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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戴维·哈维从空间理论着手，对十九世纪文学中的巴黎城市样态进行分析研究。 他

认为当时时代的艺术家将巴黎描绘成了神话形象；突破了传统社会生活的“有机共同体”观念，
形成新的城市“共同体”；同时，在神话的外衣下，在“共同体”组织的内部又暗含了革命的叛逆

性。 哈维城市空间的研究方式为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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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空间理论研究兴起于西方的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文学艺术领域也出现了空间化的研究

方式，即文学研究方式与文学批评路径的“空间”
转向。 戴维·哈维（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所关注的空间

概念如同当代空间理论自身一样，即源自于当代

社会实践和现实，也指向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
蕴含着他对社会实践的理解、把握、反省、批判和

期许，具有鲜明的历史色彩。 哈维对历史空间变

革过程的体验既有当下性，也蕴含发展性以及浓

烈的人文地理色彩。 因此，他在反省空间和时间

的历史地理学的同时，以批判的态度彰显空间视

野中的文学艺术，形成了文学社会学、文学历史

学的研究视角，成为当代空间批评的重要学者。
哈维以“城市”为主题进行的空间批评涉及到的

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等，自
觉地运用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建构空间批评

模式。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十九世纪法国文学

中巴黎城市的空间历史进行当下性的解读，审视

了文学世界中巴黎“城市”的形象，在解读文学与

历史的过程中表征了当代空间的生存焦虑，提出

了“城市”存在的深刻问题，形成一种新型的空间

批评形态。

一、城市神话———观念建构与诉求

　 　 （一）现代性观念建构的神话

戴维·哈维认为现代性的神话之一，就是将世

界视为白板并采取一刀两断的态度，在完全不指

涉过去的情况下将新事物铭刻在上面。 现代性神

话的观念之一哈维称之为破坏性创造（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而城市成为这种现代性力量的集散地，
文学与艺术方面参与了这场破坏性的观念建构。
左派文艺批评家威廉斯曾认为西方社会的历史进

程中，“１９ 世纪下半叶和 ２０ 世纪上半叶”是一个关

键时期，城市发展转型势在必行，同时带来文化革

新，普遍的 “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维

度。” ［１］他认为以工业为中心的都市发展进程与现

代主义文学的转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美国批

评家理查德·利罕在分析《鲁滨逊漂流记》中，认为

笛福“在创造具有强烈空间感和个人成长感的故

事”“在他的世界中寻找一些象征（ ｓｉｇｎｓ）” “远离

过去的神话与传说，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 ［２］ 因

此，哈维认为法国十九世纪文学艺术建构了作为

意识形态观念的巴黎形象，从而把被工业革命碎

片化的巴黎形象黏连成一个整体观念，既整合了

巴黎空间发展的历史脉络，又将这个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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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断裂、破碎的创造经验凸显出来。
哈维从这种观点出发，开始在文学想象的空

间中找寻“城市”与历史相互建构的相关性与相证

性。 在他地理学的维度中，文学与城市相互塑造

而形成“总体的生活方式” ［３］，文学在历史地理的

相互交织中以想象的方式营造出了“城市”的总体

形象。 而十九世纪“巴黎”的城市神话，以及被建

构的过程方式与当时巴黎历史状况之间的关联

性，已经被当时的艺术家们捕捉并重新在文学艺

术中建构了出来。 在当时的文艺建筑师们之中，
他首先认为 “巴尔扎克为现代性的神话揭开面

纱” ［４］，在他的众多作品里揭示了巴黎作为资本神

话的样式，巴尔扎克的作品也影响到当时的作家

群体，这些艺术家们抓住了城市空间形象、体验断

裂式的创造，在乌托邦的象征中共同打造出了“巴
黎”的神话。
　 　 （二）现代性“乌托邦”的都市神话

戴维·哈维在研究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中指

出城市空间的变革，背后仰赖的全是资本主义对

于巴黎会是什么样子，与巴黎应该会是什么样子

的再想象，资本根本不介意人们能否在城市中找

到属于自己的空间，也不需要在城市居民的心里

谋划出地形图，而是让城市无法阅读、不具形式、
难以想象，以空间生产的方式，让商业化机制制造

或复制出来的图像和景观取代过去的具有深度、
重要人生意义的景物。 哈维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学

作品中嗅出了巴黎这个“１８４０ 年代的乌托邦”，而
变幻无常的都市生活与乌托邦计划之间有不可逾

越的鸿沟，这种断裂的鸿沟“在浪漫现实主义作品

中，城市往往与神话式的构想结合在一起，城市的

意义被以象征、宗教或神秘的语言进行阐释。” ［２］

巴黎现代性的神话形象在十九世纪作家的表达中

结合着想象、隐喻构筑起来，哈维认为巴尔扎克则

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空间体验家，并用艺术笔端将

“巴黎”总体性的神话样式塑造为一座“机械的”梦
幻而又暗流涌动的城池。 “留意巴尔扎克用来传

达巴黎匆忙的各种隐喻：这座城市的内部和外部

永不停歇”“它是个巨大而丑陋的奇迹……一个永

不止息的万城之后” ［４］，哈维认为巴尔扎克的隐喻

充满黑色暗示，充满生存诡异和忙碌，充满各种奇

异、机械的联系。
哈维认为巴尔扎克所构筑的巴黎形象在被资

本神话的同时也被资本背后的逻辑异化着，并且

“现代神话和古代神话相比，比较不为人所理解，
但却更有力量。” ［４］因为现代性神话的力量源自资

本主义的大发展，其所带来的“破坏性创造”使得

巴黎城在混乱中快速成长，哈维认为这种混乱的

成长使得城市生活难以辨识、解码和表述。 他认

为当时的艺术家都受到了城市迅速发展的冲击，
体验到资本神话的破坏力和创造力，并举了杜米

埃的作品为例，“捕捉了一些巴尔扎克对巴黎的预

想式描写，里沃利街遭受‘建筑狂’（看看背景有个

人拿着鹤嘴锄） 的围攻，看起来就像‘湍急的溪

流’，是‘一个庞大不可思议之物，是一种结合了行

进、机器以及观念的令人惊异之物’。” ［４］ 哈维认为

巴尔扎克的视角总是带有一种焦虑式的 “威胁

感”，他对这种城市神话的惊叹和担忧正是资本主

义力量所带来的空间变革的历史经验。 因此，哈
维从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中找寻到的巴黎是显然

的冷峻，这个神话城市的光芒中暗藏着丑陋的阴

影，这个庞然大物是资本一手构造的运转机器，也
是塑造资产阶级梦想的冒险乐园。 哈维认为艺术

构造的巴黎神话其源泉在于背后的商业资本和资

本家，“在支配力的后面却隐约可见一些人物，如
折扣商人吉戈内、银行家戈布赛克，以及放贷者里

固” ［４］正是这些“城市”空间的改造者神话了巴黎，
将它构筑成一个丑陋的工厂。

二、城市“共同体”———情感转换与追求

　 　 （一）新的情感纽带———“帝国”标签

在戴维·哈维空间范式的地理学想象中，对文

学艺术的研究不仅体现出对城市以及城市空间下

的现代性体验的关注，也体现出对城乡变迁以及

对这两种不同文化空间变迁进程中的“情感结构”
的关注。 在工业革命之前，传统社会中的“有机共

同体”（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的典型表现形式是“乡
村”（Ｃｏｕｎｔｒｙ），它代表着人类自然、田园、平静的共

同体体验。 而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决定着我们的

文化，成为我们个人和国家命运不可分割的部分，
都市主义（Ｕｒｂａｎｉｓｍ）占据西方文化的核心位置，是
政治秩序和社会骚乱的根源所在。” ［２］ 巴黎不仅具

有神话艺术感，而且成为诉求着现代主义情感的

“共同体”———金钱王国，这样一个虚假的“信仰体

系”成为每个怀揣资产阶级梦想的纪念碑，“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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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当作一个商业结构：对于有能力的人” “他们

利用商业城市所提供的机会获得成功”，对于城市

中的“倒霉蛋”和“混乱视而不见” ［２］。 这意味着，
这个全新的巴黎城市空间中弥漫的都是“金钱”的
味道，空间不仅是一个物理尺度，在文学艺术中更

加孕育着文化的诉求。
但是这种诉求本身就与之前的“乡村情感”毫

无联系，是从断裂中“涅槃”出来的全新“价值”体
系。 这个价值体系的背后表征的是资本主义兴起

后，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空间的重构和拓展而带

来的现代性的新的时空体验。 现代主义文学艺术

与城市景观复杂的关联性本身就是资本对言语符

号的遏制，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本雅明的 “长

廊”、巴尔扎克的都市景观正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

的外化，它是一个由商业需求而结合的实体，人们

纷纷来到这里寻求本质的自我和权力，被烙上城

市的印记（身份）。 而巴黎城市本身在资本的塑造

和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也逐渐显露了它的“帝国”标
签，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外部特征。 这正是哈维从

经济层面探究文学与城市空间的互文性。
　 　 （二）“共同体”的异化追求者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业革命的兴起必然带来城

乡二元对立，“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

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 ［６］ 随着城市劳动

力需求的增加，大量青年涌入城市形成具有规模

的城市居民，他们在城市经历诸多不幸。 这一时

期的许多著作都有涉及居民的城市生活对立的体

验，“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

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动

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限的乡村动物” ［６］，人的

异化就是发生在城市之中。 马克思将城市问题集

中在政治和经济维度，戴维·哈维在马克思文艺批

评的基础上增加了空间本体论的维度，从城市居

民空间生存和空间价值追求中开辟新的道路。 他

认为现代性的城市空间是资本与景观的和谋，在
这一过程中资本以空间展演和生产的方式下意识

的组织出城市居民的共同价值形态和空间意识形

态观念。 哈维认为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正是用文

学艺术手段隐喻出了这里的带有强制性的空间共

同体观念，很不幸运的是，在他看来所有的城市居

民都成为了这个共同体的“崇拜者”。
戴维·哈维发现在波德莱尔手中巴黎存在着

各色各样的“崇拜者”。 “在《巴黎的忧郁》中，……
他将巴黎描绘成大型剧院” ［４］，每个生活在巴黎的

人都在共同体的感染下狂化着，戏剧展演、玻璃长

廊、酒吧、奢侈品店等等为这个共同体贴上了标

签，艺术家们在巴黎努力发掘的共同体不再具有

情感性，资本的逻辑打败了艺术想象。 就这样，巴
黎成为了波德莱尔的寓言诗，追求名利享乐成为

了城市共同体。 生活在巴黎“帝国”的居民失去了

最高级的“存在”追求，成为了在此的“漫游者”，他
们不再是城市的子民，而成为了城市的空间符号。
他们有着奇异的忙碌感，他们浏览着巴黎的各种

景观，他们注视着各种商品却又不得不盘算着工

钱和时间。 哈维认为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者价值

不在于形象的文学性，而在于形象的情感指向功

能，这些繁多人物符号的表象中都统一指向一个

被资本异化了的城市共同体。
戴维·哈维对波德莱尔的生活踪迹以及他在

巴黎的创作路线做了深入研究，发现波德莱尔及

周围的艺术家们普遍具有一种“现代生活的史诗

性格” ［４］，他们大都在各自的创作中发挥了这一主

题。 于是，巴黎成为了他们手中的“史诗”空间，一
种失去了往日“情感结构”的共同体，成为了资产

阶级追逐“梦想”的场所，也成为了城市人群不自

觉的狂欢场地。

三、“叛逆”的城市形象———空间异质性与变

革冲动

　 　 十九世纪的艺术家们打造着巴黎“神话”形

象，追寻着城市“共同体”形象，但二者并非是商业

资本按照计划打造的那种“大手笔”的“铁板一

块”。 哈维认为在这些作家们的文学隐喻中，巴黎

城被塑造成新的共同体，乡村的青年不断涌向城

市，他们在被定义身份的同时，也在凝聚着自我意

识和集体意识，城市也形成了异质性的场所，“城
市自身就在创造、酝酿、积累革命的力量” ［５］。 这

种日益尖锐的对立化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中不

可解决的矛盾，“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会

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由于社会问题的解

决，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除，才同时使得解

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 想解决住宅问题又想把现

代的大城市保留下来，那是很荒谬的。 但是，现代

的大都市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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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６］。 这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矛盾解

决不了，那么城市空间就一定是矛盾重重的异质

性场所。 这样看来，城市空间在“创造性的破坏”
中建筑神话和凝结新的共同体结构，也积蓄着异

质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已经被表征在不同的艺

术作品中。 哈维看来，无论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

城多么的辉煌耀眼，波德莱尔诗中的“大剧院”充

满多少欢声笑语，无论十九世纪现代主义画家手

中的巴黎充满多少色彩，这都不过是工业革命冲

击下精神失常的表现，是一种失语症。 在表征的

背后是资本的商业帝国不断破坏旧的“有机共同

体”，按照资本的逻辑发展改造生存的空间，这种

被生产出来的神话和被异化了的共同体结构在深

层里冲击着当时的居民，冲击着当时的艺术家，于
是，当时的艺术家们以文学和文化的形式记录着

和建构着这个空间改变的过程，以及资本主义逻

辑内在矛盾，从而孕育出解决矛盾的各种方式。
其中，作为被建构出共同体观念的巴黎空间，

同样暗含了当时社会中的革命性冲动。 戴维·哈

维在考察这个城市空间变革过程中文学艺术所呈

现的“革命”冲动，具体表述有以下几种模式：矛盾

对立革命模式，居民无法忍受城市空间被压榨而

奋起反抗，暴力夺取城市空间；结盟模式，波德莱

尔认为“应该将资产阶级当中想要推翻传统阶级

权力的人结合起来，组成同盟” ［４］，是一种解决空

间问题温和派的代表观点；指引模式，巴尔扎克认

为由贵族指导，革命才有保证，带有明显的乌托邦

色彩。 哈维认为当时文艺表达中的革命冲动是对

城市神话和表面的繁荣“共同体”的反抗，文艺建

构的城市空间表征了巴黎作为当时资本的大本营

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叛逆的革命色彩，也表

征了资本发展的矛盾性所在。

四、结语

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史、空间变革的历史和

文化变化的历史，三者之间的交融变得不可分割，
同样也相互渗透和影响，城市空间的发展与当下

各种类型的学科观念交织在一起，而对城市的解

读也不再聚焦于物理尺度。 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兴

起，城市空间密切关联的文学与艺术要素也被重

新概念化与互文化。 因此，当文学和艺术给予城

市以想象性、现实性、同构性的同时，城市空间的

变化反过来也促进文学与文化文本的转变。 与物

质的城市相比较，文学文本和文化范式提供的是

城市的概念化，正是这种概念化的方式，可以重新

将城市空间归复到人的尺度，归复到历史的尺度，
归复到政治经济的尺度，归复到经典马克思主义

文学批评的范式内，在增加空间美学的维度同时，
捕捉住时间空间的变迁，以及其中发展过程的辩

证法色彩。 戴维·哈维在解读文化巴黎的过程中

从地理学的角度探究了这座城市历史、政治、经济

以及与美学的错综复杂关系，从文艺作品的想象

空间中挖掘出一副“城市地形图”，对都市权力在

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运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起

了补助作用。 并从文学表征和空间变革的历史中

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结合在一起，从资本主

义城市化的物质化进程的历史中，揭示文学艺术

与空间形式的重大且深刻的关系，成为文学、历
史、美学结合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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