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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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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除 了受生产方式的制约以外
,

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习俗
、

传统和观念的制约
。

习俗
、

传统和观念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
,

由生产方式决定
,

但它们一旦形成
,

便具有相对

的独立性
,

不仅给生产方式以巨大的影响
,

而且制约制导着生活方式
。

尤其是高层次的意识
,

起着总体制导作用
。

制导着生活方式的高层次意识主要包括四个内容
,

即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 观 和 道 德

观
。

因为人作为一个能够 自我调节
、

自我评价 的生物的和社会的有机体
,

他的动机
、

愿望
、

需

求
、

兴趣
、

情感等首先取决于他对整个客观世界持有什么样的根本观点
。

在此基础上人们树立

起 自己的人生观
,

从而确定自己的人生 目的和人生态度
。

进而在人生的历程中
,

去确定价值

取向
,

追求价值 目标
。

而在追求价值 目标的过程中
,

又要遵从一定的道德准则
。

为 了不妨碍

他人和集体的利益
,

还必须处理好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 系
。

这 样
,

世 界 观

— 人生观— 价值观—
道德观

,

就构成了制导生活方式 的意向因素的有机统一的整体
,

支配
、

制约
、

调节着人的一切生活活动
。

如果说世界观是生活方式的思想基础
,

那么人生观在生活方式中则起着一个总体的指导

作用
,

制约着生活方式的方向和道路
。

它具体体现在自觉追求人生真谛
、

探讨人生道路
、

实

现人生价值的全部实践活动 中
。

人生观看起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

但它并不是玄妙莫测的
。

任何一个在社会生活中比较成熟
、

精神正常的人
,

不论其自觉或不 自觉
,

不论其意识到或没有

意识到
,

也不论其社会地位的高低
,

总有一定的人生观在指导着他的思想和行动
。

正确的革

命的人生观指导人们确立正确的人生方向和选择正确的生活道路的同时
,

还指导人们确立起

健康的生活方式
。

与正确的革命的人生观相适应是正确的价值观
。

一个人在生活中
,

对周围事物和一些社

会问题作出回答时总要有一定的社会观点和哲学观点
,

这种对各种人生 目的和社会实践活动

进行评价时所持有的观点之总和
,

被称为价值取向或价值观念
。

社会学把人生的目的称为价

值目标
。

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不管他意识或没意识到
,

他的全部感情
、

意向
、

激情
、

追求及全

部行为活动过程
,

总是要服从一个经过选择了的价值目标
。

一个正确的价值目标一经形成以

后
,

特别是当一个人意识到这一价值 目标意义的时候
,

就会在实际生活 中为实现它而 自觉地去

进行奋斗
。

因为他弄清 了什么是值得追求的
,

什么是不值得追求的
,

什么是有价值的
,

什么

是没有价值的
。

只有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
,

生活才能文明健康
、

富有进取性
,

并且永远充满

朝气
。

制约生活方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道德观
。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

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

它以善恶为标准
,

通过社会舆论
、

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们

的行为
。

生活方式看来好象是个人的事情
,

其实不然
,

任何人的生活方式都不可能孤立于社

会关系之外
。

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
,

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
,

无论是工作时间
,

还 是 闲 暇时

间
,

人总是要和他人发生社会交往
,

形成一定的人际关系
。

人们在社会人际关系这个网络中

必须遵循一定的准则
。

从以上可 以看出
,

生活方式决不单纯是物质消费的具体样式
,

更重要的是人 的 意 向 因

素
。

人的意向因素
,

即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道德观赋予生活方式以方向
,

制导

着生活方式的发展
,

并且从根本上决定着生活方式的健康
、

科学和文明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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