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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研究的理论原则与实用场景探讨
∗

赵　 星　 乔利利　 张家榕　 张　 慧　 叶　 鹰

摘　 要　 围绕热点“元宇宙”的研究和讨论正风靡各界,而研讨其理论原则与实用场景至关重要。 本文以逻辑方

法分析元宇宙研究的理论原则与实用场景,提出元宇宙研究的三大理论原则:虚实互动原则、技术互联原则、人文

互利原则,并在实用场景中选择三类典型场景对应讨论了理论原则与实践应用。 本文阐明了元宇宙研究的理论

意义与应用场景价值,特别指出图书馆元宇宙作为一种实用场景对图书情报领域的重要意义。 图 3。 表 1。 参考

文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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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around
 

the
 

burning
 

topic
 

of
 

metaverse 
 

is
 

all
 

the
 

rage and
 

it
 

is
 

vital
 

to
 

examine
 

its
 

theoretical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scenarios.
 

The
 

authors
 

analyse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scenarios
 

of
 

metaverse
 

research
 

in
 

a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The
 

thre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of
 

metaverse
 

research
 

are
 

proposed the
 

principle
 

of
 

virtual-real
 

interaction the
 

principle
 

of
 

technological
 

interconnec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humanistic
 

mutual
 

benefit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axiology
 

of
 

the
 

philosophical
 

system
 

respectively.
 

This
 

system
 

of
 

principles
 

can
 

better
 

reveal
 

the
 

nature
 

of
 

the
 

metaverse.
 

Then
 

three
 

types
 

of
 

typical
 

scenarios
 

are
 

selected
 

among
 

many
 

practical
 

scenarios
 

to
 

dovetail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authors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metaverse
 

research
 

as
 

an
 

applied
 

scenario noting
 

in
 

particular
 

the
 

importance
 

of
 

the
 

library
 

metaverse
 

as
 

a
 

practical
 

scenario
 

for
 

library
 

intelligence.
The

 

authors
 

propose
 

that
 

under
 

the
 

scenario
 

of
 

library
 

metaverse the
 

library
 

should
 

develop
 

into
 

an
 

innovative
 

space
 

of
 

virtual-real
 

interconnection.
 

That
 

is
 

to
 

say the
 

library
 

should
 

realize
 

the
 

integ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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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元宇宙( Metaverse) 是当前社会、产业和政

府最关注的热点之一。 透过炒作的迷雾,元宇

宙确实开启了人类社会、数字经济、信息产业的

深邃想象,勾勒了智能社会的实用形态,折射了

社会文明的集成智慧。 元宇宙一词,最早出现

在 1992 年美国作家尼尔·斯蒂芬森( Neal
 

Ste-
phenson)的科幻小说《雪崩》 (Snow

 

Crash)中[1] 。
该小说设定了一种赛博朋克式( Cyberpunk,极低

生活水平和极高技术水平的交织)生活方式,人
们可以通过数字替身 “ 阿凡达” ( Avatar,正是

2009 年同名科幻巨片之源)在与现实世界平行

的三维数字空间中相互交流,现实世界的所有

事物也都可以被数字复刻到元宇宙中。
在构词上,Metaverse 由 meta 和 verse 两部分

组成,后者指宇宙,前者固然有“元”的意思,但
更有“超” 和“改变” 的意义。 Metaverse 的准确

含义应为“超越现实的宇宙”,因而“超宇宙”或

“超世界”才是更为精确的翻译。 但约定俗成,
“元宇宙”之风早已吹遍“政商科教”原野,本文

也继续沿用。
在互联网诞生初期就设想出“元宇宙”无疑

具有非凡想象力,可是这一概念却“冻结”了近

30 年,在 2021 年才以惊人的爆发力开启“元宇

宙元年” [2] :这一年的 3 月 10 日,面向元宇宙应

用的游戏平台 Roblox 在纽交所上市当日股价即

大涨 54%;10 月 28 日“脸书” CEO 马克·扎克

伯格( Mark
 

E.
 

Zuckerberg) 把 Facebook 改名为

Meta,宣布将投入数百亿美元全力打造元宇宙;
11 月 2 日 Ignite 大会上微软正式宣布进军元宇

宙,并将旗下混合现实会议平台 Mesh 融入

Teams 中;同日 GPU 制造商英伟达的高管理查

德·克里斯(Richard
 

Kerris)也宣称元宇宙作为

相互连通的虚拟世界将很快成为现实;国内阿

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公司也纷纷开始布局

元宇宙,小鸟看看( Pico)被字节跳动以 90 亿人

民币价格收购可谓拉开了各大互联网公司竞争

元宇宙赛道的序幕。 大量产业基金跑步入场,
诸多创业者呈现“元宇宙狂热”。

在政策上,2021 年 12 月 21 日,上海市政府

于年度经济工作会结束的当晚,用政府官方公

众号“上海发布”给出标题新闻———“引导企业

研究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交互的平台”,委婉

而创新,吹响了中国地方政府元宇宙政策创新

与竞争的号角。 进入 2022 年,北京市宣布将城

市副中心通州区打造成元宇宙应用示范区;深
圳市提出在其前海区域设立元宇宙应用试验示

范区;上海市发布政策,表明到 2025 年实现每年

元宇宙产值 3
 

500 亿元的雄心壮志;十余个省区

已有高强度元宇宙政策支持。 直至 2022 年 10
月 28 日国务院五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

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体

育总局)联合发布《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

展行动计划( 2022—2026 年)》,强调应用场景

落地。
面对汹涌澎湃的元宇宙大潮[3] ,国内图书

情报领域再次勇立潮头。 刘炜、杨新涯和吴江

等团队进行了初创性研究。 杨新涯等提出将元

宇宙与图书馆相结合、借元宇宙发展机遇构建

图书馆全新服务体系[4] 。 随即“图书馆元宇宙”
研究热潮兴起。 2022 年 5 月 16 日,上海举行元

宇宙与虚实交互前沿系列论坛———“天堂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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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图书馆元宇宙的理想”,引起广泛关注,推动

了相关研究的全面启动[5,6] 。 其中,马费成从图

书情报学科发展历程的角度提出此学科与元宇

宙发展存在的三个共识,并指出二者融合发展

的四个重要方面[7] ;范并思从“图书馆人”的角

度分析了关注元宇宙的必要性,并希望更多图

书馆人投入此研究进而推动元宇宙在图书馆中

的应用[8] ;赵星则从书理学[9] 视角讨论了构建

在“书—人—用”理念之上的图书馆元宇宙。 与

此同时,元宇宙背景下的智慧图书馆建设研究

也得到广泛关注[10-12] 。
在各界杂说纷陈中[13-16] ,我们特别关注支撑

元宇宙研究的理论原则与实用场景,也隐约担心图

书情报领域再次陷入“起个大早,赶个晚集,落地乏

力”的怪圈循环,期望为元宇宙探索确立核心支柱

并拓展应用景观。 这也是本文论题之缘起。

1　 元宇宙研究的理论原则

任何实践领域总是需要理论指导,元宇宙研

究要成为一个独特领域,同样离不开理论原则。 为

便于形象化叙述,本文首先展示由理论原则和实用

场景结合构成的拟论证体系架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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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元宇宙理论原则与实用场景架构

　 　 鉴于元宇宙研究初起于产业创新,学界为

之立论尚早,本文以边发展边立学之策提出以

下建议原则,期望在后续发展中逐步完善[17] 。

1. 1　 第一原则:虚实互动原则

元宇宙的重点并不仅是虚拟世界的构建,
而更应是建设虚实交互的数字空间。 从本质上

来讲,元宇宙设计起源于真实的现实世界与虚

拟的数字世界之交互需求,虚实互动作为第一

原则实属必要。 依此原则,可以立即判定只有

真实世界的宇宙不是元宇宙,只有虚拟世界的

宇宙也不是元宇宙,唯有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

并存且存在交互作用的世界才是元宇宙。 因

此,第一原则为判定元宇宙奠定了基础。
第一原则同时也定义了元宇宙的本质,是

一条本体性原则。

1. 2　 第二原则:技术互联原则

元宇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技术,是技术

牵引或导引的结果。 各种技术在元宇宙建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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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中皆可发挥作用,但必须互联。 互联之意,
不仅在于技术植根于互联网,而且技术之间互

相关联,单独一种技术或不与现有元宇宙技术

关联的技术都不能成为元宇宙技术。
元宇宙技术与已有应用技术存在明显区

别,在第一原则制约下,元宇宙技术首先是连接

实体世界之主体与虚拟世界之客体的技术。 如

可穿戴设备,诸如 VR / AR 头盔、智能眼镜、智能

服装、皮肤传感器、脑机接口等,这些技术之间

还应围绕元宇宙应用相互协同,即互联。

尽管当前在元宇宙关键技术层面存在复刻

现实、超脱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发展路径[18] ,
但由于技术发展的高度动态性,元宇宙技术至

今没有定型。 Beamable 公司创始人乔恩·拉多

夫(Jon
 

Radoff) 曾提出过元宇宙技术的七层架

构,分别为基础设施、人机交互、去中心化、空间

计算、创作者经济、发现和体验;Web
 

3. 0 倡导者

主张以区块链和物联网为基础的技术架构。 本

文从实用角度归纳提出五层架构,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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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元宇宙技术五层架构①

　 　 最底层是基础设施,包括计算设备、互联

网、传感器等,即硬件、算力和通信的基础设施,
三者共同打造了一个可实现交互的具有公共性

质的元宇宙空间。
第二层是交互链接,例如去中心化的区块

链技术、以后可能发展出的各种“铰链”技术及

各类确权的替代技术。 这一层的功能是在基础

设施上强化各种“铰链”,使万物互联变得真正

不可或缺,构成名副其实的物联网。
第三层是人机界面,这一层的主要功能是实现

人机交互,可通过智能化可穿戴设备实现,包括具

备 AR 或 VR 技术的智能眼镜或头盔、集成在皮肤

上的微型生物传感器乃至脑机接口等。 交互设备

是当前元宇宙产品端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并将很

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元宇宙的技术走向。
第四层是个人体验,这一层体现为用户操作平

009

① 图中产业元宇宙为包括工业元宇宙、商务元宇宙、文化元宇宙等在内的以产业发展为特征的元宇宙场景

的统称,科教元宇宙为科研和教育元宇宙的统称,将在本文第 2 部分详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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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包含集成工具、发现软件、社交网络以及数字货

币、数字资产等,使每个人作为创造性个体能自主

发挥个人才能,开创自己的元宇宙生活。
第五层是人际交互,这是元宇宙社会即将

发展出的虚实结合的新型人际关系,也是技术

变数最大、最不确定的动态层,有大量全新的治

理问题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元宇宙技术的总体特点是相互联接,万物

互联因而在元宇宙里得以真正实现。 技术对元

宇宙的贡献至关重要,相互关联的元宇宙技术

为沉浸到元宇宙中提供途径与方法,这是一条

认识论原则。

1. 3　 第三原则:人文互利原则

如果说技术为元宇宙作为新世界提供硬件基

础,则人文将为元宇宙构建新社会提供软件粘合。
没有人文导向和人文理想的社会是可怕的,任何人

都可以想象核弹威胁现实人类社会的场景,在无人

文制约的元宇宙中技术风险甚至可能被放大。
因此,第三原则为元宇宙发展提供价值导

向,是一条价值论原则。 人文互利倡导元宇宙

里的人类个体之间平等互利、相互友善、和平共

处,也有避免和预防元宇宙暴力及犯罪之功用。
第三原则在过去的元宇宙研究中提及较

少,本文予以特别强调。
与元宇宙理念的“平行宇宙观” “融合宇宙

观”和“进化宇宙观”三类主流观点相比[18] ,上
述三大理论原则更能揭示元宇宙本质。 在这三

原则中,第一原则可谓元宇宙之本体论原则,第
二原则可谓元宇宙之认识论或方法论原则,第
三原则可谓元宇宙之价值论原则。 三原则组

合,正合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架构[18] ,
构成较为理想的原理系统。

2　 元宇宙研究的实用场景

在虚实互动、技术互联、人文互利三原则指

导下,元宇宙实用场景会因应用领域或应用时

空不同而有所差异。 元宇宙原则会根据各个实

用场景的不同而差别化赋能渗透进相关领域或

行业。 前期研究曾总结,基于复刻现实、增强现

实和超脱现实三种技术发展路径,在认知交互、
商业生活、工业生产、文化教育和数字经济等方

面,已出现元宇宙应用百花齐放的场景[19] ,这些

实用场景也可区分为工业元宇宙、商务元宇宙、
文化元宇宙、科研元宇宙、教育元宇宙、政务元

宇宙、医疗元宇宙等小类。 每个类别亦可再细

分或交叉融合成新的场景。 本文聚焦于近期发

展势头较好的工业元宇宙、商务元宇宙、文化元

宇宙、科研元宇宙、教育元宇宙、政务元宇宙,将
其作为元宇宙实用场景之代表或应用核心领

域,并归纳其特征(见表 1)。

表 1　 代表性元宇宙实用场景

元宇宙

场景类型
原始依托行业 前代场景 发展动力

特征指标[19]

元宇宙指数① 元宇宙时长②

工业元宇宙 生产制造业 工业生产 工业企业 高 高

商务元宇宙
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

政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电子商务 商业公司 高 高

文化元宇宙 文艺、体育、旅游和娱乐业 电子游戏 商业公司 高 高

科研元宇宙 科研和技术服务业 e-Science 科研机构 中 中

教育元宇宙 教育和培训服务业 学术传播 教育机构 中 中

政务元宇宙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业 电子政务 各级政府 中 低

　 　 注:①元宇宙指数:元宇宙硬件渗透率指标。 指代以 C 端用户拥有(或经常使用)元宇宙专门入口硬件设备(VR/ AR
等)的比率。 ②元宇宙时长:元宇宙化应用指标。 指代 24 小时中人们使用元宇宙应用、进入元宇宙度过的时间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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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期研究曾提出的元宇宙特征指标衡

量,本文将工业元宇宙、商务元宇宙、文化元宇

宙合称为产业元宇宙,将科研元宇宙和教育元

宇宙归并为科教元宇宙,与政务元宇宙一道作

为讨论实用场景的核心代表,阐释贯通理论原

则与实用场景。

2. 1　 侧重虚实互动的应用场景

虚实互动是元宇宙的第一原则,也是第一

特征。 以产业元宇宙为例,作为“万物皆数”的

具象化,元宇宙可以在数字空间中对现实的生

产环境进行实时模拟和监测,并通过虚实交互

设备进行现实和虚拟场景的双向数据传输。 数

字孪生式的场景协作和仿真监管的生产运作,
为规模化提升制造业产业链的生产和沟通效

率、提升研发效能提供了便利。 尤其是在研发

领域,产业元宇宙可以将开发者的创意在数字

空间自由交互,实现集聚性的开发,并通过虚拟

产品的空间测试,减少传统研发中的测试消耗。
人类知识和智慧跨越虚拟和现实的边界进行互

动传输,是元宇宙虚实互动第一原则的内在本

质,也是其实现以虚促实的路径根基。
元宇宙带来的知识交流革命,也出现在科

研和教育领域。 两大领域均是以知识的集聚为

核心,因而科教元宇宙可看作元宇宙之研发引

擎,其他元宇宙应用的落地往往以科教元宇宙

为奠基。 目前科教元宇宙已在各类科普场馆,
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以及各类教育教学

的场景中应用。 科教元宇宙持续不断的创新将

是元宇宙长期发展的后盾,其未来元宇宙指数

和时长适中,适宜作为元宇宙理想模型。 一个

集成的科教元宇宙模式,是以教育者的跨时空

协同为目标。 在科教元宇宙中,虚实互动原则

体现为真实场景科教(如线下授课等)及虚拟环

境科教(如网课、网会等)并存;技术互联原则体

现为试验或实验中的所有元宇宙支持技术互联

互通;人文互利原则体现为教育的人文关怀和

科研的人文理想。 显然,科教元宇宙可以分解

为相对独立的科研元宇宙、教育元宇宙等子系

统,各子系统又能进一步分解,如教育元宇宙又

能进一步展开为大学元宇宙、中学元宇宙、小学

元宇宙等。

2. 2　 侧重技术互联的应用场景

元宇宙本身,以数据要素等资源的大量生

成和价值化为辅助,为精准挖掘人民群众的生

活诉求,提供了具有体验感的真实的消费数据。
以产业元宇宙的发展为例,元宇宙可通过用户

的使用体验和诉求方案,借助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混合现实等手段,拓展生产、消费发展的时

空边界;在以虚实交互的手法推动传统文化、休
闲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以针对性的文艺、旅
游项目投入与改造为依托,让文化、休闲产业在

内容产品丰富度、消费体验多元化、主体交互多

模态层面, 依据用户的偏好, 精准对接消费

需求。
技术互联的另一个特征是实现应用场景边

界的融合。 在纷至沓来的场景更新之中,元宇

宙以统一的思想,将其集聚于统一的线下场景

之中。 产业元宇宙是电子商务的升级,也是推

动元宇宙兴起的内部动力。 任何应用如果没有

商务价值,或将失去可持续发展力量。 在元宇

宙实用场景的落地中,产业元宇宙必将起到基

础推动作用。 产业元宇宙的指数和时长指标均

高,能为推动者带来的经济利益也较为丰厚,这
让各类商业公司愿意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和

探索。
在产业元宇宙中,虚实互动原则体现为实

际生产、销售、服务等商务活动与电子商务的融

会贯通。 以技术赋能商业综合体的空间和场景

再造,在商、体、文、旅的综合价值取向中,用技

术推动线上与线下流量的聚拢,从而以组合式

创新实现用户与实体经济的价值关联。 在虚拟

和实体街景中开展购物、买卖等各种商务活动

正在成为元宇宙中人类的日常生活体验,产业

元宇宙的实用场景也是未来社会的组成部分。

2. 3　 侧重人文互利的应用场景

人文精神在技术革命时代的生长,一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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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都是各界关注的要点。 元宇宙第三原则———
人文互利,是前两个原则的基点。 通过虚实互

动与技术互联,元宇宙将冲破前一个技术阶段

中人类物理空间意识与虚拟空间精神二维化的

壁垒,实现个体本位与价值获取的统一。 因而

可以理解为,元宇宙的进展实质上是追求价值

回归到个体之上。 以数字人为例,新型的数字

偶像、数字员工等的出现,也未尝不是将人类从

低创造力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投身于更具

创造性的经济活动中去,或是使人类能够自由

掌控物理空间的存在和个体智慧的实现。
政务元宇宙作为一类典型的元宇宙应用场

景,可通过精简和一体化政务处理程序,使得个

体能够减少繁琐的办公流程。 尤其在实现共同

富裕、消弭贫富差距及数字鸿沟等方面,政务元

宇宙以信息透明、流程可见、智能交互等形式,
使得政府更有精力去解决复杂、艰难的民生难

题。 其主要场景是政府利用各类数字技术提升

治理和服务水平,这一场景也是智慧城市的有

机组成部分,集成了未来社会的主要元素,其元

宇宙指数中等,虽然元宇宙时长较低,但在政务

元宇宙建设过程中,政府的强势介入将形成强

大的推力,这将极大地推进政务元宇宙的落地

发展。
在各种元宇宙实用场景中,图书馆元宇宙

是一个独特的应用,下文专门展开讨论。

3　 图书馆元宇宙的理论与应用

图书馆元宇宙将继承数字图书馆和智慧图

书馆之精神并集成其应用,把实体图书馆和虚

拟图书馆整合成虚实互联的创新创意空间。 图

书馆元宇宙很可能既是联接科教元宇宙的后

台,也是联通文化元宇宙的场所。 其元宇宙指

数较低,对用户端硬件设备需求较小,有望成为

元宇宙发展的突破口。
图书馆元宇宙暗合书理学[9] 架构,书理学

框架下图书馆元宇宙的实用场景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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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书理学框架下的图书馆元宇宙

　 　 “书—人—用”轴心不仅适合用作传统图书

馆和数字图书馆的理论基础,而且适合作为图

书馆元宇宙的理论解释。 “书”扩展出信息资源

空间再造,“人”扩展出数智人[20] 与生物人的集

成,“用”则转化出交互创造向社会赋能。 书理

学三原则“书是基础” “人是关键” “用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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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对应图书馆元宇宙的数字资源是基础、数
智人是关键、交互创造是目的的基本理念。 在

图书馆元宇宙中,虚实互动原则体现为图书馆

实体资源和数字资源的集成互动,技术互联原

则体现为机械电子技术与数字网络技术的联合

应用,人文互利原则体现为一切以用户便利为

归依的服务设计。
同时,元宇宙为书理学提供了一个施展平

台,元宇宙框架下书理学的理想也可以获得最

大程度的升华,进而不断开拓扩展,还可结合数

据—智能—创造整合论[20] 对图书馆元宇宙进行

更深入研发。

4　 讨论:元宇宙之哲学意境及判识标准

哲学思考无疑面向终极关怀,元宇宙研究

也不能没有终极理想,因而必然与哲学关联,甚
至产生元宇宙哲学。 因此,元宇宙哲学思想[21]

值得借鉴并发扬光大。
元宇宙将创造一个“浸身式互联网” ( Em-

bodied
 

Internet),用户真身与替身( Avarta)并存,
在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和混合现实等技术支持

下,替身创设、内容生产、社交互动、在线游戏、
数字支付等构成一套庞大的自成一体的生态系

统。 人类思想逼真地沉浸在数字时空里,展开

创造性协作互动,在虚拟与现实、生存与幻灭、
精神与物质之间转换,哲学意境必然焕然一新。

在未来的元宇宙中,传统哲学精神将被重

新审视,新型哲学思想可能由此生发,数智人[22]

之精神可望引发新哲学。 理论原则与实用场景

结合,既能“致广大而尽精微” (语出《中庸》),
又能“极高明而道中庸”(语出《中庸》),本身就

是一种哲学意境。
关于社会整体进入元宇宙的判识标准,最

简洁的是采用 50%原则:只要进入元宇宙的人

口大于等于现实人口的 50%且每人平均网上活

动时间大于等于 50%个人有效时间,则社会进

入元宇宙时代。

此外,元宇宙与 Web3. 0 正在互补互动中升

华,值得后续深入研讨。

5　 小结

元宇宙降临,新进化开启。 元宇宙的进程

是人类从物理空间生活迈向数字空间永续的

“大航海”与“大迁徙”。 大航海是为了寻求新空

间,大迁徙是为了获得新生态。 当元宇宙的理

想成为现实,或许人类将正式开启“数智人”进

化的旅程[22] 。 当然,前提是整个人类中的绝大

多数人,没有在色彩斑斓的数字世界里走向

虚无。
学术界应当成为社会发展最后的守望者。

虚实互动、技术互联、人文互利三大理论原则及

实用场景可望为元宇宙研究提供导向,为元宇

宙研究发展提供一种视角的支撑,为元宇宙社

会进程守望一个光明的未来。 元宇宙研究也可

能以三大理论原则为基础不断拓展新场景、实
现新突破。 元宇宙的发展,也是以解决社会发

展的基本矛盾为目的,以人类精神与智慧的交

互便利度提升为导向,外化为各类具体的场景,
如政务元宇宙、产业元宇宙、科教元宇宙、图书

馆元宇宙等。 本质上看,元宇宙是一场信息交

互模式的变革,其代表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或某一产业阶段,而是一类关于社会与文明演

进的态度。
图书馆元宇宙等场景皆能相对独立地开拓

创新,呈现出丰富的元宇宙景观,为元宇宙提供

多姿多彩的未来。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推进

中,元宇宙的虚实互动和技术互联都是现象,而
人文互利则是其将价值回溯到个体之上的根

基。 对生产者、创作者、消费者而言,终极目标

均是人类意识在多元身份的交互中不断实现自

由。 人类意识无限接近于世界的本质,意识也

将反作用于物质,使人以更具创造力的形式,以
数字世界的无限创新,推动现实世界的和谐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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