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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传统生活方式
,

是与现代生活方式相对而言
,

是从纵 向上即历史的角度区分生活方

式的
。

传统生活方式
,

是历史上共同的生活条件 (既包括社会的
,

也包括 自然的 ) 的产物
,

是历史上积淀的传统文化在生活意识和生活行为中的体现
。

附带说明
:
传统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不能混为一谈

,

这二者是有着相互联系 的 不 同 范

畴的
。

广义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生活方式
,

其内涵又大于传统生活方式 ; 狭义的传统文化
,

主要指传统的精神文化
,

不包括传统生活方式
,

只是传统生活方式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
。

传统生活方式反映历史
、

反映人的过去
,

而不是现代
。

被吸收
、

融化到现代生活方式中

的某些传统生活方式因素
,

具有了崭新的质
,

不再是原来意义的传统生活方式的 简 单 的延

续
。

所 以
,

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虽然有着
“
血缘关系

” ,

但又有着质的差异
。

传统生活方式
,

由于它 曾在传统社会中长期延绵
,

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
,

因而
,

它是早

已被规范化
、

习俗化
、

凝固化和在社会 中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
。

这使传统生活方式有着 巨大

的能量和顽强的生命力
,

以致在现代社会中仍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

对于尚未完全从传统社会

中脱胎换骨的过渡性社会
,

影响尤为巨大
。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
,

有必要对它进行认真的研究
。

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形成和演变

不同民族
、

国家的传统生活方式
,

各有 自己的形成条件
、

发展过程和基本特征
。

中国传统生活方式
,

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
。

中国传统社会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 一

、

从

经济形态来看
,

是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
。

分散的
、

个体的
、

以文庭为经营单位
,

农业与手工

业相结合
,

男耕女织 自然分工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
。

二
、

从社会结构来看
,

生产与生活统

一体的家长制家庭
,

是社会基本组织形式
,

是社会基本经济单位
,

是社会基本生活单位
,

一

家为一户
,

也是国家基本行政单位
。

家长制的家庭组织原则和家族伦理规范
,

被扩展为整个

社会的组织原则
、

伦理纲常
。

因而
,

传统社会是一个家族社会
。

三
、

从政治形态来看
,

君主

个人专制独裁和从中央到地方蛛网密布的庞大官僚系统
,

使传统社会成为一个君主专制的行

政权力社会
。

这个社会是存在等级
、

特权制度的社会
,

是平民百姓畏惧
、

疏离政治的社会
。

这些是传统生活方式形成和绵延的主要社会条件
。

中国土地辽阔
,

拥有黄河中下游
、

长江中下游等适宜农业发展的广大地区
,

但其西北有

浩瀚的戈壁沙漠
,

西南有世界屋脊的高原
,

东北气候寒冷又多崇山密林
,

东南濒临一望无际

的太平洋
,

又形成 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

这是传统生活方式存在 的 自然 条件
。

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主体
,

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
,

与现代人相对而言为传统人
。

传统

人是受农业文化下的家族主义
、

极权主义社会文化心理制约的人
,

是尚未认识自己的社会主

体地位
、

自我意识还没有完全确立的人
,

是尚未从家族群体中独立出来的人
。

这是传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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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方式形成
、

延续的主观条件
。

中国传统生活方式
,

是反映
、

体现上述主客观的历史条件的生活方式
。

进一步看
,

中国传统生活方式
,

是 自周特别是秦
、

汉以来形成和延续的生活方式
。

为什么要追溯到周呢 ? 因为西周是宗法文化十分发达
、

宗法制度相当完备的时侧
。

孔子

在 《论语
·

八仃羚 中不就说过
“
郁郁乎文哉 ! 吾从周

” 吗 ? 宗法文化是形成传统生活方式的

重要社会因素
。

为什么又特别要追溯到秦
、

汉呢 ? 因为本文所探讨的
、

至今仍有广泛
、

深刻影响的传统

生活方式
,

周代尚未基本形成
。

西周属于宗族社会
,

还不是家族社会
。

当时
,

宗族是社会基
、

本组织形式
,

是经济
、

政治和生活的统一体
,

是社会的经济
、

政治和生活的基本单位
,

家族
、 。

尚未从宗族中游离和独立出来
。

宗族有着共同的政治生活
、

精神生活以及经济生活
,

同一宗
·

族的家族
“ 异居而同财

,

有余则归之宗
,

不足则资之宗
” , ① 此外

,

还定期举行族宴
。

宗族
一

制度下
,

严格区分大宗
、

小宗
,

大宗宗子是全宗族的绝对权威
,

全宗族的经济生活
、

精神生

活和政治生活的主宰
。

一切宗族成员都依附于宗子
,

宗子也承担着庇护全宗族的义务
。

宗族社会的生活方式
,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

生产力的发展和思想

上的大解放
,

使区分大宗
、

小宗和宗族并使政治
、

经济
、

生活统一体的宗法制皮解体了
,

小家

族的家庭逐渐从宗族中游离
、

独立 出来
,

自己成为一个生产和生活单位
。

这样
,

到秦
、

西汉
一

时期
,

完成了由宗族社会向家族社会的过渡
,

小家族家庭成为社会基本组织形式
、

社会生产

和生活的基本单位
,

一家为一户
,

成为国家基本行政单位
。

从此
,

家庭生活成为人们生活方

式的主轴
,

家族的利益和需要
,

成为人们一生生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

个人生活方式从属

于家族生活方式
,

直接受家庭中的绝对权 威— 家长的主宰
。

所有家庭成员的各种活动
,

都

听命于家长
,

家长也承担庇 护家庭成员的义务
。

广大家庭不但是一个生产单位
,

也是一个低
、

水平的
、

自给性的消费单位
。

而在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
,

在家庭是每个成员的生产和生活活
一

动基地以及聚族而居 的情况下
,

乡族成为人际交往中心
, “ 白首不入市井者

” 比比皆是
。

在

家族不是政治共同体
,

宗子的权威被家长取代后
,

原先宗族社会中宗子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职

能
,

被君主专制国家的官僚—
“
父母官

”
所取代了

。

国家也不再是宗族贵族联合专政
,

而

是在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下
,

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
,

实行极权主义的专制独裁
。

皇帝

成为全体臣民顶礼膜拜的至尊
,

所有臣民都是皇帝的奴仆
。

全能的皇权干预一切
,

包括干预
一

巨民的私生活方式
。

西汉京兆尹张敞
,

由于为妻子画眉
,

被皇帝亲 自洁问
,

并从此不再受重

用
。

② 以 “ 三纲
” 为核心的传统伦理纲常

,

也是在西汉形成和正式提出的
。

③ 汉代成书的关

于古代贵族生活方式规范的典籍—
《礼记 》 的问世和流传

,

标志着延续至现代的传统生活

方式
,

在秦
、

汉时期基本上形成和定型了
。

谭嗣同在 《仁学 》 中说
: “ 二千年之政

,

秦政也 ,, 。 《新唐书
·

礼乐志 》 称
: “ 及三代

`、

已 亡
,

遭秦变古
,

后之有天下者
,

自天子百官
、

名号位序
、

国家制度
、

宫车 服 器
,

一 切 用

凑
。 ”

其实不仅政治生活方式
,

整个社会生活方式
,

都是 自秦
、

汉基本定型之后
,

延续了两

千年之久的
。

因为
,

在这二千年中
,

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
、

家族社会和君主专制的行政权力

④ 《仪礼
·

丧服》 。

必 见 《 汉书
·

张敞传》 。

。
`

三纲
”

最早见之于茸仲舒 《春秋繁露
·

基义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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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迄未发生质的变革
。

不过
,

传统生活方式
,

也不是自秦
、

汉始就一成不变的
。

随着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

传

统生活方式也不断发生曲折的
、

局部的演变
。

秦
、

汉以后的魏
、

晋
、

南北朝时期
,

原来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长期分裂
,

民族间的战

争和社会动乱
,

促进 了人们思想上的活跃和解放
,

促进了民族间文化交流和融合
。

道教的形

成
、

发展和佛教的广泛传播
,

人 口向江南的大迁徙
,

大家族制度盛行等等
,

都对当时社会生

活方式的变异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

这使秦
、

汉时期确立的生活方式规范遭到了某些破坏
,

出

现 了旧史书中所谓的
“ 风衰义缺

”
现象

。 ①

到了恢复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隋
、

唐以及宋代
,

一方面
:
科举制度使封建礼教基础 的儒

学的正统地位进一步确立
,

儒学不但在唐代得到了统一
,

至宋代
,

在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

基础上
,

发展为理学
。

这使秦
、

汉时期确立的生活方式规范进一步完备
。

不仅如此
,

唐代还

通过周密的法律条规
,

把秦
、

汉时期确立唐代又加以发展的生活方式规范固定化
。

另方面
:

在这一时期的实际生活中
,

由于受魏
、

晋遗风影响
,

由于对外经济
、

文化交流频繁
,

因而在

衣
、

食
、

住
、

行和文化生活等方面
,

不断吸收外来文明
,

妇女也较受尊重
。

宋以后至清代
,

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西方工业文明相逆向
,

建立在封建礼教基础上的传

统生活方式规范进一步强化
。 “

三纲
” 、 “

五常
” 日益成为禁锢人们生活活动的枷锁

,

它的

反人道性 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
,

如
“
饿死事极小

,

失节事极大
” ② 思想的广泛流传

,

寡妇守

节习俗化
,

妇女缠足
、

割股到肝为父母疗疾的愚孝行为风行等等
。

明末以来的闭关锁国
,

更

加强化了传统生活方式的封闭性
,

阻碍 了对外来文化和先进生活方式的吸收
、

移植
。

近代
,

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西学东渐及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成长
,

传统生活方

式规范的权威性开始在一些人的心 目中动摇了
。

戊戌变法
、

辛亥革命以及
“
五四

”
新文化运

动
,

对传统生活方式发起了一次比一次更猛烈的冲击
。

经过近代至现代的社会革命
,

自推翻

帝制的辛亥革命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

社会生活方式也发生了一些与此相应的演

进
。

但是
,

由于社会基本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心理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
,

形成
、

延续传统生

活方式的主客观条件依然存在
。

以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

传统生活方式在
“
文化大革

命
” 时期 以极端形式表现了出来

。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体制的改革
,

在对外开放和商品经济有了发展以及思想

解放的基础上
,

传统生活方式规范的权威性彻底破坏 了
,

现代生活方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价

值取向
。

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特征
、

落后性
、

顽固性

人们往往把传统生活方式的特征概括为封闭性
,

这是有道理的
。

因为传统的人际互动狭

隘
,

以亲族为中心
。

同时
,

传统生活方式凝固
、

僵化
,

很难接受外界文明进行 自我更新
。

然

而
,

封闭性只是第二位的特征
。

第一位的
、

最根本的特征
,

是它的宗法性
。

从封闭性的形成

机制来看
,

地理环境造成的交通不便是它的外部机制
、

次要原因
。

自给性的自然经济和案族

而居 以及家族认同心理
,

是它的内在机制
。

而这就涉及到宗法性了
。

宗法性
,

主要指宗法观

① 见 《 南史
·

孝义传
·

论》 。

② 《河南程氏通书》 卷二十二
一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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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支配人们整个生活活动
。

传统生活方式的宗法性
,

自西周形成之后
,

经过 秦
、

汉 的变 异

( 由宗族认同到家族认 同 )
,

不论在历史上思想较为解放的魏
、

晋
,

还是社会较 为 开 放 的

汉
、

唐
,

或是闭关锁国的明 (后期 )
、

清
,

宗法性一直是社会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
。

而且
,

它一直贯穿于近
、

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之中
。

邓小平在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 中
,

不

就明确指出
“
宗法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

” ① 吗 ? 不仅如此
,

宗法性还贯穿于传 统 生 活 方

式的所有层面
,

不但家长制的家庭生活方式中宗法性的特征十分明显
,

在谋生方式 (职业生

活方式 ) 中的
“
家世传业

” 、 “ 子继父业
” ,

政治生活方式中的
“
家天下

” ,

以 及一 人 当

官
,

鸡犬升天
,

一人犯法
,

株连九族
,

不都体现宗法性吗 ? 而
“
同姓则同德

” 、 “
异姓则异

德
” ② 以及

“
非我族类

,

其心必异
” ⑧ 的宗法观念

,

正是两千多年来
,

人际交往狭隘
,

实行

自我封闭的根本原因
。

更重要的是宗法性主导着传统的生活价值观
,

而传统生活方式正是 由

传统的生活价值观定 向的
。

传统生活方式
,

一向把
“
光前裕后

”
作为人生的价值取 向

、

价值

目标
。

这种价值观
,

把人一生活动的价值取向归结为两 个 方 面
:
一是要

“
报本

” ( “
本

”

指祖先
,

传统社会认为
“
万物本乎天

,

人本乎祖
” )

,

这从消极方面来说
,

就是 要 守 住 家

业
、

延续族嗣和无坠家声 , 从积极方面来说
,

就是要昌大门户
,

光宗耀祖
。

一是要
“
垂裕后

昆 ” ,

通俗点说即造福子孙
,

遗惠后代
。

而个人则应无条件地为此做出牺牲
。

不然
,

就会被

认为违反传统的价值准则
。

宋人袁采在 《袁氏世范》 中说
: “

人之居世
,

有不思父祖起家艰

难思与之延其祭祀 ; 又不思子孙无所凭借则无 以脱于饥寒… …此则家门不 幸
” 。

这 种 价 值

观
,

用费孝通的话
,

就是
“
把 自己作为上下联系的环节来看

” 。

④ 无视个人价值
,

是传统生

活方式和制导它的生活价值观的一个基本特征
,

而这正是宗法性的体现
。

如果把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作一概略的比较
,

传统生活方式的落后性就十分明

显 了
。

现代生活方式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

现代人是意识到 了自己的社会主体地位
,

形成了独

立的人格和完整的个性
,

重视个性 自由
,

重视与社会价值相联系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的人
,

是

对社会生活 (包括政治生活 ) 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人
,

是具有与社会主体地

位相应的素质
、

能力的人
。

因此
,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

是不依附于他人
,

不把 自己的命运寄

托于外部力量
,

而是依靠 自己的努力
,

自己主宰 自己的命运
,

实行自主的
、

个性化的生活方

式
。

传统生活方式是传统人的生活方式
。

传统人是尚未认识 自己的社会主体地位
,

没有形成

完全独立的人格和 自主意识的人
,

是义务与权利相分离
,

个性受到严重压抑的人
,

也是有着

强烈的归属心理— 对家族的归属心理的人
。

因此
,

传统人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外部力

量
、

寄托于 自己的家族和家长
、

寄托于站在他们头上的统治者
。

不但平民百姓如此
,

在一定

意义上
, “
贵为天子

,

富有四海
”
的皇帝也是如此

。

皇帝在登基前
,

也要依附自己的家族
,

特别是父皇
。

太子如果不孝或因其它缘故失宠
,

也会被废黝
,

当不成皇帝的
。

这类事
,

历史

上屡见不鲜
。

开国皇帝
,

按照传统的伦理规范
,

也是
“
子有天下尊归于父

,

此人道之极也
” , ⑥ 照

例要封父为
“
太上皇

” 。

即使登上了被神化了的皇帝宝座之后
,

不但要年年祀祖
,

祈求祖先

《 邓小平文选 (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 ) 》

《 国语
·

晋语四 》 。

《左传
·

成公四年》 。

t
,

人民出版社工9的年版
,

第29 5页
。

费孝通
: 《社会学探索》 ,

天津人民出版社土984 年版
,

第87 一88 页
。

《汉书
·

高帝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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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佑 , 而且要年年祭天
,

依附于天
,

自称
“ 天子 ” 。

这样
,

传统 人的生活方式
,

是依附性的寸

生活方式
,

是不 自主的生活方式
。

现代生活方式是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生活方式
。

现代社会中
,

由于生产力的 高 度 发 达
、

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和人的素质不断提高
,

就业范围 日益广阔
,

繁重的体力劳动日益减少
,

生产劳动时间 日益缩短
,

家务劳动日益社会化
、

电脑化
,

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 日益增多
。

因

此
,

现代生活方式是物质生活
、

精神生活 日益充裕和丰富多采的生活方式
,

是个性 日益自由

和全面发展的生活方式
。

传统生活方式是传统社会条件下的生活方式
。

传统社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
、

科学技术落
-

后的农业社会
,

社会分工不发达使人们的职业范围狭窄
,

谋生劳动繁重艰辛
,

极少自由支配

时间
,

加之
,

社会不公正性
,

绝大多数人生活资料匾乏
,

只能满足低层次的需要— 生存需

要
,

只能长期停留在
“ 以食为天

”
的生存型的消费生活方式上

,

文化活动极少
,

生活单调
、

枯燥
。

现代生活方式是开放的生活方式
。

社会关系
、

人际互动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

生活空间 日

益扩大
,

人的居住地点
、

职业
,

不再是终身固定不变
,

人们的社会 交 往 广 泛
、

多向
,

较少

受地域
、

性别乃至民族
、

国家的限制
,

在世界范围内
,

人们的生活方式日益 互 相渗 透
、

融

合
。

传统生活方式是封闭的生活方式
。

在传统社会中
,

人们世代聚族而居
,

终身生活在狭小

的乡族社会之中
,

社会关系不发达
,

社会交往简单
。 “

家家守村业
,

头白不出门
。

生为陈村

民
,

死为陈村尘
。

田中老与幼
,

相见何欣欣 ! 一村唯两姓
,

世世为婚姻
。

亲疏居有族
,

少长

游有群
。

黄鸡与白酒
,

欢会不隔旬
。

生者不远别
,

嫁娶先近邻
。

死者不远葬
,

坟墓多适村
” ①就

是这种社会交往的典型写照
。

因此
,

传统生活方式是被 自然条件与亲缘关系所禁锢的生活方

式
,

是世代受乡土的
、

家族的传统陋习所束缚的生活方式
。

而且
,

即使在亲族范围内
,

受传

统伦理规范的约束
,

人际间的情感方式和相互往来也是不自由的
。

现代生活方式是生机勃勃
、

不断进步
、

更新的生活方式
。

因为
,

现代人是个体的素质
、

能力
、

潜力和需要不断提高的人
,

是永不满足现状
、

不断进取的人
。

人们在工作中不断开辟

新的领域
,

在生活中不断探索新的方式
。

加之
,

生活资料的日益丰富
,

生活环境 的 日新 月
-

异
。

因之
,

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
,

生活形式
、

内容不断更新
,

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

传统生活方式是相对平静
、

凝固
、

呆板
、

节奏缓慢
、

世世代代极少变化的生活方式
。

因

为
,

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
、

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极少变化
,

人们的生活环境也极少变异
。

在

农业社会和小农经济条件下
,

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力量单薄
,

因而易于墨守成规
,

洛遵祖训
,

依赖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生产和生活
,

害怕变革
,

安于现状
,

满足于过低标准 的太 平 日

子
。

如果有谁对生活方式进行革新
,

往往会被认为违反祖训
、

家规
,

逆伦悖理
。

当然
,

对我国传统生活方式也不应简单的
、

笼统的一概否定
。

从传统生活方式的具体历史作用来看
,

秦
、

汉时期形成的传统生活方式
,

当时曾是崭新

的生活方式
,

它对打破
“
有余则归之宗

,

不足则资之宗
”
的吃大锅饭的宗族社会生活方式

,

对于调动广大小农的积极性
,

从而使秦的农业发展和国富民强
、

统一六国
一

以及对于西汉的兴

盛强大
,

起了重要作用
。

后来
,

经过演进
,

又孕育了在世界上曾居于领先地位的唐
、

宋时斯
的经济

、

文化
。

宙 目加勿 双木际刊 沙 , \\ 、 居易集》 卷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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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
,

传统生活方式整体中的各个层面的属性
、

功能和生命力
,

也是不尽相 同或有

很大区别的
。

例如
,

传统的政治生活方式
,

主要是秦
、

汉以来封建的政治的社会 关 系 的 产

物
。

它的极权专制
、

官僚政治
、

等级特权等遗毒
,

至今依然是压制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

主动

性
、

创造性
,

阻碍改革和现代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

然而
,

传统的饮食方式 和 服 饰 方

式
,

则是自我们远祖至近代
,

长期形成和不断发展的
。

它不但受社会条件的制约
,

具有某些

社会属性 (如服饰标志着地位
、

等级
、

职业即是 )
,

而且
,

受自然条件的制约
,

在很大程度

上具有自然属性
。

因此
,

传统的饮食方式
、

服饰方式中的许多内容
,

如中国自古 以来喜食豆
·

制品
,

清代 以来妇女流行穿旗袍之类
,

不能简单地用社会性的评价尺度衡量它先 进 还 是 落

后
。

当然
,

传统饮食方式
、

服饰方式中也确有落后的因素
,

是需要不断改革以适应现代生活

需要的
。

但传统饮食方式
、

服饰方式中体现民族特色的因素
,

又是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

但是
,

从总体上看
,

传统生活方式是已经走到了尽头的
、

过时了的生活方式
。

传统生活

方式是与社会的和人 自身的落后因素联系在一起的
,

因此
,

不能在传统生活方式下实现现代

化
。

而且
,

即使在历史上
,

传统生活方式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
、

历史作用时 (确切地说
,

它

在那时还并未成为
“
传统的

” ,

而是
“
当代的

”
生活方式 )

,

即使在它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

和历史作用时期
,

也同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消极作用— 束缚人们个性独立
、

自由的作用
。

有一种关于传统生活方式的貌似公允的论点
,

认为迄今它仍在总体上具有两重性
,

甚至

传统生活方式规范的
“
礼

” ,

也有两重性
。

这是值得商榷的
。

在今天
,

传统生活方式的落后性
,

已成为主导的方面
、

本质的特征
。

因为
,

它已成为实

现现代化的绊脚石
。

对于过去我们常说的传统生活方式中的精华
,

也应重新放在现代生活条

件下加以审视
。

例如勤劳
、

俭朴
,

要看到它的内涵应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 展
。

现 代 社会

中
,

勤劳如果不与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应用相联系
,

那么
,

这种勤劳在今天就

已经被抛在历史车轮的后面 了
。

俭朴
,

如果不与文 明
、

科学相联系
,

那么
,

这种俭朴是不足

取的
。

再如
,

传统的家庭教育
,

近几年也不断被有些人所称道
。

其实
,

传统的家庭教育
,

是

以家长为主导
,

以传统伦理道德为主要 内容
,

训诫式
、

注入式的教育
。

这种家庭教育
,

从根

本上说
,

不论其内容还是方法
,

都已经落后 了
。

至于那种认为传统生活规范的
“
礼

” ,

也具有两重性
:
既压抑人的个性 自由

,

又使个人

对家庭和国家具有坚韧的亲和力
,

使爱国主夕有坚实的基础的观点
,

很难认为是正确的
。

众所周知
,

传统的
“
礼

”
的核心是

“ 三纲
” ( “ 君为臣纲

、

父为子纲
、

夫为妻纲
” )

,

其中
, “

父为子纲
” 又是核心的核心

。

因此
,

传统的
“
礼

” ,

是构筑在家长制的家族伦理规

范基石之上的
。

说这种
“
礼

”
曾经强化了家族的亲和力

,

是可以理解的 ; 而说这种
“
礼

”
使

个人对国家具有坚韧的亲和力
,

就难以令人理解了
。

传统的
“
礼

”
强化了传统的 家 族 认 同

心理
,

强化了家族主义意识
。

但由此导致的不是爱国主义
,

而是反社会现 象
。

人们 往 往 因

t’4 L
”
而洛守家规

、

祖训
,

但却不顾国法
,

甚至为了家族利益而损害国家社会利益
。

这类事

例不但史书中俯拾即是
,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也屡见不鲜吗 ? 有的人为了子孙世袭官位
, 哪

里顾甚么国家的利益
、

改革的需要呢 I 这正是传统的
“
礼

”
的灾害性的遗毒

。

难道我们在今

天
,

还能够把爱国主义建立在这种传统的
“
礼

”
的基础之上吗 ?

不仅传统生活方式规范的
“
礼

” ,

整个传统生活方式
,
已经成了我国政治

、

经济体制改

革和社会进步的一种顽固的阻力
。

实现现代化
,

必须从根本上变革传统生活方式
,

用现代生

活方式取代传统生活方式
。

然而
,

这是 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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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生活方式
,

在我国绵延 了几千年
,
已经成了一种

“
历史的惯性

” ,

即使在变化了的

社会条件下
,

人们也往往不知不觉又回到传统生活方式的老路上去
。

例如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初期
,

社会上的人与人的关系
,

确曾发生过革命性的变化
,

但曾几何时
,

又出现了浓厚

的封建色彩的偶像崇拜和人整人的
“
斗争

”
年代

。

传统生活方式的长期延续
,

使它被凝固于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之中
。

习俗不但是历史地

形成的
,

而且是一种具有群众性的行为模式
。

荀子说
:

.

“ 习俗移志
,

安久移质
” 。

① 习俗确

有一种熔铸
、

改造人的性格
、

素质的渲染力
。

从迄今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结婚送彩礼
、

大摆

宴席
、

送份子等陋习
,

以及有人在野时平易近人
,

做官后很快沾染了一身官僚习气等等
,

就

可见习俗确能
“
移志

” 、 “
移质

” 。

传统生活方式
,

还被历史地规范化
,

不但制度化
、

法律化
,

还成为一种定型了的价值准

则
。

人们通常都用它来衡量人们的各种生活活动
、

人际交往
。

如果符合这种传统 的价 值 准

则
,

就被社会舆论所肯定
、

称赞乃至视为典范 , 如果违反这种传统的价值准则
,

就会受到社

会舆论的非议
、

谴责以至难以自容
。

传统的生活方式规范准则
,

在长期通行中
,

内化为一种

历史积淀的社会文化心理
,

并深化
、

凝结为一种传统的思维模式
,

人们往往从这一模式出发

思考一切
。

这就使变革传统生活方式极为不易
。

从根本上变革传统生活方式所以艰巨
,

还由于这必然触动一些人的利益
。

例如
,

特权现

象
,

在今天依然存在
: “

当前
,

也还有一些干部
,

不把 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
,

而把 自己看

作是人民的主人
,

搞特权
,

特殊化
” 。

② 所以
,

从根本上变革传统的政治生活方式
,

显然对

他们搞特权
、

以权谋私不利
。

因此
,

他们必然千方百计地反对政治体制改革
。

上述这些人的

私利和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扭结在一起
,

就成为抵制传统生活方式变革的极其顽固的力量
。

从根本上变革传统生活方式所以艰巨
,

还由于传统生活方式是整个传统社会环境
、

社会

条件下的产物
。

因此
,

必须从整体上改变社会环境
、

社会条件
,

从总体上进行社会改革
,

以

根除滋生陈旧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土壤
、

温床
。

为此
,

必须创造形成现代生活方式的必要的物

质条件
、

经济条件
、

技术条件和社会文化心理条件
,

必须把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有机

地联系起来
,

首先要从人而不是从物出发
,

创造一个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提出来的
“
合乎人

性的环境
” , ⑧ 而这是需要进行不屈不挠的努力的

。

在变革传统生活方式和在全社会形成现

代生活方式过程中
,

还会出现旧的
、

传统生活方式规范遭到破坏
,

新的
、

现代生活方式规范

尚未形成的
“
失范

”
时期

,

这一时期往往由于惯性的作用
,

导致传统生活方式回光返照
。

然而
,

总的来看
,

我国正在艰辛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
,

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和人

的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

社会生活方式必然随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进步而不断

演进
。

目前
,

可 以说正处在由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进化的历史转折点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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