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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美籍华裔学者、当代著名人文
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学术著作。
从对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理论背景、发展历程以及重要的理论特征的梳理和评析入
手，《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所涵
盖的生态生存观、生态整体观、生态伦理观和生态文艺观，揭示了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独特建树及
其对中国当下生态文化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初步形成了作者宋秀葵自己的关于生态文化研究的
学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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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山东郓城人，文艺学博士，山东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美国内华达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苏州大学外语语言文学博土后流动站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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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 空间分隔与个体意识的日益张扬 段义孚认为，西方文明中，人从群体、历史规划、无自
我意识的存在方式向个体化、分散化、主观化的模式转化。
在段义孚看来，“自我意识与个体的强调显然与空间分隔有关系。
”随着社会的进步，自我意识导致空间的分隔，空间的分隔进一步加强了自我意识和自我观念。
同时，段义孚认为，空间分隔与自我意识的增强有利也有弊。
 段义孚首先从建筑历史说明空间的逐步分隔与自我意识增强之间的关系。
他考察了个人隐私空间的发展。
在中世纪的欧洲，生活是公众的、公开的、社交的，缺乏隐私，即使是家中的餐桌也仿佛是个公开的
场所，一家老少在吃饭时也须仪表端庄。
段义孚认为他们“有自我，但没有自我意识”。
19世纪晚期，个人隐私进一步发展，欧洲房子达到了“分隔性”的顶点，每个房间功能各异。
“追溯欧洲住宅的变化，就可注意到逐步分隔化的倾向。
设计越来越多的房间以便房主和家人在专门的房间进行特定活动，希望独处时有单独的空间。
住宅本身也与邻居住宅有一段距离。
”而且，段义孚强调，分隔已经产生，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变得习以为常：“一个社会的自由空间
越大，技术越进步，其成员就越易于相互疏远并与社会整体脱离，也就越渴望独立以便培养独立的自
我意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社会文化整体变得支离破碎。
客观事物、人、职责被细化，分别呈现出以往所不具备的特性，而且，就人而言，渴望有一种孤傲感
。
”在此基础之上，段义孚进一步说明很多资料可以证明处于日益分隔状态的人自我意识的增强，它们
包括：“文学中自传成分的日益重要性，家庭和自画像的激增，镜子的日益普及，对处于个性生长期
孩子的关注，椅子而不是长板凳的使用，家中私密和特殊功能房间的增多，戏剧和文学的向内转，精
神分析。
” 段义孚认为，从人的生物性存在和超越性存在这两个极端来看，空间分隔能为人提供独处的机会，
有其必要性。
“不管是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讲，一个人必须有退避的能力。
人退避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要，也是反思自我、保持自我的需要。
在几乎所有人类社会，排便和交配都要求私密。
在许多社会，人吃饭和睡觉时也离开大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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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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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段义孚是国际著名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其理沦成果中包含极为丰富的生态文化思想，但目前对这
一论题缺乏深入的发掘与研究。
宋秀葵的这本著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对段氏的生态文化思想进行较为集中深入的研究。
因此，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著作依据十分丰富的段义孚的英文原著及有关研究成果，从段氏生态文化思想的形成、生态生存观、
生态整体观、生态伦理观、生态文艺观及其生态文化思想的超越性等多侧面比较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段
氏的生态文化思想，紧紧围绕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一系列范畴，研究颇具创意，沦述清晰有力，
文字表达通顺流畅。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导师 曾繁仁 段义孚的生态思想，特别是其地方和空间理
论，对生态文化理论和生态美学、生态批评影响巨大。
本著作在国内学界首次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填补了学术空白，对我国生态美学、生态批评乃至生态文
明的研究和构建意义重大。
因此可以说，这本著作的选题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著作推介和阐释的段义孚的地方和空间理论（特别是详细分析的包含“地方之爱”和“地方之惧”的
地方感）、生存和自我认同与地方的关系、地方感受特性、环境刺激说、人造环境与文化对地方审美
的剥夺、地方的变化性与自我演变的关联等一系列思想，对于我国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的丰富发展具
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著作主要研究的文本和参考文献均为原文，作者在对原文和文献的理解和翻译上较为准确，显示了良
好的外文功底，资料新颖的特点十分突出。
 ——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导师 王诺 作者对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有深刻的
“同情的理解”，对其关于地方、空间、环境观念的理解和解析多有精到之处，对环境审美、宜居环
境、社会空间、文学艺术世界的关系梳理也颇多独特感悟，对段义孚极具灵性又显散漫的思想进行了
理论建构式阐释，试图理出内在逻辑，突出人文关怀。
选题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论点可对实践有指导意义，对生态环境、生态文化建设有促进作用。
 ——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导师 杨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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