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省举行第二次生活方式理论研讨会

由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社会学会
、

中共

伊春市委宣传部
、

朗乡林业局共同举办的黑

龙江省第二次生活方式理论研讨会
,

于 1 9 8 9

年 9 月 12 日至 14 日在黑龙江省朗乡林业局举

行
。

参加这次理论研讨会的有 53 人
。

会议共

收到论文
、

调研报告 44 篇
。

会议围绕
“ 生活

方式价值导向间题
” 和 “

现实生活方式中的

实际问题
”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

与会同志重点探讨了生活方式的价值导

向问题
。

认为生活方式固然是受客观条件包

括生产力发展水平
、

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的

制约
,

但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
,

主体因素

对生活方式的影响很大
,

因为生活方式本身

是个主体性范畴
。

主体价值导向发生偏离
,

必然导致生活方式的滑披
。

因此 确 立 科 学

的
、

合理的价值导向有利于形成文明
、

健康
、

科学的生活方式
。

应该看到近十年随着生产

力的发展
,

人们的生活条件有很大改善
,

生

活水平有很大提高
,

但如何利用对物质条件

和生活资源却取决于主体状况
。

大家感到现

实生活方式存在比较严重的扭曲
、

滑坡现象

与价值导向的误导有很大关系
。

因此
,

在当

前我国生活水平不可能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

下
,

正确的价值导 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

对于价值导向
,

与会者提出以下几种见

解
:

1
.

有的同志认为
,

应把劳动与闲暇作

为生活方式的完整结构来理 解
,

克 服 那 种
“ 重附暇

、

轻劳动
” 的生活行为早熟现象

。

劳动或工作是我国现阶段时间结构的轴心
,

,

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
,

是人们得以自尊自重

的主要支柱
,

也是社会主义生活 方 式 的 基

点
。

根据这一点基
,

目前我国生活方式的价

值导向应以把我国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富

强
、

民主
、

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实

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为共同理想与价值观念
,

并使这种理想与价值观念成为全民族的精神

凝聚剂
、

道德最高法则或公共行为律令
,

并

成为个人的人生准则与奋斗 目标
。

在这一 目

标的指导下去优化劳动与闲暇结构
,

唤发起

人们的建设热情
。

2
.

有的同志指出
,

正确的价值导向
,

还要解决我国今后儿十年社会生活方式的选

择问题
。

有人认为我国今后几十年在人 口
、

生态
、

资源
、

能源
、

粮食等方面都面临着相

当严峻的局面
,

人均国民产值不可能有较大

增长
,

中国的现代化只能走非传统的发展道

路
,

在国民生活方式的模式选择上
,

只能建

立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和培养
“

勤劳节俭型
”

的生活方式
,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可

能提供的潜力
,

以尽可能少的人力
、

物力
、

资源和时间消耗
,

在生产力发展所能提供的

生活水平的范围内
,

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
,

实现
“
基本需求

” 的满足
。

基本需求满足的

指标应是
:

①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费品的

满足 ; ②普遍接受各种教育 , ③确保 卫生保

健和提高健康水平 , ④社会生活民主化和普

遍的社会参与 ; ⑤实现社会平等和公正 ; ⑥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 ⑦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

安全水准 ; ⑧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人际关系的

形成
。

3
.

有的同志认为
,

加强艰苦奋斗教育

是科学引导消费的主要途径
。

对于消费方式

扭曲现象有的同志概括为过度性消费
、

非必

要性消费
、

消极性消费
、

炫耀性消费
。

根据

这种情况提出加强艰苦奋斗教育
,

要做到
:

①加强宣传和舆论导向的积极作用 , ②重点

抓好党员
、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的 带 头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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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③把艰苦奋斗勤俭持家
、

反对浪费作为

发扬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

四化建设的基本

国策 , ④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消费观教育
,

把艰苦奋斗
、

勤俭节约
、

劳动光荣作为青少

年社会化的重要内容 , ⑤把艰苦奋斗
、

反对

浪费纳入法制的轨道
。

4
.

有的同志还指出搞好生活方式的价

值导向应注意随众心理对生活方式的影响
。

把握随众心理的正负效应是建设文明
、

健康
、

科学生活方式的重要环节
。

随众心理的正效

应表现为它是一种凝聚力
,

可 以培养人的集

体主义精神和服从大局的品格
,

能为建立文

明
、

健康
、

科学的生活方式提供正确方向和 良

好的社会环境
,

而其负效应是以现象掩盖本

质
,

使人容易重视数量多少而忽视是非真伪
。

这种负效应 占上风时
,

使社会生活偏离主航

道
,

如消费上互相攀比之风的随众心理使国

家和人民蒙受损失
,

克服随众心理要做到
:

①严格控制舆论导向
,

用正面形象去影响群

众心理
,

为其树立健康向上的追随 目标 , ②

领导要以身作则
,

利用社会规范的力量影响

人们心理
。

广泛开展社会心理研究和咨询服

务工作
,

利用随众心理来为提高人们的生活

质量服务
。

5
.

有的同志根据社会生活 方 式 畸 形

现象
,

论证了思想政治工作与生活方式的关

系
,

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引导生活方式

的一条重要途径
,

同时只有深入生活方式领

域
,

思想政治工作才更有说服力
,

也才可能

落到实处
。

这次会议另一二重 点是 讨 论 了关于生活

方式各领域中的实际社会间题
。

这次会议收

到的 4 0多篇论文中
,

以及在会发言和小组讨

论中
,

大家探讨了生活方式各领域中相当广

泛的实际社会问题
,

并提出了治理这些问题

的建议
。

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
:

1
。

从不同角度与不同层面探讨了黑龙

江省各社会阶层
、

社会群体的生 活 方 式 问

题
。

比如
,

有的探讨了黑龙江省农民的生活方

式
,

通过解剖农村中先富起来的作为新生产

方式代表者的专业户的生活方式 的变革
,

提

出了生产方式 的变革是使农民的生活方式发

生变革的杠杆的观点
。

探讨了与专业化
、

社

会化的商品生产相联系的农民的新生活方式

的特征以及这种新生活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

积极的推动作用
。

有的探讨了黑龙江省青年

的生活方式问题
,

对青年文化中的非道德化

倾向进行理论思考
,

指出青年中存在着否定

一切道德的非道德化思潮
,

这种思潮是对扭

曲人性的
“
阶级斗争为纲

”
年代的一种

“
逆

反
” ,

但中国不能没有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

应的新道德
,

因此
,

应当对青年中的这种非

道德化倾向进行正确的引导
。

有的探讨 了老

年人的生活方式一般特征
,

提出了理想的老

年人的物质生活方式与精神生活 方 式 的 模

式
。

有的探讨了残疾人的生活方式
,

提出了

以解决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为核心的改

变残疾人消极
、

不健康生活方式的综合治理

措施
。

还有不少同志调查探讨了引人注 目的

个体户的生活方式问题
,

描述了某些个体户

群体大把地赚钱
,

大把地花钱
,

不择手段地

疯狂捞钱与有了钱后疯狂高消费的腐朽
、

愚

昧
、

丧失理性的生活方式的特征
,

探讨了个

体户发财的原因与手段
,

以及在
“
钱与权

”

的交易中而产生的对社会的腐蚀
、

污染等消

极作用
。

有的同志提出个体户的超高消费水

平与大多数工人
、

农民
、

知识分子生活水平

的巨大反差是引起社会震荡与不安定的原因

之一
,

因此要注意研究个体户的生活方式
,

通过政策导向与价值导向相结合的手段解决

这个问题
。

2
.

继大庆会议之后
,

闲暇消费领域的

社会问题仍然是本次会议论文和发言关注的

一个热点
,

有的探讨了优化劳动与闲暇结构

的问题
,

提出了面对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

家的国情
,

要提倡劳动创造为主导的生活方

式
,

决不能以享乐为生活方式的主导
,

要帮

助人们正确认识与选择以劳动创造为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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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
。

有的探讨了人们的文化素质
一

与闲

暇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问题
,

提出了文化制

约闲暇生 活 的 质 与量
、

方向和发展水平的

观点
,

并提出了寓学习于娱 乐
,

寓发 展 于

消费的开发闲暇时间
,

促进 发 展
、

提 高 人

的素质的建议
。

有的着重探讨了老年的
“
创

造性闲暇时 间
” 开 发 间题

,

提 出 了 青 年
“
创造性闲暇时间

” 开发的基本原则与相应

对策
。

会议论文和发言从诸多方面探讨了闲

暇中电视与生活 方 式 的 问题
,

分析了电视

对生活方式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
。

有的探

讨了近几年交际舞走进人们生活的必然性
,

提出了倡导事业
、

娱乐兼而有之的生活方式

模式的观点
。

有的探讨了企业文化问题
,

认

为企业文化对人的闲暇生活方式 有 极 大 影

响
,

企业文化将成为重建 民族凝聚力 的基础

阵地
。

有些 同志对当前消费方式的特点概括

为混合性消费方式
,

表现为传统消费与现代

消费并存 ; 过低消费与超高消费并存 ; 科学

消费与盲目消费并存 ; 人生消费 与 人 情 消

费并存多 显富型消费与隐富型消费并存
。

还

有的同志借鉴西方经济学
“
标准包

”
理论

,

分析了我国居民耐用消费品普及规律
,

发现

我国耐用消费品普及具有起点提前
、

阂值下

降
、

过渡加快
、

未熟先衰的特点
。

这种特点

是由现实存在的
“
大件

”
消费惯性

、

主观放

大作用
、

均等化收入
、

消费者素质等原因造

成的
。

3
。

不少论文探讨了婚姻家庭生活方式

问题
。

有的调查了个体户的
“
外遇

”
与

“
婚

变
”
间题

,

分析了
“
外遇

”
与

“
婚变

” 的表

现类型与原因
。

有的探讨了婚姻生活方式与

婚姻质量间题
,

认为 目前家庭关系正由血缘

关系为轴心向以属性关系为 轴 心 转 变
,

因

此
,

对婚姻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

要加

强婚姻调适工作
。

有的探讨了性 与婚 姻 分

离
、

整合的关系
,

提出了人类的性爱
,

不能

没有规范
,

也不能与婚分离的观点
。

有的探

讨 了提高再婚质量
,

建立再婚家庭的民主
、

和睦
、

健康的生活方式问题
,

分析了再婚家

庭的类型
,

以及 目前再婚家庭中存在的间题
,

提出了重视再婚生活的调适
,

协调好家庭人

际关系
,

处理好家庭经济问题等综合治理措

施
。

有的探讨了黑龙江省城市居民家庭生命

周期的经济活动
,

并对家庭生命周期经济活

动的五个阶段七个时期进行了具体分析
,

得

出一生收入力求优化分配
,

消费行为主要受

现期收入制约以及当前居民储蓄主要是为了

消费而不是为了防老等基本认识
。

有的探讨

了现代核心家庭的生活方式问题
。

也有的探

讨了妇女与性的社会学问题
。

本次会议代表在论文和发言中还探讨了

其它与生活方式相关问题
,

有了探讨了马路

广告文化问题
,

提出了综合治理措施 ,探讨了

职业选择方式问题
。

如有的分析了我国都市

青少年对二十种职业魅力的评价
,

有的探讨

了优化社会主义择业方式问题
,

提出优化择

业方式的主要途径是形成国家调节市场
,

市

场引导供求的新的管理机制
,

使生产资料
、

资金和人才管理在共同的机制下合理运行
,

体现国家有管理权
、

单位有用人权
、

个人有

择业权
。

(王雅林 黄鸿扬 包 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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