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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兰西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法兰西民族一直保有其独特的自由和高贵的气质。
伟大的民族是由伟大的思想家所建构而成的，布迪厄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法国社会学界，布迪厄是雷蒙·阿隆之后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曾做过阿隆的助手。
毫无疑问，选择这样一个开时代风气，具有划时代影响的理论人物作博士论文是需要勇气的。
同时，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建进程恰与美国社会学的繁盛同时。
因此，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唯美国之马首是瞻，深受美国社会学之影响，而忽视了世界社会学理
论谱系中的欧陆传统。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虽然伴随着学术界对布迪厄、福柯、吉登斯等欧陆社会学家思想著述的密切关
注而有所变化，但其研究仍然缺少应有的深度。
在这一意义上，对20世纪晚期独执欧洲社会学之牛耳的布迪厄的理论体系展开系统深入的专题式探究
，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建设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拥华博士的论文，在上述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拥华博士看来，就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体系而言，其所追问的依然是一个霍布斯式的秩序问题，
即“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
这种追问不仅仅只是一种知识性的努力，更有政治性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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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布迪厄看来，无意识便是对历史的遗忘。
《布迪厄的终生问题》依循历史如何忘却自身这一问式，试图寻求社会合法自身的逻辑，并依此而形
成《布迪厄的终生问题》的基本问题：作为知识工具的分类图式（历史忘却自身的工具方式）如何成
为了政治的工具？
布迪厄认为，象征权力强加并灌输着各种分类系统，使支配结构演变成无意识心智结构，从而被人前
反思性地予以接纳。
分类与象征权力之间因而建立起了逻辑关联，而这一逻辑关联便体现为信念关系（doxa）。
就此而言，分类与政治便是布迪厄终生关注的问题。
这一问题亦可以表述为“后神学时代的意识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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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拥华，1977年生，湖南岳阳人。
200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社会学系，获社会学博士学位。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研究兴趣为社会理论与中国社会学史，目前的研究集中于追问涂尔干与卢梭等人的关联，尤其是关注
如何理解“society as the ideal”这一论断。
在《中国书评》、《社会学研究》、《社会》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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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括地说，我们需要一个团结的社会。
团结的秘诀在于：对立却不能互相残杀、给予却不必牺牲自己。
“善与幸福就在于此，在于克制下的和平，在于共同劳动与个别劳动相交替的恰当节奏，在于财富集
中后的再分配，在于教育所倡导的彼此的尊重和互惠的慷慨。
”而礼物交换所体现出来的荣誉原则与混融状态都使其最为符合莫斯团结社会的旨趣。
因为，礼物交换目的并非工具性，而是情感和道德性的。
礼物本身的实际价值是没有意义的，它的价值在于交换过程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在于
它所附有的声望、荣誉和象征力量。
质言之，礼物交换研究重新定义和回答了霍布斯的“社会秩序”命题，甚至是奠定了法国社会学派的
根基。
更进一步而言，莫斯和涂尔干所开启的这一视角，对于以社会契约论为核心主旨的理论而言，不啻是
当头棒喝。
在这里，我们意识到社会秩序的形成并非单凭理性就可以成就，人们是通过情感性与道德性的礼物交
换建立起人、物、人之间的混融关系，进而构成有机整体。
　　在莫斯之后，诸多有关礼物的分析都不得不回到莫斯。
鲍德里亚深受莫斯的影响，亦紧跟莫斯的步伐。
鲍德里亚甚至将莫斯所描绘的古代社会礼物交换称谓为“崇高主题”。
涂尔干和莫斯对鲍德里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象征性交换概念的相关分析上，鲍德里亚对此的分析主要
见于《象征性交换与死亡》一书，“一般说来，象征性交换包含着‘获取和回报、给予和接受⋯⋯礼
物与对应礼物的循环’等各种一般的和可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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