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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吸毒成瘾的社会学解释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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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吸毒成瘾问题是当今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以南京市强制戒毒所、江苏女子

劳教所54例吸食传统毒品的戒毒、劳教人员个案访谈资料为依据，从生活方式理论视

角，对吸毒人群的现状进行了定性研究、归纳和分析，提出生活方式定型化是吸毒成瘾

的社会根源之一的观点。 

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吸毒人群的生活方式，我们认为，从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不同维

度去寻找他们吸毒成瘾的共性因素，这些因素是他们摆脱不了海洛因的社会根源之一。

从吸毒个案资料看，吸毒人群的生活方式有定型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是他们很难以走出

毒品世界的另一社会根源。本文分别从个体在家庭、婚姻和孩子观、金钱观与日常消费

取向、工作与职业发展、社会交往、娱乐方式等五个维度来分析吸毒成瘾的社会根源。 

 

二、生活方式: 吸毒成瘾的社会学解释视角 

 

生活方式指涉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和价值观念的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

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也有学者提出，生活方式存在几个维度：家庭、

婚姻和孩子观；金钱观与日常消费取向；工作与职业发展；社会交往；时尚与娱乐等维

度。[1](PP32-34) 所谓定型化（canalization)，也称“定向化”，指个体在某一社

会情境下的社会行为由多类型变化趋于固定型态的历程。人的嗜好、偏爱、兴趣等多半

经定型化的历程而形成。［2］（P101）本文探讨的生活方式的定型化，主要是个体在

家庭、婚姻和孩子观、金钱观与日常消费取向、工作与职业发展、社会交往、时尚与娱

乐等维度上出现定向化的历程。社会学对于定型化的理解，和模式化、一成不变等词汇

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生活样态的固定化和程式化，因此生活方式定型化也就是生活

方式向一种常态不变状态的转变历程。 

1、家庭与婚姻观：缺乏责任感 

中国是一个家族观念很重的国家。中国自古就重视家庭观念和“孝”道，把忠诚和

信任作为家庭观念的信条，把“孝”作为对待年迈的父母和祖父母的观念，家庭责任感

是一个最精炼的概括。 

吸毒人群在面对家庭、婚姻和孩子问题上，在与个案35的访谈中，他讲述了他们的

家庭、婚姻和孩子观： 

（个案35）我和她（个案25）是在广告公司认识的，但是之后我们就不在广告公司

干了，当时她是业务主管，我是订房公司的部门经理，我们是一见钟情，我们有一天晚

上好好的谈过一次以后，就确定恋爱关系了。三天以后，决定结婚，怎么讲呢，她的性

格和我，比较合得来。而且，各人的遭遇，彼此都能了解对方在想什么。我想感情这个

东西，只要彼此包容对方，知道对方的需要就可以了。［3］（P133） 



个案25与个案35一见钟情后闪电式的结婚，确实令人惊异。不管他们的结合是真心

相爱，还是臭味相投，对于家庭和婚姻的那份责任感是值得怀疑的。对个案25和个案35

访谈资料分析发现，个案25是一个有过坐台、贩毒经历的女性；个案35在感情上也不专

一，频繁换女朋友，并且交往中不肯承担任何责任。个案35和个案25的结合，的确是一

种“彼此都能了解对方在想什么”的结合，这种婚姻和家庭观念，是正常人所不能接受

的。这两例个案之间的婚姻故事只是吸毒人群中我接触到的为数众多的故事之一。离奇

的故事通过个案35平静的话语表达了出来，个案35并没有任何忐忑不安。本文认为，这

种对于婚姻的草率，本身就是一种缺乏责任感的社会行为。他们在结婚前，都知道彼此

的过去，也都了解对方曾经有过的吸毒史和其他“劣迹”，“只要彼此包容对方，知道

对方的需要”，并相互满足。这就是他们的婚姻观念。如同饿虎扑食，也像相见恨晚，

找到了知音。从他们的结合，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吸毒者最容易接触的还是吸毒者，

这是他们的圈子。 

个案35对于孩子观的看法，与传统中国人“无后为大”的观念背道而驰，也是一种

缺乏责任感的观念： 

（个案35）我和她结婚的时候，就没打算要小孩，虽然我很喜欢小孩子，在她面前

也提过几次，但是她本人不太喜欢小孩子，也不想要；我也很尊重她的想法，孩子的观

念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淡，你想想，人一辈子能活多少年呢，你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把它

分散出去呢？［3］（P137） 

个案25和35对于孩子的淡漠，以及不肯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都充分说明他们没有

任何家庭责任感，个案35觉得没有精力分散到孩子身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完全

是基于自我中心和自我享受的考虑。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毒瘾缠身，很多人在对毒品的

痴迷中忘却了责任，个案24就表达了对自己女儿的歉疚： 

（个案24 女）唯一的牵挂就是我家的小孩子。我蛮对不起我家女儿的。我妈总是

这么说：你家女儿就在你身上过一下子，你还喂过她、养过她的？但一搞上这个东西

（毒品）就忘了。［3］（P154－159） 

家庭观念的淡漠也体现在许多的吸毒者身上，其核心是缺乏责任感。个案25和个案

35只是吸毒人群中的一个典型吸毒夫妻。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他们的内心世界，也反映出

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正常社会人的差别--毫无责任感、欺骗和玩弄感情。 

婚恋观的错乱是一个严重的伦理问题，吸毒引发的人的责任感的丧失，更多的在伦

理层面发生问题，乱性、无责任感，都成为吸毒人群最典型的生活理念，引导着他们的

生活方式。这种理念在吸食摇头丸和K粉的年轻人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肆无忌

惮地享受着毒品和动感音乐带来的快感，与不同的女孩子上床，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加前

卫和另类。而他们这些反社会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是他们已经定型化了的生活方式，那么

根深蒂固： 

（个案54）你可能对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并不是很熟悉，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在

外面玩的，一般都能接受一些新的观念，大家在一起玩，如果放不开，玩不开心的。像

一夜情这种事情，在我们这个环境中非常普遍。而且，大家都不在意。女孩子来这边嗨

的，很多都是空虚无聊，想体验一些刺激和快感。很多女孩子都被带走开房间了，这个

很正常。但是，也不是男孩子故意害她，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女孩子如果没有意思，

男孩子也不会强行带走。大家看得都很淡，也都很开放。很普遍。我也带走过很多女孩

子，很多次，好像都没有什么，很正常的感觉。大家在一起，睡一下，只要大家玩得开

心，也很正常。［3］（P23） 

吸食新型毒品的年轻男女在“性”观念上的开放程度，是大多数正常人无法想象

的，他们长期在这样的圈子里，已经对“性”习以为常，并定型化为一种观念，成为一



 

种和吃饭一样的生活方式，不断重复着这样荒诞而刺激的生活。个案54说出了吸毒人群

在生活方式上面对感情的随便和开放，道出了这个人群毫无责任感的观念。 

此外，吸毒女性选择社会上的违法犯罪人员做自己的老公（俗称“活闹鬼”）也充

分体现他们在婚恋观上只看重金钱不注重感情的一种倾向。活闹鬼群体是一群在社会上

胡作非为、打打杀杀的社会渣子，吸毒女性选择他们，一是考虑到这些人赚钱快、赚钱

多，能满足自己的高消费，此外，能够包容她们的吸毒行为。很多女性好逸恶劳、贪图

享乐，同时又不肯吃苦流汗，坐享其成的心态较重。在实用主义观念的驱使下，她们抛

弃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谁有钱就跟谁，产生了大量伦理问题和精神污染。 

吸毒人群的婚恋观和伦理观和正常人群的观念相背离，长此下去，在混乱的婚姻观

和伦理观中生存，必然定型为这样观念的特殊人群，他们已经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因

此，希望通过再社会化帮教让吸毒人群好起来的愿望就经常落空，因为他们中间的一些

人已经不可救药。 

2、金钱观与日常消费取向：实用主义与奢靡化 

吸毒人群生活方式的定型化不仅体现在无责任感的婚恋观，还体现在日常消费取向

上。本文认为，吸毒人群的这种实用主义金钱观与其奢靡化消费取向成为他们很难在主

流社会体系中自食其力的思维障碍。  

本文对个案资料的分析显示，吸毒人群在金钱观上是极端实用主义，日常消费取向

奢靡化。这些价值观已经定型化，并将阻碍他们走出毒品世界，成为健康社会人。 

吸毒人群最看重钱，因为从他们的手中溜走的钱不计其数，是常人的数十、数百

倍，他们也最能体会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个案23）这个社会就是有钱好办事，没钱就遭殃，就这么多感想。［3］（P32） 

个案23的话很有典型性，在吸毒人群中，有这样的金钱观的吸毒人群个案非常多，

拜金主义已经在他们的心中扎根。过分看重金钱的观念，驱使他们把大量金钱“送给”

毒贩的同时，在消费上同样延续着奢靡化的倾向： 

（个案35）我老婆买衣服，一条很普通的裙子都是几百块，买的都是名牌。她用的

化妆品都是比较不错的。毕竟我老婆吃了这么多年官司，我也知道，在消费上尽可能满

足她。［3］ 

（个案46 男） 这些女孩子，吃不了苦，一个月上班一千多块钱，2000块就算可

以了，哪里够用啊？比如，出门打的和抽粉，一天最起码要三四百块钱。刚开始在社会

上混的、出来玩的人，想钱来得快，只有通过这个方式（坐台、出台），要不就是有手

艺，出去偷出去抢。没有手艺，身边就要圈几个漂亮女孩子。［3］ 

奢靡化的消费方式，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扎根，因此，他们不习惯过每个月一两千块

钱的平凡生活，但钱又不可能从天而降，因此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只要能搞到钱，什么

都无所谓，哪怕是出卖自己的肉体。 

3、工作与职业取向：为钱不择手段 

在西方实用主义和拜金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即使政府和社区为他们安排低保、给

他们安排收入微薄的工作，他们都不会接受社会为他们进行的力所能及的救助，甚至连

普通人从事的普通工作都看不上： 

（个案８）我觉得自己还是要守法，所以回去以后，上班感觉不是很现实，做一些

生意。［3］ 

（个案20）自己把身体养养好吧，等出去了还是好好做生意。［3］ 

（个案33 ）工作呢，我家里人倒不希望我工作，每个月工资七八百块钱我也看不

上眼，因为我们用钱大手大脚惯了。再说已经十年没有上班，一下子让我去上班，我也

 



接受不了。我家里人还是希望我回去以后做做生意。［3］ 

 

在访谈中，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吸毒个案在回答“未来准备从事什么工

作”时，都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做生意”。他们一致认为，自己不适合从事每个月收入

仅有一两千块的正式工作，他们觉得这点钱他们看不上，也不够用，因为他们的生活方

式和用钱上的大手大脚，这点钱根本满足不了他们的生活。因此本文基于此，认为他们

在消费取向上的奢糜化倾向已经定型，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在选择未来工作和职业发展

上也基本上定型为“做生意”。 

生意场上尔虞我诈、充满着各种诱惑和陷阱，他们一旦通过诚实劳动颗粒无收，就

会在在实用主义金钱观的驱使下，怀着一种不平衡的心态，为钱不择手段，不顾社会法

律法规，从事大量违法犯罪的生意，男孩子可以坑蒙拐骗、盗窃抢劫贩毒，女孩子可以

坐台、出台（卖淫），或者找一个有钱的老公。个案35把他们的这些行为做了一个精炼

而含蓄的概括： 

（个案35）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公司上过班，有没有做过销售工作，我话不想讲

得太那个，很多时候，我要求别人帮忙或者办事情，就需要投其所好。使用各种手段，

只要能够成功，不管黑道白道，对我来说都可以，但我对黑道白道，感觉非常模糊，因

为都差不多。一件事情，能把它办成功，就可以了，不需要分得太清楚。［3］ 

个案48也讲述了他的金钱观和价值观： 

（个案48 男）不管是偷、是抢，这钱是人家挣来的，比起贪官还是好多了。这

样，自己的心里也平衡一点，人就这么回事。也许以后我还可能进来，但是对于我来

说，如果能让我一年赚个10万、20万，做个几年牢也没的关系。我也有这个打算，所以

再看看吧。现在人，一个月1000块钱一个月，能解决什么问题？马上小孩子要转学，要

花钱。买房子、上大学，都要一大笔钱，怎么赚这些钱？正常的工作是很困难的……

［3］（P215） 

因此，才有如此众多的吸毒者干着各种各样非法的买卖和生意。 

这种定型了的职业取向让他们很难重新回到主流社会中，更难在比较纯净的环境中

实现 “终身戒毒”、根除“心瘾”。因为做生意是自由的，对于吸毒人群，他们只有通

过做生意，才能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生存的空间和位置，毕竟在中国的生意场，还有很多

潜规则，有许多“乌七八糟”的灰色地带可以让他们去发挥和琢磨。但不无遗憾地说，

他们这种为自己发展完全定型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又一次把他们推进了火海。做生

意谈何容易，他们在生意过程中，接触大量社会上的不良人群，又一次重新浸泡在社会

大染缸里，一旦接触到了毒贩子和吸毒者，就会重蹈覆辙。 

4、社会交往：封闭化 

吸毒人群的社会交往，在主观上出现一种自我封闭化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也

是客观存在的社会排斥、被标签化的结果。也许这种主观上的自我封闭化是应对社会排

斥、歧视与标签化的无奈之举，但在生活方式上确实表现出封闭化的特点。在戒毒所访

谈的几个月里，我深深感受到了这些吸毒（海洛因）者的空虚和慵懒，这是一种人格化

生活方式上的懈怠。他们基本的生活形态，是一种极度懒散、极度空虚的生活状态，他

们因为毒品带来的生理上的改变而变得安静和不愿与人交往。他们在吸毒以后，已经失

去了大量不吸毒的朋友，交往的面变得越来越窄，最后就被封闭在吸毒人群这个小圈子

中间。偶尔的互动也是一些粉Party（聚会）。个案11讲述了他的这种感受： 

（个案11）抽了以后，人的话不多，我就不怎么讲话，不爱讲话，不太愿意和别人

交往，动不动就喜欢往那边一坐，反正只要有粉了，就喜欢往那边一坐，就静静地呆

着。［3］（P321） 



他们疏于交往正常人群，更加速了他们的被边缘化的窘境。这种主观的边缘化是一

种主动远离正常人群，被孤立在吸毒人群之中。加之社会排斥的存在，以及社会救助的

缺失，他们的社会交往被封闭在吸毒人群的小圈子中间，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5、成瘾习性驱使下的娱乐方式 

吸毒人群的娱乐方式，主要以进档赌钱、蹦迪为主，没有更多的精神追求，他们的

娱乐多半和他们的成瘾习性有关，这些常年习得的习性，积习难改，也成为他们娱乐的

主要动力源。在这些习性的驱使下，他们在社会上寻找着他们的快乐！但这些快乐都是

暂时的，他们在不同的场域中，重复着各种成瘾行为。 

海洛因使用人群的娱乐方式和吸食摇头丸的吸毒者还不完全相同，摇头丸群体更喜

欢比较吵闹和刺激的环境，而吸食海洛因群体并不经常光顾这些场所。但他们和新型毒

品吸食人群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娱乐方式都是很容易让人痴迷和成瘾的。不管是

赌博、网络游戏、网聊，都是让人很容易着迷，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时间过得比

较快”、“人活得比较充实”、“比较好打发时间”。所以，他们在娱乐方式上产生的

这种定型化，即对于可能导致成瘾的娱乐方式的喜好和参与，使他们依然徘徊在不良人

群充斥的环境之中，如麻将档、棋牌室亦或网吧、桑拿、宾馆饭店等场所。 

 

三、结 语 

 

总的来看，吸毒人群自身生活方式的定型化作为一种已经固化的生活方式，与主流

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这种生活方式上的差别是所有吸毒者都没有意识到

的，他们毫无自我意识地不断重复着他们的生活，无意识中和正常社会越拉越远，成为

一个边缘而且不为社会所了解的边缘人群。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中大量的反社会因素也成为社会对他们排斥的根源。生活方式的定型化问题，实际上提

醒我们，对于吸毒人群的社会帮教，更多的要从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入手，才能从根本

上解决“心瘾”问题。 

 

注释：  

［1］刘能.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多维度的解析[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3，04. 

［2］张春兴.张氏心理学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3］韩丹.吸毒人群调查[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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