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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后人类儿童主体

及其主体性

吴玲英#聂青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5%$$+*$

摘3要#石黑一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透过儿童机器人克拉拉的视角$探讨了后人类时代儿童主体及其主体性问

题% 一方面$以乔西为代表的后人类儿童尽管在被技术"提升#后变得更聪明$但却遭受到身体的伤害和移情能力的丧

失$呈现"辖域化#特征)另一方面$儿童机器人克拉拉则突破技术的同一化规训$表现出人性的温情$从而构成了对人类

儿童身体的"解辖域化#% 当技术主体拥有超人类主体性时$人类主体与技术主体的关系便成为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的

命题$从而有可能建构起一种新型的人机融合的人机共同体$为未来社会建立开放(包容的肯定性主体关系提供伦理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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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高科技的发展已将人们带入后人类时代) 在

这一时代#人类身体边界不断被拓展#生存形态日

益受到挑战#从而导致人与机器愈来愈难以区分)

对此#后人类主义理论家海勒 "G)HB87A?(/A

FB;@AL$曾言#人类身体与计算机仿真之间*控制

论机制与生物组织之间以及机器人技术与人类目

标之间#并无本质的不同或绝对的界线!

) 换言

之#后人类社会不再以人类为中心#人与机器的混

融状态挑战人作为主体的存在#使人类主体面临

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危机) 而后人类主义主张通过

儿童来重新思考人类主体#并重塑对人类的认

识"

) 儿童由于在身体*情感和心智等各方面均

处于成长期和上升期#因此#他们身上往往被寄予

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希望) 但随着后人类社会

生存竞争的日益加剧#父母为尽可能地帮助孩子

赢得更多竞争优势而诉诸技术手段#全面提升儿

童的能力) 由此#儿童主体面临着被技术奴役*沦

为%生成中的非人&"(/7E>B/ [A.'>(/C$

#的风险)

石黑一雄"HB<E'̀L7(CE?'$的新作'克拉拉与

太阳("E'&"& &/2 $6)A7/# !$!%$透过人工智能儿

童机器人克拉拉的视角探讨了后人类儿童主体所

面临的主体性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界主要关注了

小说中的%报废& "'[L'@AL.A/.A$

$

*情感书写*机

器人叙事与伦理选择及后人类语境下的人文主义

哲思等主题)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尽管有学者论

及了小说中后人类语境下传统人文主义所面临的

挑战#但却并未将这一挑战聚焦于后人类技术社

会中人的主体性危机#更未论及儿童主体及其主

体性在呈现后人类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危机方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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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吴玲英#等!'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后人类儿童主体及其主体性

挥的独特作用) 因此#本文拟聚焦于小说中的儿

童主体及其主体性#探讨后人类时代儿童身体的

%辖域化& "8A??(8'?(B@(<B8('/$管制*技术主体克拉

拉所具有的异质性和能动性等%解辖域化& " &AX

8A??(8'?(B@(<B8('/$特征#进而思考如何建构后人类

时代人机互融状态下的新型主体关系#表达对后

人类时代人类主体尤其是儿童#何以与技术主体

和谐共存#以及如何构建包容与和谐的人机共同

体等问题的省思)

一3$辖域化%的儿童身体

%儿童&#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

-)/$#./ ./ $6)9#36$+.P$6)!6#'2$的规定#是指 %+

岁以下#不分性别*能力*民族或种族#且拥有与其

愿望*认知相关的特定权利的年轻人) 儿童发展

理论将儿童排除在完全意义上的人之外#视之为

%非人& " E/7E>B/$或 %成长中的人& " [A.'>(/C

7E>B/$

!

#由此制造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二元对

立) 儿童在与成人的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他们

所接受的教育则成为实现家庭和社会期待的重要

媒介之一) 小说中的乔西"R'L(A$%5 岁半#是其父

母受后人类社会竞争文化影响*利用技术手段辅

助而塑造的典型的%理想化&儿童) 为使乔西变

得足够聪明*在学业上表现优异#乔西的母亲克丽

西"N7?(LL(A$不惜冒着失去乔西生命的危险#借由

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提升&"@(P8$乔西) 由此#生

物学上身体的自然演进被打破#致使%社会与生

物学从根本上脱节&

"

) 而以乔西为代表的儿童

的%理想化&实质上不过是其受到社会和技术的

规约之表征#其身体呈现出%辖域化&的特征)

%辖域化&是指一种被禁锢或圈禁的状态#德

勒兹"T(@@AL_'E(LcA/AQA@AE<A$和瓜塔里"D(A??A

2

en@(=TEB88B?($以资本主义社会机器"O'.(EL$对

欲望的调控来说明辖域化!由于欲望自身具有革

命性#

#因此社会机器在运转的过程中会不断对

欲望的流动进行%编码*铭写和记录#以确保不存

在任何一支未被封住*引导和管制的欲望之

流&

$

) 从这一描述来看#在辖域化状态下#禁锢

者与被禁锢者之间构成一种权力关系#禁锢的目

的即实现同一而非追求差异#其本质在于建构一

个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和霸权话语) 小说中儿童身

体的%辖域化&首先体现于乔西等人在自然身体

方面接受的改造与%提升&#即利用后人类社会先

进的基因编辑技术改变身体内的部分基因#使其

变得更加聪明) 尽管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和巨大的

未知#乔西母亲并没有放弃%提升&乔西的念头)

以乔西为代表的被%提升&的儿童没有自己的主

动选择权#其存在的意义不过是为了满足父母和

社会的期待) 这一做法本质上依循的是启蒙时代

以来的儿童发展科学逻辑#在这一逻辑下#儿童的

身体和智力被精准地对待和分析) 这固然有助于

我们更科学地认识儿童的不同发展阶段#但他们

过分强调儿童发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儿童个体的

差异性#更未考虑作为独立个体的儿童与其身处

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由此#儿童沦

为父母和社会的构建物#成为符合同一评价标准

的%优秀&儿童) 而受压制的儿童则被动地接受

父母为其描绘的%蓝图&#他们接受技术改造的身

体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被禁锢*被%辖域化&的

身体)

此外#小说中儿童身体的%辖域化&所导致的

后果远不限于身体上的伤害#更在于造成了儿童

同理心与共情力等内在情感的缺失#从而进一步

消解了儿童的主体性) 在乔西举办的交流会上#

里克"c(.0$成为被戏谑的对象与谈资#仅仅因为

他并未像其他人一样接受过%提升&) 当然#不可

否认#经过基因编辑技术改造的%理想化&儿童在

学习与获取知识等方面的能力或许比里克更强#

但他们的共情能力却极为薄弱) 乔西在整个聚会

过程中对克拉拉的态度都很淡漠#和往常一样始

终将日夜陪伴她的克拉拉视为被动的存在#而非

能动的%主体&) 而里克在敏锐地捕捉到克拉拉

的心理与处境后#毅然帮助被捉弄的克拉拉脱离

15

!

"

#

$

IB@'/A# HB?A/# A8B@)56)."#+#/3 (.+$67C&/ !6#'26..2 A$72#)+)O(/CB9'?A! O9?(/CA?# !$!$# 9)*$)

D?'E8# 4)%N7(@&7''& ]'&(AL! N'/L8?E.8('/# 4CA/.;B/& F;[?(&(8;&)56)I.2=# !6#'26..2 &/2 A.%#)$=)\&)4)D?'E8)GA:Y'?0! DB@C?BZA

IB.>(@@B/# %666# 9)*)

QA@AE<A# T(@@AL#en@(=TEB88B?()D/$#

2

R)2#,7+! !&,#$&'#+C&/2 A%6#T.,6")/#&)M?B/L)c'[A?8FE?@A;# A8B@)I(//AB9'@(L! U/(ZA?L(8;'PI(/X

/AL'8BD?ALL# %6+*# 9)%%#)

QA@AE<A# T(@@AL#en@(=TEB88B?()D/$#

2

R)2#,7+! !&,#$&'#+C&/2 A%6#T.,6")/#&)M?B/L)c'[A?8FE?@A;# A8B@)I(//AB9'@(L! U/(ZA?L(8;'PI(/X

/AL'8BD?ALL# %6+*# 9)**)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窘境) 里克与以乔西为代表的%优秀&儿童形成

鲜明对比#而这一对比折射出未经%提升&与%提

升&过的儿童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里克对克拉拉

表现出的情感与同理心反映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内

容#乔西等人则表现出人性的缺失) 乔西体内的

技术一方面提升了她的技能和知识#但另一方面#

又阻碍和影响了生物体的自然发展过程#而情感

的缺失则是其关键表征之一) 著名学者福山

"e?B/.(LeE0E;B>B$在谈及后人类社会的生物技

术时曾警示道! %生物技术会让人类丧失人

性+++正是这种根本的特质不因世事斗转星移#

支撑我们成为我们*决定我们未来走向何处) 更

糟糕的是#生物技术改变了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

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

!虽然

福山并未阐明人性中根本的特质具体指什么#但

很显然#同理心和共情能力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核

心特质之一#亦是确立人的主体性之重要依据)

因此#身体遭受%辖域化&的儿童必须首先突破

%禁锢&#踏上%解辖域化&的道路才是最终迈向建

构起儿童主体性的关键一步)

二3$混合组装体%克拉拉的$解辖域

化%

如果说小说中乔西等%提升&过的儿童象征

着后人类社会儿童生命的技术化#那么以克拉拉

为代表的用于陪伴儿童的人工智能朋友#则代表

了后人类社会技术发展的另一倾向!技术的生命

化) 从生命的技术化到技术的生命化#转变的根

本在于人的主体性的消解与丧失#代之而起的是

技术的主体性) 以乔西为代表的儿童主体性的丧

失不仅体现在他们因身体被%辖域化&而失去自

主选择生活的权利#更表现为其同理心和共情力

的缺乏) 而后人类技术主体克拉拉作为儿童陪伴

者却表现出远超人类生命主体的主体性#因此以

另一种独特的生命形式构成对人类%辖域化&儿

童主体的%解辖域化&)

虽然德勒兹和瓜塔里最初将%解辖域化&用

于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分析#但这一概念具有

更为广泛的应用外延#其本质在于通过在原有的

系统中引入异质性元素#从而打破同一#弘扬差

异#在多样性的差异中找到一条%逃逸路线& "B

@(/A'PP@(C78$#最终沿着这条%逃逸路线&实现对

辖域管制的突破) 克拉拉作为儿童群体中的一个

异质性元素#其存在本身即象征着对后人类社会

儿童身体之%辖域化&的解构)

首先# 克拉拉所具有的 %混合组装体 &

"F;[?(& 4LLA>[@BCA$特质成为其差异性存在的重

要前提#而这一差异成为其突破后人类社会儿童

身体%辖域化&之禁锢的基础) 虽然从表面上来

看#克拉拉与乔西的相处和交流模式与现实中同

龄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几乎无异#但她不同于人类

生命体#是一个用于陪伴儿童的人工智能儿童机

器人) 这一%混合组装体&特征使克拉拉成为%一

种将人类主体和技术主体链接*铰合而成的新型

主体&+++%赛博格& "N;['?C$

"

) 如果说被植入

技术的有机体处于赛博格的初始形态#人类的本

质尚未被完全改变#那么被赋予人类情感的人工

智能机器人则是赛博格的另一种形态#对人的主

体性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克拉拉作为技术

和人的混合组装特征赋予了其主体的流动性#这

一流动性和生成性的特点与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

的%组装&"BLLA>[@BCA$概念不谋而合) 德勒兹和

瓜塔里通过组装的概念阐释其关于机器的思想)

在德勒兹看来#机器的特点正是在于它没有封闭

的同一性#而是处于不断的生成之中#不同元件的

组装构成了机器生成的主要方式#机器生成的主

要意义不在于最后的结果#而恰恰在于生成过程

中不同元件之间所产生的关联#

) 元件不断通过

组装生成新的机器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辖域

化&%解辖域化&再到%再辖域化&循环往复的过

程) 从这个意义来看#克拉拉正是由于其独特的

混合组装方式"技术的生命化$构成了对以乔西

为代表的后人类儿童"生命的技术化$的%解辖域

化&)

其次#克拉拉的具身性"A>['&(>A/8$特征构

成其对%辖域化&儿童身体之%解辖域化&的又一

重要条件) 作为人工智能机器人#克拉拉有着超

越人类的身体敏感性) 正是以其对外部世界的敏

锐感知#克拉拉有了和乔西第一次透过橱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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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吴玲英#等!'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后人类儿童主体及其主体性

灵交流#为她日后成为乔西的人工智能朋友埋下

伏笔) 克拉拉不仅感官知觉敏锐#而且拥有丰富

的内心情感#能够对他人进行想象性移情) 这种

移情能力建立在克拉拉具身性的身体基础之上)

具身性主要指人类的认知来源于经验的*生物学

意义上的身体#其本质是对笛卡尔式身心二元论

的反驳) 建立在笛卡尔身心二元论上的身体观念

具有离身性"&(LA>['&(>A/8$的特点#即强调心灵

或情感与身体的分离) 基于控制论的机器人技术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离身化的身体观念#试图通过

将人类的大脑或意识植入机器#从而实现人的身

体与意识的分离) 小说中的克拉拉虽然本质仍是

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但她不仅拥有仿真的人类

儿童身体#而且能够通过其身体对外界事物的感

知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 换言之#在克拉拉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具身性的*在场的身体#这一具身化

的身体构成了克拉拉建构其主体性的重要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看#克拉拉具身性的存在构成了对

以乔西为代表的儿童的%辖域化&身体之%解辖域

化&#在后人类时代为突破对儿童身体的同一化

规训之限制提供了一条%逃逸路线&)

最后#作为人工智能朋友#克拉拉对乔西所展

现出的绝对负责任态度从伦理的层面体现了其超

越人类赛博格主体的能动主体性#从而对被%辖

域化&了的儿童主体性构成了%解辖域化&#为后

人类社会重新思考人的主体性提供了重要的警

示) 进入乔西的家庭后#克拉拉承担了超过普通

儿童人工智能朋友的陪伴功能#肩负起对%绝对

他者&

!的伦理责任#表现出对同伴的深切的关心

和人性的温情) 而克拉拉最后被丢弃在堆场的命

运与其无私的付出和奉献形成对比#这进一步揭

示了人本主义传统下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所带来的

主体性危机) 尽管乔西和克拉拉都可以算作后人

类赛博格主体#但二者在情感上的差别构成我们

理解其主体性的关键) 乔西身为人类儿童本应具

有人所独有的伦理情感#但技术化的身体却令她

丧失了这一建构其作为人之主体性的基础#而克

拉拉作为技术主体则被赋予了超越人类生命主体

意义的能动的主体性#不仅像人类一样拥有丰富

的情感#而且能够基于情感体验做出超越一般伦

理标准的伦理选择) 因此#可以说#克拉拉以其异

质性新型混合组装体之存在本质*具身化的身体

以及其在伦理层面的能动主体性实现了对被%辖

域化&的后人类儿童之主体性的%解辖域化&#从

而为重构后人类主体性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三3交互主体#人机融合下的新型后

人类主体观

随着后人类时代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与技术

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 面对赛博格式技术主体之

主体能动性的张扬和提升#遭到技术渗透和异化

的人类主体将何去何从, 换言之#人类主体和技

术主体如何在后人类时代和谐共存, 这成为重构

后人类时代的新型主体关系的关键#更为理解新

型儿童主体关系提供启示)

小说中身体受到技术和社会%辖域化&的乔

西#象征着后人类社会试图通过技术提升身体边

界能力*实现%超人类主义&"8?B/L7E>B/(L>$理想

但却反过来被技术奴役或成为异化的人类儿童主

体) 而作为仿生智能机器人且拥有超越人类主体

性的技术主体克拉拉#则隐喻着后人类社会赛博

格式技术主体给人类主体性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危

机与挑战) 尤其是克拉拉作为儿童智能机器人#

在小说中被赋予了超出一般智能机器人的学习与

模仿能力) 在乔西的母亲看来#如果乔西因为身

体状况离开人世#克拉拉便可以延续乔西) 除小

说第一部分乔西与母亲在商店选购人工智能朋友

的情节对此有所暗示外#石黑一雄还重点借由摩

根瀑布之旅和卡帕尔迪先生"I?)NB9B@&($为乔西

画像的情节反复聚焦这一议题) 以卡帕尔迪先生

为代表的乐观主义理性者认为#机器与人之间不

存在本质性的差别) 而乔西的父亲保罗"DBE@$则

坚信%每个人内核中都藏着某种无法触及的东

西#某种独一无二*无法转移的东西&

"

#即 %人

65

!

"

%绝对他者&"M7A4[L'@E8A@;V87A?$的概念源于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B/EA@_AZ(/BL$#他强调他者的绝对性#即他者是超越自

我之外意义上的绝对他者#不同于传统同一性哲学视域下的他者#绝对他者永远不能被划归入自我所代表的同一性之中) 在这个意义

上#绝对他者是一个超越无限的存在#这种绝对的他异性"B@8A?(8;$要求自我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避免以自我的立场去化约他者#而是

要将他者视为绝对的异己之存在#肩负起对他者绝对和无限的伦理责任) 参见_AZ(/BL# \>>B/EA@)5.$&'#$=&/2 @/P#/#$=! D/ G++&=./ GH$)*

"#."#$=)M?B/L)4@97'/L'_(/C(L)D(88L[E?C7! QEbEAL/AU/(ZA?L(8;D?ALL# %6#6# 9)!1#)

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宋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年版#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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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因此他极力反对乔西母亲和卡帕尔迪先生

的%延续&计划)

围绕克拉拉是否延续乔西的争论表面上反映

了后人类时代机器能否取代人的命题#但实质上

却揭示出后人类时代儿童主体与技术主体之间的

关系问题) 卡帕尔迪先生的观点代表着后人类社

会人类主体对技术发展的盲目乐观态度) 然而#

这一盲目乐观的态度经过发酵会逐渐演变为一种

更具颠覆意义的后人类主义!技术奇点后人类主

义) 对于乐观者来说#技术奇点的到来固然可以

令技术获得更大的进步#从而造福于人类#但它更

多暗示的是技术给人类所带来的更大的风险与危

机#甚至%未来会出现一个转折点#人类发明的技

术会让自己落伍&

!

) 卡帕尔迪先生拜访乔西母

亲时谈及的社会上对人工智能朋友所持有的一种

十分普遍而且不断增长的隐忧"

#正是出于对技

术可能威胁人类生存的担忧) 这类担忧本质上反

映了与上述理性*乐观主义观点相反的另一极端

倾向#即认为人在快速发展的技术面前主体能动

性消解#人类的发展由技术决定甚至被技术替代

的悲观主义末世论观点)

通过这两种极端倾向的并置#石黑一雄意在

启示人们思考后人类时代如何处理人类儿童主体

与技术主体之间的关系) 人作为技术的发明者和

创造者享有独特的主体性#这一主体性主要体现

在人能够凭借对技术的合理利用实现其认识和改

造世界的目的#技术在海德格尔看来因此构成了

%一种解蔽方式&

#

#人通过技术得以把握并接近

存在的真理) 然而#海德格尔所言的技术仅指一

般传统意义上的技术#这一传统技术观为他反思

现代技术对人主体性的遮蔽和消解提供了重要参

照)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解蔽存在的方式

不是依循规律的自然显现#而是一种%促逼&

$

)

然而#人作为促逼和摆置技术的主体却在此过程

中也同时被卷入技术对人的促逼和摆置之中) 换

言之#现代人在追求技术的过程中异化了自身#进

而丧失了其本应享有的主体性) 而正处于成长中

的儿童的主体性更为复杂#因为儿童的主体性本

就处于建构之中#尚未完成) 同时#作为人类社会

中的弱势群体#儿童在社会中处于被支配地位)

因此#儿童在面对技术对人的异化时#遭受更大的

主体性危机) 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儿童复杂的

主体性恰为考察后人类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危机提

供了独特的视角) 小说中以乔西为代表的后人类

儿童沦为后人类社会技术发展的牺牲品#他们的

存在隐喻着人类主体的普遍异化和%被禁锢&状

态) 与此同时#现代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

飞速发展亦赋予机器前所未有的能动主体性#并

因此危及和挑战着人类主体#尤其是儿童主体的

存在) 具有人类意识和情感生命的儿童智能机器

人克拉拉#通过向绝对他者乔西展示其无限的伦

理责任#彰显了其超越人类的主体性) 由此#人与

技术的关系陷入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 然而#

在人机共存将成为常态的后人类时代#如何超越

这种二元对立*重构新型的后人类儿童主体关系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人机融合或人机一体作为

后人类的关键性特征之一#为我们思考重构一种

交互式*互为主体的新型后人类主体关系提供了

启示) 这一新型的主体摒弃了传统二元对立视域

下自我和他者的对抗性关系#主张人类和机器互

为%构成性他者&

%

#强调主体的混杂性*异质性*

流动性和主体间性#其本质是游牧的和去中心化

的) 无论是人类主体部分还是技术主体部分#他

们在保留各自主体性的前提下#寻求一种平等对

话的和谐关系#最终建构起一个多元*开放*伦理

的肯定性关系主体)

结语

'克拉拉与太阳(的中文译者在译本后记中

指出#小说延续了一个典型的石黑式命题 %人

心&#不过这个命题却因被置于后人类社会图景

而得以升华) 如果说石黑一雄在 '莫失莫忘(

">)-)"F)$0)B.#!$$"$中聚焦了后人类社会中克

隆人与正常人类之间的情感伦理#那么'克拉拉

与太阳(则将这一后人类图景进一步延伸至人工

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问题) 小说中#身为工程师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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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吴玲英#等!'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后人类儿童主体及其主体性

的乔西父亲保罗首先向人工机器克拉拉抛出关于

%人心&是否存在的问题#进而由克拉拉在小说结

尾对该问题做出最终的肯定性回答) 这或许在一

定程度上表明#石黑一雄有意借两类不同人物的

视角在这个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向读者探询#

当面对无处不在的机器时#人何以凭借其独特的

主体性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 小说中的儿

童视角为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后人类时代人的主

体性这一议题提供了绝佳的渠道) 面对人工智能

技术对日常生活无孔不入的渗透#当人与机器的

相处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时#如何处理人与

机器的关系#构建和谐的人机共同体成为后人类

社会必须直面的议题) 虽然石黑一雄在采访中坦

言他对技术的进步并不排斥#但他坚信#人要在保

持自身主体性的前提下方能与机器和谐共存) 小

说通过书写克拉拉这一人机混合的赛博格主体之

生命历程#展现了重构一种人机融合的后人类交

互主体的必要性#而这对于我们在后人类时代重

新认识人之主体的主体性有着深刻的启示性意

义#更为未来建构起包容*和谐的肯定性主体关系

提供伦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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