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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精神的概念

挪威建筑理论家克里斯蒂
安!诺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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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
"#$#

年从
建筑学的角度提出了 "场所精
神 # $

%&'()* +,-(

% 的概念 &在
"#./

年发表的 '场所精神(迈
向建筑现象学)一书中&他系统
地阐释了 "场所精神 #理论 &并
把它概括为建筑现象学* 场所
精神&其实是一个古老的概念&

来源于罗马人对场所守护神的
信仰& 古罗马人相信 "每一种
+独立的,本体都有自己的灵魂
$

%&'()*

%& 守护神灵这种灵魂
赋予人和场所生命& 自生至死
伴随人和场所& 同时决定了他
们的特性和本质 *# $诺伯舒

兹著 ! 施植明译 " #场所精

神$$$迈向建筑现象学%&华中

科技大学出版社
01"1

年 &第

".

页%场所中的守护神灵会给
臣服的人们带来安全感* 在诺
伯格

!

舒尔茨看来&罗马汇集了
超越其他场所的得天独厚的自
然情境以及各种意义生动的象
征* 那些神殿和神祇在罗马日
常环境的街道与广场中受到足
够重视& 并将其影响力扩展到
了罗马整体的环境&"古罗马保
存着古老的大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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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古
典神祇人神同形的特性以及天
空抽象的-宇宙的秩序&这些意
义明显地表达出成为一种特别
多样化和丰富的环境 #$同上 &

"34

页%* 这种大地的和古典的
综合体构成了罗马"田园景致#

的本质& 可谓集结了所有存在
意义的主要范畴*

在诺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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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看来&场
所是自然的和人为的元素所形
成的一个综合体& 同时也是建
筑现象学的主体事物* 那么自
然的和人为的这两种元素的关
系又是如何呈现的呢.诺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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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

主要是由世界的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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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示的 ("+空间是由区位吸
收了他们的存在物而不是由空
间中获取,*外部与内部的关系
是具体空间的主要观点& 暗示
空间有各种程度的扩展与包
被*因此地景是由各种不同的&

但基本上是连续的扩展所界

定&聚落则是包被的实体*因聚
落与地景有一种图案与背景的
关系& 任何包被相对于扩展的
和背景的地景而言是非常清楚
的&像是一种图案一样*如果这
种关系被破坏& 聚落便丧失自
我的认同性& 就好像地景丧失
自我的认同性成为无穷尽的扩
展一样*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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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因此&

"人在何处安置其聚落.自然在
何处 +邀请 ,人来定居的场所 .

这问题必须以空间和特性的观
点来回答* 从空间的观点而言
人需要一种包被/ 因此在自然
中便企图定居于能够提供一个
界定空间的场所* 从特性的观
点而言& 自然的场所包含了许
多有意义的物&如岩石-树木和
水&能表达一种 +邀请 ,* #$同

上&

"$0

页% 从场所内部来看&

一个场所的特质是由中心 &或
一个规则而重复的结构的特质
所决定* 许多场所相互作用时
会产生复杂的空间结果& 会产
生各式各样的密度- 张力和动
态感*

诺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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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认为场所
是一种人化的空间& 它的物质
和精神特性被认同后& 就折射
出场所精神 * 场所精神由区
位- 空间形态和具有特性的明
晰性明显地表达出来& 现代人
感知场所精神的主要路径是
"方 向 感 #

9 ,:(&'878(,';

和
" 认 同 感 #

9 (<&'8(=(-78(,';

&

"想要获得一个存在的立足点&

人必须要有辨别方向的能力 &

他必须晓得身置何处* 而且他
同时得在环境中认同自己* 也
就是说& 他必须晓得他和某个

场所是怎样的关系#$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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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换句话说&场所不仅具
有一定的特性& 而且对身处其
中的人来说具有一定意义* 这
种特性和意义是由 "经济 -社
会- 政治及其他文化现象所决
定的00意义必须成为涵盖自
然要素整体的一部分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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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认为
"场所精神 # 具有顽强的稳定
性& 能够在历史变迁中经久不
变&"存在的内涵具有很深厚的
根源& 变迁的条件只是要求新
的诠释而已#$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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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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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通过场所
精神的概念& 深入揭示了实体
空间的形式所负载的地方特性
的意义& 揭示了人的生活方式
与所处环境的紧密关系* 诺伯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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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认为人为场所与自
然环境形成的空间建构关系 &

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人将自
己对自然的了解加以形象化 &

表达其所获得的存在的立足
点*出于这一目的&人在理解了
自然结构的基础上建造了其所
见的一切& 使得自然因人为而
变得 "集中化# 了& 在这一过
程中 & 自然并不是缄默无言
的& 而是暗示着方向性& 暗示
着划定界线的空间& 人是因循
而为的* 二是人对既有的情境
加以补充& 补足其所欠缺* 三
是人将其对自然 $包含本身%

的理解象征化& 象征的目的在
于将意义自目前的情境中解放
出来& 使之成为 "文化客体# &

象征化意味着一种经验的意义
被"转换 #成另一种媒介 &可以
成为更复杂的情境要素& 或被

转移到另一个场所* "这三种关
系意味着人集结经验的意义 &

创造适合其自身的一个宇宙意
象 $

(?7%,?)'<(

%或小宇宙 &具
体化其所在的世界* 很显然集
结全靠象征& 意味着意义转移
至另一个场所& 使得该场所成
为一个存在的+中心,*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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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精神的哲学基础

场所精神的提出& 是诺伯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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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建筑现象学思想发
展的一个里程碑*其实从

01

世
纪

31

年代开始& 诺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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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
茨的学术思想就已经进入了成
熟期&

"#34

年他发表了 '建筑
意向)*

$1

年代初则是诺伯格
6

舒尔茨思想成形的关键时期 &

在
"#$"

年出版的'存在!空间!
建筑)一书中 &诺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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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
建构起了他称之为建筑现象学
的理论架构与方法& 就是面向
建筑本身& 找寻建筑意义的理
论基础*

"#$4

年诺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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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
茨发表了 '西方建筑的意义)&

建筑现象学成为了他考察整个
西方建筑史的理论视野与分析
工具& 他试图在历史的叙述中
将西方建筑在技术时代失落的
意义重新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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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六七十年代可以说
是当代西方思想家风云际会的
年代&

"#3.

年法国"五月风暴#

则是思想界风向巨大转变的标
志性事件& 当代思想家中最典
型-最基本的作品&几乎都是在

"五月风暴#前后面世的* 福柯
继

"#3"

年发表了 '疯癫与文
明)之后&

"#33

年发表了'事物
的秩序)&

"#3#

年发表了'知识
考古学)* 阿尔都塞

"#3>

年发
表了'保卫马克思)和'阅读1资
本论2)第一卷&

"#33

年发表了
演讲 '列宁与哲学 )和 '黑格尔
之前的马克思)* 德里达

"#3$

年发表了 '论文字学)'文字与
差异 ) '声音与现象 )& 拉康
"#33

年出版了 '著作集 )&将
"#4$

年至
"#33

年的许多重要
文本都收集在这本书中& 他在
这一时期的讨论会中所作的口
头报告&也被认为是他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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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讨论会生涯中最伟大的成
果* 布尔迪厄与巴塞隆合著的
'继承者 (学生与文化 )发表于
"#3@

年& 他们在
"#$1

年又发
表了'教育-社会和文化中的再
生产)*德勒兹最早偏离哲学史
领域的作品&也发表在"五月风
暴#的余波中&如

"#3#

年的'差
异与重复)'意义的逻辑)*

诺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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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发表 '存
在!空间!建筑) 的

"#$"

年&距
胡塞尔最初发表的一系列现象
学巨著的时代& 已经过去六七
十年了 &而 "面向事物本身 #这
一现象学运动中最为流行的口
号&也早已成为空谷足音了*诺
伯格

6

舒尔茨在此时强调现象
学的观念与建筑理论的结合 &

在某种意义上&倒是和
01

世纪
初胡塞尔当时的处境有几分可
比之处* 胡塞尔当时面对的是
种种粗陋的实证主义与反理性
主义& 以及笼罩在意识形态危
机之下的混乱的欧洲文明 &胡
塞尔希望重新思考康德以后被
抛弃的哲学中的 "本源性 #问
题 &即通过 "现象学还原 #回到
认识过程的始源和客观性* 胡
塞尔认为现象学同时兼具理论
与伦理的功能& 是考量人对自
己以及文化所负的责任的最有
效的手段*

"五月风暴#对于西方思想
版图最大的冲击是对以现代性
为核心的宏大叙事和意义深度
模式的拒斥& 可以说&"反人道
主义#是对

31

年代法国哲学的
最好总结& 而这一反人道主义
的倾向显然又是与"五月风暴#

论衡

包亚明

场所精神的情境!归属和文化三要素的有机组合"构成了场所精神的灵魂内核#场所精神对于思考
当代诸多空间困境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诺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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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通过场所精神的概念"深入揭示了实
体空间的形式所负载的地方特性的意义"揭示了人的生活方式与所处环境的紧密关系$

场所精神与城市文化地理学

克里斯蒂安'诺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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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

尔茨和他的(场所精神"迈向

建筑现象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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