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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窑戴维窑萨克渊Robert David Sack冤是美
国著名高校要要要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渊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冤的地理学教授遥
萨克的地理学研究侧重多学科的方法袁 主要关注
的问题是人类的空间感知如何在自然与社会之间

建立起了联系遥 在叶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院一种地
理学的视角 曳 渊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冤 等著作中袁萨
克展示出宏阔的视野和新颖的观点袁书中对科学尧
神话尧巫术尧文学尧艺术尧儿童行为等的空间认知进
行了独到的分析遥
一尧原始社会的空间感知
自达尔文进化论发表伊始袁 生物由简单到复

杂尧 低级到高级的进化模式已成为基本的社会理
念遥不过袁线性进化论也导致了许多始料不及的问
题袁其中之一就是对现代性的膜拜遥 在此观念下袁
自然认为原始人是简单的尧愚昧的尧落后的袁人类
社会的进步意味着现代人全面超越了早期的人

类遥 由于欧美国家走在现代化尧技术化的前列袁欧
洲中心主义也就随之产生袁 由此导致的殖民主义
以及世界大战让知识分子们对进化思想有了深入

的反思遥
在 野空间冶 方面袁 原始社会的空间观在许

多人那里被看作是单调的尧 静止的尧 简单的遥
萨克的论述有力地击破了这一观念遥 他区分了
二种不同的思维模式院 精致的要要要碎片化的

渊Sophisticated要fragmented冤和非精致的混合的
渊Unsophisticated要fused冤遥 在前者袁 主观与客观尧
空间与物质已从概念上进行了区分袁 所有的自然
科学尧 社会科学和艺术属于这一思维模式曰 而在
后者袁 空间尧 物质尧 主观和客观在概念的分离并
没有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发生袁 儿童视角以及神
话要要要巫术视角属于这一思维模式袁 这种模式没
有意识到可能存在有检验象征范畴的感念面遥 咱员暂
渊孕27-29冤显然袁所有的自然科学尧社会科学和艺术并不
属于原始社会 渊原始艺术在原始社会并非作为艺
术冤袁而神话要要要巫术视角则是原始思维的典型特

空间即物，物即空间
要要要论萨克的原始空间观及其对文学研究的启示

傅钱余

渊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袁重庆 永川 402160冤

摘 要院 罗伯特窑戴维窑萨克是美国享有盛名的地理学家袁 其研究侧重运用多学科的方法袁 主要关注的问
题是人类的空间感知如何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了联系遥 萨克对原始社会的空间感知以及巫术思维的空间
本质的分析袁 说明静止的尧 单调的空间并非是所有社会尧 所有文化模式的实际状况袁 恰恰相反袁 它是文明的
产物遥 因此袁 萨克的思想提供了文化要要要社会批判的契机与路径袁 是生态批评以及反思现代性尧 反思工具理
性的重要参照遥

关键词院 萨克曰空间曰巫术曰跨学科曰原始社会
中图分类号院 I207.42 文献标识码院 粤 阅韵陨押员园援猿怨远怨 辕 躁援蚤泽泽灶援员远苑源原愿员园苑援圆园员5援园3援园16



第 36卷井冈山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点袁原始社会也常常被比喻为人类的童年遥 因此袁
萨克的区分实际上在论述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思

维模式的区别遥
萨克强调院野在原始社会里袁 土地并不是一种

可以任意分割成小块然后加以抛售的物遥 土地也
不是较大空间体系中的一块遥相反袁人们是从社会
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土地的遥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袁
与土地是密切相连的遥 噎噎土地本身作为一个整
体由群体所拥有而不是由私人分割和拥有的遥 而
且袁土地满载着人的精神和历史袁土地上的场所是
神圣的遥 冶咱员暂渊孕24冤质言之袁原始社会非精致的要要要混

合的思维模式并不将空间作为外在于自己的客

体袁也没有对事物的主客体二分曰原始人的空间感
知中袁人与空间是天然相连尧不分彼此的遥同时袁此
种思维模式又充溢着神话要要要巫术观念袁因此野场
所是神圣的冶就不难理解遥显然袁当代社会中袁已少
有人再将空间看作神圣的袁 即使不认为人征服自
然袁自然也被看作是外在于我们的遥尽管生态运动
强调对世界的复魅袁 然而神圣空间与理性主义的
根本矛盾导致其再也难以立足遥 这两者之间根本
的区别实际上并不在于主体是否有意识将空间看

作神圣的袁 空间的工具化并不是因为当代人不愿
意将之神圣化袁 空间的神圣感也并不是原始人刻
意而为的遥 两者的区别主要源于人与空间的关系
变了遥 神圣空间中袁人是自然和空间的一部分袁两
者相互依存袁不可分割曰而工具化空间中袁自然和
空间是人的对立面和存在工具遥
二尧巫术思维是一种空间思维
关于巫术袁人类学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遥几乎

所有的人类学流派都对巫术有过讨论袁泰勒尧涂尔
干尧莫斯尧马林洛夫斯基尧普理查德尧布朗尧特纳等
等人类学大家们莫不对此有不同程度的阐述遥 如
果要做一个整体评述的话袁 早期的人类学家囿于
书斋袁且受进化论思想影响袁有将异民族的巫术景
观化的倾向遥转变来自于涂尔干尧马林洛夫斯基等
人袁涂尔干认为巫术仪式作为自发的尧集体性的尧
规范的社会情感袁 表达和重新唤醒了社会和谐及
其道德的强制力袁野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
行为方式袁它们必定要激发尧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
某些心理状态冶咱2暂渊孕11冤曰马林洛夫斯基从功能主义角
度袁认为所有的巫术和仪式袁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

基本需求袁 巫术需要仪式的表演来实现现实生活
中人们所不能实现的目的遥此后袁人类学家意识到
仅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等角度研究的局限袁 也意识
到欧洲中心主义视角造成的盲视袁所以格尔兹尧范
热内普尧特纳等人注重对巫术仪式的象征尧意义及
结构等的讨论遥
与此不同袁萨克从空间的角度论述巫术袁他以

对弗雷泽尧莫斯的巫术理论的阐述开始遥英国人类
学家弗雷泽曾在其享誉全球的名著叶金枝曳中认为
巫术有两个原理院相似律和接触律遥基于相似律的
巫术叫做野顺势巫术冶袁基于接触律的巫术叫做野接
触巫术冶遥 咱3暂渊孕16冤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尧人类学家马塞
尔窑莫斯在叶巫术的一般理论曳中以弗雷泽的巫术
理论为基础对巫术作了进一步的论述遥 他认为巫
术基于三个法则院 接触法则尧 相似法则和对立法
则曰相互接触的事物则相同袁 并会一直相同袁 相
似生成相似袁 对立作用于对立袁 野若把三个法则
合为一个袁 我们认为在思想和事实两个方面袁接
触尧相似和对立分别等同于共时性尧同一性和对抗
性遥 冶咱4暂渊孕79冤

萨克对莫斯的巫术理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袁
认为巫术受空间关系的影响遥 空间关系以两种基
本的方式影响神话要要要巫术的相似性院 一是通过
邻近或接触袁相似就可能出现袁即莫斯所称的野相
邻原理冶遥 两个相互接触的物袁或者两个非常邻近
的物会产生一种共振袁当把两物分开时袁这种共振
依然存在袁一个能够隔一段距离影响另一物曰二是
野摹拟共鸣冶渊mimetic sympathy冤袁野它涉及通常共
享可见空间或具有几何相似性并能隔着距离影响

彼此的物遥 冶咱员暂渊孕160冤莫斯所谓巫术的接触法则袁意味
着空间距离等于零曰反之袁若空间距离不为零袁则
分别属于相似法则和对立法则遥 萨克进一步总结
说院野巫术和神话以空间关系为基础确立相似遥
噎噎神话要要要巫术的空间事实上不是一个绝对的

概念袁因为在这个模式中袁空间和物质没有在概念
上分离遥 冶咱员暂渊孕161冤指出野空间和物质没有在概念上分
离冶是异常重要的袁因为这不单是巫术思维的核心
内涵袁 同时还是原始思维与文明社会之思维的关
键区别所在遥从空间角度看袁巫术思维是这样一种
思维袁在其中空间与人尧物不存在分离袁空间即物袁
物即空间袁 并没有理性地从概念上区分空间与空
间之物袁野部分即整体的规划让每个神圣之地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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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世界的一个微观世界袁 成为世界的缩影和再
创造遥 冶咱员暂渊孕165冤与此相对袁理性化的尧概念化的空间
观将空间与物尧主体与客体进行了区分袁有时甚至
是绝对的区分袁 人与空间的关系变成了内与外的
关系遥这虽然是人的主体意识的强化袁是文明发展
的必要条件袁但割裂二者间的交融一体关系袁也不
可避免地造成了许多问题遥征服自然尧战胜自然的
思想和口号就是这种主客二分空间观影响之下的

产物袁 结果是人对空间的征服违背了人的生存规
则袁野征服冶成为笑谈袁野战胜冶反被束缚遥因此袁巫术
思维本质上是一种空间思维遥
实际上袁除了萨克的分析袁还可以从巫术执行

者即巫师上补充证据遥 成为巫师的必备条件之一
就是他或她能够在不同空间之间自由穿越遥 众所
周知袁巫师在作法时不仅能上天入地尧沟通神人两
界袁而且还通常强调自己身处不同的空间领域遥这
一点袁对于现代思维似乎是难以理解的袁现代技术
似乎也没有证实巫师这一能力遥因此袁巫师的能力
被认为是一种野迷狂冶袁是一种想象遥 不过袁问题的
关键并不在于这种能力是真还是假袁 而是在以巫
术思维为基础的社会中袁 这一切是不证自明而且
被信仰的遥即使现代思维将之作为一种想象袁也不
能否定想象的空间特性遥
确认这一点不但对于理解巫术是重要的袁而

且对于讨论巫术文化传统以及相关的口头文学文

本都极具价值遥在早期袁巫师通常是文化传承的最
为重要的承担者遥以中国的少数民族为例袁不论是
土家族的梯玛神歌袁还是纳西族的东巴经尧苗族的
巫歌尧彝族的毕摩经袁都是依靠巫师的口传才流传
并保存下来遥正因为是野流传冶下来的袁所以研究者
将重点放在了流传过程中的变异上袁 企图重构原
始的文本遥 当然袁这种历时的研究有其重要价值袁
但也忽略了一些问题遥 人类学家强调说院野想象的
空间领域决定身份的形成尧 个性的整合以及地域
和文化的神圣边界遥 冶咱5暂渊孕80-81冤因此袁研究巫术思维
中的空间想象是如何赋予一种文化之特色尧 如何
赋予该群体的集体认同尧 如何形成该群体的文化
模式便成为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遥
三尧 萨克空间理论启发下的文学

批评实践

本世纪以来袁 空间理论在中国的回响越来越

大袁 已成为文化研究尧 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范
畴遥文学人类学袁不管是从文学的角度还是从人类
学的角度去定义袁 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都是跨学
科的遥 因此袁 立足于文学人类学借鉴和反思罗伯
特窑戴维窑萨克的空间思想袁 既是文学人类学作为
间性学科的必然要求袁 同时也是为了挑战狭隘的
文学批评袁 走向一种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互动的文
学研究的需要遥
在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袁 空间

不仅不与人相分离袁还具有自己复合的意义遥从文
学人类学的角度说袁这既是对文化模式的新发现袁
也是对多样化文学文本的新发现遥 这里以纳西族
女作家和晓梅的叶情人跳曳为个案予以简析遥 在这
篇小说中袁 玉龙雪山这一地理空间是把握文本内
涵的重要线索遥 玉龙雪山并非仅仅是一个本质上
无所区别的物理空间袁 也并非仅仅是故事的发生
场所袁而是与文化传统尧与人物的情感直接相关的
感觉空间遥玉龙雪山至少有三层复合的含义院作为
情死发生过程的空间曰 存在于人物内心的爱情乐
园曰 存在于文化传统中的胜地遥 德国哲学家恩斯
特窑卡西尔在论述物理空间与神圣空间之区别时袁
强调在神圣空间野一切思想尧一切感性直观以及知
觉都依存于一种原始的情感基础冶遥 咱6暂渊孕108冤玉山雪
山即是如此遥 对于纳西人而言袁 它并非是外在于
己尧冷冰冰的地理位置袁而是被当作自己民族的保
护神野三多冶的栖息之地和化身袁也是纳西人生活
世界的一部分袁人与空间无法割裂曰同时袁它也被
纳西人视为青春生命和爱情之归宿遥 纳西情侣相
信山中有一个美丽绝伦的灵域净土要要要野雾路游
翠郭冶袁那里有一对爱神情侣袁他们骑红虎驭白鹿袁
率百兽千禽袁风中弄弦袁云里作歌袁不停地呼唤着
人世上悲苦难脱的有情人遥 它成为了纳西族殉情
者所向往的理想乐园袁 它的性质是一个只能由爱
情和青春生命所拥有的幻化世界袁 不是任何人在
死后都可以去的理想国袁 只有殉情者才能去到此
地袁人们在此可以自由相爱袁生命在此永远年轻袁
不会衰老遥 咱7暂渊孕168-169冤即是说袁玉龙雪山作为神圣空
间和理想乐园袁 已经深深扎根在纳西人的精神观
念中遥因此袁在和晓梅的小说中袁直觉化尧感性化的
空间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袁 从而展示了纳西人对
生命和爱情的追求遥
简单的分析不但揭示出了和晓梅小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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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袁而且也发现了纳西族人独特的空间感知遥并
不只纳西族的空间感知具有差异袁 世居青藏高原
的藏族人认为每一座山尧每一条河尧每一个湖泊都
居住着神灵袁本身就是神性的遥如果将少数民族看
作一个整体的话袁 虽然各个民族赋予空间的具体
内涵并不一致袁 但总体上与汉民族的空间感知是
有差异的遥其原因除了文化传统的多元袁还包括居
住环境尧现代化进程尧文化交流等等遥 多元的少数
民族文化已不言而喻袁 而中国的民族分布格局是
汉族居中尧各少数民族围绕袁处于边缘的少数民族
现代化进程相对较缓袁文化的交流相对较少袁因此
传统的思维模式保留相对较稳定遥 传统的空间感
知体现了一种文化模式中人与自然更为亲密的关

系院野在亲和温暖的居所中袁一种野性渊sauvage冤而
平和的存在袁人们尽情呼吸和感受遥甚至人的身体
都获得一种新鲜的活力袁 动摇文明的常规中毫无
益处且无知无觉的冷淡遥 冶咱8暂渊孕114冤

空间即物袁 物即空间袁 是巫术思维的一种体
现遥 此视角对理解某些民族文化写作具有重要价
值遥 锡伯族作家觉罗康林的文化小说 叶喀纳斯湖
咒曳便展演了一种理性无法把握的文化形态院新疆
图瓦人的古老信仰袁他们关于老爹石的历史传说袁
萨满的通灵尧预知和仪式遥 野老爹石冶这一物品使得
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清晰呈现院 人物张明利可以
说是许多读者的写照袁他根本不相信野石头冶的非
比寻常袁至多将它看作一个死的文化遗物而已袁这
代表的是一种科学的尧 实用的尧野精致的要要要碎片

化的冶的思维观要要要主体与客体截然分离尧从主体
功利观察客体渊以我观物冤曰而图瓦人对老爹石的
态度袁 实际上反映的正是他们的巫术思维习惯和
对传统的态度遥 老爹石被分成了两块袁一块被拉到
了考古院袁一块留存在萨满传人家中遥 当村民得知
老爹石的身子被拉走时袁 极力地要求考古院归还
给他们袁他们不能让祖宗的东西流失袁并不是因为
这个物品有多么贵重袁 而是因为老爹石是他们生
活中的一部分遥 这即是一种巫术的尧野非精致
的要要要混合的冶 思维观要要要主体与客体不截然分

离尧主体与客体混合渊物我同一冤遥 简言之袁老爹石
对文化他者意味着具体的物品袁 而对于文化内部

者意味着实实在在尧 可以感知的生活空间和文化
空间遥 作品中萨满传人作法治病时上天入地尧贯古
通今的野想象冶袁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图瓦人对历史和
传统的非历史性认识要要要这是一种古与今尧物与我尧
此与彼共时共存的观念遥 这也是小说情节冲突的根
源要要要思维观念的冲突遥 因此袁萨克所揭示的原始
人的空间感是理解类似的文化小说的重要参照遥
总之袁 萨克关于原始空间观的论述以及精致

的要要要碎片化的和非精致的要要要混合的两种空间

思维模式的区分袁 不但对于思考原始部落的文化
艺术具有价值袁 而且促使研究者在多元文化理念
下思考他者文化的价值遥就我国文学研究者而言袁
意味着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发现尧 揭示和阐
释少数民族文学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及其文化传

统袁这对应对当代文学日益单调尧媚俗的现状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遥
四尧结语
法国理论大师福柯曾说院野我们必须批判好几

个世代以来对空间的低估遥 噎噎空间被当成了死
寂的尧 固着的尧 非辩证的尧 僵滞的院 相反的袁 时
间则被认为是富饶的尧 多产的尧 有生命的尧 辩证
的遥 冶咱9暂渊孕392冤福柯与列斐伏尔等人重在揭示空间的
权力与意识形态内涵袁 而萨克对原始社会的空间
感知以及巫术思维的空间本质的分析袁 说明静止
的尧单调的空间并非是所有社会尧所有文化模式的
实际状况袁恰恰相反袁它是文明的产物遥因此袁萨克
的思想提供了文化要要要社会批判的契机与路径袁
是生态主义以及反思现代性尧 反思工具理性的重
要参照遥
地理学思想史有三大传统院描述性传统尧解释

性传统和人本主义传统遥如此来看袁萨克所进行的
应该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研究袁野人本主义地理学者
不尝试对空间分布尧区位和类型作解释曰而着重人
类赋予它们的意义遥 冶咱员0暂渊孕170冤正是以野人冶作为出发
点和目的袁并坚持自己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袁身为地
理学家的萨克才对许多学科产生了影响遥 这也说
明袁在当代学术语境中袁打破学科的壁垒务必是研
究的理念袁也务必更多地在实践中体现出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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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as Thing and Thing as Space: On David Stack's Conception of Primary Space and
Its Inspiration on Literary Studies

FU Qia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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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Robert David Stack is a famous American geographic scholar who concerns how human cognition
of space can establish conne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society. By analysis of the space cognition in primary
society and the the spatial nature of sorcery thinking, Stack reveals that static, tedious space is not the
realities of all societies and all cultural mode. On the contrary, it is cultural products. In this way, Stack's
thoughts provide opportunities and approaches to cultural -social critique. It is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ecological criticism and the reflections of modern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Stack; space; sorcery; inter-discipline; primary society

傅钱余 院空间即物袁物即空间要要要论萨克的原始空间观及其对文学研究的启示

渊责任编辑院刘伙根袁庄暨军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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