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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们正在与一个以数字、网络空间信息技

术持续多样化、倍增和扩散为特征的技术现状

做斗争，这一趋势已经持续了近十年”a。以智

能手机社交网络、空间定位与移动终端设备为

代表的新兴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其与日

常生活的深度嵌套，贡献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

信息传播基础设施架构，塑造出人、技术、空

间与社会之间重合交错的新型关系图景。“大量

的在线和网络数据正在成为场所的层次、体验

和景观的一部分。地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

直到最近才开始理解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定位

媒体的快速扩张。”b

同样的，我们也逐步遭遇到新兴媒介技术在

城市与建筑领域引发的诸多实践新图景，以及由

此造成的对惯有实践模式的冲击：“最孤独图书

馆”、“文和友”等网红建筑的广受追捧，在展现

媒介与信息传播对于公众审美和空间喜好的“信

息茧房”c式强力培育能力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反噬影响了建筑专业创作的审美旨趣；外卖 APP

平台软件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场景与社会交往，逐

作者：
李凌燕，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

院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

徐福响，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

院硕士研究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52008296）：《基于社交媒体数
据挖掘的中国当代建筑批评特征演

变与传播机制研究（2008年至今）》
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新兴空间媒介作为促发性技术因素与新型社会结构性力量，浸润至建筑与社会其他领域关系的长期结构

转型中，激发出“人——空间——社会”之间崭新的关系互动与作用方式，广泛地改变了建筑创作语境，并深刻反

作用于建筑创作与空间内涵认知，在当下形成了诸多值得关注的建筑实践新趋向。文章以媒介相关理论为指引，

聚焦新兴空间媒介在时空感知、制度性运作与社会建构等层级所触发的城市建筑实践中的新图景与新特征，系

统性考察其对于城市建筑实践的作用。

关键词：新兴空间媒介、空间实践、专业场域、图景与生态	

Abstract:	The new space media, as a promoting technical factor and a new social structural force, has infiltrated 
into the long-term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other areas of society, 
stimulating a new way of interaction and action between “human-space-society” that has widely changed the 
context of architectural creation, and profoundly reacting to architectural creation and spatial connotation cog-
nition, forming a number of new trends of architectural practice that deserve attention nowadays. Guided by 
media-related theorie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new landscape and new features of urban architectural practice 
triggered by the emerging space media at the levels of spatio-temporal perception, institutional operation and so-
cial construction, and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its role for urban architectural practice.

Keywords:	the New Space Media, Space Practice, Professional Field, Landscape and Ecology

中图分类号：TU-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740（2022）06-0035-07	 DOI：10.12285/jzs.20221130007

作用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兴空间媒介影响下的建筑实践图景与场域

生态特征（2010 年至今）
Function Logic and Practice Path： 
Architectural Practice Landscape and Fiel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w Space Media（2010 to Date）

李凌燕    LI Lingyan  徐福响    XU Fuxiang



036 专栏  2012—2022 中国建筑实践图景    Column  View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Practice from 2012 to 2022

步展现出媒介电子界面对于城市实体餐饮

零售空间的替代趋向；智能 GPS 导航的

最佳路线推荐与日常行程记忆功能等时空

数据新应用，实现个人日常空间动态轨迹

的实时记录与数据精准可视化统计，以及

更大社交网络空间的传播共享，空间的日

常使用状态得以呈现；“模拟城市”（Sim 

City）等城市模拟游戏吸引公众在虚拟空

间中进行设计建造，并与社交评论网站相

融合实现城市共创……这些典型的日常性

现象，都在不同层面展现出新兴媒介技术

对于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强大链接与整

合作用。此外，响应系统的空间植入、动

态建筑围护与媒体立面 d的流行，VR\AR

等空间增强现实项目的频现等，在不断颠

覆我们传统空间感知模式同时，更触及建

筑专业实践方式与设计过程本质的重新认

知。2022年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元

城市”概念正式发布，以人为中心，物理、

社会、虚拟三元空间映射—交互—共生的

全周期闭环、实时交互、动态迭代的城市

新形态才刚刚展现……

受城市、建筑自身能见度与社会末梢

特质影响，新兴媒介技术带来的多维影响

并非完整均匀地反映在城市建筑这一社会

子集的各个层面，其新特征或新图景的呈

现较为分散。若想跳脱当下或未来常态化

出现的新现象之迷雾遮挡，系统认知新兴

媒介技术对于城市建筑实践的影响，我们

需要超越对媒体作为城市空间表现形式的

琐碎理解，回到激发这些现象的新兴媒

介自身，以其技术特性与作用路径为牵

引，梳理和理解日益多样的新兴媒介技术

与城市建筑实践之间紧密关联，以此对

当下和未来的专业学术与实践提供有益 

思考。

二、切入视角：新兴媒介的技术特

质与作用逻辑

在展开具体论述之前，我们需要着重

认知两个基础语境：首先是认知当下新兴

媒介的技术特性，其次，是认知新兴空间

媒介参与社会建构的作用逻辑。

1. 新兴空间媒介 ：数字技术对象与实践

的集合

今天的媒介技术与十年前的大不相

同，这是我们提出严肃问题的重要基础。

上一代媒介技术更多依赖于通过光纤、电

话网、卫星等技术连接服务器和交换机等

各类互联互通的节点组件以及分布式基础

设施构成的互联网络。而过去的十年里

我们经历了一场“三重革命”，即社交网

络、互联网和移动网络的融合，他们共同

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操作系统”。“其算

法处理层和数字应用引发主体—客体关系

的根本重新调整”e，在数字背景下已成

为空间、场所和社会的重要中介，关联了

替代性虚拟环境。上文中提到的“新兴媒

介技术”实质上包含“数字信息化基础设

施 +社交媒体网络 +数字空间媒介”等

相互融合作用的多种典型类型。本文将关

注重点落在“新兴空间媒介”，即新兴的

网络化空间技术存在（位置感知设备、界

面和内容）与社交媒体的融合，更多强调

与空间的技术关联。当下，随着地理网络

硬件 /软件对象和信息人工制品的激增以

及 WEB2.0 互动架构，特别是社交媒体网

络与其他空间领域技术的拓展推动，“新

兴空间媒介”成为一种越发多元包容的存

在，囊括了不同类别的空间物质性实体，

包含：空间定位内容及其物理支持设备如

谷歌地图、导航 APP等，空间服务与社交

应用如美团、大众点评、Highlight、Circle等，

空间信息编码标准、在各种服务和应用中

呈现空间内容的数字技术等。可以说，“新

兴空间媒介”并非某个单一维度的概念界

定，而是数字技术对象和技术实践产生的

新集合。媒介的影响“既是技术的，也是

社会的”f。我们不能将媒介看作“透明物”，

它拥有其独立的“物质性”g含义。理解

新兴空间媒介技术对于城市建筑实践的影

响，实质是理解新兴媒介技术依托自身特

质实现与城市建筑这一社会场域的适配性

问题。这一认识论的转变是我们考察新兴

媒介技术实现社会性嵌入的重要前提，也

将我们拉回至媒介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

这一传播学的核心话题。在传播学研究中，

“媒介化”与“中介化”这两支相互缠绕

又彼此补充的经典媒介作用认知脉络，提

供了我们认识媒介与社会现实进行作用的

主要路径，合力强调需要关注媒介自身技

术属性作用逻辑所引发的空间性、制度性

与社会性等社会作用综合维度 h。

2. 媒介与社会建构

第一，关注媒介技术对于空间内涵的

重塑。相较其他技术，媒介技术与社会的

关系更显盘根错节。一方面，媒介技术的

升级让人类愈加具备突破“物质个体”限

制的能力，包括突破时间、空间、社会、

身体等，带来新的空间尺度、速度和模式

变化；另一方面，媒介技术的迭代提供人

类从微观走向中观、宏观社会关系的横向

连接可能性，带来社会空间中的崭新的空

间建构和意义再现方式。要看到“新兴空

间媒介”对于“空间”这一城市建筑学科

基础概念的重塑作用。

第二，关注媒介逻辑引发的社会制度

性与结构性影响。作为社会“基础性设施”，

“新兴空间媒介”以浸润的方式参与到现

实的建立中，其 “媒介化”的技术特性具

有引发形塑社会的“结构”优先性：不仅

提供现实新的展现方式，对塑造的崭新运

行规则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制度化有重要作

用，而且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结构、社会关

系、社会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塑构着社

会个体的生存状态、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第三，关注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建构作

用。媒介不仅是一种互动的渠道，更是以

其自身形塑互动发生的方式 i。“新兴空间

媒介”再现和中介了的社会交往，使得人

们对于共同体的归属和文化身份的认同超

越了直接感知的时空，带来人际关系和组

织形式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构建了崭新的

社会文化现实。

以此，从媒介技术特性逻辑切入，沿

着个体感知、制度和行动框架建构和社会

交往与组织形态重塑的作用路径，对空间

媒介技术的空间实践图景与特征进行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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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们探究“新兴空间媒介”对城市建

筑实践模式与场域生态的影响，非常有益。

三、空间感知：内涵重塑与特征

变化

1.“混合空间”新样态

每一次媒介技术的介入，都意味着其

自身作为“界面”含义的转变，由此引发

它中介的空间类型和社会关系重新概念

化。长期以来，城市研究和地理研究人员

将网络空间视为映射到物理位置的功能和

访问的附加层 j。而这种观念随着空间媒

介技术与日常生活的逐步深入融合被彻底

改变。当下，“新兴空间媒介”的硬件类

型已经大大扩展：从可穿戴设备到游戏设

备、到建筑立面与城市公共屏幕；从嵌入

日常物品的 RFID芯片到与嵌入家庭和城市

的一系列智能技术交互设备与城市基础设

施。“新兴空间媒介”特有的定位功能无

缝嵌入到日常生活中，支持“基于数据驱

动的大规模定制”，可对消费者进行持续、

实时的监控，以及复杂移动场景中使用位

置感知与数字定位。它模糊了物理空间与

虚拟空间传统界限，并依托用户移动性和

社交网络连接性，将网络空间和真实场所

在动态和相互构成的过程中错综复杂地联

系在一起 k，催生出“混合空间”l的新

型空间样态，我们由此再也无法解决物理

空间和数字空间之间的分歧。不同功能空

间、线上与线下空间的边界溶解，正在逐

步颠覆传统认知中空间形式与功能的对应

关系，甚至媒介本身可以完全替代现实空

间成为更具替代性的崭新空间。如美团等

外卖平台软件这一虚拟空间代替原有餐饮

店的传统堂食空间，这使得餐饮店可以从

沿街商铺搬入写字楼，而不非得临街。散

落在城市内部的个性化民宿可以经由空间

媒介界面统一操控，成为更加灵活且有显

示度的接待空间。城市中更多的既有空间

形态在空间媒介影响下实现重组，以与崭

新媒介基础设施底座相匹配。“新兴空间

媒介”在日常实践和空间中根深蒂固的方

式在 20世纪 90年代早期以 GIS 为中心的

时代是前所未有的，这为传统空间实践开

启了新实践领域层级，也使我们对于空间

的关注由“如何构建数字空间”改写为“物

理空间如何通过数字移动媒体的连接重新

概念化”m。

2.“高感知度”空间

“新兴空间媒介”无处不在的空间计

算与社交网络功能对混合空间的伴随式嵌

入，构建了个体感知、软件数据与具体空

间的即时交互。“永远在线”的连接可能性，

实现了物理空间的解压缩与再创造，将远

程环境包裹到当前环境中，  重塑着个体或

群体对空间的体验，也创造了个体在城市

中移动并与其他用户相互行动的新方式，

社会交往实践的空间嵌入成为常态化。空

间在环境和社会性维度的感知能力极大提

升。建筑与城市不再只是一个提供空间和

场所的静态客体，而转变成为一个具备信

息动态处理能力，且能自主实时感知的信

息物理系统 n。这些使得物理空间的整合

性关联性链接潜力与感知交互价值被重新

认知。

在此语境下，城市建筑作为综合性崭

新媒介的信息获取与传播能力被凸显，这

大大激发了建筑师和艺术家们以城市屏

幕、建筑立面等为典型空间媒介和界面，

进行“媒体建筑与装置” “空间增强现实”

等一系列空间实践的兴趣。作为“智慧城

市环境下的社交信息互动创造的一种独特

的平台和装置”o，“建筑表皮”对城市和

空间公共界面的连接潜力被深刻挖掘，成

为数字时代建筑与城市表达的新型建构策

略，具有了脱离建筑功能结构的媒介叙事

独立性。媒体屏幕、监控与传感设备、互

动交互程序等信息技术设施，结合全息投

影、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VR）、混

合现实（MR）、元宇宙等现实增强技术，

越来越多地融入建筑表皮中，创造出“媒

体建筑”这一具有实时互动环境感应、沉

浸式空间感知的崭新城市界面样态。随意

更迭和无限使用的媒体技术和符号代码，

使建筑获得、建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景”

的巨大便利。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世

界各地都颇为流行的标志性建筑“灯光艺

术秀”，即顺从“标志性建筑”表皮肌理

与建筑轮廓，应用灯光、媒介等混合技术

进行公共艺术投影创作实践，以此激发“标

志性建筑”新的表皮视觉面貌，营造出具

有艺术化叙事和情感阐释力的城市公共新

景观。2020 年，创作团队 Radugadesign

以“数字乌托邦”为主题，利用数字技术，

对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叶利钦中心进行了新

媒体艺术创作，将对于未来世界的数字想

象植入到极具地域性的城市“标志性建筑”

中（图 1）。“媒体建筑”将艺术与媒介技

术相融合，以流动性的超尺度视觉重新整

合自身公共界面，搭建起混合空间的交互

图1：Radugadesign“数字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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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新通路。由此，城市和在模糊城市公

共边界与“情境化”的展示中，将数字信

息网络和建筑实体与更广阔的城市与文化

空间紧密互融，创造出脱离空间实体原有

物理形式与想象的新意义表征。

3. 具体化空间

“新兴空间媒介”并非仅将媒介与单

一的空间概念联系在一起，更突出塑造了

空间与主体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混合

空间”中，空间感知正在被技术包裹。个

体行为被空间大数据流全方位渗透、标记、

交织，空间性与具身性相关联，实现个人

小空间场景与城市宏大空间体系之间的链

接、抓取以及实时互动。同时，空间的数

字内容通过发达的媒介网络实现“物理空

间”向“虚拟空间”的映射，网络位置成

为“实际”的地点。媒介对于空间的技术

读取，除了位置和空间信息的精准，更兼

顾了用户当前所处时间、空间特征和行为、

心理、兴趣、意愿等个人主体性体验需求。

对于给定的空间区域，不再有一个同质的

上下文，而是更为具体化、个性化。以人

为中心的空间混合移动感知成为显著特

征，个性化空间的定制由此成为可能。如

“华为河图”（Cyberverse）智能数字平台，

即依托厘米级 3D地图、高精度空间计算、

强环境理解能力（AI 3D 识别）和与超逼

真的虚实遮挡融合绘制等四大关键技术支

撑，通过空间计算连接用户、空间和数据，

支持使用用户建立具有全新的交互模式和

视觉体验效果全息专属世界。用“华为河

图”打开摄像头扫视环境，会马上得到自

己的所在地点、位置，屏幕里的建筑、设

施、道路、物件会显示出你想得到的信息，

实现实时动态 3D实景步行导引。同时依

托“华为河图”的实景位置识别，可对用

户在环境中的行为进行判别，以此实现场

景安全提醒等个性化服务（图 2、图 3）。

目前“华为河图”依托 AR实景地图技术，

在敦煌莫高窟、上海外滩、福建三坊七巷

等标志性城市区域，均可实现城市标志性

建筑和区域的个人定制。由此，空间的形

式本身在形成过程中也具有一种可以衍生

出多重可能状态的虚拟性。

“新兴空间媒介”将空间计算、软件

编码等非物质形式崭新元素锚定于个体空

间行为中，并强调了这些要素的内在偶然

性和协作性。空间不再是被直接创造出来

的“唯一结果”，而是在充满了无数可能

性的范畴中通过不断地自我发现和建构的

“结果之一”。建筑师由此会面对更加复杂

与具体化的空间内涵，颠覆过去惯有的设

计方法，重新思考设计的本质与边界。这

预示着新实践的潜力，也对建筑师的跨领

域协作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四、运作机制：媒介作为独立的“制

度性要素”

传播学者 Hjarvard 认为，媒介不再仅

仅是一种互动的渠道，而是以其自身形

塑互动发生的方式 p。除了作为链接“混

合空间”的中介性工具，“新兴技术媒介”

更可视为一种形塑社会结构的现实“框

架”。媒介强调自身作用的优先性，并通

过于社会中经验性材料的 “裁剪”，形成特

定的制度化运作模式，进而影响和控制社

会构型的过程。这种制度性作用突出地表

现为：一方面，它使得非媒介的表征形式

逐渐转向媒介表征；另一方面，它也要求

非媒介的行动者必须依照媒介逻辑重新组

织社会行动，媒介正是社会结构的逻辑所

在 q。这种媒介的制度性特性也较为明显

地影响了当下的建筑实践。

1. 视觉优先与虚拟在场 ：空间图像的意

义再评估

新兴空间媒介影响下，具身实体化存

在的社会优先性被改变。人们不再需要被

限定在物理空间场景与视野范围内接收和

处理信息，以“万物皆可带 ID”的网络打

卡实践方式代替“物理到场”，真实与虚

拟空间的碎片化并置、重叠成为常态。空

间图像也随着打卡行为被定格保存并进入

更为广泛和灵活的社交媒体传播网络中。

我们的生存方式越来越受到媒介符码的控

制，整个社会均处于持续符号化的“超真

实”状态下。空间体验成为受制传播逻辑

影响的媒介事件，凝缩为一种符号想象、

一套行为规则和一段实践关系，激发出空

间实践的新面向。

一方面，与物理空间注重“三维”体

验相比，以高转发、高点赞等视觉传播维

图 2：敦煌AR实景导航 图 3：华为河图的环境安全判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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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首要考量的“二维”图像被凸显至空

前地位。有着数十亿月活用户的社交媒体

平台，如 Instagram 和抖音等软件不断鼓

励用户寻找和分享抓人眼球、符合特定公

众美学的空间图像。比如出现在大众点评

与小红书等各大 APP 应用上“推荐空间”

内的建筑，往往是一个建筑最具视觉冲击

力，  或更适合置入电脑、手机屏幕或者社

交网站图片要求大小和自拍需求的布景式

视角。建筑空间的图像性特质被着重强调。

如果说之前图像更多担负着建筑语言信息

或空间思想含义的投射性表达任务，那么

今天的建筑空间图像则频繁流转于社交网

络之中，成为复杂、可共享的数字图像流。

新兴空间媒介表达的空间认知，更加依赖

主体密集的社交网络劳作与群体协同联

想、加工，并与社交群落之间的文化偏好

及视觉抗争策略相连接。对于追求自拍上

镜度、将表演置于现实之上的空间图像化

现象，不该简单理解为是社会审美泛化进

行中的表现，这也是对现实公共空间进行

的主观净化与标准化，以此获得的公共空

间的私有化现象已经变得极其广泛。这反

过来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建筑设计的趋向，

衍生出了具有媒介特质的建筑类型与迎合

图像时代的设计语言。具有良好图像性传

播潜质的建筑由于在媒介化社会中更容易

受到关注，而成为设计师不自觉要考虑的

因素。正如范文兵所指出的：“网络时代

建筑的美颜影像趋势，催生了一些被建筑

同行非议为‘为图像而图像’、不管专业

基本功（如美颜影像看不到的材料交接、

构造处理、细致功能等）的劣质建筑。”r

社交媒体中空间图像的常态化集聚与

分享，为专业人士在更广泛的用户层面进

行空间特征和审美价值评估积累了重要的

数据基础，成为专业实践的重要辅助工

具。比如在 2018 年的世界建筑节上，国

际化出版机构——平面与场地（PLANE—

SITE）制作的名为《建造图像》的短视频

中，UNStudio建筑事务所介绍了在他们日

常工作中会观察使用者在 Instagram 上的

发帖，以分析他们如何占据空间，他们发

现这种真实的使用方式往往与建筑师们的

原始想法背道而驰，这对于其自身的设计

有一定的矫正作用。哈佛大学的研究者以

图像民族志的方法关注社交网络空间图像

与建筑空间设计之间的关联。他们发现社

交媒体中建筑图片的共享，实质上塑造了

对全球设计趋势具有影响的流行式标准数

字图像，而这些图像通过异地的打卡行为

和社交网络传播，远程影响了如孟加拉国

等受众对于自己传统居住空间的布置习惯

改变，以此作为其融入虚拟空间网络交流

的重要途径 s（图 4）。在约克郡戴尔斯

国家公园北部英国保护区的审美价值评估

中，专业人士将社交媒体中公开和分层欧

洲土地利用和覆盖范围框架下的调查图像

进行抓取，在构建美学评估基础上通过谷

歌的 Cloud Vision API和 Python脚本对图像

进行内容分析，进行美学价值制图与分析。

公共图像数据结合先进算法的使用打开了

在很大程度上成功评估景观美学价值的潜

力，这也是防止自然遗产进一步退化的 

关键 t。

2. 流量算法与网络协商 ：“日常性建筑”

的崛起

依赖于媒介用户的高密度沉浸实践和

社交网络的大数据算法推荐机制，“新兴

空间媒介”将空间认知放置于更具社会化

和交互性的开放“话语”权力系统中。个

体在具体空间中的打卡行为可被空间媒介

进行实时位置标注和内容记录，生成可回

溯的符号地图和意义轨迹，并在社交媒体

中分享与转发，影响庞大在线主体的远程

空间体验。在线共同体的空间图像认知与

文化兴趣偏好、网络链接与协商能力等，

又进一步影响具体空间的打卡实践。这样

循环往复的偶然性、局部性和协作性过程

中，用户与空间的主观链接度被搜索引擎

排名算法数字化地重新排序。由此，媒介

赋予空间差异化的醒目度，并决定关于空

间的特定信息被放大或消失，对塑造、形

成和调节空间的媒介能见度作用明显。

“网红建筑”就是这种媒介“筛选逻

辑”下的产物。阿那亚的两座日常建筑——

“最孤独的图书馆”与“白色礼堂”，更多

是凭借其出色上镜的社交图片与“面朝大

海”、“孤独伫立世界尽头”等“孤独”系

列故事，点燃了新生代网络用户对于情感

表达性场所的渴望，短时间内快速吸引了

达 6亿次的社交媒体点击量、激发了大量

的实地打卡行为，为阿那亚从 4000 万烂

尾盘升值到几十亿网红社区的精彩反杀操

作创造了丰硕的社交网络关注用户基础。

“上生新所”、“文和友”等后来的诸多“网

红建筑”，均是依托社交媒体强大的网络

链接与算法机制，通过打卡群体参与的多

重、混合认知交换与社会协商，以此实现

了“日常建筑”意义的广泛填充。在此过

程中，一方面“平常建筑”在流量算法与

社会协商机制作用下，从众多网络信息中

凸显、被赋予网络标志性，实现“标志性”

加持；另一方面，公众的图像化生存倾向

将依存于日常性的“理想化场景”进行拼

贴、再造，创造出陌生的、更适应图像

与故事等媒介传播逻辑的“仪式性空间”。

这种新兴媒介的制度性逻辑对于公众建筑

审美和素养的培育、调试，成为建筑学科

无法忽视的重要议题（图 5）。

五、新的可见性：实践组织与场域

生态

传播学者 Nick Couldry 强调，理解新

兴媒介的作用，应当摆脱传统媒介研究的

“中介性角色”，着重考察“是否有特定的

行动场域因为媒介而展开或者关闭”u。

以此视角观察，“新兴空间媒介”最鲜明

的社会构型作用即为建筑实践场域提供了

图4：受到空间打卡行为影响的孟加拉传统住宅内空间
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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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可见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场

域网络关系、生成崭新议题，规训和生产

出特定的主体性及惯习，创造出全新的专

业场域生态。

新兴空间媒介支持复杂移动场景的位

置感知与数字内容的交互融合，实现虚拟

社交网络的物理空间无缝接入，建立了物

理空间、个体感知、社会交往与虚拟空间

之间映射—交互—共生的新关系性空间构

型。以“时空折叠”的方式，将隶属于不

同时间、空间与社会情境的行动者“征召”

入自身的行动者网络来。社会、经济、伦

理与政治、群体文化倾向等公共意义数据

的空间融入与展示，使原来被隐匿在物理

空间背后的复杂社会结构被翻至前台得以

“可见”，实现了空间社会关系感知的“半

透明化”。空间概念不再仅仅作为结构化

信息的隐喻，而成为社会的“皮肤”，关

联了“在线内容、信息服务与日常生活”

整个复合体的组织原则 v。“新兴空间媒

介”同样激发出诸多新的社会空间实践模

式：如移动用户可以共同标记、评价和推

荐餐馆、咖啡馆等公共场所，还可以通过

电子社区共享空间移动轨迹和旅游路线

等。空间不再是单一、静止的，而是时刻

处于持续的建构之中，充斥着与虚拟环境、

社会交往、自我感知和群体调试的开放性

交互，强调空间实践以主体为中心进行向

外的拓展性，与强关系、高交互、重协商

的特质。这重构了建筑实践场域的话语权

结构，向更为广阔公共场域的深入链接成

为必然。专业主体的实践过程再也无法回

避公众参与、媒介的算法逻辑与社交网络

协商机制的常态化影响。实践过程中的公

共性大大增强，展现出内在的开放性和民

主性。建筑或空间认知共识的构建过程中，

公众注意力偏好以及算法逻辑影响或超越

专业影响，对专业群体的话语权制衡力量

明显。如何在与公共场域深度连通的语境

下进行专业实践、稳固专业话语权成为棘

手的问题。

空间的效果感知和使用方式不再是

“黑匣子”，可以以数据方式被测量、展现

和感知。如依托空间数据统计与分析，城

市规划师可以对于之前更偏主观意象性的

实践模式形成有效校核或后评估支撑等。

这极大扩充了建筑实践中专业人士对于空

间的考量因素，激发了建筑实践的工具性

力量和认识论潜力，推动设计思维与实践

方式的改变。同时，崭新“混合空间”内

涵下，人们的空间认知和专业实践，更依

赖于“社群主义”的“接收和相信”范式，

强调公共层面的交互和探索、与社交媒体

相结合的创新和合作。新兴空间媒介支持

空间信息的众包生产、复制与再利用作为

一套实践方法，在空间知识的共同构建中

建立起新关系，对专业实践的既有惯习发

起挑战。这迫使城市规划、建筑学科与传

统围绕稳定化、制图式的空间要素展开的

专业实践模式脱钩，探索与新兴媒介技术

和社会系统开放性相匹配的崭新工作方

法。比如 CitySourced公司就为洛杉矶政府

打造了服务平台，鼓励公众自发利用智能

手机上的摄像和 GPS功能，对城市中发生

的城市负面事件（如破坏的路灯、水管断

裂、垃圾乱放、路面坑洼状况等）上传至

平台，以充当城市危机反应器的角色参与

到城市管理中。这比以往的专业调研更全

面更快捷。同样，依靠新兴媒介强大的关

联能力，人们尝试在社区规划中更多赋予

居民设计自己的邻里关系的权力，将有效

信息交流和商议沟通扩大范围，利用“群

体智慧”为社区造福。城市规划范式也逐

渐由单维度的专业性、精英主义规划模式

向放、知识共享和参与式规划模式转变。

同样，这样的尝试也被用于在建筑设计实

践中。获得 LEED 金级认证的 Surrey 城市

中心图书馆项目，在其修建过程中，设计

团队 BTA与 Surrey图书馆工作人员合作开

发了一个采用博客、Facebook、Twiiter 和

Flickr的社交媒体策略，促进社区居民参与

设计并分享和评论，以此实现社区图书馆

的凝聚力。这也是全世界第一座由社交媒

体辅助设计的公共建筑。非专家公众在更

广泛的日常实践中对新兴媒介技术的可访

问性和易用性，打破了专业实践中专家与

业余爱好者的界限，新的专业实践组织模

式开始被重视。  

整体来看，新兴空间媒介的作用路径

与被关注面向在国内外有一定差别：国内

得益于新生代群体空间媒介与社交网络使

用场景的丰富性，如网红建筑、空间打卡

等依赖于空间或网络交流密度、在更为广

泛的公共场域层级引发的宏观性现象更为

凸显。而相比之下，国外在城市与建筑实

践领域尝试新兴空间媒介和专业理论和实

践的融合性实践更为深入一些。

六、结语

由上文可见，“新兴空间媒介”对于

城市建筑领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于个体

感知层面，以其鲜明的技术特性催生出“混

合空间”新样态，重塑了空间认知路径与

方式、撼动了学科核心概念内涵；于平台

和组织运作层面，提供了独特的媒介化运

图 5：携程社交网站上的网友分享图片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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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制，深刻改变了城市建筑实践与信息

传播、接受的惯习，促使专业实践的既有

边界出现消融；于社会生态和文化培育层

面，依托媒介强大的“可见性”，专业实

践中的“公共性”渗透、公共场域向专业

场域的全方位嵌入性、结构性作用将长久

存在，影响也必然深远。虽然本文已努力

将对于“新兴空间媒介”触发的城市建筑

实践图景及作用逻辑进行系统化阐述，但

这与依旧迅猛变化的媒介技术现状影响相

比，仍然仅是“冰山一角”视域下的粗浅

探讨。而我们在专业与学理上对其的正视

似乎姗姗来迟，并由于专业代际的认知差

异和话语权悬殊，依然显得半推半就。若

怀着开放正向的态度，我们也许可以生发

出诸多思考：如果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和

媒介化社会语境必将长久相伴、无法逃避，

当下的城市建筑实践和理论研究者如何认

知和应对其对于自身学科核心内涵与脉络

的重塑？它会为专业创作实践带来怎样的

机遇与挑战？作为“新兴空间媒介技术”

原住民的新生一代从业者，将会有怎样迥

异于当下的空间思维逻辑和实践方式？这

又会为未来城市建筑专业人士在角色认定

和专业场域维系带来怎样的影响……而这

种不同视角激发的思考，也许可算作写作

本文的目标所在。

[感谢东南大学李华教授对本文写作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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