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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空间作为一个 “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 而备受瞩目ꎮ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

原则不仅完成对空间的质料实体及其外观的深刻揭示ꎬ 还深入社会生产方式内部而透视了空间与人

类活动的深刻关联ꎮ 因循这一基本思路和操作程式ꎬ «资本论» 全面呈现了作为活动要素、 聚合关

系和发展可能的空间范畴ꎮ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ꎬ 空间和资本的耦合深刻影响了社会历史的进程ꎮ
商品空间化、 货币空间化和资本空间化的交互作用使得空间逐渐从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从属于资本ꎬ
并造就了空间商品化、 空间权力化和空间同质化的局面ꎮ 不仅如此ꎬ 资本主义还推出了一种扩张与

压缩、 节约与浪费、 集中与分裂并存的悖论性的空间构序ꎮ 通过对空间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ꎬ 马

克思明确了空间社会化形塑的实质就是资本的 “横暴掠夺”ꎮ 以此为基础ꎬ «资本论» 推出了一种以

资本批判为内核的空间叙事ꎬ 为人类摆脱空间束缚、 寻求真正解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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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作为一个 “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① 而备受瞩目ꎮ 脱离一定的空间ꎬ 不仅人们的生产生活

无法展开ꎬ 社会历史的进程也无法延续ꎮ 在人类诞生之后ꎬ 空间已不再是单纯的物理学意义上的延

展性实存ꎬ 还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因素于其中ꎮ 正是后者的加入及其影响ꎬ 空间对于人类

及其历史的影响也日渐广泛而深刻ꎮ 从古希腊至今ꎬ 人们持续展开着对空间及其问题的深度探掘ꎬ
物理空间 (以牛顿为代表)、 相对空间 (以莱布尼茨为代表) 和纯直观空间 (以康德为代表) 纷纷

出炉并产生了广泛影响ꎮ 沿着古人对于空间问题的考察之路ꎬ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深刻考察

了空间范畴的基本规定及其社会历史本质ꎬ 从而推出了科学的空间批判思想ꎮ
然而ꎬ 马克思的空间理论 (尤其是 «资本论» 的空间理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受到普

遍关注ꎬ 甚至还有学者抛出了马克思学说中的 “空间空场” “空间失语” “空间贬值” 等论断ꎮ 之所

以会出现一些关于马克思空间理论的 “非议”ꎬ 大体上至少有四条原因: 一是因为空间我们太熟悉

不过了ꎬ “我们倾向于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而赋予其普通的意义或自证的属性”ꎮ 作为 “一种自

然事实”② 的空间就自然地被 “常识化” 了ꎬ 空间范畴便不会成为人们特意关注的对象ꎮ 二是马克

思并未致力于撰写一部以 “空间” 为题名 (或主要内容) 的专著ꎬ 以至于 “空间” 在马克思的皇皇

１３１

∗
①

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 «资本论» 及其手稿中的历史哲学思想” (２３ＢＫＳ０２０) 的阶段性成果ꎮ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 Ｅ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ｎ￣

ｄｏｎ: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ꎬ １９９０ꎬ ｐ. ２０１.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 Ｅ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ｎ￣

ｄｏｎ: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ꎬ １９９０ꎬ ｐｐ. ２０１ꎬ ２０３.



巨著中并不 “显眼”ꎮ 同时ꎬ 马克思对于空间的论述也不够集中ꎬ 大多是零散叙述①ꎬ 故而 “空间”
缺席也就似乎获得了直观上的文本原因ꎮ 三是以列斐伏尔和苏贾为代表的学者秉承海德格尔 “此在

特有的空间性也就必定奠基于时间性”② 的论断ꎬ 继而认为唯物史观采取了一种 “时间优于空间”
的叙事方式ꎮ 这就 “相对弱化或忽视了空间的理论价值”③ꎬ 对于空间及其问题的回避就显得理所当

然了ꎮ 四是马克思的文本中确实有 “用时间去消灭空间” 和 “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④ 的提法ꎬ
空间既然注定是要被时间 “消灭” 的ꎬ 空间及其问题的讨论就并非必要之举了ꎮ 其实ꎬ 以这四条理

由来拉大马克思与空间范畴的 “距离”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ꎮ “熟知并非真知”ꎬ 空间成为人们生产生

活的 “日常” 也并不是忽视空间及其问题的必要条件ꎮ 空间缺席这一直观认知也与马克思的经典文

本相悖ꎬ 空间不仅未曾缺场ꎬ 反而以更为深刻而灵活的形式融入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话语体系之

中ꎮ 无论是时间优先ꎬ 还是时间消灭空间ꎬ 都是以时间来冲击空间的尝试ꎬ 所造就的不过是一种空

间不受马克思重视的假象ꎮ 这是脱离时间和空间的辩证关联而机械地理解唯物史观的空间叙事所得

出的错误结论ꎬ 既影响了人们对于唯物史观的认知ꎬ 又误导了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问题的判断ꎬ 还

直接遮蔽了马克思 “用时间去消灭空间” 这一论断背后蕴藏的社会内涵及其历史深意ꎮ
由是观之ꎬ 空间从来都没有游离在马克思研究视野之外ꎮ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原则深刻

考究了空间的基本类型及其生成过程ꎬ 并深入社会生产方式内部而透彻解析了空间与人类活动的深

刻关联ꎮ 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ꎬ 马克思虽不是对空间及其问题考察最为翔实的学者ꎬ 但他对于空间

问题的批判性分析却是最为科学而彻底的ꎮ «资本论» 就是马克思空间批判叙事的经典作品ꎬ 它立

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透彻地剖析了空间与资本的共谋关系ꎬ 深刻地回应了时代发展过程中的空

间问题ꎮ

一、 空间的理论经纬: 概念与维度

“作为一个概念和物理的事实ꎬ 空间这一术语还没有普遍公认的唯一的定义ꎬ 这表明了其复杂

性ꎮ 人们逐渐认识到ꎬ 空间不是一个非物质性的观念ꎬ 而是种种文化现象、 政治现象和心理现象的

化身ꎬ 所以ꎬ 空间的多义性已经成了一个问题ꎮ”⑤ 纵然如此ꎬ 马克思视阈中的空间并非神秘之地ꎬ
也非莫测之所ꎮ 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原则ꎬ 马克思始终在现实个人及其活动中探讨空间的相关问题ꎬ
以此消解了空间的神圣性 (或破除了空间的神圣形象)ꎮ 马克思对于空间的讨论是在一种 “复调式”
语境中展开的ꎮ 一方面ꎬ 马克思并非单纯地就空间而论空间ꎬ 而是借助多重 “棱镜” 展开对空间的

现实考究和学理透视ꎮ 在 «资本论» 及其手稿中ꎬ 马克思多是借助于时间、 商品、 货币、 资本、 分

工、 交换、 流通和生产等诸多社会范畴或经济行为来完成对空间的道说ꎮ 另一方面ꎬ 马克思对于空

间的分析是一种总体性 (或整体性) 的分析ꎬ 他不仅在自然维度展开了对空间的诠释ꎬ 还深刻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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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发现ꎬ 马克思对于 “空间” 的论述是较为散碎的ꎮ 空间及其话题散落在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

学的差别» «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 «神圣家族» «德意志意识形态» «哲学的贫困» «拉马丁和共

产主义»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ꎮ ———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 «阿伯丁内阁的倒台» «英国疯人数目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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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空间的社会维度及其关系本质ꎮ 如果说从自然维度阐释空间的核心任务在于揭示空间的质料实体

及其外观的话ꎬ 从社会维度考察空间就在于揭示空间与人类活动的密切关联ꎮ
１. 作为活动要素的空间

从日常经验来看ꎬ 人类的生存需要有一个空间的维度ꎮ 或者说ꎬ 空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

必备要素ꎬ 居住的房屋、 工作的厂房、 办公的场所、 驾驶的汽车、 就餐的食堂和自习的研修室等都

是 “可感觉的” 空间ꎮ 空间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嵌入人们的活动之中ꎬ 离开一定的空间ꎬ 人们的各种

活动都无法顺利开展ꎮ 不仅商品的生产不能离开生产的固定场域ꎬ 商品交换也不能脱离特定的时空

环境ꎬ 人们的衣、 食、 住、 行都无法摆脱对空间的依赖ꎮ 在 «资本论» 第 ３ 卷中ꎬ 马克思明确指认

了 “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①ꎮ 这一经验性的总结是对空间问题的认识的升华ꎬ 即

空间不是观念论者所描绘的思辨的抽象规定 (或绝对精神的外化形式)ꎬ 也不是机械论者所判言的脱离

物体的孤立存在ꎮ 将空间作为生产和人类活动的基本要素ꎬ 这就明确了空间这一范畴或概念内部所包

含的实践基质ꎮ 对于空间的讨论必须与人类活动关联起来ꎬ 空间也正是在人类活动中而被逐渐确证ꎮ
可以说ꎬ 有什么样的人类活动就有什么样的空间类型ꎬ 流通空间、 生存空间、 城市空间、 工作空间和

学习空间等空间的表达形式无不透露出人们在空间的活动状态或类型ꎮ 不仅如此ꎬ 随着人类实践活动

的深入ꎬ 世人对于空间的认知和感触会愈发深刻ꎮ 在手工业时代ꎬ 人们利用工具在厂房这一空间中从

事生产ꎬ 空间就是生产的保障条件之一ꎮ 到了机器时代ꎬ “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 同一空间 (或
者说同一劳动场所) ”② 中生产同种商品成为常态ꎬ 此时的空间是与资本内嵌的存在ꎮ

通过对空间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审视ꎬ 马克思将与空间密切相连的人类活动细化为生产ꎬ 继而将

空间纳入生产领域中加以细致考察ꎮ 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 中ꎬ 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的流

通过程不仅明确了 “流通在空间和时间中进行”ꎬ 还精准地捕捉到了空间与生产的关系——— “空间

条件ꎬ 把产品运到市场ꎬ 属于生产过程本身这个空间要素是重要的ꎬ 因为市场的扩大ꎬ 产品交

换的可能性都同它有关系”③ꎮ 从生产视角入手来考察空间及其问题ꎬ 在褪掉空间神圣性外衣的同时

也更彻底地彰显了空间的社会经济意义ꎮ
２. 作为聚合关系的空间

“空间的客观概念必然要通过服务于社会生产生活的物质实践活动及其过程而创设出来各

种独到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ꎬ 都将体现为一系列独特的与时空相关的概念和活动ꎮ”④ 换言之ꎬ
“空间性是由社会生产的ꎬ 而且如同社会本身一样ꎬ 既以各种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形式 (各种具体的

空间性) 存在ꎬ 也以个体与群体两者之间的一套关系ꎬ 即社会生活本身的一种 ‘具体化’ 与媒质而

存在”⑤ꎮ 打通人类活动与空间的关联ꎬ 不仅找到了空间的存在论根基ꎬ 还为透视空间内蕴的社会关

系本质提供了可能ꎮ 马克思所述及的空间是复杂的多维空间ꎬ 除了物理空间外ꎬ 他更多地考察的是

社会空间———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所倚仗的空间ꎮ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ꎬ 生存空间、 劳动空间、 协作

空间和工业空间等都是直接论述的重点话题ꎮ 这些空间就是各自社会关系的表征ꎬ 生存空间就意味

着人们最基本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的场域和关系ꎬ 劳动空间就意味着劳动者、 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

(或中介) 三者粘合起来的场所及其活动ꎬ 协作空间就意味着人们在同一空间中从事着同一活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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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空间就意味着机器设备、 雇佣劳动和工作流程等在厂房中的排布与运作ꎮ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ꎬ
每当人们提及不同空间类型的时候 (比如教堂、 学校、 工厂、 矿场、 超市和公园等)ꎬ 头脑中映射

出来的就是一幅人类活动 (或互动) 关系场景ꎮ 在社会领域ꎬ 空间就不再是一个干瘪而抽象的名

词ꎬ 而是一个生产化 (或实践性) 的关系过程ꎮ “空间本身就是一系列活动过程的结果ꎬ 它不被归

结为某个简单的物质程序ꎮ” 列斐伏尔深刻认识到了空间的社会关系本质ꎬ “各种社会关系究竟以何种

方式存在? 它们是实体性的、 自然的ꎬ 还是形式上的抽象? 对空间的研讨可以得到答案ꎬ 根据这一看

法ꎬ 生产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具有某种空间性的存在之时ꎬ 它们才具有某种社会存在ꎻ 即生产的社会关

系将自身投射到某一空间之上ꎬ 它们在生产空间的同时把自身也投射到某一空间之上ꎬ 它们在生产空

间的同时也将自身镌刻其中ꎮ 不然ꎬ 社会关系就将永远处于 ‘纯粹的’ 抽象领域当中”①ꎮ
马克思以社会关联视角展开了对空间及其问题的考察ꎮ «资本论» 及其手稿中的空间范畴都是

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ꎬ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加速了空间的聚合和人们交往的扩大ꎬ 此时的空间

就是一种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底的复杂社会关系ꎮ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空间排列、 扩张、 压

缩或置换等议题在本质上都不过是资本关系的表征ꎬ 事关空间的一系列行为都不过是为了达到增殖

这一目的的活动ꎬ 它们不过是更为具体而深刻的资本对于劳动的强制、 剥削关系ꎮ
３. 作为发展可能的空间

马克思在 «工资、 价格和利润» 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

间”②ꎮ 从字面意思可以直接看到ꎬ 马克思对于空间的认知关照到了人的发展ꎮ 明确将空间与人的发

展联系起来考察ꎬ 这是以 “发展论” 来审视人类社会历史的题中之义ꎮ 人的发展只要不停留在口号

或宣传层面ꎬ 就要切实找到发展的可能空间ꎮ 空间一方面为人的发展提供实实在在的物质基质ꎬ 比

如工人的生产活动需要在工厂中完成、 人们的休息需要有方寸之地ꎮ 如果离开这些物质性的空间ꎬ
人的活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都必然大受限制ꎮ 另一方面ꎬ 空间也为人类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条件ꎮ 这

些条件部分属于助力性条件ꎬ 比如空间的扩大或延伸对于人类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空间的结

合和重组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等ꎮ 除此之外ꎬ 还有一些条件属于限制性条件ꎬ 比如机器厂

房中的分工与劳动就必须遵循特定的生产章程和伦理道德规则ꎬ 而且离开机器厂房这一空间也无法

从事正常的生产ꎮ 总而言之ꎬ 空间不仅是 “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③ꎬ 还是人类生存的场域并为人类

发展提供了各种引导和规范ꎮ
在更深层的意义上ꎬ 空间之所以事关人类发展ꎬ 乃是因为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都有着发展的可

能ꎮ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ꎬ 人类社会开启了发展的新航向ꎬ 世

界历史也找到了新动力ꎮ 这种特殊的 “运动” 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并推进的ꎬ 奴隶与奴

隶主的矛盾、 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对立、 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冲突分别发生在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和

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特定的社会时空当中ꎮ 当然ꎬ 也正是这些矛盾才开辟了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

空间ꎬ 人类社会才经由原始时代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ꎬ 人类历史也才逐渐摆脱了狭隘的地域空间限

制而走向了更为广博的世界历史ꎮ 马克思在 «资本论» 及其手稿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开

掘空间的状况ꎬ “资本创造了一个与它的需要和目的 (生产和消费) 相适应的物理地貌和空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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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①ꎬ 整个社会就在这种资本打造的空间地貌关系中不断向前发展ꎮ

二、 资本与空间的耦合: 空间的社会化形塑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ꎬ 资本膨胀 (或增殖)、 时间加速和空间扩张都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

所打造的 “场景”ꎮ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同其他类型的经济组织一样ꎬ 也是一个严格遵循着自身

内在标准和自我发展规则的空间组织ꎮ 空间是一个始终与资本主义相伴生的范畴ꎬ 资本主义的一切

现实活动都要在一定的空间中完成ꎬ 空间也在不断接受资本主义 “改造” 的过程中而变得更加适应

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节奏ꎮ 也就是说ꎬ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与空间处于一种深度耦合

的状态ꎬ “资本逻辑的实现过程ꎬ 不仅是时间的规划过程ꎬ 同时也是空间的重新规划过程”②ꎮ 这种

空间的重新规划ꎬ 就是打破原有的空间格局ꎬ 按照资本逻辑的要求塑造全新的且适应资本增殖需要

的空间格局ꎮ 更为明确地ꎬ 资本逻辑宰制下的空间规划就是资本的空间化和空间的资本化相互交织

的过程ꎮ
“ ‘资本化’ 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显现方式ꎬ 科学技术、 国家机器、 文艺作品和时间空间等都遵从

资本的意志而完成了自身的表达ꎮ”③ 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动机和唯一目的就在于使 “资本尽可能多

地自行增殖”ꎬ 资本主义的空间规划必须严格按照资本增殖的要求全面铺陈开来ꎬ 不然任何空间筹

划都是无意义的ꎮ 当然ꎬ 空间和资本的深度耦合关系并非一种必然性的 “天命式发生”ꎬ 而是在长

期的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ꎮ 在经济交互行为中最先空间化的是商品ꎬ 即所谓的商品空间

化ꎮ 在商品经济活动中ꎬ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可感觉、 易推断的 “粗糙的对象性”④ꎮ 在商品的使用价

值中ꎬ 空间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要素ꎬ 甚至可以说 “空间是一切使用价值的物质属性”ꎮ 比如上

衣就是在制衣间里生产的ꎬ 小麦就是在麦地里成长起来并被人们收获的ꎬ 面粉就是经过磨粉石碾

(或磨粉机) 的运作而得到的ꎬ 电脑就是在相关的生产流水线和组装车间中完成的ꎮ 这些无不都是

人们可以自然而然地联系 (或联想) 到的状况ꎬ 空间这一要素以肉眼可见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ꎮ
在商品交换机制中ꎬ 不同时空中的商品可以实现互换 (或易位)ꎬ 使得它们各自的 “使用价值转变

为社会性的使用价值”ꎮ 不同使用价值的物质性的空间属性 (比如区位等) 就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

“转变成了社会空间”⑤ꎬ 商品的空间化就获得了较为整全的意义———不仅商品的生产和流转需要在

一定的空间中进行ꎬ 而且商品从物质空间到社会空间的转变也是商品深层社会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

所在ꎮ 随着货币形式的产生ꎬ 金作为一般等价物而使得 “社会的习惯最终地同商品金的独特的自然

形式结合在一起了”⑥ꎮ 货币这种特殊的商品自然难逃空间化的命运ꎬ 无论货币执行哪种职能 (主要

有价值尺度、 流通手段、 支付手段、 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ꎬ 它都依然要在一定的空间中展开ꎮ 这

些职能的顺利履行也充分体现了货币流通过程中的空间置换ꎬ 买卖活动实际上就是商品和货币之间

的一次空间移转ꎬ 即 “一种是卖ꎬ 把商品换成货币ꎬ 一种是买ꎬ 把货币换成商品”⑦ꎮ 从更深层的意

义上来看ꎬ 货币形式不仅使得买卖关系得以成立ꎬ 还实现了商品占有者和货币拥有者之间的复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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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系的置换ꎮ 货币空间化实际是一次更大范围内的商品关系社会化的过程ꎬ 原来的以物易物的商

品交换只是在狭隘范围内的一次空间易位ꎬ 货币形式则使得这种物物交换变得便捷而频繁ꎬ 社会关

系的空间移置也就此变得简便而普遍了ꎮ 一旦货币转化为资本ꎬ 资本的空间化也就成为定局ꎮ 资本

的空间化是指 “资本的逻辑通过借助空间从而使自身转变成为现实的社会存在的过程ꎬ 人类社会的

空间现象是资本逻辑运行的结果”①ꎮ 也就是说ꎬ 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都按照有利于

资本增殖的逻辑排布ꎬ 厂房地址及其大小的设置、 机器的空间摆放、 人力资源的排设布局和产品输

送的空间距离等都是按照这一思路而规划成型的ꎮ 资本时代直接催生了一个空间加速扩张、 重组的

过程ꎬ 各式商品在这一时代加速流转ꎬ 各类资本也随之而不断涌动并实现了空间上的扩张与组合ꎮ
在人类历史上ꎬ 资本可谓是开辟了一个全面扩张的新时代ꎬ 整个世界的割裂状态就此被彻底打破ꎮ
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ꎬ 资本也渗透到了全球ꎬ “到处落户ꎬ 到处开发ꎬ 到处建立联系” 使得世

界市场得以逐渐开拓ꎬ 这使得 “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②ꎮ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ꎬ
经济全球化就是在资本主导之下的一种空间的重新组合ꎮ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进ꎬ 空间逐渐从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从属于资本ꎮ 正是这种全面的从

属关系使得空间与资本之间的嵌合更为紧密ꎬ 空间彻彻底底地为资本所驯服ꎮ 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

中ꎬ 空间和资本之间的内在嵌合与全面从属关系主要表现为空间的商品化、 空间的权力化和空间的

同质化ꎮ 就空间的商品化来说ꎬ 某些空间也变成了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ꎮ 空间作为生产生活的一个

必备要素ꎬ 它的存在就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ꎮ 空间的状态和构型存在一定差异ꎬ 使得不同的

空间具有不同的有用性ꎬ 比如办公室是满足办公需要的空间、 试衣间是供人试穿衣物的空间、 垃圾

站是堆放各式垃圾的空间、 鞋柜就是放置鞋子的空间等ꎮ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ꎬ 人们对于空间的需

求也越来越多样化ꎮ 部分人也开始有意识地打造能够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的空间ꎬ 空间就此逐渐成为

一种新式商品ꎮ 时至今日ꎬ 空间商品化已成为当下生产生活的一种常态ꎮ 就空间的权力化来看ꎬ 它

指的是空间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逐渐成为权力的表征ꎮ 空间成为彰显权力的一种方式ꎬ 即谁占有更多

的空间 (而且是稀缺的空间)ꎬ 谁就拥有更大的话语权ꎬ 谁就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ꎮ 空间权力化之

所以能够变为现实ꎬ 就在于空间与资本的深度共谋ꎮ 在空间资本化和资本空间化的格局中ꎬ 资本和

空间就共同构成 “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ꎮ 在经济交往中ꎬ 人们不仅通过不断创造

更多、 更大的空间来确证 “自己的社会权力”③ꎬ 还通过对空间位置、 空间尺度和空间高差等方面的

精细设计而昭示着空间与权力的必然关联ꎮ 就空间的同质化来说ꎬ 资本按照齐一的标准化流程和模

式打造出空间的基本造型ꎮ 资本主义时代的机器大生产就是一种流程式的标准化生产ꎬ 按照既定节

奏和方式展开的生产使得人们的 “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ꎬ 整个劳动过程 “也被简化为一种机

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④ꎮ 无论是在空间中的生产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ｐａｃｅ)ꎬ 还是空间生产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ꎬ 空间都始终按照资本增殖的要求———最大化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被塑造ꎮ 也正因此ꎬ
资本主义的空间就是按照牟利最大化的原则打造的一个整齐划一或千篇一律的场域ꎮ

空间对于资本的从属关系使得整个社会的空间格局都深印着资本的痕迹ꎮ “资本是一个活生生

的矛盾”⑤ꎬ 资本时代的空间也因此表现为一种悖论式格局ꎮ 一是空间的扩张与压缩ꎮ 资本的运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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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足够大的空间ꎬ 大量廉价原料产地、 广阔的产品倾销市场、 规模庞大的生产基地等都是资本做大

做强的标配ꎮ 资本的增殖和积累势必会伴随着空间的扩张ꎮ 或者说ꎬ “扩张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动力ꎬ
它说明了资本主义从最初的本地商品生产到最终的世界市场疆域的不可抗拒的发展”①ꎮ 从资本原始

积累到剩余价值的再资本化ꎬ 这一过程记录了资本膨胀与空间扩张过程的统一ꎬ 圈地运动、 黑奴贸

易、 殖民侵略、 城市扩容以及经济全球化等无不是资本主义空间向外延伸的表现ꎮ “农村屈服于城

市” “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东方从属

于西方”② 情形的出现ꎬ 实际就是一种资本和空间双向扩张所引发的社会效应ꎮ “资本越发展ꎬ 从而

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ꎬ 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ꎬ 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

扩大市场ꎮ”③ 当然ꎬ 资本主义的空间也不只是单向度地扩张ꎬ 与空间扩张相伴随的是空间压缩ꎮ 空

间压缩是 “劳动的社会力的日益改进” 和资本运作的必然结果ꎬ “大规模的生产ꎬ 资本的积聚ꎬ 劳

动的结合ꎬ 分工ꎬ 机器ꎬ 改良的方法ꎬ 化学力和其他自然力的应用ꎬ 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 必然会

“达到时间和空间的缩短”④ 的效果ꎮ 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ꎬ “有机的工场手工业” 通过对零散分工

与生产的整合而大大 “缩短了制品的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距离”ꎬ 而协作也可以 “与生产

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ꎮ 二是空间的节约与浪费ꎮ 资本在原始积累时期就塑造了

一个 “勤俭节约” 的人设形象ꎬ 资本家的富有只是因为他们的勤劳、 节约ꎬ 而且善于规划ꎮ 资本要

实现牟利最大化ꎬ 就要不断节约成本ꎬ 空间成本的节约就是资本家重点考虑的问题ꎮ 空间节约是社

会化生产的内在要求ꎬ 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化生产类型就要实现 “人数较多的工人在

同一时间、 同一空间 (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ꎬ 为了生产同种商品ꎬ 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
的任务ꎬ 这就避免了空间浪费ꎬ 节约了劳动场地ꎮ 同时ꎬ 为了最大化地节约空间成本ꎬ 工人的生产

空间和生活空间都遭受严格挤压ꎮ “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ꎬ 工人就相应地越要聚集在同一个空间ꎬ
因此ꎬ 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ꎬ 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ꎮ”⑤ 马克思列举了一系列例子来直观地呈

现空间节约的惨状ꎬ 比如他陈述了温斯洛附近的廷克斯恩德的状况: “一间卧室长 １１ 英尺ꎬ 宽 ９ 英

尺ꎬ 最高处 ６ 英尺 ５ 英寸ꎬ 住着 ４ 个大人和 ５ 个孩子ꎮ 另一间卧室长 １１ 英尺 ７ 英寸ꎬ 宽 ９ 英尺ꎬ 高

５ 英尺 １０ 英寸ꎬ 住着 ６ 个人ꎮ 这两个家庭每个成员所占的空间比一个苦役犯人所应占的空间还要

小”⑥ꎮ 资本主义在力推空间节约的同时ꎬ 也大量浪费着空间ꎮ 在现实活动中ꎬ 大量生产、 大肆扩张

必然也会导致系列浪费ꎬ 一方面是资本家享受的场所在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刻大量闲置ꎬ 另一方面则

是对工人的人身材料和发展空间的浪费ꎮ 只要能够提高利润率ꎬ 资本家经常 “使工人挤在一个狭窄

的有害健康的场所ꎬ 用资本家的话来说ꎬ 这叫做节约建筑物ꎻ 把危险的机器塞进同一些场所而不安

装安全设备ꎻ 对于那些按其性质来说有害健康的生产过程ꎬ 或对于像采矿业中那样有危险的生产过

程ꎬ 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ꎬ 等等”ꎮ 这些空间的节约和生产材料的节约ꎬ 再加上劳动时间的延长ꎬ
工人群体中 “呼吸器官的疾病大量增加ꎬ 从而使死亡人数增加”⑦ꎮ 工人正常生存的空间被全面侵

占ꎬ 更不用说个体的发展空间了ꎮ 三是空间的集中与分裂ꎮ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空间扩张实际就

是一种空间收编ꎬ 即将一切有助于资本增殖的空间要素都招致麾下ꎬ 供资本役使ꎮ 资本主义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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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 “社会劳动”ꎬ 这就要求人数众多的工人 “在空间上集合在一起”① 并协同作业ꎮ 机器大生产

对于空间上的集中劳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 工人 “以他们在空间上集中在资本家的指挥下为前提”
而有机地 “集结在同一个地点”②ꎮ 空间的集中也就意味着资源的集中、 生产和流通的便捷ꎬ 这一切

都完美符合资本的增殖逻辑ꎮ 与空间集中相对的是空间分裂ꎬ 它也是遵循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ꎮ 在

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ꎬ 空间的分裂直观地表现为工人和资本家在社会地位、 生存场域和经济占有之

间的两极分化ꎬ 工人在肮脏狭小的空间中苟且存身ꎬ 资本家则在富丽堂皇的空间中过着纸醉金迷的

生活ꎮ 而且这种分裂状况并不会随着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 提升自身的技能等而有丝毫改变ꎬ 亦不

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时代变迁而有所缓和ꎮ 放眼全球范围内ꎬ 空间的分裂则直接表现为宗主国和殖民

地、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割裂ꎬ 宗主国和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先发优势而不断攫取、 占有

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资源ꎬ 广大的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则在这场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ꎮ 随着资本主

义的不断推进ꎬ 世界范围内的空间分化也逐渐加深ꎬ 整个世界体系就在一种聚合和分裂的矛盾中不

断构型ꎬ 空间霸权和世界秩序也就此得以铺陈开来ꎮ
通过对空间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ꎬ 马克思想要向世人表明: 整个资本主义开启了一个全新的

时代并塑造了全新的社会化空间ꎬ 这种特殊的空间从头至尾都是服务并服从于资本及其逻辑的ꎮ 资

本主义时代的空间布局不仅为社会劳动创造了条件 (或者说是创造了劳动的社会条件)ꎬ 更是为了

满足资本不断增殖自身的内在要求ꎮ 就此而论ꎬ 整个资本主义空间的社会化形塑就是空间和资本深

度交互的过程ꎬ 空间社会化充分体现了资本的 “横暴掠夺”③ꎮ

三、 空间批判及其解放叙事: 空间的限度与主体的超越

“空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得了基本的政治经济地位ꎬ 而决非单纯的中介性的物质容器和框

架ꎮ”④ 资本主义构筑了一种严苛的空间格局ꎬ “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ꎬ 从一开始就根植于这样一种

充满冲突的企图: 构建一种具有社会转换能力和包容能力而又具备独特性的空间性”⑤ꎮ 空间在服务

资本的同时ꎬ 也逐渐被资本同化ꎮ 空间和资本的深度耦合使得空间也具备了资本的一切特性和规律ꎬ
因此马克思对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属于资本批判ꎮ «资本论» 的资本批判就是一种整全

意义上的批判ꎬ 资本批判将时间批判、 空间批判、 生态批判、 商品批判和货币批判等一系列工作统

合了起来ꎮ 而对于资本主义实质而彻底的批判ꎬ 就必须回到资本及其逻辑中有条不紊地展开ꎮ 据此

看来ꎬ 要全面审视空间及其问题ꎬ 就必须借助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视阈、 立场、 原则和方法ꎮ
资本主义推出了一种悖论性的空间构序ꎬ 空间也就此呈现出限制和超越并存的格局ꎮ 资本空间

格局的塑造不能随意为之ꎬ 空间格局的成型要受到多方面的限制ꎮ 这些限制性条件首先体现为空间

本身物理性外观的束缚ꎬ 无论是生产空间ꎬ 还是生活空间ꎬ 抑或是精神空间ꎬ 它们既受制于物质实

践的发展状况ꎬ 又受制于这些空间本身的物理边界ꎮ 生产的车间、 吃喝住穿的场所有大有小ꎬ 但绝

不会无边无界ꎮ 此外ꎬ 空间的扩张还受到社会尺度的制约ꎬ 法律、 道德和社会规则等都为空间扩张

划定了基本的规范ꎬ 每一个国家、 民族、 个人的空间活动都要遵守这些规范而不能肆意妄为ꎮ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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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①ꎬ 空间构序的诸多限制也就必然会被超越ꎮ 这种超越限制的可能

性蕴藏在资本本性之中ꎬ “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② 的本性就要求整个生产方式竭力 “超越一

切空间界限”③ꎮ 只要有利可图ꎬ 资本便会竭尽全力冲破空间的阻隔或者全面改写空间的格局ꎮ 在整

个世界历史上ꎬ 资本以逢山开路、 遇水叠桥的架势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的空间ꎬ 不仅人们存身的空

间得以大大拓展ꎬ 个体与空间的互动也更加频繁而深刻ꎮ 不仅如此ꎬ 资本还以更为精巧的手法改变

了空间格局———以时间换空间ꎮ 为了扩大利润空间ꎬ 资本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变物质条件来缩短

空间距离ꎮ 交通运输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以时间换空间的例子ꎬ 交通工具的改进和交通道路的畅通

使得运输时间快速化成为现实ꎬ 空间距离也随之而缩短ꎮ 深受资本逻辑宰制的空间在限制与超越中

不断凸显自身的社会历史效应ꎬ 空间活力得到了充分释放ꎮ
马克思的空间批判还呈现了一幅资本压榨与主体反抗同步的图景ꎮ 资本主义的空间构序的决定

性目的 (甚至是唯一目的) 就在于最大化地获取剩余价值ꎬ 精于盘算的资本家就会 “合理地” 排布

空间的位置、 大小和高度ꎮ 在资本所打造的空间中ꎬ 人们的存在状态既不自由ꎬ 也不自觉ꎮ 异化是

生活于资本主义空间中人们的 “命定”ꎬ 广大工人 “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ꎬ
都是替资本家服务”ꎮ 工人 “还不如一头役畜”ꎬ 他们只是作为 “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④ 而

被投放到生产过程中ꎮ 在这种空间中ꎬ 工人的身体和心智必然遭到了全面碾压ꎬ 人们的生存状态堪

忧ꎮ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用了大量的数据和案例来直观呈现工人奴隶般的生存境遇ꎬ 资本时代堪

比奴隶时代ꎬ 两个时代惊人地相似ꎮ 马克思将他所处的时代称之为 “雇佣工人奴隶制”ꎬ 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 “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 并 “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ꎬ 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

本”ꎮ 与历史上的奴隶制稍有不同的是ꎬ 资本主义时代的规训手法更加温和且多样ꎮ 在资本主义空

间中ꎬ “监工的罚金簿” 替代了 “奴隶监督者的鞭子”ꎬ 以工资为代表的 “货币关系” 掩盖了 “雇
佣工人的无代价劳动”⑤ꎬ 工人不再被彻底锁死在生产线上并沦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ꎮ 这些都充分体

现了资本主义是一种更加文明、 精巧的剥削社会ꎮ 马克思也一再提醒人们: “吃穿好一些ꎬ 待遇高

一些ꎬ 特有财产多一些” 这些表象并 “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ꎬ 同样ꎬ 也不会消

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ꎮ 资本家用无形的经济强制将广大工人牢牢地 “钉在资本

上ꎬ 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ꎮ 资本主义是一种两极分化的生产

和积累ꎬ 一极是财富的生产和积累ꎬ 另一极则是 “贫困、 劳动折磨、 受奴役、 无知、 粗野和道德堕

落的积累”⑥ꎮ 正是这种悖论性的积累ꎬ “一方面使社会变革成为必要ꎬ 另一方面使社会变革成为可

能”⑦ꎮ «资本论» 向广大工人诉说了至少两个道理: 一是 “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还表明ꎬ 如果不对

资本加以限制ꎬ 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个工人阶级投入这种极端退化的境地”⑧ꎻ 二是广

大工人阶级如果继续在这种异化的生产方式中任劳任怨、 麻木不仁ꎬ 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未老先衰、
过早死亡ꎮ «资本论» 不再像 «共产党宣言» 那样直接明了地向工人阶级宣告社会革命或阶级斗争ꎬ
但 «资本论» 的字里行间却透露着主体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ꎮ 工人阶级革命的坚定程度和彻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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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他们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成正比ꎬ 而且这一群体就是社会发展的希望所在ꎮ 以揭示现代社会经

济运行规律为目的的 «资本论»ꎬ 其核心任务还在于通过揭示工人阶级的存在状况而宣告资本主义

体制的解体ꎬ 以此深刻回应人类历史的发展之谜ꎮ
在对资本主义空间问题的辩证审视和全面批判中ꎬ 马克思也为工人阶级从空间窠臼中脱身指明

了方向ꎮ 一方面ꎬ 资本主义空间及其问题的始作俑者是资本ꎮ 资本的涉入使得空间产生了复杂的社

会影响ꎬ 资本加速了空间的流动与形塑并推动了生产的进步和文明的变迁ꎬ 但资本宰制之下的空间

也成为资本剥削和压榨的 “帮凶” 或 “场域”ꎮ 工人阶级要解决相关的空间问题并摆脱资本主义的

空间限制ꎬ 就必须把握问题的实质与症结ꎬ 即要深究空间及其背后的资本机制ꎮ 更为清楚地说ꎬ 工

人阶级要摆脱异化的生存处境就要以最为革命的态度来审视资本ꎬ 以 “消灭资本”① 作为化解空间

问题的彻底方案ꎮ 空间的诸多悖论及其异化状况的解决不能靠想象ꎬ 而只能诉诸广大工人群体推翻

私有制、 剥夺剥夺者的革命实践ꎮ 另一方面ꎬ 自由时间是工人阶级获得发展所必需的空间ꎮ 马克思

打通了时间和空间之间的阻隔ꎬ 工人阶级要获得更大、 更好的发展空间就必须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ꎮ
“在资本的统治下工人阶级所处的生活状况是: 密集ꎬ 没有其他一切生活享受ꎬ 完全没有希望

达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和保持某种体面ꎬ 他们的整个生活毫无内容ꎮ” 工人阶级之所以过着毫无内容

的不体面生活ꎬ 就在于整个社会通过强制劳动而吸收了工人的大量时间ꎬ 工人就此 “丧失了精神发

展所必需的空间”②ꎮ 通过对自由时间和发展空间关系的理性省思ꎬ 马克思确认了 “创造可以自由支

配的时间ꎬ 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 艺术等等的时间”③ꎮ 据此ꎬ 工人阶级自身发展和整个社会全面进

步的空间就在于自由时间的充裕ꎮ «资本论» 为解决空间暴政提出了一个极为简明扼要的方案———
“工作日的缩短”④ꎮ 工作日的缩短、 劳动时间的节约、 自由时间的增加和个体发展空间的拓宽是同

步的ꎬ 这些目标的达成又会 “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⑤ꎮ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

证运动中ꎬ 工人阶级革命反抗的成果也得以不断巩固ꎮ
总体而言ꎬ «资本论» 中的空间批判、 资本批判和人类解放是一体的ꎮ 聚焦于人类解放这一建

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 “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⑥ꎬ 马克思以空间及其问题为抓手ꎬ 以资本主义这一

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为考察对象ꎬ 深掘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蕴含着的空间矛盾与危机ꎬ 为工人阶级破

除空间羁绊、 寻求空间解放指明了方向ꎮ «资本论» 也就成了世人破除资本统治、 拓展人类发展空

间的 “说明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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