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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 致谢

这本书始于一名学生的好奇心，一位资深学者的慷慨助力又使其 

变得可行，并在由同事、朋友和家人组成的令人惊喜的团队的帮助下得 
以付梓__其中许多人不仅属于其中的某一个类别。

2015年，我走进弗吉尼亚州哈里森堡市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的一 

间教室，准备为一个本科课程小班讲授有关技术示能的课程，那时我也 

没想到我会写一本书。但是，一位名叫本(Ben)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恰 

到好处的问题:“难道绳索围栏和木栅栏的提供能力不同吗?"这一问 

题引发了连锁反应:我在教室白板上开始了我对示能的见解,基于此 

发表了一系列博客文章L且在《科学、技术与社会公报》加他加of 

Science , Technology & Socfe切产上发表了一篇期刊文章，以及现在的 

这本完整著作。本的想法发人深省。2017年，我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简称 ANU)新任一个职务，预 

约了与吉纳维夫•贝尔教授(Genevieve Bell)会面。贝尔教授最近从硅 

谷移居到堪培拉，也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自主、机构和保障创新研究院 

(Autonomy, Agency and Assurance Innovation Institute,简称"Ai")' 

的创始人。在会面后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封介绍麻省理工学院出版 

社(MIT Fress)策划编辑道格•赛瑞(Doug Sery)的电子邮件。这对贝 

尔教授来说是一个小举动,但对我来说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道格对 

出版此书很感兴趣，并在诺亚» J.施普林格(Noah J. Springer)的不懈 

湎 帮助下从头到尾引导了这个项目。诺亚的研究论文也是与本书的主题

“示能"相关工

我永远感激德莱恩■康普教授(DLane. Compton),当我以一条仅 

占一行的简短推文“如何写一本书? "的形式表达我的无知时，康普教授 

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并用智慧启发了我。大卫• A.班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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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A. Banks)、内森•尤根森(Nathan Jurgenson)和 PJ.帕特拉-雷 

伊(PJPatelia-Rey)与我进行深人的交流并给予我反馈，这在流程和内 

容上都进一步帮助了我。他们在鼓励我和挑战我之间维持微妙的平 

衡,使我精神振奋，思维敏捷。我还要感谢所有过去和现在的 

Cyborgology 博客'和网络会议理论化(Theorizing the Web conference)6 

的投稿人，他们创造了一个由思想家、作家和活动家组成的社区，从事 

我希望在世界上看到的理论研究。我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们也同样深深 

地影响了我,都不吝给予我支持。托尼。洛(Tony Love)、卡拉•戈尔 

(Carla Gmr)和比安卡，马纳戈(Bianca Manago)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弥补了我的不足，他们通过多年的学术讨论、辩论和从不停歇的"跟踪 

修订"(译者注:Track Changes,文档编辑软件中的一个功能)，让我成为 

一个更好的思想家。这本书还得到了三位新兴学者的助推，他们让我 

有幸指导他们的荣誉论文。西沃恩。多兹(Siobhan Dodds)、汉娜。格 

雷戈里(Hannah Gregory)和威尔•奥尔(Will Orr)每周都会在我们的 

会议上询问有关这本书的问题，这激励了我写作。他们还让我保持清 

晰的思路，其好处不言而喻。最后，谢天谢地，还要感谢詹姆斯• B.乔 

伊纳德(James BChoumard)。他是我的合著者、编辑和合作伙伴。当 

我问“我可以大声读出来吗?"时，他一次都没有犹豫过。他在确保书中 

观点合理性的同时,也一直鼓励我完成这本书。有了他，我就有了十分 

的支持，毫无顾虑。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一个特殊的手推车问题

2017年1月，我从美国搬到了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开启了一段新的 

学术任命。这一刻交织着兴奋和惶恐不安。冒险的诱惑以及对新院校 

的期待，被因海外生活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焦虑所打断。我 

曾经被提醒过，尽管澳大利亚与美国使用的语言相同，但两个国家存在 

许多差异。听了这条忠告，在刚到堪培拉的前几个星期里，我以人类学 

的警惕性观察他人，确保自己不会点错咖啡或违反公共交通礼仪。我 

尽量保持声音柔和，做任何事情之前先上网搜索。我下定决心要融入 

其中，这一点我也成功地做到了，但好景不长。

我第一次感到很难堪的时刻来得完全猝不及防，而且它与澳大利 

亚文化毫无关系。事实上，它与我自以为完全胜任的一项活动有关:获 

得一辆购物车(cart),或者用澳大利亚的说法，一辆购物手推车 

(trolley) D那是盛夏的一天，我从校园的临时住房搬到城外的固定住 

所。由于我所有的生活用品几乎都还在美国，因此需要为新家置备一 

些基本的日用品。在网上快速搜索了如何在澳大利亚加汽油后，我小 

心翼翼地行驶在道路左侧,前往附近的一家大型超市。到超市后我深 

吸一口气，寻找我能找到的最大的购物车。

惊讶的是，我发现超市只有手提篮和连着并且锁在一起的购物 

车。我询问一名店员："你们是否有可供顾客立即使用的购物车？如 

果没有，能否请您为我解锁一辆?"店员告诉我，手推车需要交2澳元 

硬再作押金.除了不知道澳大利亚的货币还有2澳元硬币这一事实 

外，我还感到很困惑:“您是说我需要付钱才能使用购物车吗?"店员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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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眨眼，开始了一番解释，然后用他腰带上的钥匙打开了一辆购物车 

让我使用。

在研究了一会儿购物车的蓝色把手后，我总算弄明白了:把手上有 

三个小的硬币槽，一个锁装置，以及一个锁装置的开口。顾客不是租用 

购物车，而是将硬币作为抵押品。归还手推车时，使用过的购物车被锁 

回正确位置后，就可以吐出硬币，顾客就能取回自己的钱了。

投币锁(coin-locks)是一种防盗措施,现在是许多城市环境中常见 

的一个商业化特征。然而，由于我是在郊区长大的，成年后的大部分时 

间都生活在小镇上,所以对我来说投而锁是新鲜事物。我以往看到的 

购物车是独立的,且数量众多。事实上，我曾经住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 

公寓楼里，它的停车场内有一个非正式的购物车存放处。当地的连锁 

超市每天都会派员工来取回这些购物车。但在澳大利亚的首都，投币 

锁是标配L

从购物车的历史来看，购物车保管的问题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 

1937年,西尔万•戈德曼(Sylvan Goldman)在他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 

Humpty Dumpty杂货连锁店向不情愿的顾客提供轮式购物车。那时， 

商店的设计已经从店员站在柜台后面为顾客取货的模式，转变为顾客 

从商店内到处摆放的陈列品中选择自己所需物品的自助服务模式" 

起初,顾客使用手提篮来装商品并将其拿到柜台结账。后来，随着商 

店规模的扩大和购物重量的增加，传统的手提篮使用起来不太方便。 

一旦顾客把购物篮装满了还想继续挑选商品，店员们就需要短时间照 

看并保管已选商品直至结账，同时还要提供空篮子给顾客。这给顾客 

带来了不便，而且还耗费不少的人力成本。戈德曼的轮式手推车模 

型--它看起来与现在大多数商店使用的手推车相似，既可以使顾客 

能方便地购买更多的商品，同时也降低了人力成本。

戈德曼需要说服顾客去使用购物车。女性不太赞同推着购物车这 

个想法，因为它和婴儿车太相像。显然，女性希望购物时能有从育儿中 

解放的感觉,而不是育儿的一种延伸。男性认为购物车太过娘娘腔，并 

第一章引言 003



以标准的性别理由拒绝它们。因此，戈德曼发起了一场公关和推广活 

动。除了广告之外，戈德曼还雇用了长相出色的男性和女性在他的商 

店里使用购物车。这一策略奏效了。购物车迅速蔓延到其他零售店， 

成为现在超市里的一个标配。

如果说戈德曼在说服人们采纳他的新技术方面遇到了困难，那么 

投币锁的存在则反映了一个相反的问题:劝说人们归还他们拿走的购 

物车。投币锁作为防盗措施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获得了 

专利，成为多种购物车防盗措施中的一员。其他措施包括:可以在小车 5

超出边界时锁住车轮的电子和磁性部件,可限止其通过出口的安装在 

购物车上的长杆,全球定位系统追踪器，甚至还有寻找、追回和归还购 

物车的收费服务。手推车被盗或放错地方，不仅给商店带来了经济负 

担（每更换一辆要支付150美元到400美元的费用），而且当被盗的购物 

车被丢弃在道路和人行道上、小溪和河流里时，城市也面临安全问题。 

简而言之，商店和城市都想将购物车留在商店里，防盗技术的发展也印 

证了这点。对于顾客而言，防盗功能可能仅会带来一丝不便（他们需要 

记得随身携带零钱），但也可能极大地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车的 

人不能轻易步行运送大量商品，因此必须每天抽出时间来商店购物）。

购物车从一种鼓励大量购买的劳动力替代的技术，演变为一种严 

格控制的、具有物质限制的商品，这表明物（object）,即使是最普通的物 

品也被赋予了价值观，它可以反映并具备塑造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 

能力。戈德曼最初的购物车是在资本积累的驱动下创造的。购物车在 

最大限度地提高购买力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有偿人力劳动。 

购物车的使用（或不使用）与性别有关:女性希望将购物体验与照顾孩 

子的工作分开，而男性则希望将自己与女性化寓意拉开距离。商业策 

略为购物车的广泛应用铺平了道路，最终，一些购物车和商店被重新设 

计以限制和约束其使用，这对消费者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口简而言之，购 6

物车有政治性，会影响行为，并塑造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动态建立在 

购物车的物质形式上，其结果是微妙的、强大的和影响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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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万•戈德曼早期的购物车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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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关于技术的社会动力学(social dynamics),它是关于伦 

理、价值和利益被植入人造物的方式，以及这些人造物如何通过与人 

类主体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方式。更准确地说,这本书是关于技术示 

能(affordance,译者注：目前该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译法，常见的译法 

还有可供性、动允性、可获得性等从形式上看,示能被定义为"物或 

技术和使用之间的‘多维度关系结构''，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促成或 

限制潜在的行为结果” \也就是说，示能在技术特征和其结果之间起 

着媒介作用。技术不会逼迫人做事，而是通过鼓励、吸弓I、允许和限制 

等方式间接地改变人们的行为。示能是物如何塑造社会情境中主体 

的行为。

“示能"的概念早于20世纪60,70年代由生态心理学家詹姆斯•吉 

布森(James Gibson)首次提出％吉布森认为「示能"关注人与环境之 

间的相互作用，即"在特定的环境中的行动可能性"。10年后,唐纳德• 

诺曼将示能引入设计研究,以解决人机交互问题7。近年来，随着计算机 

中介传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简称 CMC)(译者注：目 

前该词的翻译缺乏统一标准，常见译法还有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 

播、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传播、网络传播、网络传播沟通、网络人际传 

播和计算机辅助传播)和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简称ICTs)研究日趋成熟，示能这一概念也被广泛探讨。

毫无疑问，示能的概念在巨大而快速的技术变革中得到了迅速的 

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数字平台的出现，以及自动化的兴起(重新)塑 

造了社会关系、信息流、政治参与和经济关系。社会思想家们渴望了解 

这些社会转变，然后又对新技术如何运作及其产生的影响产生了兴趣。 

在本书中,“示能”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工具，因为它能让分析家们在审视 

新兴技术的影响时避免强硬的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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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究不断提醒我们,物质性(materiality)和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总是共同运作的。因此，戈德曼的购物车并没有强迫顾客购买 

更多的商品,而手提篮也没有阻止顾客大量购买商品。然而，购物车和 

手提篮有不同的特点，构建了不一样的购物体验，改变了员工和消费者 

之间的劳动分配。这样一来，前置摄像头并不是让人们自拍，而是提供 

一种有别于传统胶片设备的拍照机会;触摸式电子词典与纸质书获得 

词汇的互动方式不同;下拉菜单的选择方式比书写框更具局限性;社交 

媒体平台上的“报告”大按钮，与隐藏在数次点击之后出现的管理员电 

子邮件相比，对用户生成的内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控制。

物质性和人类能动性之间的分析性平衡使“示能”成为一个有价值 

的概念，在时间的纵向上一直发展，在各学科的横向间传播。然而，学 

术界时示能的应用已超出其严谨的理论思考。这个概念已经陷入误 

用、滥用、错误的二元对立，以及对动态主体和环境的不充分处理中。 

由于这些原因，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概念已经失去了分析的价值，应该彻 

底摒弃3正如我在本书中对这个话题所探讨的那样，我认为这种想法 

是错误的。相反，我将对示能的批评解读为一个获得清晰思维和精确 

性的机会，而这个概念因技术的进步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这种清晰思维和精确性。

其中一种强烈的批评是,示能一直保持着二元结构。在此二元的 

描述中，功能要么提供某种行动,要么不提供。投币式购物车要么提供 

运输能力,要么不提供;社交媒体平台要么提供网络建设,要么不提供; 

人工智能要么提供情感依恋，要么不提供。按照这一逻辑，功能使行动 

变得要么是必然的，要么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中，我们知道人与物之间 

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与技术的关系像是一支微妙的舞蹈, 

在这支舞蹈中，技术客体始终在不同程度地鼓励或吸引着人类主体，而人 

类主体则以或多或少的动机、创造力和技巧进行引导。具体来说,投币锁 

系统并没有明确或完全地排除将购物车带出商店的可能性，而是创造条 

件以降低购物车被带出商店的可能性。事实上，在研究购物车的历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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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了许多旨在超越轮锁、投币锁和GPS追踪装置的教程和产品。因 

此，示能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这些功能对社 

会情境中的主体施加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力。

幸运的是,有一个筒单的办法可以解析示能的二元问题:从关于技 

术能提供什么转变为技术如何提供。从“什么"到"如何"的转变，是本 

书论述的基础。一般来说，当问题从“什么"变成"如何”时，社会学分析 

会变得丰富得多。“如何”抓住过程和细微差别，而“什么”只能关注一 

个维度。通过询问技术如何赋能，我们可以识别和阐明一个特定功能 

在社会影响中的变化。

例如,与没有防盗工具的系统相比，投币锁系统对使用购物车设置 

了轻微的障碍。为了使用投币式购物车，顾客需要利用适当的资源(通 

常是特定货币的硬币3需要愿意在购物开始和结束时完成额外的任 

务。这些任务包括寻找硬币、解锁购物车、购物完成后归还购物车、锁 

定购物车并取回他们的硬币。在实践中,这些动作只需额外的30秒左 

右，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许多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然而,投币锁的特性 

产生了一些矛盾，这就与戈德曼早期提出的倡议背道而驰，即尽可能使 

购物车变得更有吸引力和可获得性。投币锁能防止人们偷窃购物车, 

但也能阻止人们使用它。不过，这种阻止比起将购物车放在柜台后面, 

只由店员发放，或者对购物车收取硬币押金要温和得多，这将使系统从 

抵押方式变为租借方式，尽管后者同样会阻碍购物车的归还。

通过比较不同防盗措施的特点可以发现，投币锁装置和磁力触发 

的轮锁都降低了购物车的可运输性，但投币锁系统设置的障碍更少，人 

们更容易将购物车带离超市。将使用投币锁的购物车带出场外，顾客 

可能会损失2澳元,但使用车轮锁(wheel-locks)的购物车在越过超市边 

界后会停止前行。虽然投币锁和轮锁均不同程度地减少了可运输性, 

但两者的力度是不同的,而且也没有导致购物车不可运输。使用投币 

式购物车的顾客可以选择先放弃2澳元的押金，带着购物车离开商店, 

等卸完商品后再带车返回商店，取回自己的2澳元。顾客也可以使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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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购物车钥匙（它们很容易在网上搜到并购买），或者干脆等待找到 

一个解锁的购物车，把它带离停车场。遇到车轮锁购物车，顾客可以把 

购物车抬到磁力锁条之上，或者用很大的力气把购物车推过磁力周边, 

或把购物车装到车上，或者如果特别有动机并且足够有体力，可以在车 

轮进人锁定模式后搬走购物车。关键在于，询问物体是"如何”而不是 

能提供“什么"，可以显示出技术特征与其对人类主体影响之间的微妙 

关系，同时也可以解释人类的创造性和颠覆性行为。

第二种批评是，分析家们过于频繁地把示能描述为普遍存在的，而 

事实上它们是有关系的和有条件的。考虑到技术特征可以施加不同程 

度的作用力，接下来的问题是:对象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例如， 

对于我这个投币锁新手来说，使用投币锁的障碍远大于对它熟悉的顾 

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习惯了堪培拉的这种投币锁，投币锁的示 

能也在我的过去和现在之间发生了变化。当我赶时间时，使用的障碍 

就会放大（我是否愿意多花30秒）；而当我有时间时，障碍就会减小。对 

于我来说,将购物车带离商场的后果相对较小（2澳元不会明显影响我 

的银行账户），但对于无家可归或饥饿的人来说可能更为重要（对于后 

者来说，将购物车带离商场的需求也可能更明显，他们不太可能有个人

11 交通工具,可能会因购物以外的原因使用购物车）。

简而言之,示能指的是物体如何使能和限制。因人而异，因环境而 

异。从"什么”到"如何"的转变，以及对不同主体和环境的解释,代表了 

示能理论的一个看似简单但至关重要的进步。一个更实质性的进步 

是，将示能的概念进行实施,比如将"如何""对谁"“在什么情况下”纳人 

一个简洁的分析工具中，这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研究点。

"实施示能：机制和条件框架

本书将机制和条件框架作为示能分析的一个理论支撑。示能的 

机制指的是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而条件指的是不同主体和环境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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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性。示能机制并不依赖于关于技术对象施加的作用力大小的一般 

性陈述，而是表明技术请求、要求、鼓励、劝阻、拒绝和允许（request, 

demand, encourage, discourage, refuse, and allow）特定的行动路线和 

社会动态。请求和要求是由物发起的,而鼓励、劝阻、拒绝是对主体倾 

向性的回应。允许适用于由主体和物发起的行为。

示能的条件规定了人与技术相遇的关系性质，即示能的条件因知 

觉、灵活性以及文化和制度合法性而异。也就是说，人们感知到一系列 

技术物所呈现的功能和限制，在操作一套功能时具备不同的技术水平, 

以及因为不同的文化规范和制度规定，在使用一项技术时获得的支持 

也有所不同3

通过机制和条件框架来实施示能，提供一种词汇和架构来进行示能 

分析。例如,通过示能机制，我们可以说，购物车鼓励商品的大量购买，而 

手提篮则不鼓励。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手提篮购物,要求顾客去商店的次 

数更多，而使用购物车则鼓励顾客去的次数更少。不管是手提篮还是手 

推车，都不会拒绝频繁与杳的购物,但它们会把顾客推向某一个方向。使 

用手提篮和购物车的顾客，都被允许在池们的购物容器中装满特价商品、 

特色商品、冷冻商品或生鲜食品（也就是说，除了重量和尺寸外，手提篮和 

购物车对放置其中的是什么东西毫不在意）。

示能的条件让我们进一步根据技术的使用环境分析它的作用力。 

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认为购物车和婴儿车之间的联系劝阻了 

女性和男性使用购物车--女性认为这种工具是照护劳动的延伸，而 

男性则认为过于女性化。戈德曼早期的公关活动旨在将购物车重塑为 

不分性别的省力工具，从而鼓励不同性别的购物者使用（反过来，它要 

求顾客在某次购物中购买更多商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戈德曼成功 

地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文化规范,但传统购物车的模式仍然拒绝了部 

分群体的使用。例如，轮椅使用者身体可能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来使用 

戈德曼最初设计的购物车。因此这种购物车鼓励能步行的顾客使用, 

拒绝肢体有障碍的人使用。随后的购物车设计了一个成人尺寸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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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动部件，消除了上述的拒绝情况，并鼓励那些行走困难或无法行走 

的人来使用。

防盗功能的作用也因环境而异。对于那些以为没有办法解决磁条 

问题的人来说，轮子锁拒绝了购物车的运输，但对于那些有其他办法的 

人来说，轮子锁只能起到劝阻的作用（比如抬起购物车跨过磁条，或者 

使足力气推购物车以使锁装置失效）。同样，投币锁要求用户把购物车 

停放在商店内，但允许有必要资源（硬币）的人将购物车推出商店。规 

范和隐性偏见也适用于此，如文化和人口学因素可以减轻或扩大监督, 

突出示能在实践中相关的动态性。例如，有色人种的顾客更有可能在 

购物时被店员跟从，从而拒绝他们将购物车推出商店外,而白人顾客只 

是被劝阻，店员更有可能给予他们在店内自由行动的权利。

简而言之，技术的有效性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异。机制和条件框架提 

供了解决这些动态变化的概念框架。示能的机制指出技术如何来提供, 

而示能的条件则将技术置于情境之中。重要的是,机制和条件框架不是 

使概念具体化的方法，而是一个论证的工具。示能的机制既非僵化也非 

决定性的，相反，它们是具有可穿透边界的分析节点，各类别的指定还有 

待商榷。反过来,示能的条件既不是静止的，也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 

互重叠的,并且总会发生变化。因此，机制和条件框架提供了一个示意 

图，分析师和从业者可以在其上绘制社会技术系统，并保持动态性、不确 

定性和思考的丰富性。

•示能的重要性

示能的机制和条件框架源于一个假设:技术是具有政治意图的。 

本书第三章将会更详细地阐述这个基本假设。接下来我将通过这一假 

设来证明示能的重要性。技术借助选择的网络被设计、实施和使用。 

有一些选择是显性的，揭示了该技术以某种特定方式影响人类行为的 

明确目的;其余大部分的选择则是隐性的,设计师、分销商或终端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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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永远不会意识到。不管是显性的选择还是隐性的选择，都反映和 

影响了价值取向、社会结构分工和社会动态。

价值观不是中立的，它倾向于强化权力和地位结构，因此，技术往 

往带有强者的政治观点。这并不是说技术不能为受压迫的群体带来改 

变,或不能成为其反抗的工具。它们可以，它们也确实这样做了。然 

而,机制和条件框架始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如果不加以控制，技术将会 

偏向特权。这一假设在经验上多次得到了证实。例如，多个版本的面 

部识别软件无法识别深色肤色，因此有色人不能使用该项服务，同时软 

件还重新确认了默认的白色肤色识别。脸书的实名制政策被证明具有 

排他性，对LGBTQI群体（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 

者及非异性恋者）来说十分不友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 

相较于女性,谷歌的自动定向广告功能可以为男性提供更高收人的就 

业机会信息\

技术政治源于物与人类社会和结构分工的整合。通过询问"如何" 

"为谁"和"在什么情况下"这三个问题，机制和条件框架采取了一种人 

与技术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立场。虽然技术对人类主体一直有 

着塑形的影响，但技术本身在其设计、实施和使用中都体现了人类的价 

值观和政治意图。坏消息是，这意味着技术将在默认情况下反映并强 

化现有的不平等。好消息是，这种默认情况不是必要的，也不是不可避 

免的。一个精准的分析工具可以让政治变得可见和灵活，比如机制和 

条件框架。因此，有意愿的从业者可以对社会技术系统进行改造，使其 

朝着社会公益的方向发展。

*将文本置于时代环境中

大量的工作集中在社会和技术系统上。这个系统逐渐成为一个跨 

学科的、强大的研究工具,用以探讨社会中各种技术的政治性和价值 

观。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已有不少严谨的分析，详细地描述技术系统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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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种族、阶级、性取向、行动能力、地理位置和性别这几个相互交叉 

的方面映射不平等并使其持续下去的。在工程和设计研究方面，我们 

努力将价值观、伦理和政治融入设计过程中。一个适当的可操作的示 

能模型将这些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为执行技术系统的社会动态项目 

和设计具有社会意图的技术系统提供语言和结构参考。

弗吉尼亚"尤班克斯(Virginia Eubanks)的《自动不平等:高科技工 

具如何锁定、管制和惩罚穷人》(A城cwiaX加g Iwegzs媾y ： How High- 

Tech Tools Profile , Police, and Punish the Poor ,以下简称尤班克斯 

及《自动不平等》尸和萨菲娅，乌莫哈-诺布尔(Safiya Umoja Noble) 

的《压迫算法：搜索引擎如何强化种族主义》(A他"泌如 

Oppression ： How Search Engines Reinforce Racism ,以T"简称诺布尔 

及《压迫算法》产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范例。设计研究领域已经出现 

了关于"实践转向"的观点，例如巴蒂亚。弗里德曼(Batya Friedman)及 

其同事关于价值敏感设计(value-sensitive design产的探索以及玛丽， 

弗拉纳根(Mary Flanagan)和海伦。尼淼鲍姆(Helen Nissenbaum)的 

《数字游戏中的价值》(Va及at Play in Digital Games)% 我之所以 

强调这些研究成果,是为了将示能的机制和条件框架置于一个更大的 

跨学科项目中，其中涉及技术和设计的关键方法，同时又展示机制和条 

件框架作为一个内聚性分析和实用工具的效用。

尤班克斯的《自动不平等》记录了美国公共部门中自动化决策系统 

的影响。被政府机构标榜为客观高效的自动化系统已被广泛应用于公 

共福利、医疗保健、无家可归者和儿童保护服务。尤班克斯表示，自动 

化系统建立以来，对有需要的人群进行过度监控,却没有提供相应的服 

务。例如，在医疗保健分配系统中，丢失用户任何数据都会导致福利立 

即中断，系统不能给出关于"问题是什么"或"如何解决问题”的明确信 

息。申请人只会收到他们无法获得福利的通知，并将责任转移到他们 

身上，需要他们自己去与系统的管理部门沟通协调。无家可归的人需 

要回答一系列问题才可以获得住房资格,警察和政府当局将他们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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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列入数据库，并进行统一管理和监控（与此同时，这些无家可归者获 

得可持续的住房援助的可能性极其微弱）。关于儿童保护的自动化系 

统依赖于一种基于积分的算法,该算法可以预测儿童遭遇危险的可能性 。 

该算法主要基于家庭和公共服务之间的互动，因此贫困家庭将会面对不 

公正的审查，同时父母监护权受到威胁的可能性也会增加。简而言之，尤 

班克斯表明，"穷人和工薪阶层成为新数字贫困管理工具的对象,甚至面 

临危及生存的后果”九

诺布尔的《压迫算法》研究了谷歌搜索引擎中与种族和性别均有关 

的算法偏见。以作者搜索"黑人女孩”词条的相关叙述为开头,该书阐 

明了搜索引擎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逻辑纳入信息系统的方式。该研 

究展示了信息系统的设计，尤其是搜索算法,不仅仅是存储、分类和分 

配数据，还体现了不平等的种种模式c作者指出，当搜索"黑人女孩" 

时，出现的是关于黑人女性“粗鲁"和愤怒的色情图像和高频主题。这 

与搜索“白人女孩”时显示的天真和童年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 

带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搜索结果完全不是客观的,是文化规范和 

技术设计立竿见影的产物。在关于社交用户搜索词语和点击的算法训 

练下，文化中固存的模式、偏见和问题被编码到谷歌信愿基础系统中。

尤班克斯、诺布尔及其他评论家揭示了设计中的政治意图，这样我 

们就可以解决一些显著的问题，创造更好的技术,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社 

会而努力%正如诺布尔所说，"技术的政治层面越透明，我们就越容易 

进行干预，，九设计研究的实践转向，承担起了建造更好、更为道德、更 

公平事物的任务。

设计研究实践转向的前提是:人们意识到技术中的价值和伦理将 

会暴露政治中存在的问题，且设计师能够实现变革。实践转向以很多 

技术设计决策中的伦理问题为核心。传统观点认为，工程师和技术生 

产者有机会和责任来构建服务于社会利益的产品和系统，或者至少避 

免（对社会）造成伤害。而价值敏感设计研究项目和弗拉纳根与尼森鲍 

姆的《数字游戏中的价值》,是实践转向中重要的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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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敏感设计研究项目致力于构造一种生成方法，使生产者从设 

计过程的第一阶段到后续实施与分配都对道德和价值观保持高度敏 

感。价值敏感设计在处理技术产品和系统时把焦点放在权力关系及其 

不平等。它的开端是这样一种理解:人们习以为常的设计通常反映默 

认的社会地位结构。因此,该项目致力于避免和改善不平等的物质具 

体化气

在《数字游戏中的价值》一书中，作者通过专注于用游戏来实施实 

践干预的项目，他们分析了休闲产品如何通过隐性或显性的方式体现 

社会安排，强调了政治意图在设计中的普遍性。两位作者明确指出，游 

戏设计可以延续或抵抗种族、阶级、性别、残疾与否和社会阶层的多重 

压迫,这对技术设计有普遍且明确的影响。他们表示,技术对象被注入 

了诸如隐私、自治、管理和平等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有时会相互矛 

盾,有时会在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矛盾，具体的表现形式因参与其中的 

主体的不同而不同。

《价值敏感设计》和《数字游戏中的价值》都详细阐释了技术生产者 

可以说明各种价值冲突关系并参与有社会性目的的设计实践的具体方 

法。这些方法包括具体的策略，如识别直接和间接的利益相关者，在生 

产的所有阶段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合作，在测试阶段进行渐进式更改 

（例如，一次删除或添加一个功能），通过草图和场景将价值观外化，制 

作产品原型，创建具有价值取向的编码手册。如此，实践转向从批判的 

角度看待技术，并赋予其物质形式。

示能的机制和条件框架有效地服务于技术的政治分析和基于设计 

的干预。尤班克斯描述的自动化决策系统，可视为一种对保护穷人隐 

私的拒绝,并要求获得福利的人们接受监控。资格标准对有义务责任 

且应获得帮助的对象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而这些决策系统的自动化剥 

夺了人性的因素。因此，尽管资格标准历来要求接受者按照国家决定 

的价值观行事，但自动化处理系统将这些请求强化为要求。这些对责 

任人的要求并不平等地适用于每个人，但对于那些深陷贫困和国家干预 

第一章引套 015



的人来说,这些要求更有力度。例如,儿童保护自动算法将与服务相关 

的任何互动都视为潜在的儿童遭受暴力的风险因素。父母被监控的孩 

子会被输人系统中。当这些孩子长大并组建自己的家庭时，他们走的 

每一步，都已经有了不利于他们的标记。因此，国家福利机构鼓励所有 

父母履行（政府批准的）父母的责任，拒绝贫穷的父母偏离这条正道，并 

要求在多代人贫困这一情况下遵守规则并接受监督。

与此类似，诺布尔在《压迫算法》一书中所描述的信息系统,在客观 

的幌子下鼓励种族主义。该系统要求根据受欢迎程度和广告相关性对 

搜索内容进行管理。尽管用户被允许输入他们想要搜索的任何词，但 

他们收到的结果却屏蔽了关键的信息。媒介素养以及在种族和性别研 

究方面具有批判性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谷歌搜索特征的限 

制，对谷歌搜索特征的熟练运用以及而搜索结果易变动这一事实的清 

晰理解将会改变用户与搜索工具的关系。

界定技术系统的请求、要求、鼓励、劝阻、拒绝和允许的条件，不仅 

确定了技术系统中的政治性和价值观，而且为有目的的（重新）设计奠 

定了基础。在这里，机制和条件框架服务于实践转向。设计师和工程 

师可能会对现有产品进行再加工，以鼓励性别平等或要求隐私保护。 

他们可能会生产和实现带有社会意义或拒绝阶级歧视的商品和服务。 

由此，机制和条件框架登场,它既是一种分析工具，也是一种发展美好 21

未来的方式。

总之，机制和条件框架实施了“示能”，同时提供了一种处理人与技 

术关系的明确的方式。这种方式十分灵活,也没有以往经验参考，这意 

味着它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技术，却适用于不计其数的社会技术系统。 

该框架同样适用于解决机器人、社交媒体平台、黑板、安全带和购物车 

的机制和条件问题。这种灵活的定位使示能分析同日寸具有广度和深 

度。生活中，唯有变化永恒不变。技术变革以惊人的速度持续进行着。 

紧跟社会技术变革意味着要创造多种随着技术变化而变化的分析工 

具,不管这种技术变化是微妙的还是剧烈的。因此，机制和条件框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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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设计进行转移。

。本书大纲

本书以从历史、政治到概念、方法的顺序进行讲述,每章都建立在 

前几章的基础上。然而，每一章也是完整的，大多数可以独立阅读。唯 

一例外的是第四章和第五章，这两章详细解释了机制和条件框架，建议 

一起阅读。

本书从"示能"这一概念的简史开始讲述。判断一个概念是否成功 

的主要标志，是它能否在各个领域运用起来。示能无疑实现了这一壮 

举。示能的概念源于生态心理学，后来发展到设计研究、科学和技术研 

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简称 STS)、传播研究、教育、人类 

学、社会学、工程学等领域。在其发展和应用中，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 

理论改造，并在无数的实证研究中使用这一概念。第二章将通过一个 

有条理且易懂的故事来讲述“示能”的发展历程。

第三章为机制和条件框架的政治属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回顾20世 

纪50年代媒体研究学者的成果并结合当代STS的观点，第三章将示能 

分析与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区分开来， 

并将示能置于物化行动的技术批判方法中％这一关键框架的核心是 

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以及技术能效和人类能动性之间的区 

别。第四章和第五章阐述了机制和条件框架。

第四章解释并举例说明了技术是如何通过一连串的请求、要求、 

鼓励、劝阻、拒绝和允许来运作的。第五章着眼于如何通过“示能”的 

条件来考察主体和物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它们的情境偶然性,展示了 

“示能”机制是如何通过知觉、灵活性、文化及制度合法性的变化而形 

成的。

第六章主要是阐述方法论。机制和条件框架是一个分析工具。本 

章介绍了与这一工具匹配度较高的理论方法，旨在将“示能”分析付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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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这一章还具有理论相关性，因为它明确了该方法论符合机制和 23

条件框架范围的标准。为了明确这些标准，第六章重申了机制和条件 

框架的主要原则及其基本假设。

结论部分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旨在为机制和条件框 

架提供一个跳板。本书的目标是以一种化繁为简的方式将示能理论 

化。最后，我热切希望研究人员能将此机制和条件框架应用到分析和 

设计的艰巨任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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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开始认真思考示能时，我会觉得这个概念理论化不足。这是大 25

部分学者在讨论这方面话题时产生的共鸣，也是吸引我并让我为之而 

努力的缘由。如果示能还没有被充分地理论化,也许我能在这个领域 

做出一些有意义的实质性的贡献。从经验的角度来说,这番话似乎是 

可行的。虽然有大量的文献将“示能”这个术语作为核心的分析工具去 

使用，但是这些文章都缺少了对“示能”的定义、进一步的解释或者对其 

理论基础的深入探讨。然而,随着阅读的不断深人，我对自己的断言愈 

发感到不适。

我逐渐发现，学术界对待示能的方式纷繁复杂，我被淹没在一大堆 

晦涩和详尽的文献中。各种数字方程、术语、图片、表格、箭头和附录形 

成了人造物、主体和环境之间的特定关系。学术界与此相关的讨论一 

直很激烈，也产生了大量的文献。简而言之，示能已经很理论化了。然 

而与此同时，也一直存在着定义的混舌L和概念的松散，在使用这个概念 26

的时候还有一个奇怪的惯例，好像它根本没有历史一样工。

矛盾的是，虽然示能的理论文献密集又笨拙，但是在实践方面，它 

显得可有可无。我在想，这种矛盾难道只是一种偶然？作为一个概念， 

示能的优势在于它能在不陷入决定论的情况下有效地表达技术能效。 

它的美在于它的简洁性--过分强调示能及其相关变量（包括人造物、 

环境、有机体、用户、设计师和架构）的理论轨迹可能会掩盖这个概念的 

潜能。使用专业术语也无补于事。

在仔细研读了近50年的示能文献后，我现在认为，这个概念需要的 

不是更多的理论而是更聪明的理论。示能需要一种理论化的处理方式 

以达到其丰富性和深度，同时保持简洁性,使这个概念成为简洁而实用 

的工具——这就是我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提出机制和条件框架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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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了形成这个理论框架,首要任务是梳理和厘清示能的概念历史。 

本研究为示能概念模型奠定了基础，突出了现有的严谨而周全的研究 

成果，并将多条线索汇集成一个清晰连贯的整体。本章尝试介绍了该 

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诞生以来的主要观点、争论和应用。本书并没有 

提供一份完整的示能文献参考目录，而是把重点放在那些最有影响力 

和最清楚展示其思路的研究成果上。这不是一部详尽的文献综述，而 

是一本关于示能一直在哪里，以及如何将这些示能利用于分析和实践 

目的的书籍。

-源于生态生理学

吉布森在其关于直接知觉（direct perception）的著作中首次提出示 

能的概念3作为一名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背离了当时强调表征和推 

理的主流观点。受19世纪德国科学家和哲学家赫尔曼•冯•赫姆霍尔 

兹（Hermann von Hehnholtz）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的心理学家们将 

知觉建模为三元认知模型3。该模型认为，知觉是主体、客体和传递出的 

表象媒介三者共同作用的。例如，一个人（主体）通过在视网膜（传递 

者）上面的具象图像看见了一棵树（客体），主体使用现有的知识来识别 

传递出的图像，并使之具有意义。

吉布森反对这种具象派的观点,他更倾向于另一种二元认知模型, 

这种模型仅包含主体和客体（或如吉布森所说的环境和生物体»。表征 

模型被称为推理性知觉（inferential perception）,而吉布森则对直接知觉 

感兴趣。推理性知觉需要通过主体现有知识洞穿表象看清本质。吉布 

森认为，主体不需要利用某一情境的现有知识去看穿表象，而是可以从 

环境中直接知觉并根据直接知觉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当时关于知觉 

的主流观点是推理性和表征性的。相比之下，吉布森提出的感知是直 

接的、反表征的和基于行动的

示能的概念是吉布森思想的核心。1966年,吉布森首次把示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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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事物提供(furnish)的东西，无论是好是坏”6。在他10年后的经典 

著作《视觉感知的生态学方法》(The Eco2ogz'ca2 Approach to Visual 28 

Perception ) 一书中，吉布森拓展了定义：

环境示能是指环境为动物提供(0任ers)的东西，它提供或是供应 

什么，无论是好是坏。字典中有动词afford,但是没有名词 

affordance.是我生造了这个单词。我以现存术语没能表达的方式， 

表达了环境和动物两者间的某种关系，并揭示了动物与环境之间存 

在着互补性(complementarity) /

对于吉布森来说，示能是基于行为的、动态的，必要时是相对的。 

知觉是客体和主体之间的一种直接倾向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采取 

行动的可能性是驱动力。例如，吉布森的示能理论不关注两点之间的 

欧几里得空间(Euclidian space),而是关注相对于主体步幅两点之间的 

距离3吉布森表示,"当我们看向客体时，知觉到的是它们的示能，而不 

是它们的质量‘%

吉布森的想法源于20世纪30年代活跃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们，尤其 

是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和库尔特*科夫卡(Kurt Koffka),他们 

对知觉及意义构建有着浓厚的兴趣叫例如，科夫卡认为，对于那些想 

要寄信的人来说，信箱有一种"需求特征"，也就是说，信箱不仅仅是物 

理上的存在;对于那些有需求的主体来说，这也是一种有所行动的可能 

性的具体化。吉布森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认为示能是从主体和客体 

的关系中衍生出来的各种行动的可能性,与主体的需求和倾向无关。

吉布森提出的示能概念有两个关键要素：客观性和双向关系性 

(bidirectional relationality) 示能是建立在客体的内在属性及其与主 

体的关系上的行动可能。也就是说，示能是有所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必 29

须付诸实践。正如吉布森解释的，“示能不是由观察者的需要和他感知 

客体的行为赋予该客体的。客体因其原本的状态而提供它所提供 

的”。吉布森是这样看待邮箱和写信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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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夫卡来说，诱使寄件这一行为的是可知觉的邮箱，而 

不是实体邮箱。但这种二元论是有害的。我更倾向于说，这个真 

实存在的（唯一的）邮箱为一个处于拥有邮政系统社区中的写信 

人提供了寄信功能。当邮箱被定义成"邮箱"的时候，这个事实被 

知觉到，而无论这个实体邮箱可见与否，这个事实都会被知 

觉到1

对吉布森来说，示能不以使用为假设的前提，而是体现在与社会主体的 

相互关系上。因此,客体和主体相互作用，组成一个混合体。示能是由 

双向的客体-主体关系产生的潜在可能行为。

在知觉心理学领域，吉布森的示能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从那时 

起，示能理论便开始被广泛应用到不同的领域，加设计研究和人机交 

互、人类学、工程学、通信研究以及以教育学和技术为重点的教育领域, 

影响深远。

■示能的传播

示能理论的第一次重大转变发生在1988年,唐纳德•诺曼将示能 

的概念引人设计学科和人机交互（HCD领域。诺曼在其经典著作《日常 

物的心理学》（丁旌R"五。勿gj of Everyday TA■加gs）中指出，物体的设 

诗应该引导用户知觉，进而引导他们的行为九 对于诺曼来说，一个高 

效的设计师也应该是一个有洞察力的心理学家,他设计的东西会有意 

地指引用户沿预先设好的道路前进。他认识到物体具有多种示能，并 

呼吁设计师突出需求和相关行动的可能性。诺曼是这样首次定义示 

能的：

示能一词是指事物的感知和实际属性，尤其是那些决定如何 

使用事物的基本属性。椅子提供，is for"）支撑，因此，它可以坐, 

同时也可以被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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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诺曼将这一开创性著作从《日常物的心理学》重新命名为《日常物 

的设计》(T/teDesWg" o/ Everyday Things)15 0更新后的版本不仅换了 

一个新的书名，而且还提出了新的理论阐释以回应对上一版本的批评。

与吉布森谈及环境固有属性相反的是,诺曼在早期的《日常物的心 

理学》一书中强调的是知觉。批评者认为,诺曼的表述忽视了物质性。 

他们认为诺曼的观点过于主观，没有赋予物质条件足够的能效%因 

此，诺曼在其10年后的《日常物的设计》中，通过区分"真实的”示能和 

“知觉的”示能来回答这个问题。真实的示能是环境可引发的行为，而 

知觉的示能是用户知道可引发的行为。诺曼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的不 

同之处，设计师应该把重点放在后者上，即知觉的示能。

在《日常物的设计》中，诺曼把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设想为一系列不 

同类型的约束，包括文化约束(cultural constraints)、物理约束(physical 

constraints)和逻辑约束(logical constraints)等。物理约束与示能是同 

义词，逻辑约束指经由设计环境而易得的约束，而文化约束则指一个群 3-

体内形成的共识与规范。在提到文化约束时，诺曼进一步对示能(真实 

的和知觉的)与惯例(conventions)进行了区分。惯例是随着时间演变的 

文化约束，在抑制某些行为的同时也鼓励着其他行为。诺曼也总结了 

一下他更新过的观点：

示能规定可能活动的范围，但如果用户看不到这些示能，示能 

就没有多大用处。因此，设计师的技巧就是要确保预期且相关的 

动作是容易被感知的1

吉布森和诺曼都表达了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们的研 

究成果来自不同的学科传统，有着其学科独特的目的，并且每个学科在 

探讨客观性(吉布森)和主观性(诺曼)首要地位的问题上也存在差异。 

诺曼对“真实的"和"知觉的”示能之间区别的划分，有助于调和这两种 

表述，但这些关于示能概念的基础性论点仍然存在分歧。吉布森和诺 

曼对示能的不同观点和描述，让示能的概念不仅在心理学和人机交互

024 人造物如何示能



■32

领域,并且在人类学、工程学、传播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应用， 

甚至渗透到了神经科学、机器人学、社会学和哲学领域。

虽然示能的跨学科传播产生了大量复杂有时还难以理解的文献, 

但这也展示了该概念作为一个跨越学科边界的分析工具的潜力。在社 

会和物质快速变化的历史时刻,这样的工具是非常重要的。当代问题 

越来越超出了单一学科专业知识的范畴。然而,真正的跨学科合作往 

往被不同的语言和惯例所扼杀，这些语言和惯例会阻碍沟通和理解。 

一个概念能持续地从一个学科传播到下一个学科，证明这个概念具有 

强大的整合能力和潜力。

人类学家已将示能作为跨文化理解和分析的手段弋他们否定了 

人类对符号的依赖是与众不同的这一假设并转而接受直接知觉的前 

提,人类学家可以通过共享感知（共享位置和空间的示能）来了解新的 

文化,分析自己之外的文化，而不必区分“我们"和“他们"。蒂姆•英戈 

尔德（Tim Ingold）指出：

简而言之，这个论点是;针对示能的关系性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找到一种语言来表达人们如何不断地创造环境，环境如何影响人 

们，从而摆脱在普遍存在的自然世界和多样化构建的文化世界之 

间无休止地自我复制的二元论产

布赖恩。普法芬伯格（Bryan Pfaffenberger）提出将示能作为捕捉技术、 

社会技术系统和物质文化之间三维关系的概念性手段、人类学家通 

过示能动态地理解制造人造物所需资源（技能、知识和工具）、将文化实 

践与技术发展联系起来的社会技术系统，以及由此产生并不断指导文 

化实践的有形物质文化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对北京公共交 

通行为的人类学观察会将城市基础设施、人口密度和文化敏感性之间 

的关系解释为共同创造客体（火车、站台、公共汽车和共享单车）和主体 

（通勤者、游客和私家车主）。示能为人类学家理解情境中的人和文化 

提供了一个分析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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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学领域，乔纳森• R.A •梅尔(Jonathan RA. Maier)和乔 

治" M.法德尔(George M. FadeD在构建示能本体论和实施方法方面 

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21。他们的基于示能的设计(affordance-based 

design,简称ABD)将示能作为工程设计的基础，并将其定义为两个子系 

统之间的关系，潜在的行为会在这两个子系统的相互关系中发生，但不 

会发生在任一孤立的系统中。ABD包括四个基本元素:人造物、用户、 

环境和设计者。示能指人造物、用户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设计师的任 

务是优化这三个元素的交集，以实现菜个明确的目标或多个目标。这 

与诺曼最初呼吁的足够的"映射” (mapping)相呼应，即设计师在构建清 

晰明确地引导用户沿着预期的路径前进的技术时要有心理洞察力。举 

个简单的例子，齐胸的办公桌方便站立，齐腰的办公桌主要适合坐着。 

前者引导用户与工作空间建立"健康”和活跃的物理关系，而后者引导 

用户保持停留不动。因此，如果目标是健康和保健，那么积极的姿态更 

优。如果目标是长时间不间断的生产力，那么久坐不动的姿态可能更 

可取。借助示能框架，工程师就可以根据不同目标进行设计。

在传播学领域，示能已成为信息通讯技术GCTs)和计算机媒介传 

播(CMC)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因为它具备了能够捕捉硬件和软件 

与社交用户的交互方式的能力气传播学的示能研究表明了数字架构、 

基础设施、政策和实践是如何塑造和反映社会动态的。因此，对ICTs 34 

和CMC关于示能这一概念的回顾表明，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设 

计架构23、个人用户实践海、平台政策窈和非正式惯例26。

数字和电子媒体也推动了示能在教育和教育学研究中的概念性应 

用27。学者们认为教育技术与学习者的互动构建了学习环境，这种环境 

会产生出或多或少的教学价值。例如，罗伊皮亚(Roy D. Pea)利 

用示能从概念上描述分布式学习环境中学生与技术系统之间的相互作 

用28。黛安娜■劳里拉德(Diana Laurillard)和她的同事们认为,示能可 

以为不同学习群体中的专家和新手塑造相应的学习优势汽丹尼尔♦ 

D.萨瑟斯(Daniel D. Suthers)探讨了如何将学习目标设计到技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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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3。，格雷尼•科诺尔(Grainne Conole)和马丁 °戴克(Martin Dyke)梳 

理出了实现协作学习的技术示能准则。

简而言之，示能这个概念就像长了腿一样，跨越多个领域并不断扩 

张，发挥着多样且重要的分析和实践作用。单单一个概念就能得到如 

此广泛的传播，足以证明其强大坚韧。然而，这个概念争议颇多，所引 

起的讨论至今方兴未艾，大部分的争论集中在客体、主体和语境方面。

-客体、主体和语境

自从吉布森在20世纪60年代引入了"affordance"这个概念以来, 

关于主体与客体孰轻孰重以及语境和文化在示能分析中的作用的争论 

就从未间断。吉布森的反表象直接知觉方法将示能定位为"有机物”与 

"环境”之间的双向关系。然而，一些人将他的定义("事物提供的东西, 

无论是好是坏”)解释为一个模型，在该模型中环境占据了不相称的地 

位,而有机物仅对环境刺激做出反应。相反，批评家指出诺曼的概念化 

过于感性,无法充分关注主体感知之外的物质特征。因此，示能文献中 

的争论提出了各种最精确地描绘客体-主体动态的方法。此外,有学者 

认为吉布森和诺曼都没有充分考虑语境和文化因素。因此，批评家提 

出将客体和主体置于社会结构条件下的示能模型，以此将早期研究成 

果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尽管吉布森对示能的概念化在本体论上是双向的--被定义为 

环境和有机物之间的关系,但他的研究重点还是关注环境如何作为直 

接知觉出现。因此，他的研究被认为对客体而非主体带有明显的偏 

见%为了纠正吉布森的唯物主义倾向，心理学家威廉• H.沃伦 

(William H. Warren)用一个“爬楼梯”(stair climbing)的案例，重新将 

主体置于“示能”分析的中心九沃伦计划确定对于不同主体而言，哪些 

相关属性使得楼梯无法攀爬、可攀爬和最便于攀爬，因此他将腿长和台 

阶踏步高度之间的关系量化为楼梯可攀爬性的衡量标准。沃伦不仅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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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客体（台阶踏步高度）和主体（腿长）属性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展示 

了主体在接触客体时表现出的主动知觉。沃伦的受试者对爬楼梯的难 

易程度表现出了非常准确的感知，这表明了知觉在客体-主体关系中的 

相关性。沃伦的"爬楼梯"案例至今仍然是一个学者们经常会引用的经 

典范例。

一些哲学家在沃伦“爬楼梯"的研究基础上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并 

引入功效性作为抵消吉布森推断的概念性方法34。功效性被确立为一 

个补充概念，强调知觉的主观性和行动能力。因此,功效性（即动物的 

能力属性和倾向性）需要通过示能体现,示能也需要结合动物（能力或 

技术上的）功效性初。功效性--示能的二元性（effectivity-affordance 

duality）确保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平等和动态关系。

尽管功效性解决的是相关性的问题，但批评者认为它削弱了吉布 

森所提概念的力量，因为吉布森的概念曾明确地将环境和主体交织在 

一起。构建两个互补的概念（示能和功效性）继而削弱了示能的双向特 

征,而这也是示能最重要的特征尽管如此，功效性-示能的二元性仍 

在生态心理学中具有持续的影响力，迈克尔•特维（Michael Turvey）还 

将其正式化并重点关注其如何实现。特维认为，示能在本体上并不存 

在于环境中，而功效性在本体上亦不存在于主体中。相反，示能是通过 

特定的客体示能与主体功效性之间的匹配来实现的3Q

另外出现的一个概念上的区别是实用性（utility）和可用性 

（usab寄ty）两者的区别汽 这样既可以获取吉布森关于示能的物质性， 

同时也可解决诺曼研究中的知觉焦点。客体的实用性指的是它关于主 

体的潜在可能性，而可用性指的是客体向主体发出的知觉信息。类似 

的区分已通过功能与示能之间的互补关系被引人工程学领域九功能 

是指设计到客体（物体）中的特征，示能是"用户可以对该客体进行操作 

的所有行为的总和”气再次，我们看到物质潜力和主观知觉之间的关 

系，它们影响但不决定行动和结果。随着理论家们对语境这一附加变 

量的研究，这些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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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示能分析中努力调和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理论家们还尝试 

对语境进行解释。安东尼*切梅罗(Anthony Chemero)认为，要实现示 

能，客体的属性和主体的属性必须相互匹配，此外还需要环境提供知觉 

和付诸行动的支持匕在这种方式下，客体和主体的结合并不决定结 

果，而是产生一种随着时间、主体之间以及新环境中而改变的潜在可能 

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技术客体的示能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客体的物质 

构成，它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参与方式和生活方式密不可分”转。在此 

基础上，安德烈娅-斯卡兰蒂诺(Andrea Scarantino)区分了确定性示能 

(surefire affordances)和概率示能(probabilistic affordances) <,确定性示 

能表现为确定的结果，而概率示能发生的概率小于产。也就是说，在某 

些条件下，我们可以预期客体会引发可预测的特定反应(确信无疑)，而 

在其他条件下，环境会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但结果并非不可避免(概率 

性的)。

与语境因素相关的是技术制品的社会因素。客体和主体都不是孤 

立存在的，相反，两者均是"为他人所有”我和为其他事物所有的世界的 

一部分九社会示熊一词抓住了社会元素,将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关系 

理论化，塑造了物理客体意义、知觉和示能气理查德" C.施密特 

(Richard C. Schmidt)通过带手柄的杯子的例子来解释社会示能。杯子作 

为在商店出售的物品具有一种含义，而作为礼物赠送则具有另一种含义。 

因此,它提供了抓握、填充和饮用，但也提供了资本主义交换商品、建立关 

系和制造记忆”。在这个意义上，组织示能(organizational affordances) 

捕捉到组织机构与技术系统相互作用以形成一对多和多对多的交互和 

关系动态的方式跣

简而言之，吉布森最初认为示能是"跨越”客体-主体关系的东西, 

诺曼随后将这个概念融合设计师和心理学家的角色并应用到人机交互 

领域。这个概念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很有影响力。然而，分析学者 

认为早期的表述因过于强调物质性或知觉而差强人意。纠正这个问题 

的种种尝试,产生了功效性、功能、实用性和可用性等相互补充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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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概念都捕捉到了知觉的相关性，以及随着示能成形和激发行动时 

知觉与物质性的交织。随着文化习俗、社会关系与塑造意义和行动机 

会的情境因素对客体和主体的使能和限制的争论不休,语境的作用也 

日渐凸显。

-持续的争议

示能的概念由来已久，并在多个学科中被证明具有分析价值。正 

因如此，这个概念也一直饱受争议。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定义混 

乱、二元应用以及未能考虑不同的主体和语境。正如上一小节所提到 

的,分析家们已经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仍有很多争论没有找到系统 

或普适的解决方式。

如果您与研究示能的人交谈，他们很可能会抱怨这个概念在学术 

文献中被误用、滥用或未定义使用。示能分析中的定义混乱颇具争议: 

一方面，这个概念已经被反复阐述到了一个极致，并与越来越具体的学 

科术语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这个概念常常在没有任何定义的情况下 

使用，仿佛它没有任何知识渊源，也没有任何关于其含义的争论臬

定义不一致在吉布森最初的概念中早已埋下伏笔，他彼时提出了 

"两个明显不可调和的立场”%声称示能是客体物理属性的内在属性， 

同时只存在于与主体的关系中。因此，示能最初被认为既是客观的又 

是相关的。随着该概念从生态心理学转移到其他学科并由诺曼重新阐 

释时，概念上的不确定性更加明显了。实际上，从示能的文献综述可以 

看出，自吉布森做出的各种定义行为和自诺曼做出的各种定义行为之 

间存在分歧，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该术语在没有任何定义的情况下却被 

作为一个核心分析工具来使用。这种定义上的混乱变得越发棘手和普 

遍,以至于诺曼本人也建议使用“意符"来彻底取代这个概念咒

对示能的第二种批评是它的二元表述，即对象物要么具有示能，要 

么不具有示能。尽管早期的研究强调了示能的"层级"，例如沃伦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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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经常被引用的爬楼梯例子，但实际上的示能分析应用通常将示能 

描述为完全存在或完全不存在3这种二元的描述不仅破坏了该概念 

的分析完整性，而且削弱了它作为设计工具的能力。事实上，为了捕提 

和评估设计对象和用户主体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需要有描述存在于 

最佳和关键点之间的示能的词汇3

对示能的第三种批评是不断地在解释不同主体和语境的挣扎。示 

能分析太过频繁地将人造物置于静态且单一的世界中进行描述。这是 

个有些讽刺的问题，因为示能这个概念最初是为了捕捉动态的客体-主 

体关系而形成的。客体是根据某主体而有所“能”，这一点包含了不同 

人与情境之间多变的概念。然而，在实践中，分析家们把客体视作一 

种性质不会发生变化的东西、这种僵化的分析削弱了示能概念的核 

心优势，使其无法在复杂和变化的情况下捕捉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动态 

关系。

■前进之路

从生态心理学起源，示能跨越了多个学科领域并引发了激烈的辩 

论和批判。它最初被表述为一种直接知觉的反表征理论，对关于生物 

体和环境之间关系的主流假设提出质疑。随着它被应用到设计研究 

中，这一概念赋予了设计师以心理学家的职责,并强调了引导用户知 

觉的重要性。之后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增加概念的准确性，并在物质 

性与主观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即使有了这些理论进步，这个术语仍 

然饱受批评，有些核心的理论学者甚至建议我们抛弃这个概念。然 

而，示能在文献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且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 

因此我们应该以深思熟虑的方式关注示能，而不是放任这一概念自 

由生长。

示能在概念清晰度、二元的表述形式以及对人和语境的静态描述 

方面一直受到批评。尽管这些问题都受到了重视，但还没有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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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框架能够以可操作的方式将它们综合起来解决。造成这种情况的 

一个关键原因是示能理论仍然在特定领域内保持概念上的孤立，并通 

过特定学科的专业术语进行表达。即使理论进展仍在继续，但这些进 

展通常仍然难以在学术圈以外获得广泛认同。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简 

单而系统的示能框架，用跨越学科界限的词汇表达。而建立这样一个 

框架，我们首先需要整理示能文献中最有用的发展。

在三种主要的批评中，概念化得到了最有效的解决,理论学者们已 

经以正确的方式纠正了二元论以及静态的应用。概念上的进步表现为 

将示能表述为连续的(非二元的)和动态的(非静态的)。彼得■纳吉 

(Peter Nagy)、吉娜•内夫(Gina NeffF和桑德里》K °埃文斯(Sandra 

K. Evans)及其同事们56的工作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以传播学为 

基础,他们研究中所阐释的概念可以应用于多个领域。纳吉和内夫在 

介绍想象的示能(imagined affordance)时，对人造物、用户、设计师和语 

境之间的“关系网”进行了解释，这是一个杰出的贡献。想象的示能是 

设计师通过不同的用户和不断变化的环境来塑造物品时物质性、意向 

性和偶然性的相互作用。工程学领域也是类似的情况，学者们将人造 

物之间的示能关系表述为人造物-人造物示能(artifact-artifact 

affordances,简称AAAs),将人造物与用户之间的关系表述为人造物- 

用户示能(artifact-user affordances,简称AUAs),将人造物与环境之间 

的关系表述为人造物~环境示能(artifact-environment affordances,简称 

AEAsL。为了达到更精确的表述,埃文斯等学者将示能描述为在特征 

和结果之间的中介。这种表述关注物质性(特征)，同时认识到物质性 

通过具体社会情境中的主体可以以多种方式呈现，这会导致一系列不 

确定的结果。因此，示能是通过不同主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并在不同 

程度上发挥作用的潜在可能性。

在这些近期研究基础上,机制-条件框架摆脱了学科术语的束缚, 

提供了一种通用语言，将示能分层次并置于具体的语境之中。该框架 

最初是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简单工具引入的，以进行动态社会技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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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58,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学者们使用该框架来理解复杂 

的客体-主体关系，解释不同的用户实践，以及解决结构性的权力关 

系* ,甚至从技术研究扩展为更广泛的充满权力的交互模式的框架新。 

接下来我将会进一步阐述机制-条件框架，为示能分析进一步发展构建 

基础。

第二章示能简史 033



44



第三章政治与权力



社会世界充斥着权力，技术亦然。因此，研究人-技术关系的概念 45 

工具也必须假设和关注政治动态，因为它们会以社会和物质形式表现 

出来。本章遵循传播和技术研究发展的主要思路，将机制和条件框架 

置于其中,并与之相对照，强调模型的关键方向。本章提出两个关键的 

假设:第一,人类和技术是共同构成的;第二，政治和权力是社会技术关 

系的核心。

从概念上讲，示能以一种避免技术决定论的方式解决技术带来的 

影响。技术可能以多种方式影响人类生活，有时影响还很深远，但结果 

永远无法确定，可能被破坏、挫败和规避，有时也会令人惊讶。也就是 

说，不管人类还是技术，都是强大而又充满变数的1。这种观点反对将人 

类主体或技术客体视为独立的和有效的，而是将人-技术动态视为必然 

相关的J因此，机制和条件框架假设技术和人存在于其共同构成的集 统

合体中。

如今，大多数科学和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 

STS）学者都将共同构成的集合体作为分析的起点，认为人与技术具有 

内在联系。然而，我的论点与主流观点不同，我认为人类主体和技术客 

体之间存在不对称性，尽管人类和技术是相互构建的，责任的重担还是 

落在人类身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影响更大。事实上，技术塑造 

世界的方式可能是人类做梦都想不到的,其高度远远超过了人类血肉 

之躯的能力。相反，不对称的假设是基于责任分配。技术客体可以施 

加巨大的力量，但只有人类可以且必须对此负责。我把客体-主体不 

对称的假设建立在能效（efficacy）和能动性（agency）的区别上。能效是 

指引起变化的能力，能动性指施加意志的能力。这种区别来自厄恩斯 

特•施劳贝（Ernst Schraube）的技术即物&行动（technology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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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ized action尸的方法,该方法认为，尽管技术可以非常有效，但 

只有人类才有主观能动性，才能发挥其作用。

我的论点建立在三个重要的思想之上：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关于媒介即讯息的经典论述，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 ANT)5 

用施劳贝关于技术即物化行动的概念％此外，我还引用了兰登。温纳 

(Langdon Winner)的一个描述，即人造物及其政治是权力关系如何渗 

秀到社会技术系统的基本证据Q最后的小结部分，我提出将示能的机 

同和条件框架作为一种简洁的分析工具，它可以捕捉技术的能效，将其 

与人类能动性结合在一起,并始终考虑语境的变化和隐约的结构等级 

到度。总的来说,这一章描述了技术是如何具有效力、政治性,并与人 

危密不可分的。

■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论作为研究客体的技术

传播学和STS领域的学者们在证明技术的塑造作用方面取得了重 

更进展。分析家们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即技术是可以做事情 

肉(do things),而作为研究者，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些事情。这一点是 

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一大贡献，他在1964年发布了著名理论: 

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3 o麦克卢汉反驳了学术界关 

尸社会媒体的评论中经常出现的两大关联性错误：(1)"技术是中立的” 

这一假设;(2)只关注媒介内容，并把其作为分析单元。

麦克卢汉非常直接地反对技术中立的观点。技术是中立的假设意 

农着技术本身没有组织功能，相反，关注重点应是人们对技术客体做了 

什么。技术中立的立场或极端的构成主义忽视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经 

验,即技术变革时，社会生活也会随之不断地改革。例如，工业革命不 

仅带来了工作条件的变化，还有城市的兴起，"中产阶级"的出现以及导 

致许多妇女被困在家中成为无薪全职主妇的家庭结构重组。铁轨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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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使经济和政治生活围绕着火车固定路线上的停靠点进行，而汽车则 

将社会基础设施围绕着复杂、相互交织的道路系统进行了重新规划。 

铁路系统促进城镇的集中化，汽车促进了郊区的发展，将商业从铁轨和 

火车时刻表严格的时间和地理限制中解放出来。

作为一个传播学者，麦克卢汉主要关注传播媒介,如报纸、电话、广 

播和电视等。正如铁路、汽车和工业机械都不是中立的一样，我们生产 

和消费信息所需的技术也不是中立的。麦克卢汉指出，传播学者的工 

作是理解传播媒介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包括它们为谁的利益服务，以及 

它们如何被抵制。

针对技术中立的错误假设,麦克卢汉批评媒体研究过度强调内 

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媒体和传播学者开始关注强大的广播公司， 

及其通过隐性和显性宣传对个人和公众的潜在影响。这种关注催生 

了“媒介效应”范式，在这种范式中，媒介产品被当作文化建设的驱动 

力来研究9。麦克卢汉提出要把焦点从媒介内容完全地转移到媒介 

本身。

麦克卢汉认为，分析家们应该超越大众，通过特定媒介生产和消费 

的内容去理解媒介本身。麦克卢汉称，正是媒介对个人、文化和公共生 

活的节奏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媒介本身就有一定的作用，因此 

应该成为主要的分析对象。换句话说,媒介即讯息。

在区分媒介和内容时，麦克卢汉解释说,前者是一种技术设备，后 

者则包括该设备的输出范围。以电灯为例，麦克卢汉将电灯本身称为 

媒介,将各种来源——•包括阅读灯、手术灯和电视的照明称为内容。对 

麦克卢汉来说，学者们专注于媒介本身而不被内容分散掉注意力这一 

点至关重要。他认为内容可以有无数种形式，它们在很大程度是不相 

关的。而媒介塑造了社会，因此值得我们认真审视。

麦克卢汉反对当时的主流观点，他认为只关注内容而忽略了技术 

对个人生活和集体社会组织的影响，是见木不见林。以节目播送为基 

础来理解电视，以杂货店的货架为基础来理解食品系统，或以新闻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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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为基础来理解社交媒体，这都是以内容为中心进行分析的例子。 

相反，麦克卢汉会让我们重新审视电视流媒体服务的基础设施、食品大 

规模生产的技术，以及算法网络社会性的原则。对麦克卢汉来说，理解 

媒介技术不是分析人们通过这些技术生产和消费什么，而是辨别每种 

媒介的句法和语法。

麦克卢汉警告说，目光短浅地关注产出或内容，会掩盖媒体渗透到日 

常生活结构中的方式。询问人对技术做了什么，会取代更重要的问题:技 

术对人做了什么。麦克卢汉认为，媒介一旦被引入便会迅速根深蒂固，人 

们就会被卷入媒介中，没有机会停歇或者改变方向。因此，维持社会自主 

1/I 需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技术客体和它们所嵌入的媒介系统。■

麦克卢汉还警告说，忽视媒介的塑造作用会助长人们的无知，使人 

们容易受到控制机制的影响，而他们对这些控制机制却没有什么办法。 

因此，他挑衅地指出："对媒介影响潜移默化和温顺的接受，已经使媒介 

成为困住人类用户的没有墙的监狱」当算法系统已逐渐地承担起招 

聘决策、公共资源分配、刑事司法结果、知识管理和信息分发等关键功 

能时，麦克卢汉的警告显得尤为尖锐。麦克卢汉认为，避免普遍技术限 

制的关键是认识到媒介即讯息。

，行动者-网络理论：克服技术决定论

麦克卢汉在思想上的贡献是很重要的，它是对极端建构主义的反 

驳，也是对技术能效(technological efficacy)的重新定位。对于"枪不杀 

人，是人杀人”这句常见的谚语，麦克卢汉可能会说:"枪产生暴力系 

统。''麦克卢汉对媒介即讯息的坚持，揭示了技术基础设施塑造社会生 

活的方式。然而,他的研究也因其技术决定论而受到批评。技术决定 

论意味着技术预设(或决定)了一系列的影响。批评者指出，人们不仅 

是被技术影响的受骗者，而且也是创造性地参与技术实施和使用的积

51 极主体。尽管麦克卢汉在提醒人们媒介的重要性方面做出了重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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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批评者还息认为他的观点过于绝对,抹杀了人的能动性。

为了回应麦克卢汉及其同时代学者所倡导的技术决定论，"行动 

者-网络理论”(ANT)出现了。其中最著名的是ANT理论学家布鲁 

诺•拉图尔的观点:人类和技术是共同造就多面关系网络的相互建构 

的实体L ANT认可技术的强大作用，但也认为人类同样强大。正如 

技术塑造了人类和社会一样，人类和社会也在积极地构建和使用技 

术。例如，谷歌地图不是单方面地决定地理位置的，它还反映人们已 

有的认知和导航方式，同时通过收集和部署地理位置元数据来适应 

用户。

ANT的重点是人与技术参与共同构成的网络或"集合体'”2这一观 

念，对人或物不做任何偏好或区别。网络中的所有成员都被视为行动 

者，行动者共同创造集合体。ANT使用行动者(actants)这个术语，以 

抹平关系集合体中人与非人之间的分界线。用术语"actant”来取代 

"actor”,是因为"actor”一般暗含人类的意味。对于ANT理论家来说, 

人与非人行动者始终是相互构成的行动者-网络的一部分。这意味着， 

构成教室环境的行动者-网络包括学生、教师、课桌、粉尘、电脑、讲台和 

温度控制装置。所有行动者的存在和行为都构成了课堂体验。行动者 

的变化、增加或移除都会改变教室的体验。例如，如果教室有太多粉 

尘，学生、教师和电脑可能会受到干扰:如果学生和教师不上课，无人使 

用桌子、电脑和讲台，它们就会很安静。

技术分析师和STS学者戴维。班克斯(David Banks)将ANT的语言 

和逻辑应用于2011年"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 protest)的抗议 

活动中，描述了为纽约奥尔巴尼一项活动在举办期间获取无线网络的 

过程：

几个小时后，IT工作组解决了他们的营地无法连接4G热点 

的问题。4G信号不像活跃分子一样如期来到小园。没有4G信 

号，公园里的人就无法与分布在吟德逊谷地区的其他活动伙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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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抗议标语和物资取得联系。IT工作小组决定，从附近的公寓向 

公园发射无线信号。他们设计了一个信号中继器和路由器的组 

合,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流，使充足数量的数据能够准时在大会中出 

现。工作小组认为，宽带互联网的出现，将使被地理和时间分散的 

占领者能够加入"占领奥尔巴尼"的更大行动者-网络中。促进工 

作的小组认为,这种活跃分子、宽带连接和网络硬件的增加，将使 

大会产生的各项决策更具权威性,并使占领活动贯穿整个冬季1

上面这段话的描述可以看出班克斯是如何将人与非人行动者视为网络中 

具有同等地位的节点的。抗议活动是由人、标语和电脑共同参与。有人 

可能会说，因为4G信号不稳定，抗议活动受到影响，同样，如果人类活跃 

分子对这起事件或这项事业的承诺不可靠，抗议活动也会受到影响。对 

于抗议者来说，幸运的是，宽带和路由器积极参与了这次活动。

ANT的理论框架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有能力解决人与非人 

行动者之间有意义的共同构成。引入"行动者”这个术语，以及将人与 

物置于平等地位的做法,充分鼬说明了技术对社会和行为结果的影响, 

但技术并不是决定性的。因此,ANT捕捉到了技术的塑造作用且没有 

被技术决定论所困住。对于ANT理论家来说，人与物是一个综合的、 

不可分割的整体。

■人造物的政治性

A?rr代表了传播学研究和sts的重大进步。对于那些试图理解 

和解释技术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整合的人来说,ANT一直具有很大的 

影响力。然而无法忽视的是,ANT在处理权力、政治和不平等问题上 

仍然存在较大的缺陷%就此而言,ANT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对关系网 

中所有"行动者”采取同等的处理方式。所有的人和事表面上都扮演着 

积极的角色，而ANT并没有明确地指导辨别哪些行动者具有更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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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达到什么目的，以及为了谁的利益。

对于批判性社会科学家来说，权力和不平等是组织社会生活的核 

心。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残疾与否和地理学相互交织，深刻地影 

响着人们在世界上移动的方式、彼此间互动的方式，以及有(或没有)哪 

些可供他们利用的机会。基于此视角，任何未能充分关注权力动态的 

社会理论，都存在着严重的解释性缺陷"

女权主义STS学者认为，由于ANT无法解决种族、阶级、性别以及 

其他社会等级问题,因而不能作为理解或解释社会技术的框架九ANT 

的非政治基础使该理论框架无法解释社会生活成形所依赖的边缘化和 

压迫系统的问题。例如,在分析以数据为基础，并会预先将个人和社区 

贴上可疑标签的监督执行系统时、或是在研究最佳捕捉(和呈现)白人 

皮肤的电影技术的发展时L又或是在研究个人详细信息从社交媒体平 

台传播到道德上较为模糊的广告商和政治活动家的信息流时,一个非 

政治性和权力中立的分析框架显然是不够的弋

批判学者认为权力和不平等是社会系统的特有现象。因此，任何 

有意义的知识方法都必须解决权力的动态关系。然而，当代ANT的支 

持者已经将政治分析标注在了该框架的范围之外。埃德温。塞伊斯 

(Edwin Sayes)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阐明了 ANT的目的和原 

则,并指出“道德和政治”是在ANT的研究范围之外的。塞伊斯承认, 

ANT从来没有旨在解释权力，因此不应该以这些理由来批评这个理 

论"然而，批评者会说，权力和政治是现有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排除政 

治和权力参数的框架存在本质上的缺陷。我同意这种批评观点。

STS学者温纳的经典著作首次将权力纳入人机交互框架和理论, 

他提出了"人造物具有政治性吗?"“的问题。在书中温纳分析了纽约市 

的城市规划，特别关注到长岛公园路的各个天桥。这些天桥由纽约城 

市规划家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设计，天桥的设计高度不允许公 

交大巴从桥底下通过。这些低矮的天桥使那些依赖公共交通的人无法 

到长岛的迷人海岸，而将道路开放给以小车出行的人。公共交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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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人,这与种族相关，因为乘坐公共交通的人 

更可能是有色人种。因此这个看似非政治性的建筑方案(天桥高度)延 

续了种族-阶级的动态,使长岛海滩上基本是白人富裕人口，这种模式 

至今仍然存在。

摩西的低吊天桥是塞莱娜。萨维奇(Selena SavK)和戈登•萨维奇 

(Gordan Savi&d)所说的一个"敌对建筑"(hostile arch让ectures)、"不愉 

快的设计" (unpleasant design)的例子没。不愉快的设计通过在没有权 

威人物的情况下实施控制的建筑酹征来规范社会行为。例如，公共长 

椅上的扶手会防止人们躺下，这样就使这一空间对于无家可归的街头 

露宿者而言没有吸引力。在西雅图，交通部门在桥下设立了自行车架， 

以驱逐帐篷营地和其居住者。在英国，一个住宅区安装了不合适的粉 

红色灯，可以显出皮肤的瑕疵，阻止青少年逗留。这种"敌对建筑"也可 

以通过数字设计和算法代码实现。例如，自动化人力资源管理程序会 

淘汰没有预先确定的资格(或适当的关键词)的申请人,从而使社会资 

本较少的候选人处于不利位置%银行业务计算机界面(banking 

mterfaces)选择显示那些有(或没有)能力偿还贷款的人的参数,从而通 

过购买潜力来加强财富分配器。简而言之,技术通过权力关系被编码并 

产生模式化效果。

，技术即物化行动：技术能效和人类能动性

技术客体具有其产生之源的文化的政治倾向和价值观，这是厄恩 

斯特•施劳贝关于“技术即物化行动”观点的主要前提。技术不仅仅是 

主体和世界之间的媒介，还是主观性的物质表现形式。虽然技术客体 

有时会(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最终的责任还是在于人类主体。 

施劳贝认为:"具体的历史经验、需求、想法、利益等最终都会应用于产 

品的构建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施劳贝的方法调整了 ANT并为其提 

供了一些关键的理论或方法网。

第三章政治与权力 043

段静璐
大多还是算法的例子，确实就算法最明显能够编码进文化机制。

段静璐



■物化行动方法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人与物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人类 

主体始终对技术客体的生产和使用有着明确的责任。施劳贝明确指 

出，人类主体和技术客体是相辅相成的。施劳贝引用麦克卢汉和拉图 

尔的观点说:"主体对客体产生影响的同时，客体也对主体有一定的作 

用」25然而，人类主体与技术客体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能动性,这是施 

劳贝所提到的只有人类才会有的属性。施劳贝认为：“如果说一个物体 

真的在'行动"那是具有误导性的。行动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可 

被意识到，涉及自由、理性和责任等问题。”"因此,"需要一种不对称但 

相互作用的语言”将人类定义为"具有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有所行动潜能 

的责任行为主体机制和条件框架正是从这一思路中得出"人与技 

术不对称"这一假设的。

物化行动方法承认技术能效(即技术可以做事情)，但反对“技术能 "

动性”这一观点。能动性是人类主体所特有的属性。能效和能动性的 

区别以及人与技术关系的不对称为批判性分析打开了大门。将能动性 

完全归属于人类行动者,就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被定位为责任方。技 

术的影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可以追溯至文化规范、企业指令、国 

家利益以及其他主张者和利益相关者。设计师将他们自己的能动性融 

人技术中，同时用户也在能动性地使用这些技术。技术客体的力量可以 

是巨大的,但这种力量与人类行动者的价值观、欲望和利益密不可分。

这种主客体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更坚定了学者们关于人工智能看法背 

后的逻辑:人工智能既非人工的3也非智能的3它是人类价值观和偏见 

的物质表现。法学家弗兰克•帕斯奎尔(Frank Pasquale)在以同样论调 

谈及信用分类算法时，举例说明了表面上自主的技术系统的人类起源：

监管者希望可以避免人类决策者的非理性或潜意识的偏见，但 

毫无疑问的是人类决策者设计了算法，改变了数据，并最终会影响分 

析。任何"代码层"都不能创造一个"即插即用"的公平竞争环境。我 

初永远需要政策、人为判断以及法律。算法永远为人类社会所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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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一、二章一直在讨论的“设计研究中的实践转向”，是以“技术客 

体中体现了人类的价值观"这一观点为前提的。因此，以人为本不仅是 

一种问责的工具,也是一种机会，可以利用有特定定义的价值体系来制 

造、分配、使用和改善技术。因此，彼得-保罗。费尔比克(Peter-Paul 

Verbeek)将设计视为一种本质上的道德追求，追溯到唐纳德"诺曼最 

初对设计师提出的要求——希望设计师可以作为一个心理学研究者带 

领用户走上自己独特的、不从众的道路网。

明确地说，技术即物化行动的理论并不意味着绞尽脑汁的资本家 

会悄悄地将他们的想法强加于技术客体上，然后这些客体通过精心策 

划的阴谋渗透到社会系统中去。相反，任何技术的作用都存在着不确 

定性,只有通过与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多样化用户的交互才可以将技术 

作用发挥出来，并且用户能充分利用该项技术，朝着更具有创造性或意 

想不到的方向发展。因此，施劳贝认为技术在本体论上是矛盾的。他 

认为:"事物不仅具有社会意义，也不仅是社会构思和生产的物品，此 

外,宜们总是将一个未知的行动，一件巧合的、计划外的事情具体化，它 

们的决定性力量和能效经常出现在意料之外的地方。”32

技术客体的影响可能会让那些制造和分配技术客体的人感到惊 

喜。惊喜可以来自用户方的创造性实践，也可以来自设计师和经销商 

没有意料到的潜在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的影响几乎总是复杂的, 

或者说是"多稳态的"氏人工制品不仅仅能做某些事情,还可以做无数 

事情,这其中有许多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例如，社会运动学者泽伊内普-图费克奇(Zeynep Tufekci)对数字 

和移动技术在抗议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细致的社会学分析咒 

她指出，能够实现大规模联系和促进快速组织的那些技术进步，也可以 

相对地削弱抗议组织的力量。传统的社会运动需要大量的基础工作来 

建立组织以及安排组织进行活动。传统组织工作的优势在于平凡而乏 

味的过程却可以创造出关键的"利益”，例如可以得到强大的组织凝聚 

力和明确运动中的领导者。相比之下，数字化的社会技术虽有助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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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快速发展,却难以创造出可以承受来自国家和内部分歧挑战的基础 

设施，这使运动变得动荡且不稳定。因此,数字工具对抗议活动的影响 

是多重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同样,社交媒体是抗议和政治参与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也远远超出了一些知名社交媒体平台的 

初衷。举个例子，脸书(Facebook)最初是一个社交中心，旨在连接精英 

教育机构的朋友和社区。现在它变成了一个用户可以通过其发布国家 

当局滥用职权的行为和记录社会不公正现象的重要场所。脸书创始人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2004年创建脸书这个网站的时 

候，可能也想不到他的平台可以记录一些美国警方射击手无寸铁的公 

民的直播视频，他的团队在2015年推出Facebook Live时也不太可能 

设想到这些枪击事件。

技术即物化行动,与其说它反对ANT思想,不如说它是STS思想 

的演变。在ANT的基础上，物化行动之举使人清楚地认识到，技术和 

人类主体在相互塑造的关系中相互作用。然而,施劳贝认为技术和人 

类的关系是不对称的。作为物化行动方法基础的不对称假设,为分析 

政治、权力和人类能动性创造了空间。机制和条件框架与物化行动方 60

法步调一致,为研究框架提供了关键的分析视角。

■本章结语

这一章确立了支撑"机制和条件框架"的两个关键假设:一是人类 

和技术是共生的,二是人与技术的关系是具有权力和政治色彩的。技 

术充满了人类的主观性,并由创造性主体加以部署。技术的影响可以 

规划，但永远不能被完全可知。人们会以创新和具有创造性的方式来 

使用技术,无论方式如何，技术发展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影响。 

由于这些原因，“示能”是一个恰当的术语，可被用来探讨技术客体及其 

在社会技术系统中的地位。客体的特征是可定义的，但用途和结果是 

多样化的。因此，技术客体具有示能，但不具有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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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播学和STS的权威著作，物化行动的方法与机制和条件分 

析框架相互依存。示能的框架促进了技术能效和人类能动性的相互作 

用。相反,通过采用自物化行动方法产生的人和技术不对称，示能分析 

深人研究了权力、政治和不平等。

以下两个章节通过机制和条件框架在实践中使用示能，为示能提 

供了理论论证。机制和条件框架解决了针对示能概念提出的主要批 

评，并在此过程中将示能工具的作用从描述“技术是什么”转变为“技术 

如何运作"。这需要引入一个清晰的、能灵活应用于不同的时间、用户 

和情景，并始终关注（示能的）结构动态的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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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示能机制



2015年冬天的某一日，寒风凛冽，我站在教室里与参加新媒体文化 S3

研究课程的学生们交谈。当天的话题正是关于示能。在对架构演变以 

及科学和技术研究方面的能动性辩论进行了背景知识导人之后，我介 

绍了这个主要的概念并开始举例。我主要的目的是缓解技术建构主义 

和技术决定论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以栅栏为例开始讲述，栅栏不能创 

造完全不可穿透的边界，但它可以提供空间限制，接着我又举了几个 

例子，在我和学生之间来来回回地讨论了一番之后，一个聪明的年轻人 

举手并指出木制栅栏和通电栅栏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两者都不同于绳 

索栅栏。我们都同意这一观点并认识到，当绳索栅栏请求您不要越过 

边界时，木制栅栏会要求您不能这样做，而通电栅栏会坚决要求您不能 

这样做。

这个学生利用了长期以来对示能理论的一种批评。尽管吉布森和 

诺曼都对示能构建了细微的层级,但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二元 

的方式被应用的。也就是说，分析人员使用示能这个概念时，仿佛物体 出

要么提供要么不提供某些功能。但是就像栅栏的例子一样，物体可以 

提供不同层级的功能，通过施加不同程度的力来产生它们的效果。就 

像绳索请求您不要越界，木头要求您不要越界,而电坚决要求您不能 

越界。

学者们多年来一直试图摆脱示能的二元性。例如，如第二章中所 

述，威廉• H.沃伦引入了一个数学公式来计算楼梯的"可攀爬性。一 

组台阶的高度范围从最适攀爬到完全不可攀爬与人的腿长和楼梯高度 

的比值有关,其间还有一系列可利用性的变量。他的理论观点是:示能 

不是存在或不存在的，而是根据不同层级存在和不存在的。物体不是 

提供或不提供某个功能，而是以或多或少的力进行鼓励或吸引。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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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K.埃文斯(Sandra K. Evans)和他的同事在将示能视为特征和结 

果之间的媒介中强调了这一观点、然而罗布。威萨根(Rob Withagen) 

和哈乔• J.德，波尔(Harjo J. de Poel)指出，示能不仅是会(给用户)提 

供行动的机会，还是会根据实际情况而改变的邀约s。

尽管在经验和理论上有所进步，但示能的二元性论述仍然普遍存 

在工示能的二元模型可以转换为物体使能和限制的非此即彼的表述。 

您要么可以使用设备记录图像，要么不能;您要么能避免一个平台上的 

监控，要么不能;一个物体要么是可移动的，要么是被固定在某个位置 

上的。对于任何接触过技术的人来说，这种非此即彼的表述很可能与 

经验不符。记录图像可能是困难的，也可能很简单;避开监视可能是无 

意识的行为，也可能需要一些见识;一个物体可能很容易被移动或很难 

被移动，也可能被牢牢地固定在一个位置。

我认为示能的二元问题植根于一个根深蒂固但被误导的导向问 

题。分析师提问"这个客体能提供什么"，然而,更恰当的问法应该是 

"这个客体如何提供、从什么到如何，将问题进行小小的变动,就将示 

能重新设定为持续且动态，而不是静止和二元的。此章节剩下的内容 

将会专门介绍示能如何运作。

将示能的持续概念化转化为实用的分析工具，正确地操作与运用 

是至关重要的。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我建议建立这样一个框架,在这 

个框架中，技术客体不仅提供或不提供,还请求、要求、鼓励、劝阻、拒绝 

和允许。请求和要求是技术客体发出的用意，对象是用户主体。鼓励、 

劝阻和拒绝是技术客体回应用户主体的方式。允许既适用于技术客体 

也适用于技术客体对用户主体的回应。以上这些共同组成了示能的 

机制。

在深入研究每种机制之前，我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框架的这个部分 

是如何运作的。首先，框架中这些机制不是规定的。也就是说,请求、 

要求、鼓励、劝阻、拒绝和允许并不是技术特征在本质上的或固有的类 

别或属性。相反，这些机制是有助于描述技术客体促进或阻碍(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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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定行动方案和社会动态时所用强度的分析节点。这些类别可以 

用其他的名字表示，也可以适当增加或减少一些类别。这些节点就像 

一组挂勾，分析师们可以把他们的描述、比较相争论点"挂"在对应的挂 

勾上面并进行讨论和分析。

跟示能机制灵活而非僵化的性质相关的，是各类别间可穿透的边

界。客体的各个特性可能不完全适合某一种机制类别，更确切地说，一 6S

个物体的示能可以在不同类别之间切换或者停留在某一类别的边缘 

处。强烈的阻止可以被解读为拒绝，微弱的要求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 

请求。具体来说，这意味着分析师和从业者可以合理地就某件事是请 

求还是要求存在分歧，就某件事是鼓励还是允许进行激烈的争论，并在 

内部来回讨论某种行为是被拒绝或仅是被劝阻。这种不确定性是该框架 

的一个优势，它创建了一个灵活的分析工具,有助于对社会中的技术客体 

进行动态解读，而不是一味抵制。它还为知识共享、理论构建、批判和辩 

论创建了一个通用词汇表。

■请求与要求

请求与要求指的是来自人造物的指令。它们由技术客体发起，并 

以不同程度的决心向用户提供指导。请求使（用户）优先选择执行某些 

行为方案，要求则使（用户）只能执行某一种行为方案，而其他方案不可 

行。尽管要求和请求都来自人造物（非用户），但它们都根植于社会结 

构动态。人类设计、构建和分配技术客体与基础设施。这些客体和基 

础设施引导人类行为的方式，源于并被置于现有的社会系统中。

请求

当一项技术提出请求时,它会强调一系列特定的动作，而弱化其他 

动作的可能性。用户可以遵守或忽略这个请求,也可以仅处理部分内 

容。请求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它给用户指引了一个方向，但也保留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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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其他方向的余地。

回顾上述栅栏的例子，我们可以说绳索栅栏请求步行者停留在界 

限之内或之外。绳索昭示着一种优先选择，但过路的人可能很容易地 

跨过绳子或从绳子下面钻过去。缠绕在刚播种的草地上的细绳和引导 

人们排列长长的、蜿蜒的队伍的天鹅绒绳索规定了行动的路线,但这种 

方式很容易被破坏。这些栅栏的材质以及它们在空间的布局,对于那 

些想要突破栅栏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因此，绳索栅栏并不强 

迫人们离开或留在里面，而是要求他们不要闯入或留在指定的路径上。

继续讲解这个例子，即使各种绳索在物理约束上没有区别，请求的 

强度也会因不同种类的绳索围栏而不同。例如，装饰有警用标志的黄 

色路障带可能会加大绳子请求的强度。也就是说,警戒带(police tape) 

比一条没有任何标记的棕色麻绳带有更强烈的请求。尽管细绳和脆弱 

塑料在防止违规的物理能力上没有本质区别，但警戒带通过代表制度 

合法性的符号来传达请求，这些符号有时也能代表惩罚性措施。与没 

有任何机构标记的细绳隔离带相比，似乎同样可突破的警戒带更坚定 

地将某一空间划为禁区，并创建了更坚固的壁垒。

不同的法律分支也会导致警戒带的示能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存在 

差异。例如，在2017年，密苏里州众议院的一名叫加隆。希格登(Galon 

Higdon)的共和党议员提出众议院第37号法案(HB37),依据该提案, 

穿越警戒带将会被判为A级轻罪,擅自进入封锁区域可能会受到计人 

刑事记录的处罚，最高一年监禁和最高1000美元罚款的处罚，但该法案 

未获通过。希格登为该提案辩护时告诉记者，"现在，'警戒线'几乎就 

是一个请求”5。显熬，希格登想让它更接近一个要求J

在普通细绳和警戒带之间,以及不同法律法规下的警戒带之间,这 

种区分的意义是双重的，并普遍与示能机制有关。首先,它展示了示能 

的灵活性和变化性。并非所有的请求(或要求、拒绝等)都是一样的。 

这些机制是人工制造的节点，在各类别内还可以进行改变。警戒带更 

接近一个要求，而普通细绳则仅仅是一个请求，对人施加的威摄力则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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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J其次,将技术客体归入一个类别还是另一个类别（例如，请求与要 

求）的要素并不纯粹是物质的，还与文化意义体系和机构基础设施有 

关。警戒带的可破坏性并不比细绳低，但它对空间的限制更为有力。

要求

请求与要求的区别在于，前者相对地提供了备选方案。请求倾向 

于某种行动路线，要求意味着只有一个选择，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要求 

相对于请求来说更加强烈。与其请求某人“请这样做，请不要那样做”, 

不如更坚定地要求“你只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一个要求可能以物 

理、社交和/或符号敦促的形式出现。

回到栅栏那个例子,绳索表示请求，通电钢栅栏表示要求。电栅栏 

要求路人留在路障的一侧。例如，当在监狱的院子里穿梭时，围栏结构 

要求囚犯留在一个明确界定的、有界限的空间内，而其他市民则留在这 

个明确界定的、有界限的空间之外。

栅栏可以规定人们在空间中的移动路线，修建公路和铁路也是这 

个道理。汽车和火车被要求沿着修建好的高速公路和铁轨行驶。可以 

说，铁路更倾向于一个要求,而公路更倾向于一个请求。火车如果不沿 

着既定的轨道行驶，就无法正常前进，火车的移动依赖于基础设施技 

术。在A点和B点之间，汽车可以不沿着公路行驶，但司机可能会因此 

使车辆损坏,或受到身体上的伤害，或受到警方制裁（如罚单和罚款）。

在学术界，书籍文章的分配（和控制）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尽 

管数字化为知识材料的存档和公开创造了机会,但许多主流的出版公 

司依然建立了先付费后阅览的付费墙（paywalls）。然后就设立了出版 

平台,要求个人付费或是合作机构成员才能访问发布的内容。这种要 

求一直遭到公众抗议，因为开放获取的支持者们所倡导的政策和相关 

数字基础设施，不对感兴趣的群体设置财务障碍，允许知识公开公平地 

传播Q

脸书的平台一直要求用户在注册时选择性别类型。一开始脸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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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用户选择男性或者女性,到后来已经扩展到有50多种自定义性别选 

项。也就是说,脸书放弃了之前对用户进行二元身份识别的要求，但仍 

然要求用户进行某种性别识别。脸书也要求用户从预先设定的列表中 

选择,而不是设置一个可以扩大自我识别范围的输写框匕因此,平台的 

使用要求用户进行性别识别，但界面可以（并且已经）以加强或放松这 

些要求的方式进行重新设置。脸书的性别认定要求是性别认同这个设 

计的一个功能，而这个设计会随着那些既不是自然形成也不是不可避 

免,当然也可能是其他情况的决定而有所不同。

尽管要求会施加一定的力，但它不是决定性的。人们可以选择不 

使用一项技术，也可以在使用这项技术时破坏这个要求（尽管这种破坏 

需要巨大的努力，或许还需要一定的勇气并承担一定的风险）。例如, 

人们可以偷偷地把汽车开出公路，可以选择不注册脸书,或者通过一些 

操作来迷惑脸书系统--最开始选择一个性别类别，然后通过平台上 

的其他模块发出更改性别类别的信号。学者们也可以通过像"研究之 

门［ResearchGate）"这样的社交网站来翻越出版商的"付费墙"。因此, 

要求可能是唯一的选择，但仍然容易受到意想不到的和创造性的用户 

能动性的影响。

总的来说，请求希望您优先（如何做），而要求坚持（让你如何做）。 

请求利要求不是静态的或统一的范畴，而是技术将用户推向某个方向 

并使他们远离其他方向时所用力度的近似值。每个类别都有变化的空 

间。强烈的请求可能会变成要求，一个并不强烈的要求也可能会变成 

强烈的请求（也就是说，其他选择可能看似合理,但不太可能工 请求和 

要求共同代表了技术客体作用于用户的用意。虽然这些用意来自客 

体，但我们应该记住，这些客体是物化的行动3因此它们与其所在的社 

会文化系统是密不可分的。

■鼓励、劝阻和拒绝

当用户主体发起某种行动附，技术客体会以鼓励、劝阻和拒绝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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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回应。这些技术的回应可以适应、制止或阻碍用户的主动性。

当技术鼓励时，它们会使某一行动路线变得容易获得并易于执行。当 

技术劝阻时，它们会对行动路线设置障碍。行动路线可能仍然可得，但 

不易于获得，用户可能不得不克服障碍或创造性地使用该技术，才能 

访问被劝阻的行动路线。当某一行动路线似乎完全不可行时，技术客 

体会拒绝。

像第一套机制（请求和要求）一样，这三种机制被整合为社会技术 

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中包括人类、物理设备、文化和结构。客体正 

向发出的用意（请求和要求）与反向施加于客体的用意（鼓励、劝阻和拒 

绝）在实践上并无区别。更确切地说，它们各自作为一组分析标尺代表 

了人■■技术关系特定部分的不同焦点。例如，当一项技术要求执行某些 

行动时，它会拒绝其他的行动；当它要求用户参与某种行为时,这种行 

为也会受到技术的鼓励。

鼓励 72

当某4行动路线变得简单且具有吸引力时，技术客体会鼓励这一 

行动路线。该行动通常是显而易见、可预期的，且执行起来也完美无 

瑕。被鼓励的行动路线通常代表的，正是一项技术当初创造时要完成 

的事情。用户几乎不需要使用任何创造力、异常行为或隐蔽手段，就能 

被鼓励使用这项技术。例如,手机的后置摄像头鼓励记录，而前置摄像 

头鼓励自拍。

除了请求之外，鼓励还具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它能清晰地描述设计 

者的意图——设计者希望客体做什么。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客体 

可能会鼓励设计者根本没有考虑到的行动路线。也就是说，某客体可 

能是为了完成一个特定任务而被构建出来，这种意向性在用户体验中 

显而易见。或者，该客体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如美学、效率或成本效益）而 

以某种方式被构建出来，但包含鼓励似乎不相关的使用者行为的特征。

例如，脸书的架构鼓励用户在平台进行分享和互动。脸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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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例如"回忆录”，一•个即时可用、可视化一键分享工具，带有一 

键添加图片选项的文本框，以及自动“标签”功能■-这些结合起来，鼓 

励用户生成内容并连接其社交网络。在脸书上添加内容的操作非常简 

单,而且无缝衔接，这也反映了脸书公司的意图。这个平台用户产生的 

数据越多，对那些愿意付费制作定向广告的广告商和愿意为用户信息 

付费的数据公司来说就越有价值。因此,其构架鼓励数据共享和延时 

参与，这符合脸书公司的经济利益。社交网站的特征也正是这么做的。 

然而，事实证明,脸书的商业模式也鼓励政治影响。庞大而广泛的数据 

产生，加上微定向的广告和无直接干预的审核政策，这两者共同创造了 

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可以向那些最有可能被说服的人传达不可抗拒的 

政治信息,而不管这些信息是否真实。这不是脸书公司的本意,然而它 

的产品却鼓励了这种结果。

举一个政治色彩没有那么浓厚的例子--餐盘。大餐盘鼓励摄 

人更多的食物，而小餐盘鼓励控制分量。那些设计和销售餐具的人 

不需要对消费习惯有特别的兴趣，然而餐盘的大小以有意义的方式 

鼓励和劝阻摄入行为。这一点也在实践上得到了佐证，研究表明， 

用小餐盘吃饭的人比用大餐盘吃饭的人吃得更少，但更容易感到 

满足叫

在大多数情况下，餐盘设计因美学风格和规范文化习俗的不同而 

有所不同，并不受消费者饮食习惯的影响。例如,高级餐厅可能会选择 

大餐盘来增强菜品的呈现效果，而不是为了提供大分量的餐品;小餐盘 

可能源自文化饮食习惯中茶点的规范惯例，而不是出于控制分量的目 

的。然而，尽管设计师对规定饮食（即节食）漠不关心，盘子的大小还是 

会对食物消费带来或多或少的鼓励作用。

这并不是说盘子的大小作为一个特征不能包含与容量相关的意 

图。例如,现在有一种专门为节食操作设计的餐具市场正在兴起。公 

司利用盘子形状和尺寸的特点，设计出控制食物的分量并鼓励平衡的 

食物管理餐盘。例如,Portions Master瘦身餐具为蛋白质、淀粉和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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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预设尺寸的分格。Portions Master网站上的介绍如下：

Portions Master是一款专门为帮助您健康饮食和减肥而设计

的分量控制餐具，您无需计算卡路里。有了 Portions Master,您只 

需将蛋白质、复合碳水化合物和纤维分放到餐盘适当的位置，从您 

的餐盘上取下本产品，掇后就可以食用了。非常简单!"

如果一个人希望吃得更健康，瘦身餐具可以满足他。如果一个人想放 

纵一下，一个没有分格的大盘子限制最小，会鼓励无限制地进食。

简而言之，技术客体通过使特定的行动路线变得容易和可及的方 

式来鼓励它们。如果用户希望参与这些行动，该客体就会积极地支持 

这些行动。在某些情况下，就像脸书鼓励用户分享和Portions Master 74 

鼓励饮食均衡一样，设计反映了一系列明确的意图，通过这些意图，设 

计与用户合作以达成可规和预期的结果。然而,有时客体鼓励的行为 

可能与设计者的意图不一致。这种潜在的影响可以鼓励那些产生令人 

惊讶和意想不到的结果的行动路线。

劝阻

当客体的架构和规范结构设置障碍时，它们会劝阻主体参与行动 

路线。任何被劝阻的都是隐秘的，它需要用户付出一定程度的额外努 

力。行动是可行的且合理的，但实现起来并不轻松。用户需要运用创 

造力和技术知识，愿意并能够绕过规范和规则。客体所劝阻的行动可 

能是设计者有意或无意设计出来的。为了避免出现某一特定行动路 

线，设计者可能已经构建了一些功能特征,又或者某些功能可能在设计 

过程中从未被考虑过，因此也从未被应用到设备中。

例如，推特(Twitter)不鼓励用户发长篇推文,通过设计的方式设置

了障碍。推特平台每条推文中都有一定的字符限制(最初是140个字 75

符,2017年扩展到280个字符)，但用户有办法绕过这些字符限制。例 

如，用户可以对长文本截图，并将截图附加到推文中。用户还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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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线程功能来创建一个"推特风暴"--它是一系列相联系的，可 

以生成一个叙事的帖子。尽管有这些变通方法，用户在默认情况下还 

是受字符限制，必须采取额外的措施来发送长推文。

社交网站Instagram会劝阻用户频繁发帖。这种劝阻不是任何设 

计特征的作用，而是反映了平台参与者的规范。在我之前的一项研究 

的访谈中一位受访者讲述了一小故事，说她妹妹惊讶地发现她在几个 

小时内发布了两次帖子。她妹妹解释说‘Instagram严格规定，每天只 

能发一个帖子，超出这个范围就会被"屏蔽信息流”~ Instagram的设计 

特点并没有限制记录和分享(事实上，我们可能会认为平台设计要求并 

鼓励内容制作和传播)，但社区非正式地谴责那些分享太多的人，从而 

劝阻其平台内容的丰富性，导致其内容相对其他平台更少。

将社区规范与设计特征相结合后，通过投票进行策划的平台和论 

坛表面上劝阻反对的声音。设计师可能会采用投票功能来促进民主参 

与。然而，在实践中，投票放大了来自中间用户的声音，而将边缘的声 

音最小化或抹掉了。那些参与方式与社区大多数群体类假的人将会得 

到积极的反馈("赞”"upvotes),并得到更多的关注机会,而那些参与方 

式挑战社区的人将收到负面反馈("踩")(downvotes)或被忽视*

例如，图片分享网站Imgur通过社区内的"赞"和"踩”的投票对内 

容进行排序。获得最多"赞”的图片和评论会放置在页面顶部，而那些 

获得足够数量“赞”的图片和评论会被推送到“首页”，优化其可见性。 

相比之下，被"踩”内容被放置在页面底部，当投票结果变成负数(即收 

到的否定票多于肯定票)时，该内容就会从主网站上消失。当内容由于 

负的投票数而消失后，它只能通过"负面评论”链接访问。实际上，这意 

味着表达不同观点的用户在平台上获得的空间比表达主流观点用户获 

得的少，这种情况就强化了社区成员之间的意识形态现状。

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弗• M.朱利恩(Christopher M. Julien)在一项 

关于Imgur平台上种族形象参与度的研究中发现,Imgur平台的时代潮 

流是一种色盲和“后种族"的幽默%朱利恩的研究表明,论坛参与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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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明显的种族主义和进步的反种族主义言论投反对票。Imgur的用户 

群体主要是白人、男性和中产阶级,有效地延续了一种舒适的种族认同 

和话语实践一一既拒绝极端的白人至上主义，也否定那些指出种族压 

迫持续模式的人。因此,投票功能劝阻了不同的声音，使社区在意识形 

态上不受质疑。此外，如果我们假设不同意见的声音更可能来自非白 

人、男性、中产阶级的用户，那么Imgur的投票功能也会阻碍多元化和 

边缘群体的参与。

可以肯定的是，在ImguM以及Reddit和已停运的YkYak等其他 

投票策划平台）上会有不同的声音,而且也没有直接的技术形式将不同 

种族或性别排除在外。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边缘群体聚集起来形成一 

个通过组织投票活动来改变对话的关键群体。然而，这种反叛的选择 

需要深思熟虑并付出很大的努力。在默认情况下，投票策划平台会强 

化相同的思维并维持现状。不同的声音有可能会出现,但在社会和技 

术层面上是被劝阻的。

拒绝

当某行动路线不可信或不可行时,它就会被拒绝。技术客体的设 

计可能会导致某些功能无法实现。也就是说，从设计中可以明显看出 

某些功能是被禁止的。例如,传统的手机拒绝上网（无法访问互联网）， 

用户可能永远不会考虑使用经典的诺基亚手机来浏览网页。或者，客 

体可以提供呈现功能的可能性，但当用户试图执行该功能时会被拒绝。 

例如，有人可能试图触摸电脑屏幕来操作显示器,但如果显示屏不具备 

输入功能，那么内容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有时,客体拒绝是设计的一个特征，比如某个行动路线被有意明确 

禁止了。但大部分时候,拒绝是偶然的，就像在建造过程中无意地忽略 

了某个功能一样。例如，前面提到的数字学术期刊文章的付费墙，拒绝 

那些不付费或非适当机构成员的人访问。付费墙是出版商商业模式的 

一个特征，旨在控制访问量。相比之下，一些出版商在参考文献页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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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和其引用来源之间没有使用超链接。那些设计界面的人通过省略 

超链接的方式阻止读者找到被引用的文章，但这往往不是一个显性的 

考虑因素。

我之前曾提到过推特平台限制字符数来劝阻发长文的案例。在这 

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推特拒绝在单个推文中容纳字符超过280个。这种 

拒绝是界面设计的一个特点。当用户超过指定的字符限制时,多余的 

文本会变成红色，推文底部的"剩余字符”指示也会变成红色。"剩余字 

符”指示还会显示负数，向用户显示他们输入的字符超出指定界限多 

少。"发布”按钮变为淡蓝色，无法选中，从而拒绝超过限制的信息发 

布。通过这种方式，推特拒绝超过280个字符的推文，就要求推文内容 

简洁明了。

脸书与其前身MySpace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后者鼓励页面个性 

化,而前者拒绝个性化。脸书用户只可以在平台预设的类别中发布内 

78 容。该平台拒绝用户在个人资料中添加音乐或背景设计。预先设定的 

类别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并以统一的方式显示给所有用户。脸书还拒 

绝用户对他们的朋友公开排名，而这恰恰是MySpace架构中不可或缺 

的一个特点。

回到由罗伯特，摩西设计的纽约市立交桥的那个案例，我们可以 

发现,低悬的立交桥拒绝公共交通巴士的通行。但摩西的城市规划设 

计并没有拒绝经济困难的人进人,而是通过限制不太富裕的纽约人更 

可能依赖的交通形式来劝阻他们进人。学者们就摩西在设计立交桥时 

是否存在种族主义或阶级主义意图进行了辩论巴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 

意，这些立交桥继续按照种族和阶级划分组织着人、汽车、房地产和金 

钱的流动。

客体通过排除和禁止特定的行为来拒绝。这些可能是设计的一部 

分,也可能是因疏忽而造成的欠考虑的结果。事实上，新功能的出现通 

常会将曾经拒绝的客体转化为鼓励的客体，反之亦然。例如，早期的手 

机因没有安装摄像头而拒绝图片记录。然而，新型号的手机有照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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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用于照片存储和分享的应用程序，这就鼓励用户拍照并以社交方 

式进行分享%

再次值得提醒的是，拒绝（与要求一样）不是一个确定性的类别。 

拒绝不一定是普遍的，也不都是永久性的。它们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 

仍有可能被改变和规避。推特的推文以前拒绝超过140个字符，但现在 

允许扩充至280个字符。脸书的用户可以用特定的美学元素来填充他 

们的照片流，以近似实现背景个性化，即使严格意义上的“壁纸"是被平 

台拒绝的。

总的来说，客体通过使一些行动路线明显易行来鼓励使用，通过使 

一些行动路线难以实行来劝阻使用，通过使一些行动路线变得不可能 

或不可行来拒绝使用。这三个类别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相互排斥 

的。例如，柜台上的小费罐可以温和地鼓励顾客留下小费，但在刷卡支 

付过程中加入预设小费的选项则是更公开的鼓励。当电子自助结账系 

统提示顾客做出决定时（通过询问“你想打印收据吗”），购物者会被巧 

妙地劝祖打印收据;当默认回答是"否”时（需购物者将选择改为"是"）， 

购物者会被更强烈地劝阻打印收据;而当购物者需耍主动向人工收银 

员索要才能得到纸质收据时，这种劝阻就更进一步，甚至有可能变为 

拒绝。

•允许

技术以请求和要求的形式向用户发出用意，以鼓励、劝阻和拒绝的 

形式来回应用户。允许适用于技术发出的用意和施加于技术上的用 

意。因为其中立的强烈程度和多方面的适用性，允许与其他示能的机 

制有一定的区别。用户可以采取行动，但没有行动的压力，行动中也没 

有明显的阻碍。允许就像路上的分叉口，旅行者可以随意地选择其中 

的任意路线，他不会受到任何路线的诱惑,也不需要克服任何额外的障 

碍来进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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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多档位搅拌机和多级调光器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 

不同等级的功率和亮度。搅拌机不会试图去劝说厨师把食物碾碎而不 

是调和，当厨师选择脉冲且连续不断地搅拌时，搅拌机同样也会服从。 

调光器不会抵制用户使用最弱光或最强光，它允许按照用户认为合适 

的亮度来发光。

尽管推特、Instagram和Snapchat要求用户分享内容，并且鼓励他 

们和平台上其他用户建立联系，但这些平台允许用户选择任何他们想 

要的用户名昵称。然而,脸书的命名政策与它们不同，该公司的服务条 

款始终要求用户展示其“真实"姓名。但经过一系列的争论后,脸书现 

在允许用户从他们出生时取的名字或者他们朋友和家人可以认出的名 

字中选择一个"真实”姓名。

尽管允许在语气上比较中立，但并不意味着它是非政治性的。例 

如，脸书的命名政策饱受政治争论,反对者指出此政策具有隐私问题, 

特别对于边缘群体，他们可能因为身份泄露而受到伤害。推特、 

Instagram和Snapchat考虑了脸书忽略掉的用户隐私问题.和一系列的 

漏洞，它们允许用户自由选择用户名，将用户名和真实身份进行区分, 

因此允许用户自由选择昵称是一种政治策略。

有时，刻意保持中立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深刻的政治性色彩, 

其方式完全是设计师无法预料和意想不到的。记住，如果不加以约束, 

技术会朝着权力和特权的方向发展。2016-2017年美国种族动荡期 

间，这一观点表面中立的广告界面经由主流数字媒体平台出现在大众 

视野后变得逐渐清晰起来。截至目前，领先的数字媒体平台的广告界 

面允许客户利用精细的数据来锁定有趣的任何群体。在2016年美国总 

统竞选期间出现了数量令人不安的白人至上主义的宣传后,PmPubiica 

公司的记者们点击进入脸书的广告界面,来调查平台追踪具有白人种 

族倾向的目标用户的能力。通过发表内容确认了对"犹太人仇恨者" 

"如何焚烧犹太人”和"'为什么犹太人毁灭这个世界'的历史"这三个话 

题感兴趣的2300个用户。通过15分钟的快速审批流程，:ProPuHica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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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向这些反犹太人的目标用户"促销"内容L BuzzFeed（《新闻联 

播》）的记者同样也测试了谷歌广告界面如何处理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输 

入。BuzzFeed的团队输入关键词"白人毁灭"后，广告平台建议在“黑人 

毁灭社区"的搜索结果旁投放广告。如果输入关键词“为什么犹太人毁 

了所有”时，谷歌则建议广告在"邪恶的犹太人"以及"犹太人对银行的 

控制”搜索结果旁边投放广告%推特和Instagram的广告界面也存在 

类似问题。简而言之，构建允许在任何方向和任何议程进行追踪的算 

法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因为它放弃了其他拒绝种族主义和仇恨表达 我

的一种选择。

尽管脸书、谷歌Jnstagram和推特在其服务条款中都禁止种族歧 

视和偏见，但是它们的平台设计并没有支持这些规则。它们的算法旨 

在以最佳粒度提取数据，并将这些数据转化为面向付费用户的信息。 

这些公司表现出推崇包容和平等的价值观，但是它们的平台构架没有 

使这些价值观实现的编码。因此，允许在强度上是中立的，但可以保持 

强烈的政治倾向，与设计师的意图相关或分离。

-本章结语

尽管吉布森和诺曼对示能的描述是渐进的和细微的，但其概念的 

应用一直是顽固性的静态和二元。整合渐进分层的斗争源于一个有缺 

憾的分析出发点:只要分析者一开始就询问"这个物品提供了什么"，他 

们将陷人示能的二元表述中，根据这些表述，示能要么存在要么不存 

在。而把这个问题调整成"这些物品是如何褪供的”，就能创造出动态 

的空间。

通过询问如何而不是什么，可以为开发一个能捕捉技术示能持续 养

特征的框架和词汇奠定基础。以如何开始，我建议将示能的特征描述 

为一套机制:请求、要求、鼓励、劝阻、拒绝、允许。这些机制作为一个工 

具共同运作，以辨别和阐明技术对象在多个方向上不同程度的作用力。

064 人造物如何示能

段静璐



这些机制不是死板的框架，它们是可穿透的,通过设计使分析工具 

具有可塑性。每个机制都是一个人为的停止点，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名 

称,每个机制都有变化的空间。要求可能是强烈的或微弱的，它可能会 

抵制或者渗透请求的边界。目前还不清楚人造物是拒绝某个行动，还 

是坚决地劝阻该行动。一个特征可能会模糊地介于鼓励稻允许之间。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机制和条件框架作为一个工具鼓励并且要求在示 

能分析中出现分歧和争论。

示能机制的影响可能是个人的、人际的或文化结构的。随着特征 

以不同的程度坚持进行鼓励和吸弓I,它们引导人们的行为、互动方式, 

以及如何形成、改变和具体化宏观层面的模式。例如，基于滑屏搜索的 

约会软件要求用户考虑大量的潜在伴侣，并劝限用户慢慢考虑。滑屏 

搜索功能可能会影响个体对潜在伴侣的评估方式以及他们如何呈现出 

浪漫的吸引力，将重点放在能够快速识别的特征上，如外貌和收入。过 

多的潜在伴侣以及选择和放弃的便利性,可能会影响在约会中使用应 

用程序的用户互动方式，用户也许会在拥挤的人群中迅速进入亲密关 

系，建立承诺,或保持距离以避免排除其他的浪漫选择。这些微观的互 

动可以在文化结构层面上影响浪漫和亲密关系，具体方式包括使连续 

约会变得正常化，便某次单一约会脱离未来的浪漫约定，以及使那些对 

当前关系不满意的人可以探索更多的可能性。简而言之，滑屏式应用 

程序不仅提供了不同的约会形式，而且重塑了寻找爱情的意义和做法。

示能的机制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方面，影响深远。例如, 

希格登在密苏里州的HB37提案不仅仅是为了控制空间或加强安全。 

该提案推出时，恰逢美国针对种族主义警务行为进行抗议活动，被抗议 

的行为包括警察对黑人公民的暴力行为。最激烈的抗议活动之一发生 

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而HB37提案恰好是该州提出的。将突破警戒线 

的行为定性为犯罪的尝试,可以解读为一种限制抗议活动并将权力转 

移给州政府的政治举措。HB37提案不仅加强了公民不得进入警察包 

围圈的要求，还劝阳激进的抗议策略，并鼓励警察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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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示能的机制应对了迄今为止困扰示能理论的二元问题。

将关注点从“客体提供了什么”转变为"客体是如何提供的”，使示能分 

析具有细微层级和灵活性，并使其摆脱了严格的二元限制。然而，仅有 

这些机制是不够的。就其本身而言，示能的机制描述了同质的主体与 85

复杂客体的关系。但示能会因用户和环境而异。因此,我们不仅要问 

客体是如何提供的，还要问对谁和在什么情况下提供。对谁和在什么 

情况下__这个问题将是下一章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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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一名57岁的女子在其俄勒冈州尤金市的住址附近被捕并 

被起诉，原因是该女子在执法部门与一名有潜在暴力倾向的嫌疑人对 

峙时穿过警戒带并干扰执法部门工作。如前一章所述，警戒带虽然仅 37

提供了一个脆弱的物理屏障，但在象征意义和法律层面上依旧有一定 

的作用和影响力。尤金市的《纪事卫报》（丁为eKegzd所Gua那）上有一 

篇关于该事件的报道，该报道引用了警察的采访，他们对现场的完整性 

以及屏障（警戒带）被破坏的安全隐患表示担忧1。警方还称该女子的行 

为不负责任且违抗命令，并指出她在抽烟，而且似乎喝醉了。警方发言 

人梅琳达•麦克劳克林（Melinda McLaughlin）说：

人们可能会有好奇心，但这些是高危情况，有防线肯定是有原 

因的，…”他们（警方）警告过她（被捕女子）几次，但是她一直出来 

抽烟，问怎么回事 需要借助警力资源来管理她……她故意不 

服从命令。

麦克劳克林的理由似乎是合理的。驱逐该女子是出于安全考虑，警戒 

带是合法的边界,而该女子并没有遵守规则。我们可能预料会有类似 

措施来惩罚有类似行为的民众。然而《纪事卫报》这篇报道结尾的一行 

话让人很好奇：

麦克劳克林说，另一名身份为媒体成员的民众也越过了警戒

带，但在警察发出警告之前就离开了。

在同一个晚上，同一个地方，同一次警察行动中，两个人都穿越了合法的 能

边界。如麦克劳克林的声明所示，一人被逮捕，另一个人的存在被注意到 

但却未被警告。

事件发生的公寓位于尤金的杰斐逊西区社区。这个社区的中位收入

068 人造物如何示能



低于3万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7%）,犯罪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61%\被捕女子作为该地区的居民，住在一个普通的出租屋中，并没有 

从受重视的社会阶层能指中受益。相反，被捕女子作为犯罪现场附近的 

居民，该身份有可能降低了她存在的合法性,同时也使警方通过提高警惕 

和不信任来强化边界感。换句话说,这位记者越过警戒带时也被注意到, 

但没有受到警告，这位记者受到怀疑后的益处,警方却不愿同等地给予这 

位居民。

对两个不同的对象采取不一样的监视、怀疑和惩罚方式，这显然是 

不客观的。对于媒体同仁来说，边界是可穿越的；对于居民来说，边界 

是容不得半点侵犯的。值得注意的是，《纪事卫报》这篇文章中的图像 

显示，被捕的女性是白人人种。根据现有的关于警察与少数族裔，特别 

是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的互动的统计数据和描述，我们可以 

想象，如果这位居民是有色人种，警戒带形成的屏障会更强，后果也会 

更严重。

关键是，“物如何示能"这一机制与社会和结构条件密切相关。因 

此，关于示能的分析可从两部分问题开始:这个物如何提供？在什么情 

况下为谁提供？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示能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静态 

的，而是人造物、人与环境之间千变万化的关系，这些关系又始终处于 

潜在的变化之中。在示能的框架中，“示能的条件”会表明示能为谁且 

在什么情况下提供。

在这个章节中，示能的条件被提炼为三大因素：知觉、灵活性以及 

文化和制度的合法性。这些因素涉及主体如何知觉客体以及其中的功 

能性、障碍、机会和限制，主体接触客体所用技能，以及主客体关系被规 

范性制度和官方法例（即规范、规则和法律）所制裁的程度。正如该框 

架最初表述的那样：

评估人造物的示能使得辨别一系列问题成为必需:主体是否知觉 

该人造物的功能？如果知觉到了，主体是否有身体和认知的灵活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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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它？如果有这样的灵活性，主体对该人造物的使用在文化背景上

是否有效，又是否能得到制度上的支持?3

简单来说，一个物对我是要求，对你可能只是请求。我可能在某些情况 

下受到鼓励,而在另一些情况下遭到拒绝。你可能被允许执行某些功 

能，但我可能不行。示能的概念是建立在物质特征中的，但只是部分如 

此。正确的示能分析还需要关注具体情境中的特征。

示能的这三个宽泛的条件并不是一个个独立的范畴，而是相辅相 

成的。每一个因素都相互影响。知觉可能受到技能--即人对某客体 

所具有的灵活性的影响，正如对客体的知觉可以增强或阻碍用户的能 

力。清晰的知觉和娴熟的受活性可以为主体赢得文化和制度上的合法 

性，就好像文化和制度上的合法性也可以促进技能进步。

作为类型的划分，知觉、灵活性、文化成果和制度的合法性呼应了 

源自现有的示能理论和设计研究中实践转向的工作。乔安娜，麦克格 

雷内尔(Joanna McGrenere)和韦恩•何(Wayne Ho)在一篇关于示能的 

概念回顾中确定了这样两条轴线-—用户可以沿着它们体验物体示能 

中的变化:“示能可被实行时的轻而易举和……描述现有示能信息的清 

晰度产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巴蒂亚•弗里德曼(Batya Friedman)和戴 

维• G.亨德里(David G. Hendry)认为，批判性和反思性设计应该说明 

认知、技术和身体能力的变化5。知觉、灵活性以及文化和制度合法性可 

以将这些变化转化为可用的模型。

示能的条件不仅为分析补充了语境，而且也揭示了技术设计对象 

的默认主体。识别哪些人被拒绝以及相对地，哪些人被允许或鼓励访 要

问技术功能，澄清了一系列关于假想用户的假设,这些假设包括他们的 

社会地位、身体特征以及物质和非物质资源。反过来，这些识别结果也 .

让那些边缘化、被忽视和被排斥的人受到更多关注。这拓展了人-技术 

关系分析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产品是植根于复杂的社会系统,并通过 

该系统进行分配的,从业者(包括设计师、工程师、管理人员和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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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停下脚步来思考一下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知觉

《日常物的心理学》出版于1988年，在该书的修订版中(更名为《日 

常物的设计》)，唐纳德，诺曼对真实示能和知觉示能(perceived 

affordances)进行了区分工真实示能指的是客体的物理特征，而知觉示 

能指的是主体对这些特征的解读方式。因此，一个客体如何示能，部分 

地取决于主体对客体功能的认知程度。没有主体的主观意识，客体的 

特征就保持不变。

技术功能是其可用性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主体不知道的功能等同 

于该功能不存在。传播学者吉娜"内夫的观察言论就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黑客和专家来说，系统看起来更容易破解，更充满潜力和可能性, 

而对我们其他人来说系统是既定的和相对固定的。”7因此，一个技术客 

体的物质元素不是客观地出现，而是始终通过某个晶状体--即人来 

显现的。

想象一下，漫长的一周工作结束后，你下班回家想静静地喝一杯葡 

萄酒。你走进门，随意扔掉外套,打开一瓶酒。打开橱柜后你发现，里 

面一个干净的玻璃杯都没有。你不想去洗杯子。短暂停顿后,你意识 

到虽然你没有干净的杯子，但你有量杯。"那就行了! "你思考了一下, 

然后给自己倒了杯酒。

玻璃杯和量杯为满足不同需求而设计。前者用来装饮料,后者用 

于分装食物和烹饪材料。一个是用于饮用食物，另一个是用于准备食 

物。然而，饮水杯和量杯的许多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互换的。两者 

都可以容纳可饮用物质，且人类主体能够将这些物质从一个容器转移 

到另一个容器，无论是转移到碗里还是转移到胃里。然而，要想使量杯 

变成饮水杯，人类主体必须能够意识到物体的这种功能。也就是说，量 

杯只有在被意识到其有如此功能之后,才成为一个饮水杯。人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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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意识不到量杯是一种潜在的饮水设备，那么量杯就拒绝直接饮用。 

相反，一旦人类主体知觉到量杯具有饮水杯的特征,该主体就被允许用 

此量杯直接饮用。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内容和关系都由算法来积极管理。一些内容 

和人物会突出显示,而其他内容和人物则被置于页面底部或完全从视 

图中忽略J反对数字社交平台的一个主要评论是，用户通常不了解，也 

无法了解平台管理人是如何做出决策的⑼。因此,知觉已经成了围绕真 

相和可信度的一个关键问题。在默认情况下，大多数社交媒体平台的 

特征在功能上都劝阻甚至拒绝对内容来源及其在信息流中的位置进行 02

严格的审查。因此，"假新闻"和虚假信息的危机已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并促使社交媒体公司做出一系列回应，他们已试图通过技术设计和人 

员来努力进行真相验证的方法。

正确或错误的信息对每个人的影响都不一样。新手可能不知道他 

们的新闻是预先分类好的，也不知道他们可以重新调整内容的衔接方 

式。相比之下，那些具备较高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的人较少受到默 

认算法的约束，他们能知觉到自己的新闻订阅源是既有结构性又具有 

灵活性的，并且可以根据个人信息偏好调整这些订阅源。对于精通媒 

体的主体来说，默认设置是请求而不是要求，经过滤留下来的信息是允 

许被怀疑的。这种策略可能会抵御一些可疑的信息，这就鼓励批判性 

的新闻消费。与此同时，调整默认选项同样容易加剧错误信息带来的 

问题，因为那些熟悉平台设置的人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去掉质疑他们 

个人世界观的内容,这就强化了请求确认偏差和劝阻与对立观点相遇 

的严密的过滤系统。因此，知觉影响新闻推送或固定或灵活的特性，但 

这种影响方式是多重的，甚至是矛盾的。

知觉并不总是帮助主体解除限制或赋予主体能力。在某些情况 

下，对物质和社会形态特征的清晰认知会产生约束效应。在前一章中 *

提到的一位受访者在Instagram上分享了"太多”的帖子后，遭到了她妹 

妹的斥责。这两个姐妹没有遵循同样的规范惯例。因此，我的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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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被允许想发多少帖子就发多少帖子，然而Instagram强烈劝阻受访 

者的姐妹采取同样的行动。事实上，谴责的经历改变了我的受访者的 

知觉,Instagram的示能对她来说也发生了变化——…曾经被允许的行为 

现在不被允许了。

在示能的概念发展中，知觉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这是本 

体论的关键,即示能作为内在属性还是关系元素的争论--也就是说, 

示能是固有存在的，还是特征只有在被感知后才会提供功能？这个问 

题类似那些关于森林里倒下的树木所发声音的讨论，是一个哲学问题。 

相比之下，机制和条件框架是一个实际的项目，我不太关心示能的性 

质,反而比较关心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在实际操作中，知觉激活功能示 

能并改变它们的特性，以使技术更灵活或更具约束性。知觉将各种机 

制之间的主体-客体关系从请求转换到拒绝，以适应和颠覆设计原本的 

目的。

■灵活性

为了利用一个客体的特征，人们不仅必须感知到这些特征是可用 

的,而且还要有能力运用它们。灵活性是指一个主体实现客体功能的 

能力。这些能力可以是身体上的,也可以是认知上的。主体必须能够 

以所需的方式对客体进行物理操纵，并具备实施操纵的知识体系。

昊活性的变化及其与示能的关系是残障研究和残障行动主义的核 

心。总的来说，建造的基础设施在历史上都是针对一个假定的典型人 

类来建造的,该典型人类行走自如，视觉清晰，听觉准确。批判性的残 

障研究观点认为，对于那些身体状况不符合这一假设理想典型的人来 

说，这种假设已经导致了一个使人丧失能力的社会结构叫楼梯就是一 

个明显的例子——楼梯的建造是为了在特定的建筑结构之间移动身 

体。在默认情况下，楼梯鼓励攀爬。然而，正如在威廉•沃伦的经典示 

能研究中所描述的那样,爬楼梯依赖于特定的身体配置"。除了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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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长与楼梯高度之比，爬楼梯的人还必须具备支撑全身重量的肌肉能 

力、随意扭曲腿部的肌肉控制能力，以及在一条腿离开底部台阶并前进 

到下一个台阶的短暂时间内保持平衡的协调能力。患有下半身瘫痪、 

肌肉萎缩、严重关节炎或若干其他疾病的人，他们的身体状况并不符合 

这些要求。因此，尽管楼梯鼓励身体健康的人攀爬，但也劝阻甚至拒绝 

那些有某种行动障碍的人进行攀爬。

同样的，以视觉为导向的网站为那些拥有清晰视力的消费者提供 

服务，但它们劝阻甚至拒绝有视力障碍的人的访问。例如，时尚的细字 

体看起来很简约整洁，但对于视力低于20/20（译者注:视力20/20表示 

距离视力表20英尺处或距视力表6米的位置，能够看清的东西,属于正 

常视力及格线）的人来说可能无法阅读;屏幕阅读器可以将网站内容翻 

译成音频形式，但不能直接阅读图像，并且难以阅读图像中的文本;相 

近的文字颜色和背景颜色（如灰底白字）会使文本无法与背景区分开 

来。因此，就算网站设计者努力创造流畅精美的视觉效果，但这个过程 

当中可能请求拥有正常视觉的用户参与,视觉障碍者则被拒绝访问。 

相比之下，符合万维网滕盟（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简称W3C） 

无障碍标准a的网站，允许甚至鼓励任何视觉水平的用户访问与消费。

就我个人而言，灵活性在我的合作研究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与所有的研究人员一样,我操作时也有明显的局限。我精通定性方法, 

并对社会理论有十分的把握。处而，我在统计分析和大规模数据分析 

方面的灵活性则相对地薄弱。我没有能力建立复杂的统计模型，也没 

有能力编写新的代码来解锁和理解网络的数据点。以我为例子，我被 

允许使用各种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但被拒绝使用除了最基本的功能 

之外的其他功能。幸运的是，我的合作者中有精通统计学和大数据数 

字方法的专家。由于我的合作者们在这方面的灵活性,定量和数字数 

据分析软件允许、请求并鼓励我们的研究团队进行复杂的分析工作。

与知觉一样，灵活性不是一个固定的名称,而是对特定时刻的主 

体-客体关系的描述。禁令不必永远适用，也不保证可以随时随地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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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这是因为能力会变，环境也会变。例如，我可以通过研究方法工作 

坊和课程提高技能;一个有视力障碍的人最初可能会觉得屏幕阅读器 

难以理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练习，可以变得熟练;用户起初可能不 

太适应新手机的功能，但很快就会熟悉，被允许并被鼓励使用多种功能 

以达成多种目的。反过来，一个人对一组楼梯的灵活性可能会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下降，一个操作系统的更新可能会颠覆一个人对设备的使 

用习惯。

■文化和制度合法性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了解了温控器的功能、操作方式以及运作方 

式。然而在我成年之前以及成年后的几次回家经历中，我都没有操作 

过温控器来改变温度。由于我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我从不支付账单的 

实际情况,我被强烈阻止在家庭住宅中使用温度控制技术。我被允许 

使用取暖器或风扇,并被鼓励利用毛衣和袜子等工具来控制我的个人 

温度，但我在使用温控器方面仍然存在重重障碍。事实上，我的家人对 

于谁可以在什么情况下接触温度控制器有非常特殊的约定。夏天由我 

母亲控制，冬天由我父亲控制，我哥哥和我则永远不能碰温控器。因 

此,我的母亲在温暖的月份被鼓励使用温控器，10月之后，被劝阻但仍 

然允许使用。我父亲在夏天会受到劝电，但在冬天会被鼓励使用。我 

们这些“孩子"则受到强烈的劝隍，全年都被拒绝使用温控器.

社会技术组合存在于历史、传记和文化的交汇处。文化规范和制 

度规范反映并塑造了社会和政治动态，这些动态又影响了人和技术关 

联的具体方式。因此，技术所发挥的力量与社会主体的结构地位是密 

不可分的。文化和制度合法性作为其中示能的一个条件，应对了一个 

人在更大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及一个社会系统相关规范、价值观、规则和 

法律影响人类与技术关系的方式。

文化和制度合法性可以通过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来运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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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着规范和惯例之间的统一体。在某些情况下，技术的示能与正式 

的规则和法律(准则)有关;在其他情况下，示能又依赖于一些标准的惯 

例。回顾警戒带的例子,警戒带允诧并鼓励警察跨越，但不鼓励公民跨 

越。在法律层面上，公民被拒绝进入，但警察有权通过。在公民之间, 

警戒带所施加的压力因法规而变化的情况较少,更多的是因规范或惯 

例而变化。在本章节的开头，我讲述了一个当地居民的故事，她在一次 

警@1对峙中因穿越警戒带而被捕，而另一名记者进出却没有受到警告或 

谴责。这位记者有较高的地位,可以减少警察对他的怀疑和监视。与之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名当地女子很快就成了嫌疑人。因此，对于当地公 

民来说，这种障碍是一种拒绝，但对于记者来说,这仅仅是一种劝阻。

文化和制度合法性是一个与现有地位和权力动态相关联的内在地 

具有政治性的条件。如何分配使用权,技术又是为谁(隐含地和明确 

地)设计，这反映了更广阔社会系统中的地位标识，这种标识通常把特 

权赋予那些有受到重视的地位特征的人。默认情况下,技术倾向于权 

力结构的具体化。因此，颠覆权力结构需要关注现有社会技术系统服 

务、忽视或伤害社会情境中主体的方式。

在一项关于在社交媒体中标记和报告的研究中，斯蒂芬妮•杜盖 

(Stefanie Duguay)、琼•伯吉斯(Jean Burgess)和尼古拉斯•苏佐尔 

(Nicolas Suzor)研究了平台功能对酷儿女性心的独特影响方式。他们对 

Instagram、Tinder和Vine的分析，记录了构建元素、服务条款和规范的 

社区实践。研究表明，这三个平台上的内容审核都服务于默认用户，而 

这个默认用户均为非酷儿女性。例如,Instagram有一个高度显眼的报 

告机制，但根据异性恋的惯例进行审核iTinder有一个不显眼的标记功 

能，可能导致性别层面的剥削和欺骗行为、Vine采用一种放任自由的 

方式去隐性地支持"有毒技术文化"激发了反酷儿者(antiqueer)的情绪。 

因此,这些平台的文化规范和界面设计对LGBTQI群体来说并不友好, 

尽管它们鼓励一个人口群体(即与他们一样的白人)参与，但它们却劝 

阻这一臆想出的理想人口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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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自关于社交媒体和社会资本的文献。毫无疑 

问，社交媒体通过网络建设、信息共享和资源分配的形式增加了社会资 

本。社交媒体和社会资本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种理论主要 

源于对大学生的研究氏尽管这些研究的作者很清楚他们研究成果的 

适用范围为大学生，同时社交媒体也证明在其他人群（如老年人产中增 

加了资本，但是社交媒体会普遍地促使资本增值这一观点已经成为一 

种常见的实证主张。然而，随后的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体验是多变的, 

对菜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资产。

针对低收入城市有色人种青年社交媒体体验进行的人种学研究, 

描绘了一幅敏感脆弱的画面，这与基于大学的研究结果形成了鲜明对 

比在这里，社交媒体不是资源积累的场所，而是监视、戏剧性和危 

险的场所。这些研究成果报道的青年，或面临暴力威胁，或私人图像 

被曝光，或亲眼目睹打斗升级,这就导致了分享和参与上的限制。这 

些城市年轻人根本不能体验到公众想象中社交媒体体验所常有的 

快乐，他们被劝阻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网络建设功能，被拒绝上网 

的自由，其参与请求也面临种种限制。也就是说，社交劣势并没有 

因为社交媒体平台连网而得到改善，反而随着年轻人上网变得更加 

复杂。

简而言之，人类-技术关系及其中的示能总是处于社会情境中。文 

化规范和制度准则既创造了机会,也带来了禁忌。文化和制度因素并 

不决定人类■■技术关系，但各途径的入口或宽或窄，道路或顺利或曲折。 

这些途径的起起伏伏，创造了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形成社会技术 

动态的机会结构。

-本章结语

或 本章讨论了机制和条件植架的第二部分，证明了示能的形成与不 

同的主体在m系列的环境变量下的运作有关。辨别物体如何提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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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需要仔细分析为谁提供和在什么情况下提供（条件）这两个问题。 

示能的条件被编码到已构建的客体中，但必然会超越客体的物质性。 

至于客体如何提供，这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异，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 

化为新的方式。

将"条件，，纳人机制和条件框架中有一个更为关键的信息：人类和 

技术相辅相成，并处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带有政治意识的分析，需要 

仔细考虑物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示能的条件可以帮助我们对同一物体 

的多种提供方式进行分析。事实上，示能的条件研究坚持认为技术特 

征是多义的、多价的和可变的。具体来说,示能的条件包括三个因素: 

知觉、灵活性以及文化和制度合法性。虽然（对各个条件的）分析存在 

差异，但每个条件都与其他条件相互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可能会意识到物体某个特征的作用（知觉）, 

并掌握使用它的技能（灵活性），却面临着拒绝或劝阻施行的正式或规 

范障碍。例如，一个年轻的黑客可能知道如何访问和更改学校记录，但 

他被禁止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后果是被驱逐或被诉讼。尽管他们有 

知觉意识和实践能力，这种拒绝仍然存在。在其他情况下，文化和制度 

合法性可以有益或限碍主体对客体的熟悉度，从而影响知觉和灵活性。 

例如，相较于女性，男性被认为对技术更感兴趣，这在男孩中形成了一 

种探索（技术）和技术技能培养的关系，而这条道路对女孩来说不太具 

有吸引力或不太明显。如果技术能力被接受和期待，知觉和灵活性就 

更容易出现;如果技术能力受到阻碍或不被接受，知觉能力和灵活性就 

不太可能得到发展。此外,知觉科灵活性可以成为文化和制度合法性 

的基础。例如,驾驶机动车辆的制度合法性（驾驶执照）建立在展示熟 

练操作车辆以及熟练驾驶的基础上。

示能的条件既具有反思性，也具有生产性。它们体现了现有的社 

会结构安排，所产生的反响还塑造了具体的文化规范、实践和日常生活 

的实际事实。例如，在禁止女性开车的地区，这些法律塑造和反映的不 

仅仅是女性与机动车辆的关系，它们还塑造和反映了基于性别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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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限制了女性的就业机会，并象征性地确立了一种明确的性别地位 

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男子在家庭和社会中拥有不成比例的权力。如此 

这般，那些在家里没有机会使用个人电脑的学生,可能不太擅长运用数 

字技术的功能，包括在线学习平台的导航功能。因此，“高度连网"的学 

生更容易利用在线平台的特征，从而构建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数 

字不平等会影响教育结果,而教育结果又会反过来以再现财富和贫困 

的方式塑造生活机会。

示能条件不仅可以通过单个主体和单个客体之间的直接互动形 

成,还可以通过多方面的社会技术关系形成。在某情况下，某物体对某 

人的示能，会随着互补技术的引入或其他人的加人而发生变化。例如, 

屏幕阅读器与现有的网站架构相结合，使内容对视障者来说更清晰易 

读，这将网站的示能从拒绝转变成允许、请求和鼓励。即使没有电子屏 

幕阅读器，无障碍问题也并非不能解决。与一个可以大声阅读网站内 

容的人（有机屏幕阅读器）合作，网站的功能也可以变得有用。没有考 

虑无障碍人士需求的网站，可能不会鼓励有视力障碍的人使用,但若有 

了适当的工具或合作，视障者就被允许使用。我的研究合作伙伴关系 

强调了社会技术组合的相关性。一些数据分析软件的功能劝阻我使用 

它们，因为我的灵活性程度不高，但在熟练该软件的同事的帮助下，我 

被鼓励使用这些功能。

示能的条件并不局限于单一的个人或环境。环境改变，当它们改 

变时，人类主体和技术客体之间的关系也会改变。2017年，沙特阿拉伯 

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颁布了一项使国内 

女性驾驶合法化的法令\这项法令修改了文化和制度支持，覆盖了那 

些希望驾驶车辆的沙特女性。在过去，汽车的许多功能是以监禁为威 

胁拒绝女性使用的，但现在已经允许女性使用了。对一些女性来说，这 

项法律变动请求并鼓励女性驾驶（尽管女性此前一直作为乘客而非驾 

驶者,可能会抑制知觉和灵活性并对驾驶构成障碍）。对于那些继续蜃 

持传统信仰和习俗的女性来说，驾驶汽车仅仅是在法律上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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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后一群体在规范性文化环境中可能仍然要求禁止驾驶。

在一个元的层面上,示能的条件既将分析结果置于具体语境中，也 

使分析过程有所改进。技术分析师必然扎根于文化体系之中。从第一 

人称的角度来看，示能的分析会受到分析者社会地位的影响。例如，某 

个特征理解起来是请求准确还是允许更为准确，这可能会因某个特定 

分析师遇到某个特建物体时所处条件（如基于文化和惯例对该物体的 

使用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示能的条件不仅使人造物如何示能情境 

化，还鼓励分析性的反思。如果分析师必须总是问在什么情况下为谁 

这个问题，他们就对所考虑技术的机会和限制提出了自己的默认假设。 

因此，示能的条件不仅揭示了一些潜在的偏见，还为分析过程注入了批 

判性的自我反思。

本章建立了一个示能的模型，该模型中机制和条件结合起来以构 

建对主客体关系的分析。我们现在转向可以应用示能模型的方法论策 

略。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提供了理论基础，第四章和第五章详细描 

述了一种灵活的、政治上较协调的分析工具。下一章会确认并描述具 

体的实施方法。第六章并没有提出一些完全新颖的东西，而是界定了 

与机制和条件框架这一关键假设相呼应的方法,从而将理论和方法结 

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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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本身而言，概念框架只不过是一些巧妙的小把戏，将复杂的社 

会现象布列成包装美观的词汇。概念化工作的目的是帮助分析师和从 

业者更好地理解和介入社会。因此，在严谨的方法论的推动下，这些框 

架在多次实践经验中逐渐成型。本章提出了一些方法论，这些方法论 

与机制和条件框架相辅相成，并在这种搭配中得到增强。本章介绍的 

方法论并非详尽无遗，但是它们典型地说明了示能分析生效凭借的工 

具。选择这些方法是因为每个方法都与技术研究领域高度相关，并且 

符合机制和条件框架的关键假设。

作为机制和条件框架的方法论补充，这些方法来自不同的学科（如 

传播学、科技研究、工程学和教育学等），有着多种不同的方法论（如定 

性、定量、计算等），并且服务于一系列实践和智力目标（包括无障碍设 

计、批判性分析和政策制定等）。但并非所有的方法都同样适用，保持 

机制和条件框架的完整性需要采用符合其关键理论原则的方法。最适 

合机制和条件框架的方法应满足以下标准：

1 .突出政治动态；

2 .允许边缘人群和群体发声；

3 .保持反思性倾向；

4 .假设含义、体验和结果的多样性；

5 .以社会视痢解决物质性问题。

人造物具有政治性。它们既反映又影响社会组织和其中所必需的 

价值观。机制和条件框架并不适用于那些假定政治中立或忽略政治因 

素的方法，因为它们几乎没有留下空间来批判性地考虑在不同主体和 

环境下的生产、实施、分配和使用。因此,政治中立削弱了对示能条件 

分析的关注,即可供性是决定人造物如何赋能的结构性因素。相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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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权力视为一个整体的方法,可以利用机制和条件框架来揭示并 

有可能颠覆现有的结构安排。

与政治和权力相关联的是一种用于扩大边缘群体声音并优先考虑 

非规范性的方法。中心聚焦的方法强调主流观点并将其视为普遍真 

理。相反，机制和条件框架将可变性、他者性和差异性置于核心位置。 

这不仅意味着只是需要考虑多元的利益相关者,还需要有意识地放大 

那些其体验与"规范”背道而驰的利益相关者的声音。技术设计（以及 

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组织设计）IE在逐步标准化—一也就是说,设计通 

常假定一个默认的用户，但并没有说明这个用户是谁，或者默认的假设 

是如何促进和加强排他性的。那些意识到规范化趋势并明确反对规范 

化的方法，适合使用机制和条件框架对其进行示能分析。

客观性的主张与机制和条件框架是对立的。机制和条件框架是灵 

活且有计划地具有反思性的，它是一个用来进行论证的工具,而不是 

定义或巩固“真理"的工具。科学主张总是不完美的近似值。因此，若 

有一种方法能意识到认识论或认知方式的主观性本质,那么这种方法 

就适用于示能分析。方法论的反思性表明了研究问题、数据收集策略 

和分析是如何基于可能的选择进行批判性反思并产生不同的结果的。

没有任何技术客体具有单一含义，也没有任何技术客体能产生完 

全可预测的结果。换言之，人造物是多义的、动态的和令人惊讶的。过 

于僵化的实证方法削弱了分析和技术适应的能力，而采用流动性意义 

系统的方法处理社会技术关系时则会将其视为内在性动态的目标。后 

一类方法适用于示能分析。

最后，机制和条件框架特别适用于那些将物质与社会联结起来的 

方法。具体来说，这些方法应该考虑人造物的物质属性，同时避免技术 

决定论。合适的方法论会把架构、基础设施和特征视为机会和约束，而 

不是直接的偶然的力量。

在本章的剩余部分中，我将讨论符合所有这些标准（政治性、边缘 

性、反思性、多重性和社会物质性）的五种方法论方法。我会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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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方法论，引用关键的文献资料,并思考如何将每种方法与机制和条 

件框架相结合使用。其他符合这些标准的方法论亦可与示能分析有效 

结合使用，我仅以这五种方法论作为示例。除了强调适合示能分析的 

方法论工具外,本章还探讨了机制和条件框架在各种实证研究话题中 

的适用性。因此,本章强调了机制和条件框架的广度，同时也为基于研 

究的应用提供了实践指导。

• 批判性技术文化话语分析

在本章介绍的所有方法中，批判性技术文化话语分析(critical 

technocultur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 CTDA)与机制和条件框架的理 

论最为契合。CTDA由数字媒体和种族学者安德烈。布罗克(AndrW 

Brock)首次推行，它关注硬件、软件、意识形态和用户体验，特别适用于 

对互联网技术进行分析1。因为与社会情景中用户的意义生产和表达互 

相交织,CTDA结合了硬件科软件设计的材料分析。该方法需要对人 

造物、实践和信仰同时进行深入的考虑，这些因素共同创造了研究人员 

从批判性视角进行理解的分析文本2。CTDA着眼于社会边缘群体，并 

允许那些原本被忽视、定位与规范相悖或仅在追溯时才会被考虑的人 

表达自己的想法。

CTDA的关键假设包括以下几点：

， 信息通讯技术GCT)不是社会之外的中立人工制品，它们是由 

其设计和使用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塑造的。

■ 社会通过基于ICT技术文化的人工制品、意识形态和话语来组 

织自己。

- 技术文化话语必须从用户和设计师的文化视角进行构建3。

布罗克警告说:作为一种方法,CTDA "笨重"而低效，而且"界面分 

析和批判话语分析都无法简洁地完成理解CTDA需要对相互关联 

的物质性、实践和文化进行分析性叙述，并关注权力动态变化。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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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DA坚持对数据进行多重分析和表达5。

与机制和条件框架类似,CTDA摒弃了研究过程里客观性和决定 

论中的实证哲学概念。CTDA分析并不产生明确的答案，而是提出论 

证。数据都是通过一个视角来理解的，这样不同的分析师可能会对同 

一研究对象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与示能机制的可穿透性以及它们使用 

时是作为分析标尺而非具体分类相呼应。因此,一个请求可以被认为 

是一种要求，或从另一个角度被表述为一种拒绝。

对于CTDA与机制和条件框架而言，模糊性是一个特征而不是一 

个缺憾。两者都反对确定性的陈述，并在此过程中动摇了分析性的权 

威。这并不等同于粗略，而是内在的不适和不确定性。CTDA与机制 

和条件框架一起创造了一种洪深思熟虑、批判严谨、推导严密的学术研 

究工具，同时，这样的学术研究使得知识保持为一个活生生的、不断变 

化的有机体。结论始终是有争议的、有相应情境的、可接受批评的，并 

且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顾名思义，批判性技术文化话语分析保持了批判性的视角。基于 

批判性信息研究,CTDA关注的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那些棘手的问 

题,例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等专注于文化,不能被解决只 

能被分解的事宜J因此,CTDA依赖于并结合了批判性种族理论、酷儿 

理论、批判性女性主义研究等。CTDA将社会边缘化的个人和群体置 

于核心位置，使那些未得到充分表达的声音处于显要位置，并重点关注 

影响数字产品和流程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

CTDA为探究互联网技术如何在不同主体和情境中进行“示能"给 

出了坚实的基础。CTDA并不是对单一的互联网或界面体验进行描 

述，而是从本质上询问"为谁"和“在什么情况下"，这就避开了"人们在 

网上干什么"的一般性陈述，并详细说明了人工制品、意识形态与处于 

社会情景中的主体相互作用的方式3 CTDA创造了一种批判性的实证 

导向,而机制和条件框架则将该导向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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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法和应用程序功能分析

接下来介绍的两种方法都是专门用于软件应用程序(apps)的研究。 

apps是提供单一特定功能的软件程序、虽然应用程序最常见于移动 

设备，但它们也被整合到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的界面中。应用程序是 

当代数字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金钱和数据都可以在其内部充当 

货币的企业实体、开发者和用户之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交换体系。

我将漫游法(The Walkthrough Method)［译者注:莱特、伯吉斯与 

杜盖等人2018年在《新媒体与社会》上发表的论文《漫游法:研究应用程 

序的方法》(TTze Walkthrough Method ：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户加)中提出“漫游法”...........种观察app的新方法，也有学者翻译为

“走读法""行走法”，是一种科技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基础方法，研 

究人员可以通过界面使用应用程序，并进行批判性分析：)和应用程序功 

能分析这两种方法放在一起介绍，因为它们有共同的目标。尽管两种 

方法都用于分析应用程序，但它们应用于不同的分析单元，优势互补。 

漫游法将单个应用程序作为分析单元，它需要深人研究给定应用程序 

的运作方式,因为应用程序是通过各用户群体形成的。相比之下，应用 

程序功能分析的分析单元是一个完整的应用程序类型(例如健康app、 

育儿app、隐私app或赌博app)。应用程序功能分析采用鸟瞰图来绘制 

一幅广阔的技术和意识形态景象。简而言之，漫游法询问的是单个应 

用程序，应用程序功能分析则从同一主题的应用程序语库中汇编数据 

集。在应用程序功能分析中，应用程序是数据点；而在漫游方法中，每 

个应用程序都是数据。

漫游法

漫游法综合了批判性技术研究与传统文化研究技术，在后者中，人 

造物被解读为文本叫该方法通过询问单个应用程序或小组别应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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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以识别软件如何与用户群体支配的规范文化标准交互、强化和偏 

离。漫游法涉及研究人员与有趣技术之间的深度接触。尽管该方法可 

与访谈以及其他形式的用户体验调查方法结合使用，但漫游法本身不 

包含用户体验数据。应用程序分析的漫游法建立在工程领域传统的 

"漫游（walkthroughs）"方法之上，后者旨在为不同的想象用户改进设 

计L本文讨论的漫游法包括了一个政治性明确的要素，并已针对软件 

应用程序的具体研究对该要素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漫游法包括三个主要阶段:注册并进入、日常使用以及暂停、关闭 

和离开％研究人员详细记录并分析了注册应用程序、日常使用其功能 

以及关闭离开应用程序三个阶段的技术部分。这些技术过程通过批判 

性理论框架（包括了批判性种族研究、酷儿理论、批判性STS和批判性 

女性主义）进行情境化和多重解释，以揭示应用程序界面的文化和政治 

基础。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应用程序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它将以预 

期或意料之外的方式呈现给不同用户。

使用漫游法的目的是确定应用程序中不可见的信息架构。通过该 

方法，技术系统悄无声息但有效地产生了一些产品、行为和意识形态3 

挖掘应用程序中不可见的信息架构有助于确定应用程序的预期使用环 

境，该环境被定义为"应用程序提供者预诗（该应用程序）将被接受，产 

生利润或其他形式的利益，并规范用户行为"的方式%预期使用环境 

包括愿景、运行模式和治理三个部分。

愿景指的是该应用程序的预期用途、目标用户以及预设的使用情 

景。从示能的机制和条件框架的角度来看，这大致可以理解为应用程 

序制造商预想的示能条件（该应用程序是为谁设计的以及在什么情况 

下其使用得到期待）。运行模式指的是应用程序的商业模式和收入来 

源，也就是应用程序运行上的政治经济学。治理方式指的是通过技术 

功能和服务条款管理和规范用户行为。因此，治理是指应用程序如何 

通过请求、要求、鼓励、劝阻、拒绝和允许来回应用户。

漫游法不认可对应用程序用户的常规解读方式，而是需要从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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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角度想象应用程序的功能和流程，并详细说明其中的政治影响。 

例如，研究人员从酷儿的角度研究应用程序，以辨别哪些形式的性别认 

同和性取向被认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被边缘化、被忽视或被强烈拒绝 

的\从种族、阶级、性别、残疾与否、技术早期用户以及老年人的交互 

中也可以得出类似的分析。除此之外，该方法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用 

途:给予了用户代理和不顺从者发声的机会。因此，预期使用环境是一 

种基本形式，它以不同的方式与不同的用户群体进行交互，并达成不同 

的目标。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目前被认为是漫游法的理论基础。然而, 

正如前几个章节讨论的那样,ANT对主体和客体保持政治中立态度, 

几乎没有为批判性问责留下空间。ANT的政治中立态度与漫游法明 

确的政治倾向十分不协调。再者，漫游法认为，"技术是为创造者的文 

化愿望服务的，而创造者又是通过压迫特定群体来积累权力的"巴相 

反,ANT的核心实践者们承认不能以政治立场来评估该框架L而示 

能的机制与条件框架提供了一个保持政治敏锐性的工具。因此，示能 

的机制与条件框架是一个整理漫游法耕究结果的有效方式，同时还可 

以保持理论上的同步a

应用程序功能分析

应用程序功能分析是一种研究应用程序类型的新方法。它由雷 

娜•比文斯(Rena Bivens)和埃米•阿黛尔•哈西诺夫(Amy Adele 

Hasmoff)首次提出，旨在"揭示设计背后的意识形态"%该方法包括了 

物质特征、这些特征所体现的文化假设和基于研究进行再设计的未来 

构想。该方法与其说是识别单个应用程序的具体特征,不如说是通过 

对一个应用程序类型的广泛分析来揭示未来趋势。追踪应用程序的整 

个趋势和发展，而不是聚焦于单一的产品，这样可以揭开文化规范的面 

纱，因为它们已渗透到日常生活平凡而普遍的技术中。

应用程序功能分析是一个结合了定量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综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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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通过记录和解析多个产品的技术特征绘制…幅社会技术全景。 

比文斯和哈西诺夫通过一个反性侵的应用程序（antirape apps）案例来 

展示该方法\他们选定了 215个旨在减轻性暴力的移动应用程序，这 

215个应用程序构成了研究的数据集。在数据集中，他们确定了 8"个 

特征,对于每个特征，他们记录了所采取的行动、预防暴力的策略类型， 

以及预期用户与性暴力的关系（用户包括受害者、施暴者或旁观者）。 

他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极有说服力但令人沮丧的结论:反性侵的应用 

程序强化了对受害者的指责，并照陌生人视为袭击的主要肇事者。这 

些应用程序的取向违背了赋予受害者权利的女权主义项目，也违背了 

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这些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大多数受害者都认识他 

们的性侵犯者%

应用程序功能分析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其超越了批判的范畴。在 

确定了应用程序领域的趋势之后,该方法需要进行更富有成效的再构 

想。因此，应用程序功能分析不仅是解构的，也是重构的。例如，作者 

想象了一个能够收集和传播女性被侵犯故事的应用程序。诸如此类的 

应用程序可以利用女性的故事去创造一个关键的入口，女性遭受的性 

侵在此将会公之于众并接受大众的监督，还可以帮助参与的女性（通过 

分享或仅仅投人情感）在共同的经历中获得赋能。

应用程序功能分析植根于设计的批判性视角。作者在讨论软件应 

用主题时，提出了一个假设:技术再现文化，进而影响用户。应用程序 

功能分析将应用程序视为社会文化产物,并揭示了社会和政治形势将 

会转化成技术设计的趋势气

示能是应用程序功能分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事实上，比文斯和 

哈西诺夫将示能定义为"应用程序提供并可供用户访问的操作、选项或 

设置”2"示能的机制为应用程序的分析和重新构想的设计提供了一些 

机会和限制.例如,现有的反性侵应用程序鼓励女性保护自己免受陌 

生人的伤害，同时允许男性不受该应用程序的影响。在重新构想的应 

用程序设计中，通过收集女性的集体故事，要求公众关注并拒绝接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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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有性别偏向的性暴力的无知。

比文斯和哈西诺夫两位作者在其对于目标用户群体（受害者、施暴 

者或旁观者）的分析过程中开始解释示能的条件。也就是说，他们关注 

的是为谁而设计的问题。通过与应用程序使用环境相关的类别分析， 

应用程序功能分析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例如，该应用程序的用途是在 

遭遇袭击时作为一种抵抗手段使用，还是在遭遇袭击前作为一种预防 

措施使用，抑或在遭遇袭击后作为一种记录形式使用呢？作者详细地 

解释了这些问题，示能的机制和条件框架将会提供一个系统化的 

方法。

虽然应用程序功能分析的方法相对较新颖且尚未被广泛应用，但 

它具有巨大的潜力来解决一系列的应用程序类别问题（如警察问责应 

用程序、反种族主义的应用程序、交友约会应用程序、健康应用程序和 

隐私应用程序）.此外，应用程序功能分析的原理很可能会扩展到其他 

领域的研究中。例如，研究人员可能会研究约会平台、众筹平台、视频 

流媒体服务或新闻网站的物质利社会特征。因此，应用程序功能分析 "5

展示了其广阔的应用前景，它可以与示能的机制和条件框架相结合，从 

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价值反思

价值反思（values refiection）不是一种单一的方法，而是一套涵盖了 

一系列技术的概括性术语，旨在将价值考虑融入设计过程中器。价值反 

思面向生产过程，该方法涉及与制造、委托、分配和运作技术产品的利 

益相关者进行互动。但同时也需考虑用户，因为价值反思包括设想用 

户群体如何体验技术以及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

价值反思方法首先假设技术是具有价值和政治性的，在设计过程 

中考虑政治和价值可以减轻危害并优化收益——-包括定义什么是有害 

的,什么是有益的，以及对谁有益。价值反思本质上是富有想象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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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帮助技术生产者通过练习设想产品如何在不同情景下形成。机制和 

条件框架可以为这些设想提供方法构架，同时保留灵活性和辩论的空 

间。因此，工程师们可以设想他们的产品如何通过请求或要求来让不 

同的潜在用户遵从，并达成何种目的。如果从业者发现在某些情况下 

会产生不利影响，那么他们可以改变设计方向。

价值反思技术包括一系列的策略，帮助从业者确定设计所体现的 

价值观，并设想如何将这些价值观转化为用户体验。一些常见的技术 

包括价值坝和价值流（value dams and flows）、模型（mock-ups）、原型

7 （prototypes）、实地部署（field deployments）以及价值情景法（values 

scenarios产。价值坝和价值流可以识别价值张力，并致力于在设计空 

间中降低张力。这包括删除即使是极少数人也认为非常令人反感的设 

计元素（价值坝），聚集大部分利益相关者特别认可的元素（价值流）。 

模型、原型和实地部署是生产过程中产品的小规模呈现展示方法，通过 

与生产者和潜在用户的互动可^预览产品的实施情况。价值情景法则 

需要使用叙述形式来考虑实践中的技术客体，这有助于想象不同的用 

户和情境，并强调技术通过用户群体形成的长期和短期影响。

在研究人员敦促生产者考虑他们的设计如何塑造用户实践和社会 

动态的背景下，示能成了价值观反思项目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烈。价值观 

反思的前提是识别多种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可以促进考虑周全的、有意 

图的设计。机制和条件框架建立在价值反思方法中示能的使用基础 

上，增加了一种系统化的方法来阐明直接和间接利益相关者在各种情 

况下使用技术所带来的价值影响。

机制和条件框架可能特别适用于规模和范围极具挑战性的基础设 

施设计3基础设施是涉及多个技术对象、生产层和广泛定义的利益相

118 关者的大规模项目。机制和条件框架指导和构建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确定了与之相关的人员和情景。也就是说，当受到规模和范围的影响 

难以明确界限时，机制和条件框架可以提供一个系统的支架来帮助解 

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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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性设计

对抗性设计(adversarial design)是一种基于争胜性原则的批判性 

设计形式叫 批判性设计将设计作为一种媒介，以挑战当前社会生活中 

那些想当然的假设和实践3争胜性(agmism)是一种接纳差异利争议 

的政治原则。争胜性将政治设想为一个会不断产生矛盾和分歧的过 

程，而不是一个趋同的公共领域久

正如卡尔。迪塞欧(Carl DiSalv。)在他的著作中所阐述的那样，通 

过人造物来实现争胜性是对抗性设计的主要目标%对抗性设计通过 

争胜性的实践，将多元辩论(polyvalent debate)以物质形式呈现出来。 

对抗性设计是明确的政治性设计,它指出了社会和技术系统中嵌入的 

价值观和日常议程，使这些动态变得可见，并提出替代性的配置。

时抗性设计通过三种广泛的策略来实现:揭示霸权、重新配置剩余 

物和接合集体。揭示霸权是指识别和挑战那些操控着当今政治格局的 

权力交叉网络，询问哪些利益和价值观目前得到了反映和服务，以及人 

造物如何以另一种替代方式重塑这些利益和价值观。重新配置剩余物 

非常关注构建特征的包容和排斥问题，关注那些被添加和被遗漏的政 

治影响。接合集体则通过构建人类和非人类网络，即共同参与制造、探 

索和争论各种社会问题和条件的方式来完成争胜性的工作%

对抗性设计既是一种探索，也是一种实践。作为探索，对抗性设计 

将模糊和抽象的情境意义具象化，使其能够被感知和理解。作为实践, 

对抗性设计以争胜性的物质形式呈现出来，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例 

如,迪塞欧提到了"CCDmonot Umbreila"(CCD隐形雨伞)，这是一种 

反监控装置，可以干扰充电耦合装置(CCD)监控摄像头叽这种伞的对 

抗性设计模式说明了大规模监控的条件，同时创造了与之对抗的物质 

手段。即使没有实际进行销售，对于无处不在的监控来说，这种反监视 

伞也提供了一种可替代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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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方法，对抗性设计的政治取向与机制和条件框架是一致 

的。对抗性设计寻求交织的权力动态,并以新形式重新进行表述。机 

制和条件框架为这些表述提供了词汇术语。例如，在"配置剩余物” 

时，对抗性设计师可能会问，包容和排斥如何请求服从(request 

compliance)、要 求屈从(demand subservience )或允许 才氐抗(allow 

resistance)。通过关注这些请求、要求、允许等是为谁以及在什么情况 

下形成，人们可以清晰地揭示霸权。

机制和条件框架与对抗性设计的第二个共同点是它们会共享过程 

和争论的取向。对抗性设计建立在持续争论的前提下。没有任何设计 

120 项目可以得出最终的政治结论，却提出一些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批

评。争议的不确定性创造了一个动态和创造性的政治情景。在这方 

面，机制和条件框架本质上也是不确定的。模型中每个节点之间的边 

界是松散的、灵活的且具有辩论性的。没有任何对象会完全符合一个 

单一机制,条件始终是可变的。因此，对抗性设计与机制和条件框架都 

是辩论性的项目，而不是事实任务。

■本章结语

本章讨论了示能在实践中的应用，机制和条件框架是一种分析工 

具。本章展示了示能与一系列方法策略和方向相结合的灵活性。机制 

和条件框架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学科、实证主体或方法论实践。相反, 

它跨越了领域、主题和认知模式。本章所讨论的方法只是理论和实践 

潜在结合的例子。因此，我希望具有创造力的研究人员可以通过自己 

选择的方法来运用机制和条件框架。

上述每种方法都遵循一套明确的标准，使其成为示能分析的合适 

工具。每种方法都将政治动态置于核心位置，给予边缘化的个人和群 

体发声的机会，保持反思取向，假设意义、经验和结果的多样性,将物质 

性视为有重要意义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这些方法的另一个关键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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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它们都关注想象中的用户。与诺曼一样，本章介绍的方法都将实 

践者和分析师视为关系主体，他们的工作需要从多个角度理解世界。 

社会学家将这一过程称为“角色扮演”‘3。这一过程尤为重要，因为处于 

制造、销售、分销和技术评估过程中的人往往拥有一定的特权,并可以 

大量地获取文化、社会和经济资本,若不加以约束，生产者很可能只会 

为和他们自己非常相似的用户制造产品。了解社会技术系统对边缘化 

群体的影响，需要系统的关注和一致的意图。对于揭示和破坏原本会 

以物质形态再现的权力动态，批判性方法论和批判性概念框架无疑是 

很有价值的。简而言之，批判性方法和理论是解决硅谷白人问题和走 

出学术“象牙塔”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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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的“事物提供的东西，无论是好是坏"开始，示能的概念已经 

呈现出强大而复杂的智力生命二在本书中，我追溯了这一概念的发展 

历程，并试图为“示能"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本书有两个目的:首 

先，本书将不同学科领域和学者对大量的、多样的，甚至是有分歧的示 

能处理方法汇集到一起，并以一种简洁明了的方式进行阐述;其次，本 

书的主要目的是阐释机制和条件框架。机制和条件框架将示能分析的 

主要问题从人造物提供什么转变为它们如何提供，并关注不同主体和 

环境的变化。它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词汇，涵盖了不同领域、不同实证研 

究对象以及各种分析和设计的目标。

“示能”概念的提出距今已有50余年,本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必要 

的改造。该概念被人们重提、（过度）理论化并用于实现各种目的，现在 

是时候停下来重新思考示能分析能做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如何能更 

好地发挥作用。传统的社会技术问题（如道路系统、建筑基础设施以及 

椅子和桌子的人机工程学）仍然很重要，加上无处不在的数字化以及人 

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进步,有人预示这将是下一场范式革命。新范式 

不一定需要全新的概念和理论。有时候就像示能一样，最好是将那些 

已经被信任、经过尝试且符合实际情况的概念和理论提升到新的高度。

社交媒体的兴起重新激活了示能的概念，并将其置于理论家和实 

践者争相理解数字网络化社交的变革性影响的活动中。以计算机为媒 

介的传播研究和“薪媒体”学术研究的增长使示能的概念复兴,但缺乏 

对其分析工具的理论研究。今天，社交媒体或多或少地融人了社会结 

构,并逐渐被一种更稳定、审慎和深思熟虑的处理方式所取代。这种稳 

定的处理方式需要强大而灵活的分析工具。机制和条件框架就是为这 

个目的服务的。数字社交技术的普遍性及其在全球各大主要机构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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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应用使其影响深远,却越来越不那么引人注目。

数字连接（digital connectivity）就像是我们生活中的水。要理解各 

种系统（和公司）是如何催促、推动、拉动和安排我们的生活，就需要批 

判性地关注那些原本看起来不可避免和无法改变的动态。示能分析揭 

示了点击、点赞和分享如何转化为有商业价值的数据包和政治上可利 

用的信息:健康应用程序如何在保证身体健康维护的道德责任的前提 

下,椅身体知识数据外包出去;新闻和信息如何能在保持整体丰富的同 

时加入精细的局部细节;引人入胜的屏幕如何在给人们带来便利和乐 

趣的同时施加压力、消费的指令，并严惩公共失误。机制和条件框架阐 

明了这些客体的复杂性，将其影响政治化,并通过简单的词汇和适应不 

同时间、主体和环境变化的模型进行呈现。

当理论家和实践者还在探讨一直在线、连接和跟踪的含义时，另一 

个社会技术转变"—人工智能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当"智能"系统进 

人我们的家庭、学校、医院、工作场所和政府机构时，希望与焦虑交织在 

一起。在关于人类未来的存在和现实问题的驱动下，大量资金涌入研 

究者和从业人员手中，用于研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系统。打开 

Twitter,新的人工智能中心、研究所和合作工作组的启动公告随处可 

见。我目前是所在机构核心团跳的一员，团队与邻近大学的AI Meetup 

合作,正在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跨学科项目"人性化机器智能"2，以及 

另外几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邮件列表。我还有一个共享的Dropbox文 

件夹，同事们可以在其中协作，以跟上新兴的人工智能文献，这些文献 

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人类的阅读速度（但也许人工智能很快就能帮助 

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人工智能逐渐成为各个研究型大学的必修课。剑桥大学有利弗体 

姆未来智能中心（CFD,牛津大学有牛津人工智施协会和人类未来研究 

所（Oxfo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ciet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 ）,以及人工智能治理中心（Centre for Governance of AD ,斯坦 

福大学有斯坦福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Stanford Institut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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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Cent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清华大学推出了清华大学人工 

智能研究院(Tsinghua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而纽约大学的AI Now研究所(AI Now Institute)一直在该领域处于领 

先的位置。这些机构加入了各类企业中心、非营利机构和智库，如谷歌 

的DeepMind^ OpenAI和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AHen Institut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3 „

人们在这些努力方向投入财政和智力资源，预示着一个深刻的技 

术和社会变革的前景。当冰箱、壁橱、全自动仓库机器人、自动无人机 

和无人驾驶汽车都在协作，来确保我的货架上存货充足,可以满足我的 

家庭需求时，我与锁住的购物车的不解之缘(在本书的开头所述)很可 

能成为过去式。工作的性质将会发生改变,治理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可能是乌托邦式的，也可能有发人深省的伤害能力。人工智 

能可以节省时间、金钱和挽救生命;它可以突破地理障碍，穿越危险地 

带;它可以打破人类的偏见,创造更公平的结果；同样，它也可以偷窃、 

杀戮和破坏。

尽管社会技术变革不可避免，人工智能即将到来，但它们会朝着什

么方向发展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但作为专业人士和人类同胞，我们 侪

拥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早期的证据表明，如果不加以控制，人工智能 

技术将走上一些令人担忧的道路。人工智能系统的推出一直受到负面 

消息的困扰:针对贫困社区有色人种的警务算法，惩罚妇女的工作分类 

方案，窃听私人谈话的家庭助理，以及撞向行人的汽车。这些结果既不 

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无法避免的。虽然仍有时间改变发展方向，但现 

在就要进行改变了，因为基础仍在夯实阶段。想要参与其中，以优化机 

会、缓解危害而非加剧伤害的方式干预人工智能,我们需要清晰、准确 

和具有政治敏锐性的概念工具。如果这些工具能够跨学科，帮助生产 

和分配过程,那就更好了。机制和条件框架就将示能分析定位为一个 

这样的关键工具。

机制和条件框架基于几个假设:示能是连续的而不是二元的，示能

°98 人造物如何示能

段静璐

段静璐



因人和环境而导，主体和客体是相互构成的，主体和客体有不对称的关 

系。这些假设的基础是一个政治取向（人造物确实有政治性）和分析的

127 不稳定性，因此，分析的指定总是有待商榷。这些假设构建了一个由简

单词汇组成的分类学，促进了对一系列复杂和精密的社会技术系统的 

理解前参与--从平凡乏味到那些可以彻底改变现有生活方式的 

系统。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提出了五个与不确定的社会技术环境的变 

化相关的重要问题。除了一般性的提示，我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研究 

问题,系统性的示能分析有助于解答这些问题。这几个重要问题都是 

大家所熟悉的，它们很少是顿悟的，大多是最紧迫、根深蒂固的公共问 

题，通常新闻节目会邀请专家和大学教授专门花几周时间来研究它们。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掩盖了其产生的复杂性、影响的巨大性以及解决 

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对于这些问题，我提供了机制和条件框架---------  

个可靠的分析工具的升级版模型。

这些问题并非详尽无遗。相反，它们是将机制和条件框架付诸 

行动的一种姿态。在写了一本理论书之后，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如 

何开始实跳。我提出的问题不是一个研究议程，而是一个灵感的火 

花。它们面向未来，是一个有趣的探索领域，但我希望这个框架也 

能解决所有研究目标，包括传统的、平凡的和最重要的普通问题。

■重要问题1：我们如何识别和平等对待数字不平等现象？

数字不平等是指在获取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机会、技能和效果方面 

的差异。如今，人们获得数字技术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

128 人们将此解释为"数字鸿沟"的缩小和不平等的减少。舞而，随着数字

鸿沟的缩小，那些存在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当机构和基础设施建立在 

预期获得访问权限的基础上时，对于那些没有获得访问权限的人来说， 

后果会成倍放大。此外，仅靠获取并不能解决不平等问题，因为硬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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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与种族、阶级、性别和性取向交织在一起，其影响反映了现有社会 

安排中的种族、阶级、性别和异性恋的优先顺序。机制和条件框架可以 

帮助我们理解不平等如何被分配给社会地位不同的主体。这将为有关 

访问机会和技能的过于笼统的陈述增加细微差别，这些陈述错误抛认 

为在各种情况下有更多的访问机会和技能必熬是件有益的事情5。一些 

具体的问题可能包括:学校课程如何提供与性别相关的技术，并将其转 

化为基于技术的性别模式——也就是说,为什么女性在科技领域中的 

比例较少？我们又如何通过教育机构改变这种情况？基于图像和文本 

的平台如何为酷儿群体提供参与的机会？线上直播功能如何提供社会 

阶层人口的记录和监视？

■重要问题2：社交媒体如何影响社交和心理健康？

关于数字社交平台对社会关系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学术界一直 

争论不休。毫无疑问，这些研究的综述表明，数字社交平台造成的 

影响不是统一的，它会随着不同平台的特点、使用对象以及使用条 

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也有证据表明，社交媒体和社会心理结果的 

"问题”被夸大了、机制和条件框架有助于梳理这些变化并对具体 

问题进行回答，例如：主流社交媒体平台是对谁以及如何提供社交 

联系和隔离？内容生产和消费如何为传统和非传统用户的心理健 

康提供帮助？默认的隐私设置如何促进和限制不同主体进行个人 

表达？

■重要问题3：信息经济如何影响政治生活？

后广播媒体局面意味着获闻相信息是通过多个渠道和多个方向传播 

的，不再是从集中的媒体集团到消费者的单向传递路线匕这种知识和信 

息的重新分配可以赋予人们权力九同时也会破坏新闻的严谨性和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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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这种新媒体格局对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流动有特别的意义。候选 

人精心打造的形象很容易被破坏，政治信息的真实性也无法确定。机制 

和条件框架可以在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帮助他们理解这些不断 

变化的情况。一些具体的问题可能包括••推特如何在专制政权中提供政 

治表达？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如何干扰主流政治新闻报道？算法配置如何 

影响政治辩论和话语？

- 重要问题4：无人驾驶汽车如何影响城市基础设施？

无人驾驶汽车是一个新兴的基础设施，一旦全面实施,将以深刻的 

方式颠覆交通系统L无人驾驶汽车的各种实施模式以及其所涉及的 

特点，为未来基础设施规划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卷叽例如，个人 

无人驾驶汽车与共享无人驾驶车队有很大差异,每种车辆都需要独特 

的路径、时间安排和规划。反过来，无人驾驶汽车将对一系列的主体产 

生不同的影响。无人驾驶汽车为以前不方便行动的人（包括老年人、残 

犀人士、儿童和无驾照人士）提供自主权。但与此同时,车辆的安排和 

它们的可用性可能会给人们带来出行障碍，从而强化甚至加剧公共空 

间的排他性。机制和条件框架能够帮助我们处理城市中无人驾驶汽车 

的一系列问题，如:无人驾驶汽车如何为老年人提供自主权？私家车和 

公共车队如何跨越人口界限以提供人们进入公共空间的机会？无人驾 

驶汽车系统如何重新划分城市、农村和郊区生活之间的界限？

■ 重要问题5：医疗技术如何为健康提供内含关系？

医学领域的技术进步巨大。制药公司正在快速制造化合物，医疗 

跟踪技术是正式和非正式护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诊断和 

治疗工作正在被外包给自动化系统，基因编辑也被获准在美国进行多 

项临床试验,中国的一位科学家已经成功修改了胚胎" 。这些技术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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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治疗和护理，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与身体的关系。自我引导和 

医生强加的医疗跟踪系统都实现了对健康、道德和治理的不同定义匕 

大型数据集使身体变化过程正常化和客观化、基因疗法打破了根深蒂 

固的"自然"观念。机制和条件楣架可以帮助回答有关医疗技术如何、 

在什么情况下、为谁重新配置身体的关键问题。例如，我们可以问：自 

我跟踪设备如何提供身体知识和健康惯常做法？嵌入式设备如何提供 

病人与医生之间的互动？生物数据库是如何植人或颠覆身体理想的标 

准化的？医疗护理自动化如何在公共和私人市场上为病人提供自主 

性、限制、准人和健康支持？基因可改变性如何跨越阶层界限提供健康 

支持？

■ 向前迈进

上述的重要问题和小案例，旨在激励设计师、制造商和社会科学研 

究人员将机制和条件框架付诸实践。在第二章,我提到示能在过去的 

研究中被过度理论化以及低估。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找到一个折中 

点^一将示能恰到好处地理论化，使这个概念在实践中仍然有用，而不 

需要频繁来回充实细枝末节。展望未来,我希望看到示能在行动中的 

机制和条件框架。这意味着评估现有的技术和系统，在适当的时候修 

改它们，并在设计过程中使用该框架，从f开始就映射权力、政治和价 

值观。

后续的研究需要对多方面的集合体进行分析。虽然本书关注的是 

人与技术的关系，但机制和条件框架假定适用于包括技术与技术关系 

在内的复杂组合。社会技术系统需要人机互动以及多个技术元素之间 

的互动。为了简单起见，我把本书的重点放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上。作 

为机制和条件框架的介绍，我们的目标是强调技术如何以与社会和政 

治相关的方式进行提供。为了提出一个新的定向问题和分析框架，我 

选择用相对简单的例子来展示人类主体和技术客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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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仍然敏锐地意识到，组合很少只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系统， 

技术通常都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例如,简单的书写行为涉及书写主 

体、钢笔、墨水、纸、放纸的桌子以及无数其他装置之间的关系。钢笔鼓 

励人们书写，而纸张也要求钢笔可用。反过来，桌子鼓励纸张保持稳 

定,如果没有桌子，纸张作为易晃动的材料会劝阻笔和墨的书写。重点 

是，技术之间是多重性关联的，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观点。多方面的集合 

体在科学和技术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示能理论中。机制和 

条件框架可以阐释多方面的集合体，正如本书中以人与技术关系的二 

元实例所展示的那样。

机制和条件框架关注各种形式的社会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将权力 

和政治置于其中心。该框架随着社会技术变革不断发展，并为争论提 

供了一个共享的词汇。借助机制和条件框架，分析师和从业者可以就 

社会技术变革的影响和适合的前进之路展开激烈的辩论。该框架是一 

个简单但强大的工具.在该模型建立之后，现在是实践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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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less people

McGrenere, Joanna, 90 
McLaughlin, Melinda, 87 - 88 
McLuhan., Marshall, 47-51, 56 
Measuring cups, 91 - 92 
Mechanisms and conditions 

framework, 11-14. See also 
Conditions of affordance； 
Mechanisms of affor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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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iers, 88 - 89
and facial recognition software, 

14
profiling of customers, 13 
and social media, 17, 20,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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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序言往往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它不仅承载着译者对 

原文的理解和情感由时也为读者提供一个更为亲近的入口。本人深 

感责任重大，才疏学浅，因此采用译后记这种更为"取巧”的方式来表达 

感激之情以及翻译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基于自身研究创造了"affordance"这一术语和 

定义。环境的"affordance”是指环境可提供给人或动物的属性，它强调 

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affordance"一词在《牛津字典》中的释义 

是「物体或环境的一个方面的特性，特别是与它的潜在效用有关的特 

性，这种特性可以从视觉或其他方式中推断出来」"affordance"一词在 

国内文献中的译法多样,有包括"可获得性”"功能承受性""可供性""动 

允性"“示能"“承担性""功能可见性"“符担性""预设用途"“给予性"在内 

的20多种译法。由于概念脉络复杂，对于"affordance"这个概念译名的 

讨论方兴未艾，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中文译法。其中争论较为激烈 

的是"可供性"和“示能”两个译名，甚至有学者建议直接不翻译这个概 

念,以保留其内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这一词语是本书的关键词，贯穿全文。经过谨慎思考，译者选用 

“示能"这一译名而非"可供性"，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虑。首先,认知科 

学及人机交互学者唐纳德•诺曼将“affordance"的概念引人到设计学科 

和人机交互领域，在其经典著作《设计心理学》的中文译本中， 

"affordance"被译为"示能”，指一个物理对象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 

之间的一切交互作用。相较于吉布森，诺曼更强调在一定情境下的知 

觉示能/预设用途(perceived affordance)的意义。虽然诺曼已针对"示 

能”一词的滥用和误用现象发表了一篇澄清概念的文章《意符，而非示 

能》("Signifies, not affordance"),但无可否认，在设计学、传播学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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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学等学科领域内，“示能”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为概念的整合、发 

展和跨学科的沟通提供了可能.

其次,“affordance"一词是吉布森根据"afford"一词演绎而来的，词 

根“afford"有"供给""提供"的含义，因此，不少学者坚持将"affordance” 

译为"可供性”，表示人造物或环境可给予或提供给人或动物的功能或 

特性。诚然，相比“示能”而言「可供性"通俗易懂，更容易被生态心理 

学脉络之外的学者理解。然而，回到吉布森与吉布森主义者的研究脉 

络中，"affordance"强调的是主客体间的关系以及人或动物与环境的“互 

补性"(complementarity) »其本质是一种关系而非属性。对于吉布森来 

说,%ffordance”是基于行为的、动态的、关联的，它是由双向的客体一主 

体关系产生的一种潜在的行为可能。"可供性"的表述更强调客体的功 

能特性，容易导致人造物的“客体化"和主客体关系的割裂。

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对“affordance”的研究重心已从功能性转向关 

系性，尤其在传播学和认知科学领域，这种范式的转移为跨学科的研究 

开拓了很多新的空间。正如本书的作者戴维斯所说，这一概念在过去 

的50多年里被人们反复提起、(过度)理论化并用于实现各种目的，现在 

是时候要停下来重新反思它究竟能做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如何才能 

更好地发挥作用。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概念，“示能”强调了具身性、能动 

性以及主客体的关系性,人造物不再是“客体"，而是拉图尔“行动者-脚 

络理论，，中的非人行动者，它可以在“知觉，，"灵活性"以及“文化和制度 

的合法性"等条件因素下展示自己的潜能，这与书中所讨论的"人造物 

的政治性"的观点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示能”所蕴含的能动 

性和互动关系为今后的设计学、传播学、社会科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以 

及跨学科的探索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在这本书中，戴维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而深刻的视角，让我们 

重新审视那些司空见惯的事物，更深入地理解人与人造物、技术、环境 

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技术如何塑造、限制和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通过 

引入机制和条件框架，作者不仅将焦点从技术本身转移到了技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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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人、在何种情境下发挥作用,还对技术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政治意 

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分析。这一框架的引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更 

丰富的分析视角，也为我们揭示了技术制品所具有的力量和潜在影响。 

同时，也阐明了技术制品是如何通过不同条件的交织形成的，使我们能 

够更加清晰地认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更好地应对技术 

变革带来的各种挑战和机遇。

最后，由衷地感谢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给了我翻释并学习这本佳 

作的机会，感谢主编张黎教授的信任，感谢编辑韩冰老婶、高家融老师 

专业且细致的工作,感谢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公共设计研究室主任 

邵健伟首席教授在学术科研方面对本人的教导和支持。在初译阶段, 

与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同学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深化了 

本人对原文的理解,在此特别感谢梁心怡、隆伊篮、赖铭等同学的参与。 

本人亦借此机会阅读了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于“示能/可供性"的研究成 

果,尤其是罗玲玲、孙凝翔、韩松等学者对"affordance”译法及其应用的 

探究使我获益颇深。但鉴于本人学术方面的局限，虽尽己所能，但仍难 

免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瑕疵与不足，因此也适当保留了部分的原文表述 

以供读者思考和判断。如有疏漏，谨请各方有识之士多加指正。

为了保证翻译工作如期完成，不可避免地压缩了本应与家人共度 

的时间，也在此感谢家人对我的包容和理解。

萧嘉欣 

202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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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文库I本社巴出版书目

一、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
L《弗菜艺术批评文选》［英］罗杰•弗莱著 沈语冰译
2 .《另类准则:直面20世纪艺术》［美］列奥*施坦伯格著 沈语冰刘凡谷光曙译
3 .《当代艺术的主题/980年以后的视觉艺术》［美］简■罗伯森克雷格•迈克丹尼尔著 匡骁译
4 .《艺术与物性:论文与评论集》［美］迈克尔•弗雷德著 张晓剑沈语冰译
5 .《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英打.J克拉克著 沈语冰诸葛沂译
6 .《自我与图像》［英］艾美利亚，琼斯著 刘凡谷光曙译
了.《博物馆怀疑论:公共美术馆中的艺术展览史》［美］大卫•卡里尔著 丁宁译
8.《艺术社会学》［英］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著 章浩沈杨译
9,《云的理论：为了建立一种新的绘画史》：法］于贝尔•达米施著 董强译
16《杜尚之后的康德》［比］蒂埃利•德、 迪弗著 沈语冰张晓剑陶铮译
11 .《蒂.耶波洛的图画智力》［美］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英］迈克尔•巴克森德尔著 王玉冬译
12 .《伦勃朗的企业:工作室与艺术市场》［美］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著 冯白帆译
13,《新前卫与文化工业》［美］本旗明*布赫洛著 何卫华史岩林桂宏军钱纪芳译
14 .《现低艺术"9与20世纪》［美］迈耶•夏皮罗著 沈语冰何海译
75 .《前卫的原创性及其他现代主义神话》［美J罗莎琳•克劳斯著 周文姬路/译
16•《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搬木雕刻家》［英］麦克尔•巴克桑德尔著 殷树喜译

《神经元艺术史》［英］约翰•奥尼恩斯著 梅娜芳烽
18 .《实在的回归：世纪末的前卫艺术》［美］哈尔•福斯特著 杨娟娟译
19 .《大众文化中的现代艺术》［美］托马斯•克洛著 吴毅强陶铮译
20 .《重构抽象表现主义：20世纪40年代的主体性与绘画》［美］迈克尔，菜杰著 毛秋月译
21,《艺术的理论与哲学：风格、艺术家和社会》［美J迈耶•夏皮罗著 沈语冰王玉冬译
22 .《分殊正典:女性主义欲望与艺术史写作》［英］格丽塞尔达•波洛克著 胡桥金影村译
23 .《女性制作艺术：历史、主体、审美》［英］玛莎•麦斯基蒙著 李苏杭译
24•《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美］乔纳森•克拉里著 沈语冰贺玉高译
25,《神龙：美学论文集》［美］戴夫•希基著 渚葛沂译
26•《告别观念..现代主义历史中的若干片段》［英］T.J,克拉克著 徐建等译
27•《专注性与剧场性:狄德罗时代的绘画与观众》［美］迈克尔•弗雷德著 张晓剑译
28,《在博物第的废墟上》［美］道格拉斯•克林普著 汤益明译
29,《六十年代的兴起》［美］托马斯•克洛著 蒋苇 邓天媛译
30 .《短暂的博物馆:经典大师绘画与艺术展览的兴起》［英］弗朗西斯•啥斯克尔著 翟晶译
31•《作为模型的绘画》［美］伊夫-阿兰•博瓦著 诸葛沂译
32,《西方绘画中的视觉、反射与欲望》［美］大? •萨默斯著 殷树喜译
33 .《18世纪巴黎的画家与公共生活》［美］托马斯•克洛著 刘超毛秋月译
34 .《共鸣：图像的认知功能》［美］芭芭拉•玛丽亚•斯塔福德 梅娜芳陈潇玉译
35•《毕加索艺术的统一性》［美］迈耶•夏皮罗著 王艺臻译

二、设计理论研究系列
1 .《设计教育•教育设计》［德］克劳斯•雷曼著 赵璐杜海滨译 柳冠中审校
2 .《对抗性设计》［美］卡尔•迪赛欧著 张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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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技术示能在技术的特征和结果之间起着媒介作用。唐纳 

德•诺曼在1988年将"示能"这一概念引入了设计领 

域，自此，“示能"成为技术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然 

而，珍妮• L戴维斯荏本书中指出，"东能”仍然需 

要概念上的更新。她引入了机制和条件起架，重新定义 

了示能分析，并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批判性视用。

机制和条件框架将问题从"对象提俱什么"转移到"对 

象如何提供""为谁提供"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提供"。 

戴维斯指出，这个框架能够解释技术制品所具备的力量。 

她将该框架置于一种地判性的方法中，解释了包捂清求. 

要求、鼓励、劝阻、拒绝和允许在内的7U中示能机制， 

并展示了这些机制如何通过不同的条件（知觉、灵活性、 

文化和制度合法性）形成。

戴维斯将该框架付诸冥践，并阐述了与之相辘相成的方 

法论，包括批判性技术文化话语分析、应用程序功能分 

析和对抗性设计。在快速变化的社会技术环境中，戴维 

斯的机制和条件框架及时地重启了示能分析理论，为设 

计与分析的关键任务提供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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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多么神奇！珍妮•L戴维斯描述了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文字清晰明了，具有开创 

性。这本书将向研究者和学生们传授一个社会知识框架，用于思考技术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我预 

测它将产生划时代的影响。

——吉娜•内夹(Gina Neff),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副教授

这本书通过对示能理论进行梳理，清晰地调查了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珍妮-L戴维斯注重细 

节，始终强调平凡事物的重要性，为人们如何制造物品，以及如何被物品塑造提供了一幅明了的 

示意鼠

...... 内森，尤根森(Nathan Jurgenson ),《社交照片》(The Soc同Photo、作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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