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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学校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它是由各种关系网络构成的一个-场域.% 学校场

域是指在学校教育中$由教师&学生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围绕着知识的生产和传递$所形成的一

种关系网络% 学校场域具有整体性&自主性&中介性以及开放性等特点$具有认识导向&行为规

范&榜样示范以及感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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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场域的本质

$场%最初是一个物理概念#是指物质存在的

一种基本形式" 它能传递实物间的相互作用#具

有$场效应%#如电场!磁场!引力场等" 后来#

$场%概念被引用到其他学科中#如心理学的$心

理场%" 从物质世界的$电磁场%进入人的世界的

$心理场%#表明$场%的理论已大大向前迈进了一

步" 格式塔心理学的代表人物考夫卡 &b)

b+00S.# #NNH.#G%#'首次提出了心理场" 他认

为#世界是心物的#经验世界与物理世界不一样"

观察者知觉现实的观念称作心理场#被知觉的现

实称作物理场" 考夫卡认为#行为产生于行为环

境#受地理环境的调节" 与此同时#以自我为核心

的心理场也在运作#它表明#有机体的心理活动是

一个由自我...行为环境...地理环境等进行动

力交互作用的场"

/#0勒温继承了格式塔的传统#

进一步发展了格式塔的场论" 他认为#人的行为

是由场决定的" 心理场主要是由于个体需要和他

的心理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所构成的" 于是#勒

温提出了他著名的行为公式+;j0& 3̀A'#即人

的行为&;'等于个人& '̀和环境&A'的函数&0'#

表明行为在场中随着人与环境这两个因素而发生

改变" 勒温非常重视$总体场%的考察#认为只有

当我们可以描述特定时间中个体的整个心理场

时#才有了精确预见个体行为的基点" 他认为改

变人的生活空间的力有两种+一种是产生于人自

身需要的$自身力%#另一种是来自周围环境的

$诱导力%(而对社会变化影响最显著的#是那些

既有个体自身的力又有来自外部影响个体的各种

$能量场%的诱力"

/!0从上述可以看出#心理学中

所强调的$场%主要侧重于个体方面"

与$场%在物理学!心理学中的意义有所不同

的是#$场%在哲学中表达了一种更为整体!更为

抽象!也更为强调关系的意义" 如美国学者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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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认为#所谓$)场*就是事物的相对相关性和为

此相对相关性所依据的根源所在" 事物的相对相

关性乃是事物的)存有本性*" )场有*正是合事

物与其)场性*...相对相关的存有本性...而

取义的观念"%

/$0他认为#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是

一依场而有的$场有者%#都是不可能外在于场有

而存在的" 事实上事物本身就是场有(宇宙间的

任何一物都是一个$小场有%#都是一相对相关的

所有#都是场有自身的分殊" 举例来说#三角形是

由其三个边或三个角的相对相关所构成的小场

有(一个城市的气候乃是由其气流中的气候因素

的相对相关所造成的小场有" 不同的是#前者是

抽象的场有#后者是具体的场有"

$场%在社会学中的使用#似乎更多地与所要

分析的社会现象相联系" 迪尔凯姆是较早使用

$场%概念的社会学家" 他认为#社会现象不能用

主观去理解#也不能用常识去推理#而只能通过社

会去解释" 任何事物都必须在一定的$场%中才

能存在和表现出来#社会现象的$场%就是社会环

境" 他说+$要考察社会现象的原因#或者社会现

象的产生#不能在那些组成集体的各个分子中去

寻找#而必须对这个已经组成的集合体进行研

究%

/%0

#$研究社会现象#必须研究它的外形#即它

的结合形式" 另一方面#社会环境的形成#是由于

各种不同因素的组合" 这种组合就像各种细胞组

成的生物体一样#构成了事物的内部环境" 因此#

可以这样认为+一切社会过程的最初起源都必须

从社会内部环境的构成中去寻找" 具体地说#构

成这个)场*即社会环境的因素有两种+一种是

人#另一种是事物"%

/M0在社会学领域#迪尔凯姆

虽然首次提出了$场%的概念#但他并没有对此作

进一步的分析!论述和研究" 这一任务是由法国

著名学者布迪厄&又译$布尔迪厄%'完成的"

布迪厄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

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

一个网络&-7?R+(S'#或一个构架&8+-053,(.?5+-'"

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

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

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

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

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

&<'785058'(+05?'的得益权...在分配结构中实际

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

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

系#等等'"%

/H0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场域这一

概念+其一#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 在

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

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 这些社会小世界具

有自身的逻辑必然性和相对独立性" 这些$社会

小世界%就是各种不同的$场域%#如经济场域#政

治场域!艺术场域!学术场域等(社会作为一个

$大场域%就是由这些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

$子场域%构成的" 场域是一种社会空间#而且是

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

相互区别的标志#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依据"

其二#场域是一个由各种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

布迪厄认为#场域是由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而不

是实体系统" 他说+$从场的角度思考就是从关

系的角度思考" 从场的角度思考#就意味着要对

有关社会世界的整个日常见解进行转换#这种见

解总是只注意有形的事物" 个体#是由某种出于

原生性的意识形态的兴趣所赋予我们的与现实的

存在关系(团体#则是在表面上仅仅被暂时的!或

持久的关系所定义#这些关系是其成员之间的某

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关系(它甚至可以被理解为

成员相互影响的关系#即主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

这是被激活的互相联系的关系%

/K0

" 其三#场域

作为一个社会空间#是有自己的边界的" 不过这

种边界不是非常清楚#它具有模糊性" 尽管各种

场域总是明显地具有各种或多或少已经制度化了

的$进入壁垒% &Z.((57(<?+7-?(9'的标志#但它们

很少会以一种司法限定的形式出现#只有通过对

每一个现实的!具体的经验世界进行研究#$你才

会估量出它们具体是如何构成的#效用限度在哪

里#哪些人卷入了这些世界#哪些人则没有#以及

它们到底是否形成了一个场域%

/N0

" 其四#场域

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而这正是场域作用和转

变的动力" 场域并不是静止不动的空间#因为场

域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积极活动的特殊力量#它

们之间的不断$争夺%使场域充满了活力" 布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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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明确指出+$场的原动力原则存在于其结构的

形式之中#尤其是存在于彼此冲突的各种各样特

殊力量之间的距离!差距和不对称性之中"%

/G0

以$场域%视角来审视学校#可以发现#学校

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不是一个具有某种固定

$功能%的一成不变的社会结构#它是由各种关系

网络构成的一个$场域%" 所谓学校场域#笔者以

为#系指在学校教育中#由教师!学生以及其他相

关人员围绕着知识的生产和传递#所形成的一种

关系网络" 在各种关系网络结构中#由于不同的

人拥有资本&如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符号的'

的不同#因而在网络中具有不同的位置" 而位置

的不同又决定了资源分配上的不同" $由于这些

资源分配不均#个人和群体在权力上就是不平等

的#虽然他们以一般人类方式行动的能力是平等

的" 权力不平等来源于资源不平均#这种资源使

行使权力...包括扩大资源本身的权力成为可

能"%

/#"0例如#拥有较多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儿

童在学校或班级中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同

伴相互之间的交流或学习中居于优势地位(与教

师具有较好的人际关系的学生往往会获得更多的

教育资源(与学校或教师经常保持联系的家长一

般会获得较多的信息等"

二%学校场域的特点

总括起来看#学校场域具有以下特征+

"一$整体性

$整体%作为事物间相互作用而发生联系的

一种存在方式#是场性的表征" 如果不参照整个

的场力#就无法确定个别物质分子运动的结果"

正如有学者指出+$整体观正是场哲学的基点之

一" 因为)整体*作为事物间相互作用而发生联

系的一种存在方式#恰是场性的表征" 整体实际

上是蕴含于场之中的#蕴含于相互作用过程之中

的#这就导致了场哲学中的整体观"%

/##0在社会这

个整体中#社会有机体和学校场域是相互联系!相

互依存的" 任何社会有机体都是相应的场域中的

一分子#没有一种社会有机体周围不存在社会#学

校教育也是如此(同时#任何场域都是社会有机体

相互作用的场#没有一种场域能够脱离相应的社

会有机体而存在#学校场域也概莫能外"

"二$自主性

学校场域的自主性是指学校场域摆脱其它场

域的限制和影响#在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自己固

有的本质" 任何一个场域#其发生发展都经过了

一个为自己的自主性而斗争的历程#这也就是摆

脱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控制的过程#在此过程

中#场域自身的逻辑逐渐获得独立性#也就是成为

支配场域中一切行动者及其实践活动的逻辑" 一

个场域越是具有自主性#越是能够把权力场的友I

敌逻辑转换成场域自身的真I伪逻辑/#!0

#也越是

能够把自己的规则强加到每个场域的成员身上#

体现在学校场域中#就表现为教师和学生都必须

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而外部资源要想渗透

到学校场域内部#必须先通过学校场域的特有形

式和特定的中介环节#预先经历了一次重塑的过

程#才能转换成学校场域本身的结构元素#进而发

挥作用" 当然#学校场域的自主仅仅是相对的#没

有完全彻底的自主场域"

"三$中介性

学校场域是学生与周围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之

间的一个关键性的中介环节" 首先#处于学校场

域中的学生并不直接承受来自外部因素的影响#

外部的影响因素只有在被重新构造以后#通过学

校场域的特有形式和力量才能对学生产生影响"

其次#各种学校场域都是关系的系统#而这些关系

系统又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 这样#一

方面学生个体像电子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是学校

场域作用的产物(另一方面学生又并非被外力机

械地推来扯去的$粒子%#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想

法#并据此采取相应的行为" 在这样的学校场域

中#直接的或单一的权力被隐匿起来#看到的是通

过学校场域而产生的作用"

"四$开放性

学校场域是一个整体#但它不是封闭的#而是

开放的#具有开放性的特点" 有了开放性#才能使

学校场域与外部发生信息!能量的交换#产生新的

不平衡#进而产生新的动力"

三%学校场域的功能

"一$认识导向功能

学校场域的认识导向功能#主要指学校场域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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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置身于其中的师生尤其是学生的价值观和态度

具有重要的暗示和指引作用" 众所周知#个人的

认识是个人对政治!法律!道德及其他社会意识的

理解和掌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应的价值

观念和判断能力" 个人认识在人的价值观和态度

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既是人们情

感!意志和信念形成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人们行

为的先导" 学校场域作为学生生活于其中的!可

知可感的一种场所#它对学生的认识的形成与发

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学校场域的这种认识导

向作用#主要是通过各种具体的场域条件来实现

的" 在现实的学校场域中#从物质条件到精神活

动#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都给生活

于其中的个体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

一定的价值观信息#给每个学生心理上以一定的

暗示#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学生场域中接受

那些人们所公认的和倡导的价值观#并最终将其

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中"

"二$行为规范功能

学校场域的行为规范功能是指学校场域对置

身于其中的个体行为具有重要的约束!规范作用#

它可以借助各种场域因素的的影响#根据一定的

行为方式#将个体的行为表现规范到场域中大多

数人期望的方面来" 学校场域在很多方面都类似

于游戏#每一个场域都有自身的$游戏规则%#它

要求置身于其中的个体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当

然#通常这些规则并不是以条文的形式出现的"

$我们可以将一个场域小心地比作一种游戏

&J7,'#尽管场域与游戏有许多不同+场域不像游

戏#是深思熟虑的创造行为的产物#而且它所遵循

的规则#或更恰当地说#它所遵循的常规#并不是

明白无疑!编纂成文的"%

/#$0学校场域对师生的行

为要求并不都是直接提出的#而是隐蔽地渗透在

个体经常接触!参与的各种活动之中#使个体在不

知不觉中感受到这种要求#并按照这种要求去行

动" 当然#个体在活动的过程中#如果大多数人都

同意确立新的规则时#他们也可以对已有的规则

加以摒弃或改造"

"三$榜样示范功能

学校场域的榜样示范功能是指由于个体相互

作用的存在#学校场域中某一成员的行为尤其是

带来积极或消极后果或受到奖罚的行为#会导致

学校场域中其他成员的模仿!复制或反复制的行

为" 学校场域的榜样示范功能的作用机制是模

仿" $模仿是有意或无意地对某种刺激作出类似

反应的行为方式" 模仿的内容是极广泛的#不仅

限于行为举止上#而且包括思维方式!情感取向!

风俗习惯以及个人性格等%

/#%0

" 其类型可分为自

发模仿和自觉模仿#发展趋势是从无意识的自发

的模仿到有意识!自觉的模仿#从把模仿当做目的

到当做手段#从模仿榜样的外部特征而产生类似

的举动到模仿榜样的内心特征而产生独创性的行

为" 学校场域的榜样示范功能具有以下特征+

&#'主导性" 学校场域中的榜样行为一般是主流

社会文化所认可的#与时代的主旋律相一致的#是

社会所倡导的行为" &!'同一性" 学校场域中的

榜样行为一经场域中其他成员的认同或提倡#就

会经由模仿而成为场域中的规范行为#从而使场

域中全体成员的行为与榜样行为一致#否则#就会

受到排斥和打击#从而在学校场域的压力之下表

现出对榜样行为的遵从" &$'自主性" 个体对榜

样成员的模仿一般都是自主进行的#是在学校场

域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经学校场域成员主体意识

而产生的#是一种自主自觉的对榜样的仿效行为"

&%'经常性" 在学校场域的形成!演化!发展的过

程中#尽管榜样行为的主体和内容会有所变化#但

榜样行为自始至终存在#始终对场域中的成员产

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M0

"四$感染功能

学校场域的感染功能是指在学校中#某一个

体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因相互作用受到学校中其他

个体或学校整体的影响#该主体对学校中其他个

体或学校整体的某种心理状态的无意识的!不自

主地遵从#即表现出与其他个体或学校整体一致

的情绪和行为反应" 学校场域中个体之间的感染

实质上是个体之间的情绪传递!交流#因此相似性

就成了学校场域感染功能产生的基本条件和基

础" 这种相似性包括+&#'情境相像" 若干主体

同处一个学校#相似的学校情境会使每一个体很

快产生感染效应(&!'态度!价值观相似" 由于受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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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感染者理智的制约#只有与情绪!行为发生者的

态度!价值观相似#才会产生感染效应" &$'社会

地位相同" 如果同一学校的个体之间的社会地位

相同或相似#容易产生相同的态度#彼此较少戒备

和反感#心理距离很近#最容易产生相互感染#出

现感染效应(反之#则不易产生感染效应"

/#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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