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方式演化的规律

王 建 武

生活方式演化的规律是什么 ? 不少同志认为
,

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
,

生活方式必然会发

生改变
。

这种观点原则上是正确的
,

但比较笼统
。

因为它既没有说明在 同一生产方式的基础

上为什玄荟有不 同的生活方式并存
,

也没有说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间矛盾产生的原因
。

而 且
,

按此观点
,

生活方式的演化同生产方式的演化是一一对应的
。

结果
,

每一社会形态生

活方式演化的复杂局面在这里只能依照简单的模式显现
,

生活方式演化本身具有的层次性难

以得到说明
。

还有些同志从另一个角度表述了这种简单化的观点
。

他们强调了生活方式演化过程中的

主观能动作用
,

把生活方式的演化看成似乎只是一些具体生活行为的变化
、

是一毗而就的事

情
。

他们认为现代生活方式的特征就是
“
能挣会花

” ,

或者说现代生活方式就是
“
刻苦学习

— 拼命工作— 尽情享受
” 三部曲

。

如果作为一种对现代生活现象的描述
,

这种说法也不无

道理
。

但如果以为仅仅这些就标志着现代生活方式的产生
,

则显得理由不太充分
。

而且
,

把享

受看成学习和工作的归宿也不能说是对生活意义的真正把握
。

日本的启蒙大师福 泽 谕 吉 认

为
: “

文明有两个方面
,

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
。

外在的文 明 易 取
,
内 在 的 文 明 难

求
。 ” ① 美 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指 出

:

现代人并不仅仅在于头发式样
、

服装款式
、

嗜好娱乐

上
,

更在于心理和态度上
。 “ 那些有着现代化服装和外表的人

, 那些由于社会安排已经掌握

着现代化组织却对现代化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一窍不通的人
,

那些不根据本国实际资源和财

力毫无选择地输入他们所能够想到听到的先进制度和设备的人
,

以及那些总在想方设法要现

代制度为传统所歪曲和变形的人
,

确确实实不是真正的现代人
,

他们把现代化的本来面 目
,

用传统的各种颜色
,

涂抹成奇形怪状的讽刺画
,

造成这种悲剧的秘密正是那些人还没有从心

理和态度 上获得个人现代性
,

在他们徒有其表的现代化外衣里面
,

包裹着一颗与传统思想血

液一脉相通的心
。 ” ② 我们之所 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思想家的观点

,

并不是要说明我们完

全 同意它们
,

也不是想 以一种理学家的姿态来标 明自己的
“ 独醒

” 。

这些观点虽然不是直接

讨论生活方式的
,

但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一些 问题
。

生活方式是生活条件和生活活动的统一
。

生活的实践告诉我们
,

对于每一代人来讲
,

要

展开他们的生活
,

既需要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的养分
,

又需要既定的生活方式的滋润
。

客观的

物质生活条件是生活之源
,

既定的生活方式是生活之流
,

人们总是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按照

从上一代人那里直接承继的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的
。

由此生活方式表现出继承性和相对独立

性
。

生活方式的相对独立性常常表现得相当顽强
,

以至于人们往往不 由自主地依附于它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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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依附使得人们由能动变成了被动
,

而且是自觉自愿的被动
。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甚至把生

活方式演化过程中的逐步平庸化看作是导致文明衰落和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

①

生活方式具有相对独立性
,

这种相对独立性又不同于一般
。

因为生活方式是在各种外部

条件作用下其内在要素结合的方式
。

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内在和外在的复杂关系使其各要素的

结合形成了不同的层次
。

不同的层次同社会生产的关系不同
,

表现出不 同程度的 相 对 独 立

性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在社会生活中
, “

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
,

首先是物质条件发生变

化
,

然后人们的思维
、

人们的风俗 习惯
、

人们的世界观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 ” ② 这说明

,

社

会生活中各个部分的变化并不是 同步的
。

生活方式的不同步性就表现为生活方式演化的层次

性
。

一
、

生活行为的改变

生活行为指的是人们在衣
、

食
、

住
、

行
、 ’

休息
、

娱乐等生活活动中表现出的行为
。

这种

行为虽然要在一定的生活关系中
、

在一定的生活观念指导下表现
,

但由于它仅仅是人们在 日

常生活活动中的行为
,

因而是变化多端的
。

人们的生活行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

首先
,

直接性
。

即人们的生活行为直接依赖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

这是生活行为最主要的

特征
。

社会生产的发展
,

一方面为生活提供了新的生活资料
,

另一方面为生活培养了人们的

新的生活能力
、

刺激了人们的新的生活需要的产生
,

并且为生活活动提供了新的场所
。

生活

主体利用新的生活资料在新的时空中展开了新的生活活动
,

就表现出了新的生活行为
。

⑧ 生

活行为的改变在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

从人类历史看
,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

人们的生

活行为如衣
、

食
、

住
、

行等都各有特色
,

与其时代的生产力相适应
。

从现实生活看
:

随着我

国经济的发展
,

人们的生活行为在近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
。

国家统计局的 资 料 表 明
,

在 农

村
,

从 1 9 7 8年到 19 8 4年
,

农民物质生活质量逐步提高
。

在吃的方面
,

细粮所占比重 由4 9
.

4%

上升为 7 8
。

4% ; 肉
、

油
、

蛋
、

鱼虾
、

家禽等的消费量由人均 1 9
.

2斤增加到 4 0
.

8斤
。

在穿的方

面
,

由棉布和棉纺织品为主转向多样化
,

中高档化纤布料
、

成衣的消费量增 加
。

在 住 的 方

面
,

人均居住面积达到 1 3
.

6平方米
。

除使用面积增加外
,

新建房屋也开始由土建房和草房为

主转向砖瓦房
,

一些富裕农户兴建 了楼房
。

在用的方面
,

中高档日用品的比例扩大
,

家用 电

器也开始进入农家生活
。

④ 这说明
,

在我国
,

人们正在逐步形成吃讲营养
、

穿讲漂亮
、

住讲

舒适
、

用讲高档的生活行为
。

其次
,

不稳定性
。

生活行为的不稳定性表现为两个方面
。

一是只要生产发展了
,

人们的

生活行为就会迅速作出反应
。

二是生活行为具有可逆性
。

如果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

物质生活

条件不仅没有得到发展
,

而且还回复到所由出发的状态
,

相应地
,

人们的生活行为也会 旧景

重演
。

这种情况在个体生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

个体的生活行为同个体所获得的生活资料的

数量和质量直接相关
,

如果后一方面回复原状
,

人们的生活行为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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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

超前性
。

生活行为的超前性不是指
“ 寅吃卯粮

”
式的超前性

,

而是说人们的生活

行为具有一定的趋向性
。

生产的发展使人们获得 了改变原有生活行为的多种可能性
,

不同的

人选择 了不同的可能性
,

形成了不 同的生活行为
。

一当社会上很多人选择 了类似 的 生 活 行

为
,

就形成 了一定的生活风气
。

新生活风气的形成不仅说明新的生活需要的产生
,

从而促进

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

而且新生活风气往往像投进水中的石头一样
,

使平静的生活发生振荡
。

因此
,

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将人们生活行为的改变等同于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
。

生活方式

的改变不仅包含人们生活行为的改变
,

而且包含更深层次的东西
,

即包含着人们生活关系
、

生活观念的改变
。

而且
,

人们的生活行为并不都是 同社会生活发展趋势相一致的行为
。

好多

行为虽然冠之以新
,

然而恰恰是以新的面貌出现的腐朽的东西
。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重视人们

生活行为的改变
。

因为只有生活行为改变了
,

才能促使生活关系更加合理化
,

才能向观念王

国输送新的信息
,

由此引起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
。

人们生活行为的改变就象报春的花朵
,

它

预示着万紫千红的春天的到来
。

二
、

生活关系的演化

马克思特别重视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考察人及其生活
。

他指出
,

人不同于动物
。

动物虽然

也同外界发售联系
,

但
“
根本没有

`
关系

’ ” 。

① 人具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

不仅同

外界发生联系
,

而且要把自已为 目的
、

力量对象化出去
,

同外界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
,

通过

这种种关系来实现自己的 日的
。 “

这样 ; 生活的生产

—
无论是自己生活的 生 产 (通 过 劳

动 ) 或他人生活的生产 (通过生育 )

— 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
: 一方面是自然关系

,

另一方

面是社会关系
” 。

②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根据
,

但没有人与人的关系
,

人与自

然无法发生关系
。

因此社会关系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形式
。

社会关系在生活中就是生活关系
。

生活关 系不同于人们的生活行为
。

人们的生活行为可

以称之为生活的内容
,

生活关系可以称之为生活的形式
。

生活关系是生活的经纬线
,

各种生

活行为就被编织在这种经纬组成的网络之中
。

人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

有通过婚姻
、

家庭等联结起来的血缘性关系
;
有通过

共同生活环境联结起来的地缘性关系
;
还有通过共同的职业

、

共同的兴趣
、

共同的志向等联

结起来的多种多样的业缘性关系
。

生活关系是生活方式中比较稳定的层次
。

生活关系之所以稳定
,

其原因是
:

首先
,

生活

关系是生活的形式
,

而人们的生活行为是生活的内容
。

内容是比较活跃的
、

易变的
,

而形式

则是比较稳定的
。

比如生活中的伦理关系就是这样
。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
,

人们的生活行为

会发生改变
,

但人们的伦理关系并不一定随之改变
。

费孝通先生认为
,

中国社会 是 乡 土 社

会
。

在乡土社会 中社会关系是 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
,

愈推愈远
,

也愈推愈薄
。

每一种社会

联系都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
。 ⑧ 在中国历史上

,

封建的伦理关系就象一条条无形的绞索
,

断送 了好多人的青春和生命
。

正象戴震所述
,

酷吏以法杀人
,

而后儒则 以理杀人
。

更可悲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
: 《德意志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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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 人杀于法

,

犹有怜之者
; 死于理

,

其谁怜之 ? ! ” ① 当然
,

我们在说生活关系由于在生活

方式中是比较稳定的方面
,

因而在一定的生活阶段会束缚生活发展的同时
,

应该看到
,

生活关

系在生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

它是生活正常运转的枢纽
。

没有生活关系
,

生活无法进行
。

其次
,

生活关系总是同二定的生活组织联系在一起的
,

是一定生活组织中人 与 人 的 关

系
。

组织是人们为了合理
、

有效地达到 自己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结构
。

西方社会学

家一般都将组织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两大类
。

正式组织是指组织成员间的关系比较正

规和确定
,

其活动有详细规定和严格要求的组织
。

非正式组织是指组织成员间的关系可以比

较自由
、

随便的组织
。

生活组织中既包含有正式组织
,

又包含有非正式组织
。

组 织 理 论 表

明
,

任何组织对于危害 自己的因素都具有一定的吞噬作用
,

都能在
_

一定的范围内通过调节 自

身来适应环境的变化
。

生活组织也是这样
,

虽然在一些组织 中生活关系比较正规和确定
,

在

另一些组织中生活关系比较自由和随便
,

但生活组织总是依靠维持既定的生活关系来实现其

目标的
,

因而对既定的生活关系就有保护作用
,

使其在一定的冲击面前安然无恙
、

岿然不动
。

再次
,

生活关系是社会经济关系
、

社会政治关系在生活领域中的缩影
。

一般来讲
,

有什

么样的社会经济关系
、

社会政治关系
,

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关系
。

在封建社会里
,

人与人

的经济关系
、

政治关系突出地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
。

因而
,

相对于君仁 臣忠的是父慈子孝
,

等级划分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
。

在资本主义社会
,

相对于平等自由的交易关系
,

是金钱支配

一切的生活场景
。

所 以
,

社会经济关系
、

政治关系往住通过各种强制的
、

非强制的手段来维

护与 自己相适应的社会生活关系
。

社会生活关系既是社会经济关系
、

政治关系的实现
,

又是

它们赖以存在的广大的社会基础
。

最后
,

生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还受人们的生活观念的影响
。

生活中到处都有 观 念 的 影

子
,

生活中的观念有些是同人们的生活行为结合在一起的
,

是容易改变的
,

另一些观念 同人

们的生活关系结合在一起
,

是不容易改变的
。

生活关系的模式化积淀成一定的生活观念
,

而

生活观念又通过促使人们达到理性的 自觉强化了生活关系
。

这种生活观念在临于生活之上
,

俨然是生活的主宰
,

对生活进行仲裁
。

然而
,

任何生活关系都不 可能永世长存
。

生活关系无时不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冲击
。

一方

面
,

社会经济的发展总是滋长着人们的新的生活行为
。

新的生活行为在其初 出茅庐时只是一

种潜在的力量
。

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
,

形成一股生活潮流时
,

就不断地拍打着生活关系的堤

岸
,

迫使生活关系适应 自己的要求
。

另一方面
,

社会经济关系
、

政治关系的变革与完善
,

社

会意识的不断渗透
,

也促进 了人们新的生活关系的形成
。

要说明的是
,

生活关系演化的方式

是有特点的
。

在社会变革过程中
,

对 于旧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
,

人们 自觉不 自觉地按照社

会发展 的客观规律指导 自己的行为
,

可以采用强有力的手段来对之进行改变
。

对 于 生 活 关

系
,

除了一些 同经济关系
、

政治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以外
,

只能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
,

更新人

们的生活观念等各个渠道来促使它们发生演化
。

因而
,

生活关系的演化不仅落后于生活行为

的改变
,

而且也往往落后于社会经济关系
、

社会政治关系的改变
。

生活关系演化的趋向是什么呢 ?

一是 民主代替集权
。

集权是封建主义的特征
,

是窒息人们生活的毒瘤
。

在长期的封建社

会里
,

社会就象一个宝塔
,

层层压在人民身上
。

在生活领域中
,

神权
、

族权
、

父权
、

夫权
,

① 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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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道道枷锁不仅束缚 了人们的身体
,

而且禁锢 了人们的心灵
。

正象经济的独立导致了政治

的民主一样
,

人们生活的 自立也要求生活的民主
。

社会主义 制度的建立砸碎了套在人们身上

的层层枷锁
,

经济生活的正常化
,

民主生活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扩张和深入
,

为人们生活关系
,

的民主化开辟 了道路
。

因此
,

生活关系的民主化是生活的必然
。

二是多样代替单一
。

生活关系单一化表现在各个方面
:
从功能上看

,

表现为主要是为满

足生存需要的生活关系
;
从结构上看

,

表现为主要是以血缘
、

地缘为纽带的生活关系
。

随着

经济的发展
、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人们不仅要求生存需要的满足
、

而且更迫切地要求享受

需要和发展需要的满足 ; 不仅要求通过 以血缘
、

地缘为纽带的生活关系联络情感
,

而且要求通

过由职业
、

兴趣
、

志向等联络起来的多种多样的关系来增长知识
、

探讨 问题
、

增进友谊
、

寻

求意趣
,

在真善美的统一中酿造更美好的生活
。

三是开放代替封闭
。

生活关系的封闭性是生活组织封闭性的表现
。

生活组织不仅能够把

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
,

为了共同的 目标而进行生活
,

而且还可能把人们分割开来
,

造成鸡犬

之声相闻
、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
。

一个生活组织要保持其旺盛的活力
,

必须不断地同外

界发生各种联系
。

毫无疑问
,

任何生活组织要在一种生机勃勃的环境中保持沉默
,

就会走向

衰落和解体
。

生活关系的开放必然打破生活组织的自我限制
,

根据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生活
一

联系
,

产生多种多样的生活组织
,

获得丰富多彩的生活信息
。

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在为生

活关系走向开放创造条件
,

封闭式的生活关系必将失去其存在的场所
。

生活关系的民主
、

多样和开放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

它们互为条件
、

互相作用
,

从不

同的方面表明了当前生活关系应该具有的特征
。

三个方面的统一就是生活关系的科学化或者

合理化
。

科学的生活形式同科学的生活内容相结合就是科学的生活方式
。

从这个 角 度 看 问

题
,

生活关系的科学化也可以被看作是新生活方式产生的标志
。

不过正象我们 已经指出的
,

生活关系和生活观念是密切相关的
,

生活关系的科学化最终是同生活观念科学化同步的
。

因

此
,

生活方式改革的最深层次是人们生活观念的更新
。

三
、

生活观念的更新

我们知道
, “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 的 东 西 而

己
。 ” ① 生活观念也就是通过人的头脑改造过的人们的生活

。

显然
,

如果象一般唯物主义者

所设想的那样
,

人的大脑是一面镜子
,

客观事物投影于镜子
,

产生的影像就是观念
,

观念仅

仅是移入人的大脑的物质的东西
,

那么观念和现实就总是形影不离
,

不会发生矛盾的
。

我们

也没必要提所谓更新观念的 问题
。

人的大脑是不是镜子呢 ? 根据当前的研究表明
:
人的大脑不是镜子

,

而是像 计 算 机 一

样
。

无论从人类发展 的角度看
,

还是从个体发育的角度看
,

通过人们探索世界 改造世界的实

践活动
,

人的大脑就形成了处理各种信息的软件
,

即形成了一定的思想文化结构
。

人们不是

以镜子式的大脑
,

而是 以具有一定思想文化结构的大脑去反映客观世界的
。

由于大脑不是镜

子
、

不是白板
,

在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中就表现出了一定的能动性
,

对物质的东西 进 行 了改

造
,

甚至
“
摆脱世界而去构造

`

纯粹的
’
理论

、

神学
、

哲学
、

道德等等
” ; ② 由于思想文化

① 马克思
: 《资本论第二版跋》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 3卷

,

第2 4页
。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
: 《 德意志意识形态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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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相对于社会生活的变化来讲
,

具有相对独立性
,

因而人们以具有一定思想文化结构的大

脑反映社会生活而形成的观念
,

就可能与现实发生矛盾
。

尤其是在社会生活日新月异
、

波浪

起伏的时候
,

思想文化结构往往显得老态龙钟
、

步履艰难
,

执着地颁布着道道效令
,

来限制

人们的生活行为
、

规范人们的生活关系
。

事情就是这样
, “ 从现实世界抽象 出来的规律

,

在

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
,

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
,

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

的规律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
。 ” ① 作为思想文化结构的产物的理性规律是这样

,

思想文化结

构本身则更是这样
。

因此
,

所谓更新生活观念
,

并不仅仅是生活观念之间的更替
,

或者使生

活观念 同生活本身对应
,

更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思想文化结构
,

使之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
,

并且具有自我更新
、

自我发展的能力
,

在同社会生活相互作用的过程 中能够适时淘汰旧的生

活观念
,

形成新的生活观念
。

思想文化结构是客观作用于主观
,

主观作用 于客观的中介
,

是处理信息
、

形成观念的机
制

。

它 由世界模式
、

思维方式
、

情感方式
、

价值尺度和习惯心理等方面组成
,

是这些方面的

有机统一
。

世界模式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把握
。

在生活中就表现为人们对整个人生的把握
,

即人生

观
。

对世界的把握制约着对人生的把握
。

世界模式实际上是人们在 同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过

程中形成的总的原则
,

它通过锻炼人的思维
、

塑造人的境界的方式来作用 于人的生活
。

思维方式是思维的逻辑体系和知识储备的统一
。

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支配 着 行 为 方
-

式
。

在人们的生活中表现为怎么想和想什么
,

支配着怎么做和做什么
。

情感方式是情感的组成要素和情感表达方式的统一
。

在好多情况下
,

人们 内在的东西不

是以理的形式
,

而是 以情的方式激发起来
、

表达 出来
。

因此
,

情感是生活的一种体验
,

它往
往促使人们在不 同的境遇 中采用不同的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行为方式

。

,

价值尺度是人们对 自己以及别人的言论和行动评价的尺度
,

决定着人们对取舍的选择
、

,

善恶的扬弃
。

价值尺度 同生活方式的关系很密切
。

人们的价值尺度不 同
,

生活指向就不 同
,

就会形成不 同的生活方式
。

习惯心理是人们知
、

情
、

意三个方面的底蕴
。

也可以看作是人们的潜意识
。

由于它难以

捉摸
,

常常为我们所忽略
。

习惯心理在生活中具有一种稳定的定势作用
,

不知不觉地制约着

人们的生活态度
,

是无声的有声
、

无为的有为
。

思想文化结构的各部分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
。

形而 上学的哲理在历史的长河中就积淀
-

为难以捉摸的心理 ; 反过来
,

习 以为常的心理又 曲折地升华为玄秘深奥的哲理
。

哲理和心理

的中介环节和表达方式是理性化的事理
、

情感化的情理和意向化 的伦理
。

事理
、

情理和伦理

相互渗透
、

相互制约
,

它们内在地包含着哲理和心理的内容
,

共同构筑起人们的思想文化结

构
,

孕育出各种各样的观念
,

指导着人们的行为
。

怎样才能改变思想文化结构
,

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呢 ?

第一
,

发展生产
,

改变人们的生活行为
。

我们已经说过
,

只要生产发展 了
,

人们的生活

行为就会发生改变
。

生活行为改变本身既说明人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

也
说明在人们的生活活动中具有了新的内容

。

这些新的东西就为观念王国输送了信息
,

形成了

一些新的观念
。

而且
,

思想文化结构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
,

由于信息本身具有的新的特征
、

① 恩格斯
: 《反杜林论》 ,

人民出版社1 9 70 年版
,

第35 一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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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就促使思想文化结构发生局部调整
。

然而
,

人们生活行为的改变在某些特定时期往往比

较迅速
,

思想文化结构不能与此相呼应
,

这样就会造成外在经验结构与 内在思想文化结构的

冲突
。

尤其是在这种冲突表现为现实中各种不同的生活行为的冲突时
,

就会造成各种生活的

可能性
。

这各种可能性摆在人们面前
,

提请他们去认识生活
、

反思生活
、

选择生活
,

调整 自

己的生活行为
,

进一步促使思想文化结构发生改变
。

因此
,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问题
,

人

们的生活行为的改变是生活方式同生产方式相互作用的具体体现
,

是生活方式改变的首要环

节
。

不过
,

如果从个体的角度来看问题
,

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又同自己的全部生活相联

系
,

由于个体生活可以以社会生活作为铺垫
,

可以直接起步于他人的生活经验
,

起步于文化

的熏陶
、

理性的启蒙
。

因而
,

个体生活观念的改变
、

个体思想文化结构的改变具有超越生活

方式演化初始层次的可能性
。

第二
,

通过社会关系的合理化促使生活关系科学化
。 ① 生活关系是生活的形式

,

也可以

说是生活的外在的经验的结构
。

生活关系改变的原动力来源于生活内容的改变
。

不过
,

生活

关系作为社会关系在生活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

在很大程度上
,

它的科学化依赖于社会关系的

合理化
。

不能设想
,

在一种等级森严
、

尊卑分明的社会结构中能形成民主的生活关系
。

社会

关系的合理化指的是社会关系基本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

生活关系科学化从历史发展的过程

来看指的是生活关系符合人们的生活行为
。

因此
,

社会关系的合理化和生活关系的科学化是

伺步的
,

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
。

生活关系的改变
, 一方面说明了内在的思想文化结构的改

变
; 另一方面在其发展过程 中

,

通过不断内化
、

积淀
,

使得思想文化结构发生改变
。

由此我

们可以看到
,

生活关系的改变对于人们思想文化结构的改变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

第三
,

重视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
。

人们生活行为的改变
、

生活关系的演化必然造成各种

不同的心理反映
。

这些不 同的心理反映就为各种理论化的社会意识的产生提供了素材
,

由此

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
。

社会意识形态长期地持续地指导人们的生活
,

人们在接受

指导的过程中就会形成稳定的社会心理
。

然而
,

心理的稳定仅仅是稳定
,

而不是恒定
。

当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超过 了这种稳定心理

的承受力的时候
,

这种稳定的心理由于缺乏应变的能力
,

很容易在重压之下失去平衡
,

造成

束手无策的局面
。

结果人们为了重新求得平衡
,

则 良芳不分
、

随波逐流
,

误入邪 门
。

因此
,

研究生活
,

反思生活
,

创造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社会意识形态对形成科学的思想文化结构具

有很大的重要性
。

首先
,

这些社会意识形态能够在 同社会生活相互作用的过程 中
,

不断 自我

扬弃
。

以此来指导人们的生活
,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人们的消极的心理稳定状态
。

其次
,

这些意识形态由于它本身具有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而对人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

使得人们不至

于失去生活的准线
。

最后
,

这些社会意识形态在指导人们的生活过程中无时不在影响人们的
.

思想文化结构
、

建造人们的思想文化结构
,

使人们在生活中能动地发挥生活主体的作用
。

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社会意识形态
,

又是我们创造各种反映社会存在的具体社会 意识

形态的理论基础
。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形成科学的思想文化结构的必要条件
。

第四
,

要努力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
。

科学文化是人类生活经验的结晶
。

对于任何人

来说
,

科学文化都具有一种启蒙的作用
,

只不过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种启蒙的程度不同
,

缺

乏科学文化
,

人们就会处于愚昧状态
,

就会形成僵化的思维方式
、

单纯的情感方式
、

陈腐的

① 为简便起见
,

在这里社会经济关系
、

社会政治关系简称为社会关系
。



价值尺度
,

形成崇拜权威
、

甘于落后
、

自满 自足的习惯心理
。

科学文化是一种催化剂
,

它的

启蒙作用就在于通过向人们展示 自然的奥妙
、

社会的奇特
、

心灵的深邃
,

促使人们在认识客

观世界的同时认识 自己
,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
,

用历史的
、

社会的尺度来衡量 自

己
,

用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二来陶冶自己
,

从而使 自己的思维方式
、

情感方式
、

价值尺度等各

个方面发生变化
,

形成新的思想文化结构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是改

变人们的思想文化结构
、

形成新的生活观念
、

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一项基本建设
。

生产的发展
、

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

社会意识形态的科学化和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

这几个方面相互制约
、

相互依赖
,

共 同决定着人们思想文化结构的改变
,

从而决定着生活观

念的更新
。

人们生活观念的更新
,

就意味着人们能够自觉地按照社会生活的客观要求来展开

自己的生活
,

就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的产生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过程
” , “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

便 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

财产关系 (这只是 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 发生矛盾
。

于是这些关系便 由生产刀的发展形式变

成生产力的梗桔
。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 了
。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

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 ” ① 在生活领域中

,

我们发现了类似的过程
。

首先是人们生活行

为的改变
。

生活内容的改变导致 了生活形式 即人们的生活关系的演化
,

最后是作为社会生活

反映的生活观念的更新
。

这就是生活方式演化的规律
。

生活方式演化规律的特点在于人们生

活关系和生活观念的改变最终是同步的
。

只有在改变了的生活观念指导下的人们的生活内容

和生活形式的统一
,

才真正体现了生活主体的能动性
,

才标志着新的生活方式的产生
。

一百多年前
,

马克思恩格斯就庄严宣布
: “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

最彻底的决裂 , 毫不奇怪
,

它在 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 裂
。 ” ②

从生活方式演化的角度来体会这句话 的深刻含义
,

也许会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我 们 的 职 责
:

“
我们决不想破坏那种能满足一切生活条件和生活需要的真正的人的生活

, 相反地
,

我们尽

一切力量创造这种生活
。 ”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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