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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以反思性的基本原则，去分析人类的思想、行为和思维。他的反 

思社会学在反思的主体、基本对象及目的上均有其特点，他对社会学理论的改革和创新值得重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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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 ·布迪厄是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 

他从2O世纪6o年代起就积极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理 
论和方法论的改革和创新，并试图打破社会学传统 

上的 “主观”和 “客观”、“结构”和 “个人”二 

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创建了 “建构的结构主义” 

的独特思想风格和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布迪厄在方 

法论上对整个社会科学界最重要的贡献，当属他的 
反思性社会学。可以说，布迪厄是以反思性为基本 

原则去分析人类的思想、行为及思维的。因此，本 

文意在分析什么是反思性、如何进行反思，并进一 

步探讨布迪厄反思社会学中的意义。 

一

、 反思性回顾 

从20世纪70年代，就有不少社会学者提出了 

反思性社会学，包括现象学、阐释学、常人方法学 

以及后现代社会学派等。很多社会学家提倡反思， 

可意念所指和具体含义各有不同之处。比如布卢尔 

将反思性等同于学科性的自我指涉，他曾说，“知 

识社会学的解释模式应该运用于社会学本身”。而 

伯杰认为反思性促进了自我意识，有助于确定作为 

社会成员的人类学家和作为分析学者的人类学家之 

间的角色距离。他将反思性定义为：借以超越于他 

人取向和角色承担的一两个心理步骤，因为反思性 

与众不同的关注点就是质疑他人取向和角色承担的 
过程；一个人对在自己身上进行他人取向和角色承 

担的过程所产生的后果有所意识，而反思性就是对 

这样的意识作出思考，逐渐接近社会科学的梦想： 

成为完全超然的观察者。常人方法学家认为反思性 

与索引性一样，是社会行动至关重要的构成性特 
征，是一种可被纳人有组织的 日常生活活动中 

“可被诘问的现象”。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使用 

反思性时指涉行动、科学、社会三个范畴。而布迪 

厄把反思性作为社会学认识论的根本原则，是社会 

工作的必需和特定形式，反思性即为一种视知识分 

子为占被支配地位的支配形式的操纵者的理论。 

二、反思社会学的基本要点 

1．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特点 

(1)在反思的主体上。布迪厄认为反思性社 
会学是一项集体的事业，而非单独由个人完成。每 

个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个人的成长历程中留下 

了社会的痕迹，个人是社会多种结构、组织和场域 

的各种力的合成体。反思性概念要求回归自身去考 
察，进入学科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中，去探索深 

深嵌入在理论、问题和学术范畴之中的集体性科学 

无意识和社会无意识。故反思性的主体最终是作为 
一 个整体的社会科学领域。 

(2)在反思的基本对象上。布迪厄认为 “反 

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 

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 

识”。每一个能成为社会学家的人都受到过专业的 
学术训练，在社会学术场域身经百战，社会学术传 

统已在其身上打下烙印。这样，社会学家深处于这 

种社会场域和学术场域中，自然受到他在社会结构 
中的位置和在学术场域中位置的影响。从根本上来 

说，社会学家更需要反思的是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 

意识。 

(3)在反思的目的上。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 

学不是去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也不是一味地 

批判知识分子和学者的缺陷，而是去巩固发展社会 

学的认识论的方法，通过反思使自身得到升华和提 

炼，并不断扩大社会科学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 
和长久性。 

2．布迪厄指出导致社会学观注点模糊不清的 

三种偏见 
一

是个体研究者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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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阶级、性别、种族)，这点可以通过相互批评和 

自我批评的方式加以控制。 
二是与分析者所占据的位置相关。这种位置不 

是指在较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是在学术场 

域或权力场域的位置。因为任何知识的生产者在生 

产一定的知识时，必然受到其在学术场域与社会空 

间中的位置的有意或无意的牵制。他的研究 (即 
知识生产工作)必然要受制于这一位置，而对于 

知识生产的历史条件的反思要求打破知识场域与非 

知识场域的界限以及不同学科之问的界限。所以， 
布迪厄认为在分析社会学家的自我时，必须勘定他 

“在学术场域中的成员资格与位置”，亦即知识生 

产者自己在学术场域与社会空间中的位置。 

三是唯智主义偏见。它诱使我们把世界看作一 

个旁观的场景，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旨符号，而不 
是有待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 
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 

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 

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 “学究式的谬 
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思考的事实 中 

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 

中的预设缺乏警惕性，以至于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 

否定实践的逻辑。这样，实践的逻辑可能会被消除 

在理论逻辑之中。 

3．应该思考如何反思问题 
反思效果的达到需要明确怎样反思。从小我们 

就被灌输各种知识，学习某种思维方式，以社会既 
定的模式来认识自己、他人和社会。许多社会现象 

就像一天三餐那样平常，如我们习惯的思维模式、 

行动取向、感觉方式等，总是被先人之见所包围。 

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提 
到的特罗布里恩德土著的库拉 (库拉是一种原始 

的贸易方式)，倘若作者没有深入土著部落调查或 

许就发现不了另外的原始贸易。故布迪厄认为反思 

要深入实践中，在实际的经验调查中发掘各种理论 
或社会学工具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布迪厄的实践理 

论促进了对反思社会学的思考，这种反思突破理论 

与经验之间的藩篱，将高度抽象的理论转化成切实 

可行的实践操作，并对以往的社会学重新思考。 
4．在实践中，如何达到反思的效果 

布迪厄看到，实现反思必须界定研究对象。布 
迪厄主张在实践的过程中构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 

的建构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激发他们的是一套 

实践的原则，并在 “理论”工具——惯 习、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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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本的利用下完成。场域的观念提醒我们，一条 

必须考虑的准则是要求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 

段，想方设法抗拒骨子里那种实证主义的方式来思 

考世界的基本倾向。布迪厄反对唯理论主义和唯方 

法论主义的方法进行对象的建构，主张构建维持人 

类实践基本统一性的 “总体性社会事实”。这种 

“总体性社会事实”所涉及的人类实践兼跨各种支 

离破碎的学科片断、经验领域和观察分析技术。另 

外，要构建一个科学的对象，还要对事实采取一种 
积极而系统的态度。要与经验主义的被动性决裂， 

而又不堕入宏大理论化的空洞之中，应该建立一个 

模型来处理具体的经验个案。 

要做到深人彻底地进行反思，布迪厄认为社会 
学家必须与常识决裂，需要彻底的质疑。社会学家 

习得的常识也会对他们的社会研究产生干扰。科学 

实践需要质疑，否则就无法了解实际工作，陷入被 
它看作研究对象的课题里，或者被 自己的对象支 

配。这样，社会学家承担的一项特殊任务是反过来 
探索自己。做到与常识决裂的有效方法是回顾各种 

问题、概念和思维工具的社会演变历史，考察它的 

变化过程，追溯问题的起源，即 “历史化”的方 

法。布迪厄认为，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任务是思维途 
径的转换、观注方式的巨变，并与那些预先建构的 

观念的各种事物以及这些观念本身决裂。 

三、总结 

反思性作为布迪厄社会学方法论的根本原则， 

是布迪厄社会学中最醒目的一个亮点和突出贡献。 
布迪厄在反思社会学上用心良苦 ，表面上他是激烈 

的批判社会学家，实际上他倡导一种积极和有所作 

为的行动主张；虽然他承认社会世界具有高度的结 

构化特质，但他并不认为社会世界遵循一成不变的 

法则，也不认为人们面对社会法则时无能为力。布 
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不是一种 “为艺术而艺术” 

的旧思路，而是帮助知识分子走出无意识的幻觉， 
从反面让知识分子发掘那些影响支配他们的符号暴 

力。他积极引导敦促知识分子去探究深藏于社会结 

构和学术场域的社会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清醒地 
认识各种限制知识生产、阻碍知识增长的主客观因 

素，并试图克服这些限制因素，从而促使一种新的 

知识生产方式的再造，促进一种新的知识机制和学 
术机制的产生，在更大的追求上实现社会学的科学 

发展和整个社会科学体系的完善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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