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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崔安琪
记者 蔡双喜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我国各个领
域都开始采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来提升工作
效率。《数字劳动：自由与牢笼》一书，就在
这样的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本书
作者采用非虚构的写作手法，记录数字劳
动多样的发展方式，通过不同的故事，反思
数字劳动带来的新的劳动关系。数字平台
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数字
劳动者是否拥有“开放的自我”？数字劳动
在当今中国实际发展过程中又存在着怎样
的自由与异化？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与该书主编北京大学佟新教授就此展
开了深度对话。

数字经济下成长的故事

记者：作为社会学系的教授，您从论文
写作技巧中跳脱出来，用记录的方法编著
此书，叙述当今正在发生的故事。您认为
作者“是亲历者”更“是观察者、记录者与叙
述者”。在这样非虚构的写作过程中，有什
么经验或故事可以谈谈吗？

佟新：之所以选用记述的方法，是因为
觉得互联网的世界变化太快、太多样，并与
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事实上，对
互联网的认识理论多元且和这个时代一样
充满多样性。如书中所言，我更关注劳动
关系，但资本积累和扩张的全球化模式，我
们很难拿到资料。书中是欠缺资本运作的
方式，我们的笔墨是在劳动和劳动者身
上。记录现实生活中人的经验和感受本身
就很有价值。科技发展的历史车轮“碾压
过”的人们的生活经历本身是可贵的，这是
本书采用非虚构写作方式的初衷。当然，
不是没有理论，选择叙述这些人的故事本
身是有理论架构支撑的。

记者：您在前言中说，因为互联网的发
展和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等原因，
人们的劳动方式向数字劳动转变。有时这
是“可能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不被看到的人
和事”，您是怎么发现这些“不被看到的人
和事”的呢？

佟新：其实我最关注的是，在今天这种
社会背景之下，人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人
们的生计是怎么发生变化的？我们会看到
有些女性，回到家里做“全职妈妈”，一些

“全职妈妈”可能是无奈的选择，她们靠什
么样的方式和力量让自己的生活可以延
续？在2015年我做课题研究时，本身想做
淘宝女店主相关研究，但实际过程中发现，
很多店主都联系不上。这些人去哪儿了？

她们在何处生存呢？之后深入探寻发现，
当天猫产生的时候，一些本来经营淘宝的
个体店主们并没有消失。新的互联网产生
出很多缝隙，而每个人在缝隙当中，会创造
出新的生存。一些“全职妈妈”转战微商，
用微信和朋友圈做生意。我觉得这些是值
得我们记录下来的，否则人们不知道“全职
妈妈”是否真的“全职”，也有很多妈妈身兼
数职。

记者：本书题目为“数字劳动：自由与
牢笼”，虽然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但

“牢笼”二字还是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如何
确定这个题目的呢？您认为数字劳动者充
满着“不确定的自由”，那在当前社会，您对
这种“不确定的自由”是怎么看待的呢？

佟新：首先，“牢笼”是表示互联网给人
们生活带来的异化。它让生活更加没有边
界，充斥着无所不在的商品，且在不断地创
造着新的商品，企图把人们所拥有的一切都
商品化。处于消费社会的我们挣脱不开商
品化的束缚，几乎所有的生活都被商品包
围，可能自己也不再是自己，而是网络上虚
幻的人设。像马克思所认为的，劳动的异
化，如“网上恋人”，当谈恋爱一事可以买卖
时，恋爱劳动远离了爱情本身。我们很难分
辨互联网的边界，既有自由，也有不自由。

其次，有关自由是在某种意义上人们
可能相对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空间和
身体。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很多的可能
性，如可以在网络上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
的情绪，可以弹性地利用时间，可以实现跨
越空间的人际交流。这些可能性打破了传
统社会对人们行为的限制。比如工业社会
标准化的工作对生育的女性表现出“不友
好”。不少“宝妈”因为生育和抚育不得不
放弃工作，失去了生计能力。但在数字平
台上，她们可能很快地进入各种弹性工作
中。因为她喜欢做饭，她可能去做美食博
主；因为抚育宝宝，她可以做个“晒娃”视

频。但自由是相对的，充满着不确定。在
互联网时代，粉丝就意味着流量，就意味着
收入。粉丝与博主之间关系是非常脆弱
的，博主看似是自由的，其实要有巨大的付
出，要不断地去创造。

记者：本书的文章来自不同的学者，大
家各抒己见，又联系紧密、脉络清晰。当时
为什么会选取小组写作的方式来完成这本
书的编著呢？

佟新：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劳
动问题”的研究生课程，还指导本科生、硕
士和博士研究生，对大家的研究比较熟
悉。因此，通过多次讨论会和交流，我们决
定由生计入手，从吃喝玩乐等展开叙述，再
到情感劳动和“知识变现”。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自己参与了平台
的情感咨询服务工作，将自己的社会学知
识变成“适用于生活真相的常识”，您是如
何快速适应身份的转变呢？

佟新：其实对我来讲“做情感咨询工
作”是一个新角色和新挑战。我自己做婚
姻家庭研究，也渴望学以致用，当互联网提
供了平台，我也愿意将知识适用于日常生
活，这为我拓展了反思的空间和鲜活的经
验。当看到经过咨询的人，愿意用知识，特
别是性别平等的知识去改变生活时，我非
常具有成就感。

数字劳动中开放的自我

记者：您认为“这个时代的情感咨询服
务火热”的原因，是“个体对自我和美好生
活的追寻”，甚至认为在其中的人是“开放
的自我”，如何理解这个“开放”呢？

佟新：来找我咨询的人有各个年龄段
的，他们真诚地渴望成长和改变，希望有能
力去应对生活当中出现的新问题。他们能
够来咨询这件事本身就是将自我“开放”给
他者，愿意有所改变。我在其中发现，很多
问题是源于性别观念。在男女不平等的氛
围下成长的年轻人面对妻子的平等需求常
常感到非常困扰；这种氛围本身对男性是
极大的伤害。当这些年轻人转换思维方
式，用尊重和支持来回应妻子，尝试自己成
为温暖的提供者时，一种新型的平等与支
持的夫妻关系随之产生并变得顺畅起来。

记者：书中提到人们因情感满足的需
求“加剧了平台依赖，而这种依赖可能意味
着一种新型异化”，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

“异化”？
佟新：“异化”具体表现在情感的商品

化，这在于当人们去扮演某种角色的时候，
不能做自己，要去做商品，去满足消费者的
需求。这对自我的侵蚀就不仅仅是体力的
付出、脑力的付出了，而变成情感的付出。
恋爱是美好的，双方会发自内心地憧憬未
来的关系，但在商品化的情感交易里面，它
就变为一方要去讨好另一方。这恰恰也呼
应了消费社会的即时性，当人们不愿意为
长期的情感而付出，想要需求得到快速满
足的时候，情感的商品化就成为一种必然。

记者：文中在讲述周小鹏的故事中多

次用到“陪伴”一词，诚然人们在家庭、两性
关系、实际生活中都需要陪伴，您是否也认
为源源不断的情感需求，成为平台咨询服
务，乃至知识变现、数字劳动发展的催化剂
呢？

佟新：人们的新需求一定会催生新的
产品。人们的需求日新月异，平台就不断
地发现并建构出新需求。商品化的力量在
某些领域甚至转变成了一种“文化”，延伸
出符号消费。

记者：您在书中也多次提到了对女性
的关注，您认为女性应关照“自己”的要求，
在家庭中也“需要支持、尊重”，那么您如何
摆脱这种“不平等性别观念”呢？互联网平
台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佟新：互联网会建立新的关系和共同
体，这种力量是前所未有的。很多女性在
网络上找到共同体，通过讨论、分享和集体
发声等方式摆脱种种感受到的性别不公
平，并获得支持性的力量。

记者：您在书中写道：“平台经济中潜
藏着两种趋势……这些都将深远地影响到
劳动世界的人类生存与伦理”，您可以为我
们进一步谈谈这些影响吗？

佟新：应当看到，在无所不在的商品化
的同时，也有反商品化的力量。例如分享
经济，它打破了私有制的理念。人们选择
使用共享单车意味着可以骑这辆车，但并
不必要拥有这辆车。所有的分享经济在本
质上都是反私有制的。乐观地看，当人类
生产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时，物品可能
都可以共享。共享不是商品化和私有化，
是使物品有用。互联网时代需要新的人性
和伦理，就是倡导环保的、分享和共享的，
以及对人与物的尊重，就是保持一颗善良
之心。

记者：阅读该书，发现您频提“劳动的
商品化”，应如何理解数字经济下的劳动的
商品化呢？

佟新：无所不在。一旦人们为需求付
费，此需求就商品化了。有任何需求就一
定能找到相关商品，这是今天互联网的即
时性，保证它充斥着任何的空间、时间。就
像半夜，很多互联网运营者和劳动者需要
工作。因为要及时响应消费者的需求，所
以现在出现了很多24小时轮岗工作，打破
我们常规的休息时间。

记者：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高校毕
业生人数连续三年持续走高，同时在疫情
的影响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复
杂。您认为数字劳动给青年的就业带来了
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佟新：互联网的弹性工作或零工经济
让人们随时可以进入工作领域，并衍生出
了许多新的工作种类，这些岗位年轻人都
可以去积极尝试。我相信只要你想付出，
就会有所收获。很多工作是没有门槛的，
因此，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自食其力的空
间。但是在平台经济中，人们传统的职业
生涯模式亦被挑战，建议年轻人以自食其
力为人生支撑，再设想不断开拓。

《数字劳动》：记录数字经济下的你我
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迅猛、辐射广泛，已经成为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北京大学佟

新教授主编的《数字劳动：自由与牢笼》一书，依托数字经济背景，采用非虚构的写作手法，记录

数字劳动多样的发展方式，通过不同的故事，反思数字劳动带来的新的劳动关系。数字平台与

劳动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数字劳动者是否拥有“开放的自我”？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与该书主编佟新教授就此展开了深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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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食记》
葛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8月版

岭南百年老字号同钦楼盛传将在年底结业。一
帮老伙计力挽狂澜，盘下店面。同钦楼已退休的主厨
荣贻生师傅，道出个中缘由……小说沿饮食文化的发
展脉络，以师徒二人的传奇身世及薪火存续，见证辛
亥革命以来，粤港经历的时代风云兴变。笔触深入近
代岭南的聚散流徙，从商贾政客、革命志士、钟鼎之
族、行会巨头等传奇人物到市井民生，生动描摹出中
国近百年社会变迁、世态人情的雄浑画卷。

常书鸿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6月版

本书道尽“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魂系敦煌的传
奇一生：留学法国画坛成名，意外偶遇敦煌图录从此对
千里之外的艺术宝库魂牵梦萦，义无反顾于战火纷飞中
毅然回国，排除万难破釜沉舟去敦煌，呕心沥血苦守大
漠五十载，苦尽甘来飞天重新焕光彩……《敦煌，敦煌》
配有大量常先生之女常沙娜独家珍藏的珍贵影像，全面
展现常书鸿先生一生的奋斗与坚守。本书既是自传，也
是一本激励普通人不畏挫折、奋勇前行的励志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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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馆馆

■ 俞琏

近日，牛津大学荣休院士、中国艺
术史权威迈克尔·苏立文教授生前修
订的《中国艺术史（全新修订版）》由上
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推出。

苏立文教授和中国艺术

苏立文教授先后在牛津大学、哈
佛大学完成学位，先后在新加坡大学、
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等校执教，并作
为圣凯瑟琳学院院士荣休。他与高居
翰、方闻等学者，共同作为战后一代中
国艺术史家的代表，在国际学界享有
盛誉。他自20世纪40年代来华，在
数十年研究和教学间，曾多次受邀观
摩作品、参加学术活动，研究成果在海
内外影响深远。他的视野也不仅限于
中国古代，他与张大千、吴作人、庞薰
琴等现代艺术家长期往来，结下深厚
友谊，并写就《20世纪的中国艺术和
艺术家》一书，至今仍是关于此题材的
唯一西方语言著作。

在长期与中国艺术家的交往中，
苏立文教授与夫人吴宝环（后更名吴
环）女士也收藏有张大千、黄宾虹等现
当代中国艺术名家的作品。作为他们
与中国艺术多年不解之缘的见证，这
批超过400件的作品，均在他们夫妇
身后赠予牛津阿什莫林美术馆。长期
以来，苏立文教授与中国的公立机构
和私人藏家关系密切，也非常熟悉日
本、欧美各国的主要馆藏。《中国艺术
史》中选择的作品均为世界各地收藏
的中国艺术珍品。

全面而精炼的艺术史教材

苏立文教授的《中国艺术史》自
1961年首版以来，一直是中国艺术史
入门的经典读物，还作为牛津、耶鲁、
普林斯顿等知名学府的教材，且随着
时间的推延不断地扩展完善，至今沿用不衰。全书
以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为线索，按照器物、绘画、书
法、建筑等不同门类，反映自石器时代至21世纪初
的中国艺术全景，并配有410幅高清插图，展示历代
艺术珍品。

《中国艺术史》在数十年间多次更新修订，英文
版本至今已先后有八个版本。一方面，苏立文教授
坚持以作品本身为艺术史研究的“底线”，始终沿用
按照时代、类型的写作框架，尽可能全面、清晰地介
绍中国艺术作品。另一方面，随着研究进展、方法转
型、视野拓宽，该书在每版更新中都会吸收学界最新
成果、充实内容。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本次推出的全新修
订版，以苏立文生前最新修订的英文版为基础，其中
对书法篆刻、女性艺术家以及当代艺术的晚近成果
有大量增补。本次中文版更新，也对译文进行了修
订，并改善了书中近百幅插图质量，阅读体验有全方
位提升。本书凝结着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历经时
间的考验，对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而言，也是值得信赖
的中国艺术和文明入门之书。

正如谢伯轲教授评论，本书“表述之清晰、内容
之均衡，对主题把握之熟稔，几乎无出其右者”。本
书并非一板一眼的讲章，叙述简洁流畅。苏立文教
授以他全面的视野与细致的文笔，编织出中国艺术
发展的图卷。无论对中国艺术史的初学者或爱好者
来说，都是一本不能错过的通史读本。

阅快递递

苏立文教授的《中国艺术史》

自1961年首版至2022年最新修

订版期间，一直作为介绍中国艺

术的经典著作，在国内外广为流

行并被许多院校选为教科书。作

者始终沿用按照时代、类型的写

作框架，尽可能全面、清晰地介绍

中国艺术作品，同时在每版更新

中都会吸收学界最新成果、充实

内容。此书无论对中国艺术史的

初学者或爱好者来说，都是不能

错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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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托马斯·库恩 著
[加]伊恩·哈金 导读/张卜天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版

这部被视为科学史分水岭的名著，是20世纪学术史
上具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它引发了一场认识论的大变
革，掀起了世界性的阅读热潮，至今不衰。本书初版于
1962年，本版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为庆祝该书问世五十
周年而作，增加了加拿大哲学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
教授所写的导读。青年翻译家张卜天教授精心翻译了新
的中译本。

（崔安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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