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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Fall 2017) 

Space and Spatiality: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空間與空間性：多學科的透視 

 

Lecturer: Liu Yonghua 劉永華 

 

 

Part I Humanistic Geography 人文主義地理學 

01. 段義孚（Yi-Fu Tuan）：“緒言”，“經驗的透視”，“地方的親切經驗”，“鄉土

的附著”，“可見度：地方的創造”。段義孚：《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潘桂成譯。臺北：國立

編譯館，1997 年 [1977]，第 1-6，7-16，129-142，143-154，155-172

頁。 

 

Part II Marxist Approach 馬克思主義空間批判 

02. 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1979）。

王志弘譯。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第 47-58 頁。 

——：“空間政治學的反思”（1977）。陳志梧譯。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

的生產》，第 59-75 頁。 

 

03.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時空之間——關於地理學想象的反思”

（1990）。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第 374-410 頁。 

 

Part III Postmodernism and Geography 後現代主義與地理學 

04. 戈溫德林·萊特（Gwendolyn Wright）、保羅·雷比諾（Paul Rabinow）：“權

力的空間化：米歇·傅寇作品的討論”（1982）。陳志梧譯。夏鑄九、王志

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明文書局，1993 年，第 375-384 頁。 

米歇·傅寇（Michel Foucault）：“地理學問題”（1976）。王志弘譯。夏鑄九、王

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第 385-397 頁。 

——：“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1967）。陳志梧譯。夏鑄九、王志

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第 399-409 頁。 

 

05. 愛德華·索亞（Edward Soja）：“空間性的三元辯證法”。愛德華·索亞：《第

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真實和現象地方的旅程》（Third Space: Journ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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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陸揚、劉佳林等譯，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 [1996]，第 67-104 頁。 

 

Part IV Social Theory: de Certeau and Bourdieu 社會理論：德塞都与布尔迪厄 

06. 米歇爾·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空間實踐”。 米歇爾·德·塞托：

《日常生活實踐》（L’invention du quotidien 1. Arts de faire），方琳琳、黃春

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 167-216 頁。 

 

07. 皮耶·布狄爾（Pierre Bourdieu）：“社會空間與象征權力”（1987）。王志弘

譯。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第 429-450

頁。 

 

Part V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人類學的透視 

08. 愛彌爾·涂爾幹（Emile Durkheim）、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祖

尼人，蘇人”，“中國”。 愛彌爾·涂爾幹、馬塞爾·莫斯：《原始分類》（De 

Quelques Formes Primitives De Classification），汲喆譯，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0 年 [1903]，第 46-72，73-95 頁。 

 

09. Augé, Marc. “From Places to Non-Places.” In Marc Augé,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trans. John Howe, 

London: Verso, 1995 [1992], pp. 75-115. 

 

Part VI Historical Case Studies 歷史學个案研究 

10. 讓-皮埃爾·維爾南（Jean-Pierre Verant）：“赫斯提-赫爾墨斯  論希臘人關

於空間及運動的宗教表現”，“希臘第一個宇宙論中的幾何學和圓形天文學”， 

“阿那克西曼德宇宙論中的幾何結構和政治觀念”。讓-皮埃爾·維爾南：《希

臘人的神話和思想——歷史心理分析研究》（Mythe et pensée chez les Grecs, 

Études de psychologie historique），黃艷紅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 年 [1971]，第 158-208，208-223，223-247 頁。 

 

11. 莫娜·奧祖夫（Mona Ozouf）：“節日與空間”。莫娜·奧祖夫：《革命節日》

（Le fête révolutionaire, 1789-1799），劉北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 [1976]，第 182-226 頁。 

 

12. Chartier, Roger. “The Two Frances: The History of a Geographical Idea.”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7.4-5 (1978): 527-5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