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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性与资本 :略论布迪厄的主要概念工具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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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习性与资本是布迪厄的两个主要概念工具 。习性作为一整套性情系统 ,既具

有稳定性 ,又会发生变化 ;作为主观性社会结构 ,既是外部条件的内在化 ,又是驱动个体行动

的建构性结构 ,它往往是在无意识层面上对我们进行引导的 。至于资本 ,布迪厄认为存在着

以经济资本 、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为代表的多种形式的资本 ,其中经济资本具有决定性的力

量 。这些资本从来是具体的 、特殊的 ,它们与权力相关 ,而各种资本之间存在着相互转换的

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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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华兹写道 :“布迪厄是一个概念的策略家。他对于概念语言的选择是非常清楚地设计了用来确立与种种对立观点的距离的 ,尤其是与那些

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形式的知识的距离。他相信 ,这些知识妨碍了一个统一的实践理论的发展。”( Swartz ,D. ,Culture and Power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 . 5. )

　　毫无疑问 ,概念范畴在我们认识客体的过程中起着

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 因为正是通过一些概念 , 我们才可

以组织我们的知觉和感觉 , 并确定事物的界限、性质、类

别、价值或意义。在这种意义上 , 概念范畴不仅构建了对

象 ,而且它本身也构成了现实的一部分。同样 , 认识一个

理论家的概念范畴 , 我们也能够通过一个重要方面来了

解其体系得以成立的结构的主要钢筋水泥。

跟其他理论家一样 ,布迪厄也征用了一些意义独特的

概念范畴 , 比如习性、场域、资本、实践、策略、利益、阶

级、趣味、默识 ( doxa ) 、性情、幻象、反思性、行 ( 能 ) 动者、

生产 / 再生产等等。这些概念对布迪厄本人而言 , 首先意

味着超越二元论的思想工具。就布迪厄赋予这些范畴的

意义、特性和效用而言 , 可能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 , 不

像德里达创设出诸如延异那样怪诞的新词 , 也不像福柯

将一个旧词赋予几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意义 , 例如福柯在

欲望和快乐的区分中对快乐这一概念重新予以赋意 ; 布

迪厄的概念总是十分注重旧词新用 , 在保留旧词原有的

某些含义的基础上 , 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 在此改造过程

中 ,他企图超越对此概念的某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理

解。①第二 ,布迪厄强调他的概念的系谱学考察 , 强调他

运用的某个概念的历史关联性 , 以及每个概念本身的历

史性 , 但是 , 他同时又是从包括田野考察在内的经验研究

中获得灵感的 , 并且 , 他还将他在社会科学的实践活动中

所得到的新的认识灌注到旧概念之中 , 从而重新激活其

内在的活力。此外 , 布迪厄还推崇具有可操作性的社会

科学的概念 ,即“设计任何概念都应旨在以系统的方式让

它们在经验研究中发挥作用。”[1 ] ( P1132) 第三 , 可以说最重

要的是 ,布迪厄在设计概念的时候 , 显然参考了卡西尔

《实体概念与功能概念》一书对于概念的辨析。布迪厄本

人曾经参与策划了对此书的翻译。在该书中 , 卡西尔指

出 ,从亚里士多德以来 , 概念是通过某个抽象过程被构建

出来的。卡西尔称之为实体性概念或物性概念 , 这一支

配了西方思想的思维模式 , 其缺点是只抽取了事物的共

同性 ,却忽视了事物的经验层面或特殊的变量。受爱因

斯坦相对论的启发 , 卡西尔提出了关系性概念 , 这一点为

布迪厄所接受。布迪厄如下这一段话可以看到它的重要

影响 :“概念的真正意涵来自于各种关系。只有在关系系

统中 ,这些概念才获得了它们的意涵。”[1 ] ( P1133)

本文集中讨论布迪厄习性与资本这两个概念。

一、习 　性
布迪厄曾经在美国圣迭戈大学做了一次题为《社会空

间与符号权力》的演讲 , 在此演讲中 , 布迪厄简要描述了

他称之为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 :“就

结构主义或结构主义的而言 , 我指的是 , 不仅仅在诸如语

言、神话等等的符号系统中 , 而且还在社会世界自身中 ,

存在着独立于行动者意识和欲望之外的客观结构 , 这些

结构能够引导或者限制行动者的实践或者表征。就建构

主义而言 ,我指的是 , 一方面 , 组成了我称之为习性的那

些感知、思维和行动的模式 , 存在着一个社会起源 ; 另一

方面 ,某些社会结构 , 特别是我称之为场域和群体的 , 尤

其是我通常称之为社会阶级的社会结构 , 也存在着一个

社会起源。”[2 ] ( P1123) 由此可见 , 习性和场域的发生是布迪

厄的研究重点 , 而这两者又是围绕着资本的分布方式起

作用的。

习性这一拉丁文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素性 ( hexis ) 概

念 ,在布迪厄之前曾经有其自身丰富的范畴史 , 但是 ,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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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厄从潘诺夫斯基那里受到启发 , 将它赋予了完全不同

的意义内涵。在这个概念的使用过程中 , 尽管其强调的

重点也有不同的变化 , ① 但始终没有失去其重要意义的

是 ,它一直是被当成超越上述二元对立的概念工具来使

用的。那么 ,什么是习性 ? 这个被批评者称之为一个“概

念怪物 ,经常以一种含混的、隐喻的方式被使用”的概念 ,

布迪厄尽管经常以不同方式谈论它 , 但是并未做出过较

为精确的定义。②在《实践的逻辑》一书中 , 他对此概念做

出了如下被广为征引的说明 :“与存在条件的特定阶级相

联系的条件作用形成了习性 : 它是持久的、可变换的一些

性情系统 , 是一些被建构的结构 , 这些结构倾向于作为建

构性结构而起作用 , 也就是作为这样一些原则而起作用 :

它们产生和组织了实践和表征 , 从而 , 即便并未有意识瞄

准一些目标 ,或者并未明确掌握为达至这些目标必具的

运作程序 ,就可以客观地适应到其结果中去。”[3 ] ( P153) 这段

布迪厄惯有的拗口的话 , 说明了习性的一些基本特征 : 第

一 ,就性质而言 ,它是一整套性情系统 ,也就是感知、评判

和行动的区分图式的系统 ; 第二 , 就存在形式而言 , 它一

方面是具有稳定性的 , 因为它植根于我们的心智以至于

身体内部 ,会超越我们遭遇的一些具体情境而发生惯性

作用 ,比如一个人的童年经验有可能会铭刻在人的内心

深处 ,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他的个人行动 ; 另一方面 , 它

又是可以置换的 , 这可能包含了两层意思 , 一是一个人在

某个领域所获得的习性在另一个经验领域可能会发生类

似的效果 ,比如学校教育所获得的习性也会在职业市场

或者婚姻市场上发挥作用。这样同一阶层的人由于其习

性具有结构上的类似 , 即使没有进行观念的协调 , 在行动

倾向上也可能趋向一致。二是习性也会受到社会条件的

限制而发生缓慢的变化。这实际上已经说到第三个方面

了 ,也就是说 ,就习性的发生发展而言 , 习性作为我们主

观性的社会结构 , 它一方面是通过社会条件或者调节作

用将外部强制和可能性内在化 , 也就是说 , 被建构为我们

的认知、感知和行动的图式 ; 另一方面 , 它作为建构性的

结构 ,又赋予个人在社会世界各个领域的活动以一种形

式和连续性 ,它使得行动者获得行动的意义与理由。第

四 ,习性对我们实践的引导 , 往往是在无意识层面上运作

的。所谓无意识 , 无非是对累积在身上的历史失去记忆

或主观意识 , 而习性 , 本来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历史所转变

成的自然。这种无意识的特征为习性的模糊性质留下了

阐释空间 ,在这种意义上 , 我们也可以说 , 习性以某种游

戏感引导行动者根据未必经过理性计算的策略而行动 ;

但同时 ,习性是按照一定的资源条件和过去经验中最可

能成功的行为模式 , 驱动行动者根据预期的结果选择自

己的实践活动 , 因此习性也就包含了何者是可能的何者

是不可能的无意识计算。习性一方面会适应它赖以建构

的特殊条件 ,会适应作为客观可能性而被铭记的种种要

求 ,由此它可以再生产客观条件所固有的规律 ; 另一方

面 ,作为历史的产物 , 作为客观结构的内在化 , 它又并非

某种机械决定的机制 ,而表现为即兴创造的生成原则。

习性是布迪厄最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之一 ,这也是遭到

最多抨击的范畴之一。布迪厄在法兰西学院的同事、法

国最著名的分析哲学家布弗莱斯就参照维特根斯坦等人

的理论 ,从相当学究的立场批评这个概念的含糊性和不

确定性。他认为 , 习性这一术语固然有助于说明具有变

革性、可塑性、模糊性和适应性等性质的规律性 , 也就是

具有实践的逻辑特征的规律性 , 但是麻烦在于 ,“我们应

该抵制这样的诱惑 , 即不断去寻找对于某些事物的机械

的说明 , 而这些事物很明显就其本性而言并非是机械的。

对布迪厄观点的拒阻 , 其意见中有价值的一部分并非像

人们本能地相信的那样 , 源于对机械论的敌视 , 恰恰相

反 ,乃是源于这样一种倾向 , 即我们相信 , 只要我们能够

真正地找到观照处在行动之中的社会机器的方式 , 我们

可以对于社会有更好的理解。”[4 ] ( P162) 这就是说 ,我们总是

假定对于行为的解释要么依据有意识的规则 , 要么依据

非理性的因果性 , 布迪厄的习性的概念既然不是指涉前

者 ,那么只好假设包含着某种隐匿的因果机制 , 但这又是

布迪厄未能加以说明的。剑桥大学社会学家贝尔特则抱

怨习性的理论太不具体 :“这些主张请求说明 , 而不是提

供说明。比方说 , 你怎样说明在个人生涯里性情的可塑

性 ,或者着眼说明习性调适于客观的结构条件 ? 考虑到

布迪厄对简洁的理论体系营造抱有敌意 , 他可能会把这

些问题作为仅是抽象的理论家苦恼的幻想营造术打发

掉。但是 ,对那些期望理论充分回答‘为什么’或‘如何’

问题 的 人 来 说 , 那 种 反 应 显 然 注 定 是 不 令 人 满 意

的。”[5 ] ( P136) 与贝尔特相同 ,美国天普大学哲学教授马戈利

斯也指出了布迪厄并没有对习性是如何使得实践的逻辑

进行运作的这一认知过程提供一个具体详尽的说明 , 而

且 ,他还指出 , 布迪厄对于二元论的超越正是依赖于二元

论的理论预设 , 而这一普遍的结构主义逻辑正是他宣称

要克服的。[6 ] ( P164～80) 波曼在某种意义上蹈袭了埃尔斯特的

主张 , 认为布迪厄的习性理论摇摆于主观客观之间 , 习性

既包含了共享的认知结构和意志结构 , 又包含了限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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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布迪厄仅仅是在《实践理论大纲》的一处脚注中 ,对与之相关的性情概念进行过某种描述性的定义。他指出 :“性情这个词似乎特别适
合于表达习性 (可界定为诸性情的系统)这一概念所涵纳的内容。它首先表达了一种组织化行动的结果 ,其涵义接近于诸如结构之类的术语 ;
它还意指某种存在方式 ,某种习惯性状态 (尤其是身体的状况) ,还特别指某种秉性 ,某种趋向 ,某种习惯 ,或是某种偏好。”(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 214. )在《再生产》一书中 ,布迪厄提到了习性作为结构与实践关系的中
介 ,乃是“结构的产物 ,实践的生产者和结构的再生产者。”(Bourdieu , P.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 SAGE Publica2
tions ,1990 ,p . 203. )

华康德认为 ,其重点从强调心智转向强调肉体 (布迪厄等 :《实践与反思》,第 304 页) ,而考皮 (Niilo Kauppi)认为 ,布迪厄一开始将习性
与阶级联系在一起 ,后来又把它与特定的场域联系在一起 ,而到了其晚期著作 ,此范畴具有比早期著作更富弹性的用法 ( Kauppi ,N. , The Poli2
tics of Embodiment : Habits ,Power ,and Pierre Bourdieu ,Frankfurt and Main : Peter Land GmbH ,2000 ,p . 37. ) 。史华兹认为 ,其重点从对于规范、认
知的强调到对于行动的性情的和实践的理解的强调 (Swartz ,D. ,Culture and Power ,p . 1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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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目标、利益和立场的“被社会建构的情势”。但其实 ,

行动者即便达到其策略目标 , 他的欲望以及所处情势 , 也

只是被理解为共享性习性的一个“变量”。举例来说 ,“酸

葡萄”的心理表明 ,行动者总是倾向于把自身的欲望调适

于所能达到的目标。但布迪厄的习性理论不能很好地解

释这一现象。“在根据各种社会效果解释这一现象时犯

下了典型的功能主义错误 , 未能提供具体的机制 , 用以说

明这些效果是如何被产生的。”在行动者与其行动之间看

到由性情所决定的关联性 , 这并不难 ; 关键是使用这一暗

示了“教化”、“条件作用”的概念 ,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波

曼指出 ,即使是共享性的方法也是不断被阐释和再阐释

的 ,并且总是和当下的同一性和实践相冲突的。布迪厄

习性理论的这一决定论色彩使他看不到这一点 , 他只能

把行动者看成文化笨伯。因为只有把他们说成是被支配

的 ,把习性说成不断再生产社会结构 , 他的符号权力的理

论才是可能的。[7 ] ( P1133～135) 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指责布

迪厄关于习性的能动方面的描述都是非常草率、抽象的 ,

习性并没有属于它自己的逻辑和内在复杂性 , 习性对于

外部制约力量的结构从属性使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变成了

一种决定实践的理论 :“正是习惯 ( 按 , 即习性 ) 所具有的

这种‘同源相似’特征 , 保证它处于从属地位 ———也就是

说 ,保证人们根据外部的结构性力量 , 既在因果关系 / 经

验的意义上 ,又在分析 / 理论的意义上决定已经符号化的

内在秩序。”[8 ] ( P1187) 亚历山大指出 , 关于自我的相对自主

性 ,已经有不少心理学家做出了有力的论证 , 例如埃里克

森的“同一性危机”的理论 ,而这是被布迪厄弃置不顾的。

近几年在文化研究领域中被广为引征的法国哲学家德·

塞图尽管是从自己的理论背景出发 , 但是还是提出了具

有普遍性的对习性概念的批评 , 即它包含着太重的决定

论色彩。德·塞图认为 , 与福科关注实践产生了什么不

同 ,布迪厄关注的是什么产生了实践。布迪厄的理论循

环是这样一种运动 :“从被建构的模式 ( 结构 ) 转向一个被

假定的现实 ( 习性 ) , 从后者又转向对于被观察的事实的

阐释 ( 种种策略和事态 ) 。”与结构具有可变易性不同 , 习

性“没有自己的运动。它们是结构所铭记的所在 , 是其历

史被铭刻的大理石。发生在它们身上的任何东西 , 没有

不是其外在性的结果。”为了确保其社会结构再生产的理

论 ,布迪厄必须要将习性视为解释与诸种结构相关的社

会的基础 ,其代价就是 , 为了假定这一基础有稳定性 , 习

性必须无法被证明 , 它是看不到的 , 也就是说 , 是一种恒

常的、统一的、连贯的无意识。由此 ,德·塞图认为习性这

一概念已经变成了教条 ,它确认现实 , 倾向于总体化。布

迪厄这样一个强调主体性的术语 , 到头来完全失去了主

体性的能动含义 , 对于习性的崇拜 , 使得布迪厄看不到个

体从事颠覆或者抵抗的可能性。看不到广泛存在的“符

号游击战”的日常实践。[9 ] ( P145～60) 德·塞图的这一批评 , 与

威廉斯、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出发点不无异

曲同工之妙。①编码方式不能总是决定解码方式 , 大众并

不总是统治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 受支配者可以利用支配

者的资源来改变自己的处境 , 无论是“便宜行事”( making

do ) 的灵活策略 ,还是进行形式不同的群众运动。②

二、资 　本
要认识清楚习性的概念 ,必须还要了解与之紧密联系

的资本的概念。这是因为 , 习性取决于行动者在其社会

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 , 这也就必然决定于他所拥有的资

本的数量和构成 , 因为资本的总量和构成决定了行动者

在一定社会空间中的占位。布迪厄对资本曾经下过一个

定义 :“资本是积累的 ( 以物质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

‘肉身化的’形式的 ) 劳动 , 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 , 即排他

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 , 这种劳动就

使得他们能够以物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

源。”[10 ] ( P1189) 资本作为一般等价物 , 无非是劳动时间的总

和。

对布迪厄本人来说 ,资本理论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以下

几个方面 : 第一 , 也是最重要的是 , 布迪厄将资本不是设

想为单纯经济意义上的资本 , 而是理解为名目繁多的各

种形式的资本。但是他认为 , 总的来说 , 可以分为三种 :

即经济资本 ( 财产 ) 、社会资本 ( 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网

络 ,尤 其 是 社 会 头 衔 ) 以 及 文 化 资 本 ( 尤 其 是 教 育 资

历 ) 。[10 ] ( P1189～211) 此外 ,他还将上述资本的被认可形式称之

为符号资本 :“符号资本是任何种类资本的这样一种形

式 : 当它通过感知范畴被感知的时候。这些感知范畴是

对于若干区分或对立的具体化的结果 , 这些区分或对立

铭刻在资本的各种种类的分配结构之中 ( 强 / 弱、大 / 小 ,

富 / 贫 ,文 / 野 ) 。”[11 ] ( P147) 比如荣誉就是地中海地区的符号

53第 1 期 朱国华 　习性与资本 :略论布迪厄的主要概念工具 (上)

①

② 布迪厄本人对此进行了捍卫 ,认为习性的概念并没有忽视行动者的能动作用和创新可能性。为了调和决定论和行动者的能动性 ,他
说 :“只有当我们说社会行动者是决定自身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同时说社会行动者是被决定的。”(参见布迪厄等 :《实践与反思》,第 177～182
页。)在《换句话说》中 ,布迪厄比较简明扼要地提到了三个论证理由 :“首先 ,只有处在与某个场域的关系之中 ,习性才能实现自身 ,才能积极有
为。同样的习性根据场域的状态 ,可能会导向非常不同的各种实践和姿态。”“其次 ,作为种种社会条件作用的结果 ,作为某种历史 (而不是个
性)的结果 ,习性会不断地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或者出现在增强它的某个方向之中 ,这也就是当所预期的身体化的结构遭遇到与这些预期符合
一致的客观机会的结构时 ;或者出现在改变它的某个方向之中 ,比方说 ,提升或者降低种种期待或渴望 (这可能接下来会彻底地引向社会危
机) 。”“第三 ,不光是由于社会轨迹———它总是引向与本来的生活条件不同的生活条件———的作用 ,习性有可能被实践地改变 (总是处在一些确
定的边界之内) ,而且 ,习性还可能通过意识和社会学分析 (socioanalysis)的唤醒而受到控制。”(引自Bourdieu ,P. , In Other Words ,p . 116. 布迪厄
的辩解似乎不能有效地回应上述那些指责。)

加恩汉和威廉斯在一篇介绍布迪厄的著名论文中 ,批评了布氏的悲观论调和决定论、功能论的残余 ,批评他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经验
研究中都没有为真实的变化和革新留下空间 (见 Gainham ,N. and Williams ,R. , Pierre Bourdieu and Sociology of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In D.
Robbins , (ed) ,Pierre Bourdieu ,Vol. Ⅲ.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 . 216.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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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典型形式。①第二 , 布迪厄将资本与权力联系在一

起。在他看来 ,一个人拥有资本的数量和类型决定了他

在社会空间的位置 , 也就决定了他的权力 :“资本 ⋯⋯意

味着对于某一 ( 在某种给定契机中) 场域的权力 , 以及 , 说

得更确切一点 ,对于过去劳动积累的产物的权力 ( 尤其是

生产工具的总和 ) , 因而 , 也是对于旨在确保商品特殊范

畴的生产手段的权力 , 最后 , 还是对于一系列收益或者利

润的权力。”[12 ] ( P1230) 第三 ,在各种资本之间存在着相互转

换的可能性。举例来说 ,要是拥有相当雄厚的社会资本 ,

比如拥有相当显赫的一系列头衔 , 就可以获得较多的机

会 ,从而谋取较多的经济资本。另一方面 , 资产阶级常常

采用的再生产策略 , 是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贵族学校去捞

取文化资本。布迪厄认为 , 正是研究资本转换所赖以发

生的作用机制 ( 例如俱乐部、家庭 ) , 以及把握转换的规

律 ,比如转换率 , 才使得他的科学理论不止是一种理论研

究 ,而且具有建构、生产研究对象的实际用途。他说 :“我

试图建构一些严格的定义 , 他们不仅仅是描述性的概念 ,

而且是建构的方法。这样 , 就有可能产生人们以前从未

可能看到过的事物。”资本的概念作为理论资源 , 是用来

作为经验研究的工具之用的。[13 ] ( P132～34) 第四 , 布迪厄认

为 ,尽管各种资本具有自身的自主性 , 但是所有资本的根

源或者决定性的力量 , 还是归结为经济资本 , 在这方面我

们又可以把他视为马克思的一个追随者 , 有人甚至据此

就批评他是经济化约论者。[14 ] 第五 ,站在反对本质主义立

场上 ,布迪厄强调指出 , 资本从来都是具体的、特殊的资

本 :“当我们提到特殊资本的时候 , 这意思是说资本只是

处在与某一特定场域的关系之中才是有效的 , 并因此总

是处在该场域的诸多限制之中。”[13 ] ( P173)

尽管布迪厄对习性的解释着力更深 , 但是 , 在具体研

究中 ,布迪厄运用得比较多而且影响也较为深远的是他

对于文化资本的探讨。②尽管文化资本的概念并非布迪

厄首创 , ③但无疑正是布迪厄才将这个概念带入到了前

所未有的深度。对布迪厄而言 , 文化资本是作为经济资

本的对立面而被提出来的 , 它以三种形式存在 : 即一 , 具

体的状态 ,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 ; 二 , 客观

的状态 ,以文化商品的形式 ( 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

等等 ) ,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体现 ,

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 , 等等 ; 三 , 体制的状态 , 以

一种客观化的形式 ,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 ( 就像我们

在教育资格中观察到的那样) , 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

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 , 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

笔财产的庇护。文化能力、文化习性、文化趣味等等 , 在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尤其在康德哲学中被视为一种自然

天赋 ,被认为与社会的或经济的条件毫无关系 , 但是 ,“科

学观察却表明 , 文化需要是教养和教育的产物 : 诸多调查

证明 ,一切文化实践 ( 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以及阅读等

等 ) 以及文学、绘画或者音乐方面的偏好 , 都首先与教育

水平 ( 可按学历或学习年限加以衡量 ) 密切相联 , 其次与

社会出身相关。”[15 ] ( P11) 文化实践尽管被排除了利益的考

虑 ,它追求的是无功利性 , 但事实上正是一定的经济条件

才使得它成为可能 ; 文化尽管不被认为是一种利益 , 但事

实上它却是一种特定的资本 , 这种资本在表面上是以拒

斥功利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基本形式的 , 也恰恰是因

为这一点 ,它作为资本就更具有隐蔽性。文化实践从形

式上来看其所遵循的逻辑乃是一种“颠倒的经济”的逻

辑 ,但是这丝毫不能得出结论 ,它与经济无关 , 恰恰相反 ,

经济资本不仅仅规定了文化生产赖以发生的条件 , 而且 ,

行动者在文化活动中所积累的文化资本有可能转化为回

报更为可观的经济资本。举例说 , 这不仅仅是说凡·高只

有具备了一定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摆

脱衣食之忧 ,从而可以投身于创作 , 更为关键的是 , 他对

于物质利益的拒绝 , 对于艺术自主性的诉求 , 为他带来的

却是长期的文化资本和符号利润 , 此后他被艺术体制所

合法化 ,被选入学校教材 , 被广泛研究 , 被册封为艺术经

典 ,他的原件被卖到令人咋舌的高价 , 从而获得了非常丰

厚的经济利润。文化资本的概念还突现了布迪厄实践理

论的批判性。卡里斯玛意识形态通过把文化生产活动说

成是一种超功利的或无目的的自主活动 , 不仅仅将文化

资本的不平均分布转化为个人的能力问题 , 从而掩盖了

社会的不平等 , 并以此巧妙地通过将现存社会秩序的自

然化和合法化 ,同时再生产了社会秩序及其不平等关系。

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尤其是文化资本理论 ,连同着他的

一些相类似的经济学概念 ,例如利益 ,市场 , 投资等等 , 遭

到了一些质疑。首先 ,在方法论上 , 布迪厄似乎和理性选

择理论没有太大的区别。尽管布迪厄一直在表明他和唯

经济主义者、理性选择理论的区别 , 但是这些区别也无非

是批评这些理论家看不到独立于经济资本之外的文化资

本、社会资本的相对自主性 , 看不到作为文化资本一面的

人的能力或天资 , 实际上也是投资于时间和文化资本的

结果 ,看不到资本总是特定时间、空间中存在的资本 , 而

并非某种抽象的普遍的东西 ; 在更根本的理论预设上 , 我

们很难不把布迪厄归为他本人所极力反对的这一类 :“尽

管布迪厄指出了全部利益的历史特殊性 , 他并没有否认

利益行动的普遍性。至少暗地里 , 他走得更远 , 他甚至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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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古德纳指出 ,将资本与文化的概念联系起来 ,开始于孔德。(见艾尔文·古德纳 :《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顾晓辉等译 ,南
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29～30 页。)

社会资本的概念 ,布迪厄也曾经在不少经验领域进行了某种运用 ,例如农民的婚嫁关系 ,各种研究基金会的符号策略 ,高级时装设计
师 ,精英学校的校友联谊会 ,而《国家贵族》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运用是最充分的。

符号资本是一种被否定的资本 (例如经济资本) ,正是因为它表现为超越利害关系的追求 ,所以它才能够更有效地掩饰其利益关系。
作为一种权力 ,符号资本并不以日常司空见惯的权力形式出现 ,它体现为一种要求别人自愿遵从、服从、认同的合法律令。此外 ,符号资本由于
基于声誉、舆论和表征 ,“可能会因为怀疑和批评而被摧毁 ,并且 ,符号资本特别难以传布和客观化 ,不易转换。”(引自 Bourdieu , P. , In Other
Words ,p .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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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行动看成只是有利益的 , 这比说是 ( 利益 )‘驱动的’

还稍有过之。他把全部利益 ———尽管其内容上可能具有

历史特殊性 ———在形式上看成类似于其策略的含义 , 后

者是设计来提高以某种方式来获得权力或者财富。某些

东西是超历史的 , 具有人类学意义的人类行动者的永恒

性 ,这一点布迪厄所表达的比他泄露的要多 , 特别是在对

于资本的说明中。”[16 ] ( P171) 这实际上也是布迪厄整个理论

体系的一个缺失。其次 ,不少论者指出 , 当布迪厄把资本

的理论从经济领域或物质领域引入到文化领域时 , 资本

已经不具备马克思理论中榨取剩余价值或驱动资本主义

原始积累的剥削的含义。资本变成了一种超历史的、能

够产生权力的资源 , 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没有关联。比斯利 - 莫瑞认为 , 布迪厄把马克思理

论的价值概念与资本概念混为一谈。马克思意义上的资

本是指使得价值成其为价值的过程的一个结果 , 布迪厄

则省略了这个过程 :“对马克思来说 , 资本得以生产的过

程是生产过程自身 ; 与之相对比 , 布迪厄在这里论述的更

多的是关于通过占有而实现的资本 ( 不平等 ) 分布的理

论。”[17 ] ( P1105) 也就是说 , 价值经由生产、赋值 ( valorization )

而成为资本的这一过程 , 被布迪厄忽视了。尽管布迪厄

用文化资本的概念在某些方面深化了马克思的理论 , ①

①比斯利—莫瑞以书为例 ,指出 ,马克思关注的是一本书与价格相关的价值是如何构成的 :包括生产方式的价值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再生产

所需要的可变资本 (工资)的价值 ,以及剩余价值等等。布迪厄认为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对这本书的选择和阅读需要某些文化资本 ,而这

样的投资的收益又可能会产生一定数量的文化资本 ,可以获得新型的可交换的价值 ,比如参加一些重要的社交活动 ,比如有助于我们通过考

试或获得文凭。尽管这些结果我们买书的时候可能并没有考虑到。(参见 Beasley - Murray ,J . ,Value and Capital in Bourdieu and Marx. In N.

Brown et al. (eds) ,Pierre Bourdieu : Field in Culture ,p . 108. )

但是 ,比斯利 - 莫瑞认为 , 布迪厄只是太简单地探讨了文

化资本的不平等的分布情况 , 并没有深入思考文化资本

的具体赋值过程 , 因为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并不等同于

文化资本。第三 ,不少学人指出 ,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

和古德纳不同 , 它在更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隐喻。马丁

等人指出 , 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有两个基本维度 , 即一是

占有 ,二是统治。前者先于后者。布迪厄则只是强调了

统治。文化资本的支配只是符号支配 , 他从来没有做出

努力证明 ,从文化资本的占有可以引伸出经济剥削。文

化资本本身是空洞的 , 不是类似于租税或者工资那样的

东西 , 这样它的自主性当然就靠不住 , 当然必须受到经济

资本的压迫。[14 ] 这一点可能在十年前的中国大陆更为明

显。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有钱 , 其符号支配有多

大意义 ? 即使在科教兴国的今天 , 大部分普通大学教师

的生活水平不过至多是中下程度 , 在整个社会价值趋向

赤裸裸的商品拜物教 , 知识分子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是

非常软弱的。要是提到中国传统中的官本位等功利主义

思想 ,文化资本的意义更是不值得高估。

第四 ,罗宾斯还注意到了文化资本概念中的各种类型

的文化资本之间的一些关系的复杂性。他提出的一些问

题可能难以简单回答 : 法兰西学院的历史传统 ( 体制化文

化资本 ) 是否胜过了他基于身体化文化资本和客体化资

本而构建自己社会轨迹的能力 ? 或者 , 是否他可以动员

自己的法兰西学院的资本来提升自己的生涯 ?[18 ] ( P135～36)

我们还可以追随罗宾斯的逻辑发问 :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

本是统治阶级将符合自身利益的价值普遍化为全社会的

价值的结果 , 因而一方面就意义的选择而言 , 它是任意

的 ; 另一方面 ,就它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条件而言 , 它又具

有社会必然性。那么 , 所产生的问题是 , 在改朝换代之

际 ,支持文化资本的社会体制变化了 , 文化资本的构成会

不会发生变化 ? 如果没有变化 , 那么文化资本的任意性

又如何可以得到合理解释 ? 比如我们如何理解我们对那

些能够吟诗作赋填旧体诗词的人仍然充满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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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关于人 —地关系

主要研究旅游现象中人与地的和谐问题 , 既要

满足旅游者的知识、美感、愉悦感等方面的需要 ,又

要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关

键在于如何发现旅游资源、挖掘其内涵 , 优化其利

用 ,以及如何保护资源、美化环境。

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成熟 , 分支学科有旅游资源

学、旅游开发学、旅游规划学、旅游美学、旅游生态

学、旅游景观学、旅游地理学等 ,还有一些更为专业

的学科如旅游民俗、园林、文物、旅游文学等。主要

的相关学科有地质学、地理学、建筑学、规划学、美

学、生态学、文学、民俗学等。

2 1 关于主 —客关系

主要研究主客之间的相互交融问题 , 充分尊重

主客双方的传统 ,从文化、生活、心理和行为等方面

相互顾及和容忍 , 发挥对双方积极的影响 , 尽量弱

化对双方的负面影响。

这方面的研究进行得比较少 , 分支学科有旅游

社会学、旅游文化学、旅游伦理学、旅游心理学、旅

游政治学 , 等等。主要的相关学科有社会学、伦理

学、文化学、政治学、心理学 ,等等。

3 1 关于供 —求关系

主要研究供求之间的相互满足问题 , 一方面充

分满足旅游者的各种需要 , 使之行动更方便 , 另一

方面实现经济效益 ,满足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对利

益的追求。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亦逐渐成熟 , 主要的分支学

科有旅游经济学、旅游市场学、旅游营销学、旅游管

理学、旅游者行为学、旅游商品学、旅游策划学、旅

游交通学、旅游政策与法规等 , 更为专业的还有饭

店经营管理、旅行社经营管理、风景区经营管理、旅

游培训、旅游统计、旅游会计等。主要相关的学科

有经济学、管理学、市场学、行为学、法学等。

另外 ,还有一些学科涵盖了以上三个研究范畴 ,

研究旅游学最基础和综合问题的学科 ,如旅游学概

论 (普通旅游学、基础旅游学) 、旅游史学、旅游学研

究方法、旅游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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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 1) An analysis on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YIN Bo2cheng 　·5·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is helpful for social productivity. It is necessary to clear up various misunderstanding on the

recognition of this question

( 2) Marx’s ethical ideology o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 study of Marx’s original manuscript from 1857 to 1858 CHEN A i2hua , S HEN Ming 　·9·

From the inherent relation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 Marx explored and disclosed the interrelation of inherent inter2

est between the production subject and the consumption subject , and provided us with a completely new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the ethical essence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roduction , which is not only both subject but also object , is directly consumption ;

consumption is also directly production , because a human being needs to produce his/ her body by the kind of consumption like drink2

ing and eating. Either production or consumption is object of the other , so there is a medium movement between the two at the same

time.

( 3) The notion of circulatory economy and the concept of adopting this model in Jiangsu province

CHEN Sen2f a , M IN Yi2mei , ZHA N G Wen2hong , GA O Zhen2hua , HUA N G Kun 　·13·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systematic engineering. A comprehensive plan is necessary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local economic conditions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important trades and major industri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model

of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

( 4) Analysis on the basis & problems concerning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of areas along the northen and southern banks of

Yangtze River ZHOU Min2qian 　·17·

With the golden course of Yangtze River and the economic advantages in areas along the two banks ,the southern prosperity begin

to produce influence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ern areas ,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a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around the two banks in Jiangsu. A policy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meet this demand.

( 5) Vertical relation ,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leading industry

———Evidence from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Jiangyin city ZHOU Qin 　·21·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is responsible for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leading industry. By taking the case of textile industry in

Jiangyin ,this paper discusses two approaches involved in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imposed approach which is the result of policies and

the induced approach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market .

( 6) A Study on development of SCM ideology and framework of SCM theory CHEN L iang2hua , L I Wen 　·26·

With the further cooperation among enterprise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supply chains has become the main direction of market .

The management of supply chian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creasing goods in stock ,improving customer service ,shortening produc2

tion preparation ,reducing market risk and increasing the overall interests. A reasonable management of supply chains is also of signifi2

cance for the mechanism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for the promotion of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 7) On application of rough set and artif icial neural networks in tax revenue early - warning system CHEN Wei2da 　·30·

Due to the shortage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methods ,an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rough set theory is introduced in tax

revenue early2warning system ,which will condense the original information system with the help of genetic algorithms and conse2

quently lea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effective BP neural network.

( 8) Habit and capital :Bourdieu’s main conceptional tools ZHU Guo2hua 　·33·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habit and capital the two main conceptional tools proposed by Bourdieu1Habit as a disposition

system is both stable and changeable ;as the subjective social structure ,it reflects external conditions and also drives individual action.

As for capital ,Bourdieu holds that there are various sorts of capital such as economic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cultural capital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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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the economic capital is the most decisive. These capital are related with authority and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one another. A

challeng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conceptions will help us to acquire some discourse resource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Bourdieu’s sociological theories.

( 9) Consciousness of personality and consciousness of culture

———On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personality of a noble man defined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AN G Ming 　·38·

Cultural construction was not only considered more significant than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ancient China ,but is necessary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li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personality whic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deal per2

sonality of a noble man advocated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the value system of our cultural construction.

( 10) An explanation of the thought that man will triumph over nature

———On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alues ZHOU Gui2dian 　·45·

According to Chinese traditional ideology ,the thought that man will triumph over nature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idea that

man can conquer nature and the fittest survives. The focus of the Chinese thought is on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cluding bringing benefit to mankind ,establishing social order ,creating human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protecting the weak. It is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excessive control of nature will lead to the extinction of human beings.

( 11)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the Twenty2f ive Histories CHEN L iao , XU Pan2qing 　·48·

The Book of Changes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the writing of Twenty - five Histories. The Twenty2five Histories have no lack of

narrations about scholar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lassic works will further the research

of the Twenty - five Histories.

( 12) Quotation ,use for reference and a chieving mastery of trad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M IN Zhuo 　·51·

With a review of China’s years thousand five of cultural ,academic and scientific history ,we can see that knowledge property

rights have acknowledged and shared in academic works ,laws and regulations ,literary writing and scientific products. This acknowl2

edgement is characterised by borrowing and using for reference the knowledge property rights ,complemented by the recognition and

reading of cultural primers.

( 13) The key to time and space

———An analysis of mysterious figures in Mythical Legends of Mountains and Seas QIU Yi2wen 　·57·

The figures in the Mythical L egends of Mountains and Seas have special meanings. An analysis of the mythical stories containing

special figures reveals that the mysterious figures are 3 ,4 ,5 and 9. A further exploration on their origin and symbolic meanings finds

tha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figures and ancient people’s conception of time and space. This paper intends to have

these legends classified and analysed with the help of literary theories and anthropological data in order to solve the mystery of these

figures.

( 14) Studies of tourism culture in past twenty years YU X ue2cai 　·63·

In 1980’s the study of tourism culture in China mainly involv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ourism culture concept ,the necessity analy2

sis of tourism culture research ,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 of tourism culture and the research of discipline structure system of

tourism culture. In 1990’s the focus of study tourism culture shifted to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ourism culture with the tourism in2

dustry and the tourism education. These reflected a trend of application in tourism culture research.

( 15) Reflections on tourism studies HUA N G Yang2shan 　·71·

Tourism involves three basic relationships : human and place ,host and guest ,supply and desire. They are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ourism. To understand these relationships is the foundation of tourism as a discipline.

( 16) On classif ication of cultural cities’individualities and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 IA Hong2yan 　·75·

At present China’s cultural cities are faced with serious contradictions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 A practical solution

is to take the roa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should be based on the accurate classification of cultural cities’individ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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