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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布尔迪厄批判了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学究谬误”式语言观，在继承和超越后期维特根斯坦

“语言游戏”语言观基础上，基于工作中的实践理论，建构了其独到的实践语言观，把语言置于实践

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探讨了语言与符号权力（符号暴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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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皮埃尔·布尔迪厄（,-.//. 012/3-.2，!%4$ 5 "$$"）

是法国继涂尔干之后当代著名的最重要的社会学

家，他与英国的吉登斯和德国的哈贝马斯一起被尊

为当今社会界的大师。布尔迪厄所主张的社会学，

不是学院式的社会学，而是作为一种实践的社会艺

术、一门手艺、乃至一种技击的社会学［!］。

对实践逻辑的发现和研究，使布尔迪厄走向了

具有“建构主义”倾向的社会学。无论从其核心概念

“习性”，“场域”和“资本”，还是他对于教育的文化再

生产功能的分析，或是他对结构主义理论及知识分子

的社会角色的直率反思，都可以清晰地找到他的现实

主义的唯物立场［"］!"。的确，布尔迪厄的全部学说可

以被理解为一门唯物主义人类学，这种唯物主义人类

学探讨符号暴力的各种形式如何发挥特有的作用，影

响支配结构的再生产及其转换［4］!6。布尔迪厄的实践

社会学力图超越主观和客观主义的长期争端，建立一

元的社会学，为二元对立仪式祛魅［"］#6。

布尔迪厄从批判结构主义的“学究谬误”式的语

言观入手，以实践理论作为其方法论的后盾，犀利地

批判了形式主义的结构语言学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

语言观，在继承和超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的基础

上，形塑了其独特的社会学视角的实践语言观。

二、布尔迪厄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

批判、继承与超越

"$ 世纪五六十年代，结构主义逐渐进入巅峰时

期，出现柏格曼所述的语言学转向，所有的语言论哲

学家，都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

语言、世界和人的关系密不可分。传统的语言

哲学把语言看做是表达、承载和传达思想观念的器

物与指物述事的工具。随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在“语

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下，哲学回到了对语言本身的发

现和思考，贯穿了从古希腊本体论哲学到近代笛卡

儿之后的认识论哲学的语言器物论受到了批判，被

滥用的人本主义自我和工具理性被抛弃，语言作为

社会生存的根本纬度显现了出来。

布尔迪厄在对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地区社会生

活的民族志研究中，产生了对结构主义人类学的怀

疑和对建立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上的结构式思

维方式的不信任。

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封闭的符号系统，他提

出语言是一个完整而内在自足的封闭系统，并区分

了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把一切与语言的组

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排除出去，只留下属于系

统内部的成分［6］。他认为研究语言既要进行历时的

研究，也要根据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进行共时研究。

他过度强调语言符号自身，从而将语言形式化，抛弃

了对外部世界和价值判断的关注。同时，他强调语

言系统的封闭性，使意义局限于作为终极所指的结

构，陷入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窠臼。

索绪尔区分了语言与言语，特认为语言是言语

能力的社会产物，又是必要的惯例的总汇，这种惯例

为社会群体所接受，使每个人能进行言语活动。而

言语是个人运用自己的机能是的行为，它运用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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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是通过社会惯例，即语言［!］。随后，乔姆斯基于

"# 世纪 $# 年代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建立了

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的二元对立模式。

布尔迪厄反对结构主义语言观的二元对立模

式，认为这种基本区别使结构主义只能从模式及其

执行、本质与存在的角度来设想语言和言语这两种

存在属性之间的关系。这就把科学家———这种结构

主义的信守者———推到了一种莱布尼茨式的上帝的

位置，对 于 这 个 上 帝，实 践 的 客 观 意 义 是 既 定

的［%］&’(。布尔迪厄认为言说行为是一项复杂并且有

创造性的活动，而不是索绪尔所认为的言说行为是

预先存在的一种语言系统和语言规则的执行。同

时，他也批评乔姆斯基对语言能力的看法过于抽象

化，因为言说者并非具有无限制的创造语言能力，言

说者知识在适当情境下具有适当表达的能力。布尔

迪厄提出，言说者具有实践能力，在所有的沟通情境

中，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

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

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只在语言

分析范围内兜圈子，是不可能阐明沟通行为的。哪

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涉及被授予特定社会权

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

（以及他们分别所属的群体）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

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

布尔迪厄的思想萌发于 "# 世纪五六十年代，当

时结构主义蔚然成风，但他并未与世风相随，而是对

结构主义思想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在阿尔及利亚的

田野研究中，他感到结构主义方法存在为了获取超

历史的共时结构而舍弃动态的社会行动者的问题，

他认为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仅仅将语言视为沟通的手

段，而忽视了语言也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因此，

他转向关注实践的社会生活，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

言哲学给他以极大的启迪。布尔迪厄反对索绪尔将

语言和言语分离的二元对立模式，很快接受和发展

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

维特根斯坦认为意义的中介是受规则支配的人

类活动而非静态的名称关系。为了提炼出语言的这

种受规则支配的特征，他将之与游戏相比，提出了

“语言游戏”的概念。他指出，“当我们研究语言时，

我们把它想象成一种固定规则的游戏。我们将它比

为使某个游戏是这种而不是那种的限度⋯⋯我也将

把有语言和行为（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

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因此，他认为

语言游戏构成了基本的语言———世界连接，由此将

语言分拆带回了现实生活世界，扬弃了其前期语言

哲学的抽象逻辑分析。他主张把语言放到实践中考

察，认为语言游戏不只是语言—世界关系的中介，而

且还是我们进入语言之门。语言技能就是通过训练

掌握不同的语言游戏这种方式获得的［)］*’!*(。他提

出将语言分析同实践的哲学观联系在一起，语言的

意义即语言的使用，只有在语言游戏的实践活动中

才可能理解遵循规则的行为本身。他明确否定了私

人语言的存在，认为意义只有在交往使用中才会产

生，所有意义都是通过公共的语言游戏传递，语言的

意义应该在语言游戏中理解。他还认为生活形式是

语言游戏最后的栖身之处，生活形式是由日常的说

话活动构成的，即有言语行为构成。作为语言游戏，

说话活动是在主体间进行的交互行为。游戏的规则

本质上都是公共的、可交际的［’］，脱离了人类的生活

实践就无法理解语言游戏。

布尔迪厄受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启

发，提出存在两种不同的“规则”，一种是由理论家为

解释他所观察到的东西而构想出来的理论假说，另

一种是实际指导行动者实践的“规则”。布尔迪厄用

“策略”、“习性”及“性情倾向”等术语，来表达其与维

特根斯坦的“规则”相呼应的意义。由此可见，他的

社会学的实践语言观既来源于维特根斯坦，同时又

超越了维特根斯坦，表现出既有师承又有差异的关

系。布尔迪厄分析了语言和符号暴力，强调语言交

流必然同历史和社会条件相关，语言交流必然包含

着权力关系，因此，他的政治批判姿态显露出马克思

及尼采、福柯等人的权力说的痕迹。

三、布尔迪厄实践语言观的建构

& +建构主义的结构论

在经过阿尔及利亚的人类学之后，布尔迪厄首

先从质疑列维!施特劳斯的客观主义，开始了他的实

践语言观理论的建构。

布尔迪厄用策略概念替代列维!施特劳斯的结

构主义人类学的“规则”概念。结构主义为了获得对

人类社会共时结构的构建，放逐了任何与行动者、实

践有关的历史性因素，遗忘了实际人生、日常生活世

界的具体逻辑。布尔迪厄强调策略是历史性实践的

产物，是受集体和个体历史影响的社会实践的生成

物［"］$)!$’。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语言游戏观启示

布尔迪厄，理解一种语言即理解一种生活方式，布尔

迪厄之所以用“策略”概念来替代结构主义的“规则”

概念，就是试图从客观结构的内在化和内在性情生

成具体、充满差异性的行为这两个方面说明实践。

也就是说，从主体和结构两个方向的合力，考虑实践

活动［"］$’。据此，布尔迪厄提出了习性、场域、资本

等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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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性一词最早是拉丁语词，指生存方式或服饰，

以后引申指人的物理性的体态特征与内在的性情倾

向，也可指个人在外部现实、教育经历及个人努力等

共同影响下所形成的长期持久的生存与实践方式。

布尔迪厄认为习性既体现了社会和教育过程对个人

的形塑，又是人的行为的发生机制。“发生机制”这

一术语的运用，是源于布尔迪厄受到了乔姆斯基的

生成语言学的启发，布尔迪厄将习性看作被形塑的

深层结构，而且也是一个开放性系统，并不断生产无

限可能性的实践。习性是一种非天生的能力，受到

特定的生存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等的制约，作为持

久的性情倾向系统，习性既是被形塑的结构，又是建

构中的结构，即习性是动态的生成系统。

习性概念体现了社会实践既非不受社会条件制

约的自由选择，也不同于受制于绝对社会规则的被

通性行为，习性一面是被实践形构的性情结构，同时

又作为生成性的建构中的结构，具有导向实践的功

能。布尔迪厄把实践将客观结构内化的被建构过程

和生成、外化的双重过程理解为“循环关系系统统一

了结构和实践；客观结构倾向于生产形成行动的被

建构的主观性情倾向系统，反之，行动再生产客观结

构。”作为性情系统的“习性”，解释了行为是受深层

的文化母体的制约［!］"#!"$。布尔迪厄认为，场域、习

性和资本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共同致力于分析和

解释社会实践［%］。因此，从主观与客观、内化与外

化、结构与建构，“习性”概念阐明了经济、社会等生

存条件形塑着实践，同时实践又反作用于生存条件

的复杂与多元的关系。由此，习性为文化研究和社

会批判提供了新颖的理论视角［&’］。

!( 语言经济学

为了说明语言经济，布尔迪厄从经济学中借用

了“市场”、“资本”及“利益”等术语。他将语言看作

处于实践语境中的行动，因此，要理解语言的逻辑，

就必须理解语言市场中的语言行为及其与权力、资

本的关系。他认为语言习性是一套同社会等级密切

关联的语言倾向。所以，语言市场与语言资本的确

立是语言系统的经济逻辑得以实施的关键。他指

出，统一标准的语言的形式是与民族国家的创建过

程同时发生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受标准语言支配

的语言市场。他以标准法语的演变为例，揭示了法

国上层阶级从法国大革命时期逐级形成的“标准语

言”中渔利的事实。马克斯·韦伯曾引用经济学分析

教士、预言家、巫师等象征领域，布尔迪厄沿这一思

路进而将经济学引入语言分析。统一的语言市场的

形成，随之建立较完备的教育体系和教育认证制度，

这样支配折叠成功地利用语言，文化资本控制着被

支配者。语言市场的形成，即以统一标准的官话的

形成为标志，语言的使用是有价值的，可以像商品一

样被衡量，而衡量标准是获得合法性的标准语言、文

学经典语言和文雅语言。在语言市场中存在着一种

客观标准与主观运用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这种紧

张关系形成了语言与资本贫乏者的不利的、被支配

的地位。相对于客观的、合法的权威用语而言，语言

使用者受习性的支配，或利用习性倾向生产话语实

践。由此看来，在一个语言共同体中，并非每个行动

者都享有同等的语言资本，并非像语言学家把个别

话语看成是对共享的语言财富的具体搬用。一个人

的用语习惯，其中包括词汇的丰富、口音、唇形，用词

的雅俗、句形结构等因素都渗透着他在社会等级中

的位置的影响，因此语言在塑造、再现、标示者行动

者［!］&&$!&&)。

布尔迪厄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在语言交流

中的重要作用，他提出“话语的效力”，即使人相信的

威力端赖于说出此话的个体的权威，也就是说，依赖

于此人的作为其权威性标志的“说话口气”。这样整

个社会结构呈现在交往中（自然包含话语），生存的

物质条件通过语言生产关系决定着话语，而语言生

产关系使话语成为可能并建构话语。语言生产关系

不仅仅支配着语言交流的时间和地点（通过社会筛

选和排除机制决定相遇和交流的机会），还决定着交

流的形式，通过话语在其中得以产生的生产关系的

结构（ 通 过 发 言 者 的 权 威 性 和 专 门 能 力 的 分

配）［!］&&"。因此，语言作为一种符号表征，揭示了更

为根本的经济和物质关系。由此可见，布尔迪厄的

语言观越来越远离纯粹的语言形式分析，远离形而

上学的语言哲学逻辑。布尔迪厄更为看重经济分配

制造的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决定意义［!］&&*。

#( 语言与符号暴力

布尔迪厄在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与反思基础

上，试图揭示语言交流与权力支配的共谋关系。他

将语言研究重新引回到社会、历史条件中，运用“符

号权力”或“符号暴力”来解释语言市场中的支配与

被支配的等级制度［!］&&%。结构主义语言观把语言看

做是沟通的一种手段，而布尔迪厄认为语言是权力

关系的一种工具或媒介，因而必须把语言放在生产

和流通语言的互动情境和结构环境中加以研究。他

指出，“纯粹”语言学的特征就是它赋予共时性的、结

构的或内在的视角以优先性，认为这些因素在分析

上比语言的、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或外在的决定

因素重要。索绪尔的观点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旁观

者”的观点，它只是为理解而理解，并因此进而认为

社会行动者也具有这种“解释学的意图”，并且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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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行动者实践的原则。“纯粹”语言学家采取的是

语法学家的态度，而语法学家的目的是研究并编撰

整理语言，这与言说者的态度迥然不同，后者力图通

过言辞用以行事的能力在世界中完成各种行为，并

影响这个世界。有些学者把语言看作分析的对象，

而不是用它来思考，用它来交流，这些人自然会把语

言视为一种“逻各斯”，与“实践”相对，把语言看作

“僵词死字”，没有实践用途，或者说除了以一种艺术

作品的方式接受诠释之外，没有其他用途［!］"#$。

布尔迪厄指出，符号权力的生产应该置于具体

的自主场域，以揭示出那些微妙的、隐藏的权力支配

关系。符号暴力的意义与作用与意识形态相似，但

具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布尔迪厄认为：符号权

力受到双重决定，它们不仅是为其表达利益获得合

法权的阶级和阶层的产物，而且还要归功于根据场

的特殊逻辑生产它们的生产者（文化生产者以及文

化生产场的整体运作）［%］"%&。布尔迪厄通过语言阐

述了政治拜物教中的符号权力的语言建构，分析了

语言符号系统中所渗透的符号权力的辩证关系，把

社会历史关系重又引入对语言与意识形态的思考与

探究中。

布尔迪厄认为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

他以殖民时代或者后殖民时代的殖民者（或外来移

居者）与土著居民之间的沟通为例，指出殖民者采用

“屈尊俯就”的策略，也就是通过一种暂时的、但却是

大肆渲染的方式放弃其支配地位，“屈尊俯就”地同

其交流者打交道，支配者通过拒绝这种支配关系而

维持它的存在，并且从中渔利，标准的白人英语和美

国黑人所操的方言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策略的一个

典型例证。美国黑人这一被支配者说的是一种“蹩

脚语言”，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支配者白

人打交道，他们的语言资本都几乎被彻底地贬斥。

也就是说，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所有言语互动都受他

们所分别操持的英语之间的结构关系的制约，而且

还受二者之间的权力不平衡的制约，这种权力不平

衡不仅维持了语言的结构关系，而且赋予那种以任

意武断方式强行树立的中产阶级的“白人”英语，以

某种自然天成的外观［!］"’&!"’"。

布尔迪厄提出，任何言语行为或话语都是某种

联系的关节点，是两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方面是语言惯习，即一套社会因素构成的性情倾

向，一种“表达旨趣”，还包括言说技能、产生合乎语

法的无穷无尽的话语系列的语言能力，这 ! 个方面

的能力都以不可分割的方式被确定；决定言语行为

另一方面的因素是语言市场，即作为一个特定的约

束和监督系统强加自身的力量关系系统，这一系统

通过决定语言产品的“价格”来推动语言生产方式的

更新［!］"’!。他认为语言虽然不是一种稀缺商品，但

是进入合法语言的渠道很不平等，语言的权威来自

外部，要充分理解语言本身，就要把语言实践放到各

种实践共存的完整世界中，不断发展和更新。

四、结 语

布尔迪厄基于具体的实践理论，将语言置于实

践语境中，阐述了语言与实践、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实

质性关系。他批判了结构主义的“学究谬误”式语言

观，批判了纯粹的语言形式分析和形而上学的语言

哲学逻辑，在继承和超越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

的语言观基础上，建构其独特的社会学视角的实践

语言观，具有认识论上的反思性和方法论上的关系

主义。他注重语言和符号权力的关系，指出语言本

身并不具有暴力，只有语言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政治

权力和规约才体现出暴力。因此，布尔迪厄的实践

语言观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色彩，如同马克思主义

强调人的社会性［""］，布尔迪厄把社会历史关系重新

纳入对语言和意识形态的研究之中，对语言研究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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