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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化时代，城市地方特性的消失与本真文化的破坏备受瞩目，而媒介被

认为是破坏城市地方感的重要因素。随著数字时代的到来，媒介嵌入社会的程度

越深，其对人与地方关的影响也越大。为了更好地理解媒介对地方感生成的影

响，需要引入新的理论视角。本文在媒介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启发下，立足

於新媒体的技术特点，指出数字时代的媒介不仅具有表徵功能，而且还是具有特殊

属性的空间构件与时间容器。在空间的维度上，人们借助新媒体在
0

拟和真实双

重空间中穿梭，城市生活与城市影像由市民、?客等媒介持有者共同书写，在时间

维度上，个人城市生活轨迹与人生经历经由媒介记
+

与保留，而城市历史的传承通

过数字媒体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与参与。因此，数字时代所形成的媒介化的地方

感强调日常性与参与感，城市影像从炫目、宏大走向日常，人与城市的关从凝视

走向参与。数字时代的城市有望经由媒介为市民与?客创造更多互动，在人与城

市之间建立丰富的情感，从而成为富有地方感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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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镰仓是日本神奈川县的一个临海城市，

也是日本最著名的旅?胜地之一，然而，在

著名社交媒体“小红书”上搜索“镰仓”，可

以发现它分布在至少
WM

个不同的中国城

市，其中最热门的包括了苏州小镰仓、厦门

小镰仓、深圳小镰仓等。除了镰仓，同样被

批量的地方还有瑞士、圣托里尼等。不

同地方之间由於某种相似性而被互相比拟

?不罕见，例如苏州与威尼斯。
IJKM

年，苏

州与威尼斯更是结为“姐妹城市”，彼此之

间开展丰富多样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然而，

昔日苏州与威尼斯的关?不等同於今日

的苏州与镰仓，在成百上千个“小镰仓”中，

苏州、厦门、深圳等城市的地方特徵被弱化

乃至抹平，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镰仓”景

观，如海边、信号灯、道闸、路口等，而传统的

旅?胜地也被“网红打卡地”（
=0=96#8 =(0+0

&=0+

）所取代，这一转变的背後，是媒介对社

会的深度渗透。

７８



进入数字时代，媒介开启了人与人、人

与物、物与物之间相互连接的新方式，一部

联网手机可以观看直播、支付账单、开启门

禁、展示疫情期间的行动轨迹、通过社交媒

体和朋友或陌生人发生联（王天夫，

LMLI

）。然而，传统地理学仅仅认识到媒介

表徵地方的作用，认为媒介是破坏“地方

感”的罪魁祸首之一，而旅?领域多从“营

销手段”的角度理解媒介，均忽视了媒介作

为数字时代基础设施（
)$:8#&+89/+984

）的多重

属性与杂功能。目前相关研究还比较匮

乏，因此，本论文希望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出发，更为深入与全面地理解媒介在数字时

代的城市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推进媒介与城

市关的研究。数字时代的城市是高度媒

介化的，理解媒介如何影响了当前城市地方

感的生成，对旅?业乃至城市规划都具有重

要的影响。

I

　消失的地方感：数字时代的城
市新挑战

１．１　地方感及其“消失”

随著
IJOM

年代地理学发生人文转向，

学者对地方的认知，从
P

态、机械的视角，如

自然环境
6

定论，走向动态的、辩证的视角，

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
U

传钧，
IJJI

）。

在人地互动的视角下，地方或自然不再仅是

限制人类活动的外在条件，也是凝聚了人类

智慧与创造力的所在，是富有意义的社会空

间（
V9#$- IJOW

）。人类与地方在发生物质

交
;

的同时也
*

生了情感，“地方感”这个

概念就是用来描述人地之间这种经由互动

而
*

生的主观性和情感性联，是一个关於

人们对特定地理场所的信仰、情感和行为忠

诚的多维概念（唐文跃，
LMMO

）。

当描述一个地方具有很强的地方感时，

具体指这个地方具有三个特徵：处於社会关

之中，有具体的历史，能够赋予人们身份

（
846#+)0$#6

，
()&+08)/#6 #$% )%4$+)/#6

）（
?9A

é
-

IJJW

）。例如，“澳门”的地方感体现在它有

著自身独特的历史与文化，澳门的历史交织

在与海外、中国大陆等其它地方的杂关

中，澳门居民在种族、信仰上的多样性促成

了澳门本地文化的多元性。具体地，澳门半

岛拥有丰富的历史遗迹，也是传统的城市中

心，通过填海造陆面积不断扩大的鱶仔岛则

成长为以
)

乐与消费为核心的?客天堂，路

环岛较为宁
P

低调，保留著澳门传统的生活

节奏与本土文化特色。因此，从地理面积而

言，澳门?不算一个大城市，但它在政治、经

济、文化上具有独特的意义，由此也衍生出

丰富的人地互动关。

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地理学、社会

学、人类学等人文社科领域不约而同地出现

了关於“地方面临危机”的讨论，
;

言之，像

澳门这样的地方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

“无地方”（
=6#/464&&$4&&

）与“非地方”（
$0$o

=6#/4

）（何瀚林和蔡晓梅，
LMIN

）。如上所

述，地方是具有意义的社会空间，而无地方

指的是失去意义的空间，具体而言，就是地

方的多样性和本真性意义的消失，从而使得

人们对该地方无法
*

生依恋或认同（
b#/05&

_ ?==64<#8%- IJKO

；
T46=(- IJOP

）。无地方

是标准化、均质化、失去意义、缺乏主体的空

间，就像上文中所提到的成千上百的小镰仓

与小圣托里尼。这些人造场景与地方历史

无关，人们在其中?不发生有意义的社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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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彼此之间是陌生的。无地方的概念具有

很强的社会批判性，相比之下，非地方
I

有

明显的负面道德意涵，主要用来描述人们经

过
G

不会真正解的地点，最典型的包括了

加油站、机场、高速公路等（
?9A

é
- IJJW

）。

非地方的出现与现代社会日益增加的流动

性有关，由於个人的移动需求急剧上升，服

务於移动的空间也大大增加，因此
*

生了众

多非地方。与地方相比，非地方的功能较为

单一，因此，其中的社会交往也往往是工具

性与机械化的，同样很难
*

生地方感。

无地方与非地方的大量出现取代了地

方，使得地方感的消失成为当今城市面临的

重要挑战。
'84&&7466

（
LMMN

）指出，无处不在

的大众媒体、不断增强的流动性和消费社会

使得原本丰富多样的地方性趋於同质化。

c#834<

（
LMMP

）批判全球化进程中不均衡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使得处於弱势一方的

地方特性被瓦解、重构，被纳入不平等的资

本主义体系。人类学家则关注凝结了群体

的集体记忆、情感归属的“本地”在面临外

来观念、生活方式击时遭受的压力（彭兆

荣和
U

兴帜，
LMMJ

）。
e88<

（
IJJW

）指出，旅

?活动
*

生於对“其它地方”的往，地方

所具有的差?性是旅?的前提，然而後现代

社会借由各种媒介所运作的“符号”代替物

质，而过度媒介化的生
*

和消费方式，最终

会导致地方的去差?化和旅?的终结。

１．２　媒介与消失的地方感

不难发现，在以上关於地方感消失的讨

论中，媒介通常被认为扮演著破坏性角色。

例如，
'84&&7466

（
LMMN

）认为大众媒体是抹平

地方特性的罪魁祸首之一。想像地理

（
);#A)$#+)34 A40A8#=()4&

）理论则通过解读

各种媒介文本（纸质的、电子的）对他者空

间的表徵及其背後的地理想像，揭示了这种

想像通常帮助表徵者所在的群体（通常为

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有优势的一方）扭

曲他者与自身的差距，进而肯定了不平等的

权力结构（翁时秀，
LMIN

；安宁和朱，

LMIQ

）。一些媒介理论家更是直接宣布“无

地方感”时代的到来。例如，梅罗维茨

（
LMML

）在其代表作《消失的地域》中指出，

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体“将从前不同的

场合组合在了一起，将私下行为和公开行为

的分界移向了私下一方，?且弱化了社会位

置和物质位置之间的关……传统上‘地

点’中相互联的成分被电子媒体撕开

了”。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基於
V

读能力和

文化的差?，获得不同性质的信息，也被区

隔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这就是社会阶层与

身份的来源，社会身份通常与特定场景相

关，而社会场景又与物质地点紧密相连，但

是，电子媒体把不同类型的人带到了相同的

信息面前，使得儿童提前接触到成人世界，

平凡人看到政治家的磕巴，英雄所具有的光

环被消解了。电子媒体的出现促使社会秩

序进行重组，社会变革由此
*

生（袁
W

，

LMMP

）。

网络似乎进一步降低了“地方”在人类

生活中的重要性。地理学家们注意到以互

联网与移动电话为标?的现代信息与通信

技术（
[$:08;#+)0$ #$% '0;;9$)/#+)0$ V4/(



$060A)4&

，
['V

）对人类移动模式的颠覆性作

用，
['V

帮助人们进一步从时间和空间的束

缚中解放出来，人们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开

展活动有了更多的选择，?且越来越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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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活动通过
['V

，而不是物理空间的移动来

开展（萧世等，
LMIM

），例如网上购物、远程

教育、网络办公等。
.)+/(466

（
IJJW

）指出，网

络是“否定几何学”（
$4A#+4 A40;4+8<

）、“反

空间的”（
#$+)


&=#+)#6

）或者“非实体性的”

（
)$/08=084#6

）（
.)+/(466- IJJW

）。曼纽尔·卡

斯特尔（
.#$946 '#&+466&

）则发明了“流动空

间”（
&=#/4 0: :607&

）的概念来描述网络时代

的“地域”从文化、历史和地理意义中
L

域

（
%)&4;54%%4%

），被重组进类似形象拼贴的

功能网络，故而
*

生一种“流动空间”取

代了以往的“地方空间”（
&=#/4 0: =6#/4

）

（陆扬，
LMMJ

）。总而言之，由於网络的出

现，人与地方的关发生了深刻变迁。

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得媒介不仅在品种

和数量上的激增，更带来媒介
0

容、机构和

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扩张和渗透，原本主

要适用於大众传播机构的“媒介逻辑”开始

介入到其它各种社会机构和个人生活中，从

而逐渐成为控制整个社会的标准之一（袁

W

，
LMIP

）。例如，酒店或民宿原本为旅?接

待设施，其居住的舒适度与服务的周到程度

是评判的核心标准，然而，在社交媒体时代，

酒店或民宿能否成为“网红”，即在网络上

吸引大规模流量与注意力，才是成功的关

键。为了成为网红，酒店与民宿的建造与设

计必须考虑在镜头下的呈现状态，只有成为

适合拍照的地方（
=(0+0 &=0+

），才能获得在

网络上迅速传播的机会，这就是媒介逻辑对

旅?设施的重塑。随著网络数字环境的不

断扩张，有必要重新认识理解媒介与地方的

关，以及数字化时代的人地关。

L

　空间构件与时间容器：媒介地
理学视角下的新媒体属性

L,I

　超越表徵：媒介地理学的诞生与理论

视角

传统而言，地理学中涉及媒介的研究主

要集中於媒介如何表徵地方（
+(4 84=84&4$+#



+)0$ 0: +(4 =6#/4

），关注的是媒介
0

容。诸

多研究围绕著报纸、电视、电影等媒介如何

展演地方或地方中的某个群体展开。例如，

李志刚等（
LMMJ

）考察了广州的地方媒体与

网络社区对黑人聚居区的呈现，指出地方媒

体是直接影响本地居民对於黑人聚居评价

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旅?学领域，许多研究

致力於探索媒介在建构旅?地形象中所扮

演的角色。以影视旅?和文学旅?为代表。

再如，网络时代改变了传
o

受关，每个人

都能通过网络表达自己对旅?地的认知与

情感，许多研究就是通过消费者造的网络

文本来测评旅?地的形象（张高军等，
LMII

；

邓宁等，
LMIK

）。

随著数字时代的到来，地理学家开始意

识到新媒体不仅在地方表徵中起著重要作

用，也是力量强大的交往中介和传播机构。

如上所述，
['V

深刻影响了居民时空利用，

而这?不是媒介的表徵作用所带来的。澳

大利亚学者
./Y9)84

（
LMIO

）甚至发明了“地

理媒介”（
A40;4%)#

）这一术语，用来描绘媒

介在城市中新的空间化，以及这一个过程如

何在更广义上支持对各种城市空间关的

重塑。
./Y9)84

指出，地理媒介的出现基於

新媒体的三种特徵：无处不在性、位置性、实

时反馈（
95)R9)+09&

，
60/#+)34

，
84#6


+);4 :44%



5#/B

），这源於移动网络时代的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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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9)84- LMIO

；麦尔和潘霁，
LMIJ

）。与此同

时，从
LM

世纪
JM

年代开始，文化地理学家

从流行音乐、舞蹈、夜总会等大众文化现象

的研究中感到语言的局限和表徵的贫困，反

思文化地理学对表徵和话语的过度重视，掀

起了地理学研究对“非表徵”（
$0$


84=84&4$



+#+)0$

）和“再物质化”（
84


;#+48)#6)F)$A

）的思

考（袁
W

，
LMIJ

；王敏等，
LMIJ

）。这一思考

也促使地理学家逐渐拓宽对媒介的认知，发

现媒介不仅只有表徵功能。

从
IJJM

年代开始，地理学和传播学之

间的交叉研究逐渐增多，媒介地理学作为一

门新兴跨学科应运而生，代表人物有保

罗·亚当斯（
E#96 ?%#;&

）、安德烈·詹森（
?$



%84 b#$&&0$

）、尚恩·莫雷斯（
"(#9$ .0084&

）、

詹姆斯·克兰特（
b); '8#)$4

）等，其中保

罗·亚当斯博士毕业於美国威斯康星麦德

逊大学地理学系，是段义孚与著名媒介文化

学者约翰·费斯克（
b0($ C)&B4

）的学生（袁

W

，
LMIJ

），出版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ｏｆＭｅｄｉａ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成为该领域代表性著作之

一。美国地理学家协会（
??>

）成立了一个

“媒介地理学”研究的兴趣小组（
V(4 .4%)#

#$% '0;;9$)/#+)0$ >40A8#=(< "=4/)#6+<

>809=

），国际地理联合会（
[>e

）中的“全球

信息社会的地理学”分会中也有诸多研究

涉及媒介和传播领域（谢沁露，
LMIK

）。

媒介地理学强调，媒介不仅是传播
0

容

的载体，承担著编码与再现（
/0%4 #$% 84=84



&4$+#+)0$

）物质世界的功能，更是一种空间

组织（
&=#+)#6 08A#$)F#+)0$

），参与到资源分

配、关建构及意义生
*

的全过程（
./



R9)84- LMIO

；
?%#;& _ b#$&&0$- LMIL

；
?%#;&-

LMIO

；
?%#;&- LMIK

；李彬和关琮严，
LMIL

）。

因此，媒介既可以指具体的媒介
0

容（如以

书籍形式出版的文学作品、微信公众号的推

文等），也可以指具有实体的传播技术和机

构（如报社、电视台、网站等），以及依托这

些技术和机构组成的网络。由此，对媒介的

研究应该不止於“媒介
0

容”，即媒介如何

表徵地方，还要关注媒介“怎麽
(

”以及“谁

来
(

”，这就需要关注媒介本身的物质性

（
;#+48)#6)+<

）。虽然数字时代最引人注目的

媒介是网络，但各种媒介，如纸张、广播、电

视等在空间与地方中共存，而由於它们对信

息的编码、传输、存储所依赖的技术和物理

材质不同，不同的媒介在时空维度上会发生

偏向。根据传播理论家的观点，不同媒介经

历时间的存储能力与在空间中的运输移动

能力各有不同，因此形成了偏向时间（便於

存储）和偏向空间（便於传输）的不同媒介。

相比较而言，口头传播的媒介偏向於空间，

文字传播的媒介偏向於时间，因为口语媒介

轻便且易於跨越距离，文字媒介不便於
?

带

但容易保存（伊尼斯，
LMMQ

）。马素·麦克卢

汉（
.#8&(#66 ./*9(#$

）在此基础上提出电

子媒体时代偏向空间，实现了“地球村”，从

而由媒介完成了“时间征服空间”（何道宽，

LMMO

）。在媒介地理学的视角下，媒介
0

容

与媒介本身的物质特徵都被纳入研究范围，

数字媒体的技术特性使得它成为“空间构

件”与“时间容器”。

２．２　作为空间构件的数字媒体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昂希·列斐伏

尔（
c4$8) *4:45384

）、米歇尔·傅柯（
.)/(46

C09/#96+

）、皮耶·布迪厄（
E)4884 U098%)49

）、

大卫·哈维（
S#3)% c#834<

）、曼纽尔·卡斯特

１９



尔（
.#$946 '#&+466&

）、爱德华·索雅（
Z%7#8%

"0D#

）等一批学者的共同推动下，“空间”从

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转变成社会科学的研

究对象，逐渐形成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

转向”，改变了长期以来以历史时间为主导

的话语建构，转而以空间视域检视历史情境

和社会生活，关注事物的共时性、在场性、构

成性（石崧和宁越敏，
LMMW

；郑震，
LMIM

）。

空间转向强调了其不断被实践所建构的特

徵，而数字时代的新媒体正是建构空间最为

活跃与重要的构件之一。

日益增长的网络空间，以及基於数字媒

体的“
X

拟现实”、“混合现实”等，拓展了空

间的范围。地理学者除了关注客观存在的

地理空间之外，也开始关注真实存在的网络

空间，网络空间与地理空间一样具有其独特

的空间性特徵。如上
(

述，互联网曾经引发

了“地理是否会终结”之讨论，但是，随著互

联网发展到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48$4+ 0:

+()$A&

）时代，地理学家
"+4=(4$ >8#(#;

（史

提芬·葛雷罕）对於
X

拟空间和实体空间的

“再组合论”（
84/0;5)$#+)0$

）则获得越来越

多的支持（
>8#(#;- LMIQ

）。
>8#(#;

指出，

简单地认为
X

拟时空将替代与超越现实时

空是技术
6

定论者的片面之见，也忽略了新

诞生的
X

拟空间总是被裹挟在既有的实体

空间权力结构与社会关中。
X

拟时空与

现实时空是再组合的关，它们都是生
*

意

义和关的空间，但彼此又交织在一起。

数字时代中
X

拟空间和实体空间共生

共存，因此被网络数字环境所包围的城市本

身成为高度媒介化的空间。正如斯考特·麦

尔（
"/0++ ./Y9)84

）所言，移动网络时代的

媒介技术，“从应用地点位置数据的智能手

机到嵌入城市中心的
*ZS

屏幕，使得媒介

重新空间化?成为现代城市不可分割的构

成部分”（麦尔和潘霁，
LMIJ

）。一方面，

我们看到各种类型的互动艺术与互动建筑

在城市中出现，例如由
#$+<T?.? /0664/+)34

设计室作的位於波兰卡托维皍的地下音

乐隧道，这是一个由数量庞大的悬?在屋顶

的聚氯乙烯管组成的音乐装置，撞击管道会

*

生音乐，炫目的彩色
*ZS

灯与此配合，非

常吸引人眼球，更重要的是，观众本身是这

个装置的一部分，他们的敲击促成了音乐与

灯光的交汇。从黑暗的地下街道变身为炫

目的音乐空间，昔日所谓的“无地方”变身

为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人们
?

带著智能手机在城市空间中的种种实践，从

自拍、打卡到?戏，建立了个体与城市之间

新的关联方式。例如，基於增强现实技术

（
#9A;4$+4% 84#6)+<

）和基於位置服务（
60/#



+)0$ 5#&4% &483)/4&

，
*U"

）的 手 机 ? 戏

E0B

é
;0$ >`

风靡全球。李耘耕（
LMIJ

）在

研究中指出，在?戏玩家眼中，都市本身成

为一个?戏的媒介界面，玩家的城市漫步成

为富有意义的空间故事。在这个案例中，空

间成为了媒介，从而重组个人与社会、想像

与真实之间的关。类似的媒介实践还有

“打卡”（
;#8B +(4 =6#/4 3)# &0/)#6 ;4%)#

）。

打卡这个词原本是指到单位点卯签到，变成

网络流行语後，指用媒介标记某些事件，在

时间或空间中留下印迹。去某个餐厅、展览

或任何具有话题性的地方“打卡”已经变成

年轻一代的日常城市生活。孙玮（
LMLM

）指

出，“打卡”行为最重要的特徵在於突出拍

摄者的身体与物理空间的感官相遇，以及影

像在
X

拟空间的呈现与流转。打卡行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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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身体不断在
X

拟和实体双重空间中穿梭，

同时使得有关城市的影像由千千万万个打

卡人共同书写，这是数字时代的城市新型公

共活动。

２．３　作为时间容器的数字媒体

与数字时代的空间受到重视相比，时间

似乎是被忽略的维度，或者可以
(

，时间
I

有空间重要。一方面，伊尼斯（
LMMQ

）和麦

克卢汉的观点，互联网是偏向空间而非时间

的媒介，数字环境中收集、存储、分析和检索

海量信息的成本越来越低，信息传播的速度

越来越快，不同地域得到信息的时间差被最

小化，而信息覆盖的空间被最大化；另一方

面，如曼纽尔·卡斯特尔指出，互联网中的过

去、现在和将来可以被设定在同一信息面

且彼此互动，时间的概念便随之消失在这个

新的“流动空间”之中，流动空间中还可以

包含不同空间的同一时间，因此，在後现代

网络社会，是空间组织了时间（陆扬，

LMMJ

）。然而，时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毕竟

不会消失，媒介改变的是人类感知时间与记

'

时间的方式，因此，可以把数字时代的媒

介看作时间的容器，重点讨论数字媒体如何

影响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与认识。

首先是个人历史，或者个人生活经历通

过媒介与城市
*

生了新的关联。以上文所

提到的
E0B

é
;0$ >`

?戏为例，智能设备上

的
*U"

将人们在城市空间中移动的痕迹储

存下来，形成了可以不断回溯的符号地图和

意义轨迹（李耘耕，
LMIJ

）。
;

言之，个人在

城市中漫?的历史以空间的形式被保存了

下来，这就是曼纽尔·卡斯特尔所
(

的“以空

间组织时间”。同理，通过不断“打卡”形成

的城市移动轨迹就构成了人在城市中生活

的历史，个人记忆通过媒介进行保存与展

示，存储在
X

拟空间中，构成独一无二的关

於现实空间的个体故事。智能手机中的拍

摄功能可以打开“地理标签”，按照拍摄时

间，成百上千在不同地点拍摄的照片排列而

成，这是生活在被数字媒体所包裹的城市中

的人独有的生活体验。与此同时，人与人之

间的关通过数字媒体实现了拓展，在不同

时间经过同一地点的打卡者们在网络空间

0

相遇，甚至可以互相关注（
:06607 9=

），
*

生跨时空的互动。

其次是城市历史，通过数字媒体实现了

新的传承与发展模式。如上所述，地方感与

历史息息相关，面对地方感的消失，保护城

市历史成为学者与市民共同关心的话题。

F

显（
LMLM

）以广东省汕头市小公园亭重建

事件为例，考察数字移动媒体及其影像实践

如何参与到这个地点的记忆构建中。小公

园亭是
IJQN

年为纪念孙中山而建，其所处

的位置在
IJJM

年代之前一直是汕头市的商

业中心，也因此成为市民及众多海外华侨心

目中的城市象徵，也与许多市民的童年、青

年记忆息息相关。小公园亭经历了多次拆

Y

与重建後与原貌相去甚远，於
LMIP

年开

始的重建工作力图修复至原始模样。小公

园亭的重建因而成为城市公共事件，而数字

媒体在其中扮演著多重角色。首先，书籍上

的图片和市民曾经拍摄的照片，以数字化的

方式被流传和传输，为小公园亭的重建设计

提供依据或灵感。其次，在重建期间，以及

重建完成後不断有市民前去拍摄、打卡，在

社交媒体上形成讨论，将昔日的记忆与今日

所见所闻形成对比。城市的历史与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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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经由数字媒体串联，数字媒体作为时间

容器，孕育了新型的人与城市的关。

Q

　媒介化的地方感：理解数字时
代的城市

　　凯文·林奇（
X43)$ *<$/(

）提出的“城市

意象”（
+(4 );#A4 0: +(4 /)+<

）理论在城市规

划、人文地理、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引起共鸣，

因为他强调了个人日常生活、生命体验与城

市文化之间的
0

在关联，因此，城市规划不

能是冰冷的、高高在上的管理者意志的体现

（孙玮，
LMIJ

）。更重要的是，林奇（
LMMI

）强

调个体的感官，例如味觉、听觉、嗅觉等对於

空间、场所的感知，指出“个体头脑对外部

环境归纳出的图像，是直接感受与过去经验

记忆的共同
*

物”。因此，人们在城市地点

的具身性体验，以及互相之间发生的交流，

构成了人们感知城市形象、建立地方感的最

重要方式。数字时代的媒介改变了人们在

城市中的生活节奏乃至生活方式，改变了人

们观看城市、体验城市乃至记
'

城市的方

式，由此形成了媒介化的地方感（
;4%)#+4%

&4$&4 0: =6#/4

）。

“媒介化的地方感”这一概念由
V#54#

U08B


c

ü
::48

（
LMIP

）提出，用以探讨数字媒体

在地方认知中的角色。
V#54# U08B


c

ü
::48

在对新加坡的德国移民的研究中发现，各种

类型的社交媒体和
*U"

在移民融入当地的

过程中扮演著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且，与

传统媒体相比，移动传播是更加个人化的和

更加情景化的，它们更能激发人的主观感

受。移动传播虽然不能传递触觉、味觉与嗅

觉，但是视觉与听觉营造的逼真范围能成功

激发使用者对於地方的全息感知。因此，媒

介化的地方感不仅指通过媒介而形成的地

方感，而是指通过个体、通过媒介，以及在地

方的活动所形成的对地方的认同、依恋与依

赖。

媒介化的地方感强调了在数字时代，尤

其是在被新媒体所包裹的环境中，“地方

感”是由线上与线下的人地互动所共同构

建的。由於数字时代的城市是一个深度媒

介化的空间，城市地方感的形成也与当今数

字媒体的特性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两个方

面的转变。首先，从城市形象的角度而言，

逐渐从建造炫目、庞大的建筑景观，转变为

营造互动性强、参与度高的日常空间。在很

长的一段时间
0

，以摩天大楼为代表的大型

建筑是城市财富的象徵，不断刷新的大楼高

度就是城市发展的速度。在报纸、电视为主

的媒介时代，城市等同於摩天大楼所刻画出

的天际线，这种景观主宰了人们对城市的想

像，书写了彼时的城市意象（孙玮，
LMIN

）。

然而，一方面随著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

多的人生活在城市，另一方面移动网络、社

交媒体、
*U"

的盛行，人们对城市的认知与

理解越来越依赖於日常生活空间。重庆、成

都、长沙等在社交媒体上成为大受欢迎的

“网红城市”，无一不是凭藉著浓郁的生活

气息与丰富的文化活动而成为人们的心之

所向。在互联网上引起广泛传播的地点
<

大多数是餐馆、城市广场、轻轨站、地下隧道

等，与摩天大楼相比，这些空间无不与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
U

玮和周孟杰，
LMIJ

）。图
I

和图
L

来自微信公众号“澳门特区旅?局”

的栏目“影下澳门”，该栏目长期向民间徵

集市民、?客等自己拍摄的澳门图景。通过

对该栏目刊登图片的分析，可以明显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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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澳门”与“宏伟澳门”两种城市景象的

?置，图
I

和图
L

是其中的代表。图
I

摄於

沙栏仔街，是日常澳门的典型形象，图
L

摄

於西湾湖景大马路，展现了宏伟炫目的澳

门。曾经的镜头下的城市意象被炫目的景

观所主导，而如今，随著新媒体的普及，越来

越多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城市空间受到

关注，这是城市地方感建构的重要转变。

图
I

　等待盨醒的澳门（林伟业 摄）

资料来源：澳门特
(

行政区旅?局微信公众号“影下澳门”

图
L

　 夜光下的建筑（陈锦文 摄）

资料来源：澳门特
(

行政区旅?局微信公众号“影下澳门”

　　其次是从人与城市发生关的方式出

发，数字化地方感的建构从凝视走向展演。

这个方面的转变与前一个转变息息相关，视

觉主导下的人与城市的互动以凝视为主，人

被巨型建筑或地标建筑所塑造的宏大、奇特

景观所吸引。因此，在大众旅?时代所盛行

的“到此一?”照片，多是人物与标?性景

观的简单合影。然而，正如
V#54# U08B



c

ü
::48

所指出，新媒体更加个人化，也更加情

景化。无论是玩
E0B

é
;0$ >`

还是打卡，人

们随时随地通过新媒体记
'

个体的移动轨

迹，同时将其通过社交媒体展现出来。媒介

化的地方感是人与城市在线上线下互动交

融的
*

物。在社交媒体时代，除了与澳门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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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的合影，更多的是澳门旅?塔蹦极的短

视频（
360A

）。通过蹦极、高空漫步等可以参

与的活动，?客与澳门旅?塔乃至澳门这个

城市建立了更加具体、生动的联，
*

生带

有情感的记忆。更重要的是，真实场所中积

极的感官体验是
X

拟世界所无法替代的，因

此，数字时代的城市要更多地为市民、?客等

各类群体提供可以参与的空间（孙玮，
LMIJ

）。

新媒体驱动下，数字地方感从凝视到展

演的转变也与城市规划思路的转变殊途同

归。汽车是城市交通的核心，因此，城市规

划也一度围绕著汽车而展开，然而，以汽车

为中心的城市可能生活?不方便，也不环境

友好，取而代之的是“步行城市”（
7#6B#564

/)+<

）。墨尔本一直是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

一，在富有前瞻性的《墨尔本规划》中提出

的“
LM

分钟生活圈”（
LM


;)$9+4 $4)A(508



(00%

）的概念，即当地居民可以通过步行、

自行车或公共交通在
LM

分钟可达的空间范

围
0

解
6

日常需求。步行城市试图在市民

与城市之间构建起最亲密、最直接的联。

LMIN

年在上海召开的首届世界城市日论坛

上也提出了“
IW

分钟社区生活圈”基本概

念，旨在构建低碳韧性、多元包容、公平协作

的“社区共同体”，目前上海、广州等城市已

逐步出现了这类社区（见图
Q

、图
N

）。

图
Q

　上海
IW

分钟社区生活圈（作者 摄）

图
N

　广州
IW

分钟生活圈（作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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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在全球化时代，媒介一度被误认为是城

市地方感消失的“罪魁祸首”之一，这部分

地源於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对媒介属性的

片面认知，本文通过引进新兴的交叉学

科———媒介地理学的理论视角，
(

明数字时

代的媒介恰恰是城市地方感生成的必要部

件而非破坏因素。从城市空间的角度而言，

智能手机与移动网络支持下的日常媒介实

践，从信息搜索到打卡、?戏，构建了市民、

?客等与城市发生关联的新方式，甚至重新

激活了城市公共空间。从时间的角度而言，

个人的城市生活痕迹通过新媒体得到记
'

与展演，而城市的历史也通过数字媒体在传

承中得到更多市民的关注与参与。数字时

代的媒介嵌入生活，媒介化的地方感比任何

时刻都
8

调日常性与参与感，这对於旅?规

划与城市规划都有重要的启示。例如，“网

红景点”因适合拍照而在短期
0

获得大量

关注，然而不难发现，这些场景因缺乏历史

与互动性的活动而备受批评。数字时代的

城市应该为市民与?客创造可参与、可展

演、可记
'

的空间与活动，在人与城市之间

建立深刻的情感联，成为更有
@

度与关怀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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