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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策展作为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困境的途径
——以策展理念H-H'-H''（异质性杂合）为例

匡慧

中央美术学院，北京  100105

摘      要  ：   本研究以 H-H'-H''异质性杂合为设计策展理念，探讨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重构。通过植物研究，构建了植物在跨文化

和跨学科语境下的多维意义。结合拉图尔的非现代理论和设计批评，采用异质性杂合理念和 Obsidian软件的结合，超

越传统策展模式，实现知识链接。研究发现人类与非人类的互动是复杂而多维的，并可以通过设计策展进行呈现和探

索。该策展理念获得了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文化批评与策展课题个人优秀创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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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Curation as a Way to Break Through the Anthropocentrist Dilemma 
--Take the Curation Concept H-H '-H''(Heterozygosity) as an Example

Kuang Hui

The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Beijing  100105

Abstract   :   This study takes the the H-H '-H'' heterozygosity as design curatorial concept to explo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human and non-human relationships. Through plant research, the multidimensional 

meaning of plants in cross-cultur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ntexts is constructed. Combined with Latur's 

non-modern theory and design criticism, the combination of heterogeneous heterozygosity concept 

and Obsidian software is adopted to go beyond the traditional curation model and realize knowledge 

linkag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 are complex and 

multidimensional, and can be presented and explored through design curation. The curation concept 

won the second prize of Cultural Criticism and Curatorial Project of School of Design,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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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H-H'-H''策展理念图解

一、为什么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困境？

“人与非人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彼此将更加纠缠及依赖”[1]。

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困境成为当今重要的学术问题和社会议

题。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生物栖息地破坏以及潜在的全

球性灾害提醒着我们，我们正处于一个复杂且脆弱的时代。这些

问题的根源可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自1967年美国历史

学家怀特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

源》以来，人类中心主义问题一直是一个持久而广泛争论的重要

议题。[2]

·多物种协同共存的重要性

近年来，人类学期刊中出现了动植物、自然环境、多物种和

本体论的回归趋势 [3]，这种现象揭示了动物、植物、微生物等与

人类同等重要，它们不再被视为仅仅是资源或消费对象，而是与

人类共同构建和维系共同生存的时空和环境。这种趋势促使人们

重新审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呼吁建立更为互助共存的协同

模式。在当前人类世面临深远影响和生态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摆

脱人类中心主义困境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

·重构人与非人类关系的必要性

将人类置于中心而忽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相互

依存是导致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重要性认知不足、对环境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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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可持续影响的主要原因。为了解决这一重大战略问题，我们

需要从观念意识上重新审视人类与非人类的不平等关系，并进行

学科交叉融合和整体研究，以超越主客二分思维，以更综合、更

平衡的视角重新塑造人类与非人类的互动关系。

二、设计策展作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途径 

·策展作为方法

设计策展作为一种反思当下和生产认知的方式和行动 [4]，

在应对公共性的危机议题层面具备多元性的策展语言、应用性

的策展功能和启示性的展览预见 [5]，成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困境

的重要途径之一。策展人以设计的手法，捕捉人类与环境、社

会和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将这些关系以独特的方式呈

现出来。这种呈现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将来自不同文

化背景和学科领域的思想和方法相结合，形成多元并存的文化 

图景。

·多元视角下的策展理念

H-H'-H''的策展概念基于对非人类生命和不同文化背景声音

的考察，以植物与人类社会的协同演化为例，研究揭示了植物客

体与人类主体的非二元关系。植物分类被人类管控，但功能也塑

造着文化演变。H-H'-H''批判了现代二元对立视角，提出重新认

识世界的方式。它鼓励我们关注拉图尔所说的“拟客体”与“拟

主体”之间的“中间地带”。看到异质性万物被视为多维度条件下

相互催化生成的有机杂合体。通过重新认知世界，异质性杂合的

策展理念推动超越二元思维，深入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互动，

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我们生活在的复杂世界。

（一）H-异质性：多元视角

植物研究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领域：多物种民族志。传统的

民族志研究往往将人类视为独立于其他物种的特殊存在，强调人

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区别和优越性。然而，随着对生态学、环境

和动物权益等议题的关注逐渐增加，多物种民族志应运而生，作

为反思人类世界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利器，在多物种

民族志理论上，人类学者发现通过单一的“人类视角”难以描述

这个相互交织的多样性世界 [6]。例如，英戈尔德通过篮筐编织的

例子提出了“编织”的概念 [7]，强调了手艺人与竹子之间的相互

作用和力量的交流。他认为编织过程不仅仅是物被人制造出来，

而是物与人相互制造、互相塑造。在这个过程中，物质被赋予了

主体性和行动性，它们参与到社会的编织中。

多物种民族志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包含人类在内的异质性视

角，只有将人类置于更广泛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背景下，

才能真正理解和保护自然界。

H-H'-H''策展概念基于异质性视角，通过将不同类型的植物

进行分类，并以网络状的节点呈现植物与人类之间的协同演化关

系。这种概念能够超越将植物仅视为资源或装饰品的人类中心主

义观念。展览将植物与人类的协同演化关系以网络节点的形式展

示，展示植物在不同文化和学科背景下的多维意义和影响展览以

开放、包容的视角呈现植物对人类生活和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并

鼓励观众重新审视和尊重植物的价值。这种展示方式也鼓励观众

参与到对植物与人类关系的思考和讨论中，为建立更为互助共存

的协同模式提供了启示和可能性。

（二）H'- 杂合化：链接观念

·“回应”与“响应”

在蒂姆·英戈尔德于2020年出版的书籍 Correspondences[8]

中，他强调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不仅仅只有人类的世界里，甚至于

如果将“非农”历史也计算在人类史之内，“那么，可以认为，在

人类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并未制造物，他们本嵌入在物的自然

世界之中”[9]。这意味着人类在与物的关系中并非占据着绝对的地

位，而是与其他生物和自然环境共同存在，相互影响和依存。而

为了实现生命的繁荣，我们需要倾听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呼唤，并

以谨慎、敏感和判断力来“回应”和“响应”。

作为人类，我们不能再将人类视为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分离的

存在，相反，我们应该将自己纳入到更广阔的生态共同体中，

并怀着谦卑和尊重的态度回应和响应这个世界的需求。通过这

种“回应”与“响应”的交互行为，我们可以自由地将万物连结

起来，通过物的杂合超越对立与分裂，寻求综合和协同的解决方

案。只有通过与自然界的合作和共生，我们才能实现生命的繁荣

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

（三）H''- 杂合体：跨越边界

H'- 杂合体是一种跨越边界的概念，与传统二元对立的“现

代制度”形成鲜明对比。我们需要认识到二元对立仅仅是现代制

度的表象，虽然科学构建了超验的自然，政治构建了社会，但自

然和社会并非仅存在于我们的构建中，它们需要超越我们的界限

才能获得真正的合法性。[10]

根据拉图尔的说法，现代人选择保留自然的超验性、社会的

超验性，取消自然的内在性和社会的内在性，从而选择“纯化”，

但在理论上消解了“转译”。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是，非现

代人采用了一种不再从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出发的观点。他们从拟

客体和拟主体增殖的“中间王国”出发，反思二元对立，认为自

然和社会在同一过程中被生产出来，一切存在都是“拟客体”和

“拟主体”。换句话说，H'-杂合体的概念试图基于拉图尔的非现

代理念挑战现代思维中的二元对立，强调自然和社会的相互依存

和相互影响，以跨越边界的思维方式推动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和应

对当代世界面临的复杂问题。

>图2 现代与非现代对比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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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H-H'-H''的策展实践

H-H'-H''策展实践是一种基于异质性杂合理念和图谱性策展

方式的创新模式，与传统以藏品为核心和基础、以陈列展览为主

要媒介的艺术、文化、历史和专题性文化机构 [11] 的博物馆式策展

模式不同，H-H'-H''旨在通过异质性杂合理念和图谱性的策展方

式的有机结合实现知识链接，为策展实践和文化研究提供创新视

角和方法。通过结合异质性杂合理念和 Obsidian软件的使用，策

展者可以更好地呈现文化内容和历史信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Obsidian软件提供了便捷的文献管理功能，使文献展导览更

高效和互动。在该模式下，可以利用 markdown语法在 Obsidian

中对信息资料进行分类和整理，构建一个有机的知识图谱。这种

图谱式的导览程序可以使观众更全面地了解展览的研究背景、状

况和发现的问题。观众可以根据兴趣和需求选择性地浏览和深入

研究展览内容。与传统的陈列展览

相比，这种模式更加互动和参与性，观众可以与展览内容进

行互动，深入了解不同主题和概念之间的联系，并在展览中自主

地探索和发现知识。同时，通过与观众的互动和反馈，策展者可

以得到更多的参考和启发，不断改进和完善展览的内容和形式。

因此，H-H'-H''策展实践作为一种基于异质性杂合理念和图

谱性策展方式的创新模式，通过结合 Obsidian软件的使用，提供

了更具创意和开放性的展览体验，深化了观众对展览内容的理解

和参与。这种策展模式的应用有助于推动策展领域的创新发展，

为观众和策展者创造更丰富和有意义的展览体验。

四、结语

异质性杂合呈现出一种对现代制度下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视

角的批判，并以此提出了一种重新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一观点倡

导开放思维和包容性，鼓励我们转移视线，将注意力聚焦于拉图

尔所谓的“拟客体”与“拟主体”之间繁衍生长的“中间地带”，

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去深入探索和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和

互动。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复杂世界。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异质性杂合在设计展览中的应

用，结合社会学、哲学等学科深入研究异质性杂合的理论和实践

方法，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知识链接和交流，推动设计策展领域

的创新发展。此外，持续探索和优化 Obsidian等其他知识管理软

件在文献整理和展示方面的功能，以更好地支持策展实践和文化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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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H-H'-H''策展实践信息页面

>图3 H-H'-H''策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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