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讲 堂

近 来 ，元 宇 宙

成为科技圈和资本

圈大热的话题。从

国外到国内，科技

巨头和投资人士纷

纷加入。微软、耐克

等企业也宣布进入

元宇宙市场布局；

百度、网易等国内

互联网企业正在抢

注相关商标。

这么火爆的元

宇宙，你了解多少？

我们邀请清华大学

新 闻 学 院 教 授 博

导、清华大学新媒

体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沈阳从数字技术

角度和大家聊一聊

元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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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在谈

元宇宙
究竟是什么？

它从哪里来？

元宇宙始于1992年国外科幻作
品《雪崩》里提到的“metaverse（元
宇宙）”和“Avatar（化身）”这两个概
念。人们在“Metaverse”里可以拥
有自己的虚拟替身，这个虚拟的世
界就叫做“元宇宙”。

一个可以用来理解的例子是电
影《阿凡达》。《阿凡达》里面的虚拟
人以及生活场景，实际上和元宇宙
是密切相关的。

上世纪70年代到95年，出现了
大量的开放性多人游戏，如《Sec-
ond Life》《模拟人生》等，这些游戏
本身的开放世界形成了元宇宙的早
期基础。

时间很快到了2020年，这个时
间点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都是非常关
键的，我们到了一个虚拟世界和现
实世界留存的一个临界点。

受疫情影响，2020年 2月份全
社会上网时长大幅增长，平均在线
时间超过 8个小时，也就是说一天
24个小时中除去睡觉的时间，大部
分时间都在网络世界，这加速了非
接触式文化的形成。

进入2021年，这几个时间节点
很重要。2021年3月，被称为元宇宙
第一股的罗布乐思（Roblox）正式在
美国纽约上市；10月，美国社交媒体
巨头脸书（Facebook）宣布更名为

“元”（Meta）；最近微软正式宣布进
军元宇宙。

业界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元宇宙
概念形成的热潮，所以元宇宙本质
上来说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它是由
产业界、投资界方方面面来进行推
动的。今年是元宇宙元年，是从概念
走向流行的年份。

什么是元宇宙？

那么到底什么是元宇宙？我们
综合各种概念做了一个总结，元宇
宙是整合多种新技术而产生的新型
虚实相融的互联网应用和社会形
态，它基于扩展现实技术提供沉浸
式体验，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生成现
实世界的镜像，基于区块链技术搭
建经济体系，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
界在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
上密切融合，并且允许每个用户进
行内容生产和世界编辑。

元宇宙本身不是一种技术，而
是一个理念和概念，它需要整合不
同的新技术，如5G、6G、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它主要有以下几项核心
技术。第一项技术叫做扩展现实技
术，包括VR和AR。扩展现实技术
可以提供沉浸式的体验，可以解决
手机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当别人
跟你说他的家乡有多美，你只能听
着在脑海中想象，没有办法有身临

其境的沉浸感，只有VR和AR才能
把这个感觉带给你。第二项技术是
数字孪生，能够把现实世界镜像到
虚拟世界里面去。比如阿凡达是通
过人的灵魂进入到某个躯体里面来
控制一个生物，从而来实现你的分
身，他的实体化。这也意味着在元宇
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自己的
虚拟分身。第三项技术就是用区块
链来搭建经济体系。我们现在天天
玩的游戏，大部分人都是在花钱，但
是随着元宇宙进一步发展，对整个
现实社会模拟程度的加强，我们在
元宇宙当中可能不仅仅是在花钱，
而且有可能赚钱，这样在虚拟世界
里同样形成了一套经济体系，这跟
今天手机上的移动互联网还是有很
大区别的。

由此，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在
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上密
切融合，并且允许每个用户进行内容
生产和世界编辑。举一个具体的例
子，我们首先把清华大学的现实世界
完全镜像到虚拟世界里面去，包括每
一栋楼，也包括现在的每一位同学、
每一位老师和历史上的知名的校友
师生，这个过程叫做数字孪生。

第二步，我们可以把在虚拟世
界里面的人运转起来，就像你自己
的虚拟分身，可以到食堂去吃饭，到
图书馆里面去看书，你在看书的时
候，发现你的身边坐着你现实中的
同桌，你的老师，还有曾经的知名校
友，这时你可以跟他们聊天，最后你
还跟他合影，那么这个合影意味着
什么？意味着你们有第二步的动作，
叫虚拟原生。

那么第三步是什么呢？比如，你
在虚拟世界里见到了钱学森，你还
跟他合了影，然后你觉得还不过瘾，
你还把这个合影发到你们的朋友圈
里面，或者你把它打印出来，放在家
里面，叫做虚实融生。

然后有一天你想到，我在虚拟
世界碰到了钱学森，能不能在现实
世界也碰到他，你就到清华大学的图
书馆去看书，然后这个时候你发现
20岁钱学森的高仿人机器人就坐在
那里，也在看书，然后你过去跟他聊
天，那么这个机器人和后面的虚拟人
都可以用人工智能引擎来进行支撑，
这样就形成了第四步虚实联动。

所以目前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比
较完美的一种元宇宙形态包括上面
这四步。元宇宙可以带来人类生存
维度的拓展、人类感官维度的拓展
以及思维空间的拓展。

那么我们会看到元宇宙不等于
电子游戏，不等于虚拟世界，因为元
宇宙是叠加在现实世界的一个虚实
相融的新世界，比如我们使用了增
强现实的设备AR眼镜，我们看到桌
子上出现了一个孙悟空，那么孙悟
空的形象放在我们现实的世界当
中，对我们现实的世界进行了增强，
所以元宇宙不等于虚拟世界。

为什么要关注它？

人类消耗在手机上的时间太
久了，特别是最近两三年，互联网
业界没什么令人激动人心的产品
问世。因此，业界需要新产品，没
有新产品资本也兴奋不起来。大
家都在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产
品既是好的投资对象，又对人类
的长远发展有价值？资本需要新
出口，用户也需要新体验，比如抖
音刷久了，自然会产生疲惫感，这
时候所有人都希望尝试新体验。

什么是短视频的补偿性？就
是人们在抖音快手刷短视频的时
候，都有自己的偏好，比如喜欢美
食美景美颜。为什么会有这种偏
好？因为这些东西恰恰是人们在
日常现实生活中缺乏的。也就是
说，现实中缺什么，虚拟世界中就
需要补什么。

此外，短视频的补偿性还有
另外一层意思，即人们在虚拟世
界里越待越久，该如何才能回到
真实世界？这涉及一个重要逻辑，
即人们在虚拟世界里面做的事
情，对于真实的世界有没有反哺
的作用？比如我女儿很喜欢打游
戏，在虚拟世界里也取得很好的
成绩。尽管如此，她必须考虑一个
问题，虚拟世界游戏打得再好，对
现实世界是否有反哺作用？如果
没有，那她仍需要回归现实世界，
先把学习成绩搞好再说。因此，虚
实需要互补，虚实补偿的重要性
也由此显现。

随着技术的发展，算力的扩
张，人们在虚拟世界当中得到的
解放将越来越大，最终人类有可
能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云端。我
们必须承认的是，人类或多或少
都有一种创世的冲动，投射到虚
拟世界中，虚拟人就是人类的
NPC，在现实世界中，机器人也是
人类的NPC。由此，自然人、虚拟
人和机器人形成了一种类似“三
人行”的格局，虚实联动，由虚补
实，由实补虚。

元宇宙想要健康发展，其用
户们还需要经历一道心理建设的
关卡，即从认知到认同的过程。这
其中包括通过体验交互，加深对
元宇宙环境的具身性认知；通过
对不确定性的规避，建立和维持
在元宇宙世界中安全感；通过不
断深化对虚拟世界内部的身份认
同，明晰虚拟身份与现实身份界
线等等。

10 月 15 日，参观者在影视博览会 5G 高新视频产业应用成果展上
参观拍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