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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分析视角的 。

）

［
＾Ｄ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研究

□ 李振刚

摘 要 ： 新生代农 民工 的社会融合问题是政府 面 临 的一个重要现实 问题 ，
也是理论研究

的热点 问题 。 文化融合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重要内 容和维度
，
但现有文

献 中从文化分析视角 出 发的研究 相对较少 。 本 文首先对农民工文化融合的 相关

理论和研 究进行综述 ， 包括现代化理论 、 再社会化理论
、
社会排斥理论 、 跨文

化适应理论和文化资本理论等 。 在此基础上 ， 提 出 了 以 文化资本理论为核心 的 ，

研 究新 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文化分析视角 ，
以 期对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一 些

借鉴 。

关键词 ： 新生代农民工
；

社会融合
；
文化融合 ；

文化资本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 ， 越来越多的农随着制度性改革的深人 ， 从微观个体层面进行研究的

民工进人城市 ， 其中又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 。 与老文献逐渐增多 。 这些研究中又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一

代农民工相比 ，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在人数上占的 比的研究居多 ， 从文化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相对较少 。 多

重大 ， 而且他们有更鲜 明 的个体特征 ， 他们年纪轻 ，数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前由于没有城市生活经验 ，
缺少

受教育水平高 ， 缺乏农业生产经验 ， 向往城市生活 ，城市生活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 导致他们会遭遇各种各

更希望永久定居到城市
？

。 从广义的移民定义来看 ， 样的冲击 ， 经历各种各样的挫折 ， 会产生很大的心理

农民工也属于移民 ，
而迁移本身是

一个伴随着众多变压力 ，
影响其城市适应。 农民工 由 于缺少城市生活的

化的过程 ， 包括生理转变 、 社会转变 、 文化转变 ， 需知识和技能还会遭到市民的歧视与偏见 。 此外 ，
即使

要进行的转变越多 ， 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就越难 。 如何部分农民工在获得城市户籍身份 ， 也很难形成
“

我是

帮助新生代农 民工减少迁移带来的不适应
， 使之能够城市居民

”

这样新的身份认同
［
２

］

， 其根源之一就是

尽快融人城市生活 成为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紧迫问缺少对城市文化的熟悉和掌握 。 因此 ，
从文化分析的

题
，
也成为学术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视角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 ，

一方面有利于丰

以往对于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研究 ， 从城乡二元结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
另一方

构 、 户籍制度 、 公民权等宏观制度层面的研究较多 。 面可以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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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农民工文化融合问題的现有研究３
？ 文化排斥的视角

文化排斥是社会排斥的
一个方面 。 我国学者将文

提到农民工的文化融合问题 ， 首先要看到农民工化排斥界定为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外群体无法获得主流

进城后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 ， 这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文化 （包括行为方式 、生活方式 、价值观 、生活技能等 ）

难以融人城市的重要原因 ，学界已经形成共识。 但是 ，的状态和过程 ， 并因此无法融人主流群体
［
９

］

。 产生

究竟城乡文化差异应该包含哪些维度和内容 ， 农民工文化排斥的直接原因是文化冲突 。 宋林飞认为 ， 农民

是如何应对的 ， 这些文化因素又是如何影响农民工社工进城至少面临三个方面的文化冲突 ：

“
一是结合紧

会融合的 ， 不同的研究各有侧重 ，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密的 、 以家庭和社区为纽带的乡村文化 ， 与注重个人

下三个研究视角 。奋斗 、 注重竞争的城市文化的冲突 ；

二是重视情谊的

１ ． 现代性与城市性的视角乡村文化 ， 与讨价还价的市场经济理性文化的冲突 ；

一些研究认为 ， 农民工融人城市的过程 ， 就是农三是平等的乡村文化 ， 与歧视性的城市亚文化的 冲

民工获得现代性的过程 ， 现代性正是城乡文化差异的突
”［ １° ］

。 汤林春提出 了农民工子女在公立学校面临

重要体现。 周晓虹考察了流动与城市体验对温州农民 表层 （衣着 、卫生等外表 、语言及饮食习惯 ） 、中层 （学

工的价值观 、 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变迁的作用和习习惯 、生活规范和教育方式 ） 和深层 （ 内在价值观 ）

具体方式 。 他认为流动和城市体验 ， 是农民工完成从三个层次的文化冲突
［

１
｜ ］

， 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民工在

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
３

］

。 张红霞城市面临的文化冲突的层次性 。

和江立华指出 ， 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具有农村传统性和总之
， 农民工的文化融合问题是多方面和多维度

城市现代性的双重特征 ，
正处于

一

种与传统性断裂同的
，
可以概括为行为方式 、 价值观念 、 审美模式 、 话

时现代性又碎片化的矛盾状态 中 ， 提出给新生代农民语体系和思想意识等几个主要方面 。 农民工的文化融

工赋权 ， 制定更加包容的社会政策 ，
以此来重塑新生人存在着由表及里的层次性 ，

通常外在的边缘性的文

代农民工的现代性
［ ４ ］

。 另外
一些学者从理论上探讨化改变较容易 ， 内在的核心文化改变较困难 。 流动的

了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的关系 ， 其所谓的城市经历和城市体验对农民工的文化融合有重要影响 。 已

性往往等同于现代性 。 如王兴周 、 张文宏认为农民工有研究的不足在于 ， 多局限于静态的现象描述 ， 缺少

在经历了职业 、 社区 、 身份市 民化之后 ， 生活方式市
一

个对农民工文化融合现象本质进行概括的概念 ，
对

民化及城市性的养成 ， 是农民工市民化下
一步的中心农民工文化融合的动力机制探讨不足 。 而布迪厄的文

内容 ， 具体包括培养理性化的人格 、 适应次级社会关化资本理论及文化适应理论可以为我们理解文化在促

系 、 适应超负荷的社会交往模式 、 适应亚文化环境 、进农民工社会融合方面的作用提供重要 的理论依据 。

创新与反常规以及宽容几方面内容
［
５

］

。

２ ． 再社会化的视角二、 文 资本理论在农民工文化

再社会化是指个体在完成初级社会化的基础上 ，融合研究中的借鉴

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环境 ， 按照新的社会规范来改变 自
晒麵＂ １ 園 ■ １１ １ １＿■ １ １１ １■＿Ｍ １ １ １１ １ １ １ １―丨

酬 ＿ 丨＿ ＂

己 的思想感情 、
心理 、 性格 、 行为得到新的认同的文化资本是布迪厄关于资本理论的创新 ，

也是其

过程
［
６

］

。 朱虹研究了珠三角打工妹的再社会化过程 。 社会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之
一

。 他认为资本是需要花

她认为打工妹的再社会化的过程是打工妹进人城市时间累积的劳动 ， 资本具有获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 。

后
，
对城市社会的行为规范 、 价值观念 、 审美模式 、

总的来说 ， 布迪厄认为最重要的三种资本形式为经济

话语体系等城市文化 ，
从认知到认同的内化过程 ， 以资本 、 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

及市民角色的学习 和扮演过程
［
７

〕

。 打工妹再社会化１
． 文化资本概念

的过程是
一

个由表及里的过程 ， 首先是城市身体的塑在 ２〇世纪 ６０年代 ， 布迪厄和他的合作者在研究

造和城市语言的掌握 ， 其次是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出生于不同社会阶层孩子取得的学术成就差异的原因

城市化 。 王燕华 、 张大勇比较了城乡文化的差异 ， 包时首次使用了文化资本的概念 。 后来 ， 在研究法国社

括城乡 价值观念 、 城乡生活节奏 、 城乡符号 （ 语言和会分层的著作 《 区隔 》
一书中 ， 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

服饰 ） 等方面的差异 ， 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再社会化的包括正式教育 、 古典音乐知识 、 现代艺术的偏好 、 精

中国青年研究 一１ ２／２０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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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书架等 ， 文化资本与不同阶层人士的生活方式 、 投资者投人大量的时间
［ １ ６ ］

。

品位和政治态度密切相关 。 但布迪厄本人并没有给文４ ． 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意义及借鉴

化资本下
一

个确切的定义 。 林南认为行动者对主流文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表明广义的文化已经成为

化与价值 （合法化的知识 ） 的获得与认识被称为文化
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 。 在现代社会 ， 文化资本已经成

资本 ，
主流文化可以表现为文化符号 、 行为方式 、 语为社会分层的两大基本原则之一 ［

１ ７
］

。 文化资本理论

言的使用等方面
［

１ ２
］

。 戴维 ？ 斯沃茨认为布迪厄使用不但能够解释宏观社会阶层结构再生产 ， 还能用来

文化资本的概念主要是想表明文化可以变为
一

种权力分析个体行动者如何积累资本 占据有利社会位置
［

１ ８ ］

。

资源 ，
文化资本概念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资源 ， 比如词同样 ，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也为移民的社会融合问

语能力 、

一

般的文化意识、 审美偏好 、 关于教学体系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 在西方学术界对移民融入问

的知识及教育文凭等
［

１ ３
］

。 也有学者认为文化资本概题的解释也形成了三种主要 的归因理论 ，
即制度归

念的核心是通过 占有不同形式的知识 、 品位和偏好性因理论 、 人力资本归因理论 、 社会资本归因理论
［ １９ ］

。

情等 ， 能够拥有
一

种象征性的权力
［ １
４

］

。在移民研究中 ， 尽管社会资本理论比文化资本理论更

可见 ， 文化资本从内容上来看 ， 是由主流文化所有影响 ， 但是布迪厄的文化理论有利于进行更为深人

构成
；
从本质来看 ， 是一种权力资源 ， 能够带来利细致的分析 ，

因为他的理论包括了不同类型资本的互

润 ， 也能够发挥社会分化和社会排斥作用 。动和转化
［
２° ］

。

２ ． 文化资本的形式及其与其他资本间的转化虽然 ， 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与阶层的理论是针对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以具体化、 客观化 、 体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 ， 但是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急

制化三种状态存在 ，分别体现为精神和身体的持久
“

性剧变化的中国所发生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及社会流动现

情
”

、 文化商品及区分文化资本高低并为之提供庇护象仍然有解释力 。 对于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工作和生活

的原始资产 （如教育资格 ） 三种形式 。的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同样具有解释力 。 农民工的

布迪厄认为资本之间 的转换依赖于其起作用 的社会融合过程是低身份 （农民 ） 向髙身份 （ 城市居 民 ）

场
， 并以多少是昂贵的转换为代价。 资本的三种基本的移动和过渡过程 ［

２ １
］

。 首先
，
农民工学习城市文化

形态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化形式 ， 并且能够相互转换 ：
的动机与 中产阶级学习上层文化的动机相似

［
２２

］

。 如

（ １ ） 经济资本 ，
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 ’

这种资本前所述 ， 文化资本的获得主要是对主流文化的熟悉和

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 ；
（ ２ ） 文化资本 ， 以教掌握 。 我国 由于长期的城乡分割 ， 城乡差别巨大 ， 导

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 ， 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致城市文化成为比乡村文化更高级的文化模式 。 而农

转换成经济资本 ；
（ ３） 社会资本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民工进城 ， 其生活场域发生变化 ， 农 民工要适应和融

式被制度化 ， 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成经人城市生活 ， 必须根据城市文化的要求对其思想 、 行

济资本
［

１ ５
］

。 布迪厄论述了文化资本 、 社会资本在一为和价值观做出调整。 其次 ， 根据布迪厄关于资本之

定的条件下均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 。 但是 ， 他认为经间相互转化的思想 ， 更有利于深人分析文化因素在农

济资本是其他类型资本的根源 ， 其他类型的资本都可民工社会融合中的作用和机制 。 文化资本可以和社会

以从经济资本中获得 。 另外一些学者对文化资本和社资本以及经济资本进行转化 ，
可以推断文化资本越高

会资本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 均表明文化资本有助于社越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合 ，
反之

， 则不利于

会资本的积累 。其城市社会融合。

３ ． 文化资本的获得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为我们分析农民工的文化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主要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获融合现象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 。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得。 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首要场所 。 在家庭中 ，
父母到布迪厄强调了文化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 ， 主要研

的言传身教和孩子的耳濡 目染 ， 使得文化资本在不同究问题是社会分层 ， 其理论更加关注连续性的模式而

的代际间传承 ， 不同阶层家庭的子女往往具有不同的不是变迁的模式。 新生代农民工经历了 由农村到城市

文化资本 。 在学校 ， 通过对学生思想意识的灌输 、 价的这样一个流动的过程 ， 面临着文化环境的转换 ， 要

值观念的引导和知识的传授 ’ 学生获得文化资本 。 文经历一个文化适应和文化再学习的过程 。 当面对两种

化资本的积累不同于其他形式资本积累的特点在于 ，不同的文化时 ， 他们会采取怎样的学习策略？ 这些方

它必须由投资者亲力亲为 ， 不能由其他人代替 ， 需要面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没有进行论述 ， 跨文化适应

中国青年研究— １２／２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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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
一些有益的启示。２ ． 文化适应的领域与策略

文化适应理论除了对维度的讨论外 ， 还对文化适

三 、 文化资本在移民过程中的应的层次和领域进行讨论。
一些心理学家指出 ， 以往

缺失和获得 ： 文化适应理论 的研究往往认为移民会在所有的生活领取采取相同的

麵
１１＿丨＿＿１ １

丨 丨
丨 １ １ １ ＿１

＂

？ 關




文化适应策略 ， 这样做可能并不符合实际 ， 提出移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展示的是单
一

文化背景下民在不同生活领域可能采取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 比

的 ， 从再生产角度揭示文化资本的社会分层与分化功如
一

个移民可能在经济和工作领域采取向上的同化策

能 ，
而文化适应理论 （ ａｃｃｕｌ 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 则从跨文化背略 ，

语言方面采取向上的整合策略 ， 但是在家庭 、 婚

景下出发 ，
展示跨文化移 民如何学 习新的文化 、 适姻和饮食等问题上却采用分离的策略

［ ２５ ］

。 也有研究

应新的环境的动态过程 。 人类学家拉尔夫 ？
Ｌ

？

比尔表明 ， 移民在公共领域采取同化策略 ， 但是在家庭私

斯指出城乡之间的文化适应过程和跨文化之间 的文化 人领域 ’ 他们更愿意保持原来的文化传统 。

适应过程并无本质差异 ， 基本过程具有可比性 。 这说３ ． 文化适应理论的启示

明文化适应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西方的文化适应研究对西方国家移民政策产生了

问题 。重大的影响 ， 对我国农民工的文化适应问题研究也具

１
． 文化适应理论的模型有重大的理论借鉴意义。 就我国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

文化适应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 ， 发而言 ， 从宏观和长远来讲 ， 大部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

生持续的 、 直接的文化接触 ，
导致

一

方或双方原有还是要向市民靠近被同化 ， 可能单维度模型更有说服

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
［
２３

］

。 由于移民数量的激增 ，力 。 但是 ， 这一过程不是
一代人所能完成的 ， 可能是

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 推动了文化适应研究的两代或者几代人才能完成 ， 所以就当下和农民工个体

发展 ， 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模型 。 目前 ，
研究文化适应而言 ， 可能双维度模型更有解释力 。 但是 ， 我们要注

有两个主要的模型 ，
即单维度模型和双维度模型 。意在不同生活领域 ， 农民工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文化适

（ １ ） 单维度模型应策略 ， 即在公共生活领域 ， 他们更可能采取同化策

这一理论模型假设移民总是接受新社会文化的所略 ，
这样有利于农民工获得更多的社会承认和平等的

有方面 ，
而失去原生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 移 民可能机会 ，

而在家庭私人生活领域更可能采取隔离的策略 。

处于完全同化和完全不同化两极的中间 ， 但最终是要

实现完全同化 。 同时 ， 个体受主流文化影响越大 ，
原四、 文化资本与社会融合的关系

有的文化对他影响越小 。 处于两极中间的是
一

种双文

化状态 ， 此时 ， 个体在某些方面仍然保持原有文化 ，文化融合是社会融合的
一

个方面 ， 除此还有经济

但是在另外
一些方面却被主流文化所同化 。 单维度模融合 、 社会结构融合 、 心理融合等 ，

它强调在文化上

型的主要缺点是它不能区别出个体对两种社会文化都的适应和融人 ， 但并不能涵盖文化 （文化资本 ） 在社

熟悉或者都不熟悉的情况 。 单维度模型理论对移民政会融合中的全部作用 ， 那么文化资本与社会融合的关

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美国社会的
“

熔炉
”

观和移民的系究竟如何 ？ 这是本部分文献回顾的内容 。

同化政策 。１ ． 国内对于文化资本与农 民工社会融合关 系的

（ ２ ） 双维度模型研究

鉴于单维度模型的不足 ，

一些心理学家提出双维李丹丹对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的
“

新文化资本
”

的

度模型来解释文化适应的多样性 ，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内容进行了梳理 ，

包括知识、 技能 、 观念 、 行为习惯

贝瑞提出 的双维度模型 。 贝瑞提出 了两个相互独立的等方面 ， 同时指出新的文化资本的获得途径主要是同

维度 ， 即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和与其他文化伴和教育培训
［ ２６ ］

。 但其研究的主题是农民工新文化

群体交流的倾向性 。 根据个体在文化适应中在两个维 资本对留守儿童的影响 ， 而非对农民工 自身城市融人

度上的不同表现 ，
可以区分出四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的影响 。 刘辉武对文化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人之间的

略 ，

艮 卩整合 、 同化 、 分离 、 边缘化 。 双维度模型提出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 ， 他指出文化资本的缺乏会对农

后
，
越来越受到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 在移民民工的城市融人产生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的影响 ，

也

政策中主要表现为多元文化政策
［ ２４ ］

。会导致市民的文化排斥和农民工的 自我排斥 ， 增加农

中国青年研究— １ ２／２０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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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融人城市的难度
［ ２７  ］

。资本并不
一

定会阻碍农民工的社会融合 ， 有时候可能
一些学者或者采用定量方法或者采用定性方法对 会帮助农民工实现融合。 但是 ，要融入主流社会的话 ，

文化资本与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 定量新习得的文化资本至关重要 ，
这也是我们研究应当关

研究方面 ， 赵芳 、 黄润龙根据布迪厄的资本相互转化注的重点 。

的思想 ，
论证了文化资本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民工在城综合国内外关于文化资本与移民融合的关系的文

市生活的经济 、 社会 、 心理层面的融入程度
［ ２８ ］

。 王献来看 ， 首先 ， 肯定了文化资本与移民社会融合特别

小红研究了文化资本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的关系 ， 结是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 。 其次 ， 相关研究中体现了文

果表明文化资本缺少是造成农民工的职业地位、 经济 化资本与其他类型资本之间转化的思想 ， 展示了布迪

地位和政治地位低下的重要因素
［
２９

］

。 定性研究方面 ，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解释力 。 但是 ， 将该理论应用于解

朱虹以餐馆打工妹为研究对象 ， 从身体 、 语言 、 行为 、释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

观念四个方面展现了打工妹在城市积累文化资本的过

程及途径
［ ３° ］

。 赖晓飞基于对某工厂工人的调査 ， 从五、 农民工社会融合研究

教育机会 、 家庭背景 、 品位与生活方式三个维度探讨文化资本分析视角

了文化资本与农村流动人 口城市融人问题
［
３ １

］

国 内关于文化资本与农 民工社会融合关系 的研究竟何为社会融合 ，
国内外学术界尚无统一看法。

究 ，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的都还比较少。 为数不多的有的从过程的角度来定义社会融合 ， 有的从结果的角

实证研究 ， 除了朱虹的研究比较系统深人外 ， 其他研 度定义社会融合 。

一些学者提出社会融合是
“

移民成

究不够深人 。为被主流社会所认可接纳之成员的过程
” “

在这个过

２
． 国外关于文化资本与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程中移民学习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 ，

而放弃他们 自 己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也被用于国际移民相关研原有的 、被主流社会认为是低等的
一些文化特质

” ［ ３４ ］

。

究当中 。 通常的研究将移民的文化资本看作为从移出悦中 山等提出
“

移民的社会融合是指移民与迁入地社

国带人移人国的具有种族界限的特殊的文化资本形会居民之间差异的消减
”

，
而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指

式
，
或者适应或者不适应移人国 。 埃雷尔批评了这种

“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在文化 、 社会经济地位 、
心

对文化资本僵化的理解 ，
认为移民会根据移出 国或者 理等方面差异的消减

”［ ３５ ］

。 就社会融合的内容而言 ，

移入国的权力关系 ， 采取生产和再生产文化资本的新国内外关于社会融合的理论都认为社会融合是多维度

方式 ，
而不是简单地借鉴过去的经验。 她通过案例研的

，
主要包括经济 、 社会 、 文化和心理四个维度 ， 并

究分析了土耳其女性技术移民在迁移到英国和德国且多数认为心理融合是社会融合的最高层次。 目前研

后 ， 如何将 自 己 的原始文化资本合法化 ， 表明 了文究的主要局限在于过分强调社会融合不同维度之间的

化资本在移民的职业流动和社会流动中有重要的作线性递进关系 ，
对不同维度之间的互动关注不足 。

用
［ ３２ ］

。 她的研究 中的文化资本主要是指移 民的学历在综合 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 本文认为农民工社会

和职业资格证书等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形式。 倪和桑德融合是农民工被市民所接受和认可的过程 ，
也是农民

斯对洛杉矶地区的亚洲移民的职业流动的研究表明文工发展相应 的能力适应城市生活 ，
具备城市市民基本

化资本对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 。 该研究认素质的过程 。 社会融合的最终结果是农民工与市民在

为文化资本包括制度性的文化资本和身体化的文化资经济 、 社会关系 、 文化 、 心理四个维度差异的削减 。

本 。 同时 ，
对流人地的语言的掌握和文化习俗的适应本文认为文化融合处于农民工社会融合 日程表的前

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本。 文章指出从家乡带来的文面 ， 这是农民工首先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经历 ，
这与

化资本和在流人国新积累的文化资本都是寻找就业机其他学者观点也是
一

致的 。 本文也认可其他学者提出

会的重要资源。 从家乡带来的文化资本对在族群社区的心理融合是社会融合最高境界的观点 。 因此
，
研究

中寻找工作很重要 ， 新学习的文化资本对于在主流社 文化融合对社会融合其他维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

会中就业非常重要
［ ３３ ］

。和现实意义。 利用文化资本的理论和概念来衡量新生

我们可以看到 ，
国际移民研究中 ，

更关注移民从 代农民工文化融合的状况 ， 具体分析文化资本与社会

移出 国带来文化资本对移民在移人地融合的影响 。 这融合其他维度的关系 ，尤其是关注对心理融合的影响 。

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民工从家乡带来的原来积累的文化托马斯在研究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时指出 ， 从传

中国青年研究— １２／２０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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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 乡村文化移 向现代都市文化的过程 中 ， 人们都的文化资本
［
３９

］

。 新生代农民工积累城市文化资本的

要将传统文化抛到身后 ， 而去努力适应都市文化
［
３ ６ ］

。主要途径有同辈群体 、 媒体、 教育培训 、 与城市人

同样 ，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的过程也是
一个与互动 。

传统的乡村文化和乡 土习性逐步决裂的
“

脱根
”

过农民工通过再社会化的方式积累 自 己的文化资本

程
［ ３ ７ ］

。 所以
， 农民工进城后 ， 首先要经历

一

个再社的同时 ，
也积累 自 身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 根据布迪

会化的过程 ，
也是其获得现代性的过程 ， 其本质是积厄关于资本间相互转化的思想 ，

文化资本在特定场域

累新的城市文化资本的过程 。和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
带来经济

根据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结果 ， 农民工在不同的和社会方面的利润 。 通过以文化资本为引擎的多维资

社会生活领域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文化学习策略 。 新生本的积累 ， 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空间内寻找 自 己的社会

代农民工再社会化的过程是
一

个由表及里 、 由外而内位置 ， 努力实现向上流动 ， 最后找到心理归属 。

的过程 ， 其积累城市文化资本的速度和优先顺序也所以 ， 以 文化资本理论为核心 的文 化分析视

会不同 ［
３ ８

］

。 根据这些特点 ，
可以将新生代农民工习角 ，

可以让我们从动态的过程来具体分析文化因素对

得的新的城市文化资本分为基础型和发展型两个层农 民工社会融合 的影响及其机制 ，
开拓我们的研究

次 。 前者 ， 主要是指一些关于城市 日常生活的基本知 视野 。 ■

识和能力 ，
这些知识和能力用来解决 日常生活中遇到

的最常见的问题。 缺少这些知识能力 ， 就会影响
一

个李振刚 ： 北京师 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 学院

人参加最
一

般的社会活动 。 后者 ， 主要是指关于城市博士研究生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所

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
包括品位和审美等 ，

这些是社会政策研究 室 助理研究员

新生代农民工融人城市的核心内容 ，
也是比较难习得责任编辑 ／ 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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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１ ９９７ ． １ ８９

－

１ ９２ ．

［ １６ ］ ［２ ７ ］ 刘辉武 ． 文化资本 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Ｊ ］ ． 农村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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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 朱伟珏 ．

“

资本
”

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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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 ［Ｊ ］
． 社会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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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３ ．

［ １ ８］ 朱伟珏 ． 超越社会决定论
——布迪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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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社会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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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研究
Ｉ

￣

ＤａＸｕｅＳｈｅｎ
ｇ
Ｙａｎ

Ｊ
ｉｕ

̄

在进行招聘信息审核的基础上把自 己 的
“

关注
”

锁定曝光微博 ，
对学生投诉为虚假内容和具有欺诈形式的

为较为宽泛的就业网站、 大型企业 、 成功校友 、 兄弟招聘微博进行曝光以及相应的校内屏蔽。 ■

院校的就业微博 ， 以帮助关注就业微博的 同学在第
一

时间获取更多的就业信息 。二是通过设定网关的形式 ，张娓娓 ： 西北大学硕士 ， 西安思源学院讲师

对进行信息确认的招聘微博加盖本校就业部门 已阅的陈绥阳 ：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图标并添加可信度等级 ，
处于校内的大学生在打开该郭 军 ： 西北大学副教授 ， 博士

微博时界面会提示对应信息以供参考 。 三是建立公开责任编辑 ／ 方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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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马晓红 ． 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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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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