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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贵全 1，2，胡宗纯 1 

（1.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2.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研究中心长沙理工大学基地，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近代以来，资本成为社会空间的主导力量，社会空间资本化进程不断加速。个人空间与社会公共

空间不断被资本社会空间同化与吸纳，导致人性逐渐被资本扭曲，人们被迫沦为资本的同谋。资本逻

辑的异化空间亟须转向人本逻辑的空间新形态。人本逻辑的社会空间遵循人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历史

规律，尊重个体的空间差异和空间需求，以差异化与多元化的“地方”空间丰富社会空间的内涵，并构建

具有包容性的人本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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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pace: From Capital Logic to Humanistic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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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modern times， the capital has dominated social space whose capitalization has continuously accelerated. 
Both the individual space and the public one have been constantly assimilated and absorbed， resulting in the gradual 
distor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reluctant accomplice of human beings. Therefore， the alienated space governed by 
capital logic needs to be transformed into a new form of space based on humanistic logic whose social space follow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human beings and social-historical laws， respects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demands of 
individuals， and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space with differences and pluralistic "local" spaces， to build an 
inclusive humanistic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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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空间的转向”成为哲

学领域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引人瞩目的

学术动向：学者们从对时间—历史性思维的偏

好转向对空间—地理思维的重视。亨利·列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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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大卫·哈维等从空间视角出发，重新审视

和诠释了社会、城市、生产等范畴，批判了资本

主义生产与扩张的剥削性和非正义性，重塑了

学界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丰富了自马克思以降

人类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时至今日，虽然资本

力量仍然主宰着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但根据

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这种宰制必然是暂时的、

历史的。资本统治人的社会关系，即“物的依赖

关系”终将被摒弃，以人本逻辑取代资本逻辑的

新空间形态终将到来。

二、资本社会空间的批判

（（一一））资本社会空间资本社会空间““恶恶””的形成及其批判的形成及其批判

在“空间转向”后的亨利  ⋅ 列斐伏尔、大卫  ⋅ 
哈维、爱德华  ⋅ W. 苏贾等新马克思主义者那

里，社会空间的本质不是单纯的人类活动的物

理场所，它的建构是编织这些活动的关系构式，

是不同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1]。总体而

言，当今世界仍然受资本主宰，社会空间从属资

本主义，资本社会空间是以资本关系为主导的

社会所呈现的空间形态。资本社会空间的形成

经历了从空间资本的产生到资本的空间化，再

到资本社会空间再生产的过程，这一过程充斥

着资本的“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批

判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

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

众所周知，资本的本质在于对剩余价值的

攫取与积累，这一过程不仅催生了资本本身，更

加剧了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状态。其中，一

方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另一方是占有生

产资料并奴役劳动者的资本家。这意味着个体

所拥有的空间和时间被迫交给了他人而不再属

于自我，空间和时间被集中化、抽象化进而被迫

同质化 [3]。当劳动者的空间和时间被资本同质

化后，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就被打上了商品的烙

印并具有了资本属性。在这种同质化生产结构

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得不受资本逻辑支

配。自然、社会与人通过资本建立了新的联系，

资本占领了社会的构成要素，使社会空间被资

本同质化并成为根本的空间形式，由此，社会按

照资本同质化逻辑存在和发展。

资本逻辑的实质就是利用不平等的社会关

系占领人的自由时间和空间，它从构成前提到

形成过程都充满了“恶”。亨利  ⋅ 列斐伏尔以日

常生活批判为基础，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利用

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来宰制和支配现代人的生

存形态 [4]。资本家通过掠夺和同质化劳动者的

自由时间和空间，绝对地占有了社会空间和劳

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劳动者沦为单纯的生

产工具。为攫取原材料（生产资料），资本从一

开始就肆无忌惮地改造自然、掠夺自然空间，对

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造成了巨

大破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近代以

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大都经历了对自然资源

肆意掠夺和生态环境恶性破坏的阶段，在创造

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造成环境污染、资源

枯竭等严重问题。”[5]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既然劳

动空间和时间已经被物化并成为资本，那么劳

动空间和时间就进入了流通部门。劳动者可以

通过购买商品的方式在流通部门换取更多自由

空间和时间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从本质上来

说，这就是物化并占有其他劳动者的空间和时

间。如此，从属资本价值的社会关系必然使得

空间关系日益紧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日益淡

薄。由此可以看出，资本社会空间的存在是对

人的类本质的背离和破坏。社会空间本应服务

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但当其被资本力量占

领和主导并无限扩张之后，结果必然是人类社

会与人自身的完全异化。

（（二二））资本社会空间的剥削性生产资本社会空间的剥削性生产

大卫  ⋅ 哈维认为，在资本累积过程中必然

会出现“时空压缩”，并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内在

矛盾，从而阻遏其自身的发展。因此，必须通过

“时空修复”来缓解全球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

问题 [6]。亨利  ⋅ 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生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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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占有空间并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

辑是资本主义得以延续的重要手段”[7]。由此

可以看出，资本社会空间的实质就是剥削和被

剥削的空间关系。在某一个区域，如果被卷入

剥削的地理空间不断扩大，而剩余空间不断被

压缩并趋于消亡，那么资本社会空间就无法进

一步扩张，就可能被迫转化为新性质的空间。

也就是说，在有限的地理空间中，如果资本主导

的社会空间发展趋于极致，那么就会逐渐消灭

自身。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最终消灭并取代资

本主义社会空间的新空间形式是共产主义社会

空间。社会空间的矛盾运动使资本社会空间必

然具有扩张趋势——如果它想要维护自身的存

在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地生产自身 [8]。资本社

会空间建立在社会空间已然存在的基础上，并

通过对其他社会空间属性的改变、空间关系的

分解和重构来进行生产，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

对其他社会空间的剥削和同化。

首先，资本社会空间生产体现为对人的自

由空间和时间更普遍的剥削 [9]。在历史和现实

中，资本主义国家对内进一步压榨民众的自由，

迫使其更加服从资本生产过程；对外则通过战

争、殖民等手段直接掠夺他国财富，使生产者与

生产资料分离。其次，资本生产过程对自然资

源有着极大需求，资本社会空间生产是在进一

步占有和分配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对剩余价

值的攫取。在资本逻辑下，人的本质属性、社会

关系等被物化为实现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手段，

劳动产品也在普遍的社会交往关系中获得了商

品的形式。最终，社会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物以

及物与物的关系都被资本化了。最后，资本社

会空间生产对人的意识空间进行剥削。它将空

间概念抽象为同质化的意识空间，并通过舆论、

教育、宣传等手段弱化或掩盖人的类本质意识，

从而实现资本社会空间价值取向的认同。正如

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

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

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

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

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

的‘ 现 金 交 易 ’，就 再 也 没 有 任 何 别 的 联 系

了。”[10]（P402⁃403）由此，资本社会空间实现了对“他

者”社会空间的占有，完成了资本社会空间的生

产和扩张。资本社会空间的剥削性生产损害了

人的尊严和自由、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类的

价值追求和人文关怀，最终导致人类的异化。

（（三三））资本逻辑主导下社会空间的异化资本逻辑主导下社会空间的异化

当原本的社会空间不能再容纳其自身时，

资本社会空间便将扩张的对象转向“他者”的社

会空间，将社会“他者”与“自我”合二为一，将资

本剥削过程隐蔽化。资本社会空间在占有主体

劳动的同时，消解了主体的反抗能力，使主体完

全被资本所奴役，掳掠主体“栖息的家园”，并且

把人与物的关系颠倒过来 [11]。资本社会空间的

无序扩张导致社会空间成为束缚人身自由和压

抑人类心灵的“中世纪教会”，社会空间的资本

同质化整合和情感碎片化将人的世界割裂为难

以共情的“交易所”，异化的社会空间挑起了人

与自然前所未有的激烈矛盾 [12]。

马克思常用“抢夺”“盗窃”“侵占”等词语指

控资本主义的恶行。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中，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类本

质的异化状态。他指出，“结果是，人（工人）只

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

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

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不

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

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0]（P54）可见，资本逻辑要

求人成为其附庸并为其服务，空间不再服务于

人，反而压制人的发展，导致人的异化与社会空

间的异化。

在生产空间之外，人类还用实践创造了自

己的生活空间。相较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是

人类的“栖居”场所，是远离矛盾斗争且能够自

由支配自我活动的空间 [13]。当社会空间被资本

化为资本社会空间后，生活空间的功能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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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遭到破坏，被资本侵入并成为重要商品。

为了获得生活空间，人们就要付出自由空间和

时间为资本生产空间劳动，以换取能够购买生

活空间使用权的货币。于是，生活空间在一定

程度上异化为人的负担，甚至成为人的“主

人”[14]。另外，在资本社会空间中，一切人类的

生产生活资料、满足人类高层次发展需要的资

料、社会关系的对象都被资本化，生活空间也难

以避免与其他资本化的“赛道”接轨和互动，并

逐渐异化。

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资本社会空间的商品

生产和价值交换成为社会普遍交往的纽带，个

人、民族、国家之间的沟通交流以资本价值的交

换为第一导向，而忽略了对文化、生态等方面的

关注。由此，资本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

类发展潜力，严重阻碍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在资本社会空间的人口区域划分上，依据资本

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来规划资本社会空间

的做法，造成了空间格局的失衡。处于失衡空

间的人与物从根本上受资本逻辑的制约，空间

内的人、物以及彼此的关系呈现碎片化、资本化

的趋势。正如亨利  ⋅ 列斐伏尔所言：“它制造出

贫民区、单位、密如蛛网的独栋住宅……于是就

有了这样一种刻板的分区：住宅区、商业区、休

闲区、边缘空白区等。”[15]这样，人类共情、共生、

共同的空间观念被资本社会空间撕裂，人类社

会的内部矛盾越发凸显。

三、空间逻辑的转向

（（一一））资本逻辑的困境资本逻辑的困境

在利益驱动下，资本社会空间物质要素的

爆炸式增长，将人类社会置于危险的境地。人

类正在面对并将持续面对两类可能毁灭自身的

矛盾：一是空前剧烈的人与自然的矛盾；二是愈

演愈烈的人与人的社会矛盾。虽然这两类矛盾

贯穿整个人类历史，但其真正凸显于资本社会

空间产生之初，并在资本社会空间扩张遍及全

球之时成为全人类的生存危机。大卫  ⋅ 哈维指

出，“使万物商品化，使差不多所有的事务（包括

与知识生产相关的那些事务）都服从于单一的

商业利润率和成本收益计算逻辑，这是一种占

据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16]在大卫  ⋅ 哈维看

来，正是这种霸权主义导致了当代的环境困境。

恩格斯认为，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是生存

资料，然后是享受资料、发展资料 [17]。大自然是

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通

过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获取必需的生存资料来

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由此，造成了人与

自然之间难以消除的矛盾。尤其是在资本社会

空间形成后，资本扩张的本性使人类对自然的

掠夺、占有和破坏日趋严重，地球空间的自然属

性日趋弱化，能够供人类继续扩张利用的自然

资源日益减少甚至逐渐消失。

在爱德华  ⋅ W. 苏贾看来，资本主义的存在

本身即是以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为支撑和重要

先决条件的，其内在地建基于区域或空间的不

均等 [18]。在资本社会空间中，空间关系一直处

于紧张和扭曲状态。资本社会空间生产引发的

利益失衡，导致社会空间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当人类社会难以从科学技术中获得生产力突破

时，剧烈的社会矛盾可能会迅速集中爆发，破坏

人类的发展成果。资本逻辑依靠剥削剩余劳动

来实现资本积累、资本流通和社会空间聚合。

在资本社会空间的生产和扩张中，这种逻辑衍

生的社会模式会不断同化“他者”的社会空间。

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剥削者同

时也是被剥削者，劳动与其创造的劳动价值不

断背离并形成巨大落差。“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

系也不是团结和睦的，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导致

了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被剥削者和剥

削者之间的对立，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

钱利害关系外别无其他。”[19]

因此，在生活和实践的空间关系上，现实的

矛盾反作用到意识层面，导致感性和理性的不

断分层和割裂。“利益至上”的导向压抑了人的

本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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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化、虚假化。作为联结国家、民族、个体之

间的空间纽带——共情和同理心，也被资本削

弱和扭曲。人类社会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即

通过资本利益联结形成的联盟难以保证人类选

择的一致性，人类社会终将因利益分配失衡而

分化并由此产生严重的内部斗争。

（（二二））人本逻辑的必要性人本逻辑的必要性

人本社会空间强调对人本质需求的关注和

尊重，由人创造出的社会空间必须是因人存在，

而不是“奴役人的枷锁”。资本宰制下的社会生

产带来的异化必须被消除，正如居依  ⋅ 德波所

批判的，“与其产品分离的人，他越来越强大地

生产其世界的所有细节，于是就越来越处于与

其世界分离的境地。尤其是他的生活现在已经

成了他的产品，尤其是他已经与自己的生活相

分离”[20]。经济增长加重人的异化的局面应该

被改变，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发展逻辑应该遵循

人本理念，要在解放被资本异化的“他我”的过

程中找回“真我”的类本质，推动人本社会不断

完善，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本社会空间的底层逻辑是围绕以人为本

的空间关系而构建的。以人为本的逻辑基于对

个体差异性的尊重，在社会交往和沟通的“差异

的碰撞”中，获得共情和同理心，并进一步产生

文化共性，重塑社会空间中人与人的关系。另

外，在人本社会空间中，“以人为本”天然蕴涵着

人类永续发展之意，它是社会运动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在资本社会空间中，人类已经充分认

识到对自然的破坏实质上就是对自我的伤害。

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是人类得以永续生存

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在人本社会空间中，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是人本社会空间的

应有之义。如此，遵循人本逻辑发展出“人人关

系、人物关系、物物关系”，并形成有机的整体空

间关系。

人本社会空间的宏观逻辑是在文化“差

异—包容”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空间。

不同于资本社会空间毫无顾忌地对其他差异社

会空间的剥夺和同化，人本社会空间是对差异

化社会空间的尊重和超越，并进一步成为社会

空间“差异—多元”和“存在—繁荣”的前提。

人本社会空间生产的关键在于对资本社会

空间的扬弃——抛弃资本社会空间的剥削关

系，保留国家、民族、地区等差异文化的互动、交

融与共生，构建一个共同性与差异性共在的社

会空间。在人本社会空间中，人类成为具有深

刻同一性的共同体，个人的命运被抽象为人类

的命运，人类的命运也被具体化为个人命运 [21]。

只有这样，在面对人类的整体性危机时，人本社

会空间才能够保证空间中的一致性，共同解决

问题、共谋人类发展，有效化解在资本社会空间

中因利益分化而削弱社会整体力量的问题。

在人本社会空间中，人与自然之间具有共

生共建的关系，两者不再对立，人与自然的矛盾

随着人本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发展逐步得以缓

和。人与人的矛盾在人本社会空间中逐步化

解，人与人之间不再被抽象地定义为剥削和被

剥削的阶级关系，每个个体都是“个性差异—文

化多样”家园中的“一份子”。个体差异在人本

社会空间中充分流动和互补，让社会空间形成

“张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以改善，社会信任

得以恢复，社会空间充满生机，人类的凝聚力进

一步增强。

四、人本逻辑下的未来空间

（（一一））自然空间的新形态自然空间的新形态

人类史就是一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

史。无论是最初对生存资料的直接获取，还是

如今对自然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利用，都建立在

自然先于人类存在的现实基础之上。与此同

时，在被人类社会化的过程中，自然逐渐丧失了

其特有的属性，逐渐由“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

自然”，“自在自然”的资源供给潜能被削弱。马

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与大农业的发展会

不断地榨取、滥用和破坏自然资源，这揭示了资

本社会空间下生态危机的关键成因  [22]。为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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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必须转换空间实践的

主导逻辑，从人本价值和生态价值取向出发来

把握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过社会生产力

的进步来反哺自然，实现自然的再恢复和再生

产，保证人类“家园”的恒久持续和勃勃生机。

在人本逻辑的主导下，自然空间新形态的

建构成为人们共同的发展理念。在自然空间新

形态的建构中，要清退某些不合理的人工物，修

复被破坏和污染的自然要素，对空间中的生产

要素进行合理生产与再生产。在此过程中，注

重自然的结构性恢复和生态环境的整体性重

塑，帮助自然循环系统回归正常运行的轨道。

在人本社会空间的建构中，一方面，要推进

自然要素的生产、改造以及对自然的修复；另一

方面，要强化敬畏自然、热爱自然的理念，深入

理解人地共生的存在论关系。正如奥尔多·利

奥波德所倡导的，“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

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

等的一员。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

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23]因此，自然的

社会化生产不仅包含自然的物质生产，还包含

对自然观念、自然文化的精神生产。段义孚也

强调，要在人造空间中融入自然元素，唤起人类

深层意识中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创造真

正属于大地之上的人的“地方”[24]。人本社会空

间观念将澄清被资本扭曲的自然观念，让人们

更好地认识自然、欣赏自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

的深层次联系，增强人类对自然的亲近之情，并

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正如

大卫  ⋅ 哈维所言，“人道主义反叛的种子已经播

下，它反抗的是将自然和人性视为纯商品形式

的不人道本质。疏远自然等同疏远人类的潜

力。这释放出一种反叛精神。在这场反叛中，

尊严、尊重、同情、关怀、爱心等词语变成革命口

号，求真和求美的价值观取代了社会劳动的冷

酷计算。”[25]

（（二二））差异空间的构建差异空间的构建  

构建新形态的自然空间、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是构建未来空间的一个重要方面。同

时，要破除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同质化与重复性

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构建尊重差异性和多样化

的差异空间。如此，“现实的人”才有可能从根

本上超越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

在人本逻辑主导的社会空间中，尊重人类

文化的多样性，构建具有勃勃生机与活力的“差

异”空间，旨在破除资本社会空间造成的空间同

质化现象，缓解因过度物质差距和精神断层而

引发的社会矛盾，为解决地区、民族、国家之间

的矛盾提供可能。

从人本逻辑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的健康

发展要求文明具有丰富性与多样性，因为只有

具有差异性与多样性的人类文明共同体，才可

能有效应对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如果社会仅

以单一的形态运转，就难以应对某些重大挑战

与矛盾。在人本逻辑主导的社会空间中，必然

要求多种文化和文明要素共同发展、互补共生，

增强社会空间的韧性和张力，消除资本逻辑造

成的文化扁平化与同质化现象。这种具有张力

的社会空间既尊重个体的差异性，在个体差异

性与多样性的基础上展开交流，促进类群体文

化更新，又在类群体的文化碰撞中借鉴和吸纳

其他类群体文化以产生文化共鸣、实现文化融

合。如此，则可能实现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各美

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6]。

（（三三））人本社会空间的全球构建人本社会空间的全球构建  

当今世界正处于重大变革时期，无论是生

态圈受损、气候异常、新型病毒等自然危机，还

是战争、核威胁、恐怖主义、金融风暴等社会性

危机，都将严重影响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

人类社会——全球近代史以来续存的社会、所

有不同区位的社会都同系于一种命运。资本全

球空间化与全球空间资本化使得人类正在形成

一个以资本为中心的全球共同体。被资本宰制

与割裂的社会空间走向同质化、碎片化；个体的

一致性仅仅产生于短暂的利益交汇处。这是一

个矛盾突出且难以调和的脆弱的共同体，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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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亟待改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

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追

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

益，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5] 人类需

要摒弃这种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空间生产模

式，通过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现实需要，

构建开放多元、共建共享、合作共生的包容性社

会，形成以人为本的全球性共同社会空间。这

一社会空间突破了个体、民族、国家的利益边

界，各主体互相包容、互相支撑、互相促进；这一

社会空间指向了更宏阔的人类整体命运，人类

通过非对抗性途径解决社会内部矛盾，不断降

低空间自我摧毁的风险。

人本社会空间为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持续发

展提供了保障，其内部存在的差异构成不同文

明共同发展的动力来源，为构建更美好的未来

社会提供了可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

的，“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

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

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

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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