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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Ｌｕ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一词， 国内学界讨论不多， 均译为游戏化或者嬉戏化。 参见孙焘： 《 “美学的多样性” 与新时代的中国美学》，

《美育学刊》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张炳杰： 《游戏化转向： 论数字游戏与社交媒体的融合及其文化表征》，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但不同于 ｇａｍ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的游戏化， Ｌｕ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含义更广、 更具哲学意味， 多指向当代社会和文化的整体游戏化。 关于二者的区别

可参见 Ｍ． Ｂｏｕｃａ，“Ｅｎ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Ｆｕ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Ｍｏｂｉ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ａｍ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Ｌｕ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６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ＭｉｎｄＴｒｅｋ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ｐｐ． ２９５－３０１。 文章为了与 ｇａｍ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的区别， 将此译为 “鲁迪化”。 具有代表性观点的是 Ｒａｅｓ⁃
ｓｅｎｓ２００６ 年的文章， 参见 Ｊｏｏｓｔ Ｒａｅｓｓｅｎｓ， “ Ｐｌａｙｆｕ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ｔｈｅ Ｌｕ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Ｇ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Ｖｏｌ. １， Ｎｏ. １， ２００６，
ｐｐ. ５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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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是哲学的真正官能

———游戏本体论与谢林、 赫伊津哈、 博尔赫斯及其他

［荷兰］ 约斯·德·穆尔

（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 哲学系， 北荷兰省 鹿特丹 ＰＯ １０７）

　 　 摘要： 康德认为， 在先验哲学中， 构成我们经验世界的现象， 是物自体和我们直观的先天形式 （时间

和空间） 以及先天概念 （如因果性） 的综合。 费希特的先验唯心主义仍忠于康德， 他不认为人类自由的实

现是既定的， 相反， 人类自由是有待完成的任务。 谢林整合了康德、 费希特以及希勒 “以游戏冲动调和感

性冲动与形式冲动” 的思想， 在 《先验唯心论体系》 中， 试图证明 “无限精神的有意识活动” 与 “有限

自然的无意识活动” 的原始统一性， 即 “绝对”。 人类精神无法接触绝对， 但艺术作品则体现了 “有限的

自然” 与 “无限的精神” 的统一。 赫伊津哈提出游戏本体论， 表现出与谢林同样的浪漫主义情愫， 只是希

勒与谢林以艺术调和自然与自由， 而赫伊津哈代之以游戏， 认为 “文明在游戏中生长， 并作为游戏存在”。
文章在这些理论基础上， 提出应将游戏理解为一种双重现象， 正是游戏的永恒循环、 无尽重复， 体现了有

限性的自然和无限性的精神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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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 萦绕着游戏的幽灵。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 ｌｕｄｉｃ” 一词在欧美流行起来， 用来指代游戏

性的行为和产品， 游戏性日益成为我们文化的主流特征。 在 ２１ 世纪的头十几年里， 甚至可以说是全

球化的 “文化鲁迪化” （ｌｕ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① 在这种情况下， 也许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电脑游戏的

巨大普及。② 但是， 尽管计算机游戏可能是最明显的 “鲁迪化”， 但它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游

戏性似乎已经渗透每一个文化领域。③ 例如， 在当下的体验经济中， 游戏性不仅占据着休闲时间 （乐
享购物、 电视游戏节目、 游乐场、 电脑和互联网或智能手机的游戏性使用）， 也成为过去那些严肃领

域的特征， 如工作 （今天首先应该是有趣的）、 教育 （严肃的游戏）、 政治 （戏谑的竞选）， 甚至战

争 （像战争模拟器和界面的视频游戏）。 根据 Ｊｅｒｅｍｙ Ｒｉｆｋｉｎ 的说法， 游戏在文化经济中的重要性正变

５３
■■■■■■■■■■■■■■■■■■■■■■■■■■■■■■■■■■■■■■■■■■■■■



得如工作在工业经济中一样。① 后现代文化作为整体被描述为 “一个没有总体目标的游戏， 一个没有

超越性目的地的游戏”②， 根据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说法， 甚至人类的身份也变成一种游戏现

象， 在鲁迪文化中， 游戏性不再局限于童年， 而是成为一种终生的态度， “后现代成年人的标志是全

心全意拥抱游戏的意愿， 像儿童那样”③。
鉴于此， 游戏和竞玩现象在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 例如， 博弈论

在生物学、 经济学、 社会学以及文化人类学中的应用，④ 除了这些业已存在的学科对游戏的日益关注

以外，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由于休闲时间的大幅增长和鲁迪工业及鲁迪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些新的领

域也开始完全致力于研究游戏， 特别是计算机游戏。⑤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鲁迪文化”？ 它对 ２１ 世纪初的生活和世界观有什么启示？ 我将借助两本书

的分析对 “鲁迪化” （ ｌｕ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现象做出解释： 一本是弗里德里希－谢林的 《先验唯心论体系》
（１８００）， 另一本是约翰·赫伊津哈 （Ｊｏｈａｎ Ｈｕｉｚｉｎｇａ） 的 《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⑥ （以
下简称 《游戏的人》 ） （１９３８）。 此外还有一篇短篇小说，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⑦的 《巴别图

书馆》 （Ｌａ 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 ｄｅ Ｂａｂｅｌ， １９４１）。 若我们把这些作品放在以数据库本体为特征的计算机时代， 它

们将会在作为支撑鲁迪文化的游戏本体论问题上， 为我们提供启发性观点。
文章前两个大问题讨论谢林的 《先验唯心论体系》 和赫伊津哈的 《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

素研究》 中的一些关键思想， 讨论二者共有的浪漫主义倾向： 一是通过世界的审美化实现内在超越，
二是二者对现代技术的厌恶。 而与谢林和赫伊津哈的预期相反， 他们所追求的游戏性本体论恰恰在现

代信息技术中得以实现。 第三个大问题将讨论 《巴别图书馆》 （也指互联网上对这个图书馆的游戏性

模拟）， 结论是： 技术的鲁迪转向使电脑游戏成为 “真正的哲学官能 （ｏｒｇａｎｏｎ） ”。

一、 艺术作品作为哲学真正和永恒的官能

　 　 弗里德里希－谢林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 １７７５—１８５４） 不仅是德国唯心论三位主要代表之一， 也

是最重要的浪漫主义哲学家之一。 尽管谢林哲学中的一些因素可以在康德、 席勒等先驱 （甚至更早）
以及荷尔德林、 路德维希－蒂克、 诺瓦利斯以及奥古斯特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兄弟的思想中找到，
但一直以来谢林是将这些哲学要素体系化的人。 谢林的哲学经历过几个基本的转变， 当深入研究鲁迪

文化的基础时， 谢林在 １８００ 年出版的 《先验唯心论体系》 则是最相关的文本。 这本抽象的形而上学

著作， 感觉像本古书， 要找到其研究进路， 必须把它置于当时代， 特别是要关注一些当时重要的哲学

和社会政治因素。
１８００ 年前后， 德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由康德在其先验哲学中提出的， 他批判性地分析了人类理

性的理论和实践运用。 在 《纯粹理性批判》 中， 康德分析了理性的理论运用， 提出了著名的哥白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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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转向。 康德认为在我们试图理解世界的过程中， 与西方哲学迄今为止的想法相反， 我们的认知并不

能符合对象， 而是对象必须符合人类的认知。 康德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并不否认人类思维之外

“事物” 的存在， 但在其先验哲学中， 他认为构成我们经验世界的现象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ｅｎ）， 是 “物自

体” 和我们直观的先天形式 （时间和空间） 以及先天概念 （如因果性） 的综合。 我们所处的世界不

是它本身， 而是它在我们有限的人类认知中出现的世界。 在因果决定的表象世界里， 自由是不可能

的。 然而， 在 《实践理性批判》 中， 康德分析了道德意志， 或者更准确地说， 分析了理性使我们的

自然倾向服从于原则的能力， 着重强调了人类自由在实践、 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存在。
所有后世的哲学家都必须面对康德的哥白尼转向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说， 康德的先验哲学可谓哲

学史的一个转折点。 但这并不意味所有人都赞同康德， １８００ 年前后， 关于康德哲学的两个问题备受

关注： 第一个是 “物自体” 的地位问题。 雅各比和舒尔茨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成问题的概念。 没有

这个概念， 我们就无法进入康德先验哲学； 而一旦进入， 这个概念就无法维持下去。 毕竟， 《纯粹理

性批判》 认为， 像因果关系这样的先天概念的有效性被严格限制在现象界， 那么， 物自体何以可能

是现象的原因呢？ 第二个是关于人的问题： 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 用康德自己的比喻来说， 人似乎是

“两个世界的公民”。 在现象世界中， 即感性世界 （自然） 中， 我们完全被因果律决定； 而在本体

（ｎｏｕｍｅｎａｌ） 世界中， 即精神 （Ｇｅｉｓｔ） 的超感世界中， 我们是绝对自由的。 这个有些分裂的人的形

象， 同问题丛生的物自体一样， 都令康德之后的哲学家心意难平。
在 １７９４—１７９５ 年出版的 《全部知识学的基础》 中， 费希特果断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在费希特

看来， 人们必须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立场之间做出选择， 前者认为精神 （我） 由自然 （非我） 决

定， 后者认为自然 （非我） 由精神 （我） 决定。 费希特果断地选择了唯心主义的立场。 如此一来，
他就不得不解释，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把自然作为精神的产物来体验， 这何以可能？ 费希特的精彩

回答是， 常识认为自然是一个独立的领域， 因为常识没有认识到自然是精神的无意识产物。 哲学的任

务是把这个过程带到意识中去。 只有当 “我” 在思想和行动中完全吸收了 “非我”， 它才会实现自己

的自由。 在这个意义上， 费希特的先验唯心主义仍然忠于康德， 因为像康德一样， 费希特不认为这种

人类自由的实现是既定的， 相反， 人类自由是有待完成的任务。
哲学不是孤立发展的。 德国唯心论的崛起与 １８００ 年前后发生的许多其他文化发展相关。 毫无疑

问， 当时对德国哲学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法国大革命， 它在德国知识分子中唤起了一种革命精神。 费

希特对德国人实现自由的呼吁就是这种精神的最有力表达之一。 然而， 这种精神与当时封建社会的德

国是冲突的。 此外， 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雅各宾派恐怖政治， 使人们对实现人类自由的方式产生了怀

疑。 在这种哲学和社会政治背景下， 我们必须对谢林的 《先验唯心论体系》 进行定位。 最初， 谢林

受到费希特的影响， 在他的早期著作中， 他为费希特的唯心主义辩护。 然而， 在谢林对自然科学， 特

别是化学和生物学研究后， 他很快就不能再接受费希特 “自然只不过是精神产物” 的观点。 谢林认

为， 先验哲学研究的是精神在自然界中的表现方式， 必须辅之以自然哲学 （Ｎａｔ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即研

究无意识的自然界如何逐渐发展为有意识的精神。 在谢林看来， 原始的 “有限的自然” 和 “无限的

精神” 是同一的， 由此， 我们同样有理由从自然史的角度或从精神史的角度来理解世界。 他在 １８ 世

纪 ９０ 年代后半期的著作主要致力于自然史， 而 《先验唯心论体系》 则涉及历史， 或者正如他在书所

说： “精神的奥德赛”①。
在 《先验唯心论体系》 中， 艺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理解这一点， 我们必须再看一看

康德哲学， 特别是 《判断力批判》。 书中， 康德试图弥合上述自然与自由之间的鸿沟， 这是他前两部

批判的结果， 分别涉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 在 《判断力批判》 的前半部分， 康德试图使自然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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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统一起来， 而艺术作品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尽管康德主要关注对自然的审美判断， 但在分析的最

后， 在讨论艺术作品时， 他称其为道德的象征。 虽然艺术作品是自然的一部分， 但同时它也表达了人

的自由。 一件美丽的艺术品协调了自然和自由， 虽然它还没有成为现实， 但用司汤达的话来说， 它是

“一种幸福的承诺”， 是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实现的和谐和幸福的承诺。①

弗里德里希－席勒在 《审美教育书简》 中阐述了这一观点。 席勒对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雅各宾派

恐怖政治感到震惊， 他试图解释其猛然崩塌的原因。 在席勒看来， 这种恐怖是由于他所说的感性冲动

（我们的感性本性） 和形式冲动 （我们的理性精神） 之间的不和谐。 当两者中的一个占主导地位时，
就会出现严重的异常。 这两者只能通过第三种冲动来调和， 席勒称之为 “游戏冲动”。 在他看来， 游

戏冲动实际上定义了人类的本质： “人只有在完全意义上是人的时候才会游戏， 而他只有在游戏的时

候才是完全的人。”② 在席勒看来， 游戏冲动是最基本的冲动， 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把感觉冲动和形式

冲动结合起来。 这种结合导致了对美的体验， “美是从两种对立冲动的相互作用中、 从两种对立原则

的结合中产生出来的， 所以美的最高理想要在实在与形式的尽可能完善的结合与平衡里去寻找”③。
在 １８００ 年前后的著作中， 谢林融合了费希特的革命精神以及康德与席勒的 “艺术是对未来幸福

承诺” 的观点， 他在 １７９６—１７９７ 的短文 《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初的体系纲领》 （Ｄａｓ äｌｔｅｓ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 中已经表现出这种浪漫的审美主义， 这篇短文可能是谢林在图宾根大学宿舍与荷尔德林和黑

格尔合住时写的：
最后的理念是把一切协调一致的理念， 这就是美的理念， 美这个词是从更高一层的柏拉图的

意义上来说的。 我坚信， 理性的最高方式是审美的方式， 它涵盖所有的理念。 只有在美之中， 真

与善才会亲如姐妹， 因此， 哲学家必须像诗人那样具有更多的审美的力量。 没有审美感的哲学家

是掉书袋哲学家。 精神的哲学就是审美的哲学。 没有审美感， 人根本无法成为一个富有精神的

人， 也根本无权充满人的精神去谈论历史。 在此应该弄明白的是， 那些根本无法领会理念的人究

竟缺少的是什么———老实说， 这些人只要一离开了图表和名册就会两眼漆黑。
这样一来， 诗便获得了更高的尊严。 不论在人类的开端还是在人类的目的地， 诗都是人的女

教师； 所以， 即使哲学、 历史都不复存在了， 诗也会独与余下的科学和艺术存在下去。④

之所以认为这段文字是谢林写的， 是因为几年后的 《先验唯心论体系》 读起来就像是对这些文

字的阐释。 《先验唯心论体系》 是来自康德、 费希特、 席勒思想的精彩整合， 更蕴含了谢林 １７９８ 年

就任耶拿教授时期受浪漫主义运动影响所形成的精神。 在 《先验唯心论体系》 中， 谢林试图证明

“无限精神的有意识活动” 和 “有限自然的无意识活动” 的原始统一性， 他称之为 “绝对”。 在绝对

中， 无限的精神和有限的自然是同一的， 或者说， 是无差异的。 谢林在他的 “同一哲学” 中要厘清

的基本问题是 “绝对”。 一旦我们试图用一个概念来把握 “绝对”， 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主体的对象，
这就否认了作为 “绝对” 本质的 “绝对性”。 因此谢林认为， 人类的精神无法接触绝对， 但艺术作品

则体现了 “有限的自然” 和 “无限的精神” 的统一。 于是在 《先验唯心论体系》 最后， 艺术被誉为

穿着闪亮盔甲的骑士， 因为艺术作品是 “无限性的有限表达”， 它揭示了精神和自然都具有的创造性

想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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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３１－１３３ 页。



这种创造性才能就是使艺术做成不可能的事情的才能， 即在有限的产品中消除无限的对立的

才能。 那种在发展的最初级次中是原始直观的东西， 正是诗才， 反过来说， 我们称为诗才的东

西， 仅仅是在发展的最高级次中重复进行的创造性直观。 在两种直观中进行活动的正是一种才

能， 正是使我们能够思考与综合矛盾事物的唯一才能———想象力。 因此， 也正是同一种活动的产

物， 在意识彼岸我们觉得是现实的产物， 在意识此岸则觉得是理想的产物或艺术世界。
我们所谓的自然界， 就是一部写在神奇奥秘、 严加封存、 无人知晓的书卷里的诗。①

谢林在 《先验唯心论体系》 中阐述的立场被称为 “审美绝对主义”， 它可以被视为浪漫主义哲学

的亮点之一。 在西方哲学的漫长历史中， 谢林是第一个将艺术置于哲学之上的人。
如果美感直观不过是业已变得客观的先验直观， 则显然可知， 艺术是哲学的唯一真实而又永

恒的工具和证书， 这个证书总是不断重新确证哲学无法从外部表示的东西， 即行动和创造中的无

意识事物及其与有意识事物的原始同一性。 正因为如此， 艺术对于哲学家来说就是最崇高的东

西， 因为艺术好像给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 在这里， 在永恒的、 原始的统一中， 已经在自然和历

史里分离的东西和必须永远在生命、 行动与思维里躲避的东西仿佛都燃烧成了一道火焰。 哲学家

关于自然界人为地构成的见解， 对艺术来说是原始的、 天然的见解。②

这种 “有限的自然” 和 “无限的精神” 的崇高统一， 其表现方式之一就是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

是 “一种无意识的无限性 （自然和自由的综合） ”③。 谢林认为， 没有任何一种解释可以穷尽作品的

意义， 能够做的只是一系列无限的解释和再解释， 这种观点有些类似于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

（Ｗｉｒｋ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但正因此， 艺术作品以一种有限的方式表达了绝对性。

二、 文明在游戏中生长， 并作为游戏存在

　 　 从谢林 《先验唯心论体系》 中的形而上学、 宗教问题和浪漫主义美学， 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的

著作 《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 似乎还有一段理论距离。 《游戏的人》 于 １９３８ 年以荷兰

文首次出版， 通常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游戏学 （ ｌｕｄｏｌｏｇｙ） 和游戏研究的创始文本之一。 沃伦－莫特

（Ｗａｒｒｅｎ Ｍｏｔｔｅ） ２００９ 年在 《新文学史》 上的文章中， 甚至称其为 “关于游戏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者声

明”， “这本书极具启发性， 以令人钦佩的广阔视野， 第一个提出了成熟的鲁迪学理论， 而且在初版

的 ７０ 年后， 它仍然是 ‘严肃’ 的游戏讨论的必备参考书”。④ 领域内许多著作开始引用赫伊津哈在书

中第一章为游戏下的著名定义， 或至少也多少提到过。
但细读的话， 就会感受到该书与文章前面所谈理论之间的关系。 在 《游戏的人》 中其实可以发

现很多浪漫主义世界观的表达。 标题似乎就已经指向了席勒关于游戏冲动在人类生活中关键作用的思

考； 而在赫伊津哈给出的游戏定义中， 与席勒一样， 强调游戏是人类自由的表达。
如果要总结游戏的形式特征， 我们不妨称之为一种自由的活动： 有意识脱离平常生活并使之

“不严肃”， 同时又使游戏人全身心投入、 忘乎所以地活动。 游戏和物质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
游戏人不能从中获利。 游戏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展开， 遵守固定的规则， 井然有序。 游戏促进社

群的形成， 游戏的社群往往笼罩着神秘的气氛， 游戏人往往要乔装打扮或戴上面具， 以示自己有

别于一般的世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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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先验唯心论体系》 的引文， 译文参用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３ 年版， 下同。 谢林： 《先验唯心论体系》， 梁志学、 石泉译，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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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段译文参照中译本。 赫伊津哈： 《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 何道宽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第 １７－１８ 页。



此外， 赫伊津哈从不掩饰与浪漫主义运动及其美学的理论关系。 早在其就职演说 《历史表述中

的审美元素》 中， 赫伊津哈就表明了与浪漫主义运动的理论关系， 在 《游戏的人》 中他进一步表示：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浪漫主义在游戏中诞生， 这是文学和历史上的事实。”①

然而， 为了弄清 《游戏的人》 和 《先验唯心论体系》 之间的深刻联系， 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
更重要的是， 因为赫伊津哈在 《游戏的人》 中提出的如此有冲击力的论点并没有被所有读者理解，
这不仅因为许多学者并未真正读过它， 而且还因为其英译本有严重的错误， 这个错误从该书的副标题

就开始了。 英译本 １９４９ 年由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ａｇａｎ Ｐａｕｌ 在伦敦首次出版， 并从 １９５０ 年起由波士顿的

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 多次再版， 副标题是 “文化中的游戏元素研究”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然而， 如果我们逐字按荷兰文翻译， 译文应该是 “对文化游戏元素的研究”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ｅｌｅ⁃
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那些将书名与内容对比着读的人， 很快就会发现这些错误， 至少是书名中的， 而赫

伊津哈本人在 １９４５ 年去世前不久为英文版写的前言中也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在这篇前言中， 赫伊津

哈说他在苏黎世、 维也纳和伦敦做 《游戏的人》 讲座时， 每次演讲题目 “文化的游戏元素” （Ｔｈｅ
Ｐｌａ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都会遭到主办人的反对， 每次的主办人都想把它改成 “文化中” （ ｉｎ ｃｕｌ⁃
ｔｕｒｅ）， 而每次他都不同意并坚持用属词 ｏｆ， 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要确定游戏在文化其他表现形式中的

地位， 而是要确定 “文化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游戏的特征”②。 奇怪的是， 赫伊津哈的抗议都没被

采纳。③ 这个副标题的翻译错误完全掩盖了赫伊津哈在 《游戏的人》 中提出的新锐主张， 即 “文明

在游戏中生长， 并作为游戏存在”④。 在倒数第二章 “西方文明———亚鲁迪” 中， 赫伊津哈总结

如下：
游戏因素在整个文化进程中都极其活跃， 而且它还产生了许多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 作为一

种社会冲动， 游戏性质的竞赛精神比文化的历史还要悠久， 而且像酵母一样渗透到一切生活领

域， 仪式在神圣的游戏中成长； 诗歌在游戏中诞生， 在游戏中得到滋养； 音乐舞蹈则是纯粹的游

戏。 智慧和哲学在宗教竞争的语言和形式中得以表达。 战争的规则、 高尚生活的习俗， 全都建立

在游戏模式之上。 因此， 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论断： 早期的文明是游戏。 文明不是像婴儿出自

母体那样从游戏中产生， 文明在游戏中生长， 它本为游戏， 且从未离开游戏。⑤

可见， 赫伊津哈提出了一种具有冲击力的文化游戏本体论， 使游戏现象成为理解文化基本结构的

关键。 与浪漫主义者一样， 赫伊津哈将自然领域从自由领域区分出来， 在这里， 自然领域是由 “物
理的必要性” 和 “日常生活的必要性和严肃性” 定义的世界。 席勒和谢林认为艺术 （被理解为我们

游戏冲动的表达） 是能够协调自然和自由的领域， 赫伊津哈则认为游戏是自然和自由和谐的领域，
与席勒一样， 他也认为游戏是艺术的基础； 谢林和席勒等浪漫主义者渴求生活从根本上审美化， 而赫

伊津哈则主张生活的鲁迪化。
初一看， 二者间有重要区别： 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 生活的审美化是关于未来的工作， 而对于赫

伊津哈来说， 审美化正逐渐成为过去的事情。 尽管赫伊津哈强调所有的文化都 “在游戏中生长， 并

作为游戏而生长”， 但他并没有说文化总是处于游戏的状态。 恰恰相反， 与斯宾格勒 １９１８—１９２３ 年出

版的 《西方的没落》 一书的悲观论调相呼应， 赫伊津哈认为， 文化总是在游戏中不断发展， 文化在

早期是最具游戏性的， 随着它们的成熟， 会逐渐变得更严肃， 失去游戏的心态。 对赫伊津哈来说， 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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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主义是西方文化中最后一个仍然具有游戏精神的阶段， 到了 １９ 世纪， “似乎没有给游戏留下什么

空间”。 而该书最后一章在论及 ２０ 世纪文化的游戏元素时， 观点尤为灰暗， 赫伊津哈指出文化的游

戏元素 “正在减弱”， “今天的文明不再是游戏”。①

这一点在他对战争的分析中尤为明显， 赫伊津哈用了整整一章来分析战争与游戏的关系。 就像文

化的其他表现形式一样， 战争被认为是对自然的游戏性驯化。 而在自然状态下， 冲突 （在这里我们

感受到霍布斯 《利维坦》 的思想） 可能很容易导致无休止的野蛮暴力， 而游戏冲动将这些冲突转化

为遵守规则的战争， 此时 “战斗作为一种文化功能”， “总是以限制性规则为前提， 而且至少在一定

程度上要求对其游戏性质的确认”。 这就把 “战争状态 （那种正式宣战的） 从和平和犯罪暴力中分离

出来”。② 尽管赫伊津哈承认游戏作为人类的自由在自然界的表达， 可能是暴力的 （战争可能是最明

显的案例， 但肯定不是唯一的）， 但他明确地将其与作为自然状态特征的过度暴力区分开来。 不是暴

力本身， 而是对暴力的无限使用才是自然状态的特征。 然而， 根据赫伊津哈的说法， 在 ２０ 世纪， 我

们见证了这种自然状态的回归。 在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时， 赫伊津哈说： “一战留下了 ‘全面

战争’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ｒ） 理论， 驱逐了战争的文化功能， 并消灭了游戏元素的最后残余”③。 在这里， 他呼

应了谢林在 《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 （１８０９） 中的后启蒙现实主义思想。 谢林在

书中强调， 真正的、 活生生的自由是选择好、 坏的能力。 尽管谢林和赫伊津哈在实现幸福和谐的时间

问题上有分歧 （一方认为那是未来实现的东西， 另一方认为那是过去的东西）， 但他们在破坏和谐的

原因上观点是一致的， 即理论理性以及由之而来的技术理性、 工具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大行其道。 谢林

在 《先验唯心论体系》 中叹道： “对于外在目的的这种独立性产生了艺术的神圣性与纯洁性。 艺术是

很神圣、 很纯洁的， 以致艺术不仅完全与真正的野蛮人向艺术所渴求的一切单纯感官享受的东西断绝

了关系， 与唯有那个是人类精神对经济发明作出最大努力的时代才能向艺术索求的实用有益的东西断

绝了关系。”④

赫伊津哈也指出 “独立于文化本身的外部因素” 导致了游戏性文化的衰败。 他特别提到了全球

性的文化商业化， 表现为商业稚态 （ｐｕｅｒｉｌｉｓｍ）， 一种青春期和野蛮的混合体，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在

全世界都很猖獗， “由现代通信技术引起或支持”， “技术、 广告和宣传到处都在， 促生竞争意识， 并

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提供多种使大众商业满足的方式。 当然， 商业竞争不属于自古以来的神圣游戏形

式”。⑤

在谢林和赫伊津哈的作品中， 这种对工具理性和技术的厌恶似乎使他们的世界观呈现出奇怪的矛

盾。 谢林的艺术哲学认为艺术作品可以体现出绝对， 而工具理性和技术的产物不属于绝对 （这对于

认真行使其绝对性的 “绝对” 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艺术作品作为 “哲学的真正官能”， 它同

时却产生一种完全客观的体验， 这有点康德哲学的意味。
就赫伊津哈而言， 尽管他宣称 “文化生长于游戏， 它本为游戏， 且从未离开过游戏”， 但他关于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没有游戏的言论， 似乎缩小了其文化概念， 从而引起重重矛盾。 尽管赫伊津哈多次

强调文化只有在 “游戏中且作为游戏” （ｉｎ ａｎｄ ａｓ ｐｌａｙ） 才是可能的， 但 《游戏的人》 一书中的一些

文字， 比如前面引用的游戏定义， 又认为游戏完全发生在日常生活之外， 只是 “无足轻重的插曲”；
再如虽然他认为游戏 “对于社群的福祉不可或缺， 是重要见解和社会发展的源泉”， 但它同时也只是

假装的， 是 “虚构的”， 因此对现实生活来说是不重要的； 再如其现实性使我们在一本正经地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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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的游戏又完全不是认真的， 也没有意义。①

在 《游戏性身份： 数字媒体文化的鲁迪化》 一书的导言中， 我已经提出应该努力克服 （在态度

层面） 游戏与严肃之间、 （在本体论层面） 克服游戏与现实之间尖锐的现代主义对立。 只有在这种情

况下， 谢林的审美绝对主义和赫伊津哈的鲁迪绝对主义 （ ｌｕｄｉｃ ａｂｓｏｌｕｔｉｓｍ） （指他用游戏统摄人和世

界亚鲁迪模式的尝试） 才能站得住脚。 参照 Ｈｅｌｍｕｔｈ Ｐｌｅｓｓｎｅｒ、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Ｂａｔｅｓｏｎ， 特别是 Ｅｕｇｅｎ Ｆｉｎｋ 的

《作为世界象征的游戏》 （１９６０） 一书， 我尝试提出一种观点， 即把游戏理解为一种双重存在现象。
游戏与其说是完全在日常现实之外的空间和时间秩序， 不如说是在游戏中附加于现实的意义。② 或者

用谢林理论的术语： 游戏的永恒循环、 无尽重复， 体现了有限的自然和无限的精神的统一。
因此， 在我们的技术时代， 我们不应该试图在作为主导的技术领域之外寻找这种有限的自然和无

限的精神的统一， 而应在技术本身中寻找它。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理解： 游戏是理解和建构世界和我

们自己的关键特征， 由此， 计算机游戏可以被视为 ２１ 世纪哲学的真正官能。

三、 游戏化的图书馆和本体论

　 　 为了阐明和支持上述观点， 我引入一个关键文本 《巴别图书馆》， 这将有助于理解我们这个技术

世界里的游戏维度。 《巴别图书馆》 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 １９４１ 年发表的一篇 ７ 页短篇小

说， 它不仅是一部艺术作品， 而且还被多次改编或转化为网络游戏。 小说中第一句话就表明了博尔赫

斯与谢林一样， 满怀对无限性的浪漫主义情怀： “宇宙 （别人称之为图书馆） 是由数目不定的， 也许

是无限多的六边形组成的”：
在每个展室的中心是一个通风口， 以低矮的栏杆为界。 从任何一个六边形都可以看到上面和

下面的楼层， 一个接一个， 无穷无尽。 长廊的布置始终如一： ２０ 个书架， 每边 ５ 个， 排列在六

边形的 ４ 个边上； 书架的高度， 从地面到天花板， 几乎不超过一个普通图书管理员的身高。 六边

形的一个自由

边通向一个狭

窄 的 前 庭， 而

前庭又通向另

一 个 长 廊， 与

第一个长廊相

同， 事 实 上 所

有长廊都相同。
在前庭的左右

两边有两个小

隔 间。 一 个 是

用 来 睡 觉 的，
直 立 的； 另 一

个 用 来 盥 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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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空间， 也有一个螺旋形的楼梯， 它向上和向下蜿蜒到最遥远的地方。 在前庭有一面镜

子， 它忠实地复制了镜外的景象。①

如果我们试图将巴别图书馆形象化， 它看起来会是这样的， 当然这只是图书馆的一小部分， 因为

六边形展室的数量是 “不确定的， 也许是无限的”。
每个六边形里的内容都与其他六边形相似， 包含固定数量、 尺寸相同的书籍。 每个六边形的墙上

都有 ５ 个书架， 每个书架上有 ３２ 本格式相同的书， 每本书 ４１０ 页， 每页 ４０ 行， 每行大约 ８０ 个黑字。
故事的叙述者说， 巴别图书馆的居民一直对图书馆里的书感到困惑， 因为它们的内容和顺序似乎完全

是随机的。 绝大多数的书充满了无意义的字母串， 只偶尔会出现一个认识的单词。 然而， 大约 ５００ 年

前， 一位天才的图书管理员发现了图书馆的秘密：
这位哲学家观察到， 所有的书， 无论它们之间有多大差别， 都由相同的元素组成： 空格、 句

号、 逗号和 ２２ 个字母。 他还提出了一个后来被所有旅行者都证实的事实。 在整个图书馆中， 没

有两本相同的书。 从这些无可争议的前提中， 图书管理员推断出图书馆是 “整体的” ———完美

的、 完整的、 全部的， 而且它的书架包含了 ２２ 个正字符号的所有可能组合 （这个数字虽然庞大

得难以想象， 但并不是无限的）， 也就是说， 所有的东西都能够通过某一种语言被表达出来。②

根据叙述者的精彩解释， 书的内容简直是囊括一切的。 当我们试图设想巴别图书馆的图书总量

时， 面对的将会是一个组合爆炸数字。 鉴于每本书包含 ４１０ 页， 每页 ４０ 行， 每行 ８０ 个黑字， 每本书

就包含 １ ３１２ ０００ 个符号。 由于有 ２５ 个不同的字符， 这意味着图书总量是 ２５１ ３１２ ０００。 这是一个超天文

数字， 与此相比， 宇宙中的原子数量 （物理学家估计大约为 １０８０ 个） 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仅仅一本

书， 加上它的副本中， 如果某个字母出现 １—１２ 个印刷错误， 那么这个数字就比宇宙中的原子数量

多。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巴别图书馆在物理上是不可能存在的。 即使我们能够在每个亚原子粒子中放

入一本书， 宇宙中也只能存储巴别图书馆的极少一部分书籍。
如果用谢林的理论来表述， 就可以说博尔赫斯的这个短篇小说以两种方式完成了关于无限的有限

表达， 所以居功至伟。 一方面， 故事吸引了无尽的阐释， 关于 《巴别图书馆》 的二级文献已经令人

印象深刻， 比如数学家布洛赫甚至基于这个短篇故事写了 《难以想象的博尔赫斯数学》 一书③； 另一

方面， 故事的主题唤起了， 或者说几乎触及了无限性问题。
之所以说 “几乎触及了无限性问题”， 是因为即便是超天文数字， 书的数量仍然是有限的， 就像

图书馆本身一样。 根据叙述者的说法， 图书馆是 “无限的， 但却

是周期性的。 假若一个步履不停的旅人随心而行， 若干个世纪后

他将发现， 同样的书卷在同样的无序中重复， 这种无序的重复，
就成为秩序”④。

之所以会重复， 是因为图书馆像地球或整个宇宙一样是球形

的： “图书馆是一个球体， 任何一个六边形都可以是球体的中心，
其周长是无法计算的。”⑤ 事实上， 巴别图书馆是尼采 “同一物的

永恒轮回 ” 思想的空间表现。 假设宇宙中原子数量和它们在分子

中的可能组合数是有限的， 尼采认为在无限的时间内， 原子就会

出现所有可能的组合， 从而最终重复自己， 宇宙也会随之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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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在尼采之前， 早已出现这种宇宙循环、 重复的思想， 例如佛教和印度教的 “时间之轮” 以及

轮回思想。 而在西方， 在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如赫拉克利特那里也有类似表达， 他认为宇宙每一万年就

会自我更新。 有趣的是， 在赫拉克利特那里， 这种想法已经与游戏本体论密切相关， 因为他推测

“世界的进程就是一个嬉闹的孩子在棋盘上挪动棋子， 孩子是宇宙的绝对支配者”①。
尽管 《巴别图书馆》 讲述的是一个具有游戏感的故事， 但它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戏剧或游戏。

在互联网上， 有一些关于巴别图书馆的计算机模拟 （如 ｈｔｔｐｓ： ／ ／ 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ｂａｂｅｌ. ｉｎｆｏ ／ ）。 这些模拟惟妙

惟肖， 它们使用户能够访问博尔赫斯图书馆的每一卷书， 人们可以随机地打开一本书， 或者搜索特定

的词和字符串， 比如我这篇文章的选题。
如果按前文分析的， 图书馆中书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宇宙中的原子数， 那么在模拟图书馆中可以接

触其中所有书籍的说法似乎就不可信。 但这个巴别图书馆模拟器中的书籍并不是存储在硬盘上， 而是

基于动态创建 （随机的或基于特定的搜索操作）。 而且， 用户每次最多只能保存 ３０ 本书。 否则很快

服务器的硬盘、 世界上所有的硬盘， 最后整个宇宙都会被图书馆的一部分 （仍然只是非常小的一部

分） 填满。 实际上， 巴别图书馆的计算机模拟是一个数据库， 这个巴别数据库确实包含了图书馆的

所有书籍， 但只是以一种虚拟的方式， 作为一种可能性。 因此， 它不过是对 （几乎） 无限的有限表

达， 它使用户能够以无限的方式穿越图书馆。
博尔赫斯的故事和基于这个故事的模拟之所以如此吸引人， 是因为它们以一种非常贴切的方式表

达了计算机时代的世界观。 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详细解释的那样， “在一个计算机成为最重要工具的

世界里， 一切都变成了数据库”②。 例如， 当我们思考生命科学时， 生命已经成为一个基因数据库

（基因库）， 每个人都是基因数据库中的特定路径。 就像巴别图书馆一样， “生命之书” 一样的数据

库③显示了超天文数字的可能重组。 如果我们意识到仅人类基因组就由大约 ３０ 亿个核苷酸组成， 用

四字母语言书写， 我们就会意识到， 人类基因组的可能 （重新） 组合 （４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的数量比博尔赫

斯图书馆中的书籍数量要大得多， 意义也重大得多。
在计算机时代， 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已经从对现实的特定状态的静态表述， 变成了一种游戏性的

动态模拟。 科学已经变成了模态 （ｍｏｄａｌ）， 因为它主要关注的不再是现实， 而是可能性。 或者， 正

如海德格尔在 《时间与存在》 中表达的那样： “可能性高于现实性”。 正如博尔赫斯对所有可能的书

籍的穷举引发了对巴别图书馆的想象模拟， 计算机模拟不仅能够模拟现实， 还能模拟多种可能的过去

和未来。 而且， 正如基因改造等技术所显示的， 这些模拟对可能世界的现实化发挥了关键作用。 就像

巴别图书馆的模拟可以创造所有可能的书一样， 生物技术原则上可以创造所有可能的基因修改。 在计

算机模拟中， 宇宙的 “几乎无限” 特性得到了最为崇高的有限表达。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支撑模拟的数据库本体与文化其他部分发展的密切关系。 我们可以想想法国

大革命之后， 尤其是 ２０ 世纪后半叶以来， 社会、 经济和地理流动性的增加。 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
人是 “被抛入人世间” （ｔｈｒｏｗ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的④， 我们一生中去实现那些生命中的可行性， 并不是从零

开始的， 从被抛入人世间， 一个人出生的时间和地点、 性别、 种族、 性格都是他探寻可能性的起点。
在封建时代， 关于 “被抛入人世间” 的重点是第一个词 （被抛）； 而现代性关注的重点转移到 “被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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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况”。① 正如罗伯特·穆齐尔 《没有个性的人》 的主人公乌尔里希所表达的那样， 以往， 拥有

“现实感” 是有用的； 而现在， 我们应该关注 “可能性”②。
尽管计算机游戏只是众多模拟中的一种具体类型， 但它们可以被称为哲学的真正工具， 因为它们

以最纯粹的形式表达了计算机时代的游戏本体论。 然而在现实中， 严肃和非严肃游戏的划分并不绝

对， 比如 《美国陆军》 中坦克游戏引擎的模拟， 也被用于士兵的实战操练。③

最后要阐明的是， 我们说游戏本体论是计算机时代的特点， 并不是说这会使世界变得更好。 正如

谢林和赫伊津哈所说， 游戏可以非常残酷。 而作为人类自由的表达， 游戏可以出入我们的闲暇时间，
既可以精妙万分， 也可以破坏力十足。 游戏和工作、 自由和力量， 在计算机时代以最难以拆解的方式

纠缠在一起。 这种游戏性身份的诱惑性特征也会导致游戏成瘾的暴力。 此外， 正如博尔赫斯故事所表

明， 知道巴别图书馆的秘密并不能打开通往幸福的道路。 叙述者解释说， 聪明的人意识到， 关于世界

和我们自己的所有可能真理都可以在图书馆的某个地方找到， 但对于我们有限的生命来说， 在这个超

天文数字的图书馆中找到一本有意义的书的几率， 却是超天文数字般地小。 于是， 最初那种发现图书

馆秘密的欣喜， 随之就变为严重的抑郁。
写作本文时， 这令人沮丧的事实又强压心头。 我知道， 在巴别图书馆的某个地方， 这篇文章的完

美版本正等着我， 但找到这个完美版本的唯一方法只能是把它当作一个搜索项输入。 我也试着这么做

了， 但如你们所见， 我的搜索结果只是文章现在的样子。 最后我只能表达与博尔赫斯故事中的叙述者

在解释图书馆构造时相同的浪漫希望：
在门厅有一面镜子， 它忠实地复制了镜外的景象。 人们常常从这面镜子中推断出图书馆不是

无限的。 如果它是无限的， 那还需要那种虚幻的复制吗？ 我更愿意梦想， 抛光的表面是无限的形

象和承诺……④

译者， 马妮，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校译， 邢立军， 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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