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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90年前，北京发生了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性起源的五四运动；往前追溯220周年，巴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
，大革命拉开了现代世界的序幕。
五四运动也好，法国大革命也罢，都与一场深刻的启蒙运动有关。
五四与大革命都是启蒙的观念之子。
但启蒙与之的关系又非简单的因果联系，其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吊诡历史。
    启蒙是现代性的核心，然而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在后现代、激进左翼和保守主义几股思潮的共
同夹击下，启蒙呈现出自身的危机。
启蒙似乎成为了一条死狗。
启蒙是否已经死了？
有没有复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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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里，就很明显地体现出来了社会世界的二重性之于合法化之间的关联，二重性一方面是指身体的
，一方面是指制度场域的。
社会世界寄居于身体之中，也就意味着身体化的倾向体现着与社会世界的现实客观结构之间的契合性
，而制度场域则经由仪式化的行为，表征着对社会世界的认受。
就此而论，统治的合法化就在习性与场域之间、在身体与物事之间的双向模糊关系中得到了实现，这
是在不经意间实现的，布迪厄多次刻意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而习性与场域之间、身体与物事之间的关系，布迪厄使用“实践感”“游戏感”来表示，也通过
“doxa”概念来深入说明社会世界的底蕴，这些都与我们对合法化行为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国家权力的运作，一般而言都是作为象征权力而进行的，也即它试图在否定性中肯定自身，这
是现代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所具有的特定功效。
布迪厄认为，在权力的合法化过程中，统治者总是玩弄“循环因果性”的逻辑，使合法化的确立与某
种客观的“自律性”相关联。
权力的正当化过程是一种“圣化”的过程，即通过被承认的、法定的“祝圣者”的象征性行为，统治
者被赋予了象征性的合法性。
而在权力的运作当中，被支配者感觉不到这是支配，这种委婉手法的运用，反而可能使得被支配者们
感受到一种恩惠，这个时候，权力或统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就被深深地内化了、被认受了。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世界的合法性问题就在于要使得象征权力能够得到不断地生
产和再生产。
只有如此，社会权力才能够在象征性的掩护之下以正当之名行使，否则，这个世界就难以按照正统的
意愿进行整合。
而象征性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布迪厄那里，还主要是通过如同仪式一般的学校教育进行的。
国家在这一过程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布迪厄对国家的分析始终是与对象征权力的关注相勾联的。
通过分析，布迪厄的结论是“当代的专家统治”是穿袍贵族(noblessederobe)“在结构上的(有时甚至还
是血统上的)继承人”，他们“通过创造国家来创造(作为一个法人团体的)自身。
”在布迪厄晚期的研究工作中，对国家的思考一直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在这一系列的考察中，“国家
被视为符号暴力集权化的组织表现方式”，或者说是“确保各种私人占有形式的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
的公共宝库”。
在1991年布迪厄与华康德合作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他们对国家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式的阐述，其基本观
点如下，“归根结底，国家是符号权力的集大成者，它成就了许多神圣化仪式，诸如授予一项学位、
一位身份证、一件证书——所有这些仪式，都被一种权威的授权所有者用来制定一个人就是她在仪式
上被展现的那种身份，这样就公开地确定她是什么，她必须是什么。
正是国家，作为神圣化仪式的储备银行，颁布并确保了这些神圣化的仪式，将其赐予了仪式所波及的
那些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国家合法代表的代理活动，推行了这些仪式。
因此，我对韦伯的名言加以改动，使它更具一般性，我认为：国家就是垄断的所有者，不仅垄断着合
法的有形暴力，而且同样垄断了合法的符号暴力。
”四、结语：社会学与沉默的世界社会学面对着一个沉默不语的世界，社会学的使命即在于揭示这一
世界沉默不语的逻辑以及对之进行政治分析。
社会世界于我，亦即是社会世界在我身上的“承受”，这一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颖的问题，在人类学
研究以及意识形态理论当中，都可以见到。
然而，布迪厄通过赋予这一问题以政治性的蕴含，从而阐述了现代社会的象征形式以及社会学的内在
限度和科学场域理性的政治前景。
他一方面从二元论中脱身而出，另一方面则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他对社会世界二重性的分析。
在他那里，社会世界既存在于身体当中，也即习性中，也存在于物事当中，即场域中，就此，社会世
界以二重性的形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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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正是在这里，布迪厄实现了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设问，转变为“场域与
习性”的关系设问。
对“何谓社会”的回答，直接从一种二元论的范式过渡到二重性的阐释。
在文中，我们的分析是经由对“doxa”概念的阐述，以及对它在布迪厄社会理论当中，尤其是在社会
世界的二重性当中的连接作用的分析为主线条而展开本文的陈述的。
社会世界将它最贵重的东西存贮在行动者的身体当中，以习性的形式所体现出来的行动的意向性实质
是对社会世界的一种前反思性接受所产生的行动的潜意识。
当习性遭遇到产生它的场域，这一遭遇便是布迪厄所谓的一种心智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本体论契合。
在其间，社会世界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是自然而然的。
那么，正是在这里，社会世界经由对社会结构内化的心智结构，这一结构主要是指分类图式、思维方
式等内容，而实现了自身的正当化。
而这一本体论契合，也构成了象征性强加意义和象征的前提性条件，亦即是象征权力和象征暴力实现
的条件。
本文对分类图式的分析，是直接从涂尔干出发的，并在这一脉络中寻求他们之间的异同。
因而，在布迪厄那里，这一社会世界是沉默不语的。
它之所以沉默不语，不意味着它无所作为，恰恰相反，这一沉默代表着千言万语。
抑或可以说，这一沉默，是社会世界支配的最高形式。
那么，就此，社会学的任务就表现出来，它旨在揭示这一沉默下的社会机制的运作，并使得这一揭示
可能成为解放的知识工具。
所以，社会学所指向的是解放。
在这里，布迪厄对这一沉默不语的分析，最直接的还是回溯到了对实践感的陈述，尤其是对教育与文
化和社会生产／再生产问题的关注。
这一关注的目的即在于追溯历史的记忆，引回到对历史的意识状态，使得我们从无意识中脱身为有意
识。
就此，我们才说，布迪厄所展开的是一种唯物主义人类学的研究。
布迪厄因此而提出了他全新的思考政治哲学的路径，那就是，“政治哲学的最为基本性的问题只有当
它回到对世俗的学习和教养的社会学洞察，才能被提出，并真正地加以解决。
”因而，“对性情倾向学习和接受的分析导向了对政治秩序特定历史原则的思考”。
由此可见，布迪厄对实践行为的研究指向的是政治与解放之途，抑或说对权力的社会学考究，从而将
社会学研究转变为一种社会分析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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