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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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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
,

它的着眼点在于研究在一定劳动条件下所形成的劳动主体的劳动心理
、

劳动观念
、

劳动

态度
,

劳动活动的行为特点及规律
。

而劳动方式却是一个客体性范畴
,

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中介环节

,

着眼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何结合的具体方式
,

即把客体的劳动因素如劳动
4

本身
、

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结合为现实的生产力
。

劳动主体在这里作为生产力的一个客观要

素而存在
。

过去无论在哲学还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
,

往往沿袭本体论的陈旧框架
,

把人作

为一个客体要素来研究
,

而忽视了人的主体性
。

而劳动生活方式的范畴恰恰突破了本体论的

框架
,

突出了劳动主体的作用
。

这对于开发劳动者无穷无尽的精神能源
,

提高劳动者的积极

性
、

创造性具有重大作用
。

二是劳动生活方式与劳动方式两个概念抽象的程度不同
。

劳动方

式抽象程度较高
,
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人

,

仅仅从是否具有一定的劳动技能的劳动 者 来 考 察
-

的
,

把劳动观念
、

劳动心理等因素都抽象掉了
。

而劳动生活方式抽象程度较低
,

它仍包含了

劳动者的劳动心理
、

劳动观念
、

劳动态度
、

劳动习惯
,

既包含了理性因素
,

又包含了非理性

因素
,

内涵比劳动方式丰富
。

三是所表达的目的不同
。

研究劳动方式是作为寻找生产关系与

生产力结合的最佳的具体方式
,

以提高社会生产力
,

而劳动生活方式则是寻找完善劳动主体

机制的途径
,
激发劳动主体的能量

,

既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也促进劳动者自身的发展

。

其次
,

劳动生活是人生最 主要的内容
。

综观人类生活的发展史
,

劳动生活方式始终是人

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

当生产力十分低下
,

人们为了生存
,
不得不将大量时间用在谋

取生活资料的劳作上时
,

劳动往往是人们最主要的生活内容
。

只是到了近代
,

由于生产力的
-

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
,

人们劳动时间缩短
,

闲暇时间增多
,

才使其他的生活方式
.

从劳动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
,

生活方式也显得更加丰富多采
。

从人的个体来说
,

人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劳动中度过的
,

劳动生活方式提供人生

的意义和价值
,

是作为人的
“
生命的表现和证实

” 。

俄国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指出
: “

劳动

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和手段
,

是一个人在体格
、

.

智慧和道德上臻于完善的源泉”
。

①

劳动是一种非常严肃
、

极其紧张的劳作
。

不管未来自动化如何发展
,

·

劳动中这种严肃租

紧张的属性不会消失
。

这是人生精神愉快的最深厚的源泉
。

可见
,
把劳动生活方式从生活方

式中剔除
,

等于把劳动与消费
、

创造和享受
,

劳动与自我实现割裂开来
,

这无异于剥夺人的

需要
。

甚至会使某些人产生错觉
,

认为生活方式就是吃喝玩乐
,

使个人生活失去安身立命的

根基
。

第三 , 只有把劳动生活方式作为生活方式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

才有利于体现社会主义

的目的
,

提高改善劳动条件和环境的自觉性
。

过去只把劳动看作创造财富的过程
,

不把它看

作生活过程的传统观点积习太深
,

不利于搞好文明生产
。

只有从劳动生活方式的观点来看待

劳动者的劳动生活
,

才能使劳动条件
、

劳动环境
、

职业劳动内容更富于美感和魅力
,

更有秘

于人的全面发展
,

使人的劳动生活更美好
。

① 乌申斯基 : 《教育史讲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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