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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空間」觀念的嬗變



提    要

晚明是一個在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均發生了劇烈變化的歷史時代，以文化社會學作為研

究方法，對士人階層的審美思潮進行考察，以「身體」和「空間」作為研究視角，將有助於揭

示晚明審美政治的生成和介入機制。在晚明之前的中國思想史的傳統中，「身體─空間」表現為

「規訓的身體」∕「單一的倫理政治空間」的作用模式。明代自「大禮議」事件始，士人階層日

益將政治場域的焦慮和失意轉化為構築日常生活的動力。晚明審美思潮的身體觀念發生了從「規

訓的身體」向「欲望化身體」的轉向，以《長物志》為例，感官欲望的訴求轉化為實用性、自

然性和雅致性審美原則；「單一的倫理政治空間」分化生成「日常化空間」，以閒適和欲望的二

重性為特徵，以《園冶》為例，日常化空間分別將構建自然、雅致的審美趣味和追求欲望滿足

確立為場域的外部和內部法則。「身體─空間」觀念的嬗變展現了晚明士人階層生存狀態的改變，

並通過公共傳播的方式具有廣泛影響性，內在於晚明道統和治統之間的互動和分離的過程，一

方面通過道統的更新而獲得合法性，另一方面則逾越了道統設想的界限，最終構建了士人階層

為主導的自治性場域，通過和治統的分離而弱化皇權的控制力和聲譽，這是一種弱勢的批判性

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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