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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活方式类型学  

    除了上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韦伯和凡勃伦的学术一脉相承的两条思路之外，对生活方式

类型的研究在理论方法上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种研究取向在理论上借助人格心理学和社会

心理学，在方法上使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得出的成果很有意思。 

我们在此选择一位芬兰学者和一位美国学者的研究作介绍。 

    罗斯等人利用芬兰一个发展很快的城市万塔市（赫尔辛基附近）100名居民的自传资料，

建立了另一套生活方式类型体系。这一类型体系是以四个主要指标为基础建立的： 

1)生活控制。它表明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能否管理自己的生活，是否感觉到自己是生活的主

人。2)基本生活印象。这个指标表明：第一，从取得经验的观点来看，个人（家庭）的生活是

否丰富多采，即生活中是否充满了各种事件；第二，事件的性质主要是什么（不利的或有利

的）。3)个人（家庭）生活的社会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别程度。4)主要生活定向的总和。他们

根据这些指标把生活方式分成四种类型。1)真正幸福的多面型。基本特点是：外部控制和真实

的内在控制程度高；生活充满事件、丰富多采，反面经验不多；社会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区

别不大。这种类型的主要生活定向是独立而稳定的工作，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良好，拥有某些

社会利益。2)普通传统型。这种类型的人控制外部事件的程度低但自然的内在自我控制表现得

相当充分。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区别相当小，生活中既有有利的事件，也有不利的事件。主要

价值目标不像第一种类型那么确定，但与它们相似。3)现代的无内容型。这种类型的特点是外

部控制和内在控制程度高，生活比较单调，但是，生活中的正面经验占优势。大多数事件不能

说是鲜明的、激动人心的。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区别特别明显。在定向问题上注重职务的晋

升、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成就和私人生活，自我欣赏。4)十分不幸型。这种类型的特点是外

部控制和内在控制的程度差，基本上是不利的生活经验，几乎只以私人生活为定向。（罗斯

1982:63-65） 

    美国学者米切尔(Arnold Mitchell)根据调查对象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归纳出4大类共9种

美国生活方式：一、需要驱动类，包括1)活命型生活方式（处于生活方式类型的最底层，生活

拮据，几乎没有任何奢侈的消费）；2)维持型生活方式（对社会抱有负面情绪，但仍怀有希

望，比活命型的境况略好一点）。二、外向类，包括3)归属型生活方式（美国典型的中产阶

级）；4)奋斗型生活方式（勤奋工作，充满野心向上层社会爬）；5)成功型生活方式（各行各

业的顶尖人物）。三、内向类，包括6)我行我素型生活方式（在个人生命周期中持续时间不

长，很可能父母是成功型的）；7)体验型生活方式（以获取新经验为最大的满足）；8)社会自

觉意识型生活方式（重视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四、外向与内向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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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类，即9)综合型生活方式。他的数据来自对全国1600人的抽样调查，问卷涉及800多个问

题。他因而能够对每种类型所占的比例、衣食住行及闲暇时间的消费状况、社会价值观及政治

态度作出详细的描述(Mitchell 1983)。 

    与传统的把生活方式作为阶级、阶层或群体差异的附属概念来对待的学术取向相比，生活

方式的类型及类型学的提出及其个案研究标志着生活方式最终成为了专门的、独立的研究方

向，是这种学术活动的一个很大的进步。与方兴未艾的把生活方式转化为直观的消费行为来调

查研究的取向相比，生活方式类型研究则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研究方向：它既包括可以客观

观察的消费行为，也重视价值观等主观的认知和评价。但是，就学术的和社会的影响来说，西

方当前真正兴盛的还是关于消费行为的研究。 

            四、从“方式”到“风格” 

    我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叙述了西方生活方式研究的历史脉络，特别是其间的主要思路和基本

理论方法。我们希望这一知识背景有助于我们把叙述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更加核心的概念问题

上。西方学者对生活方式概念所下的定义达几十种，几乎是每位论者都有自己的定义。如果仅

就这些定义进行比较，很可能不得要领。但是，如果同样把它们放入学术史来考查，我们就会

发现有一根红线贯穿其中。这根红线就是对差异性的强调。 

各位论者考虑的对象可能不同，采用的参照标准可能不同，但是，都是在用“生活方式”思

考、辨析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的差异。 

    我们先从现在流行的英文工具书了解关于生活方式的比较规范的定义。1994年版的《传播

与文化研究中的核心概念》说，生活方式指“文化认同和文化活动的辨别性标志

(distinctive configurations)，并且这些标志特别与现代处境和文化消费形式相联系”；

“生活方式(lifestyle)的概念可以用于描述构成某一群体或个人的‘生活风格’(style of 

life)的特殊模式和显著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s)。……生活方式被理解为任何现代社会

的构造物的‘组成部分’(fragments)，用以显示其中包含着何等程度的‘选择’(choice)、

‘差异’(difference)以及创造性的或反抗性的文化可能性(cultural possibilities)。因

此，生活方式概念倾向于强调特定生活资料和社会条件的象征表现的特殊形式”

(O'Sullivan,etc,1994:167)。这一定义及其解释强调的是“辨别性的”、“特定的”、“特

殊的”或“显著的”，强调的是“标志”、“特征”或“差异”。 

    “生活方式”在英文中大致经历了从短语(style of life)到合成词(life-style)再到单

词(lifestyle)的演变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韦伯、凡勃伦谈论生活方式的文献基本上可以

说属于生活方式概念的短语期，通常使用的是"style of life"。他们都没有给这个短语下定

义，因为它是被用来解释别的概念的，而不是被解释的概念。虽然没有专门的定义，但是，它

在他们的上下文里被赋予的含义却是明确而稳定的：如前所述，它被用来表示阶级（马克思主

义创始人和凡勃伦）或社会地位（韦伯）之间在生活上的相 

互差异。他们所谈论的差异还有更深一层的共同点：这种差异不是个人的主观选择，而是由经

济状况从整体上决定的，也就是说，生活方式的差异与由经济决定的社会分层是对应的，你属

于哪个阶级或阶层，你自然就会有哪种生活方式。 

    在他们之后，“生活方式”发展成一个专门的术语，其语言标志就是合成词(life-style)

的广泛采用。在合在词时期，它既然已经被学术化，学者们自然要给它下定义。 

从我们的文献检索来看，合成词时期持续到70年代。那么，我们就以70年代的两个例子来看这

一阶段的定义的一般水平。定义一：“我们把生活方式视为一种宽泛的规范(rubric)，在它之

下可以包括一系列行为和行为取向，它们显然都需要个人时间、精力和金钱等资源的投入。研

究者调查的此类行为不是穷尽了一切可能性，而是对许多社会科学家关心的行为方式与社区类



型的关系具有代表性而已”(Tallman and Morgner1970:337)。定义二：“一种生活方式的定

义应该涵盖特定的群体性的范围，在个人可以支配的收 

入的花消以及作为这些花消的基础的动机方面，群体成员之间是相似的，与他们之外的人则是

不同的。因此，对生活方式给予一个地道的统计学界定时，应该把动机和消费频次都作为分析

数据”(Zablocki and Kanter 1976:270)。70年代初和70年代后期的定义与经典作家所赋予的

含义相比既有连续性又有显著的变化。其连续性在于，它们强调“代表性”，强调与群体外的

“不同”，仍然都是在强调群体的特征和群体之间的差异。 

其变化在于，个人开始受重视，生活方式的范围不再是研究对象的生活整体，而是由研究者为

了操作上的便利而挑选的具有代表性的行为和行为取向。但究竟设计哪些行为及其取向呢？这

通常要由研究者根据社区类型和所关心的问题来选择。按照这种定义，生活方式已经没有客观

的、学者们共同承诺要探究的范围。 

    在80年代，生活方式概念在西方文献中已经由合成词稳定为单词(lifestyle)。这一概念

的基本含义仍然是研究对象的相对差异，但是也出现了新的转向，这一时期的学者谈论差异是

从个人出发的。在8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索伯尔(Michael E.Sobel)指出了这种倾向：“一

种生活方式被定义为个人、群体乃至一种文化的特征都是有意义的。但是，社会学研究者通常

在个人层次上使用这一概念，尽管也有一些例外”(Sobel 1981:28)。这种倾向在理论上的反

映则是生活方式定义对个人性的重视，如英国研究文化社会学的著名人物费瑟斯同(Mike 

Featherstone)在80年代后期写道，“‘生活方式’这个术语现在很流行。在当代消费文化

中，当这个术语在比较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指特定的地位群体(status groups)的生活的突出

风格(the distinctive style of life)的时候，它隐含着个人性(individuality)、自我表现

(self-expression)和对风格的自我意识(a stylistic selfconsciousness)。个人的身体、衣

服、言谈、业余消遣、饮食爱好、住 

房、汽车、对度假的选择等，都被认为是占有者／消费者的趣味的个人性和风格意识的指标”

(Featherstone 1987:55)。从80年代以来，对生活方式概念的讨论流行使用“趣味”、“风格

意识”、“表现”、“选择”等着重个人差异性的修饰语。 

    我们看到，对生活方式的界定始终是围绕对象的“差异性”发展的，同时，各个阶段的学

者认识“差异性”的立足点却是变化的。在经典作家笔下，个人生活模式的差异是由个人所属

的阶级、阶层客观地和外在地决定的，这种差异覆盖着整体的和全面的生活，表现为个人与所

属群体的必然统一。因此，他们谈论的差异直接就是阶级、阶层的差异。在第二阶段，差异的

客观性变得模糊了，学者们谈论的差异不再是全面的，而只是其中由学者主观认定的具有代表

性的若干方面。这种定义在学术上是与统计分析方法 

相配合的。这一时期流行统计分析方法，需要简化指标，使变量便于操作。这种变化根本上是

社会变化的反映。此时西方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分层复杂化，传统的阶级界线不再那

么明确，个人生活方式的差异与个人在经济上所属的阶层也不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也就没有

公认的“客观性”可言。在第三阶段，西方社会普遍认为自己处于消费时代（实际上，西方向

消费社会的转变发生得更早），个人生活方式的差异只能部分由社会经济地位来解释，个人的

主观选择往往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所以，80年代以来的定义把生活方式差异的立足点转向

个人，其中的潜台词是说，生活方式的差异与其说是由经济决定的，不如说是由个人选择的。

准确地说，在这种背景里谈论个人趣味所选择的生活模式实际上涉及的是风格问题。 

    可见，西方学者从80年代以来所使用的"lifestyle"概念的意义发生了从“生活方式”向

“生活风格”的转化。这种转化在理论上的直接反映是美国社会学家索伯尔在80年代初的论

证。他通过词源学的方法把"lifestyle"折开，追溯"style"的含义。"style"译为“风格”，

在日常用语和美学上被用于概括与众不同的属性。他引述冈布里奇的话说，“风格是任何一种

特殊的因而是可以识别的方式，一幕戏依它而表演，一部作品依它而创作，或者说，应该依它

 



而表演和创作”，但是，只有一些基本的条件被满足的时候 

，谈风格才算有意义：“只有在多种选择的背景下，一种特殊的方式才能被看作是表现性的

(expressive)……如果表演者或作者在多种表现形式之间没有选择的可能性，也就没有风格可

言”(Gombrich 1968:352-353)。因此，他认为"lifestyle"的定义与冈布里奇对“风格”的定

义应该是可以类比的(Sobel 1981:29)。在这种时代背景和学术语境下，前述费瑟斯同在80年

代后期以及1994年版的《传播与文化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所使用的"lifestyle"（有时则直接

使用"style"）再被理解为“生活方式”就不准确了，而只有被理解为“生活风格”才比较贴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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