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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学界经历了“空间转

向”，空间批评是这一转向在文学艺术批评领域的话

语实践：以新的空间观念为基础，创生文学研究批判

功能新形态；研究空间如何通过自身意义系统的衍

生表达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民族关系、生态伦理等

多维意义。作为 21世纪西方最前沿的批评理论之

一，它在学术思想的言说方式和阐释方式上产生诸

多变革，成为跨越人文、地理、政治和社会学等多学

科的研究焦点，生产出空间与网络、政治学、性别、后

殖民等一系列新话题，成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视

角和新诗学的关键词。多位学者从后现代美学、当

代政治、全球化、消费与经济等视点重新思考空间、

时间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拓展了文学空间研究

的角度，加深了其深度。空间批评认为，文学在根本

上是一种空间生产，文学与文学之外的世界之间的

关系发生了根本变革。它探究文学作品空间蕴含的

社会文化要素，还原作家的空间建构过程及其意义，

为认识当代社会提供了一种途径和思维方式。

目前国内学者对国外空间理论做了不少译介工

作，对空间理论家的研究也日渐丰富。但对当代西

方空间批评的整体研究，尤其是对关键词的系统归

纳和深度阐释还相对零散、薄弱。批评术语的发展

是动态的，它不断与社会文化变迁发生互动。“关键

词”是当代西方空间批评中最具代表性的概念或理

论范畴，是批评家的试验场域和践行方式，以直观、

具体的方式，为我们提供窥探理论的“入口”，揭示它

们的生成语境、演变图景和理论价值。本文通过对

这些关键词的整体把握和深度阐释，分析概念的内

涵与意义，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

目前，国外空间批评理论产生了大量丰富的研

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社会关系与空间生产及其理论延伸：列斐伏

尔使社会空间生产与社会关系互动成为西方空间理

论的主体论域之一；福柯的“异质空间”本质上是一

种“差异性空间”；索亚的“第三空间”成为历史、社会

维度之外的第三种思考维度；卡斯特尔关注网络空

间、信息社会变迁的总体空间表征，讨论技术背景下

人们的空间感受在空间政治规约下的嬗变；戴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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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则深入阐释空间理论的核心诉求“空间正义”等。

安德烈斯·泽莱尼兹、罗伯·希尔兹、安迪·麦利菲尔

德、古内沃德纳和基普菲尔等继续对这一领域的空

间理论做了延伸与拓展。

(2)文学空间批评：杰姆逊指出日常生活的文化

经验已更多地受到空间维度的影响，体现出“文论—

空间”研究的可能性；哈维的“地理—历史唯物主义”

和“时空压缩”理论重新解释新语境下人们对时空的

审美体验，通过不同艺术形态的具体表达来理解空

间，透视资本主义社会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西方

文学批评界借助分析文艺作品的空间表达，发展出

跨学科的“地理批评”，理论阵地是期刊《地理批评与

文学空间研究》，其中贝特朗·韦斯特法尔阐明了地

理批评的核心观念；罗伯特·塔利将“地理批评”称为

“文学图绘”；加斯东·巴什拉借助文艺作品中的实体

空间来建立“空间诗学”范畴；弗兰科·莫莱蒂则对小

说空间进行了三重维度分析等。这些研究说明西方

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是历史性的、多路径的。

(3)城市空间与批评问题：包括城市设计、城市

生态学、城市政治学、城市经济学等。城市化进程

及其产生的社会问题一直是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

重要论域，在后现代多元文化与全球化语境下进入

更广泛的文化研究领域。城市空间问题不仅关涉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去与未来，也能从其中审视

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样态。这是一个新兴的、社会

意义明显的研究视域。西方学者一直在做有价值的

深入研究。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并提供了有相当价值的文献资源。

(1)空间理论的选择性译介：国外重要空间理论

研究成果经过“空间旅行”进入中国。大陆学者包亚

明、阎嘉、胡大平、陆扬、刘怀玉、汪民安、王文斌等，

台湾学者夏铸九、王志弘等积极参与译介工作，诸如

“现代性译丛”“当代学术棱镜译丛”“都市文化研究

译丛”“后现代性与都市研究”等，翻译介绍了大量空

间理论文献，让空间问题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热点

话题和研究焦点。

(2)对后现代空间理论的评述研究：中国大陆经

历社会转型和全新时空体验，并进入文学艺术领域

和批评家的关注视野。学者们在译介工作的基础

上，以“空间”为切入点，从文化批评、城市空间、消费

社会、身体话语、性别种族、意识形态、空间哲学等方

面展开某一方面的专人或专题研究。现有成果大多

集中于列斐伏尔、杰姆逊、雷蒙德·威廉斯、戴维·哈

维、卡斯特尔、爱德华·索亚等后现代空间理论或文

学空间叙事。

因此，研究者较少对当代西方空间批评关键词

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做系统的、宏观层面的归纳与阐

述；较少地把理论思考同本土经验和本土问题结合

起来阐释。所以，我们需要利用现有译介和研究成

果，融汇文学批评与空间理论，从宏观和微观、整体

和具体层面进行归纳分析，呈现出相对完整的研究

图景，突出空间的问题意识和空间视角的语境化。

空间理论具有较强社会实践意义。在理论不断增殖

的现状下，建构“文论—空间”的思考模式，刷新对文

艺理论和批评的理解，尝试应用社会实践和理论纵深

共享的空间理论知识体系。同时，需要将空间理论所

蕴含的空间观念、空间意识和思维方法与中国文化实

践相结合，突破传统地域文化研究的局限，理解我们

自身社会文化中的空间问题，努力实现空间批评的

“在地化”，使其服务于本土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第一，空间批评基础概念与范畴研究。这是当

代西方空间批评中最具代表性、本源性、开创性的关

键概念与重要范畴，它们支撑并维系着空间批评的不

断演进，使其具有浓厚历史底蕴、深刻思想根源和不断

生长的可能性，并最终衍生出难以穷尽的当下形态。

(1)马克思主义维度：列斐伏尔空间理论标志着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他提出了“空间的生

产”“空间实践”“空间表征”“空间政治”“社会主义空

间”等空间概念，将空间置于全球化、资本、权力、意

识形态等复杂因素的张力中，构建物理空间、精神空

间和社会空间的统一，并彰显多重意义。戴维·哈维

创造性地将地理学和“时间—空间”问题纳入马克思

主义理论体系，提出在全球范围产生持续而深远影

响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及“时空压缩”“空间

修复”“地方与全球的辩证法”“空间正义”“资本的城

市化”“反叛的城市”和“绝对空间、相对空间、相关空

间”构成的“空间矩阵”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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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地理空间背后的物质生产与创造性活动的特性

与力量，建构阐释现代与后现代审美体验的不同时

空框架。索亚的“第三空间”实现了对传统空间观二

元割裂的超越，展现出主体与客体、抽象与具象、真

实与虚构、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

等交错杂糅的“复调”状态，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

(2)后现代维度：在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中，空间

从时间中解放出来，具有主导地位。后现代空间呈

现出当下语境特有的“关系性”形态。鲍德里亚指出

城市空间的超空间特性；杰姆逊用“超空间”来描述

“后现代空间”；福柯揭示空间的权力生产及现代人

生存境况之秘密，其“异托邦”“另类空间”“空间规

训”等是蕴含历史维度的空间概念，展现出强烈的批

判意识。

(3)符号学维度：空间理论利用符号学方法，揭示

充满意义的社会空间所隐蔽的各种权力、知识对当

代社会的控制。卡西尔的“感官空间”“知觉空间”和

“象征空间”，苏珊·朗格的“真实空间”和“虚幻空

间”，布尔迪厄的“空间区隔”，吉登斯的“时空分延”，

德波的“景观社会”等，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空间的符

号意义，让“空间”成为理解、分析和批判当代社会最

重要的维度。

第二，文学—文化批评实践中的关键词研究，探

讨从鲜活文本经验中生长出来的关键词。对“文本”

的具体解读是空间批评的生动演绎和生命力所在。

(1)文学地理维度：迈克·克朗以“文学地理景观”

为题，以“地区感”为切入点探讨文学空间内涵以及

文学如何运用各种方式对现代性空间进行意义编码

重组，从而揭示其文化政治内涵和社会历史意义。

弗兰克·莫莱蒂是“地图制造者”，他认为地理形塑文

学结构、叙事和风格，在文学内部形成“乡村空间”

“城镇空间”和“国家空间”，这三重空间是多元开放

和互文性建构的。

(2)空间叙事：巴赫金提出“时空体”，将空间观念

植入注重时间性的叙事传统中，把文学审美确认为

时空中的整体性存在。约瑟夫·弗兰克的“空间形式”

和“空间并置”等关键词，确立了叙事空间，将研究指

向语言的空间形式、故事的物理空间和读者的心理空

间三个维度。西摩·查特曼通过区分“故事空间”和

“话语空间”，说明视角与聚焦在文本空间研究中的关

键性，这些对建构空间叙事理论起到决定性作用。

(3)身体与情感体验：庞蒂通过“身体空间”“客观

空间”“知觉空间”等论证“空间也是一种身体感

知”。布朗肖提出在作为内部空间而存在的文学与

作为外部空间而存在的个体精神世界、生命体验之

间建立紧密关系。威廉斯创造了“情感结构”，即人

在日常生活中所获取并凝聚的经验、意义与价值观

的“集合体”，用以描述时代变迁引发的文学、艺术、

文化实践中空间观念的改变和现代人具有冲击性的

时空体验。本雅明提炼的“文学蒙太奇”等概念，打

破传统线性、同质化的思维方式，呈现出现代都市碎

片化、偶然性、稍纵即逝的情感体验和对都市空间的

新理解。巴什拉则通过分析家宅、抽屉等意象，探讨

空间意象的现象学意义，强调心灵的主观性体验和

文化原型在认识世界中的重要性。

(4)当代社会批判维度：杰姆逊提出“认知测绘”，

在空间逻辑和审美体验之间搭建桥梁，审视个体在

后现代空间中的位置，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保持批

判意识。哈维挖掘出如“创造性破坏”等一系列极具

思想深度的概念，揭示从废墟中孕育新生的社会文

化状态与现代性相伴而生的独特精神面貌。布尔迪

厄的“文学场”则表明文学空间(场)的生产构成多元

异质性的空间(场)，该场域由各种权力因素合力而

成，使文本空间充满“互文性”。这些观点带来当代

文学批评思路的深刻转变。

第三，空间批评关键词的突破与创新研究。当

代西方空间批评处在不断生长的动态演变中。理论

家从各自立场和视域出发，主动发掘、援引、化用重

要理论资源，将其与当代问题结合，形成一系列具有

批判性和时代气息的理论术语和概念范畴。大致涉

及以下六方面。

(1)空间与性别：空间理论传达着关乎人类身体

权力的隐喻，揭示两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可以重

新解释性别关系并探究人性。其中“空间女性主义批

评”展现出尤为强烈的冲击力，思考家庭、制度、文化、

精神性空间对女性气质的“编码”，以及潜藏其中的

文化、政治、经济等深层动因，重构女性的空间定位。

(2)空间与后殖民：“后殖民”是充满含混张力的

概念，它与空间地理学结合，以“第三空间”激励人们

以不同方式思考边缘空间的文化意义，旨在突破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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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性别和阶级的二元对立，尊重由文化差异造成的

多样性，重获审视的眼界。“第三空间”理论从空间维

度架构超越殖民和后殖民的路径。

(3)空间与文化身份：从文化身份角度介入城市

空间，解读城市空间隐喻和空间实体的辩证关系。

这种空间既存在于特定群体对文化身份的表达和想

象中，也存在于都市空间的重新整合和再创造之

中。迈克·克朗和菲利普·韦格勒等强调空间的文化

定位，提出“他者空间”等概念来探究空间的身份属

性和不同民族文化赋予空间的意义，极大地丰富了

空间批评的理论构成和批评思路。

(4)“虚拟空间”与“流动空间”：空间理论与电子

媒介文化批判的结合。“虚拟空间”展现出对当代视

觉文化的批判性解读。在全球化背景下，“流动空

间”产生，网络空间孕育出“真实的虚拟文化”，它们

革命性地改变了人们对空间的固有认知，并对真实

生活世界产生全方位的塑造、影响和改变。

(5)空间与心理学：空间批评研究的内在深化。

巴什拉揭示空间意象的心理学意义；萨克探究空间

特性与情感的关系；城市研究赋予城市空间以身体

和心理意义；心理空间理论更指出，心理空间是研究

语言的关键，心理空间的关联与投射展现出空间的

并置性、层级性与互动性。

(6)空间与记忆：“空间”是文化与原始思维、亲

属、两性、社会等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是记忆传承的

载体之一：记忆可以凸显空间的性质与功能，重塑空

间意义；空间则以不同形式承载并叙述个人和集体

记忆，是民族和国家身份认同的基础。

第四，空间批评关键词的中国化及“在地化”研

究。中国文学批评的空间性研究成为近年的批评热

点。空间批评与主体认同、族群性别、身份政治、空

间权力等结合，成为知识分子介入社会，关注人类生

存价值诉求在文学研究上的路径。这一部分的关键

词展现出空间理论在中国化进程中生成的重要范

畴。瞬息万变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开掘、提炼并

塑造了具有学理性和当代意识的关键词。比如，周

宪教授及其团队以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光怪陆离的都

市景观为考察对象，建构了具有启示性和开创意义

的关键概念。周宪提出城市发展的“几何性”与“有

机性”，前者用于表现直观具体、能被物理量度的层

面，后者侧重描述都市在历史性发展中累积沉淀的

文化底蕴和精神品格。殷曼楟分析博物馆等公共艺

术机构，提出“空间萌化”这一颇具创见的理论命

题。庞弘从空间、权力与资本关系入手，提出“弱者

胜”这一转型时期空间分配中值得玩味的核心概

念。此外，在对空间思想的阐发中，阎嘉教授提出的

“马赛克主义”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这一概念说明

后现代社会不仅造成了游移、流动、分裂的时空体

验，也直接作用于当代学术话语的生产，产生了不同

的文化生态和精神性版图。在当代文学批评的总体

格局中，不存在主导性的理论思潮或批评走向，各种

观点学说如同马赛克拼图一般，既相互独立，又彼此

对话，形成富有活力的独特景观。这种理论尝试为

当下文学批评走向带来新的参照。它们不仅体现出

学理价值，也能对当代中国空间问题的实际状况做

出一定程度的合理解释。中国传统和中国语境是我

们进行研究的现实基础。我们需要将西方理论资源

与当代中国现实经验，尤其是当前空间生产和城市

变迁相对接，有效理解当代社会种种文化现象与精

神症候，促进“空间—文论”思考维度的“在地化”，推

动空间批评在中国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最终总结

出能够体现中国空间问题与文学艺术批评相融合

的，富有穿透力和阐释有效性的关键词群，带来中西

概念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对话。

总之，空间批评为我们阐释世界提供了一种可

能性。我们对这些关键词的思考强调“语境”，也呈

现出空间思维方式。上述关键词体现出空间批评的

广延性、当下性和跨越性。这些内容相互指涉，构成

相对完整的关键词图景，展现出研究的基本面貌和

主导趋向，揭示当代中国学界对空间批评的创造性

思考。一方面，对当代西方空间批评关键词做全景

式归纳，将其与具体文学艺术和文化批评实践结合，

重点分析把握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以文本检验批

评的有效性，使关键词的内涵不断延伸和拓展。另

一方面，立足中国语境和本土问题，以关键词为枢

纽，在空间批评与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之间建构互文

性关联，提炼出契合中国语境、具有穿透力的关键

词，突出空间批评的“在地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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