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变化将是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最大挑战
。

土地观念的变化
,

封建伦理观念的动摇
,

意味着现代化的逐渐渗入
。

现代化这个名词有

时被看作和工业化
、

城镇化名词等同
,

其实并不尽然
。

现代化社会也许可以解释为
:

将一个

传统或半现代化的农民社会
,

经过工业化转变为一个技术化
、

经济均衡发展的社会
,

在这一

过程中
,

农民 出自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的要求
,

有意识地放弃不符合环境要求的传统价值观
,

建立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

形成新一代农民的性格
。

中 国土地辽阔
,

地 区间发展不平衡
,

有的地 区变化大一些
,

快一些
,

有的变化较慢
。

这

篇论文选碧溪镇和欧桥村两个发展 比较快的地方作为案例研究
,

虽然在今 日中国并不是普遍

如此
,

但从发展方向看
,

碧溪集镇和欧桥村的变化可能预示着广大中国农村发展的趋势
,

就

这一点说
,

它们的变化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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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改革与生活方式学术讨论会报导

一九八五年五月五 日至九 日在哈尔滨召

开了
“
改革与生活方式学术讨论会

” 。

这次

会议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与科技发展

研究所
、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及黑龙

江省社会科学院 《学习与探索 》 杂志联合主

办
。

来 自十五个省市的七十二人 出席 了会议
,

与会者共提交了四十五篇论文
。

与会者就以下几方面问题进行了交流和

探讨
:

一
。

改革
、

商品经济及开放政策对生活

方式的影响
。

包括生活方式 中消费与消费观

念的变化
、

国外生活方式的渗透与借鉴的关

系
、

现代社会娱乐
、

开放式的社会交往活动

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等问题
。

二
.

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基本 构 成 因

素
。

包括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规范与社会实

践
、

文化素质与生活方式
、

文学艺术与生活

方式等问题
。

三
.

研究方法
,

涉及到生活方式的质与

量及精神生活的测量
、

社会分层与生活方式

等问题
。

四
.

生活方式在历史唯物主义 体 系 中

的地位及哲学 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渗透
。

五
.

生活方式与生活管理
、

社会管理
、

生态环境的关系
。

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

包括现代生活方式与法制的关系
、

城市生活

方式的管理间题及建立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

方式对培养教育青少年的作用等
。

六
.

为了将生活方式研究更加 深 入 细

致地开展下去
,

社会科学工作者比以往更加

注重实际调查
,

取得 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

关于农村青年的生活方式
、

家庭生活方式与

精神文明建设
、

妇女就业与家庭生活方式的

变化
、

青年女工生活方式及离休干部角色生

活方式等具体问题的研究
,

同样引起了与会

者的高度重视
。

(王 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