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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苦难》

内容概要

《世界的苦难》是布尔迪厄晚年与其他22位合作者,以细腻的情感和认真的观察及倾听，耗时三年访谈
数百人所写就的田野调查著作。通过一个个以访谈形式出现的鲜活的生活史个案，展示了当代法国社
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与痛苦，并透过社会学的解释,揭示出痛苦背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
，以及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
本书是布尔迪厄将学者责任与公民使命融为一体，集中探讨弱势群体艰难处境的最著名成果。在看似
平淡的个人生活史的叙述中蕴含着震撼人心的苦难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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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23日），是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
思想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1954年他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56年应征入伍，在阿尔及利亚服役
两年。1964年回到巴黎，于1975年创办《社会科学研究行动》（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982年成为法兰西学院唯一的社会学教授，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学术总监。主要著作有《实践理论大纲》《艺术的规则》《帕斯卡式的沉思》《男性统治》《区隔》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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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世界的苦难》的笔记-第1005页

          ——你提到你在国家科研中心的工资时，伙伴们嘲笑你吗？亨利：这个，往坏里说，他们会嘲笑
；往好里说，他们不理解这是我的选择。——嗯，如果是私立机构，你能够比在国家科研中心多挣多
少？亨利：我想是双倍吧。一开始是双倍，差不多双倍。是的，因为我手里有高师的文凭，价码高出
一倍。再说，私立机构的工资也上涨得快得多。嗯，那些在国家科研中心做很令人崇敬的工作的人，
我见过他们的标准：如果做到一级研究员，即最高一级，60岁上的工资才和一个法国电讯公司的三四
十岁的人持平。这个差别毕竟相当大。——所以，金钱标准是一个必要的标准，因为身在巴黎，挣这
点钱能叫你发疯⋯⋯亨利：的确不容易⋯⋯因为，在社会上成功与否，不管怎么说，还是靠金钱判断
。 ——不过也因为你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不是因为这个吗？亨利：有时候，我也想
，认为一定水平的学历理应有相应的报酬是愚蠢的，可是常情正是如此啊，往往很不容易拒绝⋯⋯我
不知道是不是表达得很清楚⋯⋯再说，这的确不是什么家庭压力。我父母都是小学教师，确实有某种
沮丧情绪，在社会方面。总之，级别毕竟很低，他们希望我能高一点。——那么，他们愿意看到你进
入公立机构还是私立机构？亨利：咳！我觉得这个不是那么重要，他们或许更喜欢公立机构，1238这
种偏好眼下正在消失，不那么普遍了。不过，我想他们更喜欢公立机构。——你拥有的资源，我是说
经验和工作项目，对于你去私立机构找工作更有利？亨利：这个也不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私立机构的确很重视这个，只要你是⋯⋯不过，这里相应地也有一个方面：在国家科研中心，选择研
究领域比较自由，没那么多工作汇报要做；私立机构就不一样了，总有一个分派给你的研究方向。可
是，方向一确定，就有很多达成的手段，所以⋯⋯每一句！！！都觉得是在说我！！！恨不得和这位
物理学者抱头痛哭！！！回到前面去看布尔迪厄的对接下来一整章访谈的分析，里面提到：  因此，
尽管家庭并非社会困境的唯一根源，尽管社会产生了很多后果类似的立场，家庭却经常强加一些矛盾
的禁令，要么禁令本身是矛盾的，要么实行的条件是矛盾的。家庭是最常见的社会苦难的根源，包括
特权所制造的苦处。家庭可以使特权变成陷阱。社会地位这杯毒酒的饮用者——即所有从某种认可或
选拔当中既受益又受害的“贵族派头”的个人：贵胄望族，家中长子，持有稀罕学位者——会被引入
各种各样的所谓光明的绝路，这些阳关大道实际上都是死胡同。至于受害者本人（或者更确切地说，
导致其心态的社会环境）所承受的一部分社会苦难，家庭无疑要负主要责任。尽管如此，必须防止把
家庭当成问题的终极原因，虽然这些问题看起来是它造成的。事实上，正如我们在一个农民家庭里看
到的那样，整个家业的凋零是跟在独身不娶和长子出走之后出现的，最基本的结构性因素（例如经济
财产和特别是象征手段财产的市场的统一）在家族的核心部分同样存在。这就能够说明，最具“个人
色彩”的困难，即看起来主观性极强的紧张关系和矛盾往往表明社会的深层结构及其矛盾。 多么痛的
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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