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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老年群体的长期观察和调查研究中
,

我们发现
,

不同层面
、

不同个体背景的老年人

对闲暇时间占有的数量
、

支配的形式和利用的程度
,

以及他们在等量时间内活动的内容和质

量
,

存在着很大 的差异
,

而这种差异的产生
,

又与老年人各自选择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

系
。

简而言之
,

对闲暇与老年生活方式的研究
,

是老年社会学学科中的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

课题
。

一
、

老年人对闲暇的占有与支配

闲暇时间从一般意义上讲
,

是指人们每天除了满足成就需要 (工作学习 ) 和 生 理 需 要

(吃饭睡觉 ) 以外的
,

可供人们 自由支配的时间
。

那么
,

这种闲暇的概念是指人在退离工作

岗位
,

迈进老龄期之前的一般闲暇时间
,

亦称工作闲暇
。

而老年闲暇则特指个体自六十岁到

临终前的全部活动时间
。

倘若一个人从参加工作起到退休
、

离休止
,

他 (她 ) 所 拥有的工作闲暇时间 以模糊数值

计算作每天平均六小时的活 (见上海市统计局 1 9 8 2年八百名职工业余时间分配的调查 )
,

那

么
,

他 (她 ) 的老年闲暇时间每天 约为十二个小时以上
。

据了解
,

我国城市绝大部分老年人将这十多个小时全用在操持家务和带领孙儿上
。

他们

从早忙到晚
,

日复一 日
,

年复一年
,

面对着做不完的家务活
,

大有闲暇不闲之感
。

也有一部分经济不宽余的老人
,

为 了改善晚年生活和应付子女成家前的
“
勒索

” ,

他们

利用老年闲暇尽可能地去从事些力所能及的社会服务和公益活动
,

使自己在精神上和经济上

都得到收益
。

另一部分各方面条件都较优越的老人
,

往往 以享受的方式来支配老年闲暇
。

他们收看收

听电视广播
,

阅读书报绘画作诗
,

修身养心锻炼身体
,

或者重拾旧时舍弃的 兴 趣 爱 好
。

其

中
,

还有热衷于游 山玩水的旅游者
。

更有些为数不多的老人
,

视老年闲暇为
“ 宝 ” ,

愿用它再为社会创造财 富
。

他 们 带 后

生
,

撰著作
,

接受信息
,

更新知识
,

把 自己的学识和技艺留给一代又一代
,

发挥老年闲暇的

优势来开拓第二人生
。

同时
,

我们也必须承认
,

在老年群体中
,

还有那么一些老人 (高龄孤老
、

残废病瘫老人

和受虐待老人 )
,

无法积极占有和 自由支配闲暇时间
,

他们生活 自理能力弱
,

专靠别人的扶

助度日
,

所 以每一分钟的老年闲暇对于他们来讲
,

都像是在
“ 受罪 ” 一样

。

他们深感痛苦
,

但又难以得到解脱
。

由此可见
,

老年人在形式上拥有闲暇的优势
,

但在实质上
,

却由于每个老人 的 社 会 地

位
、

经济条件
、

个性性格
、

人生观念
、

理想抱负
、

家庭负担
、

子女态度
、

健康状况
、

兴趣爱



好等等不一
,

使他们对闲暇时间的占有
、

支配
、

利用和达到的效度 (指满意程度 )不尽相同
。

至使部分老年人不能利用这种优势来达到提高晚年生活质量的 目的
。

二
、

老年生活方式的主要类型

在实际生活中
,

老年人总是在社会背景
、

家庭环境
、

个体性格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干
`

,

主

动或被动地 占有和支配老年闲暇
,

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

因此
,

老年人对闲暇时间

的占有支配的形式和内容
,

正是各种生活方式类型的具体反映
。

根据老年人对闲暇时间占有的形式
,

我们 可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分为
: ( l >老年 自主型

。

他们有强烈的自主意识
,

大多不为儿女们所左右
,

往往 以 “
动

”
的形式 自主地 占有 闲 暇 时

间
。

< 2 >病残依赖型
。

这类老人缺乏生活 自理能力
,

在物质
、

精神和护理上依赖 子 女 的 照

料
,

他们的晚年是 以
“
静

”
的形式被动地消磨闲暇

。

< 3 >代际互助型
,

老人既发挥闲暇优势

支持照应儿孙
,

同时又接受儿女们的必要的照顾
,
以动静结合的形式支配着老年闲舀震丁

-

一
根据老年人对闲暇时间支配的内容

,

我们又可以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分为
:

< l >政治参与

型
。

这类老人关心国家大事
,

参与改革活动
,

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

积极利用老年闲暇

来为社会谋福利
。

< 2 >知识更新型
。

这类老人愿意接受新知识和新观念
,

并要求 自己在学术

上和技艺上有所总结
,

以充实和积累社会的知识财富
。

< 3 >经济劳务型
。

这类老人宁愿继续

受聘工作
,

以摆脱家务的拖累
、

减轻经济的负担和创造晚年能继续接触社会的条件
。

< 4 >家

庭
“
奴仆型

” 。

无论是出于 自愿还是被迫
,

他们的闲暇时间几乎全部用在操持家庭劳务上
。

“ 买
、

汰
、

烧
、

领 ” 困住了老人的手脚
,

使他们不得休闲
,

无暇接触社 会
。

< 5 >消 费 享 受

型
。

由于受社会发展条件
、

个人经济条件和老年价值观的限止
,

在 目前看来
,

属这种生活方

式的老人还为数不多
。

由此可见
,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划分
,

各种老年生活方式都总是体现出当代中国城市老人

的生活境遇和生活态度
,

也表明了他们的晚年价值观和生活质量
。

从总体上讲
,

中国城市老人的传统意识极强
,

感情色彩甚浓
,

生活依赖性颇大
,

自主意

识较差
,

同时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的限止
,

更使老年人彼此间的社会交

往少
,

活动空间小
,

对新信息的接受也相对慢些
、

难些
。

加之国家还没有一套完整的老年福

利政策和老年保险制度
,

社会难 以有效地
、

全面地对老年的闲暇利用作出正确的导向
,

至使

大多数老年人并不珍惜自己拥有的闲暇财富
,

对闲暇时间的支配往往带有极大的盲 目性
。

他

们长期来生活枯燥
、

活动单调
、

毫无生气
,

普遍选择了一种不适应老年生理心理特点的
、

不

体现多样性
、

新奇性
、

创造性和富有生命 活力的老年生活方式
。

三
、

老年闲暇与生活方式的洲定

想对由老年闲暇时间所反映的生活方式类型进行质量测定
,

一般可以从五套指标来取得

资料
:

< 1 >老年闲暇中再工作时间的分配
。

其中包括每天用于再工作的时间
,

或 用
一

于参 加

社会活动的时间 ; 老人再工作或社会 活动后的疲劳程度
,

以及对再工作时间利用 的满 意 程

度
。

< 2 >老年闲暇中劳务时间的分配
。

其中
,

包括家务劳动的时间
,

对家庭劳务的态度
,

以

及劳务后的疲惫程度和心理满足感
。

< 3 >老年闲暇中休息时间的分配
。

其中
,

包括参加各项

文体娱乐和精神享受的时间
,

以及对项目内容的喜爱程度
。

< 4 )老年闲暇中的人际关系
。

共

中
,

包括家庭成员彼此间 (婆媳
、

翁婿
、

夫妻
、

父子
、

母女
、

兄妹等 ) 的亲密程度
,

社会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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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朋
、

邻里
、

同事等 ) 的和睦程度
,

每天与他人接触的频度
,

每周能得到的信息量 (收到

他人的信件
、

电话以及来客拜访和应邀赴约 )
,

老年人的心理满足程度等
。

< 5 )老年闲暇中

的消费方式
。

从开支项 目来统计老年人的消费内容
、

数量
、

质量以及消费能力
、

消费爱好和

消费趋势
。

尽管这些指标设计得还不够全面
,

也不够完善
,

但如把它们综合起来分析研究
,

是可以

测定出老年生活方式的类型及其晚年生 活质量 的
。

四
、

对老年闲暇与生活方式研究的几点启示

对老年闲暇与生活方式问题的研究
,

不仅是为了提高老年人生活的信心
,

防止随老化带

来的身心机能衰退而俱增的老年依赖性
,

而且是为了提高在社会结构
、

经济结构发生 巨大变

化时期的老年适应能力
。

现代的社会改革
,

多半是以大力推进经济技术的增长为 首 要 目 的

的
,

而老年人既是弱者
,

又不是社会改革的首批或直接的受益者
。

日益明显的退休后的经济

收入减少与物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间的矛盾
,

以及社会上价值观念的变化
,

不断地冲击和影

响着老年人对闲暇时间的重新安排和对生活方式的再作选择
。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

可 以使我们获得四点启示
:

< 1 >老年是闲暇的享用者
,

却不是生活方式的积极创造者
。

他们对新生活方式的态度和

接纳
,

一般要经过
:

批评反对一 , 反感规劝一 , 无奈观察一` 默许认同一 , 模仿 接 受 等 阶

段
。

我们应允许老年人选择和改变生活方式时
,

有个适应的过程
。

< 2 >增强社会的养老责任感是保证老年闲暇支配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
。

中国的老年问

题并不象欧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那样严重
,

但近几年来
,

由于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

社会结构

和家庭模式的改变
,
已间接刺激和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

。

一种不负养老责任和只顾 自

己行乐的价值观念使年轻人光知道呼喊
“
代沟难逾

” ,

而不积极设法去弥补裂痕
。

只有增强

社会教育
,

提高年轻人的养老敬老的责任感
,

才能从根本上为老年人安度晚年创造 良好的条

件
。

< 3 >要 以政策和法令的形式来保障老人对闲暇时间的充分利用和对生活方式 的 自 由 选

择
。

我国应尽快起草一部
“ 老年保护法

” ,

制定各种老年福利政策和实行各项老年社会保险

措施
,

以促进老年闲暇中享受娱乐时间的增多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

对于老年立法
,

要先求其

有
,

后求其全
,

再求其好
,

逐步求得完善
。

< 4 >促进老年生活方式的改变
,

应先实现对生活观念的转变
。

中国儿千年遗 留 下 来 的

t’ 养儿防老
” 的观念

,

正在被工业社会中小家庭式的
“
自立更生

”
的观念所打破

,

整个社会

的观念在发生变化
,

而老年群体的社会观念却依然抱旧守缺
,

这必然会引起代际隔阂
,

进而

为社会所淘汰
。

老年人应打破旧的养老观念和婚姻观念的束缚
,

使 自己得到精神上的解放
。

那种
“ 乡土观念

”
应 由

“
流动观念

”
所替代

; 让 “
依赖观念

” 为 “
自主观念

”
所替代

;
从依

靠社会调适转向进行自我调适 ; 由盲目利用闲暇到计划支配闲暇优势 ; 由重视物质生活到注

重精神享受 ; 由
“
自寻烦恼

”
到

“ 追求乐趣
” 。

最后
,

使 自己争取 由适应生活到创造生 活
,

做晚年生活的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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