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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
!

陈立新

摘
!

要!当今学术界所热议的空间和空间生产问题"实为现代文明发展所造就"无疑属于

现代性谱系中的一个问题#物质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虽然在现代生活中次第出场"

但已然在当代并立在场#列斐伏尔等人强调社会空间生产在当代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彰

显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本体论事实"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历史唯物主义注入了一种新的

活力#由%空间转向&而建构%空间化的本体论&"实质上是针对现实而展开的%现实想象&#

关键词!空间生产'本体论'空间转向

!"

世纪下半叶以后"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在致力于解读现实生活世界$把握当代社会

实践时"兴起了一股被称为%空间转向&的理论思潮#该思潮指责传统社会理论固守%时间

优先于空间&的学术理路"主张以%空间&为轴心或引线来规划当今的社会理论研究"力图

%在批判的社会理论中重置空间&"以便克服传统的%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知识增长方式#

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力推%空间转向&的思想家"程度不同地把%历史决定论&当作传统诠释

路线的主要代表"也就合乎逻辑地把批判的锋芒对准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这些推动者自

认担负着构建%空间化的本体论&的理论重任"而这一转向首要且关键的目标正在于颠覆

传统的本体论"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在此转向中所遭遇到的评判"毋宁说面临着发自于本

体论原则高度的挑战"事实上正处于本体论的分殊或排除的诘难之中#厘清了关于%空间

转向&问题的言说语境"本文基于本体论之基本要求的视野也就随之而出!我们将致力于

揭示空间以及空间生产成为理论焦点的历史前提和现实成因"绽露创造性地转化%空间转

向&之积极成果的现实可能性#

一$现代文明造就的生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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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以及其他的赞同者是如何肯定地论证和阐扬现实生活中的%空间转

向&问题"但人们似乎免不了要碰上这样的追问!空间作为人类现实生活的基本元素"自古

有之"未曾须臾失落"何以在
!"

世纪的日常生活中如此这般地凸显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焦

点问题+ 何以所谓%空间实践&$%空间生产&如果不是唯一的至少也与其他因素一起被说

成是现代性的真正本质和体验+ 倘若问题的这种提法确实合理可靠"问之所问也顺理成

章而非人为斧凿"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只有深入于问题之源发地$根基处"才能把握%空间

转向&作为问题的全部意义和真正影响#这正好印证了马克思一个重要论断的方法论意

义!%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

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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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我们就此相信"%空间转向&思潮的产生$传播和流变"毕竟有其深厚

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

在最初的%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下"人类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从事生产和生

活活动'个人是自己赖以存在的人群共同体的附属物"通常被看成是共同体的%一个肢体&"共同体则被

看成是个人肉体的延伸#在这种以自给自足的%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状态中"%土地是一个大

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

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当作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

"

#

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对于空间的想象和认知"莫不局限在身边的土地$无机自然这一天然给定的范围

之内#人们由此当然需要展开并形成关于%个人劳动的客观条件&之种种思考乃至行动"但不可否认的

是"诸如土地之类的%客观条件&并不是人们劳动的%产物&"而是作为%前提&先期存在于人们再生产过程

之前#在自然经济时代"这一前提是如此之不言而喻"更是如此之司空见惯"以至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与人的活动分离开来#这样说来"空间固然还是有可能作为一个问题而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但空间生

产$空间实践在这个时候肯定不会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热门话题#

问题在于"%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状态不过是人类的初始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无论个人还是

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原始关系相矛盾的&

#

#如果人的%自由

而充分的发展&毕竟阻挡不了"个人也势必要越过自己所属共同体的边界"那么"%人的依赖关系&的解体

和被取代就是必然要发生的历史过程#不消说"这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毫无疑问归功于资产阶级

%非常革命&的作用#正是通过创造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

系"资产阶级完成了这场关乎人的前途的%革命&#经过这一革命洗礼"原始的血缘和地域联系失去了社

会约束力"商品$货币$交换等上升为人际关系的纽带"人们获得了自己的个性和能力,,,这是人类总体

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必经环节#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从%人的依赖关系&社会状态转变过来的历史性成果"除开确立了%资本的绝对统治&作为社会生活

主导原则之外"我们尚能发现到的社会生活变化至少还有!其一"人的%原始的&丰富性让位于%人的独立

性&"工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劳动"亦即%自由劳动&与%自由工人&的形成和实现#其二"作为劳动之客观条

件的土地$无机自然等等"失去了与劳动%天然统一&的性质"而与劳动相分离并形成了实际的对立#劳

动者与劳动之客观条件的再度统一"需要经过资本这个中介的连接和指引#其三"大工业的形成和发

展"使%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

的作用物的力量&"取决于科学发展水平和技术进步"亦即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其四"交换价

值以及交换价值生产占据统治地位"瓦解了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以及与这种生产相适应的所

有制形式"导致%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对立以及前者对于后者的役使#同时"%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

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

%

#

诸如此类的变化"当然还可以罗列出更多"但仅此四项即可标明资本%新时代&的横空出世,,,这四

点变化本质重要地培育了这个%新时代&的基本元素!独立的人$劳动的客观条件$大工业$交换价值#而

更为重要更有影响力的意义还在于"在资本原则的普照之下"这四个元素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内在相关

性"不仅成为资本%新时代&的主导标志"而且是这个%新时代&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发动力量#毋庸

分说"这些因素及其相互联系正是现代社会世俗生活领域的基本架构#既然如此"%人的依赖关系&的社

会形式就被放进历史陈列馆之中"现代生活及其辩证运动遂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感性现实#这就是

现代文明的降临#而且"由于构成元素的不可或缺性质"我们当能相信整个现代文明的必然性和恒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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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样的话"我们试问!当今学术界热议的空间问题"是不是在现代文明中有其根苗+ 这里的答案不

仅是肯定的"而且毋宁说"空间问题正是现代文明的必然产物"或曰现代文明必然让空间成为日常生活

中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文明的构成元素中找到可信的线索#

真正说来"在现代文明诸种构成元素中"与空间有着直接关联的"乃是%劳动的客观条件&#不过"使

空间作为问题出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却是资本主导下的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已有简略的交

代"正如马克思所洞察的"在前现代社会"劳动的客观条件,,,如土地$原料$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乃至货

币等等"是%生产的原始条件&'它们作为生产者的%自然生存条件&"与生产者的躯体一样"是天然给定的

%自然前提&#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作为货币而存在的价值"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

一方面也能从%自由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这就制造了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相分离"货币财富

转化为资本#%如果说我们看到"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以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者相分离$相独立的那个

历史过程为前提的"那么"从另一方面说"资本一旦产生出来并发展下去"其结果就是使全部生产服从自

己"并到处发展和实现劳动与财产之间$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分离#&

!就此而言"如果空间在

内涵上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不可否认地具有诸如交叉$重叠$包含等等关系"那么"在%劳动的客观条件&

必然要被分离独立出来的历史进程中"这难道不就是空间游离于日常生活的另一种表达吗+ 这不恰好

证明了正是现代文明才必然稳定地让空间成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吗+ 所谓的空间生产难道不是由此定

向才是现实的可能的吗+ 既是这样"当今相关的学术讨论是不是只有立足于%物质生活的矛盾&才能获

致正确而可靠的认识方向呢+

澄清了空间问题的现代性谱系或本体论意义上的归属"我们对于空间及其发展派生的问题无疑就

有了大致的把握和评估"也有了更为合理的期待#由于资本%无止境的致富欲望&而成为%发展社会生产

力的重要的关系&

"

"劳动客观条件不可避免地被资本武装和控制起来"进而不可逆转地转化为与活劳

动相对立的$归资本所有的人格化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客观条件就失去了本来的天然给定性"而

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生产性要素"成为资本增值运动的组成部分$重要载体乃至推动力量#基于此"空间

生产和空间实践在日常生活中的开展可谓顺理成章"而就资本增值来说甚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

劳动客观条件因其所涉内容的广泛和多样"有助于实现资本的多元化利益追求"尤其能够推动资本的扩

张#这表明"在现代文明生活中"空间生产迅猛发展及其各种流变"皆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渊源有自#

!"

世纪下半叶整个世界进入了总体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世界现代化运动取得了新的成就"尤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成功"地球上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都市地区#都市化成为当代生活

的显著特征"都市世界给当代人带来了新的生存体验和境遇#正是在这个时候或这种情势下"社会生产

和再生产越来越紧密地与空间勾连起来"越来越频繁地使空间成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或焦点"越来越突

出地转化为空间的生产#于是"列斐伏尔适时地把%空间生产&当作分析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支点"

%空间转向&便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的一种热潮或时髦#

从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来考量"%空间转向&或空间生产理论的问世"形式上倡导学术新

路$开拓新的认识视野"但这并不是当代某些思想家或学者出于灵感而偶然的创设"而无可辩驳地与人

类现代化运动息息相关#从本质上来说"劳动客观条件被资本化以后"就与劳动相分离而独立出来"空

间问题正是由此转换而来"空间生产也就不可延宕地进入日常生活议程之中#由此可知"空间问题没有

任何悬念地从现代文明土壤中生发出来"空间生产更是现代世界晚近生成的重大现实问题#我们可以

这样来推断"空间问题呈现出来的复杂性"空间生产表现为不同的样式或性质"皆由资本所发动或驱动"

并为资本原则的实现开辟新的道路和可能性#

二$空间生产的多重面相与成因

我们的分析表明"作为问题而出现的空间生产"特别地属于现代世界#正是
!"

世纪中叶以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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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的城市化运动"才把空间生产彰显为人们近距离观看和审视的切身问题#更加复杂的情况还在于"

资产阶级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农村生活的愚昧状

态!

#减少农村人口"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这是作为现代世界特征的重要事实"同时也制造了现代文

明的内在紧张与冲突"由后来出现的%空间生产&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随着城市人口膨胀乃至城市化

扩张"诸如争夺%城市权&这类%寻求空间正义&的行动应运而生"且此起彼伏#这样说来"由资本原则主

导的空间生产"始则遭遇不同利益的纠葛"继而充斥着%权力&之争"终将成为%空间政治&的角力场#如

此之乱象丛生"实际标明空间生产已然获致更多的牵扯和寓意"难怪在当今热闹非凡的%空间转向&中找

不到一个众人认可的有关空间生产的定义#就此而言"我们的确需要超越当今围绕%空间生产&而来的

各种议论或认识"紧扣现代世界%物质生活的矛盾&"着眼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

深入剖析和发掘%空间生产&所负载的复杂寓意"由此才有可能把握并利用%空间转向&对于当代生活的

实际意义#

真正说来"空间生产之所以在现代社会长时段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意义所指"关键在于"在现代文

明波澜壮阔的历程中"嵌入现代文明体系之中的空间先后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人们讨论空间生产问题

自然获得了与之对称或匹配的语境"由之而来的当是富有区别的话语特征和理论指向#这里所说的"就

是指在现代生活中次第出场的%物质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尽管这三者在当今的生活世界似

乎处于依存并立之势#那么"现代文明演历为什么形成了这三种空间,,,如果可以称之为种类的话+

它们各自究竟有着什么独特的存在根据以及通过何种方式来管理并实现自身的(生产)+ 如何把握它们

相互之间的历史性联系+ 我们就此做出简明扼要的分析#

其一"物质空间及其生产#

物质空间"是指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有形的空间"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

感觉得到的空间#可感性该是物质空间的基本特征#更为源始地来看"物质空间本是人类生存须臾不

可或缺的条件"人类注定要依寓物质空间才能生存下来#正是因为物质空间是人之为人的天然寓所"人

类在本性上对物质空间是如此之熟悉"以至于人们平常所说的空间大多数都是指物质空间"并往往对空

间熟视无睹,,,当然"这里也有短暂回避那些自己无能为力的空间压力的情况#这就是说"人类最初并

没有把空间当作自己身外的对象来看待"亦即没有让空间对象化#人类实现空间对象化的决定性步骤"

就是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客观条件&被资本化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出现'人类历史进程中真正意义上的

空间生产正是滥觞于此"因为%劳动客观条件&是空间的主要载体"资本迫切需要%占有空间&$%生产空

间&

"

#

不论人们,,,包括那些推动%空间转向&的思想家,,,是否愿意承认"就是在当今三种空间生产并

存的时代情境下"物质空间仍是人们日常生存的基本条件"物质空间生产仍是当今所谓%空间生产&的实

体部分和主导内容#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没有物质空间生产"当今其他的空间生产就不可能

产生'如果不是物质空间生产出现了问题,,,如全球化浪潮$都市化生活$城市建设的权力博弈等等"当

今所谓的%空间转向&也无多大的必要"甚至也不可能作为重要的理论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毫无疑问"

物质空间生产是空间生产的%第一性&特征#这是由物质空间生产悠久的历史积淀和迫切的现实需要所

决定的#现实需要想必已毋庸赘言"我们侧重简论物质空间生产的历史性生成进程#

马克思在
6<:"

年代思考%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时曾经指出"%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

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

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马克思还独具慧眼地阐发了这一事实的成因!(

6

)大工业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及其满足都依赖于整个

世界#(

!

)大工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通过普遍竞争开创了世界历史"实现了民族历史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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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世界历史!

#这就能够让我们看出"在现代世界诸种要素(大工业$资本$世界历史等等)的推动

下"物质空间生产有着不可阻挡的必然性"而这一必然性或许通过诸如不断变换的形式$充满内在张力

的生活选择$地理区域的转换等等因素表现出来#

其二"心理空间及其生产#

与物质空间的有形$可感性质迥然相异"心理空间乃是无形的$不可捉摸的$易变的#不过"心理空

间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实际上一点也不比物质空间的小"有的时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

说"心理空间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是不应怀疑的#

67

世纪末问世的精神分析理论"致力于探究人

的心理活动过程和形式"在独立的理论探讨中形成了颇有自洽性的思想阐述"并在一定范围内展开了行

之有效的应用和推广"至今仍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大概不必讳言"精神分析理论开展其思想建树

的过程"其实正是要提醒并指导人们如何合理地调适自己的心理活动#这恰恰就是对于心理空间的管

理和呵护"无疑是心理空间生产的应有之义#

在现实生活中"心理空间总是摆脱不了来自于物质空间生产的刺激或诱惑"以至于心理空间生产总

是这样那样地与物质空间及其生产有着割不断的关联"并给予物质空间生产以极其重要的反作用#可

以说"心理空间生产乃是物质空间生产的对应极#当然"心理空间生产的真正动因"不是物质空间生产"

而是现实生活过程的需要与推动#

在资本追求利润增值的驱动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被细分为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明晰的工作细

则$量化的工作进度指标亦即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定额#这些量化指标以统计学的随机分析为基础"

形式上权威$可靠$可行"成为劳动过程予以参照的标准#在此影响下"劳动者势必形成了对于自身能力

的心理预期"必定力求达到或超过这个基于%抽象计算&而得的工作目标#劳动者这一心理过程的发生"

起初迫于生计"进而则是证明自己$发展自己的心理表达#不消说"资本主义社会恰恰充分利用了劳动

者人性结构中诸如生存感$成就感$责任感等等心理资质"作为刺激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途径"%泰罗制&的

提出并迅速推广就是一个证明#%泰罗制&就是凭借人们可以接受的%心理学&分析"把劳动者个人%心理

特性&作为影响价值增值的重要参变量"纳入到管理系统之中"不断地予以推广和完善"

#马克思一段

切中肯綮的论断更是挑明了问题之实质!工业的历史及其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感性地摆在我

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但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其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

种关系来理解#

#这就切近描述了现代社会的心理空间生产"并立足于社会生活之基层"入木三分地绽

露心理空间生产的运行机制和社会效应#

当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全球的扩张乃至于网络社会的崛起"为心理空间生产提供了最直接的现实

契机#当互联网把整个世界贯通起来"实现了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使得电脑网络成了人们现实生活的

基本要素时"世界就进入了%网络社会&"人们就要面对在%虚拟世界&中谋划生活的境遇#这就是当代出

现的虚拟化生存问题#它主要依赖于数字化的信息"按照具有不同意义或目的的编码规则"借助于媒介

技术操作"加工处理信息"组合或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现象或新的事件"并随着网络在全球普遍快捷地

传播#不消说"所谓的虚拟化生存"面对的却是真实的虚拟世界$真实的虚拟化生存处境#如此这般虚

拟化的生存活动"既是心理空间生产现实开展的载体和标志"又为这一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积聚了丰富的

资源和坚实的基础#

其三"社会空间及其生产#

的确"列斐伏尔等人发动%空间转向&所说的%空间&"主要就是指社会空间#爱德华*苏贾就明确提

出"%空间性是由社会生产的&"是%一种实体化了的并可以辨识的社会产物&#%作为由社会生产的空间"

空间性可以区别于具有物质特性的物质空间以及认知和表征的心理空间#不论是物质空间还是心理空

*

7

*

!

"

#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6

卷"第
<<

&

<7

$

66:

页#

参见/匈0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6777

年"第
68!

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7

年"第
67!

页#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间"都被利用并融合到空间性的社会构建之中"但不能因此被概念化为空间性的等同物#&

!我们通过这

里清晰可见的划界"想必能够大致领会社会空间的一般寓意'而%空间性&的提法"大体透露了社会空间

与社会生活中以关系方式存在的结构具有同构性或相似性的重要信息#

爱德华*苏贾还证明"%物性的物质空间&与%人性的意念空间&亦即心理空间都必须被视为由社会

生产和再生产的"必须被融合到%空间性的社会生产&之中而得到意义重大的%转换&#这一社会性的%融

合,,,转换&"虽说给物质空间与心理空间的独立阐述设置了某些限制"但却使它们能够应用于具体的

社会分析和阐释"

#这就提醒人们"在列斐伏尔等人的理论语境中"社会空间及其生产"拥有对于另外

两种空间而言的发言权和统摄性#

这些语焉不详却能让人有所意会的阐述"表明社会空间所涉内容的丰富芜杂"既有以实体方式存在

的具体空间"也有以关系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的某些结构#这是社会生活复杂性的确证或表达"也

正是人类独有禀性之所在,,,动物根本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动物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

存在的'凡是有%关系&存在的地方"都是属于人的"人是通过%对象性的活动&而自我创生的"人源初就是

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物#

#与此相适应"社会空间生产"本质上无疑是人类现实生活筹划的实际行动"形

式上则表现为社会关系的重组或再造"而且主要相关于那些具有张力$并存性质的社会关系#列斐伏尔

就认为"%堪称1第二自然界2的空间性"是业已转换的并在社会得到具体化的空间性"缘起于人类有目的

的劳动的应用&

$

#

这样说来"如果社会空间生产在一般意义上意味着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那么"这一定只有在

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状态下才是可能的#这就再次标识了空间生产问题的现代性归属"因为最发达的社

会关系是资本原则主导下的生活图景#正是这样"当今由空间生产引申的空间政治$空间正义等热门话

题"可谓其来有自"它们都是现代文明所生发出来的问题#可以相信"从城市扩张以及都市化生存困境

而来的"当有空间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这一事#于是"社会空间生产的可能性$它在社会生活中的

主导性及其发展前景"都是值得期待的#

三$力求阐释现实的本体论想象

空间本为原始所赐"但由当今空间生产的复杂面相我们能够明白"空间的变动$组织和管理却与人

类生活变化相关"是人类生活转型的产物'而空间的意义生成及其流变"更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杰作#虽

然物质空间和心理空间在当今生活世界仍有存在理由且实际在场"但时下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已然确

凿无疑地把%社会空间生产&视为当代空间生产实践的主导成分或主要形式$当今%空间问题框架&的主

干或核心内容#这些认识的确深入到当代空间生产的实际和主要之点"毋宁说切近把握并表达了当代

都市生活的实情"有助于人们理解空间及空间生产对于现实生活的真正影响#如此崭露出来的思想旨

趣及路径选择"自觉不自觉地呼应了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现实生活过程&的理论要求#正是这样"在列斐

伏尔等人的理论阐述中"历史唯物主义被放在十分醒目的理论位置上"丰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热

情随处可见#

!"

世纪中叶以后"已经处于现代化快车道的资本主义世界"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克服和解决了诸

多矛盾$冲突和弊端"在巩固了自身存在基础的同时还赢获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

义&#资本主义何以能够%淡化&乃至%解决&一个多世纪以来积累的内部矛盾"而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再生

产呢+ 毫无疑问"这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就是资本主义通过维系既有结构而延续自身存在的过程#依

照列斐伏尔等人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城市化革命和都市化生活"不可否认地需要并日益依赖于一种具有

包容性$工具性和神秘化的%空间规划&"由此建构和支撑的空间性"无疑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从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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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匿于幻想和意识形态厚厚的面纱中"造就并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可以说"%在先进的资本主义

的统治下"空间组织已十分突出地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主导性制度的再生产联系在一起&"社会空间生产

正是各种主导性生产关系得到再生产#%这些具有主导性的生产关系以一种具体的和人造的空间性形

式得到再生产"而这些空间性已继续被一种处于不断推进中的资本主义所1占有2"被分裂为(

)&-

=

>$%

?

@$.

)各个部分"同质化为离散的商品"组织为各种控制场所"并扩展到全球性的规模#&

!由此可见"资本

主义的生存已然仰仗于具有独特性的生产"以及占有一种零散的$同质的且有等级结构特性的空间"而

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官僚国家控制的集体消费"将国家权力强行注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在多

层面上区分主导性中心与依附性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空间问题框架提升到阶级斗争的中心地

位'围绕城市生存权利$区域平等$公共空间$空间产权等问题展开的斗争"已经变成在政治上更有决定

性意义的内容#不消说"这就把事关当代重大生活变迁的空间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勾连起

来"并毫不妥协地把空间问题框架运送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构的核心地带#

在爱德华*苏贾看来"诸如%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对立$劳动的区域分工$产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

居住空间的划分$资本主义积累的地理不平衡性$土地租借和土地私人所有制的作用$剩余价值的部分

转移以及自然辩证法&

"等等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皆有深刻而独到的解答#但是"这些并不能证明历

史唯物主义给予了空间问题以应有的理论位置"相反"马克思主义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一直与地理阐释

方法$与空间分析相脱节#既是这样"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一种%具体的地理学&"把空间生产整合为历

史唯物主义理论阐述核心的一个积极因素"建立一种%空间政治经济学&"在认识空间生产中%恢复辩证

法&"推动历史唯物主义转型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正是当今空间生产理论研究刻意完成的任务"也

是这一研究自视能够推动历史唯物主义以适应当代政治和理论挑战的希望所在#

倘若把其中纯属后见之明式的知识空缺指认和批评剥离开"空间生产理论一定程度上可被看成是

当代富有建设性的一个思想标杆#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现代性背景中"城市化运动带来的

都市膨胀和扩张"派生出新的利益纷争"空间问题对于现代文明生活的影响日益突出#这就是说"%空间

性必须由社会再生产"而且这一再生产是冲突和危机长流不息的源头&

#

#列斐伏尔等人敏锐捕捉到当

代生活的这些新变化"力图尽如原貌地崭露出来"并给出颇有说服力的理论阐述"恰逢其时地为人们合

理筹划生活提供认识向导#如果这在立论取向上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别无二致"那么实则自觉

不自觉地回答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境遇中如何出场的时代课题"为当今社会理论研究切中现实而赖

以立足和发展做出了示范#不宁唯是"列斐伏尔等人从当代都市生活之生猛绚烂的实际中"发现了空间

生产本身不可遏止的发展势头而能成为社会生活组织建构原则的事实"遂富有卓识地提出并实际运用

空间分析方法"以作为社会研究方法体系中的新贵#这是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贡献"对于历史唯

物主义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当然"爱德华*苏贾认为"西方哲学长久以来一直将时间性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且让时间分离于

空间"以至于勾销了空间性作为%社会生活的真正本源&这一本体论事实"而把空间视为%历史的能映照

事物的容器&#忽视%空间母体&的重要性"我们就会失去最能发现问题的批判视野"只能一任历史决定

论遮挡着视线"无法走进空间崛起的现代生活世界$

#正是这样"当今学术界的%空间转向&还试图建立

%空间化的本体论&"通过纠正%历史决定论&沿袭已久的思想偏蔽"彰显社会生活空间性在本体论上的优

先重要性"用以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建设#那么"%空间化的本体论&果真能够成立吗+

前文已经交代"列斐伏尔等人念兹在兹的是%社会空间&及其生产"由此清晰可辨地彰显了%空间化

的本体论&的问题领域$基本旨趣和认识定向#首先"社会空间及其生产即便在当代生活中越来越突出$

越来越重要"也的确是当代空间生产的核心"但肯定不是唯一的一种形式"不可能完全代替或覆盖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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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心理空间的实际作用#然而"当今的%空间转向&只看重社会空间生产这一种形式"最多也只是要

求物质空间和心理空间转换为社会空间#由此而建立的%空间化的本体论&"不能反映和概括生活世界

的全貌"其存在意义和适用范围都是有限的"无疑难以承担本体论应当拥有的思想责任#其次"从本质

上来看"社会空间生产的动因不在其自身#资本之求利$创新的本性"是推动空间生产的驱动力'在资本

主导的生活运动中"空间结构的固定化不啻是天方夜谭#而现代技术力量的迅猛发展"不可遏止地从各

个向度向生活世界渗透"为空间生产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以资本和技术为支撑的当代

空间生产"处于现代性的包围之中"必将这样那样地受到现代性的影响"毫无例外需要也接受了近代思

想文化的引领#如果资本$技术和文化立体式地构成了现代空间生产的一般动因"那么"仅仅止步于社

会空间生产来构建%空间化的本体论&"就是游离于自身存在根基的玄想或呓语#再次"%空间转向&学术

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终结传统的%时间性的万能叙事&"张扬%空间叙事&#的确"现代文明生活

的每一个方面"皆拥有一种深刻的%空间定位&或%空间隐喻&"若用理论化语言表达出来"当然也是合理

的生活筹划之所需#问题在于"这并不意味着就必然要形成与时间性的对抗"否定和排斥时间性#设若

历史决定论将空间附丽于时间"并果真由此而湮没了空间"那么"反其道而行之"真是合理的理论选择

吗+ 这难道不是再度制造思想的对抗与分裂吗+ %空间化的本体论&似乎满足于在不相容的对立中进行

运思"这能够有助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吗+ 现代世界生活果真还需要这样偏执的文化产品吗+

这样说来"%空间化的本体论&堪称针对现实而展开的%现实想象&"是脱离生活世界的理论情绪#既

然如此"构建%空间化的本体论&的思想行动应当停止"%空间转向&的学术研究当有能够实现其真正价值

的任务#列斐伏尔等人深入而确切地揭示了当代生活的某些实情"把生活世界中有着重大意义的本体

论事实暴露出来"为当今的社会理论研究提供了可靠珍贵的素材$视角和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历

史唯物主义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这正是当今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并充分吸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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