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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醒客作为互联网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对新闻门户模式以来的国内网络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也对全
球范围的互联网现象进行了解释，《裂变》从互联网走到了互联网之外，阐释了互联网对人文、科技
和经济产生的深刻影响。
——陈彤新浪网执行副总裁、总编辑因决而裂，因变则通所有进步都是对过去的决裂，只有变化是永
远不变的！
科技总是先于人的掌控能力而发展，正如推土机将高山夷为平地，地表被撕开，留有无数的裂痕。
从火药、原子弹到克隆人，驱动人类社会的庞大机器，会制造多深的裂痕？
、我们不排斥“裂痕”，它是对现状的描述，是对过去颠覆的记录，还是未来的开始。
“裂”不是被动的破坏，它是释放自由的开始，是主动诀别旧秩序，是不断分解最小的关联，直到原
子被打破，生发出无比的核裂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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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未来学的经典之作，它从生物进化论、传播学、社会学、科学、经济学和哲学的角度，全方
位预测了互联网将给人类未来的文化、科技和经济带来的深刻变革，极富前瞻性和预见性。
更重要的是，它深入分析了促使这些变革产生的深层驱动力，发人深省。
　　人因沟通而存在，互联网正在颠覆人类的沟通方式。
未来，人类存在的方式、意义和价值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人类存在的终极形态是数字灵魂吗？
上篇——“交流的彼岸”对这些问题给出了有意义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人性化，提升工作
、生活、学习和娱乐的品质。
　　时空关系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它的变化直接反映了人类社会演进的步
伐。
为什么工业社会几百年来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流程化体系会在互联网时代突显出瓦解之势？
几千年来，人类的社群关系从农业文明的熟人社会发展到工业文明的契约型社会，在互联网时代，为
何又体现出回归到熟人社会的趋势？
社群关系存在的理想形态究竟是怎样的？
中篇——“流程的终结”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阐述了秩序的重构为何是时空关系、生产关系
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变革，指明了世界进步的方向。
　　为什么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华尔街的天才经济学家们会出现集体误判？
因为传统经济规则存在的前提——价值分配方式和供需关系在互联网时代正濒临失效，新的经济规则
正在诞生，财富和价值将被重新定义，泛商业时代即将来临。
下篇——“价值的支点”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入微地分析，指出了世界平衡的新基点和以保障世界能够
沿着稳定可持续的路线前进。
　　本书宏观上具有足够的广度和高度，微观上又十分通俗易懂。
精心组织了大量说理性的故事，108位个性鲜明的人物贯穿其中，趣味性和可读性极强。
　　通过本书，我们一起读懂世界，看清未来。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裂变>>

作者简介

醒客（Thinker），本名陈世鸿，互联网战略顾问。
曾供职于新浪网、中华网等门户网站，主管网络运营与产品研发。
在网络社区传播、视频多媒体、电子商务以及手机无线领域有着资深的从业经验，是互联网领域重要
的战略思考型实践者。
同时，他还是科技财经专栏作家，互联网独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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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其实我更想表达的是：这不只是一个找答案的地方，像“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
老和尚讲故事”一样，只为追溯故事的起源。
这是改变的开始，就像看一本书，开始以为是本小说，看着看着，潸然泪下，最后发现，那是命运的
预言，不仅告诉你过去，还教给你未来。
科技，互联网，人文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技驱动人类从必然王国中走出，一步步摆脱生存的困扰
。
从人猿的匍匐前行到火箭的第一宇宙速度，以时空效率数量化标度的科技水平得以千万倍地提升；当
徒步1小时行走5公里的人们骑上自行车，十倍的效率给予了十倍的信心；当飞船载着百万年的梦想奔
向云霄，人类几乎冲破时空束缚的边界！
科技效率，一直激动人心的旋律，缔造着物质文明的丰富。
然而，丰富真是人类的终极诉求吗？
拥有与包袱的区别在哪里？
何处才是物欲的尽头？
效率能否支撑人类一直向前？
互联网——科技效率极致的见证，将远至跨越星球的沟通，实现在人来不及分辨的转瞬之间。
如果，人的感官本身有着生物学的限制，效率的提升是否还有意义？
效率的终点又在哪里？
我曾经想，驱动人类进步的动力到底与什么有关？
文明的发展，有着诸多不同的解读方式，从科技到文化，历程曲折而复杂。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什么？
如果互联网只是一种科技现象，那上帝该有多么的奢侈，让一个如此精美的作品，只成为理科生意念
的玩物。
我们不止于解析那些在微观上看上去毫无规则、在宏观上又极具规律的故事，我们想知道，蝴蝶的振
翅到底与哪一次海啸有关。
互联网不该只是技术的，不能简化成内容和工具，它应该属于生活本身。
互联网的真正深刻之处在哪里？
人类正经历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信息的交流正在替代物质的流通，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决定者
，信息的流向不再受制于传统的时间和空间。
与之前的任何时代相比，空间、时间的概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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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读中学的时候，在物理书上学习到电子的静止质量是9.11×10-28克，即一千亿亿亿分之一克。
电子静质量能够如此精确地测量，在感叹科学精巧的同时，我有些迷惑，因为，精确的电子静质量意
味着，所有的电子具有相同的静质量。
上帝真是个神奇的农夫，他播撒的种子长着完全一致的果实。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考虑，太阳与地球相距这么远，你能顺理成章地接受“它们上面的电子静质量会完
全相同”的结论吗？
要知道，相邻两株稻谷上的颗粒，它们的质量都不会相同呢，这是巧合还是必然呢？
如果在大街上看到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我们会怎么想？
通常，只有双胞胎才会长得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他们是同一个妈妈生的，来自同一个
地方。
太阳和地球上相同的电子也来自同一个地方吗？
如果宇宙里所有电子都具有相同静质量是个事实，可以得出“宇宙从同一个地方演化出来”的结论吗
？
这个图景，倒是吻合了宇宙大爆炸学说。
那些在同一个农场培育出来的优良种子，随着播种到各地会慢慢出现差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差
异将越来越大，时间、空间的隔离越大，维持相同性的难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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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醒客作为互联网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对新闻门户模式以来的国内网络新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也对
全球范围的互联网现象进行了解读，《裂变》从互联网走到了互联网之外，阐释了互联网对世界社会
、科技和经济将产生的深刻影响。
 ——陈彤新浪网执行副总裁/总编辑 “互联网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它正在完成从使用工具到生活方
式的角色转变。
它究竟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变革？
它究竟将引领世界走向何方？
《裂变》一书从人文、科技和经济三个方面给出了答案，书中大量的分析和预测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会
变成现实。
” ——曾明发中国网民文化节组委会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副秘书长 未来不可知，互联网
的未来更加不可知，中国互联网的未来极端不可知。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想象一下那个未来，并在想象中，愉悦着，美好着。
 ——keso5Gme.com创始人、著名IT博客作家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本书具有独特的视角和开放
的思维，帮助读者变得更加明智。
互联时代，一定要“先立足未来，现在才有意义”。
“裂变”，让你“看得见未来”！
  ——唐彬易宝支付（YeePay.com）CEO兼联合创始人 农业文明使人类结束了流浪式生存而进入定居
社会；工业文明使人类征服自然从而创造出财富社会；信息文明的崛起将如何影响社会？
本书带领我们预测人类社会因互联网的存在而在人文、科技、经济领域发生的三大变局，以文字解读
世界，用进化的观点看清未来。
 ——潘海东互动百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 互联网时代，个人变得很渺小，
却也可以很巨大。
关键在于是否能够从宏观角度看待自我价值，并借由互联网实现人人都有影响力，本书可以带给你一
个全新的思考与观察角度。
 ——邹明凤凰网副总裁 从宏观领域谈论互联网冲击的著作并不少见，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关注
的出发点是我们每一个人，甚至微观到“字节”和“原子”层面。
无论你是否已经感受到“裂变”带来的巨大颠覆性，但你的生活已经因此而改变。
 ——朱研环球网执行副总裁 人类因为沟通而存在，文明因交流的方式不同而改变前进的航程。
本书从沟通和传播的角度讲述了互联网对人类生活方式的颠覆和影响，媒体的形式、价值和地位将随
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而重新洗牌。
作为一个从事过广播与电视的媒体人，我们应该深思如何去承认并迎接这场即将到来的变革？
本书会给我们带来崭新的价值视角！
 ——夏青中央电视台记者/编导/主持人  想了解互联网带来的社会、文化、科技的变化究竟有多深刻，
本书将是你的不二之选。
市面上讲互联网未来趋势的书不少，但从哲学高度来讲的图书，这应该是第一本，需要细细品读。
2010年我将《IT时代周刊》定位于精品年，我相信这本书也会成为2010年图书出版领域里的精品之作
。
 ——曹健《IT时代周刊》总编  这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它是“跨界”思考的典范。
作者在各个领域的知识积累成就了本书的丰富与生动，很多道理让人可以在轻松的故事之后深入理解
。
同时也诧异于作者到底“高龄”几何以有时间形成这样的多角度、多学科的积累和思考？
 ——康路《商学院》杂志编辑部主任 我们离不开快餐文化的高效率，也需要沉静思考的深度，《裂
变》是适合反复品读的人文、科技的文化慢餐。
 ——李峥嵘《北京晚报》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类的交流更加快捷方便了。
但是，人类有了互联网，孤独感却仍排解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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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什么？
互联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的生存境况？
类似问题，本书不但提了出来，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作者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有很高的哲学价值，可他不是哲学专业出身——这点很值得庆幸，因为换成哲
学专业人士，是很可能意识不到这些问题的。
要知道，在哲学领域，如果能提出有质量的问题，即使无法解决它们，也算是立了一大功，因为有质
量的哲学问题差不多都无法解决。
 互联网来到中国已有很多年了，难得有一位像醒客这样有过专业经历的思考者，从哲学高度对互联网
与人类生存状态的影响进行了反思，本书算是立了一功。
在互联网行业多年的实务经验，让作者的思考有着更为扎实的事实支撑。
书中的108个小故事通俗易懂，以小见大，避免了一般哲学论证的枯燥，的确是难能可贵。
 ——郑挺颖《青年参考》  人物是世界的灵魂，通过本书的108个人物，读懂人文与科技的未来世界。
 ——薛芳《人物周刊》 许多故事的背后，思考驱动着真相浮现，《裂变》通过108个故事，演绎思考
的力量。
 ——曹飞跃《Vista看天下》 《裂变》是一本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书，它将彻底改变人们对未来的看法。
 ——张静《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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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裂变:看得见的未来》：我们今天熟悉的，却未必真的了解，我们明天憧憬的，又未必真的陌生。
在这里，读懂现在，看清未来！
世界正走在裂变的路上，我们将去向何方？
20大门户和社区网站一致鼎力推荐15位来自互联网和媒体领域的资深专家联袂推荐20世纪70年代，托
夫勒开创了未来学先河，《未来的冲击》从社会解读未来；20世纪90年代年，尼葛洛庞帝描绘出了数
字化时代的美好蓝图，《数字化生存》从科技解读未来；今天，醒客的《裂变》将从社会、科技、经
济的角度全面解读人类的未来。
【《裂变:看得见的未来》语录】：所有进步都是对过去的决裂，只有变化是永远不变的！
世界正走在“裂变”的路上，因决而裂，因变则通。
裂变是交流演化的核心：从最初面对面的直接沟通，到今天海量的互联网信息，交流的固定性被打破
，在形成丰富性的同时，也带来了面对纷杂信息的焦躁，人们需要突破孤独释放更多的自由。
裂变是时空演化的核心：信息化对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冲击，世界裂解得“破碎”了。
数百年来工业界赖以存在的流程化方法，由于时空“破碎”而面临失效的危险。
微观的变化也会反映在宏观的社会关系上，“重构”是时空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全面的变革。
裂变是价值演化的核心：生产与消费随着社会分工的到来而分离，随着稀缺性的消失价值难以在生产
与消费的交换中实现平衡，价值本身也分裂成两个侧面：生产价值与消费价值，随着动力从生产价值
转向消费价值，社会分工也向人性化回归。
如果互联网仅仅作为工具存在，就太可惜了，生活在网络上，那才是互联网的真正价值。
寂寞与生俱来，需要不停地向外彰显自己的存在，意识自私性是孤独的原因，人，一直在挣扎摆脱孤
独寂寞的战斗中。
人与机器通过网络融为一体，延伸着我们的存在和知觉，具有图灵意义的网络也在分享我们的存在，
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
邻居变得越来越陌生的背后，空间的连续性被打破，现实的空间正在被解耦（解构）工业化的基础是
契约与流程化，空间解耦正在动摇工业化赖以存在的基础。
信息虫洞，让中间环节消失或者变得透明，不管真实空间有多大的距离，服务者和消费者仅隔着一层
薄膜。
互联网正在重构工业社会以来奠定的时间与空间秩序，世界正走在熟悉到未知的关口上。
人类正经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换，当空间、时间被解耦之后，伴随着碎片化，过程的优化逐渐被
海量的精确交换取代。
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正在从过程模式向交换模式转变，世界正在从过程器（Processor）转变成交换器
（Switcher）。
以物质占有为前提的价值（财富）观念，越来越不适应新的时代。
当富足供给遇到需求饱和，不恰当的金融手法推波助澜，灾难正在到来。
用户服务的诞生，打破了传统商业从生产者向消费的单向流转的格局，未来服务将出现双向以及多向
化，生产者、消费者的角色将会淡化。
物质文明匮乏的时代，金钱或者说通货，“万能”地代表了对潜在稀缺的恐惧。
时间经由一维的方式，不可回溯地，固执地单向前行，世界的尽头在哪里？
互联网时代以来，沟通越来越方便，而我们为什么会越来越寂寞？
为什么工业社会几百年来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流程化体系会在互联网时代凸显出瓦解之势？
为什么在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华尔街的天才经济学家们会集体误判？
是因为他们所掌握的传统经济规则失效了吗？
互联网正在颠覆人类的沟通方式。
未来，人类存在的方式、意义和价值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几千年来，人类的社群关系从农业文明的熟人社会发展到工业文明的契约型社会，在互联网时代，为
何又体现出回归到熟人社会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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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支撑人类社会正常运转了数千年的价值分配体系和经济规则会在互联网时代不再正常发挥作用，
而面临失效的危险？
我们的电话经常跨越大洋，而为什么从来没有尝试过联系我们的邻居？
互联网出现以后，咫尺与天涯的区别正在改变，空间被解耦，相邻性消失，这对现有的工业化大生产
意味着什么？
互联网时代，需求饱和遇到富足供给，谁将成为工业经济的救赎者？
基因自私性是生物进化的动力，意识自私性是文明进化的动力，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人不再孤立存在，
它将如何改变人类文明进化的进程？
免费不是真的免费，是因为按照传统市场的计价方式，难以评估其真正的价值，银行的存款对于打猎
的屠户意味着什么？
互联网使得服务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企业间的合作会因此而发生怎样的变化？
旧的秩序正在瓦解，旧的规则将面临失效，新的秩序和规则是否正在建立？
面对未来的“变”化，我们是手足无措，还是应该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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