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系
。

这种社会交往的现实长期积淀又形成中国人的社会心理
,

就是内向性
,

力 图 向 内 发

展
,

达到 良心的发现和道德人格的完善
,

而不是向外发展
,

在竞争中调查人与人 之 间 的关

系
。

人们形容中国人的性格为暖瓶胆
,

.

里边热
,

外边凉
,

内心有交往的冲动和需要
,

但要用

外部的规范加以 限制
,

学会自制
、

忍耐
,

但同时也泯灭了人的 自然天性
。

我们看到西方人的

外向
、

直爽
、

自然而率真
,

恰与我们形成鲜明的对比
。

以上这些方面社会生活的封闭性
,

以

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心理的封闭性
,

制约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封闭性
。

家 务 劳 动 方 式

安徽大学法律系 翟年祥

家务劳动方式是家庭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

家务劳动的现代化
、

社会化直接关系到

家庭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

家务劳动从广义上说即处理家庭事务所进行的劳动 ,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
,

家务劳动是指

为 自己及家庭成员直接服务的劳动
。

现在通常所指的家务劳动就是从狭义上
、

从严格意义上

来讲的
。

家务劳动有三个特点
:

第一
,

它是直接物质生活过程之外的劳动 ; 第二
,

服务范围仅仅

是在一家之内
,

劳动的提供者和享受者均为这个家庭的成员 ; 第三
,

·

劳动勿需报酬
,

劳动成

果不进行交换
。

这三个特点规定了家务劳动具有确定的界线
。

看一项劳动是否是家务劳动必

须具备这三点
,

缺一不可
。

我们在一开始研究的时候就要紧紧抓住家务劳动的基本特征
。

不

能人为地扩大或缩小家务劳动的内涵和外延
。

现在谈到家务劳动
,

许多人往往把家务劳动纯粹看作是一种负担
,

其实它是生活的一 部

分
,

既有辛苦的一面
,

其中也不乏乐趣
。

我们说
,

家务劳动既然是人类家庭生存活 动 之 必

需
,

那么为其而费的时间消耗也就不可避免
。

因此
,

在家庭中全部废除家务劳动
,

显然是不

可想象的
。

.

家务劳动的功能和作用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
:

(一 ) 家务劳动承担着人类 自身再生产的重担

根据恩格斯的两种生产原理
,

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

自身的生产
。

长期以来
,

人们对生产的认识往往局限在物质资料的生产
,

包括一部分劳务生

产上
,

而把以人类自身生产为中心的家务劳动看作是家庭的事
,

甚至是妇女的
“ 私事

” 。

正

是在这种认识下
,

家务劳动长期为社会所轻视
。

事实上
,

人类自身生产作为物质资料生产的

基础和延续
,

其作用是不可替代 的
,

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一样
,

是人类正常生

活所不可缺少的
,

同时物质资料生产也正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
。

正因为如此
,

以人类自

身生产为中心的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一样
,

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

不可缺少的
、

值得尊重的劳动
。

_

(二 ) 家务劳动是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之一

家务劳动为社会产品最终成为现实的消费品提供辅助服务
。

』

我们知道
,

生产过程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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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直接进行消费
,

只是
“ 可能的消费品

” ,

如大米和肉类要经过烧才

能成为盘中食品
。

把可能的消费品变为现实的消费品正是 通过家务劳动来完成的
。

家务劳动

在交换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

从整个社会看
,

交换过程所需的劳动大部分是运输和商业部门的

劳动者提供的
。

但是
,

这部分劳动只实现了商品从工厂到零售商店的转移
,

未进入消费者之

手
,

而家庭的购物劳动使交换最终完成 了
。

(三 ) 家务劳动能满足家庭成员生活的需要
,

使家庭职能正常运行

家庭
一

是社会的细胞
,

生活的基地
,

生产的后方
,

不搞家务劳动后果不堪 想 象
。

自 古 以

来
,

人们的生活需要大多是 从家庭中获得的
,

满足需要的同时就需付出一定量家务劳动
。

如

购买各种消费品
,

安排好衣
、

食等
,

每天需要一定时间的家务劳动
。

又如
,

抚养后代
、

赡养

老人和失去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离不开家务劳动
。

再如造成一个 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
,

使家

庭成员在现有的条件下舒适
、

愉快地生活和休息
,

也同样离不开家务劳动
。

(四 ) 家务劳动是密切家庭内人际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

人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家庭里
,

建立亲密的家庭人际关系对人的健康成长
、

舒心工

作极为重要
。

家务劳动的合理分工体现了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取长补短
,

互相合作的关系
。

家

庭成员各人主动做家务
,

体现了一家人之间互相关心和体谅
,

也使家务劳动带上了浓厚的人

情色彩
。

因而
,

家务劳动又可起到联系人们感情的作用
。

(五 ) 家务劳动对于教育孩子也是一个重要内容

父母言传身教
,

引导孩子们经常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

对于培养孩子们 良好的劳动

习惯
,

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以及责任感
、

义务感是大有教益的
。

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的情

况下
,

安排他们做些简单的家务活是很有必要的
,

尤其是自前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

通过

家务劳动来培养孩子的劳动观念是一条重要渠道
。

生 活 方 式 的 意 向 因 素

山东社会科学院 李鑫生

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中
,

有人不恰当地把生活方式的涵义界定为消费方 式 的 变 更

上
。

有的报刊提出
,

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应当逐步走 向
“ 吃的营养化

,

穿的高档化
,

用的电

器化
” 。

这种提法无论在广义上还是在狭义上
,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从根本上

回答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根本特性
。

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主要特点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
,

是科学地形成和实现

其创造才能以及消耗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
。

决定这种生活方式 的不仅是经济前提
,

而

且包括精神文化前提
。

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所特有的精神意向因素明确而鲜明地表现了它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

阶级生活方式的本质的原则的区别
。

如果忽视这一点
,

它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畸形发展
,

以至

失去它应有的特色
。

从本源上说
,

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
,

生产方式怎样
,

生活方式也怎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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