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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借助各类技术不断扩展自身对于世界的认识，不断试图消除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空间
距离。
古时如此，今时亦如此。
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地球村”、“流动空间”等代表着现代技术下的空间变化的现象已经
广泛为当前社会人们所熟知而且接受，可以说技术发展在消除空间距离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此，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如何理解现代技术所导致的空间拉近现象？
技术之近是否就是本真之近？
它是否导致了我们所渴求的切近？
这一系列问题就开始进入反思的视野中。
　　理解这一现象需要一种视角的转变，需要一种对人的规定性的呼唤，传统的对于人的理性规定性
面对这一问题并没有显示出强有力的解释力，我们需要一种不同于理性的规定性：空间性。
人类表现出来的借助各种方式消除自身与世界之间的距离，是人所揭示出的不同于传统理性规定的作
为空间性的存在物最好的诠释。
一种以空间性为基点的关于人的规定性理解有了确定的可能。
一方面人类需要揭示出其在这儿、在那儿的作为地方性的存在物，即符合此在的规定性；另一方面，
人类更需要通过不同方式呈现出其消除空间距离的作为无间距性的存在物，即具有去远的规定性。
　　《现代技术下的空间拉近体验》对上述问题的探索使得我们开始反思现代技术下的空问拉近体验
，所获得的答案将是开放性的。
我们不能继续持有敌托邦的观点，将技术所导致的空间距离消除看做是导致了心灵之远，就像齐美尔
一样；也不能急于接受这种被给予的空间贴近，培养起乌托邦式的理想状态，将技术所带来的空间拉
近看做一种福音，就像麦克卢汉一样。
这都是基于价值判断的结果，而我们需要在做出价值判断之前看到隐含的问题，即不同方式实现空间
拉近——如果是这样的话——的根据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将使得我们能够避免价值判断所导致的不同结果，如敌托邦或者乌托邦，而是面向
事物本身——正在发生的事件：此即人类对于空间距离的消除。
在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人更多地将自身诠释为地方性的存在物，无法充分表达出消除空间距离的特
性，借助不同的语言意象通过想象、思念主体实现着不在场者的在场，从而达到了空间去远；现代技
术的发展解构了地方性诠释方式，为空间距离的消除提供了可能。
　　我们能够真切地知觉到现代技术带给我们的结果：借助时间压缩、通过语言的转化消除物理空间
距离，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意境不在、想象不在、思念不在。
物理拉近成为现代技术所呈现的最直接的后果，其更为深远的结果是实现了地区与地区之问的拉近，
不在场者的在场借助地域拉近使得自身具备完全在场的可能性，而且使得不在场者的在场以符号的形
式得以实现。
这种拉近体验并非与本真之近相对立，在此基础上，不同的文化世界的融合具备了可能。
　　《现代技术下的空间拉近体验》由杨庆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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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另外一个建立起二者之间联系的重要因素是“情感”。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感情。
特别是中国人，对于家乡、对于亲人有着很独特的感情。
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之中，总有着一种落叶归根的观念，人老了，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而且，他们也更喜欢土葬，尽管人们更多地接受了现代的死亡观念。
但是，在一定意义上，从土地上来又回到土地中，是中国的一种独特观念。
另外一个有着强烈“根”的观念的民族应该是德国。
海德格尔曾经对于现代技术的“拔根性”给予了充分批判。
他回顾希腊文化，力图在西方文化之源头找寻到解救之途的做法也充分地表明了对于“根”的重视。
当然，在他那里，“根”更多的是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说的。
“存在即人之家”、“语言是人的家”已经成为我们熟悉的观念。
对于“根”的寻求，更多地说明了一种历史性意识的表现。
所以，能够建立起“空间”人与地方关联的首要东西应该是“历史”的意识。
 另外一种有助于建立起人与地方关联的东西是“定向”。
这个海德格尔的术语在这里使用会带来一个有意思的结果。
与这个术语相似的是“认同”。
但是，我们更倾向于用“定向”这个术语。
也许这个术语的使用也能够解释我们当前所发生的一个现象，我们无法确知自己，这就是“定向”的
问题了。
“定向”首先表现在“哪里人”？
“哪里人”的确定，给予一个人的往往是一种最基本的定位。
这涉及的就是地方的概念。
在中国人心目中，“老乡”观念是非常浓厚的。
他们经常询问的一个方式是：“你是哪里人？
”通过对地方的确定而达到一种切近，这就是“定向”，也反映了一种去远的心理。
在古代中国，老乡观念并不是很明显，因为人们与土地的关联异常的密切，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凸显出
来。
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后，老乡观念才显得异常重要了。
另外定向的另一方式是听，当听到熟悉的乡音时，两个不熟悉的人也因此而拉近了。
任何一个人对于属于自己的东西，如乡音、家乡话是非常敏感的，它可以在众多声音中辨别出独特的
家乡音。
这也是去远的一种表现。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都可以显示出定向与去远来。
如看到熟悉的东西、闻到熟悉的味道，这就是去远，也就是定向的完成。
 再一个能够建立起人与地方的关联的东西应该是“想象”。
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指出，地方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环境，尽管这些环境提供给我们基本的
生活物质保障，但是，我们发现，最重要的却是建立在环境之中的“想象”和“思念”。
人是有感情的，我们越是远离一样东西，越倾向于想象，越倾向于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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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技术下的空间拉近体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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