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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
,

家庭和家庭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

从家庭模式的角度看
,

一方面是

家庭小型化了
,

出现了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局面
,

另一方面
,

在家庭之间又形成了现代家庭网

络
。

这种以小为主
,

小中有大的特点正适应 了现代家庭生活方式的变革和要求
。

所谓
“
家庭网

” 一般是指有亲属关系的家庭之间所组成的社会 网络
,

就多数情况而言
,

它是由可能组成联合家庭的几个独立核心家庭之间所组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
,

具有特殊

的结构和功能
。

做为
“
社会 网

” 之一种
,

它源于亲属关系
,

而区别于其它社会网
,

其间具有

较密切的关系和较强的内凝聚力
。

然而
,

现代
“
家庭网

”
也不同于 旧式封建家族

,

既不 同居

共财
,

也不被置于封建家长统治之下和封建伦理观念束缚之中
,

处于家庭网中的各个家庭是

相对独立的
,

在保持各自独立生活方式的前提下
,

以 日常生活中的频繁交流和相互救援为其

主要特征
。

可见家庭网是小中有大
,

大中有小
,

以小为主
。

它正迎合了现代人的家庭观念
。

家庭网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扩大的家庭形式
,

它类似家庭
,

但不是家庭
,

其特殊的结构

功能使它存优去劣
,

既灵活地适应 了现代生活方式的要求
,

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代家庭

生活方式变革中所面临的间题
。

1
。

家庭 网适应了现代家庭小型化
、

民主化
、

多样化的趋势和要求
。

由于家庭网是小中有大
,

大中有小
,

以小为主
,

所以顺应了家庭小型化的趋势
。

在家庭

网中无论是纵向 (两代人 ) 交流
,

还是横向 (同代人 ) 交流
,

都出 自自愿或出自某种相互需

求
,

而不是出自于某种压力
、

权力或一厢情愿
,

在交流中
,

家庭之间保持着相互独立
,

所以

有利于实现家庭关系的民主化
。

家庭网中的家庭由于不 同居共财
,

因此有利于各自对生活方

式的不同追求
,

便于保持独立的生活方式
,

实现生活方式多样化
,

差别化
。

2
.

家庭网在实现家庭小型化
、

民主化和多样化的同时
,

又保留了一些积极 的传 统 因

素
,

从而解决了现代家庭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

首先
,

家庭网能部分解决社会中的养老问题
。

其次在家庭网中青年人也可以受益
,

而且青年人受益常常可能超过老年人
。

青年人在家

庭网中得益主要表现在经济
、

日常生活
、

生育和抚养等几个方面
。

总之
,

过去一些由同一个家庭来完成的事情 , 现在由家庭网来完成了
。

家庭 网既给人们

带来了独立自由的生活方式
,

实现了家庭模式小型化
、

家庭关系的民主化
、

家庭生活的多样

化
,

又在一定程度上把传统家庭关系中的一些因素 (大多是积极的因素 ) 保留了下来
,

,

从而

部分地解决了现实生活 中需要的赡老
、

抚幼
、

及其它间题
。

这就是家庭网从现代和传统两个

方面对现代社会生活所做的积极贡献
。

现代家庭生活正处在由传统型向现代型演变的过程之中
,
家庭网是与这种过渡状态相适

应的
。

随着社会和家庭生活的进一步改变
,

家庭网的结构和功能也会发生改变
,

主要表现为

以下几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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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家庭两区位距离的扩大
。

现代生产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高度变动和迁移
,

区位移动
J

性强是其特点
。

这种移动结果必然也会进一步拉大家庭之间的区位距离
。

现在的家庭网是以

其邻近为存在条件
,

未来的家庭 网不一定如此
,

其间区位距离必然要加大
,

甚至可能加大到现

在的十倍
、

百倍
、

千倍
,

但由于交通工具的高度发达
,

通讯方法的先进和便利
,

因而能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区位距离加大后家庭网所面临的实际间题
。

未来的家庭网是区位距离大
,

其间

采用现代化的联络手段和方法相联系
,

家庭之间的 日常对话
,

亩能由串门
、

面对面的谈话
,

变为电话
,

甚至是影视电话相联络
。

2
.

家庭 网中纵向联系的扩展
,

横向联系的收缩
。

由于人的寿命延长
,

四代
、

五代共存

于世的局面出现了
,

纵向联系 自然扩展
,

另一方面由于生育率降低
,

一个家庭出生一个最多

生两个孩子
,

因此同代家庭数量减少
,

横向联系自然减少
,

从整体上看
,

家庭网 向 纵 向扩

展
,

在横向收缩
。

3
.

家庭网中以经济和生活方面交流为主
,

转向以情感交流为主
。

现代社会 (特别是我

国 ) 经济尚不发达
,

人们生活水平较低
,

各种社会生活服务设施较落后
,

条件较差
,

因此
,

家庭 网中的交流以经济上和生活上的相互帮助为主要内容
。

换句话说
,

在经济及生活问题尚

未解决之时
,

必然要压低情感方面的要求
。

未来社会
,

经济发达
,

人们生活水平高
,

各种社

会生活服务设施先进
,

条件较好
,

因此
,

家庭 网中的经济和生活交流的意义将大大降低
,

而

以情感交流为主
,

以情感上的相互需要和相互满足为主
。

4
.

家庭 网由有亲属关系的家庭间的关系
,

发展为非亲属家庭之间的关系
。

在传统社会

人们的亲属观念是较强的
,

血缘关系重于其他关系
。

这是和当时的生产方式
、

生活方式相联

系的
。

现代社会实行社会化大生产
,

社会流动性很高
,

它必然会破坏人们原有的血缘关系
,

发展人们的其它方面的关系
。

发达的业缘关系
、

地缘关系
,

必然带来不发达的血缘关系
,

人们

的血亲观念也会随之变得淡薄起来
,

表现在家庭网上则是 由有亲属关系家庭之间的关系发展

为非亲属家庭之间的关系
,

即朋友家庭之间的关系
,

同事家庭之间的关系
,

邻里家庭之间的

关系
。

而一旦家庭网脱离 (或大部脱离 ) 亲属关系
,

转变为其他社会关系
,

那么它的性质也

将发生改变
。

生活方式应 包括劳动生活方式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 董鸿扬

劳动生活方式是生活方式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

但是
,

我国理论界有些同志认为生活方式不应包括劳动生活方式
,

生活方式只应研究人

们如何消费生活资料以及如何支配闲暇时间的方式
。

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

首先
,

这种观点混淆了社会学上的劳动生活方式与哲学
、

政治经济学上劳动方式概念的

区别
,

而把它们看作一个东西
,

从而把劳动生活方式排除在生活方式之外
。

应该看到
,

劳动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虽然都是反映人类劳动领域的概念
,

但作为社会学

的抽象与作为哲学
、

政治经济学的抽象之间有很大不同
。

一是劳动生活方式是一个主体性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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