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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成年礼的社会学分析看青年研究的理论建设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会对我们青年研

究的学科建设有一定的启发作用。青年研究要进入学术研究的殿堂，应该确立它的学科地位。青年研究

应建立在法学门类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青年基础理论研究应以社会学理论为旨归，以文

化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的青年研究为基础，以宗教学、历史学、法学、民俗学等学科青年研究的资

料为条件，加强青年研究的理论建设。 

【关键词】成年礼；社会性学分析；青年研究 

 

青少年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多学科探索，已经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应在反

思青少年研究理论建设成功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开辟青少年研究的新天地。青少年研究是社会科学领

域里的一个独特现象，它的发展和建设并不是以一个学科和学科门类为其理论基础的。反思我国青少年

研究的多学科基础，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研究涉及较多的是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等学科门类，

还涉及法学门类下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一级学科，涉及教育学门类下的教育学、心理学等一级学

科。青年的本质既与人的生理年龄变化有关，也与人的社会文化风俗有关；既与人的主体性有关，也与

人的客体性相关；既与现实生活有关也与未来社会发展有关。青年的这些特点决定了青年研究一定是综

合的多学科研究，但在青年形成的各种关系中，社会关系是其本质，所以青年研究是否可以在社会学的

基础上建立二级学科，使青年研究的学科建设有所依归。本文从成年礼的社会学分析中把握青少年多学

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意义，也指出了青少年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本文提出一些青少年基础理论研究的

意见与同行们商榷。 

在一个人的青春期前后举行成年礼是许多民族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一种文化习俗，是青少年教育的

一个有效方式。民族学、民俗学、人种学、考古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宗教学、文化

人类学等学科对这一文化习俗进行过大量研究，掌握了许多成年礼的资料，并从不同研究视角出发进行

了成年礼的多学科分析，这对于我们认识和借鉴成年礼的诸多因素，发现青少年教育的一些规律，深刻

地揭示青年的本质，做好现代社会青年教育工作是十分有益的。然而成年礼的多学科研究虽然积累了大

量的研究资料，但成年礼的研究水平不能提升，研究质量不高，则反映出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上的

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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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年礼研究的现状与理论建设的困难 

   

 纵观古今中外关于成年礼的研究，大致有宗教学、民俗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不同视

角。宗教学认为，成年礼属于民间信仰，最早表现为青春祭礼，是图腾同体化的礼仪形式；民俗学认

为，成年礼属于民风民俗，是人们相延成习的自然历史过程。宗教学和民俗学虽然对成年礼的研究提供

了大量的原始材料，但关于成年礼的教育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则更具有理论建设的意义。 

教育学研究更多的关注教育史的研究，在谈到教育的起源时，大多数教育史学家认为成年礼是人类

社会发展早期氏族公社时期的教育形式，是年轻人被接纳为正式氏族成年男女的人类教育的萌芽。当

然，成年礼作为人类教育的形式，从时间上来看，其存在不只限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在今天的人类

社会依然存在；从其存在的范围来看，也并不限于古代西方，这一礼仪形式仍以多种形式存在于世界上

许多不同的地方；从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来看，也不只意味着为解释教育的起源提供证据。从教育学角

度看，成年礼具有直观、生动、鲜活、描述、解释、情感、规范等多种功能，诸种功能浑然天成，构成

一幅极其生动的教育意象，给人以直观、生动、长效的教育启迪。但教育学对成年礼研究更多的是从教

育主体、教育形式、教育者角度进行，而不是从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的结合上去

认识青年，因此，教育学对青年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教育学对青年的研究有理论上的局限和困难。 

心理学与教育学对成年礼的研究相得益彰。心理学从个体生物特性、生理特性上研究成年礼发生、

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教育功能，为教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撑。心理学通常把人的心

理现象分为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两个方面。心理过程包括认识过程、情绪过程与意志过程。个性心

理特征则是在心理过程发生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兴趣、能力、气质和性格。这是心理学界普遍认同的心

理学研究的主要框架，用这样一种模式研究成年礼问题，可以分析在成年礼举行过程中，个体所产生的

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心理过程，并探索在心理过程发生的时候伴随着是否满意、喜欢、恐

惧等主观情感体验。这种心理学研究只能是对于青少年个体的研究，虽然这种研究能够给现代青少年的

成人教育提供大量的实证和理论的资料，但是心理学并不能从整体上认识现代意义的青年。其实，在人

们心理过程发生的时候不仅表现为人们不同的兴趣、能力、气质，而且表现为不同的行为模式的承袭、

社会行为的再现和变迁。心理学对成年礼研究更注重青年的内在性、主体性，而不是从青年内在心理和

外在行为的结合上，从青年主体和客观环境的有机结合上去认识青年，所以心理学对青年认识也是不全

面的，心理学对青年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有局限和困难。 

文化人类学研究更多关注成年礼的形成与民族性、地域性和文化性关系。不论是哪个民族，仪式一

旦离开了本身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也就失去了它所具有的解释力和指导力。成年仪式在文化中的重要

性不在于为一个民族中的人传授做男人或女人的经验、内容、秘密与方法，而是在刻骨铭心的经历之

后，戏剧性地改变了一个人在本民族中的杜会地位。仪式实际上形象地转变了一个人对自己民族生活和

社会习俗的关系，它赋予每个新人一个崭新的角度来观察人生、认同族群并认识自我。 

文化人类学发展了生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的成果，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成年礼的本质和文

化特质。文化人类学已不满足于心理学将青年视为特定年龄阶段发展的生物个体，也不满足于教育学将

青年视为一个与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层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受教育群体，文化人类学认为应当在作为年龄

阶段的青年和作为受教育群体的青年的基础上，从“代”的发展意义上，从社会文化的规定性去认识成



年礼。换句话来说，文化人类学从成年礼的多样性（属于不同阶级和社会阶层教育的客体上）及其成年

礼复杂性（包括生理的、心理的、文化的各种属性）去考察成年礼。 

成年礼研究取得的显著成果主要是在文化人类学的领域内，但也始终停滞在这一领域之内。文化人

类学是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它对青年研究始终定位在文化实体的范围内，并没有真正从更高层次的社

会学视域内，认识青年的本质和青年研究的意义。奥地利学者利奥波德·罗森马耶尔反对那种在青年的

生物或心理规定性上建立起来的单一的青年群体模式。罗森马耶尔指出：“仅仅在生物学的基础上或者

仅仅从年龄角度去定义青年是不恰当的。”必须通过两个方面去认识青年，一方面是在某一确定的时期

内由于经验而频繁出现的行为形式中去认识青年；另一方面是通过成年人体验不到的个人的、社会的或

经济的限制中去认识青年；换句话说就是从青年所固有的社会状态中去认识青年。罗森马耶尔在分析了

心理学、社会学关于青年年龄的各种论述方式后，阐述了这样的看法：“社会组织有可能影响生命进

程，生命进程对社会组织有依存性，无论就生命期的长度或者就各个生命阶段的性质而言，都是这

样。”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必须研究“生命各个阶段的社会历史构成”，要“验证将青年的不同行为与

社会经济材料结合起来的那些关系，以勾画出一幅与各个居民阶层和群体有着丰富联系的图像”（[罗] 

F.马赫列尔：《青年问题与青年学》，社会科学文献花出版社1986年版）。罗森马耶尔还为青年研究提

出了一个动态的概念，他认为在青年与成人的权利和自主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称这种现象

为青年的“不完全状态”（[罗] F.马赫列尔：《青年问题与青年学》，社会科学文献花出版社1986年

版）。 

综上所述，宗教学、民俗学研究为成年礼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教育学、心理学、文

化人类学为成年礼研究提供了许多理论范式，然而，如何更全面和更深刻地认识青年，在现有的学科研

究中遇到了很多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则需要在更广阔的社会学视域内进行青少年的基础理论研究。 

    

二、成年礼社会学分析对青少年研究理论建设的意义 

    

古今中外成年礼的研究对民族学、民俗学、人种学、考古学、历史学、教育学、宗教学、文化人类

学等学科建设有广泛的价值和意义，那么成年礼的社会学分析对青少年研究的理论建设具有什么意义

呢？对此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成年礼的社会学分析可以深化对青年本质的认识 

在远古社会，不存在现代意义的青年，人们尊敬长者，把老人看作经验和智慧的化身，而儿童和青

年的地位十分低下。一个人从幼儿到成年的过渡是通过某种仪式自然地完成的。最古老的成人仪式是青

春祭祀仪式。青春祭祀仪式通过隔离、过渡和接纳等方式，使一个人具有某一部落和宗教团体成员的资

格（[罗] F.马赫列尔：《青年问题与青年学》，社会科学文献花出版社1986年版）。一般来说，让进入

青春期的孩子同他以前的环境分开，青年被送到森林中去，在那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信守某些禁

忌、斋戒，隔断同过去的任何联系，然后回到部落接受图腾仪式的教育，学习神话，最后举行典礼，获

得成人的资格。在这种古老的传习仪式中青年作为一个社会实体是不存在的，也谈不到青年本质，从文

化人类学和宗教学的观点来看，青春祭祀仪式不过是个人的宗教文化适应过程，是取得与部落图腾和宗

教神灵统一及其成人资格的必要方式。但是，一个人如何通过神秘的成年礼获得社会性本质，成年礼在

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仍需要进行社会学的深层分析。 

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中，古老的青春祭祀仪式演变为宗法成年礼。但青年人的生活仍被禁



锢在家庭和家族的范围内，青年人无需走出自己狭小的社区就可以从父辈的手中获得生产和生活的全部

技能和知识。青年的行为被限制在家庭和家族的伦理和规范中，青年人不得自由恋爱，男女授受不亲，

要信守家庭和家族的一些礼仪规范，在而立之年，成家立业之时才可以通过某种仪式拥有成人的权利和

义务。从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在血缘族群的范围内仍不存在现代意义的青年，青

年人要服从传统文化的教育，服从长者无庸置疑的权威。青年通过某种传承下来的成年礼获得了宗法文

化的适应。但是阶级、阶层的不同、社会结构的不同对青年的社会本质的影响仍没有得到更深刻的揭

示，所以进行宗法成年礼的社会学分析仍是十分必要的。 

在现代社会，随着大机器生产和城市化运动的出现，青年人才以更大的社会性来组织自己的生活，

成年仪式的社会学分析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撞击中，青年人的社会作用和自

身的本质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古老的成人仪式以新的方式出现在现代社会的文明生活中。在法治社

会里对青年的权利和义务做了法定的规定，在一个人成年的时候要接受必要的公民教育。青年在成长过

程中教育是以有系统的社会化方式来进行，在加入少先队、青年团，进入学校组织、社会组织，以及参

加政治、经济、军队组织时也都有必要的仪式活动，在恋爱、婚姻、成家等个人生活方面也都有必要的

程式化的活动要进行。 

考察成年礼对青年本质的揭示可以看到，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只注重

对青年表层特征的揭示而忽视对青年深层本质的认识，只注重青年类本质的揭示而忽视对青年社会本质

的认识。许多研究者认为，青年是作为一代人特征的年龄层次、人口构成以及青年在生理、心理上具有

过渡性这些表层的、外在的特征，而忽视青年的社会关系、阶级和阶层属性、群体特性的研究。一些研

究者只注重表层的青年特征，简单地用一代人的观点去看待青年，将不同历史时期的青年分别冠以“怀

疑的一代”、“垮悼的一代”、“反抗的一代”，或用所谓类概念概括青年，如“新人类”、“新新人

类”、“超人类”。其实青年更多的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力量，青年是一个社会范畴，具有自己的社会特

征和社会本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成年礼的意义在于人的社会关系再生产，成年礼对青年的本质

确证，反映了社会关系的本质，反映了一定阶级的规定性，没有超越历史条件的只有年龄规定性的青年

一代，也没有超越具体现实条件的类青年，青年总是社会关系中的一部分。青年在社会关系中是一种社

会力量，他们不是消极的适应社会环境，而且还要改造社会环境，他们不是只有一种消极属性的一代青

年，也不是只有抽象类本质的一类青年，应该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群体属性与个人属性相统

一、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相统一的视角去认识青年的本质。 

2．成年礼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青少年教育方式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成年礼存在着三种典型的形式，即原始时期的青春祭祀仪式、传统社会的

青年宗法礼仪和现代社会的成人社会礼仪。成年礼的变化代表文明的进步，人类教育方式发展。这些成

年礼方式的变化与社会变迁有关。按照社会学的理论，人类社会的变迁是由渐变到突变的过程，由量变

到质变的过程。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由现代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

会的变化都反映了这种社会变迁由渐变到突变的过程，以及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社会处于相对稳定

渐变发展时期，成年礼形式也相对规范，仪式标志明确，仪式内容清楚，仪式功能强大。而在社会突变

时期，成年礼形式相对多变，仪式标志遭到怀疑、破坏，仪式内容失范，仪式功能低效。 

在我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整体特质相对稳定期在各自

相应的全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占时间比重分别高达100%、81.8%、88.3%、78%”（吴康宁：《教育社会



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也就是说，在已经过去的社会历史时期，相对稳定和渐变的时期还

是比较长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最具有历史文化积淀的成年礼的青春祭礼和宗法礼仪形式相对规范，仪式

标志明确，仪式内容清楚，仪式功能强大。而在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由现代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

的突变时期，作为社会青年教育方式集中体现的成年礼则表现出仪式形式多变，仪式标志遭到怀疑、破

坏，仪式内容失范、仪式功能低效的特点。成年礼的社会学分析揭示了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与成年礼形

式的内在关系，弄清了青年阶层与整个社会制度体系的关系对于我们做好青年的教育工作是十分重要

的。 

3．成年礼社会学分析可深入挖掘成年礼标志的社会性内涵，规范青年的社会性行为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与青春祭祀礼仪、青年期的过渡礼仪、成年接纳礼仪相伴而生的有许多仪式

标志。这些成年礼标志有的表现在人身上的一种标记，有的表现为人的一种衣着佩饰，有的纯粹表现为

某种象征性的仪式标识。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文化模式都会试图通过某种物理现象与文化的

有机体的结合，来隐含某种社会功能、历史和宗教的意义。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我们应该努力揭示在

古老的成年礼标志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学意义和青年教育的意义。 

在人的成年的时候，在人的身体的某一部位做以标记，这是原始社会青春祭礼时才产生的现象，它

具有巫法和宗教的意义。如果说身体标记是与青春祭祀礼仪相适应的成年礼仪，那么，衣着佩饰的成人

标记的出现是与青年宗法礼仪相适应的成年礼仪形式。成人礼仪标记由身体标记向衣着佩饰标记的转变

是历史文明的一大进步，它摆脱了身体标记的神秘性、野蛮性，但也表现了宗法性、等级性的特点。 

成人礼的身体标志和衣着佩饰标志都是有形的成年标志，而成年称谓作为一种无形的标志，但都又

具规范人的社会性行为的意义。成年称谓的变化反映了不同社会、不同群体人们对青年人的不同看法和

对青年人行为的要求。古今中外，无论是由于巫术信仰的左右，还是由于时代风尚的影响，人们都极其

注重姓名符号的意义，因为，这些符号反映了社会的文明程度，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中国文化

本来有“名的文化”之称。统治中国思想几千年的儒家学说也有“名教”之称，因而，在这个国度里，

姓名更受人们的重视。分析名的种类、性质、命名的方法、命名反映出来的情感意念，还有中国特有的

禁忌风俗，都可以体现出以姓名符号规范人们社会性行为的意义。 

此外，成年礼的社会性学分析还可以使我们认识宗教信仰的社会本质，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科学

信仰；可以使我们弄清青少年成长的不同时期获得社会权利义务的过程和机制；可以有效的确认青年在

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地位，分析青少年的社会作用。 

    

三、成年礼的社会学分析与青少年研究的理论借鉴 

    

成年礼社会学分析的内容很多，它包括成年礼研究年龄边界的确定，成年礼的类型及功能，成年礼

发展的历史渊源，成年礼标志的分析，成年礼与宗教信仰，成年礼与婚姻习俗，成年礼与青年的生活方

式，成年礼与青年问题研究，等等。成年礼的社会学分析具有很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成年礼的研

究必须在广泛吸收心理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理论和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研究资料的基础

上进行。成年礼社会学分析的深刻性，充分体现了青年研究理论基础建设上的广泛性和综合性。 

1．成年礼研究年龄界定有现实意义，但必须吸收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研究成果  

成年礼研究边界的确定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从现有的成年礼资料来看，青春祭祀仪式大多在十

三四岁的时候举行，有的还要早。而宗法成年礼大都发生在二十岁上下。在有些民族和地区，未经过成



年礼形式的人无论其年龄多大都不认为已经成年。在成年礼年龄边界的确定上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

有大量的研究。 

割礼是非洲的一些国家，如吉布提、索马里、苏丹，还有埃塞俄比亚比较普遍进行的成年礼，传统

上切割女性生殖器被认为是女性成为社区内一名完整的、成熟的成员的标志。割礼原本是青春祭祀，在

青春期举行，但由于切割生殖器对人的身心伤害都比较大，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发表声明，敦促各

国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切割女性生殖器的陋习，并订于每年2月6日为“反对切割女性生殖器国际日”。人

口基金曾调查，全球估计有1.2亿到1.4亿女性被切割了生殖器，每年还有300万女孩面临着生殖器被切割

的危险。无论出于何种传统或信仰，这种切割女性生殖器的习俗构成了对女性基本人权的侵犯，使她们

的健康受到威胁，给她们造成终身的生理和心理创伤。在肯尼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马里和尼

日利亚，切割女性生殖器的事例正在减少。但是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令人忧虑的新趋势，那就是：父母

在女孩年纪更小的时候就让她们接受生殖器切割，以减少她们反抗或抱怨的可能性。现代社会公众文明

意识的提高及其带来的变化，使成年礼年龄边界的确定更具现实意义。从成年礼的年龄边界可以看到，

成年礼虽然更多是在青年期前后举行，但从更广泛的社会学意义上分析，成年礼可能是在人的一生中都

可能出现的社会礼仪活动，要想真正确定成年礼年龄的边界，必须吸收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的研究

成果。  

2．成年礼类型划分具有理论意义，但必须吸收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研究成果 

成年礼类型的划分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可以将成年礼划分为原

始社会的青春祭祀礼仪、封建社会的宗法过度礼仪和现代社会的成年接纳礼仪，这一划分既反映了历史

与逻辑的统一，也反映了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成年礼是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和地区出现的社会现

象，但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上看成年礼形式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他们既有共同普遍发展规律，也具有自身

特殊发展规律。对成年礼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把握可以指导我们进行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成年礼的社会

学分析。  

成年礼也可以按举行仪式的各种标志不同将其划分为身体标记、衣着配饰和象征性标志等不同的类

型。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成年礼仪形式都会试图通过某种物理现象的表征，来隐含某种社会的功能和

历史、宗教的意义。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我们应该努力揭示在古老的成年礼标志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学

意义。 

虽然按照历史发展的过程划分成年礼的不同类型，能够揭示成年礼的社会历史意义，按照仪式标志

划分成年礼的不同类型，也能分清不同仪式标志的社会性内涵，但真正对成年礼进行社会学分析还应从

不同成年礼的社会功能的分类入手，才可能做出最具价值的研究。 

按照仪式的社会功能可以将成年礼分为具有信仰功能的成年礼、具有教育功能的成年礼和具有文化

认同功能的成年礼三种基本类型。原始社会最早出现的青春祭礼主要是确立宗教信仰功能的成年礼，当

然，青春祭礼也有考验人的意志品质，进行宗教教育、道德教育的功能，但其主要的功能仍主要表现为

强化图腾同体化等宗教信仰的功能。宗法成年礼是具有社会教育功能的成年礼，宗法成年礼不仅可以使

成年的人受到宗法道德的教育，还会受到具有怎样权利义务的宗法规范的教育。现代社会的许多成年礼

越来越强调一种文化的认同功能，它不是通过神秘的形式强化某种宗教信仰的功能，也不是通过各种教

育内容、教育手段进行道德教育，而是利用各种丰富多彩的，具有象征特点的仪式活动，寻求某种文化

上的认同，进而实现社会适应的功能。 



成年礼类型划分的社会学方法具有很大的价值，但它必须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进行，只有在同其他方法的比较中才能看到社会学方法的高屋建瓴之处。 

3．成年礼发展过程的探索有历史意义，但必须借鉴宗教学、民族学、教育学研究成果 

宗教学、民族学、教育学对成年礼的研究多是从历史的角度上进行，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为社会

学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成年礼的社会历史的分析使得成年礼的宗教意义、文化意义、教育意义在

历史的视域中更加凸显。 

在原始社会，人们的认识能力十分有限，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在原始部落中，人们只有通过

群居生活和宗教仪式，才能抵御恶劣的自然界对人的生命的伤害。原始人通过献祭式的成年礼，寻求图

腾和神灵的保佑；通过辟邪式的成年礼，保证生命的安全成长，通过巫术式的成年礼获得部落中的权利

和地位。原始社会的成年礼是人类教育活动的原生形态，其教育方式具有神秘性、神圣性。青春祭礼的

成年礼所承担的社会教育功能具有巨大的控制性。青春祭礼的成年礼形式上承担着人和被人神化的对象

物所形成的宗教关系再生产的任务。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绝大部分社会成员都在从事农业生产，主要生产和生活技能主要体现在宗法家

庭和家族文化传承的范围内，社会对一个人的成年要求就是能够继承祖业，学习农业生产技能，维系血

缘家族的生命就是主要任务。农业社会中人们通过家庭式的成年礼获得在家庭中成人的资格，通过宗族

式的成年礼使青年获得在宗族中的权利，通过村社中的成年礼获得在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不同国

家、不同民族所看到的宗法成年礼都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传承，尽管风格各异，但在维系家族、家庭血缘

生命延续，进行封建生产关系再生产方面的意义则是相同的。宗法成年礼作为教育次生形态，具有规范

性的教育功能。宗法成年礼形式上承担着被人类模式化的宗法关系的再生产任务。 

在工业社会，绝大部分社会成员都从事工业化生产，主要的生产和生活的技能已经体现在家庭之外

的社会化的生产和生活之中，人们对一个人成年的要求就是学习更多的工业生产的技术和技能，继承来

自于社会中人类文明的成果，实现人类现代文明生活的扩大和生产。工业社会人们通过行业化的成年礼

传授人类文明的成果，通过学校化的成年礼学习人类文明的成果，通过社会化的成年礼传播人类文明的

成果，通过学校化的成年礼学习人类文明的成果，通过社会化的成年礼传播人类文明的成果。工业社会

的成年礼作为原始教育的再生形态，其主要教育功能是协调性的。工业社会的成年礼形式上承担着被人

类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的任务。 

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挑战，使现代人的生活处在一个信息高

度发达，社会急剧变化的社会情境中。现代社会对一个人成年的要求已经不是简单地学习现成的社会文

明成果，而是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创造性学习，以适应多变的世界。现代社会通过标志性成年礼使

青年人获得在社会中立足的信心，通过多样化的成年礼使人获得各种生存、发展、创造的机会，通过各

种休闲娱乐性的成年礼缓解生存的压力。现代社会的成年礼作为原始教育的全新形态，其主要教育功能

既不是强制性的、规范性的，也不是协调性的，而是适应性的。后工业社会的成年礼形式上承担着不同

阶级、不同阶层、不同人群、不同个体所形成的复杂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任务。 

成年礼发展的探索具有历史意义，对青年教育功能的梳理和把握对做好现代青年教育工作有很大的

启示，但是，理清成年礼发展变化的历史线索需要大量借鉴宗教学、教育学、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的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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