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向学术前沿的生活方式研究

王　雅　林

　　生活方式研究在我国几乎是同社会学的重建同时开始的 ,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出现了生

活方式研究“热” 。在此之前生活方式并不具有科学范畴的地位 ,在现实生活中又常常在诸如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反动腐朽生活方式”等否定的意义上才出现 ,这些都明显反映了“以阶

级斗争为纲”年代的特点 。改革开放的步伐唤醒了人们心中长期被压抑的追求正当生活的愿

望 ,现代化的启动和人民对改善生活条件的信心自然又把回答“怎样生活”的问题提到日程 。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生活方式研究应运而生。在这之后发表的大量生活方式论著正是试图

从不同角度回答人们“怎样生活”的问题 ,许多实证研究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方

式的变迁历程;理论研究则初步构建了生活方式的理论体系 ,社会学者对生活方式的理论构建

还“输出”到其他学科 ,成为我国社会学对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有生有色的贡献之一。但是 ,生活

方式研究被提到日程伴随的是我国社会学刚刚“搭台”的过程 ,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不成熟性自

然也反映在生活方式的研究上 ,生活方式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也没有在社会学“正

统”的理论体系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应用研究则多为现象描述 ,缺少理论解释的力度 。或

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形成了 90年代以后生活方式研究相对冷清的局面。

今天 ,当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走过 20个年头的时候 ,恰逢人类社会的世纪转换 ,此时此刻当

我们面对中国和世界巨大的历史变迁的时候 ,分明又一次感受到了时代脉搏对生活方式研究

的巨大期待和驱动。在我国 ,如果说 20年前时代的呼唤引起生活方式研究的勃兴并使之走进

社会学的视野的话 ,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可以预期到 ,当我们走进 21世纪之时 ,一种新的时代发

展要求不但催化着生活方式理论的成熟 ,而且将把它推向社会学的理论前沿。

首先 ,面向 21世纪 ,在中国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 ,将确立起一种发展的普遍性原则和新

发展观 ,即“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发展。社会学研究应通过理论创新构建起与之相适应的

理论框架。为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发展 ,首先要发展物质生产力 ,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

说 ,更应如此 ,同时也必须找到人的发展的实现形式;而生活方式就是“人的生产方式” ,它把社

会创造出的发展资源通过生活活动的中介作用转化为人的需要形式 。因此 ,如果要建立起“以

人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发展”的社会学理论框架 ,生活方式概念就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目前社会

学的主要理论大多是以社会客体 、线性的结构及其变迁为特征的 ,在这种理论体系中 ,生活方

式只是一个局部的 、微观的 、辅助性的概念。生活方式概念固然可以表述人的具体生活活动 ,

但它在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中作为人的发展和需要满足的现实形式 的含义却没有得到发掘。

其次 ,依据人类的基本活动可以做生产和生活两大类划分的原理 ,我们可以把现代化表述

为获得现代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过程。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将被纳入全球的

信息化进程并将实现社会的信息化 。对未来的社会形态 ,我们可以用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代

表的生产力水平来表述 ,诸如“信息社会” 、“高新技术社会” 、“知识价值社会” 、“后工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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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在未来的中国和世界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人们从事生活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都将大

大增加;甚至将会出现“闲暇时间超过工作时间”的“历史性倒转” ,生活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地

位大大上升。因此一些学者又试图用生活方式界定未来社会的特征 ,诸如说未来社会是“闲暇

社会” 、“梦想社会”以及说未来的经济是“体验型经济”等等。这些表述虽具有探索性 ,但它透

视的信息则是在未来社会中生活方式将日益成为表述社会质态的概念。另外 ,过去人们讲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关系主要是讲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 ,很少讲两者的互动关系 ,实际上生活

方式在社会发展中既是“因变量” ,也是“自变量”。我们这样说的含义是 ,生活方式不但为社会

生产提供价值目标 ,而且也将“生产”生产。一个社会越进步 ,生活方式通过“人的生产”为社会

发展提供动力的功能就越大 ,这些也要求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与之相适应。

再次 ,未来社会在人们的生活领域将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 ,生活方式的多种选择 、多种趋

势和吉登斯所说的“生活风险”都将增多 ,特别是迄今人类尚未求解的一道令人困惑的难题是

具有极大张力的市场机制所奉行的“工具合理性”原则冲击着“生活合理性” 。因此 ,我们的社

会除了需要市场经济这种“配置方式”外 ,还需要借助另一种“配置方式”即生活方式 ,实现人与

自然 、人与社会 、人与人和人的内在身心平衡 。没有对生活方式问题的深刻理解 ,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也难以落实到实处 。

通过以上的简述 ,我们有理由说 ,面对着全球背景下我国现代化的发展 ,对生活方式的研

究充满着社会期待和理论期待 。在今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建设中 ,生活方式研究

要解决的任务是从“登堂入室”到走向学术前沿 ,在构建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发展的结构与

过程理论体系中确立自己基本理论范畴的位置 ,成为具有重要解释力的概念。同时 ,作为一个

表述人们生活活动的主体性概念 ,它有助于把个人与社会 、宏观和微观 、主体与客体的分析结

合起来 ,这也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当然 ,无论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生活

方式研究 ,还是作为分支学科的研究 ,都存在许多难题 ,比如生活方式概念的规范化问题 ,在有

所理论借鉴的前提下 ,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和构建相应的概念体系和方法的问题 ,对生活方式史

的研究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我看来 ,一个社会是否能良性运行和充满生命力 ,归根到底取

决于它是否能向人们提供符合人的本性与发展的生活方式 。我们期待着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论

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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