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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主体“感性之学”的学科形态ꎬ其获得自身的场域伦理和

知识体系是一项重要的现代性事件ꎬ从维柯的“诗性思维”理论到鲍姆嘉通对美学学科的界

定ꎬ都体现出主体感性能力对美学合法性存在价值的承担ꎮ与此同时ꎬ主体对“空间”的诗性

审美能力是先验存在的ꎬ并成为主体感性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ꎮ所以ꎬ美学、感性和空间三者

便相互融合ꎬ生发出崭新的“空间美学”话语ꎮ在前现代时期ꎬ主体对空间审美的朴素认知构

成空间美学的理论萌芽ꎻ现代美学的“感性革命”清晰地凸显出主体与空间之间的诗性伦理ꎬ
比如海德格尔的“空间栖居”和梅洛￣庞蒂的“视知觉空间”便进一步延展空间美学的理论脉

络ꎻ现代文学的空间审美实践和话语流变再次推动空间美学的场域自律ꎬ并最终形成既关注

主体生存ꎬ又充满文化批判的现代美学形态ꎮ空间美学将持续给未来美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

知识学资源和价值承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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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美学以“空间”作为美学研究的中介ꎬ探究空间元素、空间话语、空间理论等如何生成主体的

审美经验ꎬ并以美学批判的视角介入后现代文化场景ꎬ推动了美学话语的进一步延展ꎮ从美学研究对

象而言ꎬ空间天然地构成主体感性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主体对空间的“视知觉”感知内蕴审美经验ꎬ
构成空间美学的研究基点ꎮ“美学批评活动的空间总是一个被主观地对象化、感情化‘审视’的场

域” [１]ꎮ时间和空间作为构建主体生存和人类思维两个重要的方面ꎬ塑造了两种基本的哲学人文科学

研究路径ꎮ从空间性的视角而言ꎬ构成了对“时间———历史”线性理论模式的有机调整与补充ꎬ成为重

塑个体主体差异性、异质性、多元化的良好策略ꎮ对空间元素的分析与确证不仅实现了对传统权威话

语的拆解ꎬ发掘出曾经被边缘化的空间场景ꎬ更是建构起全新的主体存在状态和审美感性体验能力ꎮ
“所谓‘存在空间’ꎬ就是比较稳定的知觉图式体系ꎬ亦即环境的‘形象’ꎮ存在空间是从大量现象的类

似性中抽象出来的ꎬ具有‘作为对象的性质’” [２]ꎮ空间美学也正是在主体的感性能力与空间的审美话

语之间ꎬ找到了存在的合法性价值ꎮ

一、空间美学的理论萌芽:主体感性认识与空间经验的内在融合

美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主体感性之学的学科形态ꎬ其获得自身的场域伦理和合法性价值是一项

重要的现代性事件ꎮ１８世纪以来ꎬ认识论哲学逐步占据欧洲的学术场域ꎬ主体的理性思维能力、认知自

然的能力以及改造神学的能力都获得极大提升ꎬ“人”逐步取代了“英雄”和神灵ꎬ获得了自我存在和

自我认知的权力ꎬ并由此带动了一系列现代学科的产生ꎮ知识的分化、专业的分工、现代大学与学科教

育体系的确立等等ꎬ都成为现代性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ꎮ由此ꎬ在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以牛顿、哥白

尼、布鲁诺、开普勒、伽利略等为代表的科学家ꎬ他们以理性认知的方式实现主体对自然和宇宙的探

究ꎬ延展了主体理性思维的视阈ꎻ哲学领域的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唯理论哲学家通过理性建

立起主体的启蒙观念ꎮ在此进程中ꎬ却没有一门单独的学科和知识场域来系统研究主体的感性思维、
艺术话语、审美实践以及诗性想象等方面的内容ꎬ主体的感性能力被压抑在理性的话语霸权内部ꎮ那
么ꎬ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就重新思索感性思维和审美经验在推动人性启蒙方面的作用ꎬ并且要逐步将

感性活动从理性的规训下独立和解放出来ꎮ“在力量的可怕王国中以及在法则的神圣王国中ꎬ审美的

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ꎬ即游戏和外观的愉快的王国” [３]ꎮ系统把主体的感性能力和

诗性智慧纳入知识研究范畴的当属意大利启蒙主义学者维柯ꎬ他对笛卡尔的理性观念持反思与批判

态度ꎬ并且将以形象思维为核心的“诗性智慧”视为促使主体全面发展的关键元素ꎬ该知识话语被称之

为“新科学”ꎮ维柯通过对人类学和神话学的研究ꎬ认为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是朴素的形象思维和充满

感性的诗性智慧ꎬ主体以审美想象与感性直观方式实现对外在世界的认知ꎮ而“诗性智慧”在维柯的视

域中ꎬ首先体现的仍然是人与自然外物的关系问题ꎬ也正是原初先民把个体情感赋予外物以情感性ꎬ
并生成审美意蕴丰富的形象过程ꎬ其中具有部分空间性和家园回归的因素ꎮ“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

及无生命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ꎬ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ꎮ例如用

‘首’(头)来表达顶或开始ꎬ船帆的‘腹部’ꎬ‘脚’代表终点或底ꎬ果实的‘肉’ꎬ岩石或矿的‘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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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的血’代表酒ꎬ地的‘腹部’ꎬ天或海‘微笑’ꎬ风‘吹’ꎬ波浪‘呜咽’” [４]ꎮ外在的自然现象和主体的

精神感知通过富有形象色彩的词汇进行联系ꎬ这不仅确证了主体自由愉悦的生存状态ꎬ更是感性能力

得到延展的契机ꎮ
如果说维柯通过诗性思维的方式重塑了主体的自我启蒙进程ꎬ那么德国启蒙运动哲学家鲍姆嘉通则

在哲学史和美学史上首次提出“美学”(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术语ꎬ系统地建立起美学作为学科的理论范畴和区别于

其他学科的自律性价值ꎬ并获得“美学之父”的荣誉ꎮ由此ꎬ美学作为现代性学科分化的产物ꎬ终于获得独

立于哲学和理性之外的知识内涵ꎬ也给研究主体的感性认知领域和审美活动找到了合法的理论空间ꎮ
“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ꎬ是感性认识的科

学” [５]ꎮ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ꎬ通过哲学理论的论述再次确证美学的感性学之义ꎮ
尤其是将美的鉴赏力判断界定为主观快感的审美愉悦ꎬ这就直接确证美感和审美判断与道德活动、理性

活动等其他活动的不同ꎬ确立了主体审美趣味存在的价值ꎮ审视西方现代美学的谱系进程ꎬ感性能力作为

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内涵不断得到加强ꎬ席勒的“感伤的诗”、黑格尔的“感性显现”与“感性形式”、叔
本华的“审美直观”、尼采的“酒神”沉醉和悲剧快感、里普斯的“审美移情”、克罗齐的“直觉美学”、弗洛

伊德的“精神分析美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等等ꎬ都将美学理论同主体的感性思维进行结合ꎮ可见ꎬ
美学自身的学科建构天然地就与主体的感性认识能力、审美实践活动、直观体验意识以及超功利的趣味

判断相关ꎬ是一种围绕着主体感性审美活动而延展出来的哲学理论ꎮ“空间”同样作为主体先验存在的重

要维度ꎬ也成为主体感性认识的重要方面ꎬ并凸显出强烈的审美意识ꎮ空间美学形态也由此得以生成ꎮ
审视主体对外在自然的感性认知和审美经验ꎬ对空间的诗性阐释构成主体认知的重要维度ꎮ自然

空间的感性体察、生存空间的身体感知、家园空间的审美留恋以及想象空间的艺术表达等等ꎬ都一直

内化在主体思维活动中ꎬ成为确证主体感性能力的重要表征形式ꎮ在前现代时期ꎬ主体对空间的感性

体验还带有朴素本体论的意味ꎬ往往将主体的生命和意识视为自然空间的一部分ꎮ正是因为将主体的

视觉、触觉等感性体验方式纳入进自然的春华秋实、大化流转的空间进程中ꎬ此种古朴的诗性智慧也

正是维科所认为的“新科学”与“美学”之义ꎮ比如中国哲学典籍«周易»便通过对自然现象和宇宙运动

的符号学把握ꎬ完成了主体对自然空间朴素的、辩证的感性认知ꎬ并且突出浓厚的审美意蕴ꎮ“爻辞”中
不仅将人类生活与自然运动进行了统摄ꎬ更是彰显出浓厚的空间意识ꎬ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等

都成为度量人类社会的参照ꎮ从«周易»开始ꎬ通过感性体验和符号形象的路径来描绘空间ꎬ成为中国

古典时期哲学、文论、画论以及美学思想的重要维度ꎬ并且呈现在“超以象外”“天和人和”“无我之境”
“神与物游”“神思妙悟”等一系列关键范畴中ꎮ«尚书洪范»中通过“天地大法”和“九州五行”的空间

认知ꎬ完成了自然空间向主体社会空间的比附ꎻ«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和运气学说实现了自然空间

和人类身体空间的内化ꎻ而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天人感性的神学描绘也凸显出主体在空间中的生存

价值ꎮ经过哲学层面对空间的朴素认知ꎬ审美层面的空间体验逐步也成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表

达ꎬ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天地自然皆有情愫ꎬ讲究尚空、空渺[６]ꎬ而审美经验的生发则是建立在主体和客

体、“心”与“物”之间ꎬ并进行同情交流的空间场域ꎮ钟嵘在«诗品序»中有云:“至于楚臣去境ꎬ汉妾辞

宫ꎮ或骨横朔野ꎬ或魂逐飞蓬ꎮ或负戈外戍ꎬ杀气雄边ꎮ塞客衣单ꎬ孀闺泪尽ꎮ或士有解佩出朝ꎬ一去忘

返ꎮ女有扬蛾入宠ꎬ再盼倾国ꎮ凡斯种种ꎬ感荡心灵ꎬ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７]在这样

一段话中ꎬ蕴含了大量的空间因素ꎬ出塞的女子、戍边的将士、战死的荒魂、等待丈夫回归的妻子、免职

流放的官员ꎬ他们对家园的留恋和回归的向往就构成独特的审美情愫ꎬ并进而凸显在自然外物的空间

感知中ꎮ路途艰险ꎬ前路茫茫ꎬ长河落日ꎬ生死未卜ꎬ而这些都是在无限的空间中展开ꎬ悲凉的空间体验

中方能使得诗歌产生并具有感染人的力量ꎮ可见ꎬ空间不仅构成主体认知世界的重要手段ꎬ更是广泛

地诉诸于主体的感性力量ꎬ成为生发审美经验的载体ꎮ
西方古典时期同样也将空间视为主体生存的重要维度ꎬ主体可以通过“朴素唯物主义”的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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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体察ꎬ在模仿论和自然神学论的谱系中实现艺术和诗性的延展ꎮ柏拉图系统地指出空间和主体感性

认知之间的关系ꎬ他从理念模仿说出发ꎬ认为主体对空间把握正是一种感性的经验ꎬ是在对空间的身

体占据中完成超验性的体察ꎮ“还有第三种性质ꎬ那就是空间ꎬ它是永恒的、不容毁坏的并且为一切被

创造的事物提供了一个住所” [８]ꎮ正如«理想国»第七卷中的“洞喻”理论:在黑暗洞穴的狭窄逼仄空间

中ꎬ受到惩罚的人们必须面壁思过、不能回头ꎬ而身后的火光和表演杂耍的演员将虚假的影像投射到墙

壁上ꎬ犯人所看到的虚假影像仅仅是“美”的复制品和延伸品ꎬ真正的“美”是存在于理念世界中ꎮ空间就

成为美的本质、美的生成以及美的体现的重要载体ꎮ而对空间的感性体验和美本体的发掘更多地表现在

自然神论的视野中ꎬ普洛丁吸取了柏拉图“美在理念”论ꎬ主张美存在于超越世俗生活和自然空间的“神
灵”和“迷狂”的境地ꎮ主体需要用“内在的眼睛”和“灵魂的视觉”来感受美的存在ꎬ而这也需要在自然的

广阔空间中完成ꎮ在文学维度ꎬ«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记»正是英雄“归乡”的空间历程ꎬ主人公十年海

上经历构成叙事的主导线索ꎬ其中对空间的体验正是凸显了原始先民的朴素感性意识ꎮ但丁的«神曲»同
样是在空间的游移和转换中ꎬ将个人梦幻般的景象与爱情、友情、赎罪等情感体验进行融合ꎬ彰显出空间

的“寓言意义”与“哲理意义”ꎮ可见ꎬ对空间的感性认识与诗性体验构成古典时期美感生成的重要维度ꎬ
也在“感性”的层面上与美学具有相互通约之义ꎬ并促使空间美学具备存在的合法性前提ꎮ

二、空间美学的话语延展:空间诗性伦理的现代美学方案

进入现代与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以来ꎬ哲学和美学领域的“非理性转向”和“诗性伦理”愈加明

显ꎬ感性因素在美学研究中所占据的地位逐步上升ꎮ审美直觉、意识流、绵延说、无意识、酒神精神、审
美移情、游戏说、存在主义、美学感性批判等等ꎬ这些都推动美学进一步摆脱理性枷锁和哲学理论的束

缚ꎬ呈现出“形而上”的抽象理论与“形而下”的审美实践相结合的美学面貌ꎮ在此进程中ꎬ主体的感性

认识能力和形象直观思维得到进一步强化ꎬ美学也在确证主体感性审美能力的同时ꎬ进一步将其上升

为促使主体启蒙、实现精神自由的话语表达ꎮ如果说主体在古典时期的空间体验仅仅被纳入自然本体

论的范畴ꎻ那么现代主体的空间体察则是建立在空间本体论与空间实践论基础上ꎬ空间不再是被动

的、能够被“同情”的外在符号ꎬ而是成为属于主体自身创造出来的物质空间或精神空间ꎬ已经被浓重

地打上了“人学”的印记ꎮ由此ꎬ建立在感性体验基础上的空间不仅可以传达出审美意识ꎬ更是表征呈

现出主体在现代性社会中的身体经验ꎬ从而具有存在论层面的内涵ꎮ感性、身体、经验、存在等关键词

都成为考察空间的理论生长点ꎮ在现代性社会大生产的语境中ꎬ主体经过空间实践ꎬ建构起“人化”的
空间本体ꎬ并由此带来空间压缩、空间失衡、空间流动、第三空间等新形态ꎮ这些“外在”的空间变革也

带来主体“内在”感性和意识层面的空间体验ꎬ再加之哲学领域的“非理性转向”等文化思潮的推动ꎬ
空间成为主体拓展感性领域、审视自身存在的重要文化表征ꎮ“现代艺术的纯粹即艺术的自律ꎬ它通过

一种距离让自我独立于日常生活世界之外ꎬ体现出鲜明的自律性倾向” [９]ꎮ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从“时
间”和“绵延”出发ꎬ最终建构起来属于心理学层面的“绝对运动”观念ꎮ外在的物质运动其实是主体的

“感性”和“身体”对我们自身的欺骗ꎬ而真实的运动只能存在于意识流时间的“绵延”中ꎮ虽然柏格森

更为看重“时间”的本体化功能ꎬ但是空间因素却得到明晰的呈现ꎮ柏格森认为ꎬ运动本体是一个时间

维度连续进行的过程ꎬ是不会在任何特定的场景中停止的ꎻ那么为什么主体还是会把运动分割成为一

段一段的进程呢?这正是因为“身体的惰性”和“空间的错觉”造成的ꎮ主体的大脑、身体等都具有物质

性存在的特质ꎬ那么建立在外在刺激基础上的“知觉”也属于主体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ꎮ主体受到外在

特定空间的刺激ꎬ产生了特定的身体感官知觉ꎬ形成了静止化的空间意识ꎬ然后再通过大脑的记忆与

重构ꎬ从而完成一个整体的空间位移———“运动”ꎮ“无论运动物体位于空间的哪一点上ꎬ我们只看见一

个位置ꎮ意识在这个位置外之所以还觉得有旁的东西ꎬ乃是由于意识把先后个位置保存在心中而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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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综合” [１０]ꎮ如果说柏格森通过对主体“意识”和“身体”的二元论来给空间提供了身体化本质ꎬ那么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中ꎬ空间更是经由身体的运动和感觉ꎬ而不断得到彰显ꎮ当胡塞尔把与空间相

关的其他元素都“悬置”之后ꎬ发现身体成为空间生成的“优先地位”ꎬ这一方面是因为身体综合了主

体的触觉、视觉、听觉等多种知觉ꎬ能够随时定位自身所处的空间ꎻ另一方面ꎬ身体的运动以及身体对

外在空间的体验ꎬ也塑造了新的空间序列、重建了新的空间经验ꎬ这被胡塞尔称之为“视域”ꎮ静止的身

体和单纯的视觉凸显出的是二维的空间“视域”ꎬ而身体通过众多知觉的感性综合ꎬ完成了空间的动感

营造ꎮ“而这个处于未规定之中的视域又被同时认为是可能性的一个活动空间(Ｓｐｉｅｌｒａｕｍ)” [１１]ꎮ由此ꎬ
现代空间和主体身体就产生了相互融合、相互阐释的关系ꎬ空间成为与主体的感性体验与身体话语息

息相关的本体化存在ꎮ
柏格森和胡塞尔通过高扬主体身体的感性能力和现象学还原的方式ꎬ完成了从身体到空间的现

代转型ꎬ而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则将主体的感性空间经验直接上升至“存在”与“生存”的高度ꎬ建构

出了一条从经验空间到生存伦理的诗性理论ꎮ海德格尔在其存在论哲学中从“此在”和“栖居”两个维

度建构出空间在主体、天空和大地间的关系ꎮ“此在”强调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所建构出来的空间样态ꎮ
主体“此在”的存在不仅仅具有时间维度ꎬ空间维度更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ꎬ所谓“在世界中存在”其
实正是空间自身的“敞开”ꎮ如果没有主体的生存与体验ꎬ那么空间也只是未被“命名”的、僵化的物质

载体ꎻ而主体通过对生产工具的使用、艺术的创作、日常生活的介入使空间具有了一种“切近性”ꎬ把本

来属于外在自然空间的领域更改为“建构性”“配置性”以及“调整式”的主体身体空间ꎮ这用海德格尔

的术语来讲ꎬ被称之为“去远”和“定向”ꎮ“去远”是指主体通过身体对空间的改造ꎬ把“远处”的空间纳

入到自我“切近”的空间中ꎬ去除“远”而实现“近”ꎮ“去远”正是空间不断向主体“敞开”的进程ꎮ“只有

在此在与事物打照面之中ꎬ一种揭示才是可能的ꎬ那么在这种意义上ꎬ空间就是一种先天的因素” [１２]ꎮ
海德格尔空间论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栖居”ꎮ从“天、地、神、人”四重整体以及建筑、生活等视角来进行

审视ꎬ主体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必须要占据一定的空间ꎬ而且要通过物质性的建筑和精神性的“栖
居”共同完成ꎮ所以ꎬ主体在筑造自身的房屋之时ꎬ也在同时构筑着属于自己的“空间”ꎮ海德格尔强调

了空间感知、空间存在和身体之间的重要联系ꎬ并且以“存在”的视角将空间视为延展主体感性经验的

重要元素ꎻ而梅洛￣庞蒂则直接将身体与空间进行结合ꎬ认为身体的感性经验、视知觉感触等构成崭新

的空间样态ꎮ身体不仅仅具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性基础ꎬ更是以身体的经验、身体的行为和身体的感知

表征出“视知觉”ꎬ进而促使“物性”与“灵性”的统一ꎮ主体的视觉、知觉等活动借助于身体ꎬ完成新的

主体空间的建构ꎮ此种不断被体验、不断被建构出的空间被称之为“深度空间”ꎬ从而与“客观空间”进
行相互对立的考察ꎮ主体在通过视觉对外物进行摄取的时候ꎬ往往会产生一种“深度错觉”ꎬ比如焦点、
对称、透视、立体、完形等等ꎮ随后ꎬ主体大脑中的知觉活动会进行“格式塔”式的再整合ꎬ最终形成属于

主体身体和感性维度的空间序列ꎮ梅洛￣庞蒂从认识论角度高度肯定空间的功用ꎬ主体在认识和感知

外物之时ꎬ不仅要审视其平面的呈现ꎬ更是要通过知觉的体验完成立体化的、深度感的空间体察ꎬ构建

全新的空间与身体之间的关系ꎮ视知觉通过身体为中介ꎬ完成从外在空间到内在精神空间的转型ꎻ而
身体则通过空间、知觉、世界以及艺术等多种合力的交织ꎬ最终营造出独具感性特色的审美话语ꎬ形象

性、体验性、情感性、直觉性等审美元素得以逐步彰显ꎮ“正是通过把他的身体借给世界ꎬ画家才把世界

转变成了画ꎮ为了理解这些质变ꎬ必须找回活动的、实际的身体ꎬ它不是一隅空间ꎬ一束功能ꎬ它乃是视

觉与运动的交织” [１３]ꎮ通过以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家的论证与揭示ꎬ主体

对外在客观空间的感性经验和对内在精神空间的自我重构ꎬ成为当代空间理论的主导形式ꎮ这一方面

呼应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空间实践思想ꎬ延续了哲学层面的空间本体内涵ꎻ另一方面提升了

主体空间经验的合法性存在价值ꎬ把空间伦理与现代主体的生存问题、符号意义、审美经验、文化批判

等进行互涉ꎬ拓展了空间理论的内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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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ꎬ空间话语和空间经验一直作为主体感性认知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并内化于主体的身

体知觉内部ꎬ成为推动思维认知、确证主体存在的关键话语ꎮ美学学科成立的合法性和自身知识场域

伦理的建构正是源自对主体感性认知能力的确证ꎬ维柯、康德、鲍姆嘉通、尼采、克罗齐等理论家都从

“为感性立法”的知识视野完成了美学本体学科的划定ꎮ与此同时ꎬ空间经验也通过“身体”“知觉”成
为主体感性认识能力的重要方面ꎬ并且凸显出直观性和审美性特质ꎮ那么ꎬ“空间”和“美学”便在美学

理论体系中有了相互结合、相互阐释的可能ꎮ一方面ꎬ美学理论在关照主体感性认知能力的同时ꎬ不可

避免地要涉及到其中的空间元素ꎮ比如维柯在主体“诗性智慧”的论述中ꎬ就涵盖了大地、海洋、河流等

自然空间的审美体验ꎻ里普斯的“移情论”也充满空间距离的感性经验ꎻ海德格尔的空间“栖居”也与

艺术的真理表达、诗性的彼岸存在有密切的关联ꎮ另一方面ꎬ空间经验和空间理论自身也在不断延展ꎬ
并逐步凸显出审美意蕴ꎮ从古典时期建立在“移情论”基础上的自然空间ꎬ到现代时期建立在“视知觉”
基础上的身体空间与深度空间ꎬ内蕴其中的艺术话语表达、外在形式彰显、审美经验体察都一以贯之ꎮ无
论是美学理论向空间元素的话语辐射ꎬ还是感性空间经验的审美观照ꎬ都将空间、感性和审美三个关键词

密切结合在一起ꎮ这也正是空间美学生成的理论契机ꎮ同时ꎬ空间美学作为现代美学的一部分ꎬ其学科与

知识形态的成熟也是伴随着现代性进程而展开的ꎮ其一ꎬ美学为自身划定确定的理论范畴即现代性工程

的产物ꎬ其本身存在的价值正是源自学科分化ꎮ美学自身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知识框架、理论体系等都

是知识现代性工程的产物ꎮ空间美学作为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知识形态ꎬ是伴随着空间理论的延

展、感性话语的凸显以及审美自律的推动而产生的ꎬ是主体高扬自身空间诗性伦理的结果ꎮ其二ꎬ空间美

学的哲学基础还来自于现代性“空间实践”与“空间压缩”ꎬ是经由主体的身体、实践、视觉等建构起来的

自主性空间样态ꎬ并以激进的姿态表征出现代主体的空间生存与空间体验ꎮ“审美实践与文化实践对于

变化着的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特别敏感ꎬ正因为它们必须根据人类体验的流动来建构空间的表达方式和

人工制品ꎮ它们始终是‘存在’与‘形成’之间的中间人” [１４]ꎮ由此ꎬ空间美学正是在现代性主体实践与学

科分化的场景中ꎬ得以逐步生成并得到确定的理论内涵ꎮ

三、空间美学的场域塑形:文本审美实践的推动与美学价值彰显

空间美学的理论生成不仅通过感性与身体把“空间”和“美学”进行结合ꎬ更是融汇于文学艺术的

知识生成过程ꎬ进一步推动美学理论自身的谱系学流变ꎮ无论是立体主义绘画的“空间并置”ꎬ还是大

地艺术的“空间游牧”ꎻ无论是后现代元小说的“空间叙事”ꎬ还是新传媒视野下的“赛博空间”ꎬ都极大

增强了文本自身的空间话语ꎬ成为对传统单一线性审美观念的结构与重构ꎮ文学艺术的空间实践促使

美学进行理论层面的总结ꎬ并进而考察主体的空间感性能力和空间审美能力ꎮ
自２０世纪初期现代文学形态逐步成熟以来ꎬ空间元素、空间经验、空间叙事与空间结构纷纷构成

文学审美经验传达的组成部分ꎬ它们在强调主体感性空间经验、推动文学结构调整、尝试叙事时空并

置等方面进一步促使文学的现代化转型ꎬ可谓以审美实践的方式塑造空间美学话语ꎮ比如以普鲁斯特

和乔伊斯等为代表的意识流文学就消解了传统的“时间———线性”叙事模式ꎬ进而以直觉感触和意识

流动的方法展开文本ꎬ形成一种以主体心理空间为核心的叙事框架ꎮ«追忆似水年华»力图避免现实场

域的叙事空间ꎬ而是以某一个特定场景为核心、以心理空间为主导ꎬ展开不同时空的衔接与跳跃ꎮ文本

中关于“小玛德莲娜”点心的描绘成为审美空间凸显的经典段落ꎬ主体在对不同空间的审美体验中ꎬ完
成了从心理叙事空间向审美空间的升华ꎮ“也许因为贡布雷的往事被抛却在记忆之外太久ꎬ已经陈迹

依稀ꎬ影消形散ꎻ凡形状ꎬ一旦消褪或者一旦黯然ꎬ便失去足以与意识会合的扩张能力ꎬ连扇贝形的小

点心也不例外ꎬ虽然它的模样丰满肥腴、令人垂涎” [１５]ꎮ如果说意识流文学仅仅是在文本中凸显出主

体心理空间的话ꎬ那么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新小说”以及之后的后现代文学ꎬ通过对空间的游移、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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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并置等手法展开叙事就更加司空见惯ꎮ空间元素也表征出后现代文学的多元价值取向ꎬ新小说、后
殖民文学、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戏剧、“垮掉的一代”等等ꎬ都进一步破除“时间———线性”话语霸权

对文学的统摄ꎬ转而通过“空间———并置”等手法去表现从自然空间、叙事空间再到心理和审美空间的

文学线索ꎮ博尔赫斯在«阿莱夫»中有机借鉴神秘哲学理论和具有东方特质的禅宗思想ꎬ通过类似于

“一花一世界ꎬ一沙一天堂”的空间悖论完成“新小说”的创作理念ꎮ在«阿莱夫»中ꎬ作家通过世界上的

不同地理空间展开叙事ꎬ各种线索相互交叉ꎬ呈现出“迷宫”式的空间场景和叙事脉络ꎮ比如«死于自己

迷宫的阿本哈坎艾尔波哈里»«两个国王和两个迷宫»«釜底游鱼»«阿莱夫»等篇章中都有着独特的

空间隐喻ꎮ“这个阿莱夫的直径大约为两三厘米ꎬ但宇宙空间都包罗其中ꎬ体积没有按比例缩小” [１６]ꎮ
在“阿莱夫”的“超空间”表达中ꎬ空间中的自然万物、主体视界的包罗万象、心灵场景的复杂变迁等都

渗透进此种彻底开放的空间场景ꎬ并且契合主体视知觉层面的空间体察ꎬ从而凸显出美学层面的意

义ꎮ新小说派的另一位代表作家克劳德西蒙也在文本中进行大量空间叙事的尝试ꎬ其«草»«弗兰德公

路»等小说文本便将现代绘画艺术中的空间因素渗透进语言文字的表述中ꎬ通过大量的空间碎片、空
间拼贴、色彩描绘等手法凸显出文学语言的立体结构ꎮ在后殖民文本中ꎬ空间因素得以更加明显的凸

显ꎮ身份的游离、空间的迁移以及记忆与情感的指向ꎬ都在特定的空间中得以彰显ꎮ空间一方面成为后

殖民文本推动叙事线索的关键ꎬ另一方面也和“地方记忆”与“文化认同”相互契合ꎬ主体在对空间的

诗性留恋中萌发出特定的情感指向ꎮ“空间游移的过程其实是通过主体无意识的方式ꎬ把全球的经济

运行网络空间纳入成为一个整体ꎮ康德拉同时也表达ꎬ主体行为背后的动机ꎬ正是‘冒险’‘英雄主义’
等个体化欲望的表征结果” [１７]ꎮ

空间元素已经成为后现代文学进行叙事形式实验和审美意义凸显的关键符号ꎬ并通过主体的身

体感知、诗意表达完成了对空间的本体言说ꎮ这些都促使美学理论层面对空间进行重新思索ꎮ在文学

之外ꎬ其他后现代艺术也都凸显出对空间元素的重视ꎬ比如立体派绘画的空间重构、大地艺术的公共

空间营造、小剧场戏剧中“空的空间”ꎬ等等ꎬ都在艺术本体、艺术媒介、艺术传达等维度凸显出空间的

本体性价值ꎮ空间不仅构成“内容”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更是成为变革艺术形式、传达艺术美学的重

要策略ꎮ“我可以选取任何一个空间ꎬ称它为空荡的舞台ꎮ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下走过这个空间ꎬ这足

以构成一幕戏剧了” [１８]ꎮ文本中空间因素的凸显与主体性的延展、主体间性的交往以及文化的多元共

生构成了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关系ꎮ因为文本中的空间最终都需要落脚于主体的审美经验之中ꎬ成
为主体进行审美感知的符号序列ꎬ由此ꎬ美学意义和美学理论的特质便逐步显现出来ꎮ这正如安东尼吉

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的论述:“恰恰是组织空间经验的形式在变化着ꎬ它以特有的方式把空间上的

近与远连接起来ꎬ这是以前的任何时代都没有发生过的ꎮ在熟悉与疏远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关联” [１９]ꎮ
从空间哲学对主体感性审美经验的视域融合ꎬ到现代文学艺术的空间审美话语实践ꎬ凸显出空间

美学本体构建的合法化基础ꎬ更推动了美学理论自身的“空间化”转型ꎮ从美学理论的历时发展流变而

言ꎬ经由现代哲学文化思潮的“非理性化”转型和人文主义的推动ꎬ美学话语中的感性、意志、本能、直
觉、无意识等知识话语得以逐步呈现ꎬ并在促使美学获得自身合法性存在的同时ꎬ走向审美救赎的生

命哲学ꎮ而空间元素在美学中却逐步得以凸显ꎬ尤其是在现象学、存在论美学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美

学中ꎬ空间成为艺术表达和审美超越的重要元素ꎮ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认为ꎬ艺术是真理向“作品”
和“文本”的自行置入ꎬ并向主体进行“敞开”与“呈现”的过程ꎮ“美的呈现”促使空间元素以“栖居”的
姿态完成了从自然空间到诗性空间的转换ꎮ“在这鞋具里ꎬ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ꎬ显示着大地对成熟

的谷物的宁静的馈赠ꎬ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冥” [２０]ꎮ詹姆逊作为后现代马克思主

义美学理论家ꎬ在系统阐释审美文化批判的过程中ꎬ也将空间性纳入其中ꎮ空间一方面构成了资本主

义文化霸权规训主体的必要渠道ꎬ但另一方面也是主体通过空间感知进行“认知测绘”的策略ꎬ并且通

过对空间的感性认知把个体经验与整体文化场景联系起来ꎬ促使主体能够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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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位ꎮ正如在“航海大发现”时期绘制地图一样ꎬ后现代美学也通过对空间的感知与体察ꎬ确定主

体在“文化空间”中的“地理”定位ꎮ“认知图绘使个人主体能在特定的境况中掌握再现ꎬ在特定的境况

中表达那外在的、广大的、严格来说是无可呈现(无法表达)的都市结构组合的整体性” [２１]ꎮ可见ꎬ在从

现代性到后现代美学谱系流变中ꎬ主体的空间体验、空间的审美表达以及空间维度的审美批判一直占

据了重要地位ꎬ成为推动美学不断向前发展的理论资源ꎮ空间美学建构的基点源自主体对空间的“视
知觉”感知ꎬ并由此生成的美感体验ꎮ“空间”成为联系主体感性能力和审美经验的重要中介ꎬ空间美学

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ꎬ成为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话语ꎮ
空间美学诞生于主体的空间感知ꎬ拓展于现代哲学的诗性伦理ꎬ并最终成为一种关注主体生存的

美学样态ꎬ这就直接凸显出其主体性、实践性、应用性、价值性特征ꎮ主体对空间的诗性体验、文学艺术

的空间审美表达、诗性空间的美学批判等ꎬ这些都超出美学理论的本体性内涵ꎬ进而转向“价值论”层
面对主体生存状况的拷问和对后现代审美文化的反思ꎮ这些都再次确证了空间美学存在的合法性场

域ꎮ首先ꎬ空间美学的价值体现在对主体空间审美体验的关注和存在论层面的超越ꎮ主体在进行空间

实践和“人化”空间改造的进程中ꎬ不仅生产出供主体持续生活的物质空间ꎬ更塑造了全新的主体空间

审美体验ꎮ空间实践的过程也是主体从精神层面不断满足、不断“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进程ꎮ无论是画

论中“山水之大ꎬ广土千里ꎬ结云万里ꎬ罗峰列嶂ꎬ以一管窥之” [２２]的主体空间“散点”游移ꎬ还是诗论中

的“观古今于须臾ꎬ抚四海于一瞬” [２３]的心灵空间ꎻ无论是“何当共剪西窗烛ꎬ却话巴山夜雨时”的空间

思念ꎬ抑或“即从巴峡穿巫峡ꎬ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空间欣喜ꎬ都在审美话语和审美情感的关照中ꎬ完成

了从空间到主体的生存追问ꎮ空间作为主体在世界存在的基本形式ꎬ直接规约着主体在感性审美维度

的生存体验ꎬ也就自然地成为文学艺术实践所重点关注的对象ꎮ由此ꎬ空间、审美和文艺三者就构成相

互融合的关系ꎬ并在对生存空间的“诗性”领会中完成了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乌托邦场景ꎮ从主体对空间

的“人化”实践ꎬ到以“空间”为基点形成的审美情感共鸣ꎬ美学话语始终围绕着对空间符号的再现、表
现、传播、隐喻、象征等进行ꎬ最终又再次回到主体诗性的生存之境ꎮ空间美学呈现出浓厚的美学“价值

论”色彩ꎬ它一方面关注现实的审美实践活动ꎬ通过对艺术文本空间因素的发掘与阐释ꎬ传达出主体的

审美心理机制和审美共鸣ꎻ另一方面则通过主体自身的空间审美体验ꎬ通过空间生存、空间栖居等实

现从审美伦理到生命伦理的主导线索ꎮ
其次ꎬ空间美学的价值论表现在美学公共性和批判性特质的加强ꎮ从法兰克福学派到新马克思主

义美学ꎬ都跳出了艺术自律和美学独立的学科窠臼ꎬ将审美视为主体反思历史并且对抗资产阶级文化

霸权的精神伦理ꎮ法兰克福学派通过美学“否定的辩证法”“反艺术”“单面人”等概念内涵进行论述ꎬ
以激进的美学批判视角完成了从个人精神超越到批判社会文化的理论路径ꎬ这就直接拓展了美学的

价值功能ꎮ空间美学则直接呈现出美学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文化特质ꎬ这同样是由于“空间”的本体属性

决定的ꎮ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ꎬ空间压缩和空间交往变得更加广泛ꎬ呈现出私化空间和公共空间相互

交融、共同生长的场景ꎮ从网络赛博空间的信息高速流动ꎬ到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表达ꎻ从大地艺术的

公共空间展现ꎬ到碎微空间“分形”再聚合的交往奇观ꎬ空间逐步成为一个主体进行交流的公共场域ꎬ
显示出自由平等的意义指向ꎮ而空间美学则依托于现实层面的空间交往ꎬ以文化符号的形式再造出审

美的“共通感” [２４]ꎬ将美学意义从个体主体延伸到公共性的交流中ꎮ环境美学、装置艺术、大地艺术、行
为艺术等都可以与空间美学产生某种共鸣效应ꎮ“空间是一个物质产品ꎬ它相关联于其他物质产品ꎬ包
括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赋予空间一种形式、一种功能和一种意义的人” [２５]ꎮ比如大地艺术代表人物罗

伯特史密森的«螺旋形防波堤»便通过对盐湖空间的再改造ꎬ说明从美学到环境的符号意义指向ꎻ本
雅明的“游逛者”审美抒写便是在“差异性”基础上生成的城市空间美学话语ꎻ福柯的“另类空间”则通

过历史与现实、主流与异质的空间辩证法ꎬ完成了碎微空间的审美再聚合过程ꎮ这些都呈现出空间美

学的批判话语和意识形态反思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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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美学作为建立在主体空间感性能力基础上的美学话语ꎬ直接高扬了空间的体验性、形象性和

情感性特质ꎬ成为一种“自下而上”且从审美实践出发的价值论美学[２６]ꎮ空间美学一方面源自主体空

间审美经验的拓展ꎬ建构出一条从主体空间经验到空间存在的美学理论脉络ꎮ“从空间观点看ꎬ在身体

内部ꎬ感觉所构造的一个有一个层次预示了社会空间的层次和相互关系ꎮ被动的身体(感觉)和能动的

身体(劳动)在空间里聚合” [２７]ꎮ另一方面ꎬ空间美学也是现代美学自我流变、空间因素不断得到彰显

的结果ꎮ审视未来的审美文化场景ꎬ赛博空间、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脑云端、“超文本”写作、新媒体

艺术等都营造出崭新的空间形态ꎮ空间美学将进一步凸显出美学理论的实践性和人文性价值ꎬ并给美

学本体在后现代的发展提供必备的知识学资源ꎬ持续关怀主体的审美存在与“栖居”ꎮ这正如泰戈尔的

诗句:“我们的生命就似渡过一个大海ꎬ我们都相聚在这个狭小的舟中” [２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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