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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忧、策略与螺旋式演进：语境崩溃情境下

聊天截图的传播实践

袁星洁，季凯华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Ｗｅｂ２．０时代，手机和社交媒体已然成为用户分享生活的“基础设施”，分享聊天截图成为数字生活的一个
部分。通过引入技术可供性的分析框架，以聊天截图为研究对象，发现聊天截图背后技术的内容可供性、传播可供性、

情感可供性加剧了信息不可控的困境，使用户的隐私、表达自由等受到损害。用户在语境崩溃情境下与这些可供

性作斗争并进行策略性调整，引导着技术的不断完善，期望于新的社交规范、平台规则、法律规制的建立以重获控

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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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ｅｂ２．０时代，手机和社交媒体已然成为用
户分享生活的“基础设施”。移动端的普及和发

展让截图传播更便捷，分享聊天记录的社交方

式已经成为用户数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但与此同时，用户并不知道传播的聊天截

图会流转向何方，又会被谁观看，带来哪些意想

不到的后果。传播学者丹娜·博伊德提出的

“语境崩溃”概念，描绘了在这个情境分离愈发

难以实现的社交媒体时代，多重情境的并置和

重叠让个人很难管理好自我呈现的困境，很好

地概括了这种现象。本文重点探讨语境崩溃情

境下基于聊天截图可供性的人与技术互动，尝

试解读在语境崩溃情境下自我呈现的控制危机

从何而来，聊天截图及其背后技术的可供性在

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面对技术可供性，用户

采取何种行动建构其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性，技

术又对此做出什么反应。如此，人与媒介技术

的关系才得以展开。

一　问题的提出：研究缘起与理论框架
（一）作为新社会情境的语境崩溃

语境崩溃由丹娜·博伊德最先提出，她强调

当技术夷平多种语境的边界，将不同语境中的多

样受众融为一体时，就发生了语境崩溃（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其思想资源来自于符号互动论中对
“情境”的研究。在欧文·戈夫曼（１９５９）生活的
时代里，情境具有独立性，通过隔离观众、分离情

境等方式形成了“前台”和“后台”。梅罗维茨

（１９８５）则从消失的地域里敏锐地察觉到了情境
的变化，在电子媒介的影响下，先前戈夫曼时代下

情境的独立性已经不复存在，前、后台开始相互渗

透融合形成新情境“中台”，人们的行为模式也随

之改变。到了社交媒体时代，人际传播和大众传

播的情境交叠在一起，情境的融合达到极致。博

伊德认为这是平台可供性的必然结果，蕴含了从

符号互动论向平台可供性的转向。但在具体的研

究中，这种静态的阐释取向往往无法顾及人与技

术的关系，相对忽略了行动主体的主动性。学者

韦施则坚持了符号互动论的研究传统，认为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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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的并置重叠，让语境崩溃这种现象本身逐渐

成为一种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新社会情

境①，避免了博伊德二元对立或者二元调和的实

际困境，从而得以动态地呈现人与技术的关系。

沿着这种语境崩溃的阐释取向，人与技术都

是语境崩溃这一新的复杂社会情境中的行动者，

而新的社会情境又在人与技术的互动中扮演着重

要的中介角色。因此，需要将新的社会情境视为

人与技术关系建构中的必经环节，并回到语境崩

溃的情境中观察技术的使用，进一步讨论人的能

动性以及社会情境建构过程中所蕴藏的多种资源

与复杂性②。人与技术的可供性，只有在这一情

境中遭遇（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并彼此感知、互动，关系意
义的可供性才能建构和生成。

（二）聊天截图与技术可供性

１．可供性及其理论面向
２０世纪后半叶，美国生态心理学家詹姆斯·

吉布森提出了可供性的概念。他认为可供性源自

主体对效用的主观感知与对象的客观特质之间的

相互作用，它构成用户在特定场所行动的可能

性③。在传播研究中，其被应用于探讨媒介技术

对具有特定感知和技能的用户所具备的行动之

可能。

可供性视角是一种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视

角，旨在重新认知用户与技术的关系。它没有优

先考虑技术决定论或社会建构主义的技术理念，

而是以生态性（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而非工具性（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
ｔａｌ）的思路去看待技术的角色，强调社会和技术
参与者之间在微观层面的互动。它与二者之间存

在本质分野，这种分野首先表现在可供性是相互

的而非单向的，用户与技术之间相互建构与影响。

一方面，用户感知技术可供性并接受引导④；另一

方面，用户也会基于技术可供性做出相应的社会

文化选择。其次可供性对技术要素的评价更为中

立、审慎，强调技术的“可能性”而非“决定性”，这

些“可能性”也使得技术的诸种实践同时兼具积

极与消极的影响。最后，可供性是动态的、相对

的，情境是其中的关键变量。技术带来的行动可

能性是否存在以及如何表现，会因行动主体或技

术所处的情境差异而不同。因此需要对抽象或具

体的技术所具有的可供性进行情境化的分析，以

解释特定技术在具体环境下的行动可能性⑤。

２．聊天截图背后的技术可供性
聊天截图的技术可供性，生成于语境崩溃情

境下人与技术的遭遇与互动中（如图１）。在此种
情境下，技术可供性为用户的聊天截图实践提供

了多种可能，具体有传播可供、内容可供和情感可

供等，这些可供性引导用户完成聊天截图分享，并

产生不同的结果。如在公共事件发生时，承载了

一定信息量的截图发布到网络中，很容易激起层

层涟漪（传播优势扩散），并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但同时也可能造成个体对自己内容丧失掌控和隐

私、自由受到戕害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面对技

术可供性引发的控制危机，用户并非完全被动，他

们会采取抵抗、协商、合谋等多种策略或隐含或明

确地与这些可供性作斗争。技术亦会在不断纠偏

中提供新的更适合的可供性，继续引导下一次的

主体实践产生新的结果。

图１　聊天截图可供性框架逻辑

二　失落的控制：语境崩溃情境下聊
天截图技术可供性的隐忧

在众多热点事件中，聊天截图是社交媒体上

引爆舆论的传播密码，这得益于背后技术可供性

的强大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使这些可供性下的

用户面临着能否控制聊天内容传播的危机。聊天

截图背后技术的内容可供性、传播可供性、情感可

供性等加剧了信息不可控的困境，在可伸缩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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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性、可传情性下，用户的表达自由、语境的

“灵晕”及隐私等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损害。

（一）传播可供：可伸缩性下被反噬的自由

在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境下，聊天截图天

然具有可分享的传播可供性。用户会将聊天截图

分享给亲密朋友，也可以分享给不知名的陌生人。

这种传播可供蕴含的强大能量，在包丽、王思聪等

聊天记录事件中可见一斑，但也因此带来了新的

权力问题。

在无中介的空间中，个体在面对面的交流中

保留着对自我呈现的控制。社交媒体的出现，使

得个体对自我呈现的控制更为得心应手。例如在

微信上的人际互动中，个人可以控制情境，具体来

说主要是控制时间和关系网络，从而灵活地进入

不同的对话区域，避免矛盾与冲突。但聊天截图

的出现让这种控制落空，截图技术可分享可伸缩

的可供性，延续了信息的可访问性，实现了可见性

的权限转移，用户可以访问在广泛的空间和时间

范围内持久存在的内容，成为当事人眼中“看不

见的受众”。

试想一下，与你聊天的人不需要对你有任何

事先通知，随时可能对聊天记录悄无声息地截图

并将其传播出去，供隐匿于屏幕另一方的无数看

不见的受众观看。而对因此造成的“你”形象坍

塌，截图者很大可能上不必付出任何代价。仅仅

是这种想象的泄密风险，就已经能带来一种被监

视的压力，造成了权力上的不平等。与此同时，聊

天的另一方也会陷入相同的恐惧和不安中，这种

“想象中的监视”（ｉｍａｇｉｎｅｄ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让社交媒
体的用户仿佛置身于韩炳哲笔下的数字化全景监

狱。互联网多节点的网状分布结构的可供性，让

每一个用户都能够成为监视者，也实现了对所有

人的监视。这里的“囚犯”既是受害者，也是作案

人。聊天记录随时可能会被公开，但何时何地被

何人公开都不能确定，这成为一把悬在每个人头

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

罚》中所阐述的，这种规训的权力来自于全景敞

视建筑“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监视
者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而被监视者彻底

被观看，但不能观看①。在此，观看成为一种权

力，外部的规则便渐渐变成一种被监视者自律性

的约束。被监视者将这种权力关系铭刻于自身，

成为自我监视的主体。在失去控制感的困境里，

这种想象中的监视会吞噬行动者表达的自由。

（二）内容可供：可复制性下异变的语境

纵观媒介的发展史，无数的技术和技巧被开

发出来使瞬间永存。文字的出现让人得以记录事

件，而摄影为捕捉转瞬即逝的瞬间提供了工具。

然而，正如沃尔特·翁所指出的那样，读写能力的

引入不仅仅提供记录，还改变了人类的思维和交

流方式②。瓦尔特·本雅明也曾提到，原真性指

的是艺术品当时当地在场的独一无二的存在③。

在机械复制时代，照相技术的诞生使艺术作品的

艺术形式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复制，然而它的灵晕

却无法再现。写作和摄影都为艺术作品提供了持

久性，但也改变了它们所捕捉的结果。聊天截图

在可复制性下丢失的“灵晕”便是语境。

聊天截图的可复制性让文本图像化成为一种

可能，线上交流的内容通过聊天截图实现了内容

可供。聊天截图这种技术物可以比单纯的文字交

流提供更多的信息，比如头像、备注、聊天背景、时

间、说话习惯、表情包语言、声音之间的互动等，逼

真地还原物质性特征，但这并不是说聊天截图能

够完全物质性地还原双方对话的语境。罗曼·雅

各布森在提出著名的“语言六要素说”时强调，在

交流中说话者（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ｒ）与受话者（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ｅ）之
间的信息（ｍｅｓｓａｇｅ）传递想要生效，离不开通用的
交流符号（ｃｏｄｅ）、交流双方的接触（ｃｏｎｔａｃｔ）以及
交流中多变的语境（ｃｏｎｔｅｘｔ）④。人际交往是在一
定的语境中发生的，语境是交流双方当时所处的

时空环境，包括周围的噪声、交流者的心境，还有

即时通讯软件遮蔽的非语言符号等。人们不可能

通过聊天截图提供的沉浸式体验，完全窥见更大

范围上当事人所处的关系、规范、文化等环境。因

６４１

①

②

③

④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２３年版，第２２７页。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９页。
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８页。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Ｒ．Ｃｌｏｓ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ｅｔｉｃｓ，ＳｅｂｅｏｋＴ．Ａ．（ｅｄ．）Ｓｔｙｌｅ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ｐ．３５３．



第２７卷 袁星洁，等：隐忧、策略与螺旋式演进：语境崩溃情境下聊天截图的传播实践

此当聊天截图作为公共展演出现时，不可避免地

会带来语境的异变。有时候，你觉得和朋友的某

段对话很好笑，所以截图发到社交媒体中，但观看

者可能无法获得同样的愉悦感。究其原因，是原

本一对一讲的笑话，此时被摆在了一对多的传播

渠道中，相当于把人际传播直接置换成大众传播。

这样一来，人际传播的“此时此地”性即语境就被

抹平了。在很多社会事件中，聊天截图可复制性

下牺牲的语境，让聊天截图前后的场景和背后盘

根错节的关系都无迹可寻，等待当事人的则是被

误解的命运。

（三）情感可供：可传情性下被侵犯的隐私

聊天截图反映了记录和保存精彩瞬间的情感

需求：娱乐、怀疑、愤怒、同情及欣赏等。在社交媒

体时代，情感要素成为截图社交行为的主要原因，

用户会因为与交谈对象有一段相互认同的对话而

选择截图分享，也会因为对一段文字信息存疑而

按下截图键。聊天截图在这些时刻成为了情感承

载的技术物，实现了情感可供。但与此同时，聊天

截图技术可传情性下的截图社交渐渐模糊了公共

和私人的界限，正在慢慢侵蚀个体的私人领域。

社交媒体改变了人群之间的互动方式，同时

也使亲密对象之间的互动复杂化。个体分享给亲

密的少数人看的聊天截图，往往会被公之于更大

的公共舞台，使人们感到自己的隐私受到了侵犯。

这与海伦·尼森鲍姆所界定的隐私概念相符，即

隐私权并不是一种对信息保密的权利，而是一种

“个人信息合乎适宜地进行传递”（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ｌｏｗ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权利①。换句话说，
隐私是指个人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哪些信息应该被

谁在何种情境下接收并知晓，强调的是个人对个

人信息的控制力。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用户会

通过社交媒体进行隐私设置来控制信息接收对象

的范围，以此消解自我表露和情感分享的隐私担

忧。但吊诡之处正在于此，尽管用户会在个人交

流中尽力维护自己对信息的控制感，以求得心理

上的隐私安全，但接收数据和信息的人对信息如

何处理，基本上是无法控制的。聊天截图技术的

出现，事实上剥夺了个体对自己聊天内容的控制

权，对那些处于聚光灯下的人来说，这种控制权丧

失造成的隐私侵犯似乎变得更为稀松平常，这从

小报媒体报道名人私人生活的方式看最为明显。

它们以受众渴望进入他人后台窥视的注意力为

“食”，网民通常把这种观看明星人物私生活的行

为称为“吃瓜”。这种戏谑的修辞遮蔽了背后严

肃的隐私问题，使越来越多的私人、半私人的聊天

记录，因情感需求被截图分享在社交媒体上，进而

产生失控的后果。可传情性下的截图社交，正让

个体处在一个没有隐私即没有对自己传播内容控

制力的社会。

三　抵抗、协商、合谋：语境崩溃情境
下用户的三重策略

聊天截图的可供性提供了“失落的控制”的

可能性，但这并非意味着社交媒体中聊天截图的

动态实践只是由技术可供性决定。相反，用户在

语境崩溃的情境下隐含地或明确地与这些可供性

作斗争，去规避失去控制感的不适并以此作为他

们技术参与的核心部分。对多样态聊天截屏行为

的观察发现，在具有目的性的媒介实践中，个体会

将技术的物质性、文化技术系统和日常生活连接

起来②，基于技术提供的可供性采取不同的行动

策略并做出相应的社会文化选择。具体而言，这

些策略可从抵抗、协商、合谋等三个维度展开，本

文称其为三重策略。

（一）抵抗：“圈地自萌”的时空隔断

在语境崩溃已经成为社交媒体的日常情境

时，抵抗聊天截图背后技术的可供性意味着对其

所嵌入和参与创造的“社会—技术系统”发起挑

战，因此时常会遭到挫折，显得异常艰难。例如用

户虽然无法保证聊天记录不被截图传播，却又无

法在当今时代做到“因噎废食”，即彻底断绝线上

即时通讯。退而求其次，也很难做到停止截图社

交的生活方式。因此，这种抵抗姿态一开始就带

着几分妥协的意味，仅仅能通过给媒介技术增加

限制或减少条件，让技术使用起来不那么方便有

效，以此消解可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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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牛静，董嘉，侯艳娇：《社交网络媒体信息传播中的隐私伦理问题探讨》，《东南传播》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宋美杰，陈元朔：《为何截屏：从屏幕摄影到媒介化生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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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崩溃本身就是一种多重情境的并置和重

叠形成的冲突情境，让用户很难像人际传播时代

那样管理好自己的自我呈现。在这种情境下，保

持对抗姿态重获控制感的关键在于分离情境，制

造情境的孤立性。因此，用户在微博平台分享聊

天截图时，大都会采取仅好友可见或者仅粉丝可

见，好友和粉丝的设置实现了戈夫曼笔下的“观

众隔离”，极大程度上保证了情境的可控。这种

策略在微信朋友圈里表现得更为典型，用户在分

享聊天截图时，通过标签框定观众，往往还设置三

天可见的时间限制，同时还划分了何人可见和何

时可见，实现了一种圈地自萌的时空隔断，规避了

由于语境崩溃造成的时空冲突感，将原本需要面

对的来自不同时空的“看不见的受众”成功转化

为“可控的受众”①。正如戈夫曼所言：“表演者、

观众和局外人都会使用各种技术来维持表演，设

法避免可能的崩溃，或者纠正未能避免的崩溃性

事件……剧班倾向于挑选忠实的、遵守纪律的、谨

慎的成员，并且巧妙地选择观众。”②这一行为一

定程度上恢复了原有的“表演秩序”，重获了失去

的控制感。

（二）协商：“有言在先”的情境阐明

虽然用户可以通过分组标签、设置权限、屏蔽

等方式实现圈地自萌的时空隔断，但这种分隔规

则的机械化与扁平化，与个体对语境与自我多维

角色的灵活展现、人际交往情境的动态变化是相

违背的③。因为即使是处在朋友圈同一个分组里

的朋友，彼此的关系还是亲疏有别的。比如同样

是处于同学这一分组中，有些同学和你很亲密，有

些同学和你关系很一般，如何处理便会变得棘手。

此外，当个体把聊天截图传播出去之后，框定的粉

丝或好友就是聊天截图的“共同拥有者”，因此任

何一张聊天截图都有可能被阅读并传播至更大的

圈，信息的传播范围及其影响无法预知。

抵抗姿态下的策略在社交媒体的可供性下并

不能做到计划中的密不透风，社交媒体的机械化

设置以及传播的可供性决定了语境崩溃只能被缓

解，而无法被根除，于是偏向妥协的策略因显得更

贴合社交媒体的实际而愈发受到青睐。越来越多

的社交媒体用户在分享聊天截图时，会详细地阐

明聊天发生时的具体情境，通过在截图上添加文

字、或者在评论区和图片配套文案上补充详细的

人际语境线索和情境语境线索，来与“矛盾、不确

切、误导性语境线索”的数字社交语境协商。这

种“有言在先”的情境阐明，起到了一种类似于社

交媒体上流行的“防杠申明”的效用：既然无法完

全消除语境崩溃的存在，便与这种可供性协商，并

主动补充情境，以最大可能地减少被误解的命运，

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应对策略。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协商策略也会被人利用，起到相左甚至完全

相反的作用，一些谣言就是在仅有几张聊天截图

的情况下看图说话，用文字补充虚构的情境达成

自己的目的的。

（三）合谋：“为我所用”的技术造假

在珍妮·Ｌ·戴维斯和内森·朱根森看来，
语境崩溃分为语境合谋（ｃｏｎｔｅｘｔ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ｓ）和语
境冲突（ｃｏｎｔｅｘｔ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ｓ）两种类型，两者在过程
和结果上截然不同，最主要的区别是意向性。前

者是社会行为者故意瓦解、模糊和扁平化语境的

过程，后者则是无意的语境冲突。

面对聊天截图所嵌入和参与创造的“社会—

技术系统”，抵抗和妥协都犹如逆水行舟，有着不

小的阻力。更常见的情况是拥抱其可供性，主动

出击，为我所用，避免无意的语境冲突，有意将利

于自己的语境进行勾连。如在“罗冠军事件”中，

梁颖在微博上以“加油吧Ｖｉｃｋｙ的账号”发布经过
截取后对自己有利的片段式聊天记录，塑造了自

己的受害者形象，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截图

的技术意向结构是切割，这注定了截图的片段化

和割裂性。而用户在社交媒体上选择聊天截图分

享时往往会掺入个人鲜明的目的性，此时，社交媒

体是最合适的实现语境合谋的空间，片段化则是

极佳的传播策略。除了这种策略，还有用户瞄准

聊天截图物质本身进行技术造假。聊天截图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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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吕行，金忻淳：《“何人可见”与“何时可见”：双重语境崩溃下社交媒体用户的自我呈现管理———一项对于微信朋友圈可见性控制

的考察》，《新媒体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８期。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年版，第２１１页。
黄莹：《语境消解、隐私边界与“不联网的权利”：对朋友圈“流失的使用者”的质性研究》，《新闻界》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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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性、可复制性，塑造了其真实性神话。人们对聊

天截图有着一种本能的信任，用户恰恰利用围观

者对聊天截图真实隐喻的深信不疑，使用 Ｐ图软
件等提供的可编辑性技术修改截图，透支这份信

任。类似的做法还有利用即时通讯软件如微信

“删除单条信息”这一按钮中蕴藏的低阶可供性，

将聊天记录中不利于自己的发言先逐条删除，得

到一份“完美”的非真实作品再进行截图。这类

主体实践充分显示了用户的能动性，与技术的可

供性实现了最大程度上的合谋。但在达到自己目

的的同时，技术造假带来的误读与欺骗也将让

“失落的控制”愈演愈烈，社交媒体用户则滑入更

深的深渊。

四　螺旋式演进：人与技术的互相
驯化

在线聊天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当下，聊

天截图自然成为互联网时代的“米兰达警告”：你

有权在网上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被

截屏。在多种目的、不同情境的实践中，用户三重

策略的技术参与让截屏延伸出更复杂、多变的可

能。从本质上讲，人们正在学习如何在中介架构

的限制和可能性中生活，以求在日常生活中重获

控制感或为我所用。在这一过程中，用户的行动

既参与了截屏技术的诠释，又引导着其技术层面

的不断完善。

（一）聊天截图真实性神话的重塑

面对聊天截图可能带来的控制失落，用户与

技术开发者都在采取多种策略，努力摆脱失控的

状态。比如，相对于只言片语的片段式聊天截图，

手机厂商早已开发了“截长图”的功能，可以更大

程度地重现语境的复杂性。Ｓｎａｐｃｈａｔ、ＱＱ之所以
受欢迎，是因为它们具备了“阅后即焚”的功能，

可以较好地防止私人聊天被随意截图传播。还有

一些软件采用了“截图通知”，如果有人已经截屏

他们的内容时，该应用程序会通知用户以期保护

其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感。此外，在太多的聊天截

图被造假举证后，之前单纯的聊天截图也逐渐被

录屏所取代。从截屏到录屏，是一种从静态图片

到动态视频的跨越，较好地解决了静态图片易被

造假的窘境等。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

聊天截图的真实性神话。

但是重获控制的对手远不只是聊天截图这一

技术物本身，技术外壳背后的“社会—技术系统”

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新的社交规范、平台

规则的确立以及法律的完善势在必行。社交媒体

用户应当提高媒介素养，对私自聊天截屏的传播

行为表达鄙夷，对聊天截图披露的具体信息持谨

慎态度。随着用户媒介素养的不断提高，当仅有

的几张聊天截图开始“锤人”时，越来越多的人会

首先对聊天记录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打上一个问

号，不会急于在语境崩溃的情境下全盘接受可能

带有误导性的话语。这是一个值得欣慰的变化趋

势，可以窥见一种新的社交规范雏形。与此同时，

平台应该通过技术手段，对擅自转发行为进行制

约，以及对聊天截图的真实性做出相关标记和提

醒。法律也应及时作出调整，对未经允许的聊天

截图二次或Ｎ次传播行为进行规制等。
（二）人与技术“彼此互相反映”的交互

除去这些聊天截图背后技术的完善，用户在

抵抗、协商、合谋策略中，也早已使用一些技术，如

微信“删除”可自选的聊天记录、社交媒体的分组

或好友可见、聊天记录编辑器等。用户在不同策

略指导下的具体实践对技术提供反馈后，技术会

在这些反馈的刺激下提供新的更适合的可供性。

上一个技术完善的结果又会影响到下一次对聊天

截图背后技术的具体实践，从而技术又进行新的

调整。至此，用户与技术可供性不再是单向或双

向的线性过程，而成为动态的螺旋关系。人们所

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便是在这种技术之能动

性与人之反身性的往复碰撞中，以这种螺旋式的

演进方式被重新建构起来。

我们所在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时代

造就了我们，我们造就了技术，技术造就了我们的

时代①。人与技术的互相驯化是没有终点的，无

时无刻不进行着“彼此互相反映”的交互。技术

的完善，本身就受到用户反身性下具体实践的影

响；用户的具体实践，又总是在技术的可供性引导

下进行。值得注意的是，具体实践本身带有不同

９４１
①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周逵、刘菁荆译，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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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性，因此技术的完善也会呈现不同的方向。

人们既可以看到聊天截图技术的一步步完善，捍

卫着用户对聊天记录的控制感；又可以看到层出

不穷的技术手段利于造假，让不可控的焦虑更多

一分。这种既矛盾同时又富有张力的技术完善方

向，是人与技术关系的现实写照。

结语

从当下聊天截图的传播实践看，虽然重获控

制依然困难重重，但这种努力依旧是宝贵的。因

为，恰恰是这样的语境崩溃时刻，有利于揭示公众

对数字世界生活的理解。在失落的控制第一层

（无法控制自己的聊天被截图传播），技术的完善

可以从源头上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而面对第二

层（如何不被误解），真正的解决方案或许不只在

于代码，而在于先进“社会—技术系统”的确立与

完善。从控制论的视角看，上文探讨的人与技术

可供性的动态关系，预示着用户在具体实践中提

供的反馈会成为下一次回环的前馈，指导着技术

演变的方向。随着公众对技术认知的积累，以及

对实践结果的感知，公众有一天会更深刻地意识

到，要对聊天截图背后的技术做出何种改变。待

公众能够成为有形政治力量的那一天，截图技术

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反身性机器”（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ａｐｐａ
ｒａｔｕｓ）①，让重获控制感成为可能。

Ａｎｘｉｅｔｉ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Ｓｐｉ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ＣｈａｔＳｃｒｅｅｎｓｈｏ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ＹＵＡＮＸｉｎｇｊｉｅ＆ＪＩＫａｉｈｕａ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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