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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惯习(概念的历史生成与革命性转换
///农村社会学的视角

张宗帅

摘C要#不同于齐美尔+本雅明+阿多诺等人通过对现代城市社会+工业文明的变化的关注来建立各自的美学和文艺理
论$布迪厄在分析社会文化现象和文艺作品时所运用的概念和理论$是通过对农村社会的变化的密切关注而建立起来
的' %惯习&是布迪厄分析文学场和艺术场中的行动特征的最重要的概念$用来解释现代主义文艺潮流中的福楼拜+波德
莱尔+马奈等艺术革命的发动者$他们所具备的革命性行动是如何发生的' 从历史和生成的角度看$%惯习&概念是布迪
厄 &S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有关农民进入城镇定居的文化适应过程$以及在法国贝亚恩进行的有关农村
受到城镇化冲击出现大量男性单身现象等有关社会转型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中最早提出的' 在 &S 世纪 (S 年代的农村社
会研究中用来解释%惯习&概念的%倾向系统&这一词汇$在布迪厄 )'''.&SSS 年在法兰西学院进行的关于画家马奈的讲
座中反复出现和重新运用$以此来强调行动者的积极主动性及其对于场的变革性因素'
关键词#惯习*C倾向系统*C时间性*C农村社会学
作者简介#张宗帅$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环境人文研究' 通信地址"济南市文化东路
,, 号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SS)-' 电子邮箱"))&S&&&-*-ldd6R%F'

-+$.%/KE"Y0@$%40R8Do"#"@0@8#: K48#@9%4F8$0%# %9G%14:0"1 @̂;%#R"]$%9cY8P0$1@e=<N148D7%R0%D%U0R8DB"4@]"R$0?"
01&$(23$/G%14:0"1 @̂$E"%40"@8#: 4"D"?8#$R%#R"]$18D0m8$0%#@0# 8#8DAm0#U@%R08D8#: R1D$148D]E"#%F"#88#: D0$"484AI%45@I"4"
9%4F1D8$": P8@": %# E0@RD%@"8$$"#$0%# $%$E"$48#@9%4F8$0%# %9$E"4148D@%R0"$A671RE ]"4@]"R$0?":0@$0#U10@E"@E0F94%Fh0FF"42
G"#b8F0# 8#: <:%4#%2IE%@"8"@$E"$0R@8#: D0$"484A$E"%40"@I"4"9%4F": $E4%1UE $E"04"#U8U"F"#$I0$E $E"$48#@9%4F8$0%# %9
F%:"4# 14P8# @%R0"$A8#: 0#:1@$408DR0?0D0m8$0%#6cY8P0$1@e0@$E"F%@$0F]%4$8#$R%#R"]$0# G%14:0"1 @̂8#8DA@0@%9$E"
RE848R$"40@$0R@%98R$0%# 0# $E"D0$"484A8#: 84$0@$0R90"D:@28#: 0@1@": $%0#$"4]4"$E%I$E"4"?%D1$0%#84A8R$0%#@%9̀ D81P"4$2
G81:"D804"2Z8#"$8#: %$E"4]0%#""4@%9F%:"4#0@$84$0@$0R4"?%D1$0%# $%%5 ]D8R"6̀ 4%F8E0@$%40R8D8#: U"#"48$0?"]"4@]"R$0?"2$E"
R%#R"]$%9cE8P0$1@eI8@904@$]4%]%@": 0# G%14:0"1 @̂"84DA4148D@%R0%D%U0R8D@$1:0"@%9$E"@%R08D$48#@9%4F8$0%# 0# $E")'*S@8#:
)'(S@2IE0RE I8@R%#R"4#": I0$E $E"]4%R"@@%9]"8@8#$@̂R1D$148D8:8]$8$0%# $%14P8# @"$$D"F"#$0# <DU"4088@I"DD8@$E"U4%I0#U
#1FP"4%9@0#UD"F"# 0# 4148D84"8@899"R$": PA14P8#0m8$0%# 0# G/84#2 4̀8#R"6KE"$"4Fc@A@$"F%9:0@]%@0$0%#@2eIE0RE I8@
1@": $%"M]D80# $E"R%#R"]$%9cE8P0$1@e0# 4148D@%R08D4"@"84RE 0# $E")'(S@24"]"8$":DA8]]"84": 0# G%14:0"1 @̂)''' &SSS
D"R$14"@%# Z8#"$8$$E";%DDyU":" 4̀8#R"6Q$I8@"F]D%A": $%"F]E8@0m"$E"]4%8R$0?"#8$14"%9$E"8R$%48#: $E"04
$48#@9%4F8$0?"0F]8R$%# $E"90"D:6
4%56#(,&/E8P0$1@nC@A@$"F%9:0@]%@0$0%#@nC$"F]%48D0$AnC4148D@%R0%D%UA
07$8#(/=82:C =#:C&872+<BE6!620@8D"R$14"40# $E"7RE%%D%9;E0#"@"/8#U18U"8#: /0$"48$14"8$7E8#:%#UH%4F8D
>#0?"4@0$A6Y0@4"@"84RE 0#$"4"@$@0#RD1:"V"@$"4# D0$"484A$E"%4A8#: "#?04%#F"#$8DE1F8#0$0"@6<::4"@@=7RE%%D%9;E0#"@"
/8#U18U"8#: /0$"48$14"27E8#:%#UH%4F8D>#0?"4@0$A2,, T8@$;1D$14"N%8:2\0#8# &*SS)-27E8#:%#UB4%?0#R"2;E0#86TF80D=
))&S&&&-*-ldd6R%F6

0)',0



布迪厄!惯习"概念的历史生成与革命性转换

一&在阿尔及利亚#'惯习(概念的社会历史
情境

CC布迪厄的!惯习"(E8P0$1@#也译作!习性")概念有其
概念史的谱系和哲学史的传统#!

而从历史和生成的视角

来看#!惯习"概念是布迪厄 &S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阿尔及
利亚和法国贝亚恩进行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中针对具体的

社会历史情境提出的#用来分析农民进入城镇定居的文
化适应过程#以及农村受到城镇化冲击出现的大量男性
单身现象$ 目前通常的研究结论认为#布迪厄在对法国
贝亚恩农民社会危机进行分析的 -单身和农民状况.
(c;/D0P8$"$R%#:0$0%# ]8A@8##"e2)'(& 年)一文中#最早使
用了!惯习"一词#随后又在研究阿尔及利亚农村社会的
-阿尔及利亚的工作与工人. (!%*:*,(#++%*:*,((#6%4#0
>(<!%,#2)'(+ 年)一书中再次运用并重构了!惯习"这一概
念$ 但事实并非如此#布迪厄对法国贝亚恩的调查和研
究开始于 )'() 年#是他在阿尔及尔大学任教期间利用假
期完成的#在时间上与他对阿尔及利亚社会危机的调查
研究有交叉#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从严格意义上的写作
和完成时间来看#-阿尔及利亚的工作与工人."

和-连根
拔起+阿尔及利亚传统农业的危机. (5#2!%*-,0#)#0+[(*
-%,4#2#(O*<%,-6(+6%#+%*2,+,&00#((##0 >(<!%,#2)'(- 年)这两
本以阿尔及利亚农村社会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最晚在
)'() 年就已经完成#但是!由于这两项研究中隐含的(有
时是明确的)政治批判#导致这两项研究直到战争结束后
才发表" (o%%:F8# 8#: 70D?"4@$"0# )-)#从而使得这两本
著作的出版时间晚于对法国贝亚恩农民社会的研究-单
身和农民状况.$ 因此#布迪厄!惯习"概念最早的成型和
运用是在他对阿尔及利亚农村社会的研究中$

)'**年#&* 岁的布迪厄被征入伍#被分配到凡尔赛陆
军心理服务部任职$ 布迪厄因反对法国采取军事行动保
护法属阿尔及利亚不受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影响#与上
司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这直接导致他
于当年 )S 月被派往阿尔及利亚$ 从 )' 世纪 +S 年代开
始#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以后#阿尔及利
亚与法国之间展开的独立战争进行了 , 年之久()'*-/
)'(&年)#布迪厄在这场战争的中期进入阿尔及利亚$ 阿
尔及利亚战争的残酷和造成的社会动荡(-S 万人死亡#
&SS万人受影响)#使布迪厄获得了关于殖民地和后殖民
地现实社会和政治复杂性的直接经验#他在战火纷飞的
环境中成为自学成才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 )'*. 年
底#布迪厄复员#在 )'*,/)'(S 年间从事阿尔及尔大学文
学部的社会学助理教职#在此期间受到!阿尔及利亚发展
基金"#

的资助#以及阿兰0达贝尔(<D80# !84P"D)领导的
!人口*经济和社会研究协会"(<N!T7)$

的委派#布迪厄

与他亲密的合作者阿卜杜勒马利克0萨亚德(<P:"DF8D"5
78A8:2)'++/)'', 年)在阿尔及利亚对民众的家庭消费
和时间预算情况进行了一系列全面的实地统计调查$ 这
一系列调查#促成了布迪厄与达贝尔*里维特(N0?"$)和塞
贝尔(7"0P"D)合著的-阿尔及利亚的工作与工人.以及与
萨亚德合著的-连根拔起+阿尔及利亚传统农业的危机.

这两本著作的成型$ 此外#布迪厄还参与了-阿尔及利亚
的不发达状况.(5#4&64W2!:#(&BB#)#0+#0 >(<!%,#2)'*' 年)

报告的编写#写作了-阿尔及利亚传统文明的内在逻辑.
-文明的冲突.这两部分$ 这些以阿尔及利亚农村社会为
主题的研究论文的合集 -阿尔及利亚草图. (L4d6,44#4
*(<!%,#00#4)于 &SS, 年在巴黎塞伊出版社出版$

布迪厄和萨亚德一起穿越阿尔及利亚的城市和乡

村#在奥兰 (L48#)*阿格贝尔 (<�# <UEP"D)*科尔克拉
(3"45"48)*康斯坦丁(;%#@$8#$0#")*马斯卡拉(Z8@R848)和
卡比利亚(38PAD08)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 他们不
仅进入传统的卡比尔村庄进行调查#还前往经济发展迅
速的沿海城市研究外出打工的劳动力移民的生活#以及
进入!重新安置"(4"@"$$D"F"#$)营地进行调查$ 阿尔及利
亚的殖民者出于切断民族解放军的补给*压制当地人抵
抗的军事目的#实施了重新安置政策#将山区和边疆地区
的农民强行连根拔起#从传统居住地搬迁到平原或城镇
的大型安置营地$ 到 )'(S 年#阿尔及利亚的重新安置人
口已经到达 &)*6. 万#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重新安置政
策导致了普遍的社会失范#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
流离失所$ 随着战争的进行和重新安置政策的实施#阿
尔及利亚乡村传统的荣誉价值观和与之相关的自我理想

形象都被摧毁了#农民不再对自己的身体习惯和行为方
式感到满意#布迪厄运用了!连根拔除" (1]4%%$0#U)这一
比喻性修辞来描述这一文化适应(8RR1D$148$0%#)的过程$

布迪厄认为#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当地人自然而然的*
整体性的文化#将调整为后天的*人工的文化#这两种文
化在同时代人与不同时代的人身上不断震荡$ 布迪厄和
萨亚德发现#那些与现代化的阿尔及利亚社会相对立的
前现代的*传统的农民文化经济#正在遭受由殖民主义和
市场经济造成的双重危机$ 布迪厄试图理解随着欧洲文
明和殖民局势的涌入所带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

城市化#对阿尔及利亚传统农村社会关系以及尚未做好
准备的农民的惯习造成的巨大冲击#尤其是对农民情感
经验的!时间性结构"($"F]%48D@$41R$14"@)的影响$

二& 时间与惯习#文化震荡的农村社会学研究

布迪厄注意到#!时间性"($"F]%48D0$A)在这一文化适
应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阿尔及利亚的经济体系
中#传统的生产体系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之间存在着较
大差异#而这种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主要与对待时间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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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联系在一起#因此需要分析阿尔及利亚农民!与前资本
主义经济有关的时间意识的结构" (G%14:0"12>(<#%,*
\]o^ .)$ 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有关卡比尔(38PAD")农
民及其进入城市劳动的研究中#布迪厄都!赋予时间一个
相当大的空间"(法汴尼 &*&)#并试图创立一门有关!时
间性倾向的社会学 " ( 1#"@%R0%D%U0":"@:0@]%@0$0%#@
$"F]%4"DD"@)$ 对于时间性问题的关注#与布迪厄自身的
学术经历有密切关系+)'*)/)'*+ 年#布迪厄进入高等师
范学院学习哲学#系统阅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着
迷于海德格尔关于时间和历史问题的论述$ )'*- 年#布
迪厄在法国中部的班维尔中学 (/AR/"KE/%:%4"W:"W
G8#?0DD")担任哲学教师$ 同年#他在科学哲学家乔治0康
吉莱姆的指导下写作关于 !情感生活的时间结构"
($"F]%48D@$41R$14"@%9899"R$0?"D09")的博士论文$ 布迪厄
的!惯习"概念以胡塞尔*梅洛庞蒂*舒茨等人建立起的现
象学基础为前提#!惯习由感知的4视界5(E%40m%#@)构成"
(<$50#@%# *)$ 现象学重视对时间性问题的分析#现象学
的!意向性"分析与时间性过程密不可分$ 正是这一学术
经历#使布迪厄在阿尔及利亚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中特别
注重从!时间性"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在 )'(+ 年发表的
-阿尔及利亚农民对待时间的态度.(!KE"<$$0$1:"%9$E"
<DU"408# B"8@8#$K%I84: K0F"")一文中#布迪厄指出#传统
社会中的时间感觉观念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同+
卡比尔农民对时间的体验*对未来的构想是与由土地和
季节构成的自然世界融为一体的#表现出对自然的顺从*
与自然节奏合拍#以及!对时间流淌漠不关心的态度"
(-卡比尔人的时间观. &),)$ 通过由巫术仪式*神话逻
辑所组成的日历#人们的时间经验被塑造成永恒的运动
图像和永恒的节奏顺序#!两个连续的时刻可以被看作是
由两个对立项所组成的永恒关系#像音乐的感觉一样#社
会时间的形式表现为一个连续的秩序#这个秩序只能在
时间中完成#并可以还原为一个永恒的逻辑对立系统"
(>(<#%,* \]o^ &.)$ 这里的时间是不可计算测量的#是由
生命生产周期的轮回和昼夜交替所塑造的节奏#并由共
同的传统习俗和亲属关系网络所保障$ 这样一种时间结
构与活动的经验*感官能直接触及领会的领域联系在一
起#对未来的预想和前瞻是出于!对过去的模仿和对传统
价值的忠诚"(-卡比尔人的时间观. &&-)以及最低限度的
追求#而不是理性的计算#因而现代工业社会意义上的!未
来"在卡比尔人那里是抽象的*不可把握的虚无$

&S 世纪 (S 年代#由于传统农业的危机和现代劳动力
市场的诱惑#阿尔及利亚大约有 +SS 万农村人口(占农村
总人口数的一半)放弃了传统的农业劳动和土地进入城
镇#期望能在非农业部门就业$ 但是被前资本主义社会
(]4"WR8]0$8D0@$@%R0"$0"@)所塑造的阿尔及利亚农民无产者
无法适应现代化*城市化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缺乏!通过
普及教育(:0991@"":1R8$0%#)或正规教育传播的一整套知

识#以及与精神气质结合在一起的实用技能和专门知识"
(>(<#%,* \]o^ .)#最为重要的是缺乏!理性化的(资本主
义)经济所要求的那种4理性惯习5" (布迪厄C华康德
&,+)#即无法获得一种能够实现对未来的时间进行预测*
筹划和抽象计算的特定!倾向"(:0@]%@0$0%#)$ 这是由于+

首先#农业生产周期一般为一年#农业生产的劳动与其成
果没有分离#而建立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的现代
经济的生产周期则较长#且劳动与其成果分离#这就需要
精确复杂的计算来想象和适应这一生产周期,其次#现代
经济要求将工作看作获取金钱收入的活动#金钱货币是
经济关系的普遍中介#而传统的卡比尔农民则拒绝以自
身利益为目的的劳动#而是将工作看作一种活动分工或
履行对群体的义务,最后#传统的卡比尔农民表现出对货
币交易和现代信用体系的不信任#更习惯于建立在直接
的理解基础上的物物交换#因为金钱收付之间的时间差#

使其成为!抽象未来的具体象征"(-卡比尔人的时间观.
&&,)$ 他们无法理解时间的金融价值#如信用储蓄制度
和利息概念#很难为了抽象利益而牺牲或延迟眼前现有
的触手可及的利益#而是倾向于一拿到工资就将现金转
换成衣服*食物等消费品$

正是上述对时间筹划的缺乏#使得进入城市的卡比
尔农民无法适应非农业工作的要求#长期处于失业或非
正规就业的状态#如临时工*小时工和小商贩$ 反过来#
!失业和断断续续的就业产生了一种行为的混乱"
(>(<#%,* \]o^ -')#他们既缺乏正常的城市工作所给予的
安全感#也失去了!以前由一个整全的社会和一个活的传
统所提供的经济保证和心理安全" (-')$ 正是由于丧失
了对生活最低限度的把握#导致进入城市的卡比尔农民
用冒险的即兴发挥取代了他们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所获得

的行为习惯$ 他们无法通过计算将现在与未来理性地联
系在一起#进而形成连贯的时间安排和对未来的期望体
系#而是!听任日子一天天度过" (-卡比尔人的时间观.
&+S)#时间体验变得更加支离破碎$ 处于这一文化适应
过程中的阿尔及利亚农民无法完成由传统时间观念向现

代测量时间的总体转变#被困在无法重返的传统世界和
他们没有能力应对的现代经济体系之间$ 布迪厄认为#

这种困境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如缺乏教育和技能培训#但
阿尔及利亚农民却将这种客观的限制归因于自身的不

足#将其转换为认知上的自我排斥和悲观宿命论的自暴
自弃#开始用支配阶层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对此#布迪厄
指出+!每一个社会经济位置都对应着一个围绕着该位置
所隐含的与未来的关系而组织起来的实践和倾向系统$

这些倾向系统(@A@$"F@%9:0@]%@0$0%#@)可以同时被描述为
按照它们所对应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客观等级来进行分

布$"(>(<#%,* \]o^ (-)其中#!倾向系统"便是布迪厄对
!惯习"概念的最早定义和描述#并在布迪厄 &S 世纪 (S
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农村社会学研究中被频繁运用$ !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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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系统"是对客观的经济社会情况的中介和内化#包含了
与某一位置相关的未来的客观潜力#它既包括了对当前
秩序的顺从#也包括了对当前秩序的反抗$ 而!倾向系
统"所描述的!惯习"这一概念#则用来表示阿尔及利亚农
民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获得的文化价值*行动倾向#以及他
们被抛入的由殖民主义输入的陌生经济世界之间的脱

节*差异及其所引发的痛苦$

布迪厄在 &S 世纪 (S 年代进行的阿尔及利亚农村社
会学研究中#注意到惯习的!时间性"面向#这直接影响到
布迪厄 &S 世纪 .S 年代在-区分+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
(5* ?,4+,0-+,&0[3%,+,d6#4&-,*(#26 H6<#)#0+2)'.' 年)一书
中对于艺术趣味与时间关系的分析$ 布迪厄在-区分.中
对!趣味"的理解是与对!惯习"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在
某种程度上-区分.中的!趣味"与!惯习"可以互换$ 布
迪厄认为#艺术趣味是后天社会性获得的审美倾向系统#

它使人们将对象识别为艺术作品并被审美地体验#即!从
作品的形式而非功能来考察被指定要如此领会的艺术作

品"(-区分+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 *)#对其美学价值和
风格特征进行判断$ 布迪厄分析了艺术趣味的两种获得
方式#并通过与时间的关系将它们区别开来+一是以家庭
教育为代表的非正式的*传统的获得方式#这一获得方式
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较早#需要较长的时间投入#例如培
养音乐*绘画等艺术能力#其获得者与艺术趣味之间的关
系是自然的*自信的,二是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现代的*

制度化的获得方式#这一获得方式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
较晚#它主要通过理性话语和标准的分类学(如古典与浪
漫的二元对立)#将无意识层面的熟习转变为概念知识
(如文学史对风格*题材的划分)#并灌输给学生#因此只
需较少的时间投入就能掌握$ 布迪厄指出#传统的艺术
趣味获得方式具有更大的区分价值#这是由于传统的获
得方式与时间之间存在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与时间的关
系越密切*久远#艺术趣味的获得就显得越隐蔽*自然#在
区分中也越具有文化上的合法性$ 此外#布迪厄进一步
指出#艺术趣味是由纯粹的与不纯粹的*形式与功能等
对立项所构成的社会分类的统一体#其中纯粹趣味在艺
术趣味中占据统治地位#它遵循着!表现方式绝对高于
表现对象"(--)的审美认识方式$ 纯粹趣味通过不断地
拒绝与功能性时间相关的东西来确立自身#要求对时间
进行纯粹的投入#例如艺术家经常投入空闲时间生产短
时期内没有市场的产品#而不考虑直接的收益$ 但纯粹
趣味并不像它宣称的那么纯粹#而是一种文化投资意
识#它推迟对眼前利益的满足#是为了在未来能够获得
一种额外的利益$ 在这里可以看到#与阿尔及利亚农民
的惯习中缺乏对时间的长期谋划和投资相比#艺术场域
中行动者的惯习将对时间的谋划投资运用到极致$ 正
是通过!时间性"的视角#布迪厄揭示出!时间"是艺术趣
味等级关系区分的根源#建立起艺术趣味与社会历史条

件之间的联系$

三& 贝亚恩的单身汉#惯习的身体性及其脱节

稍晚于在阿尔及利亚的研究#布迪厄和萨亚德在
)'*'/)'(S 年开始着手在法国贝亚恩的莱斯奎尔
(/"@d104"# 为 化 名# 实 际 为 布 迪 厄 的 家 乡 拉 瑟 伯
%/8@@"1P"')#展开关于农村单身汉问题的农村社会学研
究$ 这一研究的成果首先于 )'(& 年发表在-农村研究.

上#论文题名为!单身和农民状况"#在该论文中#布迪厄
广泛运用了!惯习"这一概念$ 后来#布迪厄又围绕着这
一研究主题#于 )'.& 年在-年鉴.杂志上发表了第二篇论
文-生殖系统中的婚姻策略.#最后在 )',' 年发表了第三
篇论文-被禁止的再生产+经济统治的象征性层面.#这三
篇文章在 &SS& 年合并为-单身者舞会+贝亚恩农村社会
的危机.(5#'*(2#4-!(,'*+*,%#4[3%,4#2#(* 4&-,!+!B*=4*00#
#0 P!*%0)一书出版$ 布迪厄将家乡贝亚恩与阿尔及利亚
联系在一起#在研究中延续了他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关
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农村社会的影响的主题#试
图发现二战后法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农民生活的影响$
)'-*/)'.* 年被称为法国!光辉的三十年"#随着城市化
的加速#法国的传统农业衰弱#农民阶层减少甚至消失#
农村社会受到现代城市生活的猛烈冲击$ 在-被禁止的
再生产. ()',' 年)一文中#布迪厄运用了!象征革命"
(@AFP%D0R4"?%D1$0%#)这一概念来概括 &S 世纪 *S 年代的
法国贝亚恩地区所发生的剧烈变动+随着经济市场*象征
财产市场和婚姻市场的统一#一个原先自在*封闭的农村
世界逐渐对外开放#城市的生活和文化模式逐渐蔓延到
农村地区#城市的价值观念首先得到农村一部分人的认
同///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女性*家中的小儿子///他们
更倾向于离开农村去城镇生活$ 这种个人的认同转变#

经过积累最终带来了农村!世界观的集体转变"(布迪厄#
-单身者舞会+贝亚恩农村社会的危机. )',)#即农民价
值的象征崩溃///象征革命$ 在后来的-马奈+象征革
命.(1*0#+[60#%!:&(6+,&0 4=)'&(,d6#2&S)+ 年)一书中#
!象征革命"成为布迪厄分析艺术场的重要概念#与法国
贝亚恩农村发生的象征革命类似#发生在艺术场中的象
征革命#质疑了国家机构和艺术学院对艺术价值的集体
信仰的垄断权力#产生了对艺术价值的一种新的信仰形
式#导致了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信仰形式和象征秩序的
崩溃$ 在法国贝亚恩农村中所发生的农民价值世界的象
征革命#造成了农村大量的男性单身现象$ 倾向于留守
在农村的男性农民仍穿着过时的服装#迈着沉重的步伐#

在与女孩交谈时不能掌握像城市男性那样的举止和言语

模式#表现出笨拙和羞怯#因而很难吸引到女性$ 同时#

随着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她们!有更多机会接触
到城市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拒绝选择将来自偏远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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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的男性农民作为潜在的丈夫" (N"":W!8#8E8A',)#从
而造成了农村以男性长子继承权为基础的婚姻交换制度

和家庭宗法权威的瓦解#导致了农村大地主家庭中的家
产继承人(家中的长子)的大量单身#而在以往的社会中#
大地主家长子的单身现象是极为罕见的$ 在为农村男女
提供难得的交往机会的乡村舞会上#城市的舞蹈取代了
农村传统节日的舞蹈#单身农民因为难以获得城市现代
舞蹈所要求的新的身体动作#而不愿意接近那些在附近
城市找到工作了的女孩#并且开始用城市人的眼光来打
量自己#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尴尬*苦恼和不自在$ 布迪厄
在这里使用了!惯习"概念来表示农村人以城里人的眼光
所自发感知和体验到的#作为失败者的农民的身体技能
和综合特征$ !惯习"概念表明了农民的身体动作与社会
条件之间的迟滞#表达出农村男子的能力期望与被迫单
身之间的创伤性脱节$

与布迪厄在阿尔及利亚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中侧重于

惯习概念的时间性相比#他在法国贝亚恩进行的农民单
身汉问题研究中则侧重于惯习的身体性特征+惯习是对
自己身体的感知和展示#是身体即时*瞬间的反应#惯习
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是后天获得的身体性特质和
能力$ 行动者通过他在物理空间中的身体来意识和体验
他在社会中的位置*与社会世界的关系#这种身体的理解
是适合于环境的客观必然的直接领悟(直觉)#它所具备
的认知结构是在时间和地点明确的社会经验过程中由社

会历史构造的#是对别人关于自己所形成的形象的内化$
惯习在意识和话语之外起作用#是!被体验到的最自然的
东西"(布迪厄#-单身者舞会+贝亚恩农村社会的危机.
'))$ 与惯习的身体性相关#布迪厄在贝亚恩的农村社会
学研究中#还指出了惯习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性+在一个
稳定的*可预期的社会条件下#行动者内在的行动倾向
(惯习)#与外在的社会结构完美贴合#呈现为!本体论契
合"(%#$%D%U0R8DR%F]D0R0$A)(李楠 'S)$ 但是在社会环境
发生了变化了的!失范" (8#%F0")情境下#行动者的内在
行动倾向并不总是与社会环境合拍#而是表现为与社会
结构的脱节*不协调#即 !迟滞现象" ( ]E"#%F"#8%9
EA@$"4"@0@)(Y0DU"4@8#: Z8#U"m).)$ 处于被支配地位的
行动者的惯习总是倾向于迟滞于社会生活#例如法国贝
亚恩农村的单身男性在乡村舞会上对自己的身体动作感

到的!笨拙"#阿尔及利亚的进城农民在对时间的谋划上
无法适应现代工业社会$ 布迪厄认为#这种迟滞*不协调
并不是一种例外状况#而是!惯习运作的必要成分"(法汴
尼 &-.)#是惯习的特质之一$

布迪厄在 &S 世纪 (S 年代对贝亚恩农村社会的研究
中#对于惯习的身体性以及惯习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结
构性落差)的理解#延伸到他在 &S 世纪 .S 年代对艺术趣
味和 &S 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艺术场中的行动者的分析中$
在-区分+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布迪厄指出#艺

术趣味作为一种审美倾向系统和文化能力#其传统获得
方式直接诉诸身体性的经验#在传统的师徒关系中无意
识地领会把握#不知不觉地!熟习" (98F0D0840$")艺术的法
则$ 与之相关#艺术作品是存在于身体运动节奏之中的
技艺的产物#是在概念和言语之外传递的!身体之物"
(-区分. )+-)$ 布迪厄认为#艺术趣味是身体性的#!身
体以多种方式体现了等级趣味"(&'*)#身体的仪表姿态*
行为举止构成了一个与社会位置系统同源的符号系统$

在-马奈+象征革命.一书中#布迪厄提出了!实践美学"
(]48R$0R8D8"@$E"$0R@)的主张+艺术实践是对一门手艺和技
能的实践掌握#如艺术作品的上手方式*操作手法#是!基
于诀窍(5#%IWE%I)的实践性认知( ]48R$0R8D]"4R"]$0%#)"
(1*0#+',)#通过无意识的*身体性的对未来的预期指导
行动者的行动$ 艺术创作在实践层面的运作并非通过预
先的意图和完全的意识#而是在场域所提供的客观可能
下#由一种特定维度的方向感和实践感所引发的对他未
曾完全意识到的问题的解决$ 因此#在-马奈.一书中#布
迪厄从实际操作*解决问题等与身体经验的关系的角度#

尽可能地重建绘画行动的发生过程#而不是以置身事外
或理论沉思的方式将绘画行动看作是现成的*需要阐释
的作品$ 在-马奈.一书中#布迪厄还从惯习与社会结构
的不协调的角度揭示出+与农村社会中农民惯习的迟滞
性相比#福楼拜*马奈等文学艺术先锋的惯习则具有超前
性#这一超前性的惯习使马奈等先锋艺术家提前感知*探
测到艺术场域中能够进行挑战突破的可能性空间#使他
们形成了不同于主流文化传统的艺术风格#进而引发了
象征领域内的艺术形式革命$

四& 农村社会与艺术世界#惯习的革命性转变

在-阿尔及利亚 )'(S.一书中#布迪厄指出!惯习是一
个持久的*可转换的($48#@]%@8PD")倾向系统#是结构化
的*客观统一的实践的生成基础" (>(<#%,* \]o^ ?00)#在
这里#惯习的可转换性指向着一种社会变革的可能$ 在
-阿尔及利亚的工作与工人.一书中#布迪厄探讨了阿尔
及利亚城市中的无产者和背井离乡的农民#他们的!倾
向"发生革命性转变的可能性$ 布迪厄认为#要实现这种
革命性的转化#就需要通过固定的就业和固定的工资缓
解他们的贫困状况#在尊重他们愿望和意见的基础上#进
行教育改革和技能培训#提供公平有效的教育和文化产
品#从而建立起适应性的倾向系统#以弥补他们对商业社
会的准备不足$ 尤其是需要实现对时间态度的转变#通
过建立开放而理性的时间意识#掌握对未来的筹划能力#

最终!实现当地人的自我表达和自决(@"D9W:"$"4F0#8$0%#)"
(N%PP0#@)++)$ 在-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 ()'(- 年)

一书中#布迪厄认为#可以通过发明一种!合理的教学方
法"(布迪厄C帕斯隆 '()#来减少在教育和文化上的不

0&S&0



布迪厄!惯习"概念的历史生成与革命性转换

平等现象$ 布迪厄认为#对于处于被支配地位的行动者
来说#通过普遍可获得的教育系统可以实现惯习的革命
性转变#为此布迪厄多次参与撰写有关学校教育改革的
报告+)',) 年#布迪厄参加了法国教育改革委员会,)',*
年#布迪厄撰写了当时的密特朗总统委托给法兰西学院
的教育报告-对未来教育的九项建议.,)',' 年#布迪厄主
持出版了-对教学内容进行反思的原则.$ 在这些报告和
建议中#布迪厄主张发挥教育和文学在象征性斗争中的
解放力量#从而摆脱对教条和意识形态的盲从$

与在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对于惯习的革命性转换的关

注一脉相承#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
构. ( 5#4%k<(#42#(O*%+[Q#0k4##+4+%6-+6%#26 -"*)B
(,++!%*,%#2)''& 年)*-马奈+象征革命.等直接与文学艺术
有关的著作中#对福楼拜*波德莱尔*马奈等艺术先锋的
革命性的惯习(倾向系统)是如何生成的投注了根本性的
关注$ 布迪厄 )'''/&SSS 年在法兰西学院举行的关于画
家马奈的讲座的录音#以及他与玛丽 克莱尔 (Z840"W
;D804"G%14:0"1)在 &S 世纪 ,S 年代末 'S 年代初合作编写
的马奈研究的未完成手稿#于 &S)+ 年被整理出版为-马
奈+象征革命.一书$ 在-马奈+象征革命.一书中#布迪厄
重新启用并频繁使用了他在 &S 世纪 (S 年代阿尔及利亚
农村社会学研究中用来解释!惯习"概念的!倾向系统"
(@A@$"F@%9:0@]%@0$0%#@)这一词汇#并提出了!倾向主义美
学"(:0@]%@0$0%#8D0@$8"@$E"$0R@) (1*0#+))))的主张$ !倾
向"是一种内化的统摄和生成能力#能够统摄!被结构的
结构"(@$41R$14": @$41R$14")和!结构着的结构"(@$41R$140#U
@$41R$14")#能生成感知*偏好和鉴别力$ 而!倾向系统"是
感知*思考*判断和行动的分类模式系统#产生了人们的
实践和各种表达方式#决定了艺术作品的上手方式和实
践图式(F%:1@%]"48#:0)$ 倾向系统是行动者接受客观世
界结构影响之后进行了 !结构归并 " (0#R%4]%48$":
@$41R$14"@)的产物#因此艺术创作者是艺术场中受到客观
结构作用的!社会行动者"(@%R08D8U"#$@)#而非自笛卡尔*
康德以来的意向性主体$ 布迪厄在-马奈.中对!倾向系
统"的重新启用#目的在于打破他在-区分.中对于趣味与
惯习之间关系的论述#以及他在-艺术的法则.中的!结构
分析的惯有框架"(法汴尼 &+,)$ 这些原有的论述框架
倾向于从!结构同源性"(E%F%D%U0"@$41R$148D")*主客体契
合等消极方面来阐释惯习$ 因此!惯习"概念也通常被研
究者理解为能够为某一位置带来稳定性#侧重于行动者
受到客观结构的限制的被动性#忽视了!惯习"概念所蕴
含的变革性$ 而布迪厄在-马奈.中对!倾向系统"的重新
运用#则侧重于行动者与他的社会位置之间的主动性和
非协调的一面$ !倾向" (:0@]%@0$0%#)与行动者在不断变
化的社会空间中连续占据的一系列!位置" (]%@0$0%#@)有
关#!倾向"与!位置"之间存在着匹配或者不匹配的关系#
而!倾向与位置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往往成为创新的源泉"

(G%14:0"12@*',+64*02 A,#(2 .+)$ 从而#布迪厄在-马
奈.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公式+(倾向 q资本) �场 �实践#
代替了他在-区分.中提出的公式+(惯习)(资本) q场 �

实践#用!倾向"代替了!惯习"$
在-马奈.一书中#布迪厄对法国先锋派画家马奈的

!分裂性"(RD"9$)的倾向系统进行了分析$ 马奈的分裂性
的倾向系统#使他能将不可调和的事物聚集到一起#这种
能力在绘画中表现为对经典作品的!戏仿"(]84%:A)$ 例
如#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 年)是对提香*雷蒙蒂*

库尔贝等画家作品的戏仿#马奈的-奥林匹亚.(),(+ 年)
是对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 年)的戏仿+传统
的裸体画要求画家表现茂密的头发和没有毛发的身体肌

肤#表现排除了欲望和性的贞洁*得体*抽象的美#裸女的
眼神应该是普遍*抽象*象征的眼神#从而与观众的眼睛
保持得体的距离,而马奈的-奥林匹亚.表现了裸女身体
上的毛发#同时人物又缺少头发#裸女的眼神是挑衅的*
率直的#是!面向观众的凝视"(克拉克 ),))#这样一种眼
神使观众感到尴尬$ -奥林匹亚.表现的裸女是关乎欲望
的#以一种戏仿的方式突破了传统裸体画的艺术惯例#表
达了!对裸体画的陈腐语言的讥讽"().')$ 布迪厄认为#
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具备分裂性的倾向系统#它要求
画家对一个艺术象征系统的内部运作机制及支持其运作

的预设十分熟悉$ 因此#布迪厄指出#倾向系统本身也是
资本的一种形式#马奈*福楼拜等具有分裂性的倾向系统
的先锋艺术家往往社会出身高贵富有+福楼拜出身于鲁
昂的医生世家#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医生,马奈出身于巴黎
一个声名显赫的高级政府官员家庭#父亲是司法部的高
级官员#母亲来自外交官家庭$ 较高的社会出身使马奈*

福楼拜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同时也意味着他们能够掌
握充足的文化资本*象征资本$ 马奈积极利用了能为他
带来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关系网络+他举止优雅有风
度#与社会上流阶层相处融洽# 通过勒约瑟司令
(;%FF8#:8#$/"b%@#")的沙龙和罗林学院(;%DDyU"N%DD0#)
来结识贵族*国家艺术机构的官员*学院派绘画大师#不
断积累社会资本,他十分熟悉绘画的历史#不断地向伦勃
朗*委拉斯凯兹(a"D>md1"m)*华多(\"8#W<#$%0#"V8$$"81)*

戈雅(o%A8)以及弗兰德斯画派( D̀"F0@E @RE%%D)的作品学
习借鉴艺术技巧$ 与此同时#马奈也在咖啡馆中与波希
米亚知识阶层的画家*记者和小说家来往$ 马奈处在这
两个对立的世界之间#保持着一种双重对立的关系#不论
在大资产阶级的世界#还是在波希米亚人的世界#他都感
到身份的尴尬和缺乏归属感$ 正是这些社会历史条件使
马奈形成了一种分裂性的倾向系统#成为能力出众的戏
仿者#他将绘画本身当作!反身性" (4"9D"M0?0$A)的表现主
题#创作出!关于绘画的画"(*-)#预示了现代主义艺术的
一个重要方面$

不论是在对农村社会还是艺术世界的研究中#布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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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都试图探讨行动者的惯习(倾向系统)发生革命性转换

的可能性条件$ 但是可以发现#福楼拜*马奈等艺术先锋

所具有超前性的惯习(倾向系统)#与阿尔及利亚和法国

贝亚恩的农民群体所具有的迟滞性惯习之间存在着不小

的差距#从而在布迪厄的惯习概念中存在着数量较少的

艺术先锋#与数量更多的依赖于教育系统的大众群体之

间的分离+在教育和文化对普通大众越来越可接触的情

况下#布迪厄关心如何发展出一种属于!大众" (F8@@"@)

的真文化#打破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循环#为普通人提供感

知艺术的能力和表达自己的机会#消除处于无意识状态

的文化剥夺#实现社会的文化平等和均衡发展$ 布迪厄

认为+!在所有的文化生产和艺术生活中///事实上#甚

至在行政或政治生活中#或者在像女权主义这样的社会

运动中#推动产生创新的主要因素可能部分在于学校系

统的深刻变革及其所有后果$"(1*0#+),S)$ 因此#布迪

厄十分看重由教育系统的变化所引起的社会形态因素在

实现惯习的革命性转换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例如#在-艺

术的法则.和-马奈+象征革命.中#布迪厄指出#法兰西第

二帝国时期(),*&/),.S 年)#随着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人

数激增#教育系统培养了一个新兴的波希米亚阶层和小

资产阶级#形成了面向大众和商业的新的文化艺术生产

和消费方式#促成了文学艺术摆脱对国家和贵族的依赖#

为福楼拜*马奈等艺术先锋实现惯习的革命性转换创造

了条件$ 在这里#社会形态因素(如大众阶层*教育系统)

既表现为一种推动性的积极力量#又表现为马奈*福楼拜

等艺术先锋需要与之保持距离的限制性因素$ 在-艺术

的法则.一书中#布迪厄分析了法国 ),-, 年二月革命前

后!社会艺术"的兴起#出身底层*代表大众的艺术家们倡

导细致观察以及 !可以说出一切和一切都要被言说"

(-.)#主张发挥文化干预社会政治的功能#以!大众诗人"

!工人诗人"和库尔贝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为代表$ 布迪

厄认为#!社会艺术"对占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文化的反抗

斗争#是将现有的分类标准和支配性价值观进行简单的

颠倒#!赋予被支配者某种贵族身份" (布迪厄C华康德
)S()#这种斗争确认和强化了合法性的价值利益以及对

这种价值的信仰#无法真正实现象征领域的革命和惯习

的革命性转变$ 而马奈*福楼拜等拥有较多社会文化资

本的先锋艺术家则通过与大众群体*商业经济和政治权

力保持距离#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自主性(81$%#%FA)#

实现了艺术场的象征革命及其中行动者的惯习的革命性

转变$ 因此#在布迪厄的文学艺术场中#!革命历程中的

施为者#从来就不是出身受支配者中居劣势地位者#而是

受支配者中居较高位者"(法汴尼 &+S)#在惯习如何发生

革命性转变上#与对教育系统及其培育出的大众群体的

期待相比#布迪厄表现出对于先锋艺术家的更多倚重$

结!语

布迪厄对于!惯习"概念的时间性*身体性和革命性
等层面的源始性思考#发端于他在 &S 世纪 (S 年代对阿尔
及利亚和法国贝亚恩所进行的一系列农村社会学研究#
此时布迪厄对于惯习概念的这些层面的探索呈现为未完

全解答的状态$ 这一未解答的困惑一直延续到布迪厄 &S
世纪 .S 年代对艺术趣味和 &S 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文学艺
术场中的行动者的分析中#这一时期布迪厄对惯习的时
间性*身体性和革命性进行了深入探索+与阿尔及利亚农
民的惯习中缺乏对时间的长期筹划和投资相比#艺术场
中的先锋行动者的惯习则将对时间的谋划投资运用到极

致,与农村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行动者的惯习的滞后
性相比#福楼拜*马奈等文学艺术领域的革命先锋的惯习
则具有超前性,在惯习如何发生革命性转变上#与对教育
系统及其培育出的大众群体的期待相比#布迪厄表现出
对于先锋艺术家的更多倚重$ 也正因此#布迪厄!惯习"

概念中关于艺术先锋的论述占据了相对显眼的位置#而
关于拥有较少社会文化资本的农民群体如何发生主体性

转变的维度则被长期忽视$ 重新思考布迪厄的农村社会
学研究中的!惯习"与艺术社会学研究中的!惯习"之间的
密切联系#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 自 &S 世纪下半叶以
来#世界各国见证了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以中国为例#
&S&) 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

大规模的

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工作生活#以工业化*商业化为推动力
的城市文明进入乡村#在这一文化适应的过程中产生了
各种各样的紧迫问题#农民传统的惯习与现代社会经济
所塑造和要求的惯习之间存在着张力$ 而布迪厄!惯习"
概念中的农村社会学面向#正是着眼于进入城市或受到
城市文明冲击的农民群体如何建立起适应性的惯习(倾
向系统)#指出应该在尊重农民的愿望和意见的基础上#提
供公平有效的教育和文化产品$ 这与我国!十四五"期间
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奋斗目标相契合$ 因此#
对于布迪厄!惯习"概念的农村社会学面向的发掘#不仅能
够深化对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而且对于中国语境中城乡
文明惯习的互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注释!"#$%&"

! 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 ()''& 年)一书中指出#!惯
习"概念是他从潘诺夫斯基的两篇法语译文引进的#同时
也来自对亚里士多德!素性" (Y"M0@)概念的重拾$ 除此
之外#布迪厄的!惯习"概念还受到舒茨的!类型化"*韦伯
的!理念型"*胡塞尔的!习惯性"(E8P0$18D0$8$)*埃利亚斯
的!第二天性"(@"R%#: #8$14")等概念上的启发#以及受到
分析哲学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关于规则遵循的哲学上的

影响$ 这里应该对概念史的谱系梳理与概念的历史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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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惯习"概念的历史生成与革命性转换

情境进行区分#布迪厄对潘诺夫斯基*亚里士多德等人的
概念重拾便是从概念谱系上对语汇进行激活#而非对概
念所产生的历史情境的追溯$

" -阿尔及利亚的工作与工人.于 )'.. 年在巴黎子夜出
版社出版了修订版#修订版书名改为-阿尔及利亚 (S+经
济结构与时间结构.#)'.'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英
文版#在-阿尔及利亚 (S.的基础上增补了-荣誉的经济.
-住宅或翻转的世界.两篇文章#重新起名为-阿尔及利亚
)'(S.$

# !阿尔及利亚发展基金"是在法国!融合主义"政策的
指导下设立的#旨在进行减少经济不平等的社会服务改
革#并保持对殖民地的控制$
$ 该协会是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QH7TT)在阿尔
及利亚的分支机构$
% 国家统计局信息公开6&S&& 年 & 月 &, 日6国家统计局6
&S&& 年 + 月 )* 日 �E$$]+ssIII6@$8$@6U%?6R#sMMU5s@b9Ps
mM9P&S&Ss&S&&S&s$&S&&S&&,�),&.'.)6E$FD�6

引用作品!'#()&*+$%,"

<$50#@%#2 V0DD6 P#=&02 P&6%2,#6G A%&) Q#0#+,-
/+%6-+6%*(,4)+&9#(*+,&0*($"#0&)#0&(&<=7;8FP40:U"=
B%D0$AB4"@@2&S)(6

G%14:0"12B0"44"6<DU"408)'(S6 K48#@6 N0RE84: H0R"6
;8FP40:U"=;8FP40:U">#0?"4@0$AB4"@@2)'.'6
6@*',+64*02 A,#(2GQ#0#%*(/&-,&(&<=[ K&(6)#a
f)',& )',+g6K48#@6B"$"4;%DD0"46;8FP40:U"=B%D0$A
B4"@@2&S&S6
61*0#+G>/=)'&(,-9#:&(6+,&06K48#@6B"$"4;%DD0"4
8#: Z84U84"$N0U81:W!48A$%#6;8FP40:U"=B%D0$AB4"@@2
&S).6

皮埃尔0布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S)* 年$
XG%14:0"12B0"44"6?,4+,0-+,&0G> /&-,*(3%,+,d6#&.+"#

I62<#)#0+&.!*4+#7K48#@6/01 Y106G"0b0#U=KE"
;%FF"4R08DB4"@@2&S)*6_

///+-卡比尔人的时间观.#-时间社会学.#约翰0哈萨
德编#朱红文*李捷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SS' 年$ &)(/&+)$

X 6cKE"<$$0$1:"%9$E"<DU"408# B"8@8#$$%I84:@K0F"6e
/&-,&(&<=&.!,)#6T:6\%E# Y8@@84:6K48#@6hE1
Y%#UI"# 8#: /0\0"6G"0b0#U=G"0b0#UH%4F8D>#0?"4@0$A
B4"@@2&SS'6&)( &+)6_

///+-单身者舞会+贝亚恩农村社会的危机.#蒋志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SS' 年$
X 6!"#P*-"#(&%4OP*((G!"#3%,4,4&.$#*4*0+/&-,#+=,0

P!*%07 K48#@6 \08#U hE0E106 7E8#UE80= 7E8#UE80
K48#@D8$0%# B1PD0@E0#UY%1@"2&SS'6_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北
京+中央编译出版社#&S)) 年$

X 6!"#96(#4&.>%+GQ#0#4,4*02 /+%6-+6%#&.+"#5,+#%*%=
A,#(27K48#@6/01 Y106G"0b0#U=;"#$48D;%F]0D8$0%# O
K48#@D8$0%# B4"@@2&S))6_

皮埃尔0布迪厄C洛伊克0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
李猛*李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S)* 年$

XG%14:0"12B0"44"28#: /%�RV8Rd18#$6>0 ;0:,+*+,&0 +&
9#.(#8,:#/&-,&(&<=6K48#@6/0Z"#U8#: /038#U6
G"0b0#U=KE";%FF"4R08DB4"@@2&S)*6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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