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方式: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研讨会综述

　　2003年 1月 13-15日 ,由中国社会学会生活方式研究专业委员会(筹)、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

会科学学院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黑龙江大学等单位联合发起并承办的“生活方式:理论与实践的新

发展”研讨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 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共收到学

术论文37篇。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

一 、生活方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邓伟志(上海大学教授)通过对生活方式研究的历史溯源及评价 ,强调了生活方式研究与20世纪 80

年代初生产力讨论的渊源关系 ,并指出:先进的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的叠加 ,未必能形成先进的生活

方式 。他认为 ,以往的生活方式话语中意识形态色彩太浓 ,要努力解决生活方式研究的学术环境问题 ,

立足于为不同阶层的人去寻求未来小康社会最佳的生活方式。

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认为 ,生活方式研究应注重对社会发展有深刻影响

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 ,围绕着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进行 ,要结合社会整合 、社会危机作深度研究 。王

雅林(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认为 ,虽然目前生活方式的理论尚不够成熟 ,学科地位也不够明晰 ,但生活

方式研究无论在解决人类生存还是社会发展难题中 ,都具有建构功能 ,具备独特的理论品格与价值 。因

此 ,生活方式研究将会“走向”学术前沿 。如果说生活方式研究过去主要是围绕生活方式的现实发展作

启蒙 、转型 、创立工作的话 ,那么在未来“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阶段 ,生活方式研究将主要是释放生活方

式的理论潜能 ,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建构功能。生活方式的学科化建设 ,将循着构建社会学分支学科和创

建交叉的生活学学科两个方向进行 。卢汉龙(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主张应对基于不同

文化背景的区域生活方式加以研究 ,因为文化的多元性与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是一致的。

张宛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副编审)认为 ,生活方式研究在深化相关的经验研究的同时

应注意有关“行动者”的理论研究;还应注意到中国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张力 。方法论的选择本身没有优

劣之分 ,关键在于能否发挥出自己的学术个性与应有的学术功能 。余红(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认为 ,生

活方式研究应多从社会实证角度入手讨论问题 ,而不是只注重理论思辩。冯小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社会科学》副编审)则认为 ,生活方式研究既不要脱离开市场化背景 ,也不要忽视学科性的基础工作。

谢曙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编)特别强调了生活方式研究队伍的团结合作 、对外交流等的重要性。

二 、消费与生活质量问题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从全球化理论视角出发 ,认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生活方

式已逐渐成为世界性的生活模式 ,并且也将成为中国人生活的选择。然而 ,由于中国还处于欠发达的状

态 ,故而人民的实际需要与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产品之间将存在很大差距。由此产生

的消费社会问题 ,无疑会成为生活方式研究的热点之一。宣兆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在可持续发展的

理论基点上 ,提出并论述了可持续生活方式概念。认为 ,可持续生活方式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表征

之一 ,是社会发展到可持续阶段的必然产物 ,是高层次 、高质量的生活方式 ,是以可持续道德观为基础的

生活方式。王德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依据技术社会学的理论 ,肯定了人工

制品在全球化社会变迁和生活方式形成中的作用 。认为 ,创造一种产品就是创造一种生活方式 。陶冶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以上海城镇居民家计调查资料为例 ,分析了人均 GDP 与消费

生活方式的关系 ,反映出国内消费生活的落差现象及不均衡状况 。

刘崇顺(武汉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重申了生活质量界定的重要性 ,认为生活质量的主

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相比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刘继同(北京大学博士后)则认为 ,把生活方式与生活质

量联系起来是中国社会福利研究的独特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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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休闲与时间利用

马惠娣(《自然辩证法研究》副编审)对休闲消费作了全面的考察 ,认为休闲消费的本质在于它是经

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 ,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从休闲学上看 ,休闲包含了生理和精神两个层面 ,它兼

具了经济 、政治 、文化等多重意义。刘耳(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教授)探讨了西方历史上人们对工作与休闲

观念的转变过程后 ,认为我们应吸取发展这些休闲文化的养份 ,并加以文化创新 。

关于时间利用和预算问题 ,学者们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董鸿扬(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认

为 ,转型期应在强化劳动时间的同时 ,促进休闲时间的升值 ,这对人的素质的提高至关重要。王琪延(中

国人民大学教授)阐述了建立国民生活时间资产核算的体系问题 ,认为它是时间利用的基础 。王立波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和王欣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分别对日本和俄罗斯城市居民的时间

变化及预算情况 ,作了学术评述。

四 、家庭与性生活方式的变迁

潘允康(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指出 ,人类在经历了一个相对松散的家庭婚姻阶段后 ,会进入到一

个新的松散阶段 。现代社会人们将承受婚姻和性的自由与规范化之间的矛盾 。王爱丽(黑龙江省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认为 ,从社会支持网角度切入 ,把单亲家庭研究置于社会网络 、社会资源理

论的分析框架中 ,可望获得对单亲家庭变化的全新认识 。刘倩(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

员)对南街村这个独特的村落社区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婚姻变革 ,进行了文化人类学的描述 。指出 ,从

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村社区上升到现代文明境界 ,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李德滨(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则基于对当代赫哲族家庭变迁的分析 ,证明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跨越也不是不可能的。

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认为 ,从 1980年以来 ,中国的“性存在”以及相关的社会生活领域发生

了巨大变化。他以实证分析为例 ,对中国人“初级生活圈”的变革及其作用做了认真研究 ,得出了性与生

殖的相对分离 、爱情超越婚姻以及性与婚姻关系脱节等结论 。方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则

通过对两个同性恋家庭生活的考察 ,说明少数另类人群性爱与婚姻方式缔结以及仿制异性恋生活方式

的可能性 。

五 、生活史与社会变迁

罗盛希(黑龙江大学教授)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入手探讨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历史演进过程 ,归纳

出传统生活方式的十大特征。认为 ,如果不消除这些生活观念的影响 ,就无法创建现代文明 、健康 、科学

的生活方式 。王煜(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从历史社会学与生活史的视角出发 ,基于

其对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进行的一项系统研究提出 ,生活方式研究应当注意当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 ,大

致包括环境与人口 、家庭 、社会分层 、社会组织 、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 、社会关系 、社会意识与社会问题等

部分 。

六 、信息化对生活方式的影响

李俊文(黑龙江大学讲师)认为 ,任何一种生活世界理论总是针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活状况提出

来的 。在当代 ,生活世界面向信息时代 ,不论是人们的生活 、工作 、学习活动 ,还是人们之间的交往 、文化

娱乐 ,直到日常生活 ,都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和不断的重建。数字化生存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

度。王树生(哈尔滨工业大学讲师)强调了网络技术对学习方式的影响 ,认为网络时空背景下的师生互

动关系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周桂林(黑龙江大学助教)则论述了网络沟通方式对生活方式的影响:

网络的本质就在于沟通 ,这种特殊的沟通工具的介入将对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方式构成革命性的影响。

执笔人唐魁玉系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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