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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艺术的审美新奇
———感官的延伸亦或损毁的共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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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具有历史意义的技术革新不仅决定着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ꎬ同时决定着人类

感觉器官和人类自身本体性的改变ꎮ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ꎬ技术形象地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ꎬ同时改变了人

类在具体化时被历史性建构和发展的方式ꎮ 麦克卢汉认为ꎬ由技术扩张带来的感官延伸会在所有的感官中产生新的

感官比例ꎮ 他还强调ꎬ多感官、多能力的延伸同属于一个经验范畴ꎬ因而必须协同一致ꎮ 针对所谓的新媒体艺术的议

题ꎬ笔者的目标是在当下后福特主义的情境中检测“解放性的新事物”ꎮ 如果说ꎬ(新)媒体的影响力只能在能够改变

人与人之间个体相互作用的方式中进行检验ꎬ联系麦克卢汉的相关理论ꎬ那么ꎬ不用考虑任何新“技术”ꎬ艺术解放力即

被看作是消解共通感的变革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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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即讯息”至今仍然是麦克卢汉最受关注的

理论ꎮ 笔者尝试将这个最显赫的、接受度最高的理论

在媒介研究的背景下进行分析ꎮ 研究目的既不在于

揭示麦克卢汉陈述中的存在的逻辑不连贯问题ꎬ也不

在于表明对其观点的支持或反对ꎮ 新媒体艺术的提

法已经被从思想上武断地甚至是东拉西扯地加载到

当代艺术世界里ꎮ 因此ꎬ本文的目的是借助于麦克卢

汉的理论视角ꎬ在当今最流行的“新媒体艺术”领域

中对审美新知的属性进行审视ꎮ
以下是从麦克卢汉的相关作品中提取的几个关

于媒介的假设:
１. 媒介不是技术的代名词ꎮ 媒介是“由使用技术

带来的便利及危害的环境的总和”①ꎮ 媒介是任何技

术或人工产物的基础ꎮ
２. 媒介塑造并控制着人类联合和行动的规模及

形式ꎮ 媒介是每一种感觉进行转化的条件ꎮ
３. 媒介对肢体、器官和感官的延伸“是以对用户

的相互影响为先决条件的”②ꎮ 技术在扩展、修改并

放大了用户的器官或能力的同时ꎬ通过媒介重新塑造

了人类自身ꎮ
４. 任何媒介都是(包含)旧媒介的内容ꎬ也就是

说ꎬ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种媒体ꎮ 媒介的讯息意

味着范围和衡量方法的改变ꎬ以及人类存在方式的

改变ꎮ
５. 最后ꎬ从麦克卢汉的理论视角出发ꎬ新媒体的

创新性预示了产生新技术自我延伸的新环境ꎮ 这改

变了社区的形成、社会组织、公众和私人感觉机制ꎬ人
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模式ꎬ以及感官比例ꎮ 麦克卢汉

认为ꎬ“每一种新媒体的速化反应ꎬ扰乱了整个社会的

生活和投资③ꎮ”人体和感觉延伸的新的方式ꎬ换而言

之ꎬ一种新媒介ꎬ从来不可能只是旧媒介的简单叠加ꎮ
尽管ꎬ它仍维系着和旧媒介的关系ꎮ

从这些论述中引发的问题是:从现存的媒介现实

中产生已有的具备延伸性的人类器官和感官来呈现

审美新奇的可能性有多大? 审美差异以外的差异?
新媒体艺术审美新奇的特别之处是什么? 是否需要

讨论审美新奇在当下全球革新的差异情况ꎬ如学校的

扩散和艺术在正式资源领域中的实验?

网络出版时间：2016-07-26 16:05:38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1.3975.C.20160726.1605.018.html



　
４６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如麦克卢汉所言ꎬ所有媒体都是人体和感官的延

伸ꎬ因为它们促进了感官同化和感觉转化过程的发

生ꎮ 可能有人会认为ꎬ新媒体艺术解放暗示着创建损

毁的共通感的特定环境的过程ꎬ不仅仅是技术性地延

伸感官ꎮ 这个特定的受损共通感的新环境总是通过

特定的技术支持将接受者变为活跃的受众①ꎮ
艺术领域的群体动力环境意指人们在前台展示

自己ꎮ 它假定一种存在ꎬ在这里 “人们通过行动和语

言聚集在一起”②ꎮ 共通感作为一种特定的感觉ꎬ承
担起将五种独立的感觉协调起来以适应现实世界政

治素质的任务ꎬ这对于所有人都适用ꎮ 换而言之ꎬ在
作为共通感的具体化体现的艺术作品中ꎬ我们经历了

其他的感官比例ꎬ通过它了解现实ꎬ而有别于感觉ꎮ
在给定社区中共通感的明显减少标志着世界异化程

度的增加ꎮ 这被用来解释公共空间的议题③ꎮ 当谈

到新技术ꎬ总会牵涉到交换商品及缺乏与他人的关联

度的问题ꎬ这被马克思定义为商业社会里的人性丧失

和自我异化ꎮ
根据汉娜阿伦特的观点ꎬ外部空间的侵蚀和共

通感的凋零中体现了社会劳动的性质ꎬ这有别于生产

者的社会ꎮ 从符合这种理论的角度出发ꎬ也许有人会

说ꎬ劳动的动物和工匠人在这儿已被包含ꎬ于是ꎬ一方

面ꎬ将公众空间认为是交换市场ꎬ仅仅对应于制造活

动ꎻ另一方面ꎬ交换本身属于工作和生产的过程ꎮ 然

而ꎬ艺术品作为梦寐以求的共通感的显化———就像特

定环境(媒介)的常识ꎬ包括一个审美政治行动ꎬ其本

身并不合理ꎮ 尤其是ꎬ主要是在康德关于共通感的信

念本身成为终结 (我们口味的先验原则) 的观念

中———仅仅是针对政治群体的公众认知ꎮ 阿伦特在

论文中提出ꎬ世界的表象是政治的体现的必要条件和

借鉴ꎬ之后她的立场认为自由的质量(我将通过艺术

解放推动人类解放)ꎬ考虑到它发生在世界———主要

是由之前的种种因素和非常清晰的目的所决定ꎬ因此

新媒体艺术的审美新奇应当被视为根本性的政治术

语ꎮ 审美新奇集中体现了政治动物在公共领域的行

为ꎮ 正因为此ꎬ从事艺术不是由艺术以外的东西所引

领ꎬ它也不是一种具有内在、沉思特质的实体ꎮ 汉娜

阿伦特认为ꎬ“所谓的新事物”总是与压倒性的统

计法律及概率背道而驰ꎬ出于实用目的ꎬ日常用途具

备确定性ꎮ”④新媒体艺术的审美新奇需要行动的推

移能力ꎬ引入真正的新奇ꎬ他们不能以任何方式直接

预测或推断ꎮ 空间和时间的奇异性也许会预示着人

们ꎮ 在这个理论的选择中ꎬ人们ꎬ或者更准确地说ꎬ艺
术的政治主题只能存在于人类空虚的条款和公民的

多元性之间ꎬ这是因为新媒体艺术的审美新奇并不能

证明自己是合理的ꎮ 艺术新奇的实现需要一个政治

共同体的认可ꎬ也就是说ꎬ在我们与他人交往中进行

“识别”ꎮ 新媒体艺术中的审美新奇“对应于多元化的

人类状况”⑤ꎮ 汉娜阿伦特认为ꎬ这种多元化是政

治话题的条件ꎬ在我们的案例中ꎬ解放艺术———通过

推移行动通过特定环境(媒体)ꎬ具备“新”的特性ꎬ
“这种多样性是所有的政治生活的特定条件ꎮ 不仅是

必要条件ꎬ还是充分条件”⑥ꎮ
但是ꎬ在阿伦特的政治方法后ꎬ通过引入朗西埃

的某些言论ꎬ应该注意到的是新媒体艺术审美新奇是

在关注一个边界ꎬ这个边界将独立的私人生活和公共

生活分开ꎮ 就像艺术的政治主题并不完全等同于政

治领域的事实ꎮ 然而ꎬ边境ꎬ或者将其置于朗西埃的

术语中———解除契约ꎬ表示“常识中的一种背离:关于

给定事物和某种框架内我们看待事物方式之间的争

论”⑦ꎮ 同时ꎬ新媒体艺术审美新奇证实了政治名称

的全面性和延伸性ꎮ 换句话说ꎬ新媒体艺术审美新奇

假定了新的空间和时间的开放———在新环境(媒介)
的开放中来展示人们的行为和言语ꎬ这些用先前的感

官体验是难以实现的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麦克卢汉在他的媒体法则手稿中

已经提出了这一观点ꎬ考虑到希腊人认为人对空间的

感知以声音为主ꎬ文字出现以前的空间ꎬ音标机制介

绍了视觉空间作为人造产物的抽象性理论ꎮ 符合对

于麦氏观点的解释ꎬ希腊人对于空间的理解借助了

“声觉的空间”⑧ꎬ该观点认为空间是球形的、具有多

种感觉、多维空间的特点ꎮ 空间抽象过程起源于从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Ｃｆ. Ｒｏｓａｌｉｎｄ Ｋｒａｕｓｓꎬ “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ꎬ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ｒｙꎬ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２９６.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ꎬ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ꎬ 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ｏｎｄｏｎ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ꎬ ｐｐ.２０９.
Ｉｂｉｄ.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ꎬｐｐ.１７８.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ꎬ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ꎬ ｐ.７.
Ｉｂｉｄ.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ａｎｃｉèｒｅꎬ “Ｗｈｏ ｉ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Ｍａｎ”ꎬ Ｄｉｓ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ｙｄｎｅｙꎬ 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ꎬ
２０１３ꎬｐｐ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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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识字的第一个时期ꎬ正如麦氏所言ꎬ常识为针对于

原子论哲学的新抽象视觉空间的反对提供了基础ꎮ
严格来说ꎬ希腊人对于空间发明的正式目标就是音

标ꎮ 麦氏认为ꎬ字母的价值是其特有的抽象性:引用

音标字母“口腔共鸣的演讲可以分解为不能再精简的

统一的音单元ꎬ通过随意的连接或者统一的拼字法可

以形成一个符号(标示)拼字法ꎮ 通过一连串符号的

线性序列ꎬ构成语言的单个音节通过一种孤立感觉被

重新提出及再认知ꎮ①

麦克卢汉的一篇论文旨在提出ꎬ当辅音作为毫无

意义的抽象被发明时ꎬ视觉从其他感官中分离出来ꎮ
考虑到元音本身可以存在于语言中ꎬ就像它出现在日

常感叹词中的那样ꎬ而辅音则不能产生抽象的、非语

言的声音ꎮ 在其分析中最为重要的是ꎬ将视角从其他

感官中分离出来ꎬ引发的结果是ꎬ从外在经历中分离

出起始于抽象辅音的代表性的内在经历ꎮ 希腊人发

明了符号的观念ꎬ它能够代表一个辅音ꎬ一种仅仅能

在“思想”中存在而不是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声音②ꎮ
随着康佛德立场的出现ꎬ他认为对于希腊人而言

的“正常”空间ꎬ是完全先于文字出现的ꎬ一种声学空

间ꎬ而且这种对于空间的理解在二十世纪爱因斯坦的

相对论中被重新使用ꎮ 麦克卢汉坚持区分视觉空间

和声觉空间ꎬ前者主要是由眼睛与其他感官活动相分

离时感知的ꎻ后者有其特定的模式ꎬ主要包含和其他

感官的相互作用中ꎮ 麦氏坚持认为ꎬ在某些程度上视

觉空间的抽象性是一种人工制品ꎬ声觉空间则是自然

环境形态ꎮ
从这里ꎬ也许你会得出结论ꎬ艺术作品的审美新

奇ꎬ作为一种受损的共通感的物质化ꎬ表明了一种新

环境ꎬ换句话说ꎬ它假定了新媒体的新颖性ꎬ在新媒体

中使所有感官之间动态交互成为可能ꎮ 就这一点而

言ꎬ大多数的 ２０ 世纪先锋派并不认为可以将空间和

时间视为这样那样的变化ꎬ反之ꎬ他们赞同的是存在

方式以及在阶级社会中服务的变化ꎮ 安德烈布列

塔尼提倡将艺术从法律限制的严重性和扩展的限制

中解放出来ꎮ 然而ꎬ将艺术从对于空间传统的理解和

感官的抽象性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以及从中派生

出来的超现实主义主旨———代表了推翻资产阶级文

化根基以及革命化道德和社会价值的超现实真理ꎮ
同样ꎬ马列维奇在他的名著 «艺术新系统论» (１９１９)
中写道:“所有的创作ꎬ无论是自然的还是艺术的ꎬ或
者是一般性创造性的人ꎬ都是在构造某种设备来克服

我们在无尽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③ꎬ这表明先锋者总

是针于科技进步和镌刻在其中的社会经济的提出批

判ꎮ”可以很好证明这个公理的例子是赫列勃尼科夫

的著作ꎬ他引入了普通的语言学形式———麦克卢汉所

指的空间抽象性ꎮ 他提议是在新听力的基础上建构

整个世界的普遍性ꎮ 也许有人会说ꎬ所有的在新媒体

艺术审美新奇上发表论文的欲望和企图ꎬ或许和新技

术和技术进步的意识形态毫无关系ꎬ至少是会不过多

关注ꎮ
将新媒体艺术审美新奇作为损毁的共通感的产

物进行构想ꎬ可能存在从盲目感官中去除人类普遍生

活经验的可能性ꎮ 有别于人类生活在全球化审美领

域中当代艺术具体化的过程ꎮ 在麦克卢汉看来ꎬ任何

新技术、环境ꎬ在人类的身体和技术之间ꎬ创造了新的

相互关系和人类感知的方式ꎮ 就像新媒介自身ꎬ它影

响了人类的感知模式以及他们的内在联系ꎮ 但是ꎬ在
笔者看来ꎬ仅仅限于普通程度的变化ꎮ 我提出将新媒

体审美新奇看作是非凡的变化ꎬ它在自身外表特征中

出现ꎬ身体本身———审美平衡ꎬ或是更准确的中立ꎬ在
身体的接收或创造中ꎬ在特定世界的艺术作品的主

体中ꎮ
随着我们身体和感观的片段延伸至公共领域ꎬ每

一种新媒体及新技术ꎬ都将建立新的感官关系④ꎮ 然

而ꎬ正如麦克卢汉所指出的ꎬ新媒体能够带来某种感

观的强化ꎬ“整个社区进入催眠状态”⑤ꎮ 就像资本累

积的能指ꎬ任何新技术普遍展示的ꎬ感觉的闭合以及

人类符合日常生活的经验模式ꎬ在整体的社会体制

中ꎬ感觉的转化和客体的视觉化以及文化的熟悉ꎮ 正

如我们之前的看法ꎬ麦克卢汉认为ꎬ新媒体商业化的

过程中破坏了口语文化ꎬ并重塑了人类感官的比例ꎮ
尝试通过正式的具体化现实手段抓住现实的少量碎

片ꎬ我们可以证明ꎬ在当代ꎬ所谓的新媒体艺术ꎬ实质

上与国际潮流中的跨媒体、数字工作是相同的ꎮ 这和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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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民主的唯物主义和无差别美学的思想意识体系

是相吻合的ꎬ确信媒体的正式扩散、艺术媒体研究和

实验的必要性①ꎮ 感官偏见通过新技术强加于我们ꎬ
作为新的延伸ꎬ而是倾向于极权主义对于巩固社区的

尝试ꎬ将这项工作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商业娱乐的

结合ꎮ②

就像罗莎琳德克劳斯在她的关于后媒介境况

的论文中强调的ꎬ以及本雅明的著名作品«机械制作

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表明的观点一样ꎬ也许有人会说ꎬ
这样的情形需要揭示媒介的再造运动ꎬ在现实的艺术

媒介中的艺术新观恰恰发生在技术退化时ꎮ 这就解

释了克劳斯的观点“关于媒介是自我排异的分层约

定ꎬ且从不简单地因寻找物质性的支持而瓦解”③ꎮ
然而ꎬ我用另外一种相背离的观点来看ꎬ新媒体时代

的艺术革新ꎬ仍然依赖于麦克卢汉的理论预测ꎬ假定

任何的技术支持ꎬ任何的物质性ꎬ任何来自现存世界

的物体ꎬ也许会将自身表现为一种潜在的物质(或者

一种折衷)ꎬ而不去考虑新技术ꎬ不管这种技术在科学

上是否被定义为 “新”的ꎮ 任何现实世界中的物体都

可能会成为人类艺术解放中的站点(主体化)ꎬ引入

了新环境同时在自身的表像中产生艺术新奇ꎮ
在艺术领域中ꎬ新媒体中的艺术新奇隐含着主体

作为媒介的整体维度ꎮ 在新媒体艺术领域对于艺术

新奇做出的可能的解释ꎬ接近于“将主体的功能化定

义为信息的处理器”④ꎮ 摒弃了自然和文化的传统对

立ꎬ麦克卢汉预见性地将主体推理为自我异化ꎬ媒介

的条件综合ꎬ这已经成为了我们当代媒介文化的最重

要特征ꎮ 虽然如此ꎬ我想更进一步ꎬ提出在这里主体

的概念不仅仅是狭义地指人的身体ꎮ 也不能简单的

把有机状态归结为主体ꎮ 这个关于主体的概念我引

自巴迪欧的哲学展望ꎬ在这里有特别的意义:它指代

一种新的、净化的、不朽的真理ꎮ 艺术新奇的主体包

含了一种真理主体ꎬ它既不是个体的ꎬ也不是群体

的———(“主体和新主体的结合”⑤)ꎬ这已无限接近于

朗西埃对于损毁的共通感的表述ꎮ 巴迪欧写道ꎬ一点

一点地ꎬ“一个主体重新组织了自己ꎬ在世界上产生了

越来越多奇异的后果ꎬ编织了一个真理ꎬ它使得现在

得以永恒ꎮ⑥”通过艺术改造现实的过程包含了:１)
产生新奇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新主体ꎬ２)蜕变

的过程ꎬ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ꎬ３) “训练”的过程ꎬ
隐含了新艺术序列(主体化)的形成ꎮ⑦

如前所述ꎬ主体假设ꎬ审美平衡———一种介于接

受者或者创造者和艺术创作的非人类主体化中间的

审美中立ꎮ 这种主体ꎬ我们也许会依赖于巴迪欧的无

审美观ꎬ假设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主体(现存的媒体世

界ꎬ具体化的生活ꎬ历史)ꎬ也许会变得独一无二ꎬ如果

它在新媒体世界中停止成为新艺术新奇的独特变化

点ꎮ 一个网点可以是一个悖论ꎬ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

假设了多重观点ꎬ而多重观点在现实世界中能起到双

重作用ꎮ 这些作用的双重性来源于: １)通过元素的

先验索引而达到客观过程ꎻ２)自我的修正过程ꎬ通过

自身元素的重新组合ꎬ通过先验的索引在其中表现为

对本体论的支持ꎮ⑧ 揭示奇异对象的站点因此是一

个若隐若现的站点ꎮ⑨ 在新媒体艺术审美新奇看起

来ꎬ仅仅是因为想消失ꎬ使得存在世界的主观性成为

超越不同的不同ꎮ 而且本体本身在揭示单一物体ꎬ它
包含并组成了新媒体艺术中文艺复兴的解放———艺

术的一般性的显现ꎮ 正是这种受损的共通感的物质

化作为新媒体艺术中的审美新奇ꎬ包含了感官生活的

构造ꎮ
新媒体艺术的审美新奇出现在对象的规则之下ꎮ

它发生在艺术对象的引用领域ꎬ这些艺术对象将非艺

术对象的一般生活作为具体化的人类生活ꎮ
结论ꎮ 我们倾向于认为ꎬ并没有新媒体艺术这种

事ꎮ 它是一个术语ꎬ意义相当晦涩ꎮ 尽管如此ꎬ其所

指领域的重要性保证了新媒体艺术的审美新奇ꎮ 只

有艺术和娱乐ꎬ并且技术(技术支持)可能服务于这

些领域ꎮ 新媒体艺术审美新奇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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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ꎬ一个特定的对象在我们的存在中ꎬ或者ꎬ更
多的ꎬ在给定的(艺术)世界中ꎬ它成为一个版面高度

的站点ꎬ产生艺术的新的序列ꎮ 巴迪欧说ꎬ当有一些

多重存在时ꎬ它可能会出现ꎬ这通常会支持一些客体ꎬ
亲自提高其表面客观性ꎮ 也就是说ꎬ这种自我归属感

的多重存在ꎬ站点ꎬ要求在审美新奇显化的过程中需

要共通感ꎮ 我们已经看到了麦克卢汉是如何关注时

间和空间经验的变化的ꎬ由使用新媒体而引发的人类

感觉器官的变化ꎮ 尽管如此ꎬ如果媒介正是一些感觉

转化为其他形式的条件ꎬ生产新媒体艺术新奇的过程

需要的远不仅是新技术发展的科学的潮流和艺术实

践的设备应用ꎮ 只要新媒体艺术审美新奇重申自身

的普遍性ꎬ其将避免成为新事物ꎮ 也就是说ꎬ历史发

展不同、地理情况迥异构建出本体论相同性的配置

(艺术的主题)ꎮ

(责任编辑:马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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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ｊａｎａ Ｍａｔｅｊｉｃ′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ＷＡＮＧ Ｌ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ｓꎬ Ｂｅｌｇｒａｄ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ｉｖｅｎ ｗｏｒｌｄ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ꎬ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ｎｓｏｒｉｕｍ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ｓ Ｍａｒｘ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ꎬ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ｗａ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ｕｍａｎ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ｃＬｕｈａｎꎬ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ｉｕｍ ｂ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ｌａ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ｎｅｗ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ｓ. ＭｃＬｕｈａｎ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ｅ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Ｍｙ ａｉｍ ｉｓ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ｉｓ ａｓｓｅｒ￣
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ｎｅｗ” ｉｎ ａ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ｐｏｓｔ￣Ｆｏｒｄ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Ｉ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ｉｓ ｔｏ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ｗａ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ꎬ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ｂｙ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ｃＬｕｈａｎꎬ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ｓ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ｎｓ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ａｎｙ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ｎꎬ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ꎬ ｄｉｓ￣ｓｅｎｓｕｓ 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ꎬ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ꎬ ａｖａｎｔ￣ｇａｒ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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