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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以来，人类创造了三种新的社会空间形式：都市化空间、全球化空间和超空间。
它们与其他空间形式、与已经变形甚至只保留下一些碎片的传统空间相互碰撞、叠加、交织在一起，
改变并重构着人类的活动方式以及思想方式。
身处这种急剧变幻的空间之中，现代人时常产生空间混淆感和迷向感。
本书围绕着如何理解现代空间变化这一主题展开。
分析了现代空间观念的变化及其意义；探讨了以人类行为为参照系建立空间解释框架的可能性；并对
当代社会空间批判理论存在的主要错误或不足进行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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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20世纪初绘画空间的变异及其意义　　20世纪60年代以来，都市社会学、人文主义地理
学与批判社会理论交汇之后，产生了一个新的理论分野——社会空间批判理论，它强调从空间维度剖
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过程，或者按爱德华?苏贾（Edward W.Soja）的话说，它试图在空间、
时间和社会存在三者之间寻找一种恰当的阐释平衡。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空间评论延伸到后现代及全球化理论中，成为这些理论中富有特色和活力的一
个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对于长期以来偏重于历史性阐述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这种空间性的批判带来了一股强劲
的思想创造力。
　　但是，这种社会空间批判理论自其出现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个理论缺憾，即由于它着重社会批判的
目的，因此那些不能直接服务于这一目的的空间理论和实践——例如心理学和美学领域的空间性探索
——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分析和评价。
事实上，从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及其之后诸多批评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的思
想受到了20世纪初以来美学、物理学、心理学、哲学等部门出现的空间观念变化的深刻影响。
但是迄今为止，社会空间批判理论对于科学、艺术中的空间思想对社会理论的影响的分析还很不充分
。
例如，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论及现代艺术观念的变化时，更像是在谈论政治经济以及技术的
变化，而且他对现代艺术表达方式的评论只是充当了上述诸变化过程的一种图解而已。
他只是一般性地认为，现代主义所反映的表达的危机，是“起源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时间与空
间意义一方面的一种根本性的重新调整”。
在他看来，现代主义的空问美学最终被证明只是资本主义政治美学化与货币资本力量之下的牺牲品。
这种观点低估了美学活动的独特意义及其对其他实践活动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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