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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的社会变迁是整个社会系统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
,

考察生活方式的社会
变迁

,

就不能不考察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史
。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过程中
,

曾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 程做 了 丧

述
,

他把全部人类史划分为相继演进的三大社会形态
: “

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

生的)
,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
,

在这种形态下
,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
点上发展着

。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

是第二大形态
,

在这种形态下
,

才形成普

遍的社会物质变换
,

全面的关系
,

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

展和 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 的自由个性
,

是第兰个阶段
。

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 。

①

按照马克思的这个表述
,

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以
“
人的依赖

”
关系为基础的社会

形态
,

其经济形式为自然经济
。

同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相对照
,

则包括原始社会
、

奴隶社会

和封建社会
。

第二阶段是以
“
物的依附

”
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

,

其经济形式为商品经济
,

同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相对照
,

则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时期
。

第三阶段是以
“
自由个

性
”
为基础的社会形态

,

其经济形式为产品经济 (或时间经济) 同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相对

照
,

则是未来的共产主义发展时期
。

以上我们简要阐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三种形态的理论
。

由于三大形态理论以个人同

社会环境的关系为中心
,

以个体在社会中的 自由度为区分社会形态的标志
,

这就为我们考察

突出主体活动的生活方式变迁提供了相同一的理论社会学视角
。

并且我们还可 以以人的生活

活动在社会环境中取得的自由度作为考察生活方式社会变迁的尺度
。

按照社会发展三种形态划分的理论
,

我们从每种社会形态中人类从事的生产活动和生活
活动

、

以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烫的相互关系及发展程度出发
,

可以描述出三个社会阶段中生

活方式的如下表现形态和特点
:

(一 )
“
人的依较

” 关系中生活方式的
“
未区分

”
形态

生活方式的
“
未区分

”
形态概括的是在以 自然经济为基础的

“
最初的社会形态

”
中

,

生

活方式所共有的表现形态
。

在这一社会发展阶段
,

生产方式对生活方式的决定作用体现更充分
、

更直接
,

很少经过
其他

“
中介

” 。

因此
,

生产和生活的统一
,

其特点是生活没从生产中分离出来的
“

统一
” 。

因为这样
,

我们才用
“
未区分

”
来描述这一阶段生活方式的表现形态

。

(二 )
“ 物 的依软

” 关系中生活方式
“ 已区分

”
形态

从
“
最初的社会形态

”
向第二种社会形态即

“
物的依赖

”
关系的社会阶段的变迁

,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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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
、

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
,

人 已从单纯对 自然的依赖和支配中以及从
“ 人的

依赖
”
中摆脱出来

,

这时
,

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分成各自独立的领域
,

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已明显地划分开来
,

所以我们用
“ 已区分

”
形态来描述这一社会阶段生活方式的特征

。

在第二个社会阶段
,

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
,

以及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已经
“ 径渭

分明
” 了

。

当然
,

在
“
物的依赖关系

” 中
,

一方面促进了人的发展和
“
人的独立性

” ,

使生

活成为独立的领域 ; 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使人依附于物
,

使人们的生活
“
物化

” ,

从而形成

了 “
单向人

” 、 “
消费人

” 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
。

(三 )
“ 自由个性

”
关系中生活方式的

“ 一休化
”
形态

如果说前两种社会形态及其生活方式是历史和现实的存在的话
,

那么第三个社会阶段是

马克思所预见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
。

我们对于这种生活方式形态的描述
,

尚属预测的领域
,

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这一任务
,

仍然是合理的
。

在未来的社会形态中
,

生产力的基本结构发生划时代的变化
,

随着生产过程全面走向社

会化
,

人力基本上退出了直接生产过程
,

生产成为人控制自动化机器体系作用于劳动对象的

一种行为
,

从而使人的直接劳动不再成为财富的源泉
,

社会的基本经济资源也随之由自然资

源转换为智力资源
。

这样
,

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就发生了以下变化
:

第一
,

人类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
,

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丰富
,

一方面是生产物质

产品的时间被压到最低限度
,

人们的闲暇时间大大增加
,

在社会成员的全部时间中
,

闲暇时

间将占主导地位
,

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这种时间符合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有效利用
,

闲暇时间的占有和利用程度
,

成为衡量社会财富的新的尺度
。

这样
“
生活

”
时间客观上成了

创造社会财富的
“
生产

”
时间

。

第二
,

生产和消费达到内在的统一
。

在自然经济中
,

生产和消费也是统一的
,

然而这种

统一是指自给自足
,

生产者直接消费实物产品
。

在未来社会
,

人们不但消费产品
,

而且由于

生产活动成为人们进行创造性活动的高级享受
,

因而人们也消费劳动活动本 身
,

劳 动 成 为
“
生活第一需要

” 和主要乐趣
,

劳动不仅是生存的手段
,

也成为生存的目的
。

从而实现了生

产和消费的内在统一
,

劳动作为手段和作为目的本身的内在统一
。

第三
,

未来社会是 以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社会
。

知识
、

智力具有共创性和共享性
,

知识的

创造和应用本质上只能是人类的共同活动
。

因此以智力为资源的社会内在地使人 们 结 成 一

体
。

那时个人仍将组合在各种社会组织之 中
,

但个人既从各种直接的身份规定中解放出来
,

摆脱了
“
人的依赖

”
关系

,

又消除了社会关系的物化
。

在未来社会
,

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
,

又在第二个社会阶段两者
“ 已区分

”
的基础

上达到新的
“
统一

” 。

如果说第一个社会阶段是生产
“
吞没

”
生活

,

生产就是生活 的话
,

那

么这个阶段的
“ 一体化

”
却是生活就是生产乡 在那时

,

虽然生产方式仍然是社会 生 活 的 基

础
,
但从表现形态上

,

生活方式却涵盖了生产方式
。

综上所述
,

在人类社会相继出现的三种社会形态中
,

从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
、

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关系以及人的生活活动自由度上展现出的生活方式表现形态
,

正好经历

了一个
“
肯定— 否定—

否定之否定
”
的螺旋式上升的社会变迁过程

,

并且我 们 可 以 看

出
,

社会越是向前发展
,

生活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就越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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