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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知识生成是在 野地方冶和
野地方性冶的基础之上得以构建的遥 作为人类对象化
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教育活动也有着一种自
然的野地方依恋冶遥 野地方依恋冶指某个地方因自身独
特的魅力得到了认同袁 并对社会个体或群体构成了
情感上的吸引力[1]遥 教育虽然不是一个人格化的社会
个体或群体袁但也具有同样的野地方依恋冶倾向袁这一
倾向是由教育的特殊结构决定的袁 即通过人的地方
性这一中介生产出其自身总体性的恋地情结 [2]或归

家倾向遥 在基于时间区划与领土空间的特定历史背
景中袁 地方或领地构筑了每一个民族国家教育学的
文化性袁 这也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学赖以生存的
先在性文化记忆袁野其意思是指任何一种教育学袁作为
一种专业的知识探究活动袁都深受它所赖以存在和展
开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冶[3]遥 由此袁教育在依恋地方

的同时袁也深受地方的制约遥 已有研究中袁讨论野教育
与地方冶多见于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论域中袁譬如袁作为
地方象征的教育空间研究[4]尧地方性知识的教育性研
究 [5-6]尧地方性知识与多元文化教育的价值研究 [7]尧地
方性知识与教师成长研究[8]等遥 但是袁这些研究中的
野地方冶都是客观世界中的实体领地袁而当今教育学界
的教育数字化战略转型[9]尧数字课程资源建设[10]尧教育
虚拟社区[11]尧虚拟教研室建设[12]尧智能教育学的研究[13]

等现实行动显然不再局限于实体领地概念袁而是拓展
了实体领地袁 正走在拥抱数字领地的进程中遥 由此袁
有必要提出野数字领地冶并讨论其与教育相互构建的
可能世界袁以此廓清数智时代的野领地冶形象及建基其
上的教育世界遥

二尧领地概念及其三重阐释

从领地概念的发生演化史来看袁领地概念早期是
动物行为学研究的核心袁接着迁移到了组织行为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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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领域中袁再到结合当代社会发展进行着多元化的扩
展遥动物行为学把动物有选择地占据并保卫一定的空
间袁 不允许同类其他个体进入这一空间的行为称为
野领地行为冶或野领域行为冶[14]遥 在组织行为学研究中袁
领地不再局限于个体所占有的物理空间袁还包括个体
占有的文档尧信息尧项目尧资源等袁这些都已经超出了
实体空间的内涵袁转为了社会空间属性或者是带有社
会关系属性的实存之物[15]遥 无论是动物行为学研究的
视角袁还是组织行为学研究的视角袁其都是一种非政
治化的研究遥 但是袁在当今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帝国
主义不断发展的时代中袁若对领地的概念理解缺失了
政治性视角袁 那将会无法理解领地诞生的政治化过
程袁从而失去解读这一概念的重要维度遥

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袁领
地的诞生及其附着的权力性尧时间性尧空间性不仅与
国家的兴起密切相关袁同时还蕴藏着当代资本主义背
后的不平衡的地理辩证法本质遥诚如大卫窑哈维在叶反
资本世界简史曳 中写到的袁野对于整个欧洲而言袁1648
年的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曳给这种混乱局面带来了一
些秩序遥 这个和约确立了一个观念袁那就是应该有一
个叫作国家的东西袁而且国家要有主权遥 总体的思路
是每个国家都应该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尧领土完整性
以及国家的边界冶[16]遥 无论是大卫窑哈维的地理学研
究袁还是斯蒂格勒所言的数字领地袁其都揭示了领地
的政治性这一基本特征遥 也正是由于领地的政治属
性袁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那双野地理之手冶才
能被揭露出来遥或者袁换句话来说袁思考一下地方如何
在资本循环之流中被建成永恒性的[17]遥资本主义的发
展是以增长为导向的袁 同时又要为了增长而不得不
努力克服自身的危机袁 这就需要地理学意义上的转
移或扩张遥 不同的地方尧不同的资源尧不同的结构可
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袁 而这一
种空间意义上的定位尧 转移或修复其实就是不平衡
的地理辩证法遥 通过不平衡的资本投资的简单逻辑尧
大量涌现的劳动力的地理分工尧 不断增长的再生产
行为的碎片化袁以及空间上有序的渊常常是隔离的冤
社会区分的兴起袁野差异冶和野他性冶在空间中被生产
出来[17]遥由此袁领地概念自动物研究迁移到组织研究袁
进而再到资本的当代批判性研究袁 其内涵越来越丰
富遥 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方袁领地凝结着特定历史
时期中的记忆遥人类的教育形态无一不是建立在对领
地的切身经验尧具象理解尧抽象提炼与记忆储存的基
础上遥 因此袁领地与教育之间的联结是通过记忆的形
成与释放来完成的遥

三尧第三记忆院领地经验的抽象化与
教育活动的再构化

野第三记忆冶是斯蒂格勒在其代表作叶技术与时
间曳中提出的原创性概念袁他在立足于野人是技术性存
在冶这一存在论前提的基础上袁通过对胡塞尔的第一
记忆和第二记忆的援引运用袁从而建立起第三记忆概
念遥 第三记忆既是领地经验的抽象化产物袁同时也是
支撑教育活动的野当下冶与野未来冶的重要基石遥 首先袁
人是技术性的存在袁这是讨论斯蒂格勒第三记忆理论
的存在论前提遥 斯蒂格勒主要从技术与人的关系角度
解释了野人何以可能是一种技术性的存在冶遥野人类社会
的技术结构冶表明袁尽管我们必须野在一定的限度内冶依
照古生物学的渊也就是动物学的冤方法来分析技术化的
人类现实袁但是这种方法很快就会遇到它的局限性袁因
为人类的技术性是独一无二的袁 它使人类在动物世界
中占有独特的地位[18]遥 在斯蒂格勒看来袁人是一种先天
具有缺陷的存在袁为了保障个体存活下来袁人不得不依
靠外在的技术来弥补自身的缺陷遥 这种缺陷里自然也
包括了人的遗忘现象袁由此袁依靠外在化的记忆袁即第
三记忆来克服人的遗忘现象就成了斯蒂格勒在记忆领

域重点关注的议题遥
其次袁他将记忆主要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袁分别

是第一持存的记忆渊以下简称野第一记忆冶冤尧第二持存
的记忆渊以下简称野第二记忆冶冤和第三持存的记忆渊以
下简称野第三记忆冶冤遥所谓的第一记忆袁主要是指人在
某个现场直观地面对事物当下的感知性记忆遥 这其实
并不是斯蒂格勒的原创袁而是引自胡塞尔在叶内时间
意识现象学曳中对记忆的划分遥 在胡塞尔看来袁所谓的
第一记忆实则就是当下经历的一切在人的意识中的

滞留袁只不过这种滞留具有连续性和时间性[19]遥正如胡
塞尔所言院野它从一个滞留转变为另一个滞留袁从不间
断遥 因而就形成一个滞留的不断连续袁以至于每个以
后的点对于以前的点来说都是滞留遥而每个滞留都已
经是连续统遥 声音响起袁并且耶它爷不断地响下去遥 冶[20]

由此袁第一记忆是个体当下在场时袁在感知性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滞留性记忆遥 所谓第二记忆袁其主
要是指人在离开现场后的再回忆过程遥 这个概念其实
也是斯蒂格勒从胡塞尔那里借用来的遥 正如胡塞尔所
言院野让我们先来看次生回忆的一个事例袁 我们譬如回
忆一段刚刚在音乐会上听过的旋律袁这时很明显袁整个
回忆现象经过必要的修正渊Mutatis Mutandis冤完全具有
与对此旋律的感知相同的构造遥冶[19]尽管第二记忆和第

一记忆都是斯蒂格勒从胡塞尔那里借用的概念袁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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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为了在借用的基础上引出第三记忆遥所谓第三
记忆袁是指人类的实践活动会留痕在外在于人自身的
物质载体上以形成文化记忆遥 譬如院写在纸上的文字
就是一种文本型的物质持存袁 录音带尧 拍下的照片尧
CD唱片也是物质持存袁U盘和储存在电脑中的一个
个文件夹更是第三记忆的当代表现袁即是数字化了的
第三记忆袁也可称之为技术留痕的第三记忆遥
再次袁既然第三记忆是一种人类实践活动的外在

化表现袁那么居留于特定领地上的人类实践必然是通
过与领地及领地之上的物件打交道从而生成记忆遥这
些交道性关系最终都会生成所谓的领地经验袁再通过
抽象化和物质化的过程凝结为记忆遥这些记忆来自领
地经验的抽象化和物质化过程袁同时又重构着教育活
动所依赖的记忆基础遥 正如斯蒂格勒所言袁教育系统
的宗旨在于获得关于时间与空间的个体经验尧集体经
验的科学基础和哲学基础遥 例如精神史袁因为精神史
是一种大写的我们袁包围在我们四周袁比当下现实中
的大写的我们更大袁并且为我们打开了某一空间和某
一普适性时间的视野[20]遥 在这之中袁书本尧教材尧教具
等第三记忆与每一个野我冶的第一记忆和第二记忆共
同绘制了教育与记忆的关系图景遥

最后袁无论是社会层面的总体性形态变化袁还是
教育学领域中的数字化行动袁都表明传统领地概念的
局限性以及第三记忆的数字化趋向袁由此袁有必要澄
清数字领地的兴起及其对记忆和教育世界重构的重

要影响遥

四尧数字领地院叶技术与时间曳的文本解读

所谓数字领地是传统领地概念的数字化形态袁其
具有与传统领地概念不同的表征遥 在总体性表征上袁
数字领地跳脱出了领地的物质化或疆界化特性袁而表
现出脱与境化的特征遥 在维度性表征上袁数字领地表
现为时间的实时化尧空间的虚拟化尧权力的全球化遥首
先是时间的实时化遥时间作为此在生存的必要性展开
要素袁既承接着此在的过去的野曾在冶时间袁也显现着
野当下冶时间袁更凸显出野未来冶时间遥 在曾在要当下要
未来的时间流之中袁每一具体的时间都是在事后的延
迟发生中被固定或物质化遥但时间性上的实时化的出
现却改写了这一延迟袁将延迟无限缩短以至于无法觉
察其存在袁甚至以数字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全面构架了
数字领地中的时间体验遥 这一事件的实现全然在于
野实时网络冶的诞生遥 野耶实时网络爷的问世可谓大事记袁
它不仅把数据送往信息数字处理中心袁同时也融汇了
供所有人索取的模拟资料遥信息网络与卫星转播的结

合构成了把各类资料及时送往世界各地的切实可能

性遥 冶[21]物质基础的迭代升级造成的传播速度不仅为

实时化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袁同时也对人的时间体验
造成了影响遥原先的世界时间是有着严格的时区划分
的袁但现在这种严格的时区划分却因数字的出现和参
与而被打破了遥其原因在于袁在同一时间袁无论个体身
在何处袁都可以实时接收消息尧参与传播或远程登录
在场遥 这不仅是空间的跨越袁同时也是实时的时间对
传统时区的跨越以及新时间感的诞生遥
其次是空间的虚拟化遥传统的领地概念是需要以

一定疆界范围内的物质空间为基本依托的遥这些物质
空间的三维属性及较为固定的地理位置都被技术社

会的来临改造了遥正如斯蒂格勒所言院野城市及空间的
关系均为程序的渊非冤整合袁即地域化也从来都是非
地域化遥只有在后来产生的模拟与数字之相关差异同
一性的电信技术普及之时袁这个事实才昭然若揭遥 如
今袁寓于当代技术中袁与其说是领土整治袁不如说是非
领土化遥 冶[21]技术的来临袁尤其是数字技术的来临造就
了空间的生产不再囿于固定的领土之中袁而是依赖数
字基础形成的虚拟空间遥这种虚拟空间或空间的虚拟
化过程已经打破了领土空间治理的概念袁实现了非领
土化袁即重新构造个体的所处空间袁尤其以非领土化
的虚拟空间实现对个体日常生活的规定和安排遥这种
既定的安排有着斯蒂格勒所言的药理学机制袁即同时
释放药性与释放毒性遥 在药性维度上袁虚拟化的空间
拓展了实体空间边界袁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可能性遥 譬
如主体的生成尧经验的重塑尧交流的改变尧知识的结
构尧记忆的生产尧公平的实现等都会因虚拟空间的出
现而发生质性改变遥 在毒性维度上袁虚拟化的空间以
其沉浸式存在和程序性进入的方式笼罩着个体袁在个
体的快感生产中实现对个体的隐性捕获遥
最后是权力的全球化遥传统概念的领地和领地权

是分立存在的袁 各个民族国家有着独立的领地权力遥
这种建立在独立领地权基础上的全球化是非权力性

的全球化袁譬如经济全球化尧教育全球化尧贸易全球化
等袁而不是权力的全球化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去权力
全球化或逆权力全球化的遥 但是袁数字领地的出现却
打破了这种传统意义上以领地边界和领土权为划分

标准的权力遥 恰恰相反袁数字领地带来的是权力的弥
散化和普遍化袁它试图挣脱领地的束缚袁实行技术治
理而非国家治理袁或者不那么极端地说袁是要将技术
和国家捆绑在一起治理事务遥网络信息技术权力必然
导致一种非领土化 渊D佴territorialisation冤 革命袁 全世
界所有主权国家的传统权力管辖都受到了严重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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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22]遥 这种以野技术+国家冶治理的方式突破了传统领
地的权力边界袁可以在技术的全球化应用中实现权力
的全球化遥 如此袁对技术权的夺取便成了权力争斗的
主阵地遥 卫星没有赫兹线缆的野非覆盖区冶袁它均一或
者说铲平了信息的传播空间袁从而野使目前各国间的
电讯分界只剩象征意义冶曰它突破了地面网络的极限袁
造成了所有领土权力机构对传播系统的失控袁也开拓
了交流的新空间遥 在此袁谁拥有挣脱了国家权力的最
先进技术袁谁便是主导者[21]遥 由此袁数字领地中技术的
破边界性颠覆了领地权的边界性袁将原先的逆权力全
球化转为了实现权力全球化遥

五尧教育学的可能世界

首先袁教育学应当重视基于数字领地的数码记忆
的教育价值遥所谓的数码记忆其实就是数字化了的第
三记忆袁其不再仅仅表现为建立在实体领地经验之上
的抽象凝结袁也体现为建立在数字领地之中的以数据
和平台为中介的数码记忆遥譬如储存在云端的网络课
程资源[23]以及学习进度的实时跟踪尧电脑里的各种教
学文件与浏览痕迹尧学生活动时的影像记录与云共享
平台[24]等遥 而这些数码记忆会再度参与到学校教育的
育人过程袁由此袁数码记忆的教育性就凸显出来了袁电
影教育学[25]或影像教育学[26]正是这种教育性的具体表

现遥 为此袁教育学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努力院其一袁
教育学的总体性方向应当从野人学冶转向野人要物学冶袁
在育人的全过程中不能仅关注野人冶这一存在者袁还要
关注人的生成性及其生成机制袁即存在者如何存在的
问题遥 其二袁教育学的记忆研究应跳出传统心理学的
记忆概念袁形成技术性记忆或数码记忆的概念遥 这将
有助于教育记忆研究领域的扩展和记忆概念的丰富袁
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地解放学生的记忆力袁让学生更明
确地认知到技术时代人的记忆不再是概念或知识体

系的大量识记和提取袁而是更高阶的思维尧逻辑与创
造的形成遥 其三袁教育学应在跨学科的视角中培养教
师整合数字平台的数据流并进行分析的能力袁从而能
够规划后续的课程方案并促成数码记忆与课程建设

的融合创生遥但是袁在具体落实这些转变的过程中袁应
注意防范技术进步带来的教育不公平现象袁譬如接入
机会的不公平尧设备分布的不公平尧资源使用的不公
平尧素养培育的不公平等袁努力消解既存的数字鸿沟袁
谨防新数字鸿沟的产生遥要真正地坚持数字领地中教
育的公平性原则袁确保从传统领地向数字领地迈进时
教育的正义属性遥

其次袁教育学应审思实时性时间中的教育增强可

能与异化存在遥 数字领地的来临带来了实时性时间袁
这既实现了对教育活动的增强袁但也存在着异化的风
险遥 当野实时网络冶和野通信卫星冶铲平一切地理疆界
时袁时间的延迟发生也随之消失遥 这会造成人类经典
知识和传统文化的丢失袁碎片化的尧低价值性的知识
充斥着学生的大脑袁学生或教师的生命时间感在加速
的过程中遗忘了慢生活袁野主观时间焦虑冶野工具时间
异化冶以及野时间伦理失范冶等正在成为加速时代教育
时间困境的主要症候[27]遥 这些都是实时性时间中的教
育异化存在遥 那么袁如何发挥教育性的力量来抵制这
种异化存在呢钥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院其一袁需要引导学
生和教师重建时间的本真意涵袁意识到时间之流的延
迟发生袁应当通过自然活动课程尧生态教育尧环境教育
等方式让人重新恢复对客观世界的感受遥 其二袁需要
引导学生和教师进行高度创造性的教育活动来抵制

低价值性的知识快消产品对人的侵蚀遥 在此袁需要回
到马克思的野自由时间冶之中进行创造性活动来改善
这一现象遥只有在野自由时间冶袁特别是其中的野高级活
动时间冶袁人才能真正超出野过去支配现在冶的状况袁把
未来渊人本身的发展冤作为目的袁使自身超出野自然存
在物冶和野物质生产者冶的限制袁成为真正面向未来的
野社会自由人冶[28]遥 为此袁应当通过对野自由时间冶的争
取和实行高度创造性的活动来抵制 野非知识的知识冶
对人类的冲击遥譬如教育科研活动尧校园辩论赛尧生成
性课程和教学尧教学机智的灵活运用等都是教育中的
创造性活动遥 如此方可在技术时代面临实时性时间
时袁既发挥出其应有的教育价值向度袁同时又规避其
作用于教育时产生的异化现象遥

再次袁教育学应践行数字空间中教育交流的界面
伦理与责任伦理遥 无论是何种数字空间袁其虚拟的背
后都离不开野界面冶与野人冶这两大要件遥 何为野界面冶钥
诚如齐泽克所言院野界面冶恰恰意味着我与他者的关系
从来不是野面对面冶的袁它总是被中间的数字机制所中
介袁它代表着拉康的野大他者冶袁野大他者冶是匿名的象
征秩序袁其结构就像一个迷宫[29]遥 数字空间中的教育
交流区别于实体空间中的交流袁野我冶的行动和语言在
经由了面具化或匿名化的野界面冶处理后可不再对他
者负责袁甚至可能发生跟风站队地实施网络暴力的行
为遥 除了呼吁通过法律制度来进行硬性规范之外袁我
们还应关注数字空间中的伦理性缺失与构建的可能遥
因此袁从外在性伦理律令的角度来说袁应当以界面伦
理和责任伦理引导数字空间中的教育交流袁从内在性
伦理培育的角度来看袁应以个体数字责任的培育为重
点促进数字化教育交流的可持续发展遥所谓的界面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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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袁 其实是将伦理性的原则和律令应用于界面之上袁
譬如保护界面的隐私尧不随意侵入别人的界面尧不扰
乱界面交流的秩序等遥以此保障数字空间中教育交流
的秩序性和稳定性遥 野责任伦理冶则具有鲜明的野此岸
性冶袁 它充分考虑到采取行动的手段以及由这种手段
所造成的后果袁并对这种后果承担完全的责任袁它要
求行动者对行动的手段与后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充分

的考察袁强调行动者自身是唯一对行动的价值负责的
主体[30]遥 由此袁数字空间中的教育行动者应在践行责
任伦理的同时也践行界面伦理袁如此方能以界面伦理
和责任伦理这两种伦理律令来引导教育交流的良性

发展遥 但这只是外在性伦理规范袁还需注重内在性的
伦理培育袁具体而言袁可通过基于数字平台的合作学
习尧跨学科的数字化交流尧开展数字责任教育等方式
培养学生的数字责任遥
最后袁教育学应警惕教育全球化中资本主义的精

神政治风险遥 野精神政治冶是韩炳哲叶精神政治学曳[31]一

书中的核心概念袁这一概念指向的是当今资本主义的
聚焦对象是人的精神生产问题遥 其实袁斯蒂格勒也有
着同样的判断袁只不过斯蒂格勒使用的概念是意识政
治学批判袁但二者的旨趣是类似的遥 从韩炳哲以及斯
蒂格勒的判断中袁再结合先前的马克思和鲍德里亚的
认识袁 我们不难发现一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路
径袁即从马克思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批判到鲍德里亚的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袁再到韩炳哲和斯蒂格勒的精神
政治经济学批判遥这条路径所关注的问题也从物质层

面的生产性转到符号表征的生产性袁再到精神或意识
层面的生产性遥而教育本身又是一项塑造灵魂的实践
活动袁因此袁在教育全球化的交流中应警惕资本主义
的精神政治风险遥 就当前全球国际教育的流动现实来
看袁 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派出学习人员是最为常见
的交流模式遥但值得警惕的是袁世界主流的发达国家多
是资本主义国家袁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主要的社会形态袁
由此所塑造的技术尧文化尧言语和情境都是暗含着资本
主义特质的产物遥长期浸染于这种日常生活中袁难免会
造成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学生或教师的精神侵袭与

控制遥 这种关注精神生产的政治性风险应当值得教育
学警惕袁 尤其是在教育政治学研究领域中应对此加以
关注和研究袁 以此避免在教育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精
神霸权主义和全球思想的同质化倾向遥

六尧结 束 语

无论是数字领地还是传统领地袁其与教育的关联
都需要通过记忆这一中介袁原因在于记忆的生成与释
放造就了一次次辛苦构建的教育情境遥 由此袁可以发
现袁领地要记忆要教育之间的三元互动关系也转为了
数字领地要第三记忆要未来教育的三元关系遥在未来
的可能遭遇中袁 数码记忆如何与个人记忆相互作用袁
界面中留存的教育记忆如何参与教育全球化的过程袁
精神政治的风险如何从警惕到落地以及未来思想政

治教育如何应对数字挑战等议题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和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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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territory is a political, temporal and spatial entity. The cultural
nature of any educational form is built on the basis of concrete understanding, abstract distillation and
memory storage of the territory. As for the philosopher of technology Bernard Stiegler, education is the
acti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cultural memory. Thus, the memories generated by the
territory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In the book

, Bernard Stiegler has outlined the digital territory. The so-called digital territory refers to the
detachment and contextualization of territories within digital technologies, which is exhibited as the real-
time processing of time, the virtualization of space,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power. This requires that
education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and memories, but should also consider the
educational possibilities in the world of digital territories and digital memories. Specifically,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digital memory based on digital territories, reflect on the
possibility and alienation of educational enhancement in real time, practice the ethics of interface and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digital space, and be alert to the psycho-political risks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globaliza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a new image of pedagog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y of place in the digital era be dr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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