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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迪厄的文化与权力观 

 

雷兰 

（湖南大学，湖南省、长沙市，410000） 

 

摘要：文化理论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的重要内容，现实社会各阶层为了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固性，在场域里运

用各种权力进行争斗，并导致教育的不公平。他以资本阐释文化，各种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并进行再生

产，系统阐释了文化与权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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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尔迪厄理论的生成语境   

    1930 年布尔迪厄出生于法国贝阿恩一个乡村邮递员家庭，凭借自己的聪明和勤奋跻身

于上流社会，操着一口方言的他总是被巴黎同辈们看作“外乡人”。我们常说在每个愤世嫉

俗者背后都有一个失望的理想主义者，布尔迪厄就是这样一个由底层向上流动的理想主义

者，正是这样一个底层中产阶级成为了当今世界最受尊敬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思想涉及社

会学、教育学、语言学、政治科学、哲学和文学研究等多个方面。 

    戴维·斯沃茨的《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是国内研究布尔迪厄的前沿之作，

“我努力成为他的著作的一个有理解力的读者，而不是（布尔迪厄的）一个信徒。”
1
，作

者系统批判性地梳理了布尔迪厄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是“全面阐释布尔迪厄‘思想肖像’的

描画，清晰，客观，适度。”布尔迪厄抵制公开的自我介绍，不曾有自传，关于他的生平的

出版物也寥寥无几，但是在《文化与权力》第二章，戴维·斯沃茨特别用一个章节记述了布

尔迪厄的职业生涯与思想影响，用他本人的话说便是：“为了更加充分地评价布尔迪厄的社

会学研究的总体方法，全面综合地呈现、批判性地评价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研究模式”，毫无

疑问，要解读一个人的运思首先得了解他的背景，早年的生活经验对布尔迪厄知识框架的形

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不管是职业生涯、50与 60年代的法国文化氛围、在阿尔及利亚的

人类学田野调查还是当时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等经典的哲学思想与社会学

思想理论，都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知识框架形成的推波助澜之力，“从知识的形成时期对于确

立贯穿一个人终身的知识倾向的影响程度来看”
2
，戴在《文化与权力》一书中独辟第二章

确实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布尔迪厄习性理论所主张的。 

二、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相关概念的理论诉求 

布尔迪厄提出将资本分为三种形式：社会资本（大致指社会地位、人脉关系一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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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资本（通俗来说就是钱）与文化资本，文化理论是他社会学思想的主要内容，特纳在《社

会学理论的结构》里将他的文化资本定义为“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

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与生活方式”。在马克思那里，资本是可以用于投资并获得回报的，

布尔迪厄借用了马克思的观点，以“资本”定义文化。将文化视为一种资本， 冠以“资本”

二字加以应用，这其实是一种隐喻或者说象征手段，集中反映了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占据社会权力的集团以及社会成员，试图以当代文化再生产制度和组织，通过文化再生产

的运行机制，玩弄一系列象征性策略手段，保障他们一代又一代地连续垄断文化特权。”
3
在

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是权利、地位、文化知识的总和，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阶级内部之间

继承传递的，虽不似经济资本那般可以量化控制，直接复制，却也称得上代与代之间的一种

再生产，各个阶层之间很少向上或者向下流动，大体保持不变，社会结构基本上通过再生产

复原自身，社会地位也是在家庭内代际传递，这种“社会权力关系”传承式的文化再生产是

一种“社会炼金术”。 

笔者身边近来有则有趣的新闻：湖南某大学近日遭媒体曝光一次性接受 17 名外校研究

生转学入校就读，被公众质疑“转学腐败”。而在这 17 名学生转学名单中不乏本校职工子

弟，转校与否，与“是否子弟”有关系？湖南某重点院校一位行政管理人员透露，内部子弟

转学，一直是教职工的一种“隐性福利”，有时候还可能会附加权钱交易。本科生、研究生

由排名靠后的学校转校，摇身一变成为高等学院学子已不是首例，在高校转学领域，权力运

作猫腻并不少，湖南该大学此起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却真实地反映了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的孩子相对于其他没有强大文化资本家庭的孩子来说往往拥有更多的文化特权。布尔迪厄把

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存在形式：具体化状态、客观化状态和制度化状态，不管就哪种形式而言，

出身优越的孩子总是更容易赢在起跑线上。最简单的实例，当你光着脚丫四处玩泥巴的时候，

他们可能已经在听音乐会，去展览馆熏陶了；当你错过语言学习期听着方言式的英语发音闭

门造车时，别人已经从小请着外教、跟金发碧眼的孩子交朋友了。真真是“奋斗了十八年还

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文化资源信息在不同阶层不均衡地占有着，布尔迪厄认为：“在

剔除了经济位置和个人努力的因素影响以后，那些来自更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的学生，不仅有

更高的学术成功率，而且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表现了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不同的文化消

费和文化表现类型。”
4
家庭无疑是文化资本再生产最初始最主要的场所，不管是来自父母

先天的基因、成长环境下无形的熏陶还是有形的符号权力的运作，这种知识和地位的文化资

本都以强势的姿态用一种再生产的方式代代相传，其势头有增无减。文化包含着复杂的权力

运作来达到它们维护和强化现有社会等级结构的目标
5
。如今的寒门已再难出贵子，正如教

育家伊里奇所说，占有强大文化资本家庭的孩子“他们从一开始就占据着文化、语言、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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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父母的兴趣等等方面的优势，无论怎样安排，他们都将获得更多资源”。文化资本的再

生产以一种“继承”方式进行，凝结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体现着社会资源的不平

等分配
6
。 

布尔迪厄的文化观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场域”理论，他运用文学场域的概念对文化资本

内部各种力量的斗争进行分析，在场域游戏中，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支配，文化世界的特

定利益相互作用，互相竞争、比较和转换，其合力形成现实的社会位置和结构。在场域内，

书香门第子弟和平民子弟的机会显然是不均等的。“家庭出身不同的孩子所继承的文化资本

也不同，其后果必定导致他们在社会场域中人生轨迹上的差异。”
7
布尔迪厄的文化观里实

际涉及到一个老生常谈的教育公平问题。同一建筑工地上，工人与建筑师偶然交谈起来，发

现两人是同一届高考毕业生，然而分数更高的工人名落孙山，建筑师却走进了高校继续深造，

几年后大家已是地位悬殊了。拥有强大资本的家庭可以跨省市参考，不仅仅是教育资源在地

域分布不均导致的不平等，贫贱学子百事哀，背后的实质是权力的运作结果。学校除了是我

们惯常所宣扬的促进社会向上流动的场域，更像是促成不同阶层之间生产与再生产的不平等

并使这一不平等合法化的工具，这样看来，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不仅没有失去价值，在如

今的中国社会似乎反而显得更有适应性，更具有现实深刻性。 

     布尔迪厄认为的不同资本相互之间是可以进行转换的，文化资本要通过经济层面的教

育和其他投资才能实现，经济资本投入更多自然更有机会积累文化资本。不是所有人有条件

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换言之，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的孩子更容易获得更多文化资本，并形

成一种良性循环。文化资本也可以向经济资本转换，强大的文化资本意味着更好的工作，更

高的工资，也就有更强大的经济资本。布尔迪厄的文化理论其实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功利性。

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三者之间能够相互转换，“经济资本处于其他资本类型的资

本最根本处，其他类型的资本都是经济资本的转化与伪装形式”，文化资本通过“兑换率”

最终指向经济资本，知识、地位等非资本性的东西表现出来的一种 “虚假的非功利性”遮

掩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向的事实，物质利益其实是文化资本背后看不见的手。    

    布尔迪厄的理论也存在一些偏颇，他过分绝望地强调了教育的等级性，放大了社会结构

的稳定性，，他认为社会各阶层不断进行再生产，阶层之间相互的流动是几乎不可能的。布

尔迪厄理论的产生与他个人的经历息息相关，他卑微的出身使他能更清醒地反思自己所处的

社会场域。“尽管他并不否认有代际地位变异的可能性，但在他的分析模型中，这是非常次

要的，在现代社会,世袭制名亡实存。”
8
可以理解布尔迪厄在出人投地之路上的不愉快经历

对他思想的影响，他对等级、圈子、权力等感受良深，但是在实际情况里，我们可以发现很

多出身下层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到社会上层的于连式人物，布尔迪厄从一个底层的外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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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升到知识的金字塔，这本身就是对他自己理论的有力反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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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heory of Bourdieu about culture an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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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ltural theory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sociology of Bourdieu, various sections of society 

use all kinds of power to battle in the field in order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 lead to the 

unfair in education.He think it can be switched and reproduce between various capital,he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power syste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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