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宇宙际遇下人类对“自我”的再认识

余乃忠

　　摘　要：人类活动及其自身的存在形式在数字化、智能化和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下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如何

认识人类自身是人类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虚拟与智能的相遇，推动了对宇宙概念的重新认识和元宇宙概念的爆

发，也开启了重新定义人类之旅。 争夺元宇宙的定义权在不断加剧，元宇宙下人的多元化、多维度、多介质、多循

环、多时态的存在形态将构成人类自我概念的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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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对自我的认识是以认识和改造对象世界为

前提的。 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发生过三次飞跃：第一

次是人类有了劳动行为，劳动的对象性和目的性形

成了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但此时的自我意识并不

独立，而是一种群体的部落意识的个人元素；第二次

是劳动能力有所提高但尚不发达，此时的我是流离

的而不是集中的自我；第三次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

动分离后个体的自我才有了独立性。 普罗泰戈拉提

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洛克提出内经验、外经验，康德

提出内感官、外感官，这些理解都没有解决内尺度与

外尺度的矛盾。 马克思提出实践反思后才完成了人

的内尺度与外尺度的统一。 元宇宙是现实宇宙、虚
拟宇宙、平行宇宙、循环宇宙、高阶宇宙等诸宇宙的

元初宇宙，也是数字虚拟技术、智能技术、现代生物

技术等集成的结果及其场景。 在元宇宙概念和元宇

宙技术的作用下，人类开启了重新定义自己之旅。

一、多元“自我”与多级“自我”

人的多元生存，如多面人和身心分离，既是社会

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人对自我认识的

重要飞跃。 这些多元化或者身心分离是极其可数的

和十分不完全的，即另一个我还是原来的我的影子。
１９３２ 年，弗洛伊德提出自我、本我、超我概念，引发

对“我”的解析，但我对我的占有始终停留在概念

中，根本上仍然是单数的我。 而在虚拟与智能结合

下，此状态被彻底打破，一种真正的多元“自我”将

得到实现。 “我”不再是历史自然进化的我，而是合

成的我、重组的我、复数的我、离散的我、无限的我。
虚拟宇宙下的多元“自我”，是指在虚拟环境中

人切身感受到自己以各种不同身份成为另一个自

我，或多元化的自我。 从技术形态上看，多元自我实

际上是多元叙事，自我在对一系列事件的感知和演

绎中实现自我意识。 初级的虚拟技术是意识脱离身

体的一种“幻觉”，一种纯粹精神的体验；中级的虚

拟技术是在某些感知反面实现身体与意识的结合，
主要是视觉和听觉；高级的虚拟技术是实现全面的

感知和结合。 此时，身体被全面带入事件的发生过

程中，成为叙事的中介、路径，在直观、演绎、非线性

化的叙事情境中另一个自我被完全塑造、 感知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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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脑机接口和脑脑接口将我们的认知工具和记忆

联通起来，特别是可以把一个人的记忆备份到芯片

上，并可以移植到另一个大脑，因此能够跨越彼此之

间的认知鸿沟，真正体会到作为另一个人或另一种

生物的感受，从而实现人的多元化。
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里指出：

“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

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

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

到改造。” ［１］就是说，马克思不仅指出了一般智力对

社会生活的影响程度由社会知识向直接生产力的转

化程度所决定，同时也前置性地认为人类存在一般

智力或平均智力。 根据人类智力进化的历史来看，
除了智力障碍的疾病外，人类的自然智力分布范围

是非常狭小的，即人类除智力障碍外，人类的智力分

级是十分有限的。 可以说，自然进化使得人类基本

处于同一智力量级水平。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都

处于马克思所说的“一般智力”水平。 但是，人类增

强技术彻底改变了这种智力分布形态。 同时，除了

智力外，人体各种其他特征都可以在增强中实现升

级，人类从此从残障到正常水平的较少级别化为多

级或无限级发展水平。
超“自然”的技术环境必然产生超自然人的“超

人”。 “超人”的形成不仅使自然人在新的技术环境

下通过自然学习大幅度提高认知能力，还可以通过

电子技术、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等人为地改变人类

自然进化的过程，人为地加快或改变人类的自然形

态、进化模式和进化速度。 在马克思看来：“环境的

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

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２］５４技术增强作为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可以同时增强人类自我的

体力、智力、情感、道德、健康，达到超过传统自然人

的“超人”。 从技术手段分析，技术增强可以分为生

物（医学）增强、电子技术增强和生物＋电子技术增

强。 生物（医学）增强有基因编辑技术、药物技术、
胚胎杂交技术等各类生物技术；电子技术包括材料

技术、集成电路技术、算法、脑机接口技术等。
依据基因编辑技术，把一些相比人类具有某种

超常能力的动物基因与人类基因结合形成人与动物

的复合体。 西班牙遗传学教授贝尔蒙特主导的实验

旨在创造人猴“嵌合体”（ｃｈｉｍｅｒａ），这是由不同基因

型的细胞组成的单一有机体。 该团队认为，未来终

有一天，与人类接受者匹配的特定器官可以在动物

体内生长。 伦敦基因学科学家 Ｒｏｂｉｎ Ｌｏｖｅｌｌ－Ｂａｄｇｅ

则反对这项研究，他指出实验中很难控制人类细胞

对器官生成的贡献，人猴胚胎如果最终生出人猴混

种，很可能产生自我意识［３］ 。
脑机接口技术可以通过心念操纵机器，让机器

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既可以替代身体残疾，也可以增

强身体。 “脑机接口在以后还会以无接触的方式存

在，它可以通过极度灵敏的感受器来探测远处的人

脑信息，读取其脑中的所思所想。” ［４］

　 　 二、降维“自我”与升维“自我”

“３＋１”维度时空是现实宇宙的基本维度，也是

人类生存的时空依据。 即使闵可夫斯基（Ｈｅｒｍａｎｎ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提出独立的空间和时间在一个四维的

“时空连续体”中可以耦合在一起，也没有改变这一

宇宙属性。 基于“３＋１”时空维度，人类并不能在小

于或等于二维空间中生存，也不能在大于或等于四

维空间中存在。 但在元宇宙概念下，这一切将发生

根本性变化，人类将开启降维和升维的存在。
生活在“３＋１”时空维度中的人类无法进入二维

或一维空间，但可以进入人类自己建构的数字化虚

拟世界。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因为我们

是从真实的宇宙进入虚拟宇宙。 这个亚真实的虚拟

宇宙是一个“现实减”，因此从现实维度标准上看应

低于“３＋１”时空维度。 就是说人类可以进入低维度

时空生存，是一种降维自我。 降维下，过去只能有视

觉和听觉，而没有触觉、味觉、嗅觉。 但在 ２０２２ 年人

机界面（ＡＣＭ ＣＨＩ）会议上，卡内基梅隆大学（Ｃａｒｎｅ⁃
ｇｉｅ Ｍｅｌｌ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ＭＵ）人机交互研究所的研究

员展示了不接触唇部即可产生唇齿触觉的 ＶＲ 设

备，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口腔触觉可以带来新的有趣

的虚拟现实体验，比如，用来模拟 ＶＲ 用户嘴唇上的

水或咖啡等虚拟液体的感觉。 嘴唇、牙齿和舌头的

触感技术大大增加了沉浸感和真实感［５］ 。 不久的

将来，人进入虚拟空间将不再借助于头盔和眼镜，而
是直接采取视网膜或大脑植入，直到虚拟世界与现

实世界的感性融为一体。 甚至在脑机接口下，我们

可以绕过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感官，
直接由机器感受虚拟现实，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虚

拟世界生活和定居。
虚拟生存的降维自我对于人类的自我意识发生

了三大根本性转变：一是从真的我到“逼近真”的

我。 在虚拟环境下，人的对象世界“向真无限接近

的假”反映为主体意识的“向真逼近”。 二是从实体

１１１

元宇宙际遇下人类对“自我”的再认识



即主体到实体即感性。 黑格尔提出实体即主体，强
调了主体具有本体性意义，而在虚拟世界中感性即

本体，感性就是人的本质，感性构筑现实。 三是从有

感官的我到无感官的我。 在降维的虚拟世界中，发
展到脑机接口阶段，人的感官变得多余，因为感官的

各种知觉都被分解，被数字化和计算化，由机器的传

感器实现，并变成人的记忆。
人类在虚拟宇宙中降维存在是以现实宇宙为参

考系的，反之，如果以虚拟宇宙为参考系，人类在现

实宇宙中的生存则表现为一种升维存在。 升维存在

的人类以虚拟宇宙为参考系更能反思“现实自我”。
元宇宙概念下，人类认为可能存在比我们现在的“３
＋１”时空更高维度的宇宙，即高阶宇宙。 基于高阶

宇宙来看，我们现在的宇宙可能是高阶宇宙中物种

的虚拟产物，或者是我们生活在另一个宇宙中的一

个巨大且先进的计算机游戏中。
目前我们虽然不能直接进入高阶宇宙，但基于

高阶宇宙参考系下的人类则表现为降维存在。 降维

存在的“现实自我”的自我意识会呈现三大变化：一
是从高阶自我到低阶自我，即我们一直认为人类处

于智力链的顶端，降维打击使人类重新反思自己在

宇宙中的位置；二是从实体自我到虚拟自我，即过去

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宇宙及其人类是分子生物学的

实体，降维打击有可能是被虚拟的“虚体”；三是从

主动自我到被动自我，即人类一直认为自己可以驾

驭这个世界，可以主导自己的命运，降维打击使得人

类更加认识到自己的主动空间十分有限，更多的是

被动生存。
根据弦理论，我们的基本粒子是一段段能量弦，

能量弦朝着三个方向震动，构成了三维世界中的物

质。 一旦粒子进入高维空间，能量弦的自由度就会

增加，粒子就会从三维升为高维。 就是说，我们并不

能排除进入高阶宇宙的可能。 如果存在这样的假

设，人类就能从现实宇宙上实现升维存在。 数学家

豪斯道夫（Ｆｅｌｉｘ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在 １９１９ 年提出了连续空

间的概念，也就是：空间维数是可以连续变化的，它
可以是自然数，也可以是正有理数或正无理数。 这

被称为豪斯道夫维数。 豪斯道夫维数是一种具有非

递减部分商的连续组分算法，在连续空间里，其数字

序列都是正整数的非递减序列［６］ 。 豪斯道夫维数

概念尽管提出很久，但其始终处于符号化和思维化

的虚拟阶段，并未进入现实和数字虚拟阶段。 在元

宇宙概念和虚拟技术推动下，人类不仅可以感知到

豪斯道夫非整数维数的存在，未来也可能以虚拟态

与其融为一体。

　 　 三、无机“自我”与无基“自我”

传统人类是生物体，是碳基的有机体。 类人机

器人或智能体出现后，这种新人类或硅基人就是无

机生命体，或无机人类，或广义人类。 数字人或虚拟

人出现后，无任何碳基、硅基或无实体的人类将和传

统人类共同学习和生活。 无机“自我”与无基“自
我”和自然人将共同属于一个广义的“我”。

中国首个人工智能虚拟学生———华智冰，将在

清华大学和普通学生一起在课堂和实验室共同学

习。 清华大学教授、智源研究院学术副院长唐杰表

示：“华智冰”是数据与知识双轮驱动的人工智能，
其学习能力主要在于从数据中抽取知识，机器可以

处理数据，从而实现可持续学习。 期待“华智冰”在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开启新的征程，创造不可限量的

计算人生，并为清华大学的校园生活增添乐趣，促进

人和人工智能更亲密的接触、互动和合作［７］ 。 “华
智冰”就是无机“自我”和无基“自我”的初级形态。

从实体自我到现象自我。 “我”既没有实体的

“碳水化合物”，也没有实体的“机器”，而仅仅是一

种现象性存在。 尼采认为，哲学家都是从现代自身

随处的一段短暂历史去理解人的形态和本质。 “他
们不自觉地认为‘人’是一种永远真实的事物，一种

在一切流变中保持不变的事物，一种可靠的事物尺

度。 哲学家关于人所说的一切，归根到底只是关于

一段非常有限的时间过程中的人的一个证明。” ［８］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文明不过是大概过去四千年

建立起来的，我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不过是在四千

年变化中的那些“不变”，以为就是真实、有形的人

类，把其中的规律当成人类未来的钥匙。 哲学家对

未来人类的变化的预测始终是历史的“人”。
从模糊自我到透明自我。 人类的发展历程既是

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过程，也是自我意识演进

和自我革命的过程。 但由于意识的形成和活动机制

尚未被充分认识，人的自我意识的发生机制也处于

清晰度较低的状态。 因此，人虽然对自我的认识发

生了多次革命，但整体上仍属于模糊自我，即人尚不

能完全认识自己的思维活动。 而虚拟人本质上是一

系列计算程序及其功能的数字化表达，其一切表现

都是计算的合成。 但这个无实体的计算合成品，具
有自我学习、自我进化和自我发展的自我意识功能。
这一切都是透明化的计算过程，从而形成透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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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限自我到无限自我。 人类最大的困扰在于

自然人的有限性与宇宙的无限性的矛盾，是本体性

的无法化解的矛盾。 自然人的有限性表现在四个方

面：自然生命周期的有限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发
展空间的有限性和挣脱宇宙控制的有限性。 而虚拟

人虽是人的产品，但其生命周期、认识能力、发展空

间、挣脱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甚至无可限量。 因

为，虚拟人的生命增量、智力增量、能力增量在加速

提升，远远大于自然人的自然进化增量。 虚拟人作

为一种人的对象化计算语言，会形成一种独立化的

“自我”和“自我增量”。 黑格尔说：“语言是一种能

把自己从自己本身分离开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作为

纯粹的‘我＝我’，变成为自己的对象，却又在这种对

象性中保持自己为这一个自我，并且直接与别的自

我汇合一起成为它们的自我意识。” ［９］ 虚拟人就是

计算程序作为对象性成为另一个自我，但由于在其

他数据中抽取知识，并与其他知识汇合，形成无限量

的“增量自我”。
从孤独自我到解放自我。 德国精神病学家弗罗

姆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但人在现代社会

中又具有普遍的孤独感、焦虑感，其原因是人在现代

社会中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逐步实现了个性化。 现

代人的许多情绪都发生在社会互动的背景下，个性

也是在社会中得到强化［１０］ 。 但在共同体中，各自

的个性无法得到相互解释，从而形成原子化的孤独

感。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人类的孤独和焦虑则是人

类发展从对人的依赖到对物的依赖的阶段，商品控

制人的关系和精神世界，使得人与人之间变成纯粹

的利益关系。 现代人相对于古代人的交往更加频

繁，但由于人的关系的异化促使人的异化和符号化，
人失去了彼此的精神交互性，因此更加孤独。 而虚

拟的数字化个人由于没有对物的依赖，不存在商品

拜物教，可以无限进行互联，因此，即使个体都是个

性化的自我，也都是挣脱商品控制的自由发展的自

我。 同时，虚拟人可以以各种虚拟身份存在，与自然

人进行交流和共处，形成一种自然人、机器人与虚拟

人交往的新型人际关系。 这种新型关系还会治疗自

然人的孤独和焦虑，反过来，虚拟人的这种社会功能

会促进虚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四、逆转“自我”与穿越“自我”

熵增是宇宙中不可克服的定律，但为什么宇宙

在熵增中还会出现生命，特别是生命还会大爆发并

向复杂生命演化？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呼吸氧

气并从食物中汲取负熵来维持生命的有序，新陈代

谢的实质就是消除有机体无时无刻不产生的全部负

熵。 因此说，新陈代谢的能力与熵增速度成反比，即
新陈代谢的能力越强，生命衰减的速度越慢。

在薛定谔看来，一个有机体之所以会稳定在较

高的有序水平，是因为不断从环境中吸取秩序。
“有机体将‘秩序之流’集中于它自身，从而避免衰

退为混乱的原子，这种从合适的环境中‘吸取秩序’
的惊人天赋似乎与‘非周期性固体’即染色体分子

的存在有关。” ［１１］而地球的负熵则来自植物吸收太

阳的光流（负熵流）而产生负熵的物质，从而使地球

长期处于有序化形态，但地球的秩序仍会不可遏止

地走向无序。 人作为地球的生物之所以会衰老和死

亡，也是这个原理。 时光不能倒流，无法回到过去，
成为“真理”。

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试图揭开记忆随年龄增

长而衰退的奥秘。 现在他们发现了一种可能的治疗

方法———从年轻大脑中提取脑脊液（ ＣＳＦ）。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研究人员在《自然》发文称年轻小鼠

的 ＣＳＦ 可以改善老年小鼠的记忆功能。 直接向大

脑注入年轻小鼠的 ＣＳＦ 可能会提高衰老小鼠神经

元的传导能力，从而改善记忆产生和唤起的过程。
研究小组指出，这种改善很大程度上缘于 ＣＳＦ 中的

一种特定蛋白质。 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神经生物学

家 Ｍａｒｉａ Ｌｅｈｔｉｎｅｎ 说：“从基础科学的角度看，这是

非常令人兴奋的，同时也可以用于治疗。” ［１２］

《自然》杂志刊文指出，为了更好地了解神经细

胞因缺氧而死亡的方式，美国的研究团队在小鼠和

人类视网膜细胞死亡后不久测量了它们的活动。 令

人惊讶的是，科学家让已死的细胞短暂恢复了生命，
通过对组织环境进行一些调整，他们能够在死亡数

小时后恢复细胞的交流能力。 科学家们能够证明，
视网膜中的光敏神经元细胞能在人死后五小时内对

光线做出反应。 他们还能证明，眼睛在死后也能相

互交流。 科学家们记录了眼睛发出的信号，这些信

号跟活着的人的眼睛发出的信号相类似。 这一进展

及其他进展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真的可以

逆转死亡［１３］ 。
马克思指出，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的“本质只能

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

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２］５６。 随着数字技

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的加快发展，未来人类毫无

疑问会以外在的、有声的、许多个非自然的进化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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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跨越式发展。 这种外在性、轰然的、干预性的普

遍性，表现为以新兴综合技术通过细胞增强、血液循

环增强等器官增强达到各类生理性、体力性、智力

性、精神性增强，带来身心的“重回过去”，实现生命

的逆转。
脑死亡以及大部分植物人都属于不可逆的生命

形态。 植物人和脑死亡的区别在于，脑死亡是大脑

和脑干所有的功能丧失，对外界没有任何反应，而植

物人脑干还处于存活状态，主要是因为大脑皮层广

泛受损或者网状上激活系统的功能障碍。 儿童出现

听力障碍，大脑的视觉区域就会占据听觉区域，实现

跨模态重组，形成不可逆的脑组织形态。 然而，这些

生命的不可逆将在脑接口技术下实现可逆。
人的自我意识表现为自身的经验和记忆的总

和，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根本规定。 然而，催眠

术成功地删除了我的记忆，我还是“我”吗？ 催眠术

利用人的不同层面的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原理，发
挥我们潜意识中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属于暂时性

失忆，一旦遇到记忆中的相关声音、画面、场景等记

忆元素，记忆又会重现。 但是，通过脑机接口就可以

永远删除“我”的记忆，移植一种时空穿越、他者穿

越、物种穿越的新的“我”，一个重新设计、突破自

我、超越自我的“穿越时空的我”和“穿越自然的、历
史的属我的我”。 一个根本不属于我的“我”成为联

系起来的普遍性。
时光倒流的逆转自我，不是自我的历史重复，而

是通过虚拟的非线性叙事建立一个重塑自我的过

程。 这个过程的“我”，是一个反向的我、穿梭的我、
自我跨越的我、与自己决裂的我、自然之外的我；一
个不属于我的“我”，又真正属于“我”的我；一个既

是我的事件之外的我，又是我的事件中的我。

　 　 五、循环“自我”与永恒“自我”

宇宙中恒星是生命的起源。 根据目前可观测到

的结果，银河系中有 １０００ 亿颗恒星，而宇宙有 １０００
亿个河外星系。 我们正处于宇宙的黄金时期，一旦

宇宙中有限的氢燃料在数万亿年后完全耗尽，恒星

将逐步迈向死亡，宇宙将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暗，
直到最后一颗恒星燃烧殆尽，此时整个宇宙将陷入

黑暗和混沌之中。 宇宙的一切生命，包括已经 ３５ 亿

年的地球生命以及可能存在于其他天体上的生命，
也将随着宇宙一起走向灭亡。 这是宇宙的生命周

期，而地球上的人类生命周期分为两个方面：作为类

存在的生命周期和作为个体的生命周期。 就目前的

技术来看，作为类的人的生命周期不会超过地球的

生命周期，因为人类走出地球到新的星球上生活尚

未实现。 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周期目前更是在 １００
多年之内。 人类目前个体的生命周期、类的生命周

期，是尚不能逾越的界限。
就个体生命周期来看，通过传统生物技术延长

人的生命始终没有停止，但发展的进度与人类的期

待还相差甚远。 而随着基因编辑技术和新型生物智

能复合技术的快速发展，情况则完全不同。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单碱基编辑技术开创者、国际 Ｂｒｏａｄ 研

究所刘如谦（Ｄａｖｉｄ Ｒ． Ｌｉｕ）教授在 Ｎａｔｕｒｅ（《自然》）
杂志发文指出，新型基因编辑技术 ＳＡＴＩ 能够使早衰

小鼠寿命延长 ４５％。 该研究的领导者刘如谦（Ｄａｖｉｄ
Ｒ． Ｌｉｕ）说：“该技术原则上可以修复 ７５０００ 种已知

致病性人类遗传变异的 ８９％。” ［１４］一旦大规模的致

病遗传基因被修正，人类的寿命将会大幅度延长。
与此同时，科学家构建出能放置在活细胞中并调控

细胞功能的人工蛋白开关，从头设计合成出的抗癌

蛋白大幅提升了抗癌效果。
下一代基因编辑技术“ＣＲＩＳＰＲｏｆｆ”开启了表观

遗传编辑时代，为人类个体生命周期的延长找到了

新的路径。 表观遗传学（ ｅｐｉｇｅｎｔｉｃｓ）是指研究非基

因序列改变所致基因表达水平变化的一门新的遗传

学科。 表观遗传就是非基因变化的其他某些机制引

起可遗传的基因表达或细胞表现型的变化。 一个人

的体内有数十万亿的细胞，有 ２００ 多个不同的细胞

组织和形态，细胞的基因组的序列相同，但细胞的形

态不同的原因是基因组上有不同的化学修饰。 这种

修饰的不同导致基因表达的差异。 表观遗传学不同

于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获得性遗传是指亲代后天

获得的表型变化遗传给下一代。 研究发现，在病毒

感染和癌症中，表观基因组发挥着核心作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９ 日，在 Ｃｅｌｌ（《细胞》）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

中，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型表观遗传基因组编辑

工具“ＣＲＩＳＰＲｏｆｆ”，这一工具能在不改变遗传密码的

情况下沉默人类细胞中几乎所有的基因。 这种沉默

会在细胞的后代中保持数百代，且具有可逆性，在使

用另一种“ＣＲＩＳＰＲｏｎ”工具后可以重新激活被沉默

的基因［１５］ 。 传统基因编辑需要改变 ＤＮＡ 序列，往
往面临着脱靶导致的安全性问题，而表观遗传基因

编辑恰好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 在延长生命周期迈

向永恒生命的道路上，除了新兴生物技术的路径外，
还有脑机接口技术中下载和存储人类记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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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的平行宇宙概念，打开了人类生命循环

的可能。 循环自我可能存在四条路径：一是虚拟宇

宙路径。 就是记录下我们现在身体和生活的各种信

息，在个体生命终止之后的若干年，可以根据我们留

下来的信息进行数字化合成一个虚拟人，与未来人

类共生，实现生命循环。 二是量子技术路径。 有科

学家发现，人类大脑的意识实际上是一种量子态，人
类死亡后的意识可能以量子态继续留在宇宙之中，
未来人类可能通过量子复活技术使人的意识重新生

活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可能在未来的地球上出现，
好像我们从来没有消失过一样。 三是平行宇宙的路

径。 就是说可能存在与我们现存宇宙相平行的宇

宙，目前彼此无法互通。 但未来人类可能会找到相

互通达的桥梁，比如，通过莫比乌斯环可以到达另一

个平行宇宙，并找到从平行宇宙回到过去的方法。
四是循环宇宙的路径。 就是基于我们所在宇宙数万

亿年灭亡后再次发生大爆炸形成新的宇宙，我们的

生命可能会以量子或者其他形态复活。 循环自我的

科学依据和技术基础尚不充分，但元宇宙概念给予

我们无限可能的想象。
元宇宙的概念、思维和技术是以多重悖论来到

人类的，它有无限个解释意义，但最大的价值在于让

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定义自己。 元宇宙重新定义了

人类生命形式的五大形态，它们彻底颠覆了人类现

存的生命形式。 这些生命形式有的已经出现，有的

会在未来出现，有的甚至永远不会出现，但它们给予

我们一种新的坐标和参考系。 元宇宙的存在论意义

在于，在宇宙和人类进化史上为了克服熵增做出了

努力。 元宇宙是以负熵的使命诞生于宇宙和人类，
但在被人类爆发性地负载后已不堪重负，开始走向

自己的反面，成为一个熵增的量。 宇宙或人类社会

因为有难以破壁的形而上学而出现了元宇宙，但元

宇宙终会变成新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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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

元宇宙际遇下人类对“自我”的再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