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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我国学术界对生活方式间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

为了把生活方式研究进

一步推向深入
,

我认为
,

应该及时地把生活方式由课题研究转向学科建设
,

建立社会主义生

活方式学
。

谈到生活方式
,

一般说来我们往往会把它看作一个研究课题
。

目前
,

无论是在欧美国家

还是苏联东欧国家
,

生活方式至今也仍然处于课题的地位
,

也就是说
,

它们都是把生活方式

作为一个课题研究的
。

但是
,

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一个课题
,

而且是一门学科
。

我们不但要了

入地研究生活方式这一迫切课题
,

而且必须建立一门相应的新学科— 社会主义 生 活 方 式

学
。

建立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学
,

使生活方式学取得学科的地位
,

是有其客观根据的
。

首先
,

生活方式学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
生活方式及其形成

、

发展和变化的规律
。

生活方式是个

人
、

社会群体和整个社会在一定的生活观念
、

价值观念指导下基于一定的生活活动条件而缺

成的各种比较稳定的生活活动形式的总和
。

生活方式学就是研究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形成
、

发展和变迁规律的一门边缘性学科
,

它与哲学
、

经济学
、

社会学
、

伦理学
,

民俗学等学科有

极为密切的联系
。

其次
,

生活方式学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
。

生活方式是一个综合性的
、

多学

科共同研究的课题
,

因此生活方式学可 以借用其他学科的许多研究方法
。

同时
,

生活方式学

又有许多独特的有效的研究方法
,

如问卷调查法
、

观察法
、

访谈法和个人文献法等等
。

在近

年来的生活方式研究中
,

这些方法得到 了广泛的有效的运用
。

第三
,

生活方式学尽管 目前还

没有取得学科地位
,

但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
。

近年来学术界不但探讨深

生活方式的定义问题
,

而且对生活方式的构成要素
、

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制约因素
、

生活方式的发展规律
、

生活方式的历史类型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
。

可见
,

生活方式学完

全具备决定一门学科成立的基本条件
。

建立生活方式学
,

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学科建设
,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

从生活方

式研究来看
,

一方面有助于大大加强生活方式问题的研究
,

促进生活方式研究的深入发展
。

作为一个课题
,

生活方式的研究必然受到许多限制
,

并容易导致片面性
,

同时研究工作往往

会带有临时性而不能持久地进行下去
。

作为一门学科
,

生活方式的研究能够更好地纳入正常

轨道
,

同时对于稳定科研队伍
,

把生活方式研究持久地深入进行下去具有重要的意义
。

另一

方面
,

生活方式是一个综合性的
、

多层次的
、

多方面的复杂课题
,

必须有一门专门的学科来

进行系统的研究
。

建设生活方式学
,

使生活方式有一门专门的学科来研究
,

有助于克服各相

关学科零星研究的现象
。

但是
,

建立生活方式学并不意味着其他有关学科就不要研究生活方

式间题了
。

当然
,

生活方式学对生活方式问题的研究应该比其他学科更深入
、

更系统和更全

面
。

其次
,

建立生活方式学
,

使社会科学又增加了一门新学科
,

这是对社会科学的丰富和发

展
。

因此
,

我认为
,

建立生活方式学是必要的
,

而绝不是标新立异
,

赶时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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