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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亨利·列斐伏尔作为“都市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一再强调空间问题是当代人文社会
科学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空间性与社会性、历史性的思考应该同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理
论视角。
列斐伏尔将空间的重组看成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列斐伏尔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
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问不断进行重构，而都市化则是资本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
同时由于城市同样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城市
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
因此“都市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主要不在于全球范围内都市人口的急速膨胀，或者都市化过程的广
度与深度，而在于城市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矛盾的焦点，成为了都市问题与更为隐蔽的文化问题的结合
场所。
　　可以说，“全球化”作为一种改变现状的变化范式，已经成为替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和社会
想象。
显然，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这一
文化认同问题与全球化所造成的时间一空间观念上的巨变是联系在一起的。
如今，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直接、更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
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
由于互联网等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推动，人类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
用越来越为在时间一空间意义上缺席的东西所取代。
于是社会关系被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的关联中“提取出来”，在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跨越的过程中进
行被重建。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将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杂排列称为“时空分延”，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的
基本特征。
吉登斯不仅看到了全球化是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合力推动的进程，而且认为全球化在建立国际间新秩
序的力量对比的同时，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都市研究”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大卫·哈维则将时间与空间的复杂交织命名为“时空浓缩”。
　　如果说，全球化对于都市问题的深刻影响并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经济上的影响，而是我
们生活中的时一空观念的巨变；那么，与全球化互为表里的消费主义，就必须从“文化研究”的角度
加以讨论。
消费主义已经不是简单的消费产品、消费市场所能涵盖的。
鲍德里亚早在1968年就出版的名著《物体系》中，就指出过“消费的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
：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
我们过去只是在购买、拥有、享受、花费——然而那时我们并不是在‘消费’。
原始的节庆、封建领主的浪费、19世纪布尔乔亚的奢华，都不是消费⋯⋯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
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它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
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
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
影像和讯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它是
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讯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
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记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
(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台湾时报出版社，1997年，第221、222页)　　鲍德里亚的深刻之
处在于他指出了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的，既被包括
又被排除——在物品构成的系列中，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
因而，消费行为应该被看成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实践。
这种消费行为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和满足需求的“被动”程序，而是一种“主动”的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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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与集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系统性的活动和全面性
的回应。
正是在这一消费之上，文化体系的整体才得以建立。
在此，我们重又回到了文化研究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对当代日常生活的侵袭，并不是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实现的，
而是通过兼具市场和观念两大特征的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的。
大众文化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扩张性的产业，另一方面也是消费主义观念最
积极、最有效的推广机制。
可以说，消费主义原则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必然同时是大众媒体与大众文化起主导的社会。
在当代社会中，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不再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获取
信息，而是坐在家里让电视把社会生活的画面直接送到眼前，消费社会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媒体社会。
的确，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媒体像电视这样充斥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情景戏剧、体育运动、谋杀案审理
、快餐商业广告、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等都通过电视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们的家庭。
电视渗透的面是如此之广，影响又是如此之深，它对于我们形成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当代大众文化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和社会生活空间，并且极大地改变了当今的经
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形态。
当代社会中的读者、听众、观众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受众和大众实际上是由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所造
就的，因为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经验加以一体化，从而强化了大众化一体化
的进程。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在型塑大众的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直接把大众塑
造为一种鲍德里亚意义上的“黑洞”，塑造为一种漠不关心的“沉默的多数”，大众接收各种各样的
传媒内容时，只是为了获得其中的娱乐性场面，从而进一步消除了传媒资讯与现实之间的界限。
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迎合着大众的心理，通过娱乐性的“狂欢文化”场面“复制”着大众的口味、兴
趣、幻想和生活方式，从而传媒的操纵实际上是从外部强加了大众的意识。
　　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在促成大众文化急剧扩展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
。
如同鲍德里亚所说，如果在传统社会中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对立表现为知识分子是主动的观念传播者和
灌输者，大众是被动的接受者的话；那么，在大众文化与传媒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中，大众与知识分子
的对立则表现为大众不再同知识分子相关，大众以“沉默”来对抗传媒的主宰和知识分子的统治企图
。
显然，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在整合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在影响着针对自身的批
判机制。
　　当都市问题与文化问题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内在联系
也就更为明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沙朗·佐京认为人类生活不是简单地运作于城市之中和城市之上，而是很大程度上也从城市发源，从
城市生活复杂的特殊性和激发点上发源。
如果说主流的社会科学视野和正统的科学社会主义在阐释人类历史和社会时，已经日趋忽视这些空间
特殊性的解码性潜力，那么现在则到了把这“隐没的维度”带回到画面上的时候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沙朗·佐京提出了“谁的文化?谁的城市?”的问题。
她认为文化同样是控制城市空间的一种有力手段。
作为意象与记忆的来源，它象征着“谁属于”特定的区域。
文化同时也是由社会差别与城市恐惧引起的冲突的一个更为明显的场所。
“都市研究”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索亚则认为，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
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
这一生产的空间性过程或“制造地理”的过程中，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之中，人类
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
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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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更大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
因此，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型塑我们思想的文化观念依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作为相当对立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虽然各有其自身的发展历
史与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但“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独特的视角与研究方法，无疑已经成为了
当代人文社会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的组成部分。
正是基于都市问题与文化问题的内在联系，我们才将本翻译丛书命名为《都市与文化译丛》。
这是一套以介绍“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领域重要成果为目的的翻译丛书，它同时也是一个更大
规模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出版计划的组成部分。
这个完整的出版计划将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本套“都市与文化译丛”，一是“都市与文化丛刊”，目
前已经出版了三期，它以发表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论文和译文为主，其中部分译文是本译丛的一些先
期成果。
另外在时间与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还将推出“都市与文化论丛”，将主要发表关注以本土问题的都
市研究与文化研究成果。
希望这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出版计划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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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既是对这一空间转向的追根溯源及影响
探讨，又是把理论研究扩展到实践方面的一个努力。
我们如何思考空间、如何思考诸如地点、方位、景观、建筑、环境、家园、阐释、区域、领土和地理
等相互关联的有关概念？
相信掩卷之余读者自会有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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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路线／序曲第一部分 发现第三空间第一章 亨利·列斐伏尔不平凡的旅程起点路径趋近到达第
二章 空间性的三元辩证法透过“阿莱夫”展望第三空间他者化－第三化再次概括／在前进之前第三章
探究差异构成的空间：边缘随笔论后现代性构成的差异论权力的运作论激进的主体性论差异的破坏与
蓓尔·瑚克斯同在第三空间选择边缘性作为激进差异空间的边缘第四章 增强第三空间的开放性空间女
权主义批判城市空间性别划分：都市主义的女权主义批判后现代空间女权主义批判女权主义与地理学
的悖论空间后殖民批判格罗莉娅·安扎尔都娅的边界墨西哥裔男女的民族自尊：重塑边界世界盖娅特
里·斯皮沃克的世界再筹划艾德华·赛义德的想象地理学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第五章 异形地志学：
福柯与他者性的地理历史第二次发现交叉的道路：列斐伏尔与福柯其他交叉点与福柯同在第三空间乌
托邦与异托邦异形地志学原理第三空间异形地志学第六章 历史主义空间批判再表征新的导论固守历史
主义为什么热爱地图是不够的海登·怀特遭遇亨利·列斐伏尔第二部分 内外洛杉矶第七章 回忆：洛
杉矶城堡的异形地志学展览会印象开场白进入比蒂·梅森府第记住巴士底狱：1789～1989主要事件：
象征市政中心入迷洛杉矾城堡文化王冠重书历史全景监狱回到开端第八章 外城内部：后现代世界的日
常生活“托托，我有个感觉，我们是不在堪萨斯了外城介绍重塑形象的洛杉矶：鲍德里亚二三事奥兰
治郡及其周围若干景观景观1：关于起源的一则神话景观2：形象的定位景观3：亚伯林达的转向景观4
：欧文加州大学——精致设计的校园景观5：一尘不染的欧文城景观6：根和翼景观7：说到底它是个购
物中心景观8：复制自身的城市景观9：论居住区的小小策略景观10：诡景：虚构都城变为现实结语：
外城先行第九章 一点困顿的刺激：阿姆斯特丹与洛杉矶的当代比较在斯坝伊街离开斯坝伊街后记Ⅰ：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观点后记Ⅱ：后大都市预览人名中英文对照表参考论文、书目中英文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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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列斐伏尔是率先明确地用空间理论来研究“差导”与“他性”的人之一，他直接把这种空间理论
与他对“权力的再现”和“再现的权力”所进行的元马克思主义批判联系在一起。
一他坚持认为；差异必须成为社会与政治实践的背景，这种实践与空间分析相连，这是关于（社会）
空间的（社会）生产的分析。
或更准确地说，它就是认识。
①《差异主义者宣言》（1971）是列斐伏尔重建其元哲学工程的又一次尝试。
他用异质的“差异”来反对同质的“重复”，并使之与他那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说法和批评相联系
，如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城市状况和消费社会，特别是日益增长的国家权力和“国家生产方式”，
关于后者他有非常明确的描述。
列斐伏尔这样做部分是想强调他与更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也与盛行的大陆哲学潮流和批判
理论有别，后二者显然缺乏有关国家及其权力的空间性理论。
　　在提出有关城市权的思想时，列斐伏尔认为有必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争取差异权，争取与众不同的
权利，以反抗均质化、分裂、等级制权力（这是他阐释活动中创造的又一个三元组合，是对资本主义
地理特征的描述）日趋强大的力量。
他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上来定位争取差异权的斗争，首要的是身体和性，然后通过建筑形式和建筑风格
扩展到居室和纪念性建筑的空间性特征中，进而大到邻里、城市、文化领域、民族解放运动之中，甚
至到同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欠发达现象而引起的更为世界性的反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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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何谓第三空间？
它既不同于物理空间，也不同于精神空间，或者说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又包含两者的一种社会背景
，这本书会对其进行具体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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