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民主的真正到来就是他者的到来，是 向 他 者 的 友 爱

开放，民 主 向 他 者 开 放，给 予 他 者 以 人 道 的 平 等、正

义。正如其指出的， “没 有 对 不 可 消 减 的 个 体 差 异 性 的

尊重，就没有民 主，但 如 果 没 有 ‘朋 友 共 同 体’，没 有

多数人的算计，没有可以认同、可 以 稳 定、可 以 代 表 的

完全平等的主体，也不可 能 有 民 主”。① 德 里 达 进 一 步 强

调民主更是一种义务情感，一种敬畏 感，一 种 道 义 感 以

及一种知恩图 报 的 感 情，只 有 真 实 地 做 到 了 这 种 平 等，

才能最终实现普遍民主、永久和平与世界大同。

德里达的 “新国际”一定程度 上 保 留 着 对 马 克 思 主

义的记忆，但其不是要倡导与建立新的 “共产国际”，而

是要以新的 “没有政治的幽灵政治”去 理 解 与 阐 释 政 治

的本原观念，呼唤 建 构 一 个 突 破 民 族、国 家、地 缘 等 主

权界限的人权、民主及国际法的 “新国际”。对于这种反

对和颠覆新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所建构的世界 文 明 秩 序 的

“新国际”，德里达 呼 唤 “马 克 思 的 幽 灵”的 归 来，指 出

“这是一种对解放、民主与自由的令人绝望的弥撒亚式的

召唤，这种召唤所唤出 的 是 一 种 不 可 能 的 可 能 性，它 呼

唤我们 在 焦 虑、脆 弱 和 一 无 所 有 中 等 待，等 待 着 正 义、

民主和解放，可这是一 种 怎 样 的 等 待？它 是 不 再 期 待 的

等待，是一种死亡般的 等 待，是 一 种 最 终 会 导 致 行 动 和

事变的等待”，②并以此 克 服 霸 权 主 权 国 家 与 落 后 国 家 组

成的世界文明旧体系，建构文明和谐发展的新秩序。

本文作者：郭强是同济大学、华 东 理 工 大 学 马 克 思

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 师；杨 恒 生 现 在 河 南 省

潢川县谈店乡政府工作，是华 东 理 工 大 学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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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当代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实质
王志刚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博士王志刚在来稿中指出：

当代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实质是差异主体 之 间 资 源 竞 争 的 过 程，其 中 主 要 包 括 资 本 的 力 量、政 府 的 干 预 以 及 民

众的影响，空间公正的问题在于权力和资本操纵了的空间生产通过 “中心—边缘”、空间排斥、不平衡发展等空间运

作逻辑对城市普通居民 （尤其是底层弱势群体）进行挤 压 和 剥 夺，造 成 其 贫 困、迫 使 其 边 缘 化。对 于 生 存 于 “缝 隙

空间”中的边缘群体而言，他们是否能够成功地 创 造 一 个 属 于 自 身 的 社 会 空 间，打 破 当 代 城 市 空 间 生 产 的 空 间 分 异

与隔离的格局，调整甚至重构我们城市空 间 的 既 定 格 局 有 着 深 远 的 意 义。在 特 定 的 政 治、经 济 与 文 化 生 态 下，经 过

边缘群体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将推动着城市 底 层 群 体 的 社 会 交 往，积 系 边 缘 群 体 的 社 会 资 本 和 情 感 纽 带，为 其 建

立一个社会支持网络，使得他们能够抗争强大的资本同质化逻辑。

（周勤勤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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