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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受传统妇女史观父权压迫二分模式思维的影响，缠足演示了父权体制的压迫，建构了我们
对缠足是“被蹂躏”、“被压迫”，缠足的妇女是“愚昧无知”的历史记忆。
然而，结合缠足的区域性差异问题（即有些区域缠，有些区域不缠）来思考：在空问上，缠足作为一
种传统，不同的局部表现出多样性，不同的区域表现出当时当地的身体秩序；在时间上，即便是在同
一个村落，身体秩序的均衡也是变动的。
因此，本书认为，缠足是“
被蹂躏”、“被压迫”，缠足的妇女是“愚昧无知”这一静态的历史认知尚不能解释参与其中的妇女
本身的行为动机，也不能完全揭示缠足的复杂历史脉络。

李叔君所著的《身体符号权力与秩序——对女性身体实践的研究与解读》主要从缠足人手探讨妇女与
发展、妇女的身体与社会互动的问题。
身体的集体性理解是如何形成的？
这是本书的中心问题。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笔者在本项研究中选择了位于云南省的T县为个案进行实地研究，并结合文献资
料分析法、无结构访谈法对身体集体性理解的形成进行了解释：一方面，妇女何以能忍受身体的巨大
疼痛，并且不惜抗拒官方的放足旨令，饱含血泪地对身体进行规训；另一方面，对妇女身体规训的社
会力量是如何形成的，如果将身体看作权力场投射的空间，那么妇女又是如何通过它来进行生产性实
践的。

《身体符号权力与秩序——对女性身体实践的研究与解读》整合了布尔迪厄“场域一惯习”理论以及
福柯的身体控制论，并借鉴了吉登斯的身体观、布莱恩·特纳有关身体秩序的思路和方法来分析和透
视本书的符号权力再生产过程。
在综合运用这些身体控制理论的基础之上，本书沿循两条线索对身体的集体性理解展开了阐释：一个
是国家一权力话语一妇女的关系，其背后是符号权力一身体一自我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场域一妇女
一身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其背后符号是权力一资本的运作一再生产之间的关系。
这两条线索横贯身体实践的时空场域，决定着身体集体性理解的形成。
在本书中符号权力斗争的场域更多地指涉婚姻市场，它是社会大场域中的一个子场域，这一子场域又
与其他的亚场域嵌套在一起，比如家庭、家族、女性群体等。
婚姻场域具有独特的逻辑：婚姻市场的形成受供给、偏好以及资源等客观条件的制约；由于偏好带有
主观色彩，这一场域既包含纯粹的“客观世界”，又是一个充满各种价值理念的“主观生活世界”。

首先，本书通过比照男女性别不平等与性别分层的理论研究发现，在传统社会中，对人口的控制和性
别资源的组织与动员不是通过社会组织而是通过家庭来完成的，正是家庭充当了权力合法化的角色。
其次，本书通过分析发现身体在符号权力以及家庭的整体利益（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符号资本）之
间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符号网络。
家庭财产的再生产和所有权与身体之间存在紧密的结构关系。
而妇女在对符号资本、符号权力的运作过程揭示了女性在私领域与公领域中参与符号斗争角逐时不完
全是被动地利用，正是母亲、女儿、缠足婆这些女性群体的身体策略和身体实践配合了在家庭内部运
用父权支配妇女的机制，从而完成了通过婚姻与家庭财产来控制身体的支配方式，使得符号权力得以
再生产。
因此，这一机制的运作是由男性与女性共谋完成的。
最后，回到我们对身体的集体性理解的认知，反观所谓“男女关系
”，乃至于“社会性别体系”，实际上不是彻底的反抗与沉默，而是充满争执与通融，这一过程极为
复杂，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所能涵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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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布尔迪厄格外关注实践的模糊性和总体性，并且认为要把握好实践的这些特性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从对规则的过度关注转向对策略的重视，从建立模型的机械力学转向勾勒策略的辩证法。
也就是说，实践的原则应该在各种外在约束（它们往往为选择留下了可塑性非常大的余地）和各种性
情倾向（它们是各种经济和社会进程的产物）之间的关系之中来寻找，即要到结构和惯习的交织作用
中来理解实践。
只有从综合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途径的社会实践理论出发，才能认识到诸如客观主义和主观主
义、机械论和目的论、结构必然性和个人能动性之类的对立都是虚幻的，都掩盖了人类实践中的基本
特点。
　　布尔迪厄的理论基于对主客二元对立模式的超越，关于习得、习得形式、身体习性、身体体现、
身体技术、模仿和改变、趣味、身体形象等，这些用以理解身体的集体性理解形成的关键概念在布尔
迪厄的身体理论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布尔迪厄在莫斯的基础上发展了身体技术、身体习性、习得等概念，在梅洛一庞蒂的现象学基础上，
发展了身体形象概念。
正如布尔迪厄在总结布尔迪厄的观点时指出，布尔迪厄用身体的各种“知觉”来描述“有社会信息的
身体”。
由布尔迪厄所精炼的整个概念组织是围绕着权力来考虑的：场被介绍为统治的结构，各种力量在其中
运作和争斗，与其说资本是权力，毋宁说是一种产生权力的资源。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
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
这一宇宙十分独特，形象的各种结构就像“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以两种方式存在着：首先是存在于
“初级的客观性”中，其次是存在于“次极的客观性”之中。
初级客观性包括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运用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用布尔迪厄的术语说
，就是各种资本的类型）的手段；而次级客观性则体现为各种分类体系，体现为身心两方面的图式，
在社会行动者的各种实践活动，如行为、思想、情感、判断中，这些分类系统和图式发挥着符号范式
的作用。
社会事实是对象，但也是存在于现实自身之中的那些知识的对象，这是因为世界塑造了人类，人类也
赋予这个世界意义。
　　布尔迪厄特别强调权力斗争的场所，他尤其重视关于身体的“符号斗争”。
布尔迪厄认为在社会事实的诸多客体关系中无处不被“符号权力”纠葛着，而这些都通过身体得以展
现。
布尔迪厄认为个人的品位（食、衣、住、行、娱乐、文化修养等）是最能凸显出身体才是“符号斗争
”的战场，这也是他用“品位”的区隔作用来谈“符号权力”与“符号斗争”的题中之意。
品位既是阶级之指标，那么巩固与延续既有的统治阶级之最佳方式莫过于维系高品位之生活态度，亦
即保持“区隔”，鄙视低俗，因而创造品位、建构新的生活态度也就成为权力斗争之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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