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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理论界近几年开始对生活方式进行了热烈探讨
。

为什么生活方式课题提上了我国学

术界的科研 日程 ? 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 这一研究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如何 ? 本文试图提出一

点探讨性的意见
。

一
、

生活方式兴起的历史背景

生活方式是任何社会历史阶段
,

任何个人
、

群体
,

都具有的普遍性的社会现象
。

从而
,

生活方式成为我国一个古老的传统的社会哲学课题
,

大量的古籍都 以生活方式规范为中心内

容
。

然而
,

把生活方式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范畴来进行研究
,

并成为令人瞩 日的课题
,

则是

近几年的事情
。

近几年生活方式研究的兴起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根源
。

如果追溯到五十年代
,

我国社会生活的历史进程就在客观上提出了研究生活方式的理论

任务
。

因为
,

当时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

解放前的那种封建宗法的社会生活方

式解体了
,

在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体系下
,

社会上开始诞生了新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
。

这就

在客观上向思想界提出了如何从理论上深刻
、

全面地反映这一变化
,

如何科学地认识这一变

化
,

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这一变化等一系列关于生活方式的理 论课题
。

但是
,

当时的社

会 历史情况又使得这一研究任务难以实现
。

这是由于要取得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的认识 (包括对

社会主义社会生活方式的认识 )
,

需要一个较长的实践过程 ; 由于在五十年代刚从战争 1讨期转

入建设时期
,

全党的理论素养还有待提高
; 更重要的是由

一

于五十年代后期到
“ 四人帮

”
垮台

返二期间) 在 而左” 的错谋藉导思想的影 n向
`

下 i 理论界和整个社会都缺少又」生 i舌方式进行止

常的研究和讨论的气氛
、

条件
。

此外
,

还应当承认
,

苏联三
一

十年代取消了社会学
,

这对我国

理论界是有影响的
。

而六十年代后
,

又山于闭关锁 国
,

对国外这方而的理论研究几乎一无所

知
。

这些都妨碍了我们提出和研究生活方式浏 题
。 _

上述原因使我国理论界关于生活方式的研

究起步较国外迟了约二十年左右
。

近几年来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又出现 了讨论
、

研究生活方式问题的条件和迫切击要
。

道路
。

由于 “ 四人帮
” 的垮台

,

人的价值
、

人的尊严逐步得到 了
一

肯定和受到了重视
,

人的正

常生活需要开始被注意了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
,

先是在政治思想上进行
一

了
一

马克思主义

的拨乱反正
,

随后又在经济思想
、

文化思想上进行创造性探索
,

随着思想解放的探入发展
,

合乎逻辑的扩展到了生活领域
,

提出生活方式变革问题
。

第二
,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形成 了研究生活方式问题 的 迫 叨 击



要
。

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从召!}
_

仁
,

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有 了提高
,

消费结构
、

消费意 识 有 了 变

化
,

社会交往方式和范围也发生 了变化
,

并 且随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开始出现
、

形成具有自

己生活方式特点的新的阶层
、

群体
。

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对这些现象进行科学的概括和理论

指导
。

而经济体制改单
,

要求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
、

健

康的
、

科学的生活方式
。

这就迫切要求我国理论工作者把生活方式这一课题列入研究 口程
。

十二届三中全会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为这一研究提供 了动力
,

指出了方向
。

第三
,

生活方式的理论研究
,

不仅是近几年来我国社会生活发展的迫 切需要
,

一

也是我国

哲学
、

社会科学 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

我国的哲学
、

社会科学的研究
,

在经历了马克思 主义的拨

乱反正之后
,

也随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

不断进行新的探索
。

以历史唯物主义而言
,

近几年来越

来越重视对于社会发展整体规律的研究
,

越来越重视对于社会主体人的问题的研究
,

越来越重

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社会生活影响的研究
,

而这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生活 方 式 问 题
。

因

为
,

生活方式的演变规律是社会发展整体规律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 生活 方 式 问 题

是社会主体的人的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

它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条件下人 的 幸 福 和

人的素质与人的全面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

而恢复 了社会学的研究
,

也 自然就开始 犷对理论社

会学基本范畴的生活方式的探讨
; 重建了消费经济学

,

生活方式 也成了经济学的一个课题
。

第四
,

进一步看
,

我国理论界所以提出和研究生活方式问题
,

有其广阔的世 界 历 史背

景
,

是和实行开放政策以来
,

受国外关于生活方式问题研讨的影响分不开的
。

从发达的资本

主义国家来看
,

由于战后的经济复苏和新的技术革命
,

引起 了这些国家生活方式 的 巨 大 变

化
。

一方面
,

人们的劳动方式
、

消费方式发展 了
,

生活水平提高了
,

男女平等的 趋 势 加 强

了 ; 另一方面
,

人们又面临着环境污染
、

生态平衡被破坏的威胁
,

以及由于贫富悬殊的扩大和

高消费使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不协调而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

这一切促使这些国家的思想

理论界探讨生活方式变化的种种间题
,

并且预测未来生活方式演变的图景
,

而有些国家原来

社会学就比较发达
,

因此
,

关于生活方式的社会 学
、

未来学的著作
,

纷纷沓沓
,

不断问世
。

其中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如托夫勒的 《第三次浪潮》
、

奈比斯特的 《大趋势》 等等
,

在八十年

代初期先后被译成中文
,

流传我国
。

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来看
,

在斯大林时期之后
,

五

十年代后期就恢复
一

r 社会学的研究
。

六十年代以 来
, 一 方 l衍

,

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生活

方式的一系列变化
; 一方 面

,

由于面临着西方
“ 消费社会 ” 和一套 “ 生活质

,

量 ” 理 论 的 挑

战
,

这一切不能不使它们十分重视研究生活方式问题
。

近二十年米
,

它们出版了大量关于生活

方式的论著
,

其中一些理论观点
,

在八十年代初期也陆续的
、

零星的被介绍到我国
。

因外关

于生活方式的著作对 我国理论界研究生活方式是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和推动作用的
。

我国关于生活方式研究的兴起
,

正是在上述国内外社会历 史背景下出现的
。

l1
二

、

近几年我国生活方式的研究历程和特点

近儿年来
,

我国关于生活方式的研究
,

大体经历了 ,’) 亡;蒙
” 、 “ ,

佰潮
”
阶段

,

目前正在

转向深入
。

1 9 8 1年到 19 8 3年
,

属于第一阶段
。

这 书户卜
,

少数理论工作者开始在报
一

ilJ 上发表关于生

活方式 的文章
,

提出生活方式范畴和进行初步的理论探索
,

井 j甲吁重视生活方式问题
。

这
一

阶段 的理论文 章
,

1 、

大多属于一般性的论述
; 一

二
、

没有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
,

址



然这些文章中对生活方式的理解是有差异的 ( 如于光远的 《社会主义建设与生活方式
、

价值

观和人的成长 》 ① 中对生活方式范畴的理解与杜任之的 《谈谈生活方式 》 ② 中的理解就大不

相同 ) ; 三
、

数量甚少
。

但是
,

这些文章有一定的影响
,

它们开始把生活方式范畴引进我国学术研究领域
,

从而

丰富了理论研究课题
,

这对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特别是理论社会学的研究 颇 为 有 益
。

因

为
,

社会学的各个分支
,

都是与生活方式分不开的
,

对生活方式的研讨
,

关系到社会学的基

本理论建设
。

同时
,

这些文章对读者认识生活方式范畴
,

开 阔理论视野
,

有某些
“

启蒙
” 作用

。

1 9 8 4年是我国关于生活方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

这一年在报刊上发表了上百篇关

于生活方式的文章
,

并且有形形色色的关于生活方式的报刊
、

讲习班
、

手册问世
,

这与社会

上生活方式变革热潮联系在一起
,

可以称之为
“ 生活方式热

” 的一年
。

从理论研究上看
,

也可以说构成 了一个高潮
。

这不但 由于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
,

而
_

「L
, 1 9 8 4 年底在我国召开 了第一次关于生活方式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

“ 妇女与我 国 当

代社会生活方式讨论会
” ,

并且经过酝酿
,

成立了全国性的
“ 生活方式研究会筹备组

” 。

不

仅如此
, 19 8 4年下半年

, 《文汇报》 与 《中国青年报 》 还先后开辟专栏
,

组织了关于生活方

式问题的群众性讨论
,

讨论相当热烈
,

吸引了相当多的读者
。

这样
,

在 1 9 8 4年的生活方式研究高潮中
,

生活方式问题
,

在我国全社会范围引起 了广泛

的注意
,

由于它的实际社会价值
,

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和促进
。

从此
,

生活方式研究由前几

年的
“ 星火

” ,

成为 “
燎原

” 之势
,

生活方式成了受人重视的新兴的科研课题
。

而且
,

关于

生活方式问题的理论探讨中
,

不同见解展开 了交锋
,

如
,

对生活方式范畴的理解
,

对什么是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

什么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
、

什么是现代生活方式以及对生活方式变革上

的不同认识
,

进行了热烈的争论
。

此外
、
,

还对国外关于生活方式间题的理论研究成果
,

通过文

摘等形式介绍到国内
。

经过高潮之后
,

从 19 8 5年开始
,

我国关于生活方式的研究
,

开始转为较扎实 的 深 入 阶

段
。

这表现在
:
第一

,

理论探讨深化和进一步展开了
,

不但对生活方式的定义
,

而且对生活

方式的构成要素
、

生活方式的内容层次
、

生活方式的类型
、

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制约因素
、

生

活方式的演变规律都展开 了研究
,

而且
,

对不同主体的生活方式
,

开始分别进行专题探讨
。

第二
,

联系实际更加密切了
。

1 9 8 5年召开的
“
改革与生活方式

” 和 “ 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变

迁
”
学术讨论会

,

都紧密地联系经济体制改革与精神文明建设探讨 了生活方式的一 系 列 问

题 乙 一些省市还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题召开 了既有理论界也有实际工作者参加的关于生活方

式的研讨会
。

不仅如此
,

有的地区还组织了大规模的居民生活方式的社会调查
。

第三
,

国外

关于生活方式的研究成果
,

通过编译文集等形式进一步较多的介绍到国内
。

以上概括地回顾了我国近几年关于生活方式研究发展的历程
。

总的来看
,

是否有如 厂特

点
:

一
、

我国关于生活方式的理论研究
,

联系实际密切
,

这主要是由于党中央 十分重视生活

方式问题
。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 中
,

论断了这一改革必然
“
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

神状态的重大变化
” ,

提出
“
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

,

文明的
、

健康的
、

科学的生活方式
” ,

指出这是
“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 。

党

① 载19 81 年第四期 《中国社会科学》 ,

是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第一篇论述生活方式范畴的文章
。

② 载 1 9 8 2年第一期 《社会》 。



中央提出的关于生活方式的社会 目标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生活方式的讲话
,

对于推动我国

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和生活方式的理论研究起了巨大的作用
,

也使我国生活方式的研究一开

始就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

二
、

我国关于生活方式的全社会范围的讨论
,

首先是在妇女和青年界 中展开的
,

因而家

庭生活方式特别受到重视
,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多
。

这当然并非偶然
,

由于我国解放前长

期是封建宗法社会
,

封建家长制使妇女
、

青年受压抑较重
,

因此
,

妇女
、

青年对生活方式的

变革
一

于分敏感和关心
。

所以第一次关于生活方式的全国性讨论会
,

是妇女界倡导和主持召开

的
;
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关于生活方式的讨论是在青年的报纸上掀起的

。

同时
,

由于家庭在我

国社会历史上和迄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

而社会学界关于家庭问题的研究基础较为深

厚
,

因此
,

家庭生活方式的研究得以较先获取成果
。

三
、

我国生活方式研究高潮
,

带有爆发的形式
。

虽然羲国生活方式研究的兴 起 有 前 述

的必然性
,

但是
,

有关文章在八十年代初廖廖无几
,

也未受到社会以及理论 界 的 重 视
,

一

可

是后来迅速地掀起了讨论热潮
,

因此理论准备不足
。

这样就使某些文章
,

不但缺 乏 理 论 深

度
,

而且迎合某些社会心理气候
,

提倡高消费
,

否定艰苦奋斗
,

甚至提出带有片 面 性 的 口

号
,

并且套话也较为流行
。

一

也还有的不加分析地照搬西方社会学
、

未来学的一些观点
,

认为

是至理名言
。

这在一个新的理论课题研讨初期也是难免的
,

但也值得注意
。

此外
,

对生活方

式理论间题探讨的面还不够宽广
,

较多的集中在几个间题上
。

从总体上看
,

我国关于生活方式的研究
,

初步取得了某些成果
,

但与其它科研课题相比

较
,

尚处于起步阶段
,

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还较浮浅
,

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还不多
。

三
、

生活方式研究的展望

从发展前 ;
_ 、

来看
,

我国关于生活方式的研究是会不断深入和取得一定成 果 的
。

这 是 由

于
:

在近几匀的生活方式研究过程 中
,

逐渐形成了一支这方面的科研力量
,

并将 越 来 越 壮

大 ; 我国十亿人 口和多民族的复杂的社会生活结构
,

是产生生活方式理论成果的 巨大的
“ 矿

藏
” ; 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 由此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变化

,

为研究社会生活方式演

变规律提供 了有利的条件
;
党中央 十分重视生活方式问题和我国关于生活方式的研究

,

一开始

就与精神文 明建设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联系在一起
,

使研究有了正确的方向 ; 随着参与国际文

化思想交流活动
,

国外关于生活方式研究的信息不断输入
,

也必将推动我国关于生活方式的

研究
,

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

也将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作出 自己的贡献
。

但是
,

我国关于生活方式研究的进展和提高程度
,

是否将取决于下列一些因素
:

第一
,

生活方式科研队伍的稳定化
、

组织化和与各学科协作研究的程度
。

当前存在生活方式研究队伍不稳定的情况
。

在前两年的
“
生活方式热

”
中

,

有些作者 是 出

于一时的兴趣
,

为参加生活方式的讨论而写生活方式文章的
,

一旦热潮过后
,

这些作者的兴趣

又可能转向其它课题
。

但是
,

生活方式研究的深入和提高
,

需要一支相对稳定的专题研究 队伍
,

对生活方式的一系列问题作长期的
、

扎实的
、

专心致志的研究
,

并且最好能适当地组织起来
,

一

与人文科学
、

社会科
` 、

排其它学科 以及自然科 学一些
`、

汁科的研究协同进行生活方式的研究
。

人们往往认为生活方式是一个很容易搞的应用性的课题
,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把生活方式
一

与日常生活方式或 与「l常用语中的生活方式混为
一

i炎的结果
。

其实
,

研究生活方式需要厂
`

阔



的知识面和深厚的理论功底
。

这是 由于生活方式是
一

个综合性的理论范畴
,

它的内涵 i
,

分
一

1屯

富复杂
,

它反映主体的人与全部生活环境
、

生活条件的各种联系和关系
,

生活方式的形成
、

演变是主体生活的全部 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

而当前国内外关于生活方式问

题又存在着纷纭复杂的理论观点
。

所 以对生活方式这一复杂的社会现 象 和 理 论 问 题 的 研

究
,

知识面狭窄
、

理 论根基浅全逸和」卫j 其它堂科叻i也 都足难以乡边逃夕』的
旦

l列业坦
,
鱼竺巨塑口鱼

很少有从生态学
、

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社会生活方式的论著
,

这恐怕是与我国的生态学
、

心理学研究薄弱和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 与社会学研究工作者对这方面的知识 缺 乏 有 关
。

J冬

实
,

研究生活方式变革的社会心理机制
,

当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
,

而掌握联结

地学
、

生物学
、

化学
、

物理学
、

工程学
、

医学以及经济学
、

法学
、

社会学等各学科的环境科

学的知识
,

也是生活方式科研工作者的一项基本功
。

第二
,

生活方式研究的多 J聋次的展开和深入进行社会调查与深入展开不同学术观点之问

交锋的进展程度
。

生活方式是人们普遍关心和具有重大社会价值的科研课题
,

如果理论研究脱离实际以及

研究成果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变革的需要
,

那么
,

这一研究就将难以得到社会的支持
、

屯视
,

就将缺乏生命力和立足点
。

而要理论联系实际
,

就必须力求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现

代科学的方法
,

深入地进行社会调查
,

以大量的
、

准确的
、

典型的调查资料为依据来进行研究
。

目前
,

我国的生活方式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

因此
,

应当是多层次
、

多侧面的展开
。

研

究主体是多层次的
,

互相分工协作 ; 研究成果也应是多方面的
,

既有基本理论方面的
,

也有

专门问题方面的
。

不但要对生活方式的各个层次进行专题研究
,

也应对重大现实课题进行多

层次
、

多侧面的研究
,

例如
,

对西方社会生活方式就迫切需要进行这样的探讨
,

以求既了解

西方社会生活方式形成和演变的过程
,

又认识其现实的基本特征 ; 还可通过中西生活方式的

比较
,

理解各 自的特点和社会基础
。

只有这样才可能使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朽性不致

空泛无力
,

也使借鉴国外生活方式中的积极因素得以中肯
、

科学
。

当前
,

有一系列关于生活方式的基本理论 问题需要深究
,

如
:

生活方式范畴的含义和它
一

与历史唯物主义
、

社会学的其它范畴之间的关系 , 生活方式的构成要素和层次
; 生活方式形

成
、

发展
、

演变的特点与规律 ; 生活方式的类型和评价
,

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形

成机制等等
。

还有一系列经常性的研究课题需要长期进行研讨
,

如
: 国内外生活 方 式 演 变

史
,

我国不同地域
、

社区
、

民族
、

人 口构成 (妇女
、

儿童
、

青年
、

老年等 )
、

职业群体的生

活方式特点等等
。

同时
,

还有一些重大的现实性间题急需探索
,

如
:

在实现改革与开放的进

程中
,

如何正确地分析
、

对待西方生活方式与我国传统的生活方式
; 如何科学的认识在新的

技术革命中出现的
,

不同性质社会的生活方式上的
“
趋同

” 问题 ; 如何认识在社会主义条件

下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与满足这种需要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问题 ; 如何在总需求仍然大于总

供给的情况下解决美化生活与艰苦奋斗的关系问题 , 如何认识近年来我国新形成的阶层
、

群

体生活方式的特点
、

发展趋势和社会影响问题
;
如何认识我国生活方式变革的 条件

、

现状和

前景 ; 如何科学的制订我国社会生活方式指标体系等等
。

.

上述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进行现实问题研究的墓础
,

而现实问题研究又将促进理论问

题研究的深入
。

因此
,

既不能无视现实生活的需要
,

停留在一般性的理论问题的探讨上
,

也

不能只进行专门的
、

现实问题的研究
,

l阿是要多层次地进行
,

但总的目标都应为我国社介 卞

义建设服务
。



而且
,

特别要防止一阵风
,

大家一哄而上的搞一两个问题
,

事实证明
,

那种做法并不利

于整个研究水平的提高
,

而且容易出现片面性
。

同时
,

也最好能避免千篇一律
、 “ 一窝蜂

”

地宣扬一种学术理论观点
、 这种 “ 一窝蜂

” 、 “ 一阵风
” 的搞理论探讨

,

是我国理论界 由于

历史的原因长期形成的一种
“
顽症

” ,

而且
“ 一窝蜂

”
往往连一个观点也说不清

,

例如前一

阵不少人都大讲
“ 生活快节赛

” ,

但究竟什么是
“
生活快节奏

” ,

迄今缺乏科学的阐述
。

生

活方式是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
,

很容易出现
“ 一窝蜂

”
与

“ 一阵风
” 的老毛病

。

所以
,

今后

生活方式科学研究的进展
,

在一定意义上也取决于克服过去长期形 成 的 这 种
“
刮风

”
顽症

的程度
。

当前
,

我国理论界在生活方式的一系列问题 (既包括基本理论向题
,

也包括对现实问题

的认识 )
_

仁存在着不同的学术观点
,

这不但是正常的现象
,

而且是这一研究可以继续深入的

重要条件
。

但是
,

目前这些不同的学术观点尚未完全展开
,

立论都还不够完备
,

更谈不上形

成学派
。

如果这些不同的学术观点能继续深化和强化
,

并在今后的研讨 中进一步深入地相互

交锋
,

使我国生活方式的研究成为二个充满活力的多学科协作与多学派争鸣共荣的领域
,

我国

关于生活方式的研究必将取得成就
。

反之
,

如果囿于一家之言
,

那么这一研究必将受到局限
。

第三
,

科学地
、

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不断扩大输入国外关于生活方式研究成果的

信息量
,

并逐步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关于生活方式的研究方法和一套理论观点的进展程度
。

我国关于生活方式的研究要取得成果
,

首先需要科学地
、

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

研

究生活方式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

这是不应动摇的
。

不过
,

生活方式是一个新兴的研

究领域
,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对生活方式问题作出过若干科学的论断
,

为我们今天研究生

活方式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

但是
,

也应看到
,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对生

活方式这一理论范畴进行系统的阐述
。

而且
,

限于当时的条件
,

也不可能对今天世界上以及

我国的生活方式问题 (如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
、

经济体制改革与生活方 式 变 革 等

等 ) 作出回答
。

因此
,

我们研究生活方式问题
,

要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
,

但又不要机

械搬套和企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现成的答案 ; 要从实际出发
,

勇于进行科学的理

论探讨
; 更不要停留在抽象概念的争论上 (如生活方式是否

“ 一

L层建筑理象
” 、

是否
“ 社会

存在 ”
等等 )

。

由于迄今我们在关于生活方式的社会调查上
,

还往往沿用陈 旧的调查方法
,

所以
,

也应创造性地应用计量学
,

探索计量复杂的社会量的科学方法
,

这是生活方式科学研

究深入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

我国关于生活方式问题的研究起步较迟
,

需要进行
“ 开放式

” 的研究
,

不断扩大输入国

外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信息 鼠
,

需要全方位地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
,

力争起步晚而起点高和少

走弯路
。

但是
,

对国外关于生活方式的科学研究成果
,

应当进行认真的
、

科 学 的 分析
、

比

较
、

过滤
,

不应盲 目地拾人牙慧
,

人云亦云
。

我们的理论界应当通过长期的刻苦钻研
,

逐渐

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关于生活方式的研究方法和理 论观点体系
,

如果达到了这一步
,

刀仔就是

我国在生活方式研究
_ _

仁具有 了一定的水 平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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