人数较多而

依然保持“Lao Zi”命名。如果仔细考察支持“Lao Zi”派的用户名、主页自我介绍以及讨论区的互动，可

以发现这些维基人大部分来源于中国大陆文化圈，平时线上线下互动频繁，具有较大的社会资本，因此

在这场编辑冲突中掌握了话语权。
象征资本并非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处于并列关系，其往往表现于各种符号赋予的声望、面子和名

誉等，通常被追求实利的经济主义者否认，并以被否认的资本形式而发挥作用，成为个体或社群尽力维

持自身合法性、巩固既有利益的象征性工具。虽然维基百科不能给维基人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但是作

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交工具，其可以帮助草根网民、底层群体改变社会体验，赋予他们获得话语权力、输出

个人情感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维基社群从形成、运行到管理的过程中，每个个体自始至终都拥有一

个全新自我培力的机会。在这个趣缘共同体中，个体声誉得到重塑，并可能从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他者转

变为一个网络群体内的管理精英，在虚拟社会实现象征资本的积累，赢得社群认可，实现自我价值。对

于维基群体来说，“维基人”作为一个象征符号，亦代表了一个新兴群体的崛起，每个个体可以通过“维

基人”这个符号，从“我”转变为“我们”，大家共同抵抗精英话语霸权，立志编写“一部真正全面均衡、中
立客观的自由百科全书”，为实现知识的自由化和免费化而奋斗。可以说，“维基人”这个符号的象征力

量不容小觑，其一方面掩盖着维基社区中的各种斗争、偏见和霸权现象③，一方面立志将维基社区塑造

成互联网时代的理想社会———一个去中心化、平等、和谐、自由的社会。而每个编纂者都在这个象征符

号的感召下，永不疲倦地贡献自身的时间、精力和知识，将维基百科拼贴和积累成一部具有五千多万个

条目的“马赛克知识宝库”。

四、余论: 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

“行动者网络理论”最初起源于实验室研究，其重点关注人类和非人类等行动者如何囊括所有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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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法］布迪厄:《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 年版，第 1 页。
此次议题提出者系维基人弗朗西斯·肖肯( Francis Schonken) ，他根据谷歌搜索数据，指出在谷歌上将老子命名为

“Lao Tzu”的文献远比“Lao Zi”多，因此要求社群“将标题‘Lao Zi’换成‘Lao Tzu’”。
甘莅豪，关永蕗，费瑾:《“民族冲突”与“恐怖袭击”: 维基百科全书中的数字话语框架———以昆明“3·1”事件和伦

敦“6·3”事件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 年第 10 期。



会资源和转译策略，在某种网络中生产科学知识黑箱。该理论通过预设科学知识是一个被广泛接受、无
人怀疑的“已经形成的黑箱”，指出必须从“行动者”视角揭示该黑箱社会性形成的过程和路径，从而为

知识学带来了方法论上极大的新鲜感和效力。
基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方法，2009 年斯瓦茨( Swarts J．) 在第 27 届国际通信设计年会上，

通过查阅英文维基百科“清洁煤”条目三年的修订历史和修辞话语，对维基人协商合作构建“事实”黑箱

的过程进行了分析①。该研究从社会学－文化学研究( SSK) 视角分析维基知识的形成过程，揭示出修辞

学在事实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使得“结盟”“斗争”和“网络”这些在词典学上非常规的学术词汇进入到对

百科全书知识的分析之中，具有一定的洞见和创见。然而，洞见也意味着遮蔽，对照本文研究，斯瓦茨在

运用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维基百科知识生成机制时，忽视了互联网开源社区知识生产的某些

重要特征:

其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黑箱”隐喻预设无法准确描述互联网开源社区的知识形态。拉图尔

“黑箱”隐喻的对象事先被预设为结构严谨、无人置疑的科学知识。而维基百科全书知识从其诞生那一

刻就处于全域开放状态，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对其更改和增减。这种流动的知识形态，用“马赛克”
隐喻比“黑箱”更为合适。

其二，“行动者网络理论”虽然提出了“网络”理论，但该网络始终是以“行动者”为中心建构起来，其

无法准确描述互联网开源社区的蜂群式知识生产机制。虽然拉图尔将“非人”也视为行动者，同时将
“非人”和“人类”行动者统一为彼此交往的结盟整体，但其对资源调集、计谋策略和网络建构的描述，无

一不体现了“行动者们”的权威性、能动性和中心性。这是一种现代性视角。而维基百科社区中，维基

人之间虽然也有斗争、谋略和层级，但整体来说，常常表现为临时性、匿名性、参与性和表演性的特征，这

种现象更具后现代特征。由此，同样具有后现代性特征的谢克纳“环境戏剧理论”的引入，为“网络开源

社区的知识生产”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新分析视角。
此外，谢克纳“环境戏剧理论”和互联网开源社区在文化思潮上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美国学者

弗雷德·特纳( Fred Turner) 敏锐地发现，互联网时代群体性知识共享运动源自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反

主流文化②。在彼时美苏核对峙的阴影下，美国兴起了反抗严格社会规则和层级化官僚组织的反主流

文化运动。运动中出现了一批“新公社主义者”，他们频繁发起政治抗议，并试图在乡村和野外建立去

中心化、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该文化潮流直接影响了斯图尔特·布兰德( Stewart Brand) 和凯文·凯

利 ( Kevin Kelly) 等人，他们在随后几十年重新定义了计算机的社会意义———将计算机从冷酷的工业时

代官僚机器转变为温情脉脉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联网公社社区节点，从而帮助“新公社主义

者”在计算机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归属地。1996 年曾任“感恩而死”乐队作曲家的信息技术记者约

翰·佩里·巴洛( John Perry Barlow) 甚至起草了《赛博空间独立宣言》( “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
ence of Cyberspace”) ，其将互联网视为反对官僚体系的新公社，一个人人皆可进入的公平世界，没有任

何基于种族、经济基础、军事力量或身份地位的特权或偏见③。2001 年，该文化潮流又催生了人类历史

上第一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协作式维基百科。约瑟夫·迈克尔·里格尔( Joseph Michael Reagle)

在《善意合作: 维基百科的文化》一书中就指出“维基百科可能是当今自由文化运动中最著名的例子”④，

在维基社区中处处体现了新公社运动的透明、诚信、共享的价值观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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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该价值观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和理想主义，在实际编纂行动中也不排除权力和利益冲突，但是不能否认该

价值观催生了维基百科全书的诞生，同时至今一直被维基人奉为圭皋。



20 世纪 60 年代，作为先锋戏剧流派之一，谢克纳的“环境戏剧理论”亦在美国反主流的文化思潮中

诞生。1979 年以后，伴随谢克纳倡导将“环境戏剧理论”与人类学相结合，以及戈夫曼的戏剧主义理论

被学界逐渐接受，西方大学渐渐成立了各种“人类表演学”研究中心，相关课程亦在心理学系、政治学

系、社会学系、传播学系和管理学院等开设，同时《戏剧评论—人类表演学刊》( TDR，The Drama Review)

逐渐成为当今世界人类表演学的旗舰期刊①。这些人类表演学学术中心希望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集

会、运动、仪式和游戏中的公共政治行为，解析传播中的各种模式，人类与动物行为模式间的联系，心理

治疗中的人类互动，人种学，统一的行为理论”等方面展开跨学科研究②。
显然，维基百科和环境戏剧都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无政府状态、去中心、分散、表演、差异、

不确定性、失控、自发成序、由下至上和流动等③。在这种后现代状况下，社交媒体网民群体性“表演”生

产出来的知识自然会呈现出拼接性、断裂性和创新性的马赛克特征。由于多元行动者场域、知识生产时

刻，以及技术配置等因素影响，和拉图尔的“黑箱知识”相比，这种“马赛克知识”更好地体现了人类文化

从现代过渡到后现代的过程。“黑箱知识”将知识生成过程视为“行动者网络”，以“行动者”为中心，探

究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经济、政治、文化、象征符号资源，不断吸收同盟，围绕中心累加知识，建构出逻辑

性、反复论证、仔细推敲的稳定性知识。而“马赛克知识”将生产过程视为“环境戏剧表演”，以“行为”为

中心，探究知识生产平台中的空间利用、角色定位、剧团组建和话语权争夺等问题，从而利用无数维基人

的“改变、发展、转化; 需要和欲望; 甚至可能是潜在的获得、表现和运用意识”来建构流动性知识④。也

就是说，在社交媒体时代，知识将不再是工业时代所公认的经过某个或某群人“深思熟虑过的，处理过

的，系统化”的信息结合体⑤，而是互联网信息结构本身，即“房间里最聪明的人，是房间本身: 是容纳了

其中所有的人与思想，并把他们与外界相连的这个网”⑥。
学者利用语言分析事物，把乍看起来似乎不相同的东西联系起来，建立理论和分析方法，以便能更

好地进行理解，就不得不依靠隐喻思维⑦。隐喻不仅形塑了学者对某一事物的看法，而且影响了对该事

物进行分析的方法论工具。在这个层面上，“黑箱知识”隐喻不仅暗示“知识”是逻辑性和结构性的，而

且自然引导拉图尔等学者采用“行动者网络”分析方法描述其生产过程。而“马赛克知识”隐喻则将知

识看成拼图式和网络型的，环境戏剧理论也由此作为一种方法论工具被引入。“一个人走过这个空的空

间，当时正有另外一个人在看着他，就是戏剧活动所需要的全部”⑧，布鲁克这句话点明了人类日常活动

和戏剧表演之间不仅是修辞上的隐喻关系，而且还是日常上的互证关系。事实上，戈夫曼、列维斯特劳

斯、特纳和格尔茨都采用戏剧主义视角成功分析了人类社会的信仰、文化和行为。他们认为人类交流方

式是一种表演，广泛用于正式的典礼仪式、公众集会以及各种形式的物质信息、风俗文化的交流。谢克

纳在其主编的期刊《戏剧评论—人类表演学刊》中评价自己的“环境戏剧主义”理论时，同样指出其不仅

适用于剧场排演，也适用于分析一切人类活动现象，比如审美活动、游戏活动、大众表演和仪式表演

等⑨，显然，该理论亦适用于分析维基人在互联网维基百科知识中的蜂群式群体性编纂行为。
［责任编辑: 王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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