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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布迪厄是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他提出的 场域 、惯习 、资本 等概念对其他的理论流派产生了很深的

影响,包括女权主义流派。女权主义作为一个新兴的理论流派,旨在为广大女性争夺合法权利 (力 )和地位,摆脱受压迫的

地位。旨在从布迪厄概念中的 场域 、文化资本 、话语权 和 符号暴力 四个方面来看一下其思想对女权主义在争取女

性合法权利 (力)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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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一种既定的秩序 ,这种秩序是统

治阶级通过法律或者舆论等方面的控制获得自身的合法地

位,而且在社会中也普遍默认了这种秩序的合法性,是不容

质疑的。社会学家布迪厄率先对这种合法地位进行了挑

战,认为这种合法的秩序是其实是社会中的上层界定的,维

护其统治的有效形式 ,布迪厄称这种现象为 符号暴力 ,社

会中的广大下层其实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 ,更可悲的是广

大下层都默认了这种 暴力 的合法性。

布迪厄把社会中既有的秩序看作是上层对下层的一种

温柔的暴力 ,在这种暴力下,被统治者被剥夺了包括话语

权在内的各种权利。而女权主义者们则把女性这个被压迫

群体凸现出来,主要为争取女性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的权利(力)。在女权主义看来,女性是一直作为社会中的

下层存在的 ,同时也一直受到布氏所称的符号暴力的压力。

在她们看来 ,女性在社会中是一直处于被统治、被忽略、被

边缘化的 他者 位置,一直是 沉默的群体 。因此,女权主

义者们意识到这种不平等性之后,便积极的开展各种女权

主义运动来争取女性的合法权利 (力 ) ,同时要重新建构女

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的思想,争夺社会中的 话语权 ,让

女性不再沉默。因此,女权主义为女性争取合法权利(力 )

的过程可以看做是布迪厄所谓的社会下层反抗符号暴力在

女性领域中的具体实践,本文就主要看看布迪厄的思想在

女权主义们的这种实践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2 场域与女权主义

当今社会的社会结构是非常活跃的、联系紧密的紧张

的关系网络 ,其中各个不同的部分、成员都是整个社会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各个具有自主性的小世界也处在力量的

对比较量和制衡之中。为了形象的真实反映整个社会的运

行状态,布迪厄提出了场域的概念,把社会的各个不同的部

分看作是具有自身逻辑、由形形色色的行动者组成的场域,

整个社会就处于这些场域的权力较量之中。

布迪厄是这样定义场域的: 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

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netw ork)或一

个构型( configuration) 。 (布迪厄、华康德 : 2004年)这个定

义将场域看作一个关系网络,是一个社会网络系统。场域

基本是一个靠社会关系网络表现出来的社会性力量维持

的,同时也是靠这种社会性力量的不同性质而相互区别的。

例如,政治场域是靠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所表现出来的人

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网络来维持的。经济领域是靠在某一

个特定社会空间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靠他们

之间的金钱、货币和各种商品往来关系来维持的。(高宣

扬, 2004. 12)。

现有的社会是一种父权制的主导下的社会,社会中各

个不同的场域可以统一概括为 男性的场域 ,这些场域存

在的基础已经根深蒂固,女性要在这样的场域中立足必须

付出很高的代价。因此 ,并非偶然的是,进入男性等级制度

中的女人几乎很少跟其他女人打成一片,也不会为其他女

人的利益着想。如果他们真这样做, 她们在该组织中也不

会爬得这么高了,这种机制起作用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玛

格丽特 撒切尔,她本来是作为一位刺激药进口到保守党

的等级制度中来的,结果却奇怪地大获成功,因此也使男人

的忍耐延伸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 但最后却被人以一种

老年歧视、性别歧视的态度很随便的扔掉了。(杰梅因 格

里尔, 2002. 1)。

因此,女权主义者们认识到要获得自己的合法地位,最

根本的是建构一个自己的场域, 也就是属于女性的空间。

只有建立一个女性的场域才能与现有的、潜移默化的男性

的场域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场域相抗争,获得自己的独立

地位,获得一种能表达自己心声的话语权。

3 话语权与女权
话语权即话语就是权力的理论。在布迪厄看来,语言

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和媒介,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

也不是纯粹的沟通行为,总是涉及到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

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结构复

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利关系网。语言的生产关系结构

取决于两个言说者之间的符号权力关系。(杨善华, 1999)

只不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 温和的暴力 ,也就是语言

象征性权力具有 柔性 和 掩饰性 , 当象征性暴力施展其

影响时,它呈现出 以理服人 和 彬彬有礼 的文明方式和

过程。(高宣扬, 2004)。

所以在现有的情况下 ,只要处于社会的下层就没有话

语权,唯一能做就是按别人的旨意行事。很多女权主义者

们发现社会学中那些想当然的概念、语言和写作风格都是

由男性创建的,整个社会的秩序都是由男性定义的。女权

主义者们要做的就是争夺这种话语权,让女性不再成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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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沉默的、被人遗忘的群体。女性主义者们呼吁女性要

努力从自身做起,能够自己表达自己的各种想法,消除社会

中既有的、在话语上存在的暴力现象,敢于对不公平的要求

说 不 ,真正获得自身的独立,而获得这种独立性最根本的

一个方面就是要拥有能让自己的话语听着有分量的社会资

本,社会资本的多少直接关系着争夺话语权的主动性。

4 社会资本与女权

布迪厄把社会空间的各个市场中竞争的资本 ,划分为

四大类: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本

文主要是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分析布氏的资本概念对于女

权有什么影响。所谓社会资本,是借助于所占有的持续性

社会关系网而把握的社会资源或财富。一个特殊的社会行

动者,所掌握的社会资本的容量,取决于他实际上能动员起

来的那个社会联络网的幅度,也决定于他所联系的那个社

会网络重的每个成员所持有的各种资本 (经济资本、文化资

本或象征性资本)的总容量。(高宣扬, 2004)。

而现实中女性群体的社会资本总量又是怎样的呢? 可

以说某种意义上说家庭、丈夫和孩子就是一位女性的全部。

女性的交往圈只是男性社会关系网中很小的一部分, 女性

的社会资本跟男性比都只是他的子集,只是其一部分而已。

在全世界的男女对比时,女性的财产权是微不足道的;在国

家首脑、内阁成员等高级职位中,女性的比例均低于 10% ;

在文盲中,女性占到近 70% ;在难民中,女性占到 80%。在

中国拥有决策地位的中国女性的一般状况是:地位越高、越

有实权的的领导岗位 ,女性领导人越少;女性领导人担任副

职的多,担任正职的少;担任名誉型的虚职的多,有实权的

少。(李银河, 1997. 12)女性是被忽视的群体,女性在当今

现实中的地位就意味着女性作为一个群体自身的社会资本

根本无法与男性群体相抗衡,没有资本就没有发言权,这也

就成为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女权主义者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站了出来,她们意识

到抗争的前提是获得资本。也就是说,女性不仅要打破以

往那个封闭的、狭小的交往圈,而且要重构现有的社会秩

序,让女性在小的时候就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在

以后的过程中获得平等职业的机会、平等的参政的机会。

尽管广大女权主义者们展开积极的努力,但这一切都要建

立在女性自身能够觉醒的基础上,内部因素还是起到关键

作用的。但现实是女性这个群体已经接受了父权制社会的

种种现实,认为什么都是理所应当的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

方,也就是下文中布氏所称的符号暴力。

5 符号暴力与女权
布迪厄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符号暴力解释了女性作为社

会的下层,无权无势并且有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为什么她

们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布迪厄将语言之间的权力关系上

升为符号暴力,在他看来,语言不仅是沟通的手段 ,而且也

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和媒介,语言关系总是权力的关系。

任何权力关系都是在 合谋 的情况下完成的。社会的支配

秩序依靠的是一种 看不见的、沉默的暴力 。通过社会中

的文化再生产,有助于权力关系即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整

个社会能够井然有序的顺利的向前推进,这与统治阶层所

施行的符号暴力是分不开的,这种暴力让人感觉不到有强

迫性,并且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它。

符号暴力就是这样一种温和的暴力,上层阶级利用它

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种统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依靠

身体的暴力统治,而是利用类似于催眠术式的统治,在这种

统治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达成了共识,更准确的说法是被

统治者接受了统治者的理念,并且把这种理念内化,认为这

种理念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已经内化了的这部分被统治

者还会继续用这种理念去约束其他被统治者,这也就是所

谓的 共谋 。

因此,在男权制为主体 ,符号暴力施加在女性身上的社

会中,女性的内心和形象都无可逃避的由男性话语所控制,

女性要走出自身经验由男性言说、自身特征由男性界定的

困境,就必须停止对男性文本的被动接受,从女性自身的真

实经验出发 ,女性经验对改变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歪曲具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女性话语通过媒体中介进入公共知识

领域中,女性跟男性都不会忽视它的存在。 (张广利 , 2003.

7)这才是关键所在,要真正的认识到女性作为一个重要的

社会主体而存在,不要再忽视女性自身经验的重要性,要让

女性自身意识到这种符号暴力的存在,而不是一贯的接受

这种温和的暴力统治 ,当然 ,要让整个女性群体都有这样的

认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女权主义者们也在积极的努力

着。

6 结语

女权主义作为为女性争夺各种权力的流派,也就是为

处于社会下层的阶级发言,也就是要打破现有的秩序,首先

为女性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场域,让女性可以有一个阵地

与处于其他场域的个人和群体竞争。竞争的目的当然是要

获得一种在社会中的话语权, 这种话语权意味着在社会中

谁拥有谁就有发表自己言论的机会 ,反之就只能当 沉默的

群体 。整个女性群体沉默了这么多年,在女权主义者的启

迪、引导下终于开始了话语权的争夺。在话语权的争夺过

程中,女权主义者发现自身的资源也就是布迪厄所谓的社

会资本成为她们的软肋,即社会是由男性定义的父权制社

会,社会资本基本上是男性所垄断的。因此,女性在竞争处

于劣势,女权主义者们就呼吁广大女性打破常规的惯性思

维,积极争夺社会资本,以便争取更有力地地位。

但是,唤醒处于 符号暴力 统治下的女性也是一项很

艰巨的工作。因为女性在这种暴力中也成了 同谋 , 也可

以说现今的统治秩序是由男性、女性共同维护的。只不过

处于社会下层的女性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暴力的存在, 并且

还认为是 事实就是这样 。女权主义者们的关键任务就是

要改变女性心中这种被男性社会中的暴力所歪曲的理念,

唤醒他们争取自身理念的意识,不再属于谁的依附品,真正

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而存在,打破这种符号暴力。女性

主义者们在实践过程中是这样做的,也正在努力着,这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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