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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第三空间暠的审美意蕴
———基于哲学和美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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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要: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暠理论为旅游审美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旅游“第三空间暠是依赖于物质性

的“第一空间暠和想象性的“第二空间暠而生成的审美形态。旅游者的文本和文本经验对旅游“第三空间暠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按照现象学美学的观点,旅游“第三空间暠是“纯意向性对象暠,空间审美的具体化就是强调旅游者在审

美活动中的再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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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一暋“第三空间暠
美国学者爱德华·索亚在其所著的《第三空间:去往

洛杉矶和其他真实与想象地方的旅程》一书中正式提出了

“第三空间暠的重要理论,使人们对空间的认识有了质的飞

跃。在此之前,人们对空间的认识还局限于二元区分的模

式,即“第一空间暠和“第二空间暠的划分。
(一)“第一空间暠与“第二空间暠
所谓“第一空间暠,是指空间形式物质性的具象,它是

可以通过经验进行描述的事物;“第二空间暠是指人类认知

形式的空间性,它是通过空间的观念进行再表征的。
“第一空间暠认识论支配人们的空间知识已达数个世

纪,它的认识对象主要是人们物质性的、感知的,可以通过

观察、实验等经验手段来直接把握的空间,像建筑、乡村、
地区、城市、国家等等都是这种空间认识论的典型考察对

象。显然,“第一空间暠认识论偏重于物质性和客观性,其
目的是力求建立与空间相关的形式科学。

“第二空间暠的视角则倾向于人的主观性,更多地涉及

人们“关于空间的思想暠,空间此时成为一种观念性和思想

性的领域。它假定知识的生产途径主要是再现话语建构

的空间,故其注意力集中在构想的空间而不是感知的空

间。它的形式从想象的或者说构想的地理学中获取观念,
进而把观念投射到经验世界。所以,它往往是富有创造性

的哲学家、艺术家、乌托邦者进行解释的场所。
(二)“第三空间暠及其理论意义

索亚提出的“第三空间暠的思考方式,是试图结合第一

空间和第二空间的视角,并且超越二元区分的思维模式来

探索空间性和地理性想象的范围及其复杂性。在这个空

间里,客体性与主体性、具象与抽象、真实与想象、可知与

不可知、重复与差异、意识与无意识等相互融合。索亚倡

导的“第三空间暠,“从目的来看是一个具有实验性质而且

很灵活的术语。它旨在揭示不停发生转换和改变的观念、
事件、现象和意义等的社会环境暠[1]2。索亚希望用“第三

空间暠的概念来鼓励人们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空间所

蕴含的意义和意味,思考地点、方位、环境、景观、城市、国
家等概念。

索亚的“第三空间暠理论启发人们以全新的视角来诠

释空间的意义,该理论与法国著名学者列斐伏尔的历史

性、社会性和空间性的“三元辩证法暠一脉相承。从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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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空间的理解不再是静止和孤立的,而是通过本体———
“人暠把空间和时间糅合在一起,为不同的空间建立起某种

有机的联系。但是,人们对索亚“第三空间暠理论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城市空间以及解析“第三空间暠的现代性和后现

代性上,“第三空间暠理论在旅游审美中的运用还非常有

限。
事实上,运用“第三空间暠理论研究旅游审美,不仅是

对审美理论的拓展,也是对索亚理论外延的拓展。旅游离

不开空间。旅游就简单的概念定义就是指一种空间的位

移活动。如果对旅游作自然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等类型

划分的话,那么作为旅游审美对象的空间也就有了自然空

间和社会空间之别。但不管怎样,空间始终是旅游审美最

基本的构成要素。研究空间的意义和意味是研究旅游审

美的一个极佳的切入点。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索亚的“第
三空间暠是对城市空间的研究,而没有涉及自然空间,但本

文认为自然空间与城市空间和社会空间并没有明显的界

限,相反,正因为有了旅游者以及他们在各类空间的转换,
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城市空间才得以建立起有机的联

系。所以,运用索亚的“第三空间暠研究旅游审美不会受到

空间类型的局限,反而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不仅拓

展了索亚的“第三空间暠理论,也进一步丰富了旅游审美理

论。
二暋旅游“第三空间暠
旅游是追求崇尚精神的活动,旅游者在空间内以及空

间的转换中追求体验价值。当旅游者身处某个自然空间

或社会空间,无论他是否具备人文素养,即使出于最朴素

的情感或本能,旅游者都会与旅游空间相互作用形成审美

场。当一片青山绿水出现在旅游者眼前,他会由衷地发出

赞叹;当熙熙攘攘的街市闹景出现在旅游者眼前,他会心

生喜感;当身处静谧的园林,旅游者会心生清净。赞叹、喜
感、心静,不正是旅游者在空间里与旅游吸引物相互作用

而生成的美感? “个体的人在审美愿望的驱使下去观赏

美,这样场景与审美的人就在一定时空中构成了审美场。
像游人置身于桂林独秀峰,放眼簪山带水,那环型结构的

自然山水就是审美场。暠[2]367

(一)旅游审美的空间维度

的确,空间是旅游审美活动的应有之义。具有物质性

的“第一空间暠是旅游审美的基础。它强调了旅游审美是

一个有限定、有范围的区域。当旅游者现实地存在于一个

地点时,必然的感受和要求就是范围的确定,是空间感和

对空间的要求。比如说自然空间,指的是相对于某一实体

的自然存在,自然中的山、水、树木、森林乃至雨雪风霜都

属于这一自然空间;区域空间是指区域的相对范围;城市

空间是城市的相对范围及其包含的一切;建筑空间则是以

建筑为中心的相对范围及包含的一切。

具有主观意象性的“第二空间暠是旅游审美的中间阶

段。对旅游者而言,“第二空间暠就是以“第一空间暠为对

象,经过积极的思维活动,调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在其他

积极因素的作用下被激发的主观意象。例如,旅游者站在

山顶眺望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峦,云雾滚滚、风雨晦明之变

幻的万千气象,以及山势和氛围能给人一种激发心灵的美

感;当旅游者游走在山谷中,四周山崖险峻陡峭、气势磅

礴,其深奥亦感人肺腑;又如我们看到的舞台、祭坛、司令

台一般都做成凸出的空间形态,以使主体处在高出四周的

高台平面上,这样的空间能给人们以想象,令人肃然起敬。
丹麦学者拉斯姆森(S.E.Rasmussern)在《建筑体验》一书

中强调:不同的建筑反射声能向人传达有关形式和材料的

不同印象,促使形成不同的体验[3]136。
如果说旅游审美的最佳境界是旅游者与旅游空间相

互作用达到主客交融并步入自由王国的审美境界的话,那
么,我们可以认为旅游审美所追求的就是索亚提出的“第
三空间暠。“第三空间暠是一切领域都能够找到的“第三世

界暠,存在于精神和物质存在中,是争取自由和解放的空

间。对旅游者来说,旅游审美的最高境界就是要从物质性

的“第一空间暠步入感觉生动、想象丰富的“第二空间暠,并
进而升华至象征高度自由的“第三空间暠。需要指出的是,
如果说旅游者进入“第一空间暠和“第二空间暠可以依赖朴

素的情感,那么充满深刻和高尚审美体验的“第三空间暠则
需要旅游者具备相应的人文素养和艺术修养。

(二)旅游“第三空间暠及文化习俗的影响

“第三空间暠是旅游审美者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性的

结合。旅游审美需要达到的是主客交融、开放自由的审美

境界,而这个境界的生成需要旅游者把社会性、历史性和

空间性融为一体。处于某个空间的旅游者只有具备相应

的人文素养和艺术修养,才能用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性

“三位一体暠的辩证法对空间进行深刻诠释,才能把旅游者

自身融入到空间中,进而使其内心“振动暠的频率与空间或

空间设计者“振动暠的频率趋于一致,产生共鸣的美感,即
“第三空间暠。

旅游者的空间感和空间要求受到传统文化、伦理习俗

的深刻影响。现代德国哲学家斯播格耐(O.Spengler)在
他的名著《西方之衰落》里指出:每一种独立的文化都有它

的基本象征物,具体地表象其基本精神。例如,在埃及是

“路暠,在希腊是“立体暠,在近代欧洲文化是“无尽的空间暠。
这三种基本象征都是取之于空间境界[4]12。

《易经》上说:“无往不复,天地际也。暠这正是中国人空

间意识的写照。中国人与西方人同爱无边无际的空间(中
国人爱称太虚太空无穷无涯),但此中的精神意境有很大

的不同。西方人站在固定地点,通过固定角度透视深空,
他的视线失落于无穷,驰于无极。他对无尽空间的态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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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的、冒险的、控制的和探索的。中国人对于这无穷空

间的态度却是如古诗所说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

能至,而心向往之。暠我们的空间意识的象征不是埃及的直

线甬道,不是希腊的立体雕像,也不是欧洲近代人的无尽

空间,而是潆洄委曲,绸缪往复,遥望着一个目标的行程

(道)! 我们的宇宙是时间率领着空间,因而成就了节奏

化、音乐化了的“时空合一体暠[4]12。
三暋旅游“第三空间暠审美主体的文本和文本经验

每位旅游者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学习、工作、生活

和旅行的经历,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这些都会编织成一

个文本藏于旅游者的内心,构成旅游者最质朴的素养:文
本经验。文本经验在旅游者身处空间的时候(无论是自然

空间如眼前的一片山水,还是社会空间如来到一个陌生的

城市)会发生作用,使藏于内心的文本在新的空间里开始

重新编织。
(一)空间阅读者的文本

文本与作品之间存在严格的差别。作品通常是实体

性的片段,它占据着书本的空间,而文本则属于一个方法

论领域。作品与文本之间的对立就如同拉康所说的“现
实暠和“真实暠之间的对立一样。“现实暠是具体呈现在那儿

的一个物象,作品因而是可以被看见的;但“真实暠一定是

被阐述出来的,因而文本是一个阐述的过程。作品是物,
人们可以用手感知它,但文本不是静止物,“它只是在话语

运动中存在,文本不是作品的解散物,作品是文本的想象

性尾巴,或者说,文本仅仅在生产性活动中才 会 被 体

验暠[5]157。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可以把旅游者看作空间

的阅读者———阅读自然、城市、人文景点,在阅读和阐释中

不断编织和丰富自己内心的文本。
文本是能指的领域,它“对所指进行无限的延缓,能指

不应视作获取意义的第一步,视作意义的物质性通道,与
此恰恰相反,能指应被视作一种延搁行为。同样,能指的

无限性也不是指涉无可命名的所指,而是嬉戏暠[5]158。文

本具有象征性,不过,它象征的是一种无限制性的自由联

想。作品虽然也有象征性,但作品的象征无疑是固定的、
明确的、单一的,作品与某个象征意义的联结往往显而易

见,但文本的象征通常无目的、无固定的航向,它是发散且

无限开放的,它没有任何中心,是“欢闹的乐园暠。文本的

自由开放以及无限制联想的象征意义完全符合爱德华·
索亚提出的“第三空间暠的典型特征,这印证了文本是产生

第三空间的充要条件的论断,也预示着藏于旅游者内心的

文本在旅游空间中必然发生作用。
(二)旅游者的文本经验

正如罗兰·巴特所说:文本经验其实就是一种临界经

验。旅游者内心的文本是多个文本的交汇和重叠,它是一

个复数。旅游者内心的文本是复数并不是简单地说文本

有几个意义,实际上,它彻底否认了意义的存在,任何文本

都不是始源性的,而且都不是前所未有的。旅游者内心一

个文本的构成实际上是各种先在的、已生成的文本的种种

回声、参照和引文,它是多个文本在某个特定的空间领域

形成的临时性舞台、临时性组装物,文本和其他文本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纠缠、纷争,它是文本波涛的一朵浪花。
文本既和其他文本相互参照,同时又和其他文本相互区

分,这种区分性正是该文本的决定性征。文本不构成封闭

系统,没有内在语法,只有对其他文本的援引、指涉和重

叠。
旅游者的文本经验以及在空间中重新编织文本所带

来的快乐———“文之悦暠是极乐,它体现了旅游审美的意蕴

和创造旅游“第三空间暠的价值追求。心藏文本的旅游者

阅读空间和阅读作品时所获得的快乐是截然不同的。作

品引起的快乐在某些方面只是一种消费的快乐。作品可

以读,但不能够重写。我们不能参与作品的生产,而阅读

作品又总是受制于意义,因而阅读作品所带来的快乐往往

也是发现意义的快乐。与之相反,文本的快乐是极乐,它
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分隔、所限制,“能指次序、文本以自己

的方式建立一个社会乌托邦;在历史之前,文本就至少获

有一种———如果不是理想的社会关系的话———理想的语

言关系,文本就是这样一个空间:那里,语言在循环(用这

个词的环绕意义),没有一种语言凌驾于另一种语言之

上暠[5]164。
约瑟夫·康拉德在一个世纪前有一段向人们展示异

域诱惑的描述:“突然一阵微风,微弱而温热,充满了奇花

异木芳香的暖风,由夜色的静谧中扑面而来……它费解,
又沉溺,就像被施了巫术,就像在你耳边窃窃私语,向你许

下了未知而神秘的乐趣暠。即使在当下,这段充满异域诱

惑的描述也在向今天的背包客们频频招手。这“未知而神

秘暠的靡靡之音,在不同的人听来是各具意味的回声,并在

各自的心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文本,而这个文本会深刻地

影响到旅游者对异域空间的认知,包括“第三空间暠的出

现。
旅游者的文本经验是第一性的。这种经验既不是纯

粹主观的,也不是纯粹客观的,它是旅游者和不同空间相

遇时出现的。有了“文本经验暠,才能对经验进行一定程度

的反思。一切关于“自我暠和对象的思考和理论,都是第二

性的,这是在“文本经验暠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世界并不

处在人的对立面,它只是人们所处的环境而已。旅游者与

空间相遇时或与环境接触时就产生了经验。在这种经验

中,既包括空间作用于旅游者所产生的“受暠,也包括旅游

者作用于空间时所产生的“做暠。因此,文本经验并不只有

被动的一面,它也包含有主动的一面。而且,文本经验是

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旅游者在与空间和环境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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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断处于丧失平衡与恢复平衡的过程中。这种平衡之

失与得的过程,就是旅游者与空间和环境相互改造的过

程。由此,空间成了属于旅游者的空间,而旅游者也因此

适应了空间。在这种动态平衡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文本经

验。
旅游者的文本经验与美国学者杜威在《艺术即经验》

中提出的“一个经验暠的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经验有完

整和不完整之分。日常生活的经验往往是零碎和不完整

的。在生活之流中,各种各样的经验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

起,我们的注意力被不同的事件所吸引,我们的情感表现

常被打断并受到压抑。但是,人有获得完整经验的内在需

求。在生活之流中,不完整的经验不具有累积性,不能给

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有时候一些经验会被人们永远记

住。这些经验既可以是旅游者去陌生城市的一次旅行,也
可以是去大海的浪漫之旅,也可以是猎奇探险的神秘之

旅。当然,这些经验不一定是正面的,它可能使旅游者兴

奋、愉悦、陶醉;也可能是负面的,使人感到痛苦、忧伤、悔
恨。但只要这些经验具有完整性,它就具有意味,就会成

为旅游者的“文本经验暠。
只有具有完整性、丰富性、累积性和圆满性的文本经

验,才具有审美的特质,否则,旅游者心中的文本就不会变

得丰满,也不会成为一个连贯的经验。旅游者文本经验的

各个部分相互联系,而不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各个部分通

过它们在经验中的联系趋向结束和圆满,而不仅仅是最后

的停止。而且,这里所说的圆满并非只是在意识中等待整

个活动完成时才实现,它是全部活动的期待,并不断赋予

经验一种特别强烈的情感。旅游者的文本经验不一定就

是审美的经验,但它的确是具有审美性质的经验,而这种

审美经验是文本经验的集中与强化。
四暋旅游“第三空间暠的审美意向性和具体化

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凭借所谓“本质直觉暠在内心直

观中把握和描述意识活动 以 及 由 意 识 活 动 构 成 的 对

象———“意向性对象暠。“意向性暠是现象学的核心概念之

一。在胡塞尔看来,“意向性是一般体验领域的一个本质

特征。因为一切体验在某种方式上均参与它,尽管我们不

能在同一意义上说,每一体验具有意向性,就如我们可能

就每一作为课题进入可能的反思目光的体验———即使它

是一个抽象的体验因素———说它具有时间性的因素一样。
意向性是在严格意义上说明意识特性的东西,而且同时也

有理 由 把 整 个 体 验 流 称 作 意 识 流 和 一 个 意 识 统 一

体暠[6]563-564。
(一)作为纯意向性客体的旅游“第三空间暠
根据罗曼·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思想,旅游“第三空

间暠是一个独特的存在领域,是一种纯意向性的客体。它

不同于纯物质领域中实在的客体,也不同于抽象理念的客

体。理念是一种非时间性、无变化的客观存在,而总存在

于一定的时间内,并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变化。根据罗曼·
英伽登的观点,实在的客体“起始于时间上的某一点,存在

于一定的时间内,在其存在过程中可能产生变化,最后还

会消失暠[7]138。旅游空间的构成依赖于实体吸引物之间的

组合,旅游“第三空间暠依赖于物质性的“第一空间暠而存

在。但我们不能草率地认为旅游空间是“实在的客体暠,因
为旅游空间总是会超越单纯的实体吸引物而生成某种观

念意义,并且在变化中始终保持它的统一性和同一性。例

如,法国巴黎“浪漫之都暠的目的地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它
是超越了埃菲尔铁塔、塞纳河、巴黎歌剧院、卢浮宫等吸引

物而生成的观念意义,具有统一性和同一性。
旅游“第三空间暠是一个复合的、多层次的“纯意向性

对象暠,它是一个由意向性构成的创造物,它既是空间规划

者、策划者意识的创造物,又要通过旅游者“具体化暠的过

程才能存在。它以物质性的“第一空间暠来负载一种形而

上学性质的东西,并且在审美价值属性的作用下,形成一

个直观中显现的“意向性对象暠。而旅游“第三空间暠之所

以能够被理解为“纯意向性对象暠,原因就在于旅游空间不

能自律,它需要依赖意识活动才具有活力,唯有旅游者的

意识活动才能将其激活。
(二)旅游“第三空间暠审美的具体化

旅游“第三空间暠审美的具体化其实是在强调旅游者

在审美活动中的再创造性。旅游“第三空间暠不同于其他

能够完全独立于人的意识主体而存在的客体。虽然它们

都是人的意向性对象,但旅游“第三空间暠必须依赖于旅游

者的审美和解读,必须依赖于旅游者的意向性行为,才能

真正实现或存在。旅游者内心的文本和文本经验与旅游

空间相互作用,这种对旅游空间的审美和诠释的结果便是

具体化。
由于旅游者在审美过程中,空间与旅游者的经验世

界、与旅游者创造性的想象活动以及与旅游者当时所处的

状态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因此,具体化就出现了多种方式。
不同的旅游者对同一空间的具体化会出现各种有意义的

差别与变化,即使是同一旅游者在不同空间的具体化也会

出现差异和变化。旅游者会把某些新的在审美上具有价

值的属性带入空间,于是就在原有的审美价值属性的“旧
瓶暠中加入了“新酒暠,同原有的各种审美价值属性形成了

新的组合关系。当然,这些关系可能是和谐的,也可能是

不和谐的。但不管怎样,具体化体现了旅游者在审美活动

中的再创造性。
需要指出的是,与文学作品的审美不同,旅游审美追

求的是体验价值。在文学作品的审美中,具体化的多样性

会大大增加不忠实甚至背叛文学作品的可能性,但在旅游

活动中却不存在这个问题。旅游活动的体验价值强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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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与旅游空间具体化的多样性是一致的。具体化的多

样性再次说明旅游主体在空间审美中的再创造性。
五暋结语

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暠的思想极大地拓展了人们

对空间的认识,启发了人们用全新的视角诠释空间的意

义。旅游是崇尚精神追求的活动,旅游者在空间内以及空

间的转换中获得体验价值和审美享受。借助索亚的“第三

空间暠思想来分析发生在空间内和空间转换中的旅游审美

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旅游“第三空间暠是依赖于物质性的“第一空间暠,从想

象性的“第二空间暠升华而成的审美形态,代表着旅游者对

审美进入自由王国的价值追求。在旅游者的内心均藏有

文本,旅游者的文本经验会深刻地影响旅游者的审美活动

和旅游“第三空间暠的生成。按照现象学美学的观点,由于

旅游空间不能自律,需要依赖意识活动才有活力,唯有旅

游者的意识活动才能将其激活,因此,旅游“第三空间暠是
“纯意向性的对象暠。旅游者在阅读空间的过程中,空间与

旅游者的经验世界,与旅游者创造性的想象活动,以及与

旅游者当时所处的状态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空间被旅游者

具体地解读。在空间具体化的过程中,旅游者的再创造性

得到显现,也实现了对体验和审美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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