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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

等数字技术的发展，资本数字化和数字资本化交互

作用、彼此强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学界据此掀起了

关于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热潮，既有研究大多聚焦

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哲学批判、伦理价值批判等

视角，而鲜有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精神哲学的情感维

度展开批判性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要将数字资本

主义的研究引入神秘的、抽象的、思辨的情感拜物教

泥潭之中，而是要说明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情感

异化，本身就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及其现实基础。

正如美国资深情感社会学专家乔纳森H. 特纳指出

的那样：“情感产生于社会结构框架内，并且仅指向

一些一般的对象：自我、他人、微观层次的人际互动、

社会结构等。”[1]1情感问题虽然与个体的生命体验和

生理结构密切相关，但它更多的是社会物质条件和

权力架构作用于主观感受层面的结果。质言之，情

感深嵌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之中，受到物质基础和

政治权力的隐形操控。因此，当我们试图从情感维

度发起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时，不仅能弥

补现有研究视野的偏狭和窄化，还能深化对数字资

本主义运作机制和本质特征的把握。

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异化及缘由

德国哲学家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曾饶有趣

味地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刻画的“无

产阶级幽灵”，隐喻为当今时代的“数字化的幽灵”[2]3，

认为这个曾经以实体为载体的“幽灵”，如今已幻化

为以比特形式存在的“数字幽灵”，肆意游荡在全球

各地。普雷希特的这一隐喻，意在说明当今人类社

会已跨入高度数字化的发展轨道，数字形构了当代

社会景观及其个人生存方式。诚然，以数据分析、算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异化及其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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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推荐、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便

利了人类的生产生活，但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滥用

参与制造了现实异化。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将马克

思应用于经济领域的劳动异化理论，扩展到人类日

常生活的感性层面，认为随着数字技术的空间区划，

异化已经从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等领域，席卷到日常

生活的“友谊、同志关系、爱、交往的需求以及游戏

等。”[3]97换言之，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异化已经延展到

人际交往、心理情感等非理性层面。马克思曾讽刺

过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异化，认为资本主义虽

然创造了令以往一切时代都望尘莫及的生产力，但

这种发展是以摧毁社会赖以为生的情感根基和人类

的精神信仰为代价的，资产阶级“把宗教虔诚、骑士

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

主义打算的冰火之中”[4]34，无情撕裂了人们投射在传

统家庭、国家社会和高尚职业中的情感纽带，只留下

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如今，数字资本主义的在场

并没有解放情感，而是延续着工业资本主义对人之

情感的剥削。“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

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

的对象的本质力量。”[5]211无论是人的自然生命还是

社会特性，都内在包含情感的维度。情感是“理解人

性和世界的一种方式”[6]，是“集聚压缩成的具有文化

内涵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具有前自反性和半意识的

特点”[7]6。“作为心理体验和主观意识的表达”[8]，情感

具有为行动赋能的意义。情感的解放是实现人自由

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

代，人的情感沦为可以用数字技术勘察、加工和改造

的客观对象，用于为资本增殖服务，愈发丧失其本真

意义上的能动和灵性，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资本数字化与数字资本化交互作用成就了

情感的客观与抽象

资本作为一种自行增殖的价值，其所有的生命

运动都旨在“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

可能多的剩余劳动”[9]269，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这

种特有的疯狂自我增殖的本能，被斯洛文尼亚学者

斯拉沃热·齐泽克形象地描述为“资本唯我论的自我

受精”[10]12。在数字时代，资本主要以虚拟无形的数

字作为自身的存在方式，实体资本让位于数字资

本。数字化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方式，没有抹杀资本

的盘剥属性，资本依然遵循商品交换和价值增殖的市

场规律。资本特权集中表现为对数字信息的高度垄

断和绝对支配，数字渐渐远离物理测算和计量分析的

数学意义，沦为可被货币通约和代表不同经济分值的

资本。资本的存在形式和运作模式愈发数字化，同

时，数字也愈发资本化，一副由资本数字化和数字资

本化交织而成的数字资本主义图景跃然纸上。

资本极力垄断的、能够转化为利润的海量数据，

是对个体数字行为和私人情感的数学化抽象。数字

用户的个人情感，鲜明体现在他的每一次浏览、点

击、对话、评论、点赞和转发当中。有时看似是在享

受工作之余的网络漫游时光，舒缓情感压力，满足情

感需求，实则是在进行无偿的数字劳动，这种劳动方

式由于摆脱了传统物质劳动的强制外观，所以受到

的剥削更加隐蔽深重。用户沉浸在网络世界的自由

氛围中，主动袒露自身情感、抒发情感、传达情感，资

本巨鳄由此掌握到大量关于情感的第一手“数字原

材料”，随后对之进行智能算法分析，从中掌握个体

消费倾向和潜在需求，以便进行投其所好的广告诱

惑和商品推荐，最终赚取不菲的商业利润。

资本数字化与数字资本化相互“暧昧纠缠”，将

个体的在线情感表达抽象化为客观数字，为资本搜

刮利润提供方向指引，情感不幸充当了资本诈取数

据信息和剥夺数字劳动的中介，一种新时代的“情感

经济”[11]45-46由此产生。数字资本主义虚设了一隅“包

容”个体情感的自由空间，私人情感看似得到了宣

泄，实际上却沦为资本增殖的数字参数。资本获得

了自由个性和独立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

性和个性。”[4]46个人在数字平台的自我情感表达，异

化为了客观抽象的数字资本。

(二)虚拟数字身份对现实真实身份的遮蔽加剧

了情感的幻灭与破产

人的本质不是抽象叙事、理性教条或知性直观，

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505，人只有融进感性鲜

活的社会关系，才能相互对话和确证身份认同。数

字资本主义恰恰否定了人的社会本性，它以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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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改写人的社会性和自由个性，个人感性确定的

社会身份被简化为虚拟多样的数字身份。数字身份

通过个体在网络空间注册个人信息获得，本质上是

由未经现实认证的字符、代码和数字组成，个体正是

凭借这一身份，在数字平台开展社交、办公、购物等

虚拟实践活动。

受制于数字身份本身的特殊性，个体自我保护

意识的增强，数字空间治理难度较大，用户在创建数

字身份时往往提交虚假个人信息，这导致了现实生

活中的真实身份被虚假数字符号冒名顶替。不仅如

此，用户还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和喜好，在同一平台注

册申请多个不同的数字身份，这更加剧了身份的主

观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随着人的真实社会身份异化

为真伪难辨、滥竽充数的数字身份，人的情感也必将

流于异化、泛化。这应验了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哈

特穆特·罗萨的担忧，“社会联合关系的当下时态的

萎缩，让人们格外仰赖于沟通传播媒介，沟通网络太

过庞大，以至于我们对当中的所有人或至少大部分

的人，不太可能真正建立起情感关系。”[12]58-59持久深

厚的情感总是社会性和关系性的，且根植于真实身

份的相互认可和彼此承认之中。数字资本主义将这

一切本末倒置，它首先赋予个体抽象的数字属性，把

原本具有丰富需求和感性生命力的现实人，压缩为

神秘的、代表不同经济价值的“数字人”，现实的人的

独特性被阉割为数字形式的客观理性，一种黑格尔

意义上“无人身的理性”[5]599。人变成了一具只剩理

性肉体而无自由思想和真情实感的“数字空壳”。随

着人的热情、激情、感性、个性等被数字身份隐匿其

后，人的情感也变得异常魔幻和不确定，人与人之间

就无法再激起情感涟漪。

(三)非物质生产对感性因素的青睐助推情感沦

为资本获利的工具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从理性精神窥探资本

主义的历史起源，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理性而系

统地追求利润，它“完全可以理解为作为一个整体的

理性主义发展的一部分，并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

人生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13]239近代资

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学理性精神

对情感关系的胜利。然而，进入数字时代，资本主义

似乎不那么“理性”，而是变得愈发“感性”；不那么压

制情感，而是愈发与情感“共舞”，想方设法激活和释

放情感，这难道预示着数字资本主义真正关怀人的

情感需求吗?实则不然。

情感受到如此追捧并进而沦为资本牟利的手

段，受到后工业社会非物质生产的影响。非物质生

产的内容主要是无形且富有感召力的文化、品牌、服

务、信息、理念、形象等，这些无疑都离不开人与人之

间的情感共鸣、情感付出和情感反馈，对情感引导和

优化的重要性由此凸显。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道

出了其中的真相，他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是由非

物质和非肉体的生产模式所确定的。被生产的不是

物质的，而是像信息和计划这类非物质的东西。为

了提高生产力，所要克服的不再是来自肉体的反抗，

而是要去优化精神和脑力的运转程序。优化思想逐

渐取代了规训肉体。”[14]33-34在当前以服务导向型为主

的经济发展格局中，思想、情感、精神等感性元素，成

了事关资本主义生产效率和经营收益的关键。美国

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戈尔曼的“情商”概念

和法国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的“情感能力”范畴，共

同指向了一个客观事实，即“情感行为已经成为经济

行为的关键，资本的情感形式可以转化为直接的货

币形式”[7]95-97。情感所蕴藏的能够创造巨额利润的

潜质，使资本发现仅靠压榨体力劳动对于非物质生

产已不再奏效，“积极的情感才是提升动力的发酵

酶”[14]64。只有以情感为轴心，激发劳动者的情感投

入，迎合和讨好受众的情感需求，才能加速资本流通

和财富积累。

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情感异化的多元面相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万物异化的连锁效应蔓延至

情感领域，表现为：情感交流脱离感性身体，沉浸在

“虚体”[15]交往制造的幻象中，渐趋虚化和空心化；情

感被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收编，渐趋物化

和商业化；情感被数字精神政治隐秘操控，渐趋退化

和萎缩化。

(一)情感被数字“虚体”遮蔽，渐趋虚化和空心化

在被资本逻辑架构的数字空间里，人们以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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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匿名化和陌生化的数字身份展开情感交谈，真实

身体被数字荧屏和通信数据转化为“虚体”，身体的

不在场使情感双方无法真切地捕捉到另一方的情绪

变化和心理感受，情感由此变得脆弱寡淡和扑朔迷

离。正如有学者指出：“互联网时代的浅薄化，首要

地体现在情感的浮薄和浇薄。”[16]

身体蕴藏着个体的思想智慧、精神气质和情感

活力。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

曾指出：“身体不仅在一个愈益抽象的世界里给我们

一些感性的踏实感，它更是一种精心的编码，投合知

识分子追求复杂性的激情。它是文化和自然之间的

铰接点，不偏不倚地提供着确定性和精确性。”[17]200这

意味着感性的能动身体，能给人以现实感、确切感和

安全感。正源于此，当情感离开了身体这一现实的

载体，而附庸在“虚体”之上，情感本身也就由“实”走

向“虚”。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从相反的立场肯定

了这一事实，他将身体视为情感的客体，表明“我们

的身体不是以外感官对象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它们

或许只能在原本地把意识投射到它自身之外的这一

情感背景上显示自己的轮廓”[18]139。言外之意，情感

的流露折射出人之身体特性，同时，身体在场对于维

系鲜活持久的情感至关重要。

一般而言，情感——特别是浪漫爱情中的情

感——都是根植于身体的。例如心跳加速、语无伦

次、双颊绯红、手心出汗、十指相扣等等。然而被资

本逻辑赋魅的数字技术取消或隐匿了身体，身体被

抽象为数字化的“虚体”。生命个体必须首先将自身

客观化为理性化、数字化和文本化的虚拟脚本，才能

与其他“虚体”建立情感交往。这种所谓的情感交往

并非现实生活中基于身体和灵魂的切近交谈，充其

量仅仅是两个“虚体”之间的机械数字输出和被动语

言接受。自然个体之间感性的质性差别被客观理性

代替，情感体验随之降为条件反射式的数码读写活

动。数字资本主义制造了一场对情感的谋杀，它将人

的身体和情感隔绝在两个互不交叉的平行世界，情感

的交流可以不依赖于现实身体的实际在场，情感的真

实内容被虚拟的比特字节代替。数字空间的多数介

质均可脱离物理性的“基座”，人的情感本质上也异

化为脱离身体的“虚体”之间的符号交换活动。

(二)情感被自由主义消费市场收编，渐趋物化和

商业化

时下，我们正经历一场社会关系的市场化转

型。人的情感被资本逻辑裹挟着发生，情感越来越

与市场结构和消费文化交融在一起。尤其在社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被测量、划分和记录的当今时

代，情感物化和商业化的趋势更为显著。数字资本主

义将其所崇尚的成功、理性、效率、竞争等价值观，渗

透到现代人的骨子里，成为规约现代人情感生活不言

自明的前提。人们愈发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方式管理

情感，人际关系趋于理性算计，情感已然沦为商品。

法国当代思想家伊娃·易洛思曾提出“情感资本

主义”的概念，意指情感关系与经济关系相互建构、

彼此塑造，经济关系愈发情感化，情感关系也愈发由

讨价还价、自由竞争定义的经济学模型所规定。[7]163

资本化的数字技术通过融合和利用当今社会的两种

主要文化逻辑——心理学和消费主义，刺激了人们

竭力为自己寻觅最佳交易的需求。确切地说，“心理

学范畴帮助人们将浪漫的邂逅整合到日益缩小的、

起决定作用和提升品味的消费主义逻辑之中。消费

主义帮助人们提升他们想要获得的爱情交易的质

量。”[7]130数字技术支持甚至教唆个体追求情感交往

的规范化和精致化。譬如当下的一些数字交友平

台，国内的如世纪佳缘网、珍爱网，国外的如“百合姻

缘网”(Match.com)，正沦为大型在线相亲市场，情感

的在线创建变为有利可图的商机。“互联网将寻求伴

侣这件事变成了一种经济交易行为，自我被转换包

装成了商品，在受供求关系控制的开放市场上与他

人展开竞争。互联网使人们的相识构建成了某种利

基市场，它为个人资料附加了固定的经济价值，并让

人们对自己在这种结构化的市场中的价值感到焦

虑，从而渴望提高自己在情感市场中的地位。”[7]134数

字资本主义塑造的网络情感，以互利互换的观念为

基础，情感的萌生往往以权衡对方及本人的交换价

值为前提。情感“遵循同控制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一

样的基本原则”[19]4，人情交往异化为了一桩经过轮番

回报考量的市场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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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本主义将情感视作一种可以计算得失的

商品，情感与商品在资本逻辑作用下发生系列“化学

反应”。二者借助暗示、想象、联想等机制，通过一系

列象征意义(如浪漫、怀旧、感恩等)进行相互建构。例

如，情侣会以赠送寓意浪漫的玫瑰来展示他们的亲密

关系，爱情由此被物化和商品化。同时，情侣反过来

也会期待享用玫瑰这一情感商品带来的美好消费体

验，以此巩固和深化两人情感。“浪漫的关系不仅在市

场中形成，而且其本身也成为装配线生产的商品，可

以快速、高效、廉价和大量地消费。”[20]91自由主义消费

市场弥散着的感官享乐和世俗功利的文化观念，诱使

当代人在骚动的物质欲望中寻求暂时的情感满足。

情感内含的崇高和雅致被粗俗平庸的物欲肢解，那些

以情感之名对商品展开的抬高美化、粉饰扮靓，在被

揭穿之后显示出的不过是慕强夺利的资本逻辑。

(三)情感被数字精神政治操控，渐趋退化和萎

缩化

数字资本主义不仅从经济的维度利用和压榨人

的情感，还进一步从政治治理的角度监视、干预和操

控人的情感。“数字的全景监狱不是生态政治意义上

的纪律社会，而是精神政治意义上的透明社会。精

神政治借助数字监视读懂并且控制人们的思

想。”[21]108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政治通过大数据

解读个体内在行为模式和思想倾向，强调在算法分

析中掌握人的情感动态，从而施以精准隐蔽的政治

权力治理。

如今人们的大多数生命活动，都被装有信息监

测器的数字设备环绕，无法逃离数字精神政治的掌

控。如个人的上网痕迹、言论发表、位置轨迹、消费

习惯、身份信息、家族谱系、人脸、指纹、声纹等个人

私密信息，全部可以记录在案。再如，亚马逊、谷歌、

苹果、脸书等资本化的数字平台，记录储存着全球十

几亿客户应用程序终端的信息，这些信息覆盖了用

户从工作、学习、生活、婚恋、家庭、社交等各个领域，

无一遗漏。近来关于Chat-GPT能理解人的语言、模

仿人的思想意识，与人展开情感交流和代替人类处

理日常工作事务的讨论，更是迅速掀起了一场舆论

风波。上述示例无不在暗示：由数据分析和智能测

算所描摹出来的个人“数字肖像”，涵盖了从外部生

理特征到内在思想情感的全部内容。数字精神政治

正是建立在事无巨细的信息资料收集基础上，才得

以准确判断个体的行为习惯和情感偏好，从而施以

精准高效的数字化权力治理。“微目标定位作为权力

的微观物理实践是一种数据制动性精神政治

学。”[14]85我们很多看似漫不经心的网络购物、页面浏

览，其背后都有一个无形且强大的“数字指挥官”在

操控我们的心理感受、情感体验和思想行为。

今天，人类还未从英国法学家边沁笔下的旧式

圆形敞视监狱中走出来，就又陷入了德国哲学家韩

炳哲描绘的新式的、运行更加高效的数字全景敞视

监狱。当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高地被资本主义数字

监控技术窥探得一览无余时，也就意味着人类重新

陷入自由的危机。“绝对的数据化认知等同于回到精

神原点的绝对无知。”[14]95-96真正的情感解放是一种情

到深处、水到渠成的自然流露，它与无人身的绝对知

性和形而上学的科学理性背道而驰。数字资本主义

时代的精神政治治理术，将人的情感和精神置于资

本权力凝视和操控的境地，使原本丰富饱满的情感

世界充斥着无数资本的狡黠和算计，情感越来越趋

于退化和萎缩化。

三、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情感异化的出离之路

不触及问题本质的反思和批判无异于隔靴搔

痒，澄清前提、划定界限是把握矛盾要害和解决问题

的先决条件。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异化，不是

数字技术本身酿成的悲剧，而是资本逻辑与数字技

术彼此渗透、交互强化的结果。规避数字技术的资

本主义应用对情感的剥削，实现人的情感解放与个

性复归，不仅是当下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时

代课题所需，从长远角度来看，也是实现每个人自由

全面发展这一共产主义未竟事业的必然要求。现实

的情感危机、人民的殷切期盼以及时代赋予的历史

重任，共同呼唤着一条消解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异化

的现实出路。

(一)超越数字技术的资本宰治：坚持数字技术的

社会主义应用

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数字技术，如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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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

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5]192。数字技术承载着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的能动关系，是人改造物质世界、追

求自由解放的强大力量。数字技术本身不应该成为

情感异化的原罪，真正需要负责和作出改变的是数

字技术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依

然存在，数字技术的发展就很可能沦为资本的奴隶，

成为资本操纵和利用人类情感以谋求增殖的利器。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到底是抑制还是鼓励数字

技术的发展，而在于如何用、怎么用和为谁用的问

题。数字技术究竟是为资本主义牟利服务，满足资

本家私人贪欲；还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提升社会

整体福利，这是一个事关数字时代人类生存命运的

全局性问题。

扬弃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异化的根本前提在于瓦

解数字技术的资本统摄。一是要彻底切断数字技

术同资本逻辑“联姻”的纽带，把数字技术从资本主

义“牢笼”中解救出来，将其与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

向的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使数字技术在社会

主义生产关系下良序运行。二是要防止私营平台

垄断数字技术，通过算法分析“暗箱”操控人的情感

以从中牟利的非正义乱象，避免“数据被储存起来，

由少数个人掌控，给公民带来的好处为数甚

微”[22]111，应构建“数字共享、数据共有、技术分享与

平台公有”[23]的公正合理的数字生产资料公有制形

式。三是要恢复数字技术的公共服务职能，充分发

挥其为人们日常生活服务和满足人们情感需求的

使用价值功能，使数字技术真正回归作为人解放自

己的“手段”本身。

(二)树立辩证数字资本观：释放数字资本的情感

解放潜能

长期以来，受“资本即恶”的传统教条主义资本

观的影响，当下很多人在把握数字资本的时候，也陷

入了将其定义为“罪恶之源”的意识形态偏执当中。

实际上，数字只是数字时代众多生产要素集合体中

的一项子集，它“并非构成独立的资本发展形态的标

志”[24]，只有回到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语境，它

才能被冠以“资本”的标签。针对各类生产资料何以

成为资本，马克思早就作过清晰的阐明，他在《雇佣

劳动与资本》中谈到：“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

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

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5]723可见，唯有在

一定社会条件下，即在被资本操控并用以榨取剩余

价值的情况下，数字才被激活为资本的元素。

数字资本在促进资本增殖的同时，亦为人类的

情感解放带来了新的生机。数字资本推动数字信息

技术突破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的时空限制，史无前

例地将人类汇集到数字空间的情感磁场中，使人们

足不出户也可以分享生活趣事，交流心得体验，释放

情感压力，拉近彼此的感受距离，大大节省了人们日

常情感联系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营造出了“天涯

若比邻”的浪漫情感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资

本丰富了人类的情感世界。因此，不能全然抽象和

毫无原则地对数字资本采取批判否定的态度，应看

到其蕴含的实现人类情感解放的契机和潜力。离开

数字文明的大道，杜绝一切数字资本滋生，显然与当

前数字化发展的主流趋势格格不入。唯有反其道而

行之，在数字资本发展的同时对之进行理性驾驭和

科学规范，用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理性矫正数字资

本的经济任性，引导数字资本为社会公益服务，才是

明智之举。只有在批判吸收和改造数字资本成果的

基础上，趋利避害，充分利用数字资本的文明面，继

续大力发展数字技术，才能克服情感异化危机。

(三)净化数字空间生态环境：营造风清气正的情

感交往场域

数字空间犹如一个线上的感性民间社会，人们

可以在其中自由畅快地抒发情感。但与之同时，也

有一系列负面效应映入眼帘。一方面，人们在数字

空间中“自由活动”“自主交往”“自发情感表达”所创

生的大量精神文化产品，被私营数字企业整合抽象

成具有经济价值的数据信息，成为其生产数字商品

和推销数字服务的“数字原材料”，情感表达出来的

内容被资本化的数字平台用于商业盈利。另一方

面，数字资本主义利用网络媒介进行情感偏好形塑

和意识形态渗透。一些急功近利的“泛情绪化”“泛

娱乐化”思潮，披着普世性的外衣乘虚而入，经由数

··47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思想政治教育 2023.12

字传媒在网上攻城略地，直击用户的情感痛点和敏

感点，挑起了网络舆论争端和线上情感漩涡，导致了

各种虚假负面消息迅速传播、广泛蔓延，助推了猎

奇、审丑的网络意识形态，极大污染了电子生态环

境，扰乱了网民正常、健康、有序的情感交流。

鉴于此，净化数字空间生态环境，营造风清气正

的情感交往场域，是消解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异化的

必要举措。一是要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规范体

系，打造妥善完备的数字平台监管系统，抵御资本主

义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隐性入侵。二是要大力提

升数字用户的媒介素养，提高他们鉴别信息真伪和

过滤虚假消息的能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

他们的思想观念，使其自觉遵守和维护数字空间的

法律规则及交往秩序。三是要引导个体在数字平台

合理抒发自身情感，把在线的不理性情绪和极化情

感转变为“线上+线下”的有序表达。四是要避免陷

入数字拜物教的泥潭和过度沉溺于数字交往制造的

虚幻情感之中，要用心感受民间社会的烟火人情，学

会经营现实世界的情感往来，善于追求实际生活中

的美好和真诚、质朴、纯良的情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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