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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探微 

姚俭建，岑文忠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30) 

摘 要： 在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资本的积累起了基础性作用。文章力求从 

市场、权力和教育三个不同层面对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进行分析，廓清文化资本积累自身的内 

在逻辑，探求文化资本积累的有效路径，以求得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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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有关实践经济的 

总体科学，并不局限于讨论那些在社会上被认为 

属于“经济”的实践形式。⋯‘嘲’他的贡献就在于 

将经济竞争的逻辑扩大到整个社会领域，人们在 

不同的领域中追求不同形式的资本。按照布迪厄 

的实践理论，资本具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 

资本、符号资本等不同的形式。在一定的条件下， 

不同形式的资本可以互相转化，而每一种资本的 

存在和运动则有其相对 自主性。 

作为布迪厄的理论术语，“文化资本”这个概 

念不仅描述文化与经济资本两者之间的关系，而 

且用来表示本身即作为一种资本形式的文化。在 

布迪厄看来，“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 

或‘具体化’、‘肉身化’的形式)，当这种劳动在私 

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 

占有时，这种劳动就是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 

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2](P189)“物以 

稀为贵”是经济学的基本价值规律，资源的稀缺 

性(Scarcity)是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之一。经济 

学上的稀缺性是指相对于人类无限的需求而言， 

资源总是有限的。同样，任何文化资源，不论是文 

化能力、文化习性还是文化产品，在一定的社会历 

史条件下，也表现为一定的稀缺性，成为不同社会 

主体和社会阶级的争夺对象。占有这类资源就可 

以获取一定的物质的和象征的利润。在这种情况 

下，文化资源就开始成为文化资本。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文化资本是以人的能力、行为方式、语言 

风格、教育素质、品位与生活方式等等形式表现出 

来的，包括文化能力、文化习性、文化产品在内的 

文化资源的总和。 

文化资本的获得、文化的生产都是通过文化 

资本的积累而实现的。文化资本积累是一个动态 

的概念。它是文化资本持有者通过自身的特殊实 

践活动使得资本增殖的过程。尽管这种实践活动 

的形式会因具体积累过程的条件性差异而有所不 

同。一般来说，经济资本的积累是超越个人组成 

部分之外的、垒砖块式的、直接的、即时性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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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化资本的积累遵循间接性原则，这种间接性 

表现为持有者亲历亲为的劳动。同时，文化资本 

的积累又是以不同形式资本之间的可转换性为前 

提的，它通过其他形式的资本的消耗来补偿。因 

此，文化资本的积累具有不同于其他形式资本积 

累的特征。这些特征表现在： 

其一，文化资本积累的独特主体性特征。人 

是社会的主体，是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因此， 

人是文化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文化 

资本积累的主体性特征也就是文化资本积累对资 

本持有者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对持有者自身的依赖，即文化资本积累是 

针对自身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不能采取游离于 

持有者之外的物物叠加式的活动方式，如经济资 

本的积累方式，而是采取我们熟知的文化实践、教 

育、自我修养的形式进行。这种形式的独特性在 

于它排斥了任何替代效应以及诸如馈赠、购买或 

交换的市场法则(如商品交换法则)。因此，文化 

资本的积累必须由资本持有者采取某种特殊的实 

践形式进行并具体化于自身才能达到。这种具体 

化的结果导致文化资本持有者形成对文化资本事 

实上的排他性的占有；二是对资本持有者的生理 

能力的依赖，即文化资本积累不能超越持有者的 

表现能力，如持有者的精力、记忆力、理解力等。 

这些构成了文化资本积累的基础，它影响着文化 

资本积累的形式和程度。最终，文化资本积累也 

会随着持有者的生理能力的衰竭而消亡。 

其二，文化资本积累的持续过程性特征。文 

化资本的积累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从两个 

维度去考察：一是资本转换维度。文化资本积累 

的可能性预设了不同形式资本之间的可转换性。 

这种转换本身是一个过程，即持有者通过投资并 

以习得、修养等形式将不同形式的资本具体化为 

自身的一种获得性资源的过程。这一过程拒绝了 

即时传递的可能性，因而特别需要时间；二是行为 

者自身的维度。文化资本的持有者只有不断地积 

累才能使自身的文化资本持续增值，尽管这种积 

累行为有时会以无意识、无目的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种积累行为还会一直持续到持有者的生理性能 

力的终结为止。因此，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表现 

出与持有者生命过程同步的态势。 

其三，文化资本积累的潜在风险性特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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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本的积累必须以其他形式资本的消耗来支 

付。因此，投资成为文化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 

这种投资具有与其他资本形式投资相同的风险， 

其风险系数的大小取决于投人与产出的比值的大 

小。文化资本积累的投人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 

文化资本的积累需要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可以采 

取不同的资本类型)的投人，这部分的投人成本 

很容易计算出来；另一方面，文化资本积累需要时 

间，因而时间也成为文化资本积累的投人要素。 

时间投人的成本可以用时间的机会成本来计算， 

即通过将用于文化资本积累的时间用在其他方面 

所能获得的最高收益来计算。这样，用于文化资 

本积累所投人的总成本就等于投人的经济资本和 

投入的时间的机会成本之和。 

文化资本积累的收益就是投资者所拥有文化 

资本的增量。当然，这种文化资本又离不开体制 

化了的学术资格或证书，正是“这种证书赋予其 

拥有者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经久不变的、有 

合法保障的价值”。[2】(哪 ’文化资本积累的风险性 

在于文化资本积累的收益是否受到了这种体制化 

的学术资格或证书的认可和庇护。一旦这种收益 

没能贴上体制化的标识，这种体制化的学术资格 

或证书会通过公认性的权威的力量来消解文化资 

本持有者为积累所做的努力。如，一幅精美的油 

画，哪怕再富有创意，只要它没有得到这种体制化 

的学术资格或证书的认可，就会被认为毫无价值。 

于是，创作这幅油画所消耗掉的经济资源和时间 

就得不到补偿，为创作这幅油画所做的工作就会 

被认为存在风险。 

社会个体文化素质的提高、文化环境的营造、 

文化产业的培育以及社会文化的传承、普及与发 

展，都离不开文化资本的积累。文化资本的积累 

为文化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可利用性资源。 

这种积累反映出不同于其他形式资本积累的特 

性，而这些特性取决于文化资本 自身不同于其他 

形式资本的积累机制。正是这种积累机制决定着 

文化资本自身积累的逻辑，调节并促进着文化资 

本的再生产。从文化资本积累的机理上分析，其 

机制表现为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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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化资本的市场积累机制。这导源于 

文化资本市场的运行。所谓文化资本市场，就是 

指在一定时期内文化资源供需市场。这个市场会 

因文化资本的象征性特征而带有或多或少的虚拟 

性色彩。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即时性的交换场所。 

以物化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的供需只是文化资本 

市场的一个方面。正是文化资本市场的这一特性 

才使得文化资本突破狭隘的区域界限并得以在整 

个社会乃至全球范围内流动。市场的作用在于： 
一 方面，由于其自发作用使这种流动具有一定的 

方向性。它促使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丰富的区域 

流动。换言之，经济资本越是丰富的区域也就越 

有能力吸引文化资本向这个区域内流动；另一方 

面，市场通过价格调节着文化资本供需的均衡，进 

而对文化资本积累起到调节作用。 

在文化资本市场中，单个的人或组织都可能 

成为文化资本需求或供给的一方。就文化资本的 

需求而言，存在着两种不同形式的需求：一是积累 

需求，即需求者对文化资本的需求是为了使自身 

的文化资本增值。如一个想学习舞蹈的孩子，他 

必须要有舞蹈老师的指导或通过声像资料，以个 

人亲为的方式，将舞蹈老师或声像资料所传递的 

舞蹈艺术(文化资本)具体化为 自身的一种排他 

性资源，这种资源会成为一种获得性手段，为其行 

为提供支持。二是消费需求，这种需求表明需求 

者对文化资本的需求是为了自身的消费(如欣赏 

音乐、观看话剧等)。在上述两种需求中，文化资 

本是以活劳动的形式或以文化资本品的形式提供 

给需求者的。 

当然，对文化资本的需求并不是无节制的，它 

会受到四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需求预期的影响。 

就积累需求而言，如果需求者预见到对某种类型 

的文化资本的积累能够在今后获得较多的收益， 

需求者就会增加对其积累，从而使得对该类型文 

化资本的积累需求增多。就消费需求而言，如果 

需求者预见到对某一类型的文化资本的消费能够 

给自己带来较大的精神文化享受，其对这一类型 

的文化资本的消费需求将会增加；二是需求者个 

人偏好的影响。个人偏好就是需求者个人对不同 

类型文化资本的喜好程度，这种偏好影响着需求 

者的需求。如：对于戏曲和古玩而言，如果需求者 

更喜欢古玩，就会增加对古玩的需求，而减少对戏 

曲的需求；三是经济条件的影响。对文化资本的 

需求同对商品的需求遵循同样的法则，即需求者 

必须为这种需求支付一定的价格，不同的是对文 

化资本需求的支付采取了更加隐蔽的形式，它通 

常是通过对活劳动的支付或文化资本品的支付的 

形式间接实现的。这是因为文化资本是以活劳动 

的形式或文化资本品的形式提供给需求者的。因 

此，经济资本的多寡影响着需求者对文化资本的 

需求。如对于一个食不果腹的人来说，一个馒头 

比一部好看的电影更让他乐意接受。四是社会竞 

争的影响。对需求者而言，一旦形成对文化资本 

排他性的占有，这种文化资本就会作为一种获得 

性手段对其行为提供支撑，使其在社会的竞争中 

处于优势。因此，当社会竞争加剧时，对文化资本 

的需求特别是对积累需求就会增加。 

对于文化资本的供给而言，存在着两种情形： 
一 是文化资本品的供给，这种供给存在着与商品 

供给同样的市场法则，即可以通过即时性的传递 

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形式；二是具体化的文化资本 

的供给，它是通过活劳动的形式提供给需求者的。 

在文化资本市场中，市场是通过价格调节着文化 

资本供需均衡，这种均衡的变动会引起需求的变 

动，特别是积累需求的变动对文化资本的积累起 

到调节作用。 文化资本的流动存在于下列的事 

实中：一方面文化资本积累需要经济资本的投入， 

经济资本丰富的区域在文化资本积累过程中具有 

比较优势，从而会使这一区域积累丰富的文化资 

本，并能在对文化资本的投资中获得较大的收益； 

另一方面，经济资本丰富的区域会使文化资本的 

投资者对这一区域有一个较好的投资预期。市场 

的自发作用在于使得其他区域的文化资本(以投 

资的方式)流向这一区域，这种流动的现实性结 

果就是社会文化资本的区域不平衡性，即区域差 

异性。 

第二，文化资本的权力积累机制。在文化资本 

积累的过程中，权力积累机制表现在两个不同的层 

面，并体现着两种不同形式的权力。它们在各自不 

同的层面上对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实施控制、引 

导、调节，使得文化资本有着自身独特的运作方式。 

① 文化资本的价格是以活劳动的价格或文化资本品的价 

格的形式进行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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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象征性权力——文化权威。文化资本积累需 

要投资，这种投资的真正驱动力并不在于其投资收 

益的多寡，即资本持有者获得性文化资源增值的多 

少，文化资本的增值只是作为一种形式上的量的标 

识而存在着。这种投资的真正驱动力在于：文化资 

源具体化后能够作为一种内在的力量为资本持有 

者的行为提供支持，这种内在的力量是以持有者所 

具有的消费手段或者说是能力的方式呈现在人们 

面前的。更为重要的是，资本持有者所占有的文化 

资本越多，在今后的文化资本投资中越具有明显的 

优势：通过文化资本投资进行文化生产所获得的文 

化成果(如一项新发明、一部新著作)，可以以知识 

产权的形式或生产成文化资本品形式直接转化为 

经济资本，使文化资本持有者获得物质收益；具有 

较多文化资本的个人，能够在某一领域的活动中处 

于显赫的位置，从而得到别人的承认、敬仰、膜拜。 

正是这一逻辑构建了一种象征性权力即文化权威。 

这种文化权威的力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应：它使 

得在某一领域内文化资本较多的个人成为该领域 

内其他成员效仿学习的对象，其拥有的文化资本类 

型对其他成员有示范作用，从而使得其他成员在文 

化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以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类型 

为标识。 

同时，文化资本的稀缺性常常与一定的权力 

体制通过合法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因此，体制化 

权力对文化资本积累的强制性干预就不可避免。 

这种干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制化权力具体 

化为一定的符号权力或话语权力来进行干预。例 

如，设置教育资格或颁发证书的形式对资本持有 

者占有的文化资源进行筛选、确认，并对其确认的 

文化资本提供经久不变的、合法性支持。二是这 

种体制化的权力通过设置某种“游戏规则”，使得 

文化资本积累向着有利于某一个人或团体的方向 

偏移。 

第三，文化资本的教育积累机制。资本是积 

累的劳动。文化资本积累也是劳动积累的结果， 

所不同的是这种劳动是以非替代性的习得的形式 

进行的。这种习得性劳动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 

教育对这种习得性劳动具有强化功能。教育投资 

与资本持有者自身实践的有机结合使得文化资本 

积累的效率和速度得到加强。 

在社会领域中，文化资本是通过能力、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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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素质、生活方式等等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的。 

当文化资本持有者具有很高的文化能力并能在社 

会中得到充分的表现时，就能获得更多的经济上 

和社会上的收益。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等 

的机会获得这些收益，换言之，并不是每个人都有 

同等的机会获得与这些收益相称的文化资本。这 

种机会上的差别反映出存在于教育领域的两个不 

同方面的差异性： 
一 方面是早期家庭教育的差异。这种差异首 

先表现为家庭占有文化资本的多少以及这种文化 

资本距离学术领域的要求的远近。家庭占有的文 

化资本越多，距离学术领域的要求越近，为早期教 

育(文化资本积累)所作的努力就越不至于被体 

制化的权力所消解，使得家庭文化资本实现实质 

性的代际传递，并能使文化资本的继承者在今后 

的教育中获得先发优势；其次表现为家庭拥有的 

经济资本的多少。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本越多，对 

早期的文化资本积累越有利。这种经济资本可以 

以投资的方式(诸如请家庭教师、购买文化资本 

品等方式)，通过资本持有者的习得过程内化于 

自身，成为自身的一种文化资源，而这种文化资源 

又可在今后以劳动服务或文化生产的形式转化为 

经济资本，经济资本也正是通过这种隐蔽的方式 

在下一代身上得到了继承。同时，家庭具有的经 

济资本越多，就越能够从经济的必需中摆脱出来， 

即有更多的时间去教育下一代以实现家庭文化资 

本的代际传递； 

另一方面是体制化教育(如学校教育)与非 

体制化教育(如自我教育)的差异。对于自学者 

而言(自学便是自我教育的一种形式)，其拥有的 

资本随时会受到质疑并不断地被要求去证明其自 

身的合法性，而体制化教育的接受者所拥有的资 

本在一开始便受到“社会公认性”权力即体制化 

权力的庇护，并赋予其拥有者以合法保障的价值。 

在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教育投资成为文 

化资本积累的有效渠道，这种有效性在于：一方 

面，通过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这种形式将社会上 

各种文化资源集中起来，以便于受教育者对其进 

行选择并具体化为自身的一种获得性资源；另一 

方面，这种形式使行为者有比较集中的时间和精 

力为文化资本的积累作出努力。就其实质而言， 

接受教育的过程也就是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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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正是通过教育的形式来实现双重的社会性的目 

的：一是使得资本持有者实现文化资本积累，其实 

质是实现社会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从而使得社 

会文化得以传承；二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再生产是存在于文化资本 

积累的结构性差异(包括类型和数量的差异)的 

逻辑当中的。 

尚需指出，市场、权力和教育三重机制在文化 

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通常表现为不同的整合状态： 

或以市场机制为主、兼有权力和教育机制的运作， 

或以权力机制为主、兼有市场、教育机制的运作， 

或以教育机制为主、兼有市场、权力机制的运作。 

这种不同的整合状态，既取决于文化资本持有者 

的不同价值取向、主体状况，也取决于不同的文化 

资本形态。在不同的经济体制、文化背景以及政 

治环境条件下，市场、权力与教育三重机制的不同 

整合还会产生不同的社会作用。 

目前，我国的文化资本化运作已在实践的层 

面上进行，但对文化资本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得到 

足够的重视。这种状况的结果使得实践层面上的 

文化资本的培育、积累、运作带有极大的随意性、 

盲目性。这种理论上的匮乏与实践上的盲目无益 

于文化资本在理论、实践两个层面上的良性互动， 

无益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六 

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呈现向纵深推 

进的态势。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东西方文化 

的相互交融、碰撞日趋加强，世界性文化资源的争 

夺战悄无声息地展开。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的 

社会文化能否成为一种强势文化，我国能否在世 

界性的文化资源的掠夺中占据优势，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文化的资本化运作成效。而要做到这一 

点，就离不开对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 

需要指出，对文化资本积累机制的研究有助 

于拓宽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领域。目前对文化资 

本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文化资本品的产业化发展 

的研究，即把文化资本品作为纯粹的经济商品看 

待，并按照经济理论所揭示的规律运作。这种运 

作方式注重的是文化资本的经济意义，而忽视了 

对文化资本通过其特有的运作方式所带来的社会 

文化价值的研究，割裂了文化资本积累与文化产 

业发展的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这个层面上讲，对 

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弥补这种理论 

研究上的不足，拓展了文化资本理论研究的视野， 

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系。 

从现实意义上讲，对文化资本积累机制的研 

究有益于实践层面上的文化资本积累。这种积累 

的目的在于：资本持有者必须将其通过积累而具 

体化于自身的文化资本作为资本要素进行投资， 

才能显现其资本的特性，产生出可观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首先，对文化资本积累机制的研究有利于促 

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 

转化。文化资本投资就是投资者将自身拥有的文 

化资本作为投资要素投入到文化生产的过程中。 

这种投资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一种直接注人 

式的投资(如经济资本投资)，而是将文化资本融 

人投资者的活劳动中，进而发挥其功效，生产出新 

的文化成果。这种文化成果通过商品化运作转化 

为文化产业。如一曲优美的音乐，是通过创作者 

对为创作这首曲目而积累的文化资本的投资并结 

合其创作活动来实现的；而这种创作的产业化是 

通过将其制作成磁带或光盘的形式，即文化商品 

的形式来实现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产业的 

发展取决于文化资本的投资，这种投资又取决于 

文化资本的积累，而对文化资本积累机制的研究 

能使我们进一步明晰文化资本积累的正确路径， 

加速文化资本积累。 

其次，对文化资本积累机制的研究有利于社 

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社会的领域中，社会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是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而实现 

的。这是因为在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持 

有者通过文化资本积累实现了文化资本的代际传 

递，正是通过这种传递使得社会文化在下一代身 

上得到了继承，而这种文化上的传承是再生产社 

会文化所必需的。资本持有者必须将通过积累的 

方式继承下来的文化资本投资于文化生产领域， 

再生产出新的社会文化形式才能使社会文化得以 

发展。因此，社会文化上的可持续发展得益于文 

化资本积累的基础性作用。对文化资本积累机制 

的研究有助于廓清文化资本积累自身的内在逻 

辑，促进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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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对文化资本积累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文 

化产业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发展。文化产业与社会 

文化的互动作用在于：一方面，以文化资本投资的 

方式生产的新的文化成果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源 

通过产业化运作，即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在整个社 

会领域内流通，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人们通过 

这种需求特别是积累需求，将这种新的文化成果 

内化为自身的一种获得性资源，从而为社会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的 

发展能够使人们实现更进一步的文化资本积累， 

使得自身的文化资本不断增值，从而促进社会文 

化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 

不绝的动力。在这种互动中，文化资本积累是其 

必要的联系的环节。对文化资本积累机制的研究 

有助于强化这一环节，进而为实现社会文化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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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ccum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plays a basic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ulture．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be into the accu]fflal~ ve mechanism，the internal logic and the right route ofthe accum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for the devel- 

opment of social culture．The discussion is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the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market，right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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