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袁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出现

了野空间转向冶遥 直到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袁野空间

转向冶才逐步引起我国学界的高度重视遥 在西方哲

学社会科学野空间转向冶的语境中袁马克思野空间冶
思想有着在场尧空场尧缺场等不同评价遥 总体看袁贬
多褒少遥 因为袁马克思野空间冶理论的空场似乎成为

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野空间转向冶的前提遥 实际上袁
马克思对空间哲学有着原创性尧奠基性和革命性贡

献遥 我们提出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概念袁旨在证明马

克思具有空间哲学的立场尧观点和方法袁任何偏离

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立场尧观点和方法的野空间转

向冶都是我们应当反对的遥 当前袁提出并构建野马克

思空间哲学冶是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野空间转向冶
语境下争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需要袁也是在

城市化尧 区域化和全球化长足发展的背景下求解

野空间剥夺冶野空间危机冶等现实问题的需要遥 本文

试图对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的研究对象尧内容结构

和出场路径等作出系统梳理遥

一尧马克思空间哲学的研究对象

构建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袁首先要明确它的研

究对象遥 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的研究对象就是野空
间冶遥 马克思所理解的野空间冶是现实的社会空间袁
是由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所构成的空间遥 马克

思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袁坚持野对对象尧现实尧感
性袁噎噎当做实践去理解冶[1]渊P499冤遥 显然袁野空间冶也
必须野当做实践去理解冶遥 马克思对于时空的研究袁
立足点是实践袁野特别是从生产劳动出发引申出时

空概念冶[2]遥 科学实践观的确立袁为马克思解剖和改

变资本空间提供了理论武器遥 马克思主张野实践的

空间冶袁既关注野现实的个人冶袁又放眼人类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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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社会要历史冶领域遥 野实践的空间冶突出空间的现

实性袁强调实践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空间化遥 现实的

野空间冶源自于人类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袁是人类生

产和交往的对象化确证遥马克思基于实践活动的现

实空间形态包括野人化自然空间冶野社会关系空间冶
和野历史活动空间冶遥 三种空间形态统一于野实践活

动空间冶袁即野三态一体冶遥 它们构成野马克思空间哲

学冶的研究对象遥

渊一冤对野人化自然空间冶的研究

空间是人类生命运动的基本方式遥 人类生命

的存续以及各种生命活动都以一定的空间条件为

基础遥 在马克思看来袁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袁人的

身体占有空间袁 呈现出的是有生命的自然力遥 人

野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

然力冶[1]渊P209冤遥 马克思在把握野人化自然空间冶时坚

持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或彻底的人道主义立场遥
他强调袁人直接地和能动地是一个自然存在物袁人
自身存在必须占有和依赖一定的自然空间遥 马克

思从野自在自然空间冶和野人化自然空间冶两个维度

对自然空间进行了深刻阐释遥
野自在自然空间冶具有客观独立性和历史优先

性袁 在马克思空间哲学中袁 它是一种隐性的抽象

物遥 与野自在自然空间冶相对应的便是野人化自然空

间冶袁野人化自然空间冶是实践活动真正的直接的对

象袁具有现实性尧历史性遥 野自在自然空间冶是作为

对象的自然袁野人化自然空间冶是作为产物的自然遥
马克思重视野人化自然空间冶袁但并没有否定和抛

弃野自在自然空间冶遥 野当马克思强调人化的自然即

自为的自然时袁 其中暗含着以自在的自然为理论

前提袁而绝非对自在自然的否定与抛弃遥 冶[3]野自在

自然空间冶是自在的和外在的袁是人类实践活动还

没有通达的领域袁 是没有被人类的实践活动所规

定尧没有与人类建立起现实联系的空间遥 它的意义

在于为人类有限活动的无限扩张提供可能遥人靠自

然界生活袁人类要想存续与发展必须要与自然进行

持续的交互作用遥
野人化自然空间冶是由人类实践活动塑造的现

实感性世界袁它是由实践活动塑造的人与自然关系

的形式存在遥马克思说院野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

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袁是人的现实的自然

界遥 冶[1]渊P193冤经过人类实践改造过的野自在自然空

间冶便失去了它的自在性袁变成了一种为我的属人

的存在物遥马克思的野人化自然冶概念突出了实践的

革命性袁野人化自然冶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统一袁这
个统一的基础便是实践遥 野自在自然空间冶向野人化

自然空间冶实践转化的过程记载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轨迹遥野人化自然空间冶是由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建构

起来的袁随着人的活动能力和范围的变化而变化遥
人类通过实践活动袁从多个层面尧多个方面拓展和

突破野自在自然空间冶的限制袁按照人类自身的意

志重塑整个世界袁 这个过程表现为在实践基础上

野自在自然空间冶向野人化自然空间冶的持续转化遥

渊二冤对野社会关系空间冶的研究

人类通过实践的对象化袁 从对象化的结果中

确证自身尧复现自身遥 马克思认为袁人类通过实践

能动地尧 现实地复现自己袁野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

直观自身冶[4]遥 人类野所创造的世界冶就是野人化自然

空间冶和野社会关系空间冶遥 野人化自然空间冶是一种

野实物冶存在袁但却是一种野为人冶的实物存在袁具有

野属人冶的特性遥 野人化自然空间冶体现的是野他对他

人的人的关系袁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冶[5]袁是野社会

关系空间冶的表征遥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尧观点和方法

的确立袁使马克思找到了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和人

与人关系的中介性范畴即人的感性实践活动遥 野社
会关系空间冶的深刻本质是实践袁是实践基础上生

成的空间社会性遥
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人生与空间的桥梁遥 在实

践的作用下袁野人化自然空间冶成为人与自然尧人与

人尧人与社会之多重关系尧多向作用尧多种品格的

体现遥 恩格斯说院野对宫廷宣战袁 给茅屋和平浴 冶[1]

渊P494冤因为袁宫廷和茅屋作为生存空间表征着政治

内涵遥 新兴阶级的勃兴总是以一种革命的实践方

式出场袁并伴随对原有生存空间的社会性解构与重

塑遥 野社会关系空间冶是马克思最为关注的空间形

态袁它同样是人的实践活动建构的空间遥野社会关系

空间冶既有具象的一面袁又有抽象的一面遥从具象的

一面来说袁野社会关系空间冶以野人化自然空间冶为基

础袁野人化自然空间冶 是人类实践活动意义展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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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遥 从抽象的一面来说袁野社会关系空间冶是由人

与人之间结成的社会关系如生产关系尧婚姻家庭关

系尧民族关系等等所组成的袁是只有人类才能建构

的高级空间形态遥
考察空间样态的社会意义袁离不开人对自然和

社会的对象性关系遥 野人的感觉尧感觉的人性袁都是

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袁由于人化的自然界袁才产生

出来的遥 冶[1]渊P191冤野人化自然空间冶是人的存在方式

和生命力量的投射袁是野社会关系空间冶的复现袁它
们都取决于人的类能力遥 在马克思看来袁作为人与

人联系的纽带和人的现实生活要素袁野人化自然空

间冶 是 野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冶[1]

渊P187冤遥 野人化自然空间冶为野社会关系空间冶提供了

物质基础和生产要素遥 野社会关系空间冶又规定着

野人化自然空间冶的界限遥 人们不结成一定的社会

关系袁改造和形塑自然空间的过程便无法进行袁因
此袁野社会关系空间冶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遥
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础的野人化自然空间冶和以人

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野社会关系空间冶是同构的遥

渊三冤对野历史活动空间冶的研究

野社会关系空间冶的基础是人的生命活动袁它
存在于人的生命活动过程和结果遥 野历史活动空

间冶是从人的生命活动过程对野社会关系空间冶的
考察遥 马克思认为袁历史可以从自然史和人类史两

个维度考察遥 自然史是从人的生命活动时间维度

对野人化自然空间冶的考察袁人类史是从人的生命

活动时间维度对野社会关系空间冶的考察遥 在资本

主义条件下袁物质生产和价值增值过程袁既会产生

作为野物质冶结果的野人化自然空间冶袁又会产生作

为野关系冶结果的野社会关系空间冶遥 资本主义物质

生产和价值增值过程是 野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的

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冶野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

要冶[6]遥
野社会关系空间冶是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

野历史活动空间冶袁野历史活动空间冶是野社会关系空

间冶形象且生动的展现遥 野社会关系空间冶是野历史

活动空间冶的静态形式袁野历史活动空间冶是野社会

关系空间冶的动态形式袁二者是人类实践活动时间

与空间辩证法的体现遥 野社会关系空间冶不仅有一

个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相互联接的共时性结果袁而
且也有一个前后承续的历时性结构遥马克思说院野历
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噎噎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

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遥 冶[1]渊P545冤野人化自然空间冶和
野社会关系空间冶具有历史继承性袁预先规定了新

一代的生产条件又为新一代所改变袁每一代人都以

前一代人的实践活动所形塑的空间条件为前提袁并
且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空间生产遥马克思认为袁野以
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冶的野历史活动空

间冶是对野以人的依赖性为主冶的野历史活动空间冶的
超越袁而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入发展袁它终将被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野历史活动空间冶所取代遥
马克思对野历史活动空间冶的理解和阐释包含

着野物质空间形态冶向野精神空间形态冶的升华以及

野现实空间形态冶向野理想空间形态冶的发展遥 一方

面袁马克思从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双重维度把握野历
史活动空间冶袁强调野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袁可
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遥 冶[1]渊P516冤野社会关

系空间冶内在地包含着野物质空间形态冶和野精神空

间形态冶袁野物质空间形态冶表征着自然史袁野精神空

间形态冶表征着人类史遥 只要有人类存在袁自然史

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遥 另一方面袁马克思从实

践唯物主义出发袁立足点是野现实空间形态冶袁但又

有着强烈的对野理想空间形态冶的诉求遥人类的实践

活动对于空间形塑过程就是从野现实空间形态冶走
向野理想空间形态冶的过程袁野历史活动空间冶便是

这一过程的表征遥

二尧马克思空间哲学的内容结构

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以社会空间的实践本质论

为基础袁围绕劳动空间解放问题袁从经济尧政治尧文
化尧伦理等视角对社会空间进行哲学反思遥 马克思

通过对资本空间的野人体解剖冶袁发现了资本压榨

劳动的秘密袁找到了劳动空间解放的方法袁揭示了

社会空间解放的规律遥 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的内容

结构包括彼此有着内在关联的 7 个方面的内容袁
即实践唯物主义空间本质论尧空间的社会逻辑尧空
间生产理论尧世界交往的空间叙事尧资本空间化及

其批判尧野现实的个人冶空间解放的历史逻辑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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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思想遥

渊一冤实践唯物主义空间本质论

野空间冶的本质是什么?这是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
的元问题遥 马克思从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袁把
野空间冶的社会本质理解为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袁从而

奠定了解决野空间冶问题的理论基石遥 马克思实践

唯物主义空间本质论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院 一是

实践空间的三种立论遥 野人类整体活动立论冶强调

野时间噎噎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冶[7]袁野人类个体活动

立论冶强调野空间是个人活动的时间冶[8]遥 马克思野人
类实践活动立论冶融通野人类整体活动立论冶和野人
类个体活动立论冶遥 马克思把野空间冶理解为实践的

过程和结果遥二是实践空间的三态一体遥基于实践

活动的现实空间形态可分为 野人化自然空间冶野社
会关系空间冶和野历史活动空间冶袁即野三态一体冶遥
现实空间形态是人类生产和交往的对象化确证袁
它由人类实践活动所建构尧形塑和改变袁表征着人

类的本质力量和发展样态遥三是实践空间的三维统

一遥 现实空间形态是野物理要地理空间冶野社会要经

济空间冶和野文化要心理空间冶的三维统一遥 它们统

一的基础就是人类的感性实践活动遥

渊二冤空间的社会逻辑

马克思对空间的社会逻辑研究揭示了社会运

动的空间存在方式遥 费尔巴哈把自然空间作为自

己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袁 马克思则把社会空间作

为自己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遥 马克思关于空间的

社会逻辑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院 一是社会的空间

叙事遥 社会性是空间的本质属性袁空间性标识着社

会关系的广度和范围遥 社会基本矛盾是空间形态

发展的动力机制袁 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现实空间形

态的基础遥 马克思以历史活动的城乡空间坐标为

尺度袁阐明了社会形态演进的空间界画遥 二是空间

的社会化形塑遥 空间的社会化是社会空间的生产

性重构遥 野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

素冶[9]遥 空间的社会化形塑由生产力决定袁受生产关

系的制约遥 三是社会的空间化厝置遥 它是物质生

产尧社会生活尧政治生活尧精神生活等在空间的物

化定形遥 恩格斯说院野工人区和资产阶级所占的区

域是极严格地分开的遥 冶[10]渊P326冤 这种不同阶级生

活空间的界分以及生存发展空间占有和使用的差

别袁既是野无意识的默契冶又是野有意识的打算冶[10]

渊P326冤遥 社会的空间化是社会主体在空间栖居方面

的对象化凝固遥

渊三冤空间生产理论

马克思重点解剖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袁揭
示了资本空间化的时间要空间辩证法和空间要时

间辩证法遥 在马克思的启发下袁列斐伏尔提出并发

挥了野空间的生产冶思想遥 马克思空间生产理论包

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院一是空间生产尧空间生产力和

空间生产关系遥 空间生产是指野生产出具有使用价

值的空间产品冶以及生产出它所野掩盖下的人与人

之间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冶[11]遥 空间生产力是生产和

再生产空间关系尧空间产品的能力遥 空间生产关系

是空间生产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袁 体现了生产的空

间性和社会性遥二是空间的生产性解读遥资本主义

生产实现了社会空间结构尧关系和产品的丰富尧多
样袁为马克思空间的生产性解读奠定了基础遥 马克

思从资本生产的空间逻辑出发袁 揭示了社会空间

形态发展的规律遥三是生产方式的空间图式遥生产

方式的理论范式包含野时间要历史冶的历时性分析

图式和野空间要地理冶的共时性分析图式遥 把握生

产方式的空间分析图式必须坚持历时性分析和共

时性分析的统一遥

渊四冤世界交往的空间叙事

马克思把实践唯物主义引入社会历史领域袁
从野世界交往冶出发袁提出了野世界历史冶野世界市

场冶等概念袁彰显了世界交往的空间叙事遥 马克思

世界交往的空间叙事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院 一是

世界交往的空间布展遥 资本榨取剩余价值本性是

民族交往转向世界交往的野发动机冶遥 资本野是一种

社会力量冶[10]渊P46冤遥 世界交往的空间布展依托资产

阶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袁目的是世界性的野空
间剥夺冶遥 二是世界交往的空间特征遥 野世界历史冶
和野世界市场冶是世界交往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的

体现遥 野世界历史冶指涉世界交往的时间之维袁但却

内含着资本主义的空间范围曰野世界市场冶指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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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的空间之维袁但却也内含着资本主义的时间进

程遥三是对资本世界交往空间的批判遥马克思从世

界交往出发袁剖析资本空间化的本质袁揭示了殖民

侵略者的野蛮与伪善遥 资产阶级主导的世界交往

具有野破坏冶和野重建冶的双重使命遥 前者旨在打破

空间壁垒袁为资本增值开道遥 后者旨在野亚洲为西

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冶[10]渊P686冤遥

渊五冤资本空间化及其批判

空间生产是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过程袁
它们由资本积累的驱动逻辑尧 资本生产的空间逻

辑和资本形态的裂变逻辑所推动遥 资本空间化造

成了世界历史空间断裂袁 但却开辟了劳动空间解

放的道路遥 马克思资本空间化及其批判思想包括

三个方面的内容院一是资本空间的历史生成遥 资本

生产的空间创生表现为资本取代封建的土地和宗

法关系袁成为劳动的统治者和主宰者遥 资本家的格

言是野最有效的经济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当牛马

的人身上榨出最多的劳动遥 冶[12]资本对劳动的征服

经历了野形式从属冶到野实际从属冶的发展遥 二是资

本运动的时空条件遥 资本创造了伟大文明袁但却无

法超越自身的时空界限遥 资本生产方式凭借空间

扩张能力取得统治地位袁 实现了时间性积累到空

间性积累的转变遥 资本的空间化导致世界市场危

机袁它宣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遥 三是从资本空

间化到空间资本化遥 资本空间化是资本主义生产

社会空间的过程曰 空间资本化是形成从属资本逻

辑的空间形式尧空间关系和空间产品遥 资本空间化

的旨趣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袁 其结果造成全

球资本空间的同质化遥

渊六冤野现实的个人冶空间解放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空间解放思想的出发点是 野现实的个

人冶袁但是袁野现实的个人冶在资本空间中发生了个

体与类的分裂袁 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

立遥 资本的空间逻辑具有同质化和异质化两种趋

势袁其中蕴含着劳动空间解放的力量遥 马克思野现
实的个人冶空间解放的历史逻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

容院一是野现实的个人冶及其空间解放的诉求遥 野现
实的个人冶是时间性与空间性尧历史性与社会性的

统一遥 野现实的个人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了生

存发展空间的分裂遥 野现实的个人冶的解放就是从

资本的空间统治中解放出来遥 二是从资本空间终

结到劳动空间解放的逻辑转换遥 资本具有空间扩

展功能袁 它 野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

制袁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冶[13]遥对全球自然力

和劳动力的剥夺袁规定了资本逻辑的空间边界袁它
意味着劳动空间解放的开启遥 无产阶级将取代资

产阶级成为空间解放的主体力量遥 三是走向野现实

的个人冶空间解放的自由王国遥 资本空间化造成工

业国与农业国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从属关系袁以及

世界资产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的对立遥 实现野现实

的个人冶 的空间解放必须颠覆资本空间袁 实现由

野必然王国冶到野自由王国冶的飞跃遥

渊七冤空间正义思想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分析尧对城乡空间

结构的揭示等袁蕴含着空间正义的价值诉求遥 空间

正义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维度遥 马克思

的空间正义思想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院 一是资本

空间的非正义性及其批判遥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

本空间化的历程袁而且披露了空间资本化的非正义

性遥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对城市内部居住空

间的非正义性及其批判尧 对城市剥夺乡村的非正

义性及其批判尧 对资本积累全球空间布展的批判

等遥 二是空间正义的诠释维度遥 从经济维度看袁马
克思主要阐明了生产尧分配尧交换和消费环节的空

间正义问题遥 从政治维度看袁资本主义政治空间的

非正义性表现为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和压

迫遥 从文化维度看袁 空间正义追求体现在主体正

义尧制度正义和交往正义等方面遥 三是空间正义的

实现路径遥 资本积累空间化推动了生产和交往的

普遍发展袁它们成为颠覆资本空间的力量遥 无产阶

级是实现空间正义的主体力量袁 是资本主义的掘

墓人遥 为了实现空间正义袁无产阶级必须野剥夺剥

夺者冶袁并且通过野自由人联合体冶掌握社会力量遥

三尧马克思空间哲学的出场方式

空间问题的最初显现袁根源于以机器大工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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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资本主义时代遥 资产阶级最初把野城市冶作
为财产聚集的空间袁实现了乡村城市化遥 工商业城

市的崛起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的空

间表达遥 伴随工商业城市取代自然形成的城市以

及世界市场的开创尧殖民主义体系的建立等袁空间

异化尧空间剥夺成为马克思尧恩格斯时代的严峻课

题遥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袁空间问题已经成为

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尧普遍性问题和紧迫性尧危机性

问题遥 空间把诸多社会问题汇集在一起袁成为多种

社会矛盾的交汇点和审理各种社会现象的切入

点遥 城市化导致耕地减少尧土地荒漠尧环境污染尧能
源危机等曰 全球范围的人口增加与地表资源有限

的矛盾日益增加袁 新全球化运动使人类日益陷入

空间危机遥 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既有一个理论建构

问题袁更有一个当代出场问题遥 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
至少有三种出场方式院回应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野空
间转向冶的挑战尧恪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方向

和推进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的中国化遥

渊一冤回应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野空间转向冶的
挑战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袁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一

个举足轻重的事件就是野空间转向冶遥 这个曾经被

忽视的 野空间冶 范畴和领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

注遥 野学者们开始刮目相看人文生活中的 耶空间

性爷袁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袁给予社会关系和社

会的青睐袁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遥冶[14]为什么会出现

野空间转向冶钥 按照福柯的解释袁大体有三个原因院
一是哲学观念的转变遥 主要是传统的历史决定论

淹没了空间思维遥 马克思叶资本论曳第一尧二卷的基

本假设是一种无空间的资本主义曰 第三卷拟开始

的空间分析却未曾问世遥 二是学科从分工到整合遥
学科分工导致理论的狭隘遥 社会理论家有意无意

地把空间变迁推给地理学袁空间被地理学所宰制袁
但地理学重视空间的自然性袁忽视空间的社会性遥
三是时空体验的转型遥 空间的缺席或者重申与现

实空间体验直接关联遥 人类全新的空间体验呼唤

人们重新反思空间问题遥 在野空间转向冶中袁从列斐

伏尔的 野空间生产冶 到哈维的 野历史地理唯物主

义冶袁从福柯的权力空间分析到索亚的野后现代地

理学冶等袁他们突出空间主题和拓展空间分析袁打开

了现代性批判的广阔视野遥 可见袁回应西方哲学社

会科学野空间转向冶的挑战是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的
重要出场方式之一遥

显然袁认定马克思哲学中空间思想的薄弱或者

缺席袁是西方空间理论家合乎逻辑地发展社会空间

理论的前提遥 问题在于袁马克思哲学中是否存在空

间维度钥 或者说袁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何以可能钥 如

果马克思根本没有空间哲学思想抑或野马克思空间

哲学冶不过是只言片语袁那么袁提出野马克思空间哲

学冶范畴便很难成立遥 国内研究马克思空间思想的

学者大多结合野空间转向冶问题袁回应和阐释西方

空间理论家对马克思空间思想的反思遥 我们提出

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的目的就在于积极建构野马克

思空间哲学冶思想体系袁确立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的
基本立场尧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袁结合当今时代的

空间实践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去挖掘空间哲学

思想的宝藏遥 当前袁回应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野空间

转向冶袁彰显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的现代性袁实现野马
克思空间哲学冶的出场和在场袁必须解决好两个问

题院一是社会与空间的关系遥 社会空间或空间的社

会性是西方空间理论家关注的一个重点遥 野马克思

空间哲学冶在揭示空间实践本质的基础上袁回答了

空间是自然本质与社会本质的统一遥 二是时间与

空间的关系遥 时间空间辩证法是把握社会运动的

关键遥 把空间归结为时间的野时间要空间辩证法冶
和把时间归结为空间的野空间要时间辩证法冶都是

唯物辩证法的表现形式遥 空间的实践本质论和时

间空间辩证法是建构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的两大理

论基石遥

渊二冤恪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方向

探寻马克思对于空间问题的哲学致思袁匡正空

间问题的理论立场尧观点和方法袁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当代出场的重要方式遥 回归本文袁不难发现袁马
克思的经典文献中始终保持着通向空间问题域的

出场路径遥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人类物质生产的历

史逻辑归结为生产方式叙事遥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

确提出野空间生产冶概念袁但是袁由于空间是物质生

产的基础性要素袁因此袁唯物史观是内在地肯定空

第 2 期 李维意院马克思空间哲学的研究对象尧内容结构和出场方式 窑127窑



间野生产冶的遥 物质生产过程不仅依赖一定的空间

形式尧空间产品袁而且创造新的空间形式尧空间产

品遥 物质生产的过程直接表现为把 野自在自然空

间冶转化为野人化自然空间冶遥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

论逻辑上肯定人类物质生产能够创造自然界原先

不存在的具体物质资料的空间形式遥 也就是说袁空
间能够被生产出来遥 物质生产过程既是物质资料

空间形式塑造过程袁 又是物质资料空间关系建构

过程袁它再生产人类的现实生活世界遥 空间生产理

论的当代出场必须纳入生产方式的理论范式袁这
是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当代出场的必然选择袁因为

它事关是否恪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向问题遥
然而袁列斐伏尔在阐述野空间的生产冶时却并非如

此遥 他认为袁应当构建一种野空间化的辩证法冶借以

重构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哲学遥 显然袁
他走的是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空间化改造之路遥
他试图用一种野空间性认知图绘方法冶取代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生产方式理论范式遥 这是我们不能认

同和接受的遥
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的当代出场必须坚持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尧观点和方法遥 空间问题虽然直

接切中了时代问题的中心袁但是袁绝不能在突出空

间重要作用的过程中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

方向袁 而是要充分发挥空间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

学野补台冶的作用遥 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的出场袁绝不

能令马克思主义哲学冷场或退场遥 今天袁我们谈论

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的当代出场袁是以其一定程度

的缺场和空场为前提的袁不然袁我们谈论野马克思空

间哲学冶的当代出场无异于画蛇添足遥列斐伏尔尧哈
维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之于野时间优于空间冶的
叙事袁是有一定道理的遥 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忽

略或撇开空间叙事逻辑袁 但它却是 野隐性的逻辑

噎噎没有得到充分的阐明冶[15]遥因此袁在坚持马克思

主义哲学立场的前提下袁 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理论方向挖掘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思想袁是彰显马

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必然选择遥

渊三冤推进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的中国化

建构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袁必须揭示长期被掩

蔽的马克思对空间理论的重大发现和划时代的创

造遥 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的研究袁一方面袁要着力从

马克思的文献中耙梳一部专门阐述空间哲学的著

作遥 西方空间理论家断言马克思存在空间理论野空
场冶尧存在野时间偏好冶遥 我们的研究要证明袁马克思

是真正的空间哲学家袁野空间生产的研究是始于马

克思冶[16]遥 马克思阐明了社会空间的实践本质及其

发展规律袁实现了空间哲学的革命性变革遥 另一方

面袁要推进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的中国化遥 野马克思

空间哲学冶是马克思运用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考察空间问题的理论结晶遥 马克思对资本生

产的空间化扩张历程做过多维度的考察袁他的城市

化尧全球化思想更是奠定了空间理论的基石袁他的

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思想是对资本空间化的系统

阐述遥 资本空间化既是当年马克思关注的核心问

题之一袁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

题遥 资本按照自己的样子在城市和全球空间布展

过程中袁充分彰显了空间生产的本质遥 当年马克思

野新世界观冶的出场袁旨在通过野改变世界冶袁扬弃资

本空间生产造成的社会空间异化遥
由旧全球化时代转变为新全球化时代袁空间问

题的凸显成为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当代出场的现实

语境遥 坚持野一体渊时代反思冤两翼渊文本重读和对

话冤冶[17]是实现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当代出场的基本

路径遥 野时代反思冶的本质就是把野马克思空间哲

学冶思想与新时代的空间实践结合起来袁推进野马
克思空间哲学冶的中国化遥 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的研

究对象是空间袁空间的本质是实践袁对于空间的理

解必须置于实践生存论视域遥马克思坚持从社会生

产关系视域研究社会有机体袁他所理解的社会是一

个立足经验又超越经验的哲学概念遥马克思的社会

概念立足于自由人的联合袁 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尧 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和解确立为

社会理想遥 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具有实践维度尧批判

维度尧理想维度和时空维度遥 其中的实践维度对于

推进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的中国化至关重要遥
推进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的中国化就是把野马

克思空间哲学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实

践相结合袁赋予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以实践特色尧理
论特色尧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遥所谓实践特色袁就是

强调建构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要尊重空间实践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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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bjects, Content Structure and Appearance Mode
of Marx爷s Space Philosophy

LI Wei-yi
(College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野Marx爷s space philosophy冶 aims to establish a place in space issue for Marxism.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野Marx爷s space philosophy冶 are the 野humanized natural space冶, 野social relation space冶and 野historical
activity space冶on the basis of practical activities. The content structure of 野Marx爷s space philosophy冶 includes the spatial
essentialism of practical materialism, the social logic of space, the theory of spatial production, the spatial narrative of
world interaction,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criticism of capital,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spatial liberation of 野the
realistic individual冶and the thought of spatial justice. 野Marx爷s space philosophy冶makes its appearance at least in three
modes: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 of 野space transformation冶 in Wester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sticking to the
theoretical direc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野Marx爷s space philosophy.冶

Key words: Marx; space philosophy; practical materialism; appearance mode

实践第一袁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实践作

出理论概括曰所谓理论特色袁就是强调建构野马克

思空间哲学冶要着力回应和解答重大的空间理论和

空间实践问题袁实现与时俱进尧发展创新曰所谓民

族特色袁就是强调建构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要彰显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华民族风格尧气派和形式曰所
谓时代特色袁就是强调建构野马克思空间哲学冶要
着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实践的大趋

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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