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 近代中国研究 >> 专题研究 >> 社会史 >> 文章正文

社会时尚，流动的众生相    热      【字体：小 大】

社会时尚，流动的众生相

作者：刘志琴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9-15

在琳琅满目的各类图书中，作为社会科学这一类，从来是以学术性、科学性和思辨性的严肃面孔端坐在文化事业的神圣殿堂。由于专事论述中

外古今的大人物、大业迹、大事变，在一定程度上又疏离了平民百姓，尽管平民百姓也能从这些书籍中得到知识的给养和精神陶冶，然而那毕

竟不是民众生活的本身。因此，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民大众，只能成为历代王朝兴亡盛衰的观光客。何时才能把芸芸众生的甜酸苦辣载入史

册?  这一最寻常的要求却延误了几千年。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新史学的开山大师梁启超猛烈抨击旧史学，认为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史，这一论断虽然有些偏激，但他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要求史学著作面向民众的生活却是至理名言。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著述，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然而，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又变

成人与人的斗争史。打开历史读物，只见风云变幻，制度消长，政权更迭，人民大众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和生活?  他们的衣食住行、消闲

娱乐、婚丧喜庆、交际应酬往来是什么样子?  有什么快乐和烦恼，追求和时尚?    种种贴近民众的话题又沦为无足轻重或视而不见，往往模糊不

清或语焉不详。在这样的历史著作中，穿梭来往的历史过客，没有生活，没有七情六欲，没有个性，千篇一律，形同一个模式刻出来的样板。 

 

    生活，包括吃穿用和休闲在内，本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只是在吃什么、穿什么，怎样吃、怎样

穿，怎样劳动和休闲的方方面面表现出种种差别，从而表现出阶级的分野和不同的文化意识。所以日常生活又是文化的“物化”形态，是亿万

百姓的本体。人，没有生活和生活的心态情感，就是抽象的人、干结的人，充其量只是政治版式或经济法则的人格化。学术研究如此僵化的直

接后果，是肇成研究现实社会、生活方式、社会风尚和文化传播的社会学和文化学中断数十年，由此株连到社会史和文化史作为一门学科专业

也消声匿迹数十年。 

 

    改革开放刷新了现实，也刷新了历史论著的主题。八十年代在中国出现的文化热，是包括文化史、文化理论、文化建设与展望等一系列重大

文化课题的研究热潮，它的发展已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渗入到各门学科，直接推动了社会学和社会史的复兴。九十年代随着现代化的发展，

商品经济大潮的深入，大众文化崛起，这是与现代都市文明紧密相连的通俗文化，是人民大众精神生活的需求和行使文化权力的产物。由于它

适应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从而跃为社会文化的主流，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旺，大众文化的

崛起，都以古往今来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价值取向以及人际关系作为关注的对象，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以对读者

市场特有的吸引力，促使历史工作者及时调整了研究方向，因此各种各样的风俗丛书、生活丛书、衣食住行、日用器物、民众娱乐，以及描述

农夫工匠、僧道隐士、侠盗乞丐以至恶霸、骗子形形色色众生相的历史读物成为出版的大宗。这不仅充实了数十年来历史著作中的空缺，也极

大地丰富了历史表述的题材。 

 

    然而，通观这些众多的作品，很容易发现，绝大多数的这类著述多局限在古代，与现实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近代中国社会风尚和生活方式的

变迁，甚为稀少，以至又形成新的薄弱环节。 

 

    近代中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而又最复杂的历史时期。辉煌的古代，屈辱的近代，迫使中国人从沉睡中奋起，为救亡图存，求富自强，

前赴后继，成就了数 

 

    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近代社会文化，处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下游，它犹如哺育我们的黄河、长江一样，离源头愈远，流驰的路程愈长，

汇集的百川愈多，下游也愈加壮阔。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对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来说时间不算长，但它汇集的流量，远远胜过它的中上

游。社会的急剧变化和西方文化的涌进，猛烈地冲击传统的社会生活，世态民风新旧交替，古洋杂陈，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社会时尚，

是民众生活、行为、情感和心态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相互模仿和追逐的群体趋向。由于群体性，在人群集中的现代都市生活中最容易发

生此行彼随，你唱他和，相染成风的效应。它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中中传承，又因时顺势，变动不居，时隐时现，起落无

常。你方演罢，他登场，千姿百态，川流不息。所以社会时尚又是流动的众生相。选择这一百多年来最贴近民众生活，富有典型价值和现实意

义的社会热点，展现社会风尚变迁的生动景象和具体历程，是我们这套丛书由衷的愿望。 

 

    近代中国被迫打开了大门，涌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中国人并非都对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物一概拒之门外。作为现代化前沿

的通信手段来到中国并促进了中国驿传事业的更新。其中最为实用、美观，具有收藏和保值价值的邮票，受到人们的喜爱，集邮成为发展最为

迅速的时尚。一种源于西方民众的爱好，在欧洲兴起半个世纪就悄悄在中国生长，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博得几千万邮迷的狂热追求。并非土

生土长的时尚，如何在中国遍地开花，引得人们如痴如狂?  不同民族和国别的民众在这小小邮票上的认同，反映了生活方式国际化的倾向，还

当中国处在早期现代化的伊始就已经潜滋暗长。现代中国剧烈的政治变动和金融事业的发展，使得这民众时尚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悲欢。清朝邮



政由洋人赫德主持改革的是是非非，集邮黄金时代艺乐宗风的旨趣，国难当头集邮家的荣辱不惊，纸醉金迷中保持一方净土的高雅追求，国宝

极品的传奇和轶闻，十年动乱邮家被抄、邮集被毁的劫难，当今集邮投资的狂潮，集邮市场的起伏跌宕，集邮者的种种心态以及国际交流中的

掌故佳话，无不交织着政治经济和世道人心的波澜起伏，而又有它相对独立运行的规则。邮风与世风息息相通，邮运与国运荣哀与共。《近世

邮风》以丰富的集邮知识和深厚的文化功力，用不长的篇幅把百年来邮风的盛衰和复炽，写得引人入胜，使得小小邮票，情系千家万户，荟萃

百年沧桑，方寸之地呈现万千气象。 

 

    如果说集邮是西风东渐，经过本土吸收消化的洋时尚。那土洋结合，令人爱不释手又恨之入骨的赌博，又如何在人间制造种种喜剧、闹剧和

悲剧。《赌博纵横》一书，以赌具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揭示它从游戏蜕变为以赌取财的大不幸。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向这市井俗物的渗

透，招引不少好事者包括著名的文人雅士甚至皇帝都参与赌具的发明和制作。官场的腐败，士林风气的丕变都与赌博有不解之缘。那种温文儒

雅与赤膊上阵，聪明睿智与愚昧无知，严肃的圣人说教和放纵邪恶的拼博，极不调和而又混渗一体。以跑马、吃角子机、彩票为代表的西方赌

博传入中国，使中国的赌风有增无减，黑幕重重，赌博由小家小户演变成集团性的参预，成为社会的赘疣。中国的赌博与伦理挂钩，施展运智

代谋的技巧，不无消遣游乐性；西方的赌博与慈善联姻，以竞技寻找刺激为乐趣，肇成民众对赌博爱憎有加，使得禁赌时禁时弛，禁而难禁。

作者对比中外各阶层参赌人士的不同文化心理，中外国家对赌博不同的对策，不同民族的文化、宗教和信仰与赌博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认

为这是人类文明一个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  从而以此为契入点深入到民族文化的特质和国民文化心态，留给读者不尽的思索。然而参赌者不论

中外，一旦以博取钱财为目的，以投机取巧决胜负，那就成为破产毁家的事端，败坏世风的温床，官场腐败的体征。要实施社会改革，移风易

俗，又无不以禁赌作为整肃风纪的鹄的之一。本书概述中外古今种种禁赌的规章和趣闻、舆论和民谚，阐明社会控制的有效方案。对这一俗而

又俗的事物，予以理论的精辟透析，成为一本动人以情，晓之以理，雅俗共赏的读物。 

 

    在近代时尚中最令人深恶痛绝的，是毒品在中国的泛滥和吸毒成风的教训。这是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祸害。他们用偷运走私和武力

强迫的无耻手段，将成批的毒品输入中国，从中国人民身上攫取巨额财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贪官污吏的横行，内外勾结，为虎作胀，加强

了这一灾难在中国的蔓延。尤其使人痛心的是，有许多愚昧的农民进行种植，饮鸠止渴；不孝子孙，争相吸食，甘心与毒魔为伍。致使中华民

族沦为“东亚病夫”，受尽屈辱，令人触目惊心。那种毒烟弥瘴的灾害，诱人忘返的魔窟，法外逍遥的烟帮，黑吃黑的争斗，无能政府的荒唐

举措，令人心颤、愤慨，拍案而起。中国人民为了消除这一灾害，从1840年就揭起了鸦片战争的反抗大旗，拉开了近代史的序幕。自此以后禁

烟复禁烟，重关漫道，儿多曲折。新中国建立不久，就把烟毒一举扫灭，创造了世界禁烟史上的奇迹。然而以往的有关著作大多局限在鸦片战

争时期或建国后的禁毒业绩，集中在百多年的两端，而对这一百多年来禁毒与弛禁的起伏不定，以及一波三折，多次反复的社会原因，甚少有

所涉猎。《烟毒兴灭》一书，纵横一百多年，从社会的内部和外部，上层和下层，多角度地，全面、系统地反映烟毒兴灭和当政者的对策，并

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某些不良因素去解析和鞭挞。如今社会转型之际毒品又卷土重来，面对这又一次毒害的泛滥。翻开这历史的一页，

看一看这足以令人杀身、破家、祸国，贻害子孙的血泪教训，和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沉沦，是一本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材。 

 

    芸芸众生的种种生活形迹，无一例外都以家庭为支撑点和归宿，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个细胞也是浓缩的小社会，点点滴滴折射时代的风

云。可以说，社会肌体的活力和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家庭细胞来维系和传衍的。近代社会的变迁，时尚和潮流的更迭，几乎都在家家户户

中得到演绎。二十世纪核心家庭的涌现，标示社会变革正在使家庭的功能和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动，留给今人思索的是，本是以大家庭

为本位的中华文化，又如何走出传统，给家庭以新的面貌。《家庭变迁》是一部研究有素的力作。中国传统的家庭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维系了中

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它历经战乱颠沛，家世盛衰，但其制度鲜有更新，以致有人认为中国家庭制度的坚固性比万里长城有过之而无不及。近代

社会的剧烈变动，打破了这一神话。家庭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十分引人注目，作为传统家庭向现代转型中的近代家庭，不仅被当时的思想先驱视

为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而且它每次重大的变迁又几乎都是由社会变革的冲击引发的震荡。太平天国对家庭冲击的旋风，启蒙思想家们对

传统家庭积弊的抨击和废除家庭的空想，妇女走出家庭和贤妻良母主义的提倡，取消家庭和改造家庭的争议，大家族制度的崩溃及其引发的思

想界的论战等等，近代中国有七次大变革与家庭密切相关。当前又再度响起要求妇女回归家庭的呼声，与此同时又不断出现同居配偶的关系，

充分表明中国现代化的每一步进展或徘徊，家庭总是首当其冲。在当今社会改革日新月异的年代，家庭和两性关系又将向哪里去?  对这一人人

都有可能体验到的世态民情，而未必人人都能感受到历史发展的脉络。家庭结构日益简化、家庭规模日益缩小、家庭关系日益松动、家庭观念

日益淡化、家庭功能日益削弱已是发展的大趋势。而这一切又莫不与社会风尚息息相关。在当前对近代家庭研究甚少的情况下，这本书将以精

品之作与读者共享。社会时尚，不易规范，性质不一，有善有恶，善恶交错，甚或善恶莫测，也有非善非恶的一种现象。可能清风徐来，可能

疾风劲吹，也可能动地狂飚，油然而起，骤然消失。萃取最有大众性、反复性和连绵性的，人人可以感知而未必深知的时尚，予以系统地、历

史地解析和评论，使人玩味!  省思!  惊醒!  该爱的去爱，该恨的去恨；该传承的发扬；该淘汰的唾弃；该堵绝的，人人得而诛之。只要有一颗平

常心，就不能不受到感染。这套丛书会带给你一份情感的震荡和理性的思索。 

 

    丛书的作者分处东南西北，为了一个目标共同缔造了这套书，就其研究和写作来讲有三种情况，值得向读者叙说: 

 

    一、他们都是研究有素的具有高级职称的教授、编审和研究员，对所写的专题有长期的资料积累和研究，即使在同行当中也属领先的地位。

为了把人民大众的话题还归人民大众，都把专业性很强的课题，化解成大众爱看的读物，厚积薄发，翔实可信，做出了学术著作通俗化的范

例，所以它又不同于一般的通俗读物。 

 

    二、该丛书都是按历史的线索进行叙述，但不同于一般史话性或教科书式的著作，避免就事论事，而用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眼光，考察所写的

问题，拓展广度，开掘深度，以新颖的视角和抒写方式，带动读者进入社会文化知识的广阔领域。 

 



    三、这套丛书本是受之广州出版社的稿约，由于其他原因一再被拖延出版。民主与团结出版社当机立断，接过这套丛书，并以最快的速度编

辑出版。这使作者高兴地看到出版者也需要竞争和胆识。大众文化的崛起和社会文化研究的开展，都预示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社会风尚必将

成为引人注目的热门课题。在这跨世纪之交，我们不求完善但求起步，推出这套书，供人阅读，也供人评头论足，企望它成为引玉之砖，也是

我们由衷的愿望。 

 

(《都市潮丛·序》，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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