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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选择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都市文化作为研
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读博期间，导师授课时
提到空间理论目前少人研究，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今天的西方学
界它已经是一个热点问题，出版了一系列的论著，因为国别、翻
译的问题，在国内没有形成关注点。导师的一番话，激励我写出
了《空间与权力———福柯空间观解析》( 《江西社会科学》2007
年第 4期) 、《论空间叙事的兴起》 ( 《当代文坛》2008 年第 1
期) 两篇论文。于我而言，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问题研究
的缘起。第二，工作以后，教学任务繁重，每天奔波于宿舍与教
室，有时还需要上中国知网补充和拓展教学内容，发现空间问题
仍有研究空间，有待热心人去挖掘、整理和探索，基于读博期间
发表的论文，算是不成熟的前期成果，于是我不揣浅陋，申报了
天津市的项目，但屡战屡败，无果而终。这更促使我进一步丰富
自己的空间知识的积累。第三，此后，我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2010 年，申报了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
如愿获批。获批之后，一方面是教学工作繁忙，科研工作严重滞
后; 另一方面是自己的懈怠和懒惰，总觉得可以喘口气，稍作歇
息，却不知光阴倏忽而逝。结项日期逼近，才临阵磨枪，查阅、
检索、研读现有的研究成果，发现空间问题俨然已成 “显学”，
错失了紧追学术前沿的良机，未能发人之未发，见人之未见，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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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与自责时时伴随。
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集中梳理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

论与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已有成果、研究意义和研究内容，新马
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研究学者众多，立场鲜明，观点各异，对国外
的空间理论研究做了初步概括。国内空间理论研究，主要聚焦国
内学者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代表人物亨利·列斐伏尔、米
歇尔·福柯、戴维·哈维、爱德华·索亚、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等人的研究、阐释。此外对选题意义和研究内容做了初步说明。

第二章主要关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文化政治内
涵，共分为四个小节: 空间与文学叙事、空间与权力政治、第三
空间与文化批评理论、认知图绘与文化政治美学。空间与文学叙
事一节，认为空间维度在 19世纪之前遭到了忽视和贬损，同样，
小说既有时间维度，又有空间维度。但无论是经典叙事学还是新
叙事学都强调叙事在时间序列中的建构，一直以来忽视了叙事的
空间维度以及叙事中空间的地位、影响和作用。空间与权力政治
一节，主要讨论福柯的空间理论建构，从 “空间的着魔”
( Spatial Obsessions) 、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和圆形监狱: 空间与权
力的极致范例 ( Par Excellence) 三个层面分析福柯的权力政治
哲学，福柯揭示了空间、知识、权力三者微妙而复杂的内在关
联。第三空间与文化批评理论一节，从索亚三种空间的划分、第
三空间的理论来源、第三空间与文化批评理论、第三空间的理论
意义四个层面深入讨论第三空间，提出第三空间是一种新的思考
方式和批判策略，最终目的是试图恢复空间、社会、历史三元辩
证法的平衡。认知图绘与文化政治美学一节，从资本主义空间范
畴的三个阶段、后现代状况下“超空间”特征及现状、“认知图
绘”文化政治美学的提出三个方面，提出认知图绘是后现代社
会政治规划必不可少的环节。詹姆逊通过认知图绘来规避后现代
“超空间”所带来的世界难以表达的困境，以及由此造成的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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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迷失和乌托邦精神枯竭，重新发挥空间的作用，达到其实现
文化政治诗学的目的。

第三章主要探讨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都市文
化题域，共分为三个小节: 空间与身体问题、空间与文化身份、
空间与消费文化。空间与身体问题一节，主要从西方哲学史中身
体观的发展概述、列斐伏尔的空间身体观、福柯的空间身体观和
哈维的空间身体观，试图挖掘身体背后隐藏着的空间、社会、政
治和文化的内在关联。空间与文化身份一节，从空间与文化身份
的源起———爱德华·索亚的空间与文化身份的发展———霍米·巴
巴的空间与文化身份的文本实践三个层面探讨，提出霍米·巴巴
的“第三空间”理论，对抗殖民主义的途径与方法并不是重构
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而是将反抗贯穿于点点滴滴的细节中，渗
透到混杂化的进程中去。空间与消费文化一节，从消费空间的形
成、空间消费的特征、空间消费现状批判和空间消费现状反思四
个角度，提出消费社会充满着诱惑与幻象，必然对主体造成不可
避免的负面影响，但同时我们不能忽略，正是借助 “消费”这
把钥匙，空间与空间的想象之门向主体无限敞开。

第四章讨论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都市文化研
究的贡献与不足，共分为三节: 空间生产与后大都市的空间建
构、权力的空间逻辑与文化表征、都市空间生产逻辑与空间异
化。空间生产与后大都市的空间建构一节，主要从都市空间生产
机制、后大都市空间与意识形态、后大都市空间与知识、后大都
市空间与社会主义空间四个层面讨论了空间的生产、再生产与后
大都市空间的重组与重构的关系。权力的空间逻辑与文化表征一
节，主要从权力的内涵、权力与空间生产、权力与文化表征三个
方面，提出权力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力量，它通过与资本、科学知
识共同操控空间生产。同时，在后大都市空间生产中，文化表征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表征参与甚至促进了权力和资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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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空间的渗透。都市空间生产逻辑与空间异化一节，主要从都
市空间生产逻辑、空间的异化两个方面深入分析，认为资本空间
会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所建立全新的空间关系日益渗透到人们日常
生活的各个方面，消解不符合资本要求的空间形式。从而，一方
面改造了原有的空间形式，摧毁旧有的空间生产关系; 另一方面
占有新的空间，并生产出全新的空间形式和空间生产关系。

第五章讨论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中国当代都市文
化研究的历史启示，共分为两节: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
都市文化研究的现实成果、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都市文
化研究存在的问题。现实成果主要从国内城市空间问题的理论阐
发与实践运用，城市空间问题是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土
地如何通过阶级和国家的相互作用而被利用与管理的问题。西方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或城市理论，影响和启发了国内学者运用
西方理论资源解决中国城市空间问题和发展建设问题。西方新马
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都市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在于: 理论原创和
实践运用不足、资本权力逻辑导致了城市空间问题的日益突出，
呼吁“空间正义”，提出“空间生产”“时空压缩”“第三空间”
等这些理论基点都在于追求“空间正义”，对“空间正义”的探
索和追寻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重大议题，是当代中国构建和谐
城市的基本路径。

另: 因客观原因，我无法与本书引用的图片的原作者直接联
系，见书后烦请有关作者与我联系。

著 者
2015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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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现状和意义

１９世纪末，随着都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都市日常生活、

都市空间构型、都市景观、都市消费、都市文化及都市问题等逐
渐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视域，空间问题开始进入社会理论和文艺
研究范畴。本雅明较早从哲学的维度，反思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
都市景观之间的关系，将文化艺术批评置于空间维度尤其是都市
空间之中。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列斐伏尔、福柯、詹姆
逊、索亚、哈维、卡斯特尔等人从空间问题出发，掀起了空间理
论探索热潮，逐渐形成了不同学科的交叉、互溶与渗透，建构出
文化地理学、空间政治学、后现代地理学等新学科。空间理论已
经成为一个理论新贵，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第一节　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新马克思主义空间问题的理论奠基

当代国外的空间理论研究始于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其中，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出版的 《空间的生产》（法文本发表
于１９７４年）与米歇尔·福柯发表的 《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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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为空间问题的深入思考奠定了理论基础，列斐伏尔指出：

“生产空间是令人惊异的说法，空间的生产，在概念与实际上是近

期才出现的，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

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他认为，

对生产的分析使我们已经由空间中的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

生产。”① 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由空间中的生产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ｐａｃｅ）转变为空间的生产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乃是源于生产

力自身的成长，以及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这种知识最

后会成为有关空间的知识，成为空间之整体性的资讯。空间中的

生产并未消失，而是被引至不同的方向”②。空间生产已经成为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另一位奠基人物福柯，其著述繁

丰，但他对后现代地理学中空间理论的建构却鲜为人知。他对于

空间的论断引人深思：当下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一个同时

性与并置性共存的时代，时间所发展出的世界经验远少于空间，

空间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更为重要的是，福柯通过深入调研和现

实案例揭示了空间与权力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

（二）社会空间理论

在他们的影响下，曼纽尔·卡斯特尔、戴维·哈维、爱德

华·索亚、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地理

学、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相结合，进一步发展壮大了社会

空间理论。卡斯特尔发表的 《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城

市社会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认为空间是由一个特定的关

系来界定的一种社会产品，而这种起到界定作用的特定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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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强乃社：《空间转向及其意义》， 《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１４－２０
页。

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ｒｖｅ：  Ｓｔａｔｅ，Ｓｐａｃｅ， Ｗｏｒｌ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ｐ．１８５－１９５．



包含了各种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问题的混合。“空
间永远是一个历史性的集合体和一种社会的形式，这种集合体或
者形式通过他们所表达的社会过程来形成其意义。另外一方面，

空间能够对其他社会关系形成特殊的影响，途径是通过他们构成
的结构性示例形成的特殊形式”①。此外，空间亦可通过所构成
的结构性示例形成的特殊形式深刻影响其他社会关系。欲理解空
间的特征，需先从空间的结构特征入手。人们欲分析经济、政治
和意识形态的空间，亦应先将与之联系的范畴作特殊化处理，着
眼于上述要素指向的基础形式。在此进程中，城市、空间、资本
主义生产三者密不可分。“在社会实践中，城市和空间之间的联
系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效果，它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空间划界
的社会特征，来自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内在结构。有空间单位
（ｕｎｉｔｓ）就有再生产这种过程的单位，这种再生产是劳动力在一
定日常空间的基础上确定的。城市单位生产过程———就像公司对
生产过程一样是一种特定的单位———需要用其他单位进行说明，

这些整体上形成了一个过程。这样一种城市特殊性也是历史性
的：它来自社会中经济性的具体的统治———生产空间是区域性空
间，其再生产被称为城市空间”②。１９７３年，美国后现代地理学
家戴维·哈维出版的 《社会正义与城市》，将城市与空间的问题
纳入社会批判的理论框架，其随后出版的 《后现代的状况》《正
义、自然和差异的地理学》 《希望的空间》进一步将空间问题、

社会批判理论与后现代研究融合。哈维提出：“新的空间和空间
关系不断被创造出来。全新的交通和通讯网络，延伸的城市，高

·３·

第一章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现状和意义

①

②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Ｍ：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Ｌｏｎｄｏ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Ａｒｎｏｌｄ，１９７７，ｐ．４３０．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Ｍ：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Ｌｏｎｄｏ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Ａｒｎｏｌｄ，１９７７，ｐ．４３１．



度生产的农业景观被创造出来。”①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空间生产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变得愈发有利可攫。空间生产演进为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般而言空间的生产，特殊来看城市化，

变成了大买卖。这是吸收剩余资本的关键方式。所有全球劳动力

重要部分用来进行建设和维护建设环境。大量的相关资本，通常

以长期贷款的形式出现，被放进城市发展过程的流动中。这些债

务推动的投资经常成为危机形成的震中”②。不仅如此，哈维大

胆推定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 “空间修复”无法挽救陷入衰退的

全球性经济危机，自２０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迈入后现代阶段

之后，资本主义的 “时空压缩”已使整个世界的 “全球化”程度

进一步加深，世界就是一个小小的 “地球村”，这就意味着，资

本的 “空间修复”将越来越面临没有更多的可供 “修复”的 “空

间”而日渐失灵了。他还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剥夺性积累进行空

间修复的主要工具是金融化，需要一个成熟的、完善的金融体

系，而私有化是剥夺性积累的利刃。剥夺性积累引起了一系列政

治与社会斗争和大规模的反抗。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金融化浪

潮最终自己终结了自己，因为大量所谓的金融资本，实际上只是

由不切实际的会计核算和彻头彻尾的空资产所支撑的不可收回的

虚拟资本。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的特殊形态的末

日已经为期不远了。③ 美国著名的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将社会批

判理论、后现代主义与地理学研究融为一体，建立起社会批判的

空间理论，恢复了后现代地理学中的马克思政治学批判传统。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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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推出了 “空间三部曲”：《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

中的空间》《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

旅程》《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使马克思社会批

判理论获得了阐释当代空间问题的全新视角。索亚提出了社会空

间辩证法，即 “历史、社会和空间是理解人的生活活动的三个维

度，不能偏废，但是他认为社会空间辩证法不是环境决定论，它

强调的重点是社会创造了空间。他比较欣赏的是空间转向的重要

表现就是空间资本和空间正义问题的形成并成为重要的讨论话

题”①。索亚并没有止步于上述空间理论探索，而是不断地寻求

空间正义，尤其是城市的空间布局问题。他认为，“为了推进正

义问题的思考需要将地理学与法律和法律批判研究结合起来，从

这种法律和地理学的交叉哺育中形成了学界的另类思潮，即对正

义、民主、市民、统治权和人权等从空间的角度进行重新思

考”②。通过一种结合，“呈现和激发一种策略的理论侧重，强调

特殊的 （通常是被忽略了的）正义和不正义的空间”③。詹姆逊

在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等作品中，用地缘政治美学的方

法测绘当代文学艺术生产，绘制当代西方的文化地图。他指出后

现代文化就是一种缺乏深度感的空间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现

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空间化了，

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④。后现代空间

中，人身处其中，却 “无觅其踪”，无法确定自身的位置，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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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后现代的 ‘超级空间’乃是晚近最普及的一种空间转化的结

果”①。人们身处后现代 “超级空间”中，无法在空间布局中为

自己定位，人的感官系统对周围的环境无法进行清晰认知与判

断，人的身体与环境之间处于一种隔绝或断裂的状态，人的思维

能力也无能为力。詹姆逊提出了 “认知图绘”的概念以帮助人们

定位自身，因为 “空间———后现代的超空间———的这种最新变化

最终成功地超出单个的人类身体去确定自身位置的能力”②。“我

们今天已经不再身处古典时期的历史困境。因此，我们不可能回

归到当时特定的历史境况下所产生的特定美学实践。而另一方

面，我们在此要提出的空间概念，却能为大家带来一个切合我们

历史境况以空间概念为基本根据的政治文化模式。下面让我把这

个崭新的 （假设的）文化形式暂且界定为一种 ‘认知图绘’式美

学”③。阿尔伯特·托斯卡诺认为，认知图绘这一概念，詹姆逊

强调了对晚期资本主义变化了的文化、政治和实践进行理论阐释

的政治需求。认知图绘概念应该从个人与社会的 “完美比例”这

一理论假想进行思考。认知图绘理论可能使得个体和集体清晰认

知和看清自身在全球化语境中所处的方位和处境，必须充分认识

到资本主义及地理上的分化与失衡现状，才可能规避个人与政

治、经济、经验和抽象的脱节。认知图绘是詹姆逊在后现代语境

下为地缘政治、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历史进行的理论预设，帝

国时代的都市现代主义基本特征是经验和抽象的割裂与抽离，而

这种割裂与抽离与 “民族寓言”构成比照，因此阿迈德指责詹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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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沦为民族主义美学之狭隘的工具论，阿尔伯特·托斯卡诺认为

詹姆逊的认知图绘是以一种寓言的方式去实现其反帝国主义、反

种族歧视和反殖民主义殖民的斗争。①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

一直以来现代与后现代的界限、分野、内涵、差异、阶段划分和

艺术特征等是学界争论的焦点。詹姆逊是后现代争论的一个重要

代表，詹姆逊提出的认知图绘就是对后现代社会所进行的理论建

构和话语表述。认知图绘概念适用于后现代语境，尤其是当下的

后现代转向，但是随着认知图绘概念的传播出现了话语泛滥现

象。因此，凯尔纳强调必须对现代与后现代概念内涵和外延进行

厘清和界定，尤其要凸显当下社会中所出现的各种新鲜事物与过

去传统的背离、断裂与颠覆，凯尔纳认为后现代话语应该为当前

社会、文化与理论中所涌现的各种新事物与发展提供理论图绘和

话语书写，尤其要强化和突出当下与过去、传统的发展、继承、

背离与断裂。现代与后现代话语体系的多元性、开放性恰恰证明

了当下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与多样性。②

（三）空间批评

空间或空间性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视野，

成为关注的焦点。菲利普·韦格纳 （Ｐｈｉｌｌｉｐ　Ｅ．Ｗｅｇｎｅｒ）在 《空

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一文中，将空间理

论与文学理论交叉融合而产生的文学批评方法称为 “空间批评”。

菲利普·韦格纳指出：“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把中心放到了空

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的问题上，在其罗列的对庞大的和多种形

式的空间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中，既有社会理论家、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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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家、建筑师，也有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哲学家。”①

空间不仅是一种产物，更是一种力量，“空间本身既是一种 ‘产

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

‘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

式的各种可能性”②。空间批评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布朗肖、巴

什拉、布尔迪厄和美国的凯尔纳等著名理论家。布朗肖在 《文学

空间》中，以马拉美、卡夫卡、里尔克等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为文

本分析对象，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空间性进行了生存哲学意蕴的分

析。巴什拉的 《空间诗学》向读者展示了空间的诗性体验境界，

“我们的探索目标是，确定所拥有的空间的人性价值，而所拥有

的就是抵御敌对力量的空间，受人喜爱的空间”③。“巴什拉的幸

福是一种无法描述的具体的幸福，从存在的开始就与成为其象征

的某些形象相联系。”④ 布尔迪厄在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域的

生成与结构》中，运用 “场域”和 “区隔”的空间概念，对现代

小说的空间场域描写进行了艺术社会学解读。文学本身也是一个

社会空间，布尔迪厄提出了 “文学场”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ｉｅｌｄ）的概念，

文学空间 （场）的生产本身也构成一个多元异质性的空间 （场）。

这个空间 （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 “背景” “环境”或 “语

境”，而是一个先锋与保守、政治与文学、资本与文学、统治与被

·８·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都市文化研究

①

②

③

④

Ｊｕｌｉａｎ　Ｗｏｌｆｒｅｙ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ｔ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１８０．
Ｊｕｌｉａｎ　Ｗｏｌｆｒｅｙ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ｔ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１８９．
加斯东·巴什拉： 《空间诗学》，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第２３页。

乔治·布莱： 《批评意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８３
页。



统治、自主性与非自主性等各种权力因素共通作用形成的复杂网

络。① “场”的形成是不断斗争的过程，“它与象征资本一致，象征

资本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通过世世代代的努力 （以作家或以哲学家
名义接受的价值，即法定的、几乎制度化的、否定权利的许可）

积累下来的。就是以集体资本的名义，文化生产者感到有权利和
义务忽视暂时权利的需要和要求，甚至以他们的原则和特有的标

准和权力做斗争”②。凯尔纳在 《媒体奇观》中，运用德波的 “景
观社会”思想和鲍德里亚的 “仿真拟像”理论，探寻媒体景观所

隐匿的文化意识形态秘密。以上这些空间理论的研究成果促进了
当代理论研究的跨学科融合，改变了传统地理学、城市社会学所

采取的客观中立的实证主义研究，拓展了传统学科的研究视域。

二、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城市
空间问题，空间问题进入理论研究层面。近年来，诸多国外空间

理论的相关成果被系统译介引入。上海教育出版社从２００１年至
今，先后出版了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

政治》《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三辑丛刊，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
代表人物列斐伏尔、福柯、索亚等人的空间理论予以重点介绍；

翻译出版了迈克·迪尔的 《后现代都市状况》 （２００４）、索亚的
《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

（２００５）、 《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 （２００６）、沙
朗·佐京的 《城市文化》（２００６）等专著。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

了戴维·哈维的 《后现代的状况》 （２００３）、莫里斯·布朗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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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空间》（２００３）、索亚的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

理论中的空间》（２００４）。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迈克·克朗

的 《文化地理学》（２００３）、居伊·德波的 《景观社会》（２００５）、

戴维·哈维的 《希望的空间》（２００６）等一系列西方新马克思主

义空间理论的代表著作。２００８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列斐

伏尔的 《空间与政治》，以及孙逊、杨剑龙主编的 《都市文化研

究》（出版了五辑）；台湾学者夏铸九主编了以 《空间的文化形式

与社会理论读本》为代表的一系列译著。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

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例如，包亚明近年来一直关注空间

问题，主编了一系列空间理论书籍，出版了 《游荡者的权力：消

费社会与都市文化研究》等著作；胡大平翻译戴维·哈维的 《希

望的空间》和 《自然、正义和差异地理学》，发表了哈维和马克

思主义 “空间转向”的一系列论文；汪民安出版了 《身体、空间

与后现代性》（２００６）等。

国内关于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后结构主义与空间理论的关系。例如，钱俊希从后结构

主义的特点出发，讨论后结构主义对米歇尔·福柯与亨利·列斐

伏尔空间观上的影响，他认为后结构主义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

对二元对立的结构进行解构，揭示社会结构的不同要素之间相互

依存，相互建构的辩证关系；二是认为身份认同不是先验和僵化

的，而是在复杂的社会过程中被不断重新定义与再生产的。基于

这两个基本特点，钱俊希对米歇尔·福柯与亨利·列斐伏尔的哲

学理论进行梳理和评价，认为后结构主义对空间科学具有重要意

义，后结构视角在空间科学之中的应用需要建立在一个全新的空

间观之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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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俊希：《后结构主义语境下的社会理论：米歇尔·福柯与亨利·列斐伏
尔》，《人文地理》，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４５－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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