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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世中赛博格教育的熵化困境

金生鈜　 　 孙　 圆

　 　 【摘　 　 要】人类世表征人类活动已经成为改变自然的地质学力量。 人类世的典型特征是人类对自然

的过度征用造成的自然熵增加速。 人类世是技术世,也是教育世。 人类中心主义的教育模式以人类例外的

利益和福祉为目标,开发、训练人类利用自然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加速了人类世的扩张。 后人类的赛博格

性在本体论上指称人与动物、人与机器、人与物质界限融合后的生命存在性状,突破了人类独立于世界的例

外优越论,提出了培育新型主体性的教育新开端。 现代教育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如果不改变当下人的功

能化,如果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教育,赛博格教育可能沿着功能化路线,通过技术把赛博格增强为功能化的

工具存在,其后果是赛博格生命与世界的双重熵化。 人类如何通过未来的赛博格教育创造负熵,如何通过

赛博格教育开启逆人类世,如何建立教育新范式、新起点,是未来教育学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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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教育完全基于人类生命与生活的目标、方
式、欲望、能力、利益等,预设了人类生命在本体论上
的优越性,同时把对人的培养、对自然与社会的改造
限定在符合人类自身利益的标准上,并由此承诺对人
类福祉的实现;但是,这一承诺严重忽略了人类活动
对地球干预造成的自然熵增问题,也忽略了与人类共
存的其他存在对自然世界、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忽略
了人自身的有限性,忽略了生命的多样性与多层次
性,忽略了人类与动物、机器、物种等其他存在携手、
协同、互成的赛博格本体论真实。 未来教育需要超越
人类世及人类中心主义的教育模式[1]14,需要拓展对
人类存在样态的认识,关心人类、地球、宇宙所陷入的
人类世困境,反思赛博格教育功能化造成的熵化问
题,建立走出人类世、融入宇宙和谐的教育文化。

一、人类世加速中的教育功效
保罗·克雷岑(Paul J. Crutzen)在 2000 年 2 月

的一次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人类世”问题已经成为世
界范围内不同学科研究的热点。[2] 在与尤金·F. 斯
托默(Eugene F. Stoermer)随后合写的文章中,克雷岑
认为,人类世已经取代了过去一万年或一万二千年间
的对物种及生命友善的、气候相对稳定的时期———
全新世(Holocene),成为最近的地质学纪元。 克雷岑

指出,人类已经成为地质学力量,人类行为的干预使
地球正在发生加速的、深刻的、难以恢复的变化,这一
变化不仅给地球存在本身,也给地球上的存在物包括
人造成深刻影响。 在这个人类历史—地质—文化的
人类世阶段,人类已经成为影响星球整体变化的中心
力量,成为地球系统生态变化的主要动因。[3]35

人类世的典型特征是自然属人化后的消失,人
类活动后果及其人工制品不断膨胀,不断吞噬与改
造“外部”自然,人工技术也不断通过新发明而解决
问题,但同时也不断推动和强化人类对地球万物的
控制与利用。 人类活动不仅把自然变成认识和行
动客体,也把自然变成技术客体,人所置身的自然
环境成为属人的内环境(invironment)。 人类世不仅
表征自然环境在人类技术干预之中的恶化,也指证
人类相对于地球以及其他物种、无机物的优先性、
征用权、中心化造成的地质学后果,同时也显现了
人把自身与自然作为技术改造对象而造成的人类
学后果。 人类世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涉及人类自
身可持续发展,也涉及自然万物与地球的寂灭问题
(extinction)。 人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
改变着地球,这有可能导致人类、非人类、地球乃至
更大的宇宙付出令人难以置信、人所不知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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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世的不断加速,意味着熵的增长过程不断加
深,人类世就是一个熵世(entropocene)。 人类世会

导致地球的毁灭,而人类则首当其冲。[1]16 所以,人
类世不仅是地球乃至整个自然存在的危机境况,也是
人类作为文化、技术存在者的危险境况,这一状况直
指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例外论所导致的困境。

人类技术在人类世加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人
类技术具有改变自然的巨大能量,技术产品作为人的
智能、器官、功能的延伸,是不断干预地球自然环境的
重要方式,人类借助技术装置、技术器具、技术方式,
为满足自身欲望不断改造自然。 技术延伸并影响到
一切领域———生命、死亡、智能、情感、欲望、行动、环
境、物种等等。 技术变成了强大的撬动地球变化的力
量、中介与方式,并且与资本、市场、欲望结合为一体,
不断进行消费欲望的生产和市场塑造,不断推动大规
模工业生产技术与新型智能技术的发明与应用,这一
方面造成自然资源的急剧消耗和地球自然环境、大气
生态的严重恶化,另一方面造成人类欲望利益中心化
的急剧膨胀。 技术产品及其秩序的自主化导致人类
世的加速,影响到了整个宇宙。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认为,人
类世是技术世,人类世由技术所推动才形成熵增加
速,才导致地球生物圈产生生态性危机,并可能造

成枯竭与毁灭。[1]16 技术是人类不断进化积累、扩张

的外在器官化存在,它既是熵的,又是负熵的。 技
术作为人类的药罐,其药性发挥使技术既是重塑人
类生命进化的方式,又是改变自然的重要力量。 纵
观人类历史,技术在克服自然熵化的过程中,解决
了一部分问题,但也制造了更为严重的麻烦。 技术
之药的毒性或者有毒性的技术、技术的毒性使用不
断带来新问题,不断形成新的生态困境,导致熵的
大量积累。 现时期,基因技术、智能技术、大数据挖
掘、超技术控制[算法治理(Algorithemic governmen-
tality)]、超媒介技术等新兴技术不断涌现,如果其
毒性没有被克服,就具有破坏一切社会系统的中断
效应,就会逐渐支配甚至取代社会交流系统和教育
系统,就会扼制负熵的产生,推动人类世进入新的
阶段,不可避免地造成更大、更严重的熵化。

现代教育在人类世的加速中具有枢纽作用。
人类世的形成与加速不仅是人类工业革命和技术
革命的后果,也是现代教育不断把人解释并培养为
自然的统治者的结果。 人类世发生的条件之一是
现代教育生产了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市场革命所
需要的受过教育的劳动者。 为了迎合改造自然、服
务人类利益的需要,现代教育把人作为自然的改造

者、使用者、谋利者进行培养,把人变为人力资本。
现代教育作为人类学机器生产着人类中心主义的
人,生产获得例外地位与强大能力的征用自然、环
境、事物、自身的人。 通过现代教育,人类变成凌驾于
自然的统治者,自然在人的手中变为客体,成为被改
造者、被征用者。 通过现代教育,人类获得了对待自
然的态度、处理自然的能力、改造自然的知识。

现代教育建立在“人与非人、人与物、人类利益
与利用自然”等界限基础上,预设了人超越万物并
为万物立法的本体论尊贵,通过人的解放和人的科
学强化人类的例外地位,通过教育目标与价值的实
用化转型,培养人控制、利用自然以及其他非人类
存在者的素质与力量。 现代教育是人类中心主义
的教育范式,其为人类欲望和价值实现服务、为人
类自身福利服务、为市场扩张和经济增长服务的目
标定位,其培育或增强人类利用自然、实现自身额
外利益能力的观念,助长了人类凌越于自然的欲
望、世界观和行动,建立了人与自然万物的明确界
限,树立了人类通过教育成为自然的征用者的发展
路向。 现代教育本身不仅成为人类不断开发、改
变、强化、利用自身力量的技术,也成为人类控制、
改变、利用自然的不可或缺的强大力量。 作为社
会、技术、市场、资本的工具,现代教育导向对人类
生命及其存在的狭隘化、单面化,也导向对自然的
盘剥与利用,其所培养的人类能力、所传达的人类
经验、价值及其生活方式把自然作为利用的对象,
威胁自然、自身以及其他物种,威胁星球与人类自
身的生存,导向自然危机的加剧。 正因为如此,现
代教育的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促成人类世及自然的
熵化,使人类世的扩张和加速成为可能,是导致人
类世危机的主要动因之一。 所以人类世不仅仅是
技术世,也是教育世。

人类世敲响了自然、世界、人类去向何处的警
钟,提醒我们前瞻地理解人类教育的前景,反思人
类中心主义教育范式的误区,理解教育在塑造未来
世界和社会中的枢纽作用。 在人类例外论和人类
中心主义造成的自然熵化的危机中,人将在宇宙中
以什么样的姿态与宇宙同在,以什么样的受教育者
形象与自然融合,这既是世界何以存在的本体论问
题,也是自然、人类生命向何处去的文明问题,不仅
是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问题,同时也是教育学问
题。 人类所面临的人类世问题不仅仅是人类的问
题,实际上也是星球、自然万物问题,因为人的生命政
治已经涉及星球共同命运的问题,人性教育已经超出
了人类自身而成为宇宙教育学的问题。 人类世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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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化表现,需要人类彻底颠覆由人赋予万物地位与意
义的传统思维方式,需要走出为人类利益消费自然和
万物的生活方式。 人类世已经成为当代教育学思考
教育未来的根本处境,我们不得不在此背景中承担责
任,去思考未来教育的实践范式,思考与其他非人类
存在者的交往方式,反思星球的未来与人类自身教育
的关系,批判人类进入现代以来通过教育而扩张人类
中心主义的发展方式的误区,思考教育为技术、资本、
市场发展而服务的工具化价值取向,思考如何通过构
建新的教育形态以对抗人类世。

二、后人类赛博格的教育映射
后人类主义的赛博格观念激烈地挑战了人类

中心主义框架(anthropocentric framework),为教育
提供了人类性(humanity)的新理解,其所蕴含的培
育新型社会实践主体的未来教育的新意向、新可
能,映射出人类降低自然熵增、走出人类世的未来
路向。 正因为如此,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
布鲁诺·拉图尔 ( Bruno Latour)、唐娜·哈拉维
(Danna J. Haraway)、凯瑟琳·海勒 ( N. Katherine
Hayles)等思想家通过对后人类赛博格的阐释,重新
在本体论、认识论上为人类的主体性定位。

唐娜·哈拉维在《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
自然的重塑》中提出,赛博格是指称人与动物、人与
机器、人与物、人与事、物质与精神等界限崩塌后的
一个新行动主体或新生命体,她借助这个新主体来
超越目前各种身份认同(如族群、种族、性别、阶级
等)彼此矛盾冲突的主体性困境,同时建构多形态
的、无明确边界、协同的、非同一性的生命存在本

体。[4]207 赛博格突破人类自然形象和身体图景,是
人类与动物、人类与物、人类与机器、人类身体的与
非身体的混合主体。 赛博格跨越空间位置的界限,
否定人作为主体而人之外的世界与万物作为行动
的客体对象的传统观念,因而不是中心化的、由万
物服侍的存在。 赛博格观念打破了人学传统对人
性的规定,改变了自然、机器和人的关系,拓展了我
们习以为常的人与物、人与动物、人与机器、人与自
然的边界认识,打通了人与非人类他者之间的内活
动关系,建构了万物与人类之间互利、互成的新关
系。 赛博格观念提供了一种用关系性的和多层次
的方式来解释行动主体的思考出发点,它把行动主
体拓展到了非人类的领域,因而以分布式、混合式
主体或行动者网络,延伸人类的主体性边界,肯定
了人类之外的他者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性,从而强调
了人与非人类他者协同行动的本体论基础,从而突
破了人类行动的独立性和自足性。

赛博格是人类诞生以来的存在形式,更是未来
人机合一的主体形态,是跨越一切界限的新主体。
赛博格不断创造人与动物、人与机器及物质与精神
等的跨界关系,不断创造新的主体、新的行动、新的
存在方式,赛博格作为新的主体超越了人与动物、
人与非生命体、人与机器的界限,突破了人类中心
造成的物种之间的冲突困境。 赛博格是我们的本

体论,并且构建了历史转变的任何可能性。[4]206 赛

博格是与真实存在的事物(可能是异质的,可能是
多种的)一起进行的历史性实践,人类的文明、社会
的发展建立在人类诞生以来的与万物赛博格协作
之上,只是人类在技术和文化进化中突出自身尊贵
的例外地位,不断把世界和他者当作可资利用的客
体,从而贬低或否认了自身作为混合主体的存在特
征。 而事实上,赛博格合体(assemblage)几乎与人
类文明一路相随,它意味着人从来就处于与技术、机
器、环境、物质的关联中,并且在这种关联中生成、存
在、进化。 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成为赛博格的历史。
人的赛博格化过程就是人类发生史中的一个一直与

人类相伴的过程。[5]人类原本就是赛博格。
赛博格是具有身体、自我意识和社会条件(社

会交往和社会实践)的新型人类主体。 赛博格主体
虽然与人类的自然生命的形象具有很大差异,但依
然具有人类个体(Human person) 实践主体地位。
这个主体是多层次的、多重性的,既是跨差异主体,
又是跨边界主体、跨关系主体、跨利益主体,是对存
在环境、存在关系、存在未来负责的主体,这一新的
主体实践形式不仅仅把人看作世界的一部分,也不
仅仅把人与其他存在看作互惠的,而是在新的生态
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教育实践等方面诞生的
新的具有宇宙意识、与非人类存在携手行动的实践
主体。 赛博格主体将具有新的存在使命、主体意
识、伦理责任、具身情感等,将焕发出新的存在气
象。 实际上,人类已经与非人类生命、人工生命不
可开交地缠绕在一起,赛博格性已经成为人性的组

成部分。[6]

赛博格的主体性解构了人类自身建构的对立
于存在、行动客体对象的主体性。 人类把自身看作
唯一的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其实无法说明人类行
动的完整构成,人的主体地位忽略了非人存在的能
动性对人类的主体性的补充与完成,人类无法单凭
自身而完成任何活动。 赛博格主体完全具有全方
位的关系性、混合性、分布性存在主体的特点,既是
一个实体,也是一种关系,既是一种存在方式(人的
生命存在与非人类他者的结合),也是一种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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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构方式。 赛博格主体性,不仅说明了人类性发
展的历史,也映射了人类的新存在形式、新生命状
态、新行动主体性、新世界关系。 赛博格性不仅表
征人的本然样态,也促使人以赛博格性建构分布化
的混合的“新主体性”。

迄今为止的人本主义思想传统为了维护人的
存在尊严和灵魂的独特本质,把人解释为在自然之
中高于其他存在的特异独立的例外者,人类作为思
考与行动的主体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上把自
身之外的自然存在看作可处理的客体,人类的发展
建立在对自然的控制与利用之上,这种主体与其存
在的世界是分离的,割裂了人与其他存在的关联性

(relationality)。[7]事实上,人的主体性以及本质能力

只能借助对环境的参与,借助于与他物的相遇与协
作,才能发挥出来,人的思考、判断、行动,借助伸展
在环境中的技术器官的潜力,借助于与其他事物的
共同行动,才能够表现出力量,人作为分布合作式
主体与他者构成行动者网络,才能成为环境中的行
动者。 伴随着机器和技术的延伸,人的外在器官所
持留的记忆和符号越多,人的智能的合作越多,就
越离不开建立复杂而多元的行动者网络。 这样的
分布性主体空间和行动者网络,是助益人类建构、
表现自身人性和力量的不可或缺的协作能动性聚
合体。

人类的赛博格性表征人是混合主体,其主体性
生成于与万物的积极关联中。 人作为在世之在,并
不仅仅是与人类他者生活,在主体性和世界行动
中,人与万物、环境相遇、合作、共生,携手行动,建
构了关联与融合的共同存在的世界。[8] 这种赛博格

人的理念否定人的中心与例外地位,把人及其生命
行动置于新的互动关系之中,把人置于宇宙万物之
中的平等地位,打破人的超绝地位,打破人与动物、
无机物的边界,给予了人超越自身边界、融入世界、
与万物共在共荣的生存关系。 人不仅是自身创造
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是天地万物关系的总和,
同时是在关系中生成的总和。 赛博格性把世界与
主体性延伸到了更大的存在空间,把人类融入了更
大的世界,把人类发展与万物的生存融合起来。 在
人类诞生之日起,人与动物、人与他物、人与环境就
构成了赛博格关系,人是赛博格存在,从来没有一
个独立、自我闭环的人类主体在世界行动中能够独
自发挥主体性,能够创造自身的发展。 尽管人把自
身看作万物的尺度,但事实上,人的所有行动都以
赛博格方式进行,而不是以主客体关系、行动者与

工具对象的关系完成。[9] 赛博格性并不否定人的存

在性,也不否定人性,而是说明人类根本在价值上
并不高于非人类存在,人以赛博格的方式在世,以
赛博格的方式成人,以赛博格的方式与万物打
交道。

赛博格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例外的立
场,具有走出人类世的力量。 在赛博格世界中,人
类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角色,将不是宇宙的中心和万
物的尺度,人类将与万物一起共同存在,共同维护
宇宙的和谐与秩序,与所有其他生物相互呼应,尊
重和维护其他存在的繁盛,地球重归自然,生物和

非生物的力量共同合作,成为赛博格的存在。[10]55

与所有生物和非生物一样,赛博格是蕴含生命潜力
的存在者,是走出人类世困境的创造者。 人类的赛
博格性不仅仅映射后技术时代的人机合体,而是人
类对人性进化的混合性的承认与承诺,可以说,赛
博格性是人的存在与进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某种
固定、封闭、潜在的有待于教育实现的属性。 所以,
赛博格后人类(cyborg posthuman)作为未来社会及
教育思考的负担与起点,是重新思考生命存在、人
类与万物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生成、人类的生命
方式的机遇。 人类的赛博格性的自我确证可能蕴
含着负人类世的未来实践途径。

在技术进化薄弱时代,人的赛博格性还未真正
被认识,但现时代生命进化已经进入一个赛博格化
的时代,人将变成一个由他物、技术、网络、装置、程
序、信息构成的新型赛博格集合体。 随着人工生命
研究的不断深入,未来人类将与人工生命不可避免
地缠绕在一起。 在汇聚技术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人
机合一的赛博格化(cyborgization)正在加速,人以机
器化(非负面意义上的)为特征的高智能赛博格化
正在成为现实。 可以想象,智能技术与人脑以及生
物神经系统无缝连接,直接进行信息交流,从而直
接调节、作用、替代人的心智,赋予人全新的智能,
直接改变人的认识、感受、判断、行动等方面的能力
与方式,不仅仅是机器辅助人进行各种活动,而是
以全新的赛博格方式进行各种教育、学习活动,同
时,通过脑机接口对赛博格个体的各种活动进行测
量、传输,形成赛博格之间直接的神经信号联系,直
接形成个体间学习。 赛博格人将迅速地获取知识、
技能、经验,甚至是美学感受、道德共识。 赛博格化
将以新的存在、交流样态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
面———教育、政治、道德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将形
成有多种个体———增强化的生物技术个体、超级智
能机器人以及其他多种相关联的技术主体———组
成的社会或共同体。 人类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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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类朝向新的阶段进行进化。[11]

当对人的理解从主体、非动物性、自主性等人
学本体论解放出来之后,赛博格性以及人类在与非
人类他者的沟通、互动、协作、共存的社会性意义
(social significance)就显露出来,赛博格存在的多样
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多层级关系对未来人类发展的
意义就展现出来,对地球走出人类世和自然减低熵
增的意义就显示出来。 人的赛博格性要求我们重
新思考曾被理所当然地认定的人类想象、行动模式
和情感状态,要求把人类置于其他所有生命体、存
在体共在的世界之中,对人类的所有行动进行再语
境化,把人的赛博格性和赛博格化作为人在世界中
存在、生成、发展的际遇式方式,作为与非人类他者
共同创造逆人类世、创造共同的美好世界的根本
途径。

赛博格后人类将给当下的教育实践以及未来
教育的建构提出巨大的理论与实践挑战。 如果赛
博格性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如果说人类进入到了赛
博格化时代,如果主体性将不仅仅是属于人,人在

自然中将有何独特的中心位置?[12]教育作为人类学

机器仅仅以人性作为出发点有何不足? 以人为中
心、以人的利益或福利为中心的教育是否能够延
续? 现有的教育学所持有的人性观念、知识学习方
式、经验建构方式、智慧发展方式会不会被彻底颠
覆? 新的教育范式将是什么? 未来的教育将以什
么样的形式、内容、方式面对这种赛博格人类或者
非人类存在而展开教育? 从人的赛博格性和赛博
格化来看,面对未来教育,我们需要超越教育的人
类中心主义取向,需要考虑人类面临的非人类性
(inhumanity)的问题,考虑自然人与非人类他者共

同构成的赛博格性的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13]这些

基础性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未来的教育学必须突破
现有的范畴,必须以新的理论与方法思考世界、人、
社会、教育。

三、赛博格教育的功能熵化
现代教育预设了人的例外性与人的超越地位,

把世界作为控制、利用、征用的客体,预设了人的控
制—统治型知识与能力的优先性。 根据人类至上
和统治自然的图式,现代教育服务人类的效用(util-
ity),不断刺激或强化人类的发展欲望和生存动力,
增强人类谋取自身利益的功能,着力生产人在利用
环境、自然、自身的价值观、能力、资质、资本、资格,
其发展、进程、方式、目的都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特
征。 从当前人类利益至上与人类发展主义教育价
值取向看,现代教育的人类中心主义取向越来越

严重。
现代教育范式的工具化与功能化,是不断狭隘

化、单面化的人类熵化路线。 现代教育不断增强人
类集体和个体的工具性功能,使受教育者的学习和
成长越来越功能化、工具化,使人变成功能性存在,
从而形成人类总体上的功能化状态。 由于功能化
的教育为了人类本位主义的发展利益,把自然和人
类都当作可以不断开发、不断征用的对象,其总体
上导向了对人类和自然的工具化操纵。 现代教育
一方面忽视了人类是嵌入星球中的存在,把人从他
自身的存在处境和存在关系中隔离开来,把人本身
以及其他存在物置于为人类服务的工具地位;另一
方面教育作为人类学机器生产人类的征用自然、改
造世界的功能,不仅湮没了人的赛博格性,也误导
了人性,错置了人的生命实现方式,忽略了人自身
无法脱离的多元具身性,忽略了人与其他非人类存
在的共在、和美、互成,背离了生命与精神的丰富、
复杂、多层级的培育方向、存在样态和实践方式。

在现代教育走向未来中,虽然教育技治主义声
称能够通过智能教育改善或增强人类智能等素养,
能够培养新型智能学习者和行动者,但是,如果不
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教育路线,就会培育或生产出
功能更强大的人类中心主义赛博格,这就把基于万
物相和共享的赛博格性给狭隘化了。 超人类主义
(trans-humanism)基于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神经
技术、生物基因等技术发展,开出人类中心主义的

超人类赛博格进化的新进路。[14] 但是,如果不改变

技术工具化和人的功能化,后人类或超人类时代的
赛博格教育就可能沿着功能化路线,与技术强化勾
连,对赛博格个体的专门功能进行捕获与强化,进
行单一化、专门化、片面化的工具性功能赋予,把赛
博格作为人类利益实现的工具,其后果就是导致赛
博格主 体 性 生 成 的 中 断, 导 致 其 创 生 能 力 的

废化。[15]

功能化教育消除赛博格协同行动、共享智慧、
创造共同世界的可能性,把赛博格主体性训练为程
序化的、可控制的、可计算的功能性。 与功能化教
育一起,汇聚技术不断增强人类身体和人类智能赛
博格被塑造成职能超强的工具性主体,这一过程表
面上看来增强了赛博格完成任务目标的胜任能力,
但其实是把赛博格的生命活力限定在工具性的任
务之中,限定在功能化之中。 因为赛博格生命本身
的丰富的潜能与活力被限定性地导向了某些特殊
的功能,这一过程消灭或抑制了赛博格本身丰富的
力量,以赛博格力量单一化的发展方式把赛博格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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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物化(具体化和功能化),从而造成赛博格生命活
力的消逝,这恰恰是赛博格生命本身的熵化。

在当下人类世中,现代教育的功能化路线越来
越明确,教育目标越来越导向功能主义,教育越来
越工具化,人在社会生产结构、技术自主发展结构
中的工具化被操控状态越来越严重。[16]如果未来的

赛博格教育依然采取人类中心主义的教育模式,即
使人成为能力超前、超强的赛博格,人依然对世界、
万物、非人类生命是凌越的、麻木的;即使学校教育
强调培养赛博格的综合素养,但其对赛博格的欲
望、能力、素养的偏好预设,驱使教育仅仅生产能够
被征用的具有专门化功能的赛博格。 这恰恰是没
有希望的赛博格教育,因为其功能化教育导致对未
来赛博格丰富的生命创造潜能与活力的否定,导致
对赛博格创造负熵的智慧与能力的阻断。

现代教育在技术、市场、资本推动下,激发、培
育人类追求在资本市场逐利的欲望与功能。 教育
的功能化与生命的功能化结合在一起,迎合市场对
功能化生命体的需要,个体的欲望、教育的训练、社
会的征用结为一体,成为相互嵌合的功能化结构,
现代教育对生命的功能化治理,赋予、训练、增强生
命被使用或被征用的专门功能,从而使生命被纳入
到市场征用体系,这种功能化通过教育测评或身份
涂层把人区隔化、分层化、等级化,把人专门化和工

具化[17],把人的发展与生命实践指标化,并以测评

数据把功能化教育合理化。 在未来的智能学校和
智慧课堂中,人机合一的教育测评、控制、反馈装
置、大数据算法,将升级对生命的功能化,赛博格的
生命活力不断被操纵、被阻断、被熵化。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算法等介入教育和
学习的过程中,生命复杂的、多向度的、广谱的、高
统摄性的智慧被具象的、功能性的、单面的人工智
能所导向和所限定,变成解决特殊定向任务的功能
化智能,这是智能技术与工具化教育协同对赛博格
功能的专门化预制,这种功能化、技术化的赛博格
教育对赛博格的增强把生命丰富的智慧改造为智
能,导向对赛博格生命的系统性愚化。 赛博格的功
能化是主体存在方式不断窄化、存在空间不断促
逼、存在状态不断病态化的表征,也是生命的价值
负载能力不断短路、不断阻隔的过程。 这样的赛博
格的功能化教育增强了人类熵(antropy),导致赛博

格与世界共在互成的生命精神与智慧的瓦解。[18]

如果未来学校教育强化赛博格的功能性智能,
生产并诱惑赛博格满足剩余欲望,把赛博格的精
神、动力、潜能、素养发挥在满足剩余欲望的行为之

中,就必然导致赛博格的功能化。 所以,在未来的
人机合一的赛博格化中,尽管人具有更强的赛博格
性,但却在功能化教育中被生产为对自然万物更具
侵略性的赛博格。 在这样的状态中,功能化的赛博
格教育对生命的熵化会遏制通过赛博格教育创造
负熵和负人类世,自然的熵化风险就可能不断增
大。 未来赛博格生命的“后人类身体化的”多元主
体混合协同的实践,本来是对功能化的解放,但功
能化的赛博格教育通过技术装置使得赛博格成为
增强的功能化机器,限制了赛博格丰富而多样的存
在活力与实践方式,促成赛博格生命的熵化,从而
消除了赛博格联手万物创造负熵的可能性;这不但
无法改善人类、地球及宇宙的存在风险,反而由于
它导向的人类熵会造成更多的、未知的地球麻烦与
宇宙风险,由于其征用自然的功能效率更高,会加
剧自然的熵化,会造成速度更快、危险更大的地球

自然熵化危机。[19]

现代教育在工业化、技术化、实用化的过程中
虽然试图回归人文主义精神教化的传统,但其实还
是强调人与动物、机器等的边界与层级,并突出人
的独立、中心地位与自我价值;这其实还是停留在
人类中心主义之中。 在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冲突
的过程中,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存在方式与宇宙生态
的冲突中,仅仅强调教育的人文化是不够的,一方
面人与万物边界的突破和深层、多元的关联,意味
着集中于人文与人性发展的教育方式无法建立与
世界万物的共存互联的关系;另一方面人的赛博格
化生存意味着对人仅仅进行人性培育,会忽略或忽
视人的存在的多元性与人类生命进化的游牧性、混
合性。 在宇宙、世界、人、技术共同交互的多层级关
系中,人的存在、世界的存在发生了存在样态与存
在关系的根本变化,人类所面临的存在境遇的偶然
性、未来不确定性,人类自身的混合主体性,已经不

是人文主义的教育范式所能解释或应对的。[20]

从当下的趋势看,人类通过汇聚技术对自身的
增强进化而加速发展为超人类的赛博格,已经成为
不可忽视的图景,一方面作为物种的自然人类在汇
聚技术的增强中面临巨大的改变,另一方面增强的
赛博格人类可能会获得更加强大的智能。 如果功
能化教育的模式不会改变,具有超强功能的赛博格
人,对地球的征用功能更加凸显,其对自身、对地球
自然的侵占、干预、压榨、消耗将不是自然人所能比
拟的,世界的熵化将可能会更加迅速,更加严重。
因此,赛博格的教育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必须
创造负熵,这样才能为走出人类世中贡献更高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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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这就需要教育走出当下的工具化、功利化的下
行路线,去创造新的实践方式。 赛博格教育只有成
为负熵的实践,只有成为负人类世的实践,才能开
创人类和星球未来的希望。

人类世教育的解毒剂在哪里? 能否建构不限
于人类的教育学? 能否建立一个超越动物与人、机
器与人、物与人生命边界的教育学? 能否建立一种
基于宇宙共生互成的教育实践范式? 如何通过教
育与技术的结合避免未来赛博格的人类本位主义
和技治主义? 如何通过赛博格教育(后人类主体性
教育)发展出新的生态性存在主体以形成与地球万
物的和谐共存? 教育如何为走出人类世贡献负熵,
从而为逆人类世贡献自己的力量? 教育如何培育
未来的后人类赛博格? 未来教育将如何将赛博格
的成长实践作为生命负熵化的发展和生成实践?
教育以何种方式让赛博格的生命栖居(house)于宇
宙的和谐之中? 教育将如何培育赛博格与非生命
存在、非人存在互成共荣的负熵式生活品格? 教育
将如何通过人类与万物的赛博格关系展开新的教
育? 教育学是否重新阐释人性,阐释人类与非人类
共享存在、协同行动的本体论命运,思考人类与宇
宙万物的教育新契约和新目的? 这是我们必须进
入到逆人类世的未来教育学和未来教育文化不得
不思考的问题。

人类世、赛博格已经成为教育学事件,成为转
折点,成为我们重新思考人及其教育等重要问题的

开端。[3]20 人类世促使我们不能仅仅在人学意义上

思考教育及教育学,也不能仅仅在人类的技术发
展、经济增长、生活福利营造的意义上筹划教育的
未来。 人类如何通过教育培育赛博格的力量与智
慧,开启负熵,开启逆人类世,是当下人类发展方向
的重要问题,也是教育学的重要问题。[21] 唐娜·哈

拉维在 《与麻烦共存》 (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中所提出的“共同—
生成”(becoming-with)理论提出如何与世界互成的

普遍性问题。[10]118-119 从赛博格性和赛博格化出发,
我们也许能够发展出能够真正与世界融合的教育
范式。 不论发展路向多么复杂,新的教育需要走
出功能化教育,在教育的目的、宗旨、范式上要走
出人类中心主义,需要赛博格的教育避免重复现
代主义的教育逻辑,避免通过更强的技术培养人
利用、盘剥、排斥其他存在的霸权,培养赛博格的
负人类世的情怀、伦理以及存在方式,培养赛博格
与其他存在主体共同保护星球和宇宙的能力、精
神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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