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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日常生活对于个体来说，既是外在的、独立存在的、结构化的领域，又是进行实践活动与意义生成的

场域。 作为一种分析范式，日常生活研究打破了宏大理论的叙事传统，为我们理解微观层次的价值世界、个体实

践、文化互动、社会结构等提供了多元的分析框架。 将日常生活作为方法和视角来研究中国社会，对于理解普通民

众的生活实践和内在逻辑，探讨个体或群体的生活际遇与时代变迁之间的密切联系，深入考察中国独特的历史文

化和现代处境等，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 结合现代性与本土性、结构性与能动性、多元性和流动性、传承性与发展

性，从时空、生活与制度、城乡、生产与消费以及“物”与社会文化的维度，勾勒中国日常生活的图式特征，可以为构

建立足于中国语境的日常生活研究提供启发性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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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

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

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

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日常生活（ ｅｖｅ⁃
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研究发轫于西方，从理论引介、应用与反

思到立足中国实际，对中国社会展开微观的或日常

生活的研究，是增强理论解释力、构建本土学术理论

的重要实践。
作为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方式，日常生活是人

类展开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具有历史性、重复性、
实践性、烦琐性、物质性、多样性等特点。 日常生活

包含着人们的吃喝拉撒睡等惯常行为，这使其往往

被视为非本质的、习以为常的、给定性的，琐碎、平庸

而单调，缺乏活力与生机。 因而，在较长一段时期

里，学术界更关注那些宏大的叙事，正统的史学也往

往将王朝更迭、精英人物作为记述的对象，着力于社

会制度和重大社会活动的研究，对普通的或大众化

的日常生活缺少应有的重视。 ２０ 世纪哲学的一个

重要转向是由理性世界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西方学

者重新思考日常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关注社会事实

层面的经验世界，并日渐将其发展为一个重要的理

论思想。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日常生活自提出以来，逐渐

由哲学领域向其他学科领域延伸。 在学者们的笔

下，日常生活实践充满质感与意义，蕴藏着多维的互

动关系与结构化机制，映射着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
以及个体与文化、国家与社会、历史与当下的张力。
本文在溯源既往日常生活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对国

内日常生活研究的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旨在拓

展中国本土日常生活研究的范畴，为构建中国特色

日常生活研究路径和知识体系提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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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常生活范式：作为一种
研究视角和方法

　 　 日常生活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方式，
任何个体和群体都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生息。 何谓

“日常生活”，在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研究中，其内

涵与外延具有不同的认知与阐释。
“ｅｖｅｒｙ”源自中世纪英语“ｅｖｅｒｉｃｈｅ”，“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作为形容词，可译为“每日的；日常的” ［１］ 。 第七版

《辞海》对“日常”并未做释义，但对“生活”有专门

解释，可指人的各种活动，如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也
指生存、活着，生涯、生计或工作、手艺［２］ 。 据此，日
常生活可以被理解为人们日常的各种活动或生存状

态。 显然，这些认识与学术界对于日常生活的定义

有着本质的区别。
现象学之父埃德蒙德·胡塞尔在其经典著作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提出了“生
活世界”（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ｌｔ）的概念，指出“生活世界是原初

的自明性的领域” ［３］ ，以此来批判与反思现代科学

理性。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

中提出了一个同胡塞尔的 “生活世界” 相似的概

念———“生活形式” （ ｌｅｂｅｎ ｆｏｒｍ），并认为语言是人

的活动或生活形式的一部分［４］ ，试图将语言从抽象

的逻辑回归到生活世界。 奥地利裔美国哲学家、社
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认为，“日常生活的世界”
在我们出生很久以前就存在，以“现有的知识”的形

式发挥参照图式的作用［５］ 。 这里，舒茨强调了日常

生活世界的先在性。 此外，存在主义哲学对人在世

生存的本质的反思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提供了思想

基础［６］ 。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

利·列斐伏尔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政治经

济体制的宏观批判转向日常生活批判。 在他看来，
日常生活是具体而独立存在的，同时也是结构化的。
日常生活不等同于现实，现实没有包括日常生活的

抽象内涵，如 “活生生的经历、转瞬即逝的主体

性” ［７］５４７－５５２。 日常生活也不是社会系统的子系

统，而是作为生产方式的基础领域的独立存在，包括

表现形式和深层结构，同时是个人的、群体的（家
庭、同事和朋友等）、社会的［７］５４４－５７９。 列斐伏尔深

刻揭示了由技术理性和消费社会构建起来的现代资

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内在本质，对日常生活本身的衰

落展开了批判性分析，主要体现在其不同时期所撰

写的《日常生活批判》三卷本中。 同时，一些著名思

想家如居伊·德波、鲁尔·瓦纳格姆、阿格妮丝·赫

勒、卡莱尔·科西克、尤尔根·哈贝马斯等也基于各

自的研究，从现实关怀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在日常

生活世界的生产、消费与精神等领域的全面异化展

开深刻批判。
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批判主义路径不同，日

常生活实践理论强调日常生活是实践的场域，在对

社会精英主导的生产与消费领域加以理性剖析的同

时，强调大众作为日常谋略者和实践者的创造性，关
注大众日常生活细微的环节，将目光投向底层与弱

者，书写大众的日常行动策略与生活美学。 其代表

人物主要有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法国哲

学家米歇尔·福柯、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等，他们从不同视角使用实践概念来分析社会理论

中的基础性议题。 在社会学领域，一些学者基于现

象学、符号互动论等的启示，强调了个体或行动者在

结构规则中的“策略”或“行动能力”，以反思日常生

活中司空见惯、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事物与现象，如欧

文·戈夫曼的“拟剧论”、哈罗德·加芬克尔的常人

方法学、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等。 后现代理论则

试图解构日常生活的既定意义和宏大叙事，强调差

异、多元，如让·鲍德里亚对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媒
介、身份认同等的关注。

可见，基于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和对人类生活境

遇的关注与思考，学者们试图从生活世界找寻一条

鲜活的认知人类社会生活的路径，并建立起具有严

格知识体系的研究范式，从而显示出其与具体的日

常活动的区隔。 在他们看来，日常生活是先在的、结
构化的，是为人的生存与价值创造提供基础要素而

又独立存在的领域，同时又是动态的、多元的，由日

常实践不断生成并建构新的意义。 如此，日常生活

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既根植于具体的日常生

活实践，又脱嵌于烦琐、重复、庸俗、乏味的日常生活

节奏，显示出其深邃的思想内涵。 概言之，日常生活

研究的不同范式为我们理解个体经验、人际互动、文
化实践、社会结构等提供了多元的分析框架。 纵观

日常生活的经典研究与新近发展，可以发现，其呈现

出从被视作研究对象到作为研究视角与方法，从对

理论创新的追求到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从整体性视

角逐步具体到某一特殊的主题等一系列特征，为中

国学术界展开日常生活研究的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

论基础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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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引介到本土观照：中国学界
日常生活研究的实践

　 　 自古及今，日常生活的实践与体验是中国人感

受与理解社会生活、生存意义的归依。 在中国古籍

中，不乏有关日常生活的相关记载与研究，如《礼
记》中就包含丰富的日常生活史内容，记载了古人

一天的生活安排、一年的时令行事和一生的人生节

律［８］ 。 不可讳言，尽管中国人重视日常生活的内涵

与实践，但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去认知、阐释社会生活

的意义、变迁与结构，却肇始于西方学者。 伴随着中

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在

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表现，日常生活研究逐渐受到国

内学界的关注，并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和

民俗学等学科中得到体现和实践，其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国外日常生活概念和相关理论的解读、

应用或借用，如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日常生活实践

理论以及微观社会学的相关解释路径的分析。 在理

论应用方面，较多的研究偏向于以列斐伏尔的日常

生活批判理论为切入点，研究城市更新中的空间治

理、街区邻里政治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伦

理”。 随着研究的拓展与丰富，也有一些研究脱离

了现象学、社会学等对日常生活概念的界定，仅将日

常生活作为普通人生活的文化空间或各种实践的总

和。 例如：陈辉关于黄炎村农民以家庭为中心的生

活伦理的叙事［９］ ；杨建华对诸如上学、做工、当兵、
经商、办厂、纠纷、通婚、分家、送礼、拟亲、游戏等村

民的日常活动展开分析［１０］ ，以此探讨现代化进程

中农民与社区、市场、城市、国家的互动；刘氚和何绍

辉的研究表明，底层民众常借用“哭” “闹”等日常

“诉苦”策略，表达其遭遇的苦难与困境［１１］ ，这实则

是其表达诉求的一种抗争技术；张敦福和阎秀杰通

过研究发现，上海居民餐桌剩余食物再利用的日常

生活实践有助于环境的可持续性［１２］ 。 上述学者的

研究，初步体现了作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基础领

域———日常生活的内在生命力。
二是在对国外日常生活理论加以反思与批判的

基础之上，重新界定适用于中国本土的日常生活概

念或进行理论创新。 例如：郑震提出日常生活是中

国社会变革力量的斗争场所及其合法性和有效性的

基础［１３］ ；牟宏峰提出了日常生活共同体的概念，并
将其界定为日常生活世界是以个体共同的价值认

同、生活方式和利益诉求等为基础，其文化纽带和所

处时空场域相对稳固的人类结合体［１４］ ；赵宇峰针

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中

国的基础社会建设应着力于培育日常生活共同

体［１５］ ；张兆曙在“日常生活”概念的基础之上提出

“事件性日常生活”，来指代那些不按既定规则和模

式进行的，以非暴力的、非正式的和非组织的方式反

抗制度安排的日常行为［１６］ 。 需要提及的是，一些

学者意识到民俗学既有的规定性概念难以把握民俗

在现代日常生活的渗透，进而提出民俗学的“日常

生活”转向［１７］ ，将日常生活作为视角和方法，从关

注具体民俗事象转向民众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研究，
理解流动的民俗和人们所意向性地建构的社会文化

事实，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反思日常生活的

“理所当然”，揭示日常生活的实践性与现实实在性

本质［１８］ 。 在上述研究中，理解中国传统日常生活

的独特性，从日常生活出发构建本土学术概念，以及

解释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等学术旨趣逐步

显现。
三是中国本土日常生活史的研究。 一种取向是

通过解读古籍诠释日常生活的本质与丰富内涵。 例

如：吴柳财通过对中国传统典籍《礼记·曲礼》的解

读，提出人的日常生活具有社会结构与时间性等基

本要素［１９］ ；戴黍认为《淮南子》传达了日常风俗对

于治国理民的价值［２０］ 。 另一种取向是历史学者借

助史料进行日常生活史的研究。 例如：常建华通过

清代嘉庆朝（１７９６—１８２０ 年）刑科题本提供的有关

清代中叶江西民众生命史的资料，对当时的人口、婚
姻、家庭、谋生手段、生态环境和社会冲突等进行分

析［２１］ ；王振忠利用田野调查中所收集到的一批民

间文献，结合口述资料，对明清以来徽州朝山习俗以

及与之相关的民间信仰和日常生活进行细致的描

述［２２］ ；陈宝良通过对明代的制度建设和民众日常

生活的风俗研究，分析各民族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

流史［２３］ 。 另外，王笛从微观史学的层面，通过考察

成都茶馆的历史、经济功能和茶馆作为社区中心等

议题，探讨其中所蕴藏的丰富日常文化和政治文

化［２４］ 。 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日常生活史确立了

中国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为民众，且立足于微观叙

事与民众的日常活动，逐渐成为社会文化史、历史人

类学等研究的基础。
四是将对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物”的研究

与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活动和价值秩序结合起来展

开讨论。 第一，物体现和隐喻着某种生活方式。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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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慧在《水井与自来水：一项基于侗族日常生活的

人类学考察》一文中指出，在具有现代技术意义的

自来水引入许多民族村落前，水井是人们日常生活

的重要设施和进行信息交流的地方。 在侗族社会，
水井承载着社会文化的物质、制度与精神意义。 而

在自来水进入乡村社会之后，水井逐渐被废弃，“集
体”被分割为“个体”，自我与个人主义蔓延，导致村

落传统文化被逐渐消解［２５］ 。 第二，“物”承载着深

刻的历史与社会文化内涵。 李曰强发现明代在进口

胡椒贸易与本土化种植的推动下，胡椒由奢侈品一

举变为日常用品，且胡椒在明代的商贸、饮食、医药、
军事等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２６］ 。 第三，物印证了

社会变迁。 姜立强和张勤谋在《“物”视域中的农村

制度变迁与农民日常生活》一文中认为，集体经济

时期，农村制度安排具有“去商品化”特征，农民日

常生活层面“神圣化”和“去神圣化”并存。 改革开

放后，制度变迁以“商品化”为方向，日常生活中农

民“双重分化”。 现阶段，农村公共物品“去商品化”
特点改变了“物”的供给逻辑［２７］ 。 中国语境下的日

常之“物”，超越了其实用属性，承载了人与物、人与

人以及人与社会、国家的情感联结，是历史与当下、
地方与世界、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产生联系或区

分的介质。
五是从日常生活角度分析个体如何应对日常生

活领域的变迁。 阎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

提到，要从普通人在其日常生活中应对制度变迁的

视角和经历来考察变化中的中国社会。 他敏锐地观

察到，个体的崛起和社会的个体化正在悄然重塑中

国人和中国社会［２８］ 。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策、
技术变革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农村发生

了巨大的变迁。 耿琳等通过对广东省军埔村的研究

发现，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电子商务与网络技术的发

展改变了村民的共同价值观及其对村庄的感情和生

活节奏。 而作为“旧”与“新”的混合体，农村的社会

空间被村里的大多数老人划分为“上位”和“下位”。
前者是指电子商务集中、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后者指

的是传统的农村居民区。 老人认同“下位”的传统

居住区和更愿意去祠堂寻求安慰［２９］ 的情感和行

为，呈现了他们在社会转型期的价值省思与自我调

整。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日常生活领域持续地、
或隐或显地发生着根本的、深层次的变迁。 在此背

景下，不同年龄、性别和阶层等个体或群体的生活境

遇与主体性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在引介和运用国外日常生

活相关研究范式时，除了借助西方理论对中国社会

加以阐释外，也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社会特点，关注具

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和经验，对相关理论进行对话或

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见。
在这些运用中，学者们较为注重实践层面，着力于具

体人群的行动或具体场域以及与之相连接的社会事

实，呈现出中国日常生活研究的一些特色。 但同时

我们也看到，这些研究仍缺少对时间与空间、生活与

制度、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整体性观照，对中

国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社会、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日

常生活也缺乏系统性的表达和深度阐释。

三、范畴拓展：构建中国特色
日常生活研究路径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地域社

会文化丰富，如何从快速变迁的时代内外关联性中

呈现日常生活的特质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伦理”，
需要我们对日常生活研究的路径作进一步的思考，
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日常生活研究范式。 为此，
本文尝试从以下角度思考中国日常生活研究的进

路，以抛砖引玉。
１．时间与空间

首先，时空观主要从纵横维度探讨日常生活的

具体实践，并在比较中分析特定历史时期不同区域

的日常生活行为，呈现出日常生活的动态感，以及导

致日常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内在结构等。 在此进

路中，以小见大、由下而上地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世

界，力图从微观视角呈现历史的图景。 前述的日常

生活史研究便是对历史维度的观照。 中国自古就有

史述的传统，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籍，但在“正史”
的叙事中，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普通人、小人物并不

被重视，他们的日常生活被宏大的历史场景、精英人

物所遮蔽。 历史唯物主义将普通人的活动带入史学

研究范畴，从而实现了一次哲学层面的范式转移。
这种转移一方面克服了过分关注历史活动中观念的

因素，凸显物质生产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的叙事传

统；另一方面强调了群众的社会生活［３０］ 。 中国历

史悠久，地域广阔，为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和多维空间

提供了深厚基础，如何从碎片化的史料中爬梳不同

时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呈现历史发展脉络与

社会结构图式，是中国日常生活研究的一个重要

面向。
其次，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时空观对人们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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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将其纳入时空视角，有助于构

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日常生活研究范式。 第一，强调

对人、自然与社会整体性的关注。 中国哲学强调

“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将日常起

居、劳作、饮食等活动安排在天体运行和季节更替的

框架内，形成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循环时间

模式。 通过岁时的时间框架，民众将抽象的、不可逆

的时间转换为重复出现的日常生活［３１］ 。 故在研究

日常生活时，应关注人、自然、社会的内在关联，揭示

其互为构成、互相依存的时空运作规律。 第二，重视

伦理道德的时空向度。 中国文化中的“内圣外王”，
强调个人修养与社会秩序的统一。 日常生活蕴含着

丰富的伦理时空秩序，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理想序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日常规范，“昼
日不足，继之以夜”的时间管理等。 由之，分析伦理

道德的时空向度如何规约个体的日常实践，以及由

此形塑独特的生活方式，是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一

项重要内容。 第三，反思现代性带来的时空异化。
现代技术将人们的时间观念从农业文明的自然叙事

时间转变为抽象化的机器叙事时间，将人们的日常

生活空间从具体的事件性空间变为虚拟的功能化空

间和无机的碎片化空间［３２］１－４，导致传统时空秩序

受到冲击。 因而，立足于本土实际，挖掘中国传统时

空秩序的当代意义，对于从日常生活视角反思中国

现代化进程中的平衡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随着互联网技术全面渗透到生产、生活各

个领域［３３］ ，人们的生活节律被切割为线上和线下

两个时空，日常消费、出行、教育、医疗、政务等呈现

移动化趋势。 在时空加速、延伸，虚拟与真实互构的

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化生活和虚拟社交正影响或

重塑着个人生活和社会运行的诸多方面，人的价值

观念、文化实践、人际交往、劳动与休闲等更具开放

性、多元性，并深刻影响着权力主体、运行逻辑和互

动方式等，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日常生活主

体、日常生活空间及日常生活伦理结构都呈现出新

的特点［３４］ 。 显然，关注传统与现代时空秩序交织

的日常生活，是探讨新的社会发展图式和实现网络

美好生活的重要理论工具。
２．生活与制度

日常生活实践具有一定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与
此同时，每一个个体或群体都必然生活在特定的时

代和政治体系中，如何将国家与个体或群体经由制

度化领域连接起来，对此，日常生活无疑是一个较好

的视角或方式。 “ 生活与制度” 和 “ 制 度 与 生

活” ［３５］范式均尝试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论的窠

臼，关注“自上而下”的国家制度与“自下而上”的日

常实践的互动关系。 不同的是，“生活与制度”更强

调从生活的角度去理解制度，注重生活与制度的互

动关系［３６］ 。 一方面，国家制度、政策等会影响和塑

造个人的日常生活。 如在传统社会，国家以礼制塑

造日常生活［３７］１３５。 衣冠制度、餐桌礼仪、居住空间

的方位差异以及车舆、行进的礼仪安排，是维护秩序

与等级的工具。 除了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性需求

外，儒家礼乐还渗透于音乐、舞蹈等日常娱乐生

活［３８］ 。 又如 １８ 世纪，清政府对贵州苗疆进行渐次

开发，颁行了一系列政策，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习

惯、饮食习俗也随之发生改变［３９］ 。 再如，民国时

期，蕴含着三民主义理念与孙中山崇拜情结的中山

装，成为国民政府的统一制服，随后演变为个人的正

式着装［４０］ 。 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境下，个体也在日

常实践中表现出对制度规训的能动适应、协商或抵

抗。 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消费是被规定为

排斥享受的，但泡澡堂却成为北京人的一种生活潮

流。 尽管当时国家试图建立提供快速便捷沐浴服务

的平民浴堂，但是散漫、悠闲、享乐的沐浴传统并未

被卫生、节俭、效率等现代社会价值取代，早期公共

卫生制度试图对浴堂等公共场所进行规范和管理时

也常遭遇抵制［４１］ 。 值得关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７０ 多年来，公共卫生制度建设日渐成为国家

通过介入个体及集体健康进行社会治理的实

践［４２］ ，影响着个体的日常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故

而，国家的政策、制度等会在潜移默化中规训着人们

日常的基本认知，也会在短期内快速影响、渗透到人

们具体的日常实践。 而民众的日常实践同样会与国

家制度形成互动。 由此可见，“结构过程”既可由国

家宏观层面的制度、权力塑造，也可由个体通过日常

生活实践来织造，国家与个人经由日常生活使“结
构”处于永无止境的动态中。

３．城市与乡村

城市和乡村是构成一个社会的基本区域单元，
也是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面向。 从日常

生活的视角去认识城市与乡村，分析二者之间的连

接或互动关系，不仅能透视现代化、工业化对人类社

会生活和环境变迁的影响，也能促进我们进一步思

考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在传统乡村社会，
人们以自然节律为基本准则来安排日常活动，人和

土地之间存在着特殊的亲缘关系［４３］ 。 不同于乡土

社会，城市生活方式的日渐兴盛，使得其在很长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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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里被视为“进步”与“文明”的代表。 在城乡二

元对立的理论预设下，系统与生活世界呈现此消彼

长的二元对立关系［４４］ 。 尤其是在现代性的席卷之

下，乡村的主体性面临着极大挑战。 基于此语境下

的城镇化进程也是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转变，这在

发达国家和中国过往城镇化的实践中都有迹可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一直都在调

整和演进，从对立竞争转为融合互补，城市逐渐将乡

村纳入经济和文化主流［４５］ 。 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

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也贯穿于日常生活领域，直接

体现在卷入其中的社会成员日复一日的衣食住行、
柴米油盐、生产消费、娱乐休闲、看病就医等生活体

验与实践过程。 当前，在城乡社会转型以及网络社

会崛起的背景下，城乡之间的流动更为频繁，互动更

加紧密，城乡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动向。 其一，随着

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县域内形成了一

种一体化的城乡关系结构［４６］ 。 跨越村庄—县城的

时空经验，被编织进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日常生活。
家庭成员陆续进城陪读、就近务工，农二代进入县

城，并成为重要的生活主体［４７］ 。 新生活伦理塑造

下的农民家庭脆弱化［４８］ 、农民自我价值与身份认

同等现实问题，日益显现出“生活革命”酝酿的社会

风险。 对此，需要将其纳入中国城乡日常生活研究

的重点，以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其二，在农

民进城的同时，部分乡村地区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

象。 一些城市精英或中产阶层为了逃避城市的拥

挤、快节奏、喧嚣和污染，或基于对追求安静与自由

的乡村 “乌托邦” 的想象等，逐渐从城市流向乡

村［４９］ ，在重构乡村公共空间的同时，催生出乡村绅

士化现象。 由此牵动城乡生活模式的碰撞、调适与

平衡，对此，需要回归日常生活的视角加以审视和理

解。 其三，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活动嵌

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乡村地区以日常生活为核心的

空间实践转变为以文化场景为核心的空间呈

现［５０］ ，传统的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民族传

统文化与日常交往活动也由此发生了诸多变化，成
为考察中国本土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视角。 总之，
如何经由日常生活探讨当下的中国城乡建设和发

展，是一条具有时代特色和内涵的研究路径。
４．生产与消费

作为日常生活重要实践内容的生产与消费，在
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为理解中国社会生活的

变迁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

国，自给自足曾是许多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生

计类型与消费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作物的

种植还是消费行为，往往表现出“无废”的状态。 受

之影响，生生之德、道法自然、勤俭持家成为日常生

活遵循的伦理，村落中人们之间日常交往密切且相

互依赖，人与自然、生产与消费、劳动与闲暇，并未出

现明显的分化［５１］ 。 而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

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人口流动与迁移加速，居民消

费升级，跨国品牌渗透，生产活动与消费彼此分离，
打破了生活世界的宁静与稳定。

社会在向前发展时，劳动与需要满足、生产方式

与消费模式也在不断发生演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伊始，生产单位与生活空间高度重叠，日常生活呈

现出整体性与政治化的特征。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

建设中心地位的确立使日常生活的功利性增强，个
体性抬头。 进入 ２１ 世纪，日常生活消费（尤其是住

房等大宗消费）的全面商品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弱化了个人与单位、土
地、血缘家庭之间的关系［３７］１１０－１２０。 日常消费越来

越被“效率”“便利性”“符号性”“个性化”等要求所

规训和控制，并逐渐脱离日常需要的轨道，成为声

望、地位、权力、名誉等的象征符号。 在此情形下，个
体的精神世界被消费主义围困，生活世界的意义和

价值遭到侵蚀和损害。 当日常生活的失控感日渐弥

漫，部分国人或转而去追求一种极简的生活方式以

反思和抵抗日常生活的商品化［５２］ ，或回归中国传

统文化重构生产与消费的价值与情感内涵，其中最

为明显的体现就是“国潮”的兴起。 近年来，随着数

字经济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普及，新的生产消费伦

理日益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移动支付、直播

带货、虚拟现实、透支消费等重塑着人与人、人与物、
人与空间的关系和人们的价值观。 技术、资本对生

产与消费产生的影响，及其同个体生活价值与意义

的互构，以及由此塑造的日常生活图景等，成为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课题。
５．“物”与社会文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物质构成的世界，各种物质

以直观、可触及、不同形状、不同质感的外在形式呈

现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 “物”既是日常生活实践

的介质、方式或手段，也是其产物。 通过审视那些司

空见惯的“物”，可以揭示人生活的本质与意义，或
社会文化意涵，从而窥见日常生活的实在性与发展

性，进而构成理解我们自身的独到视角。 传统社会

中，在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熏陶之下，
山水、花草等自然之物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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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常之物的流动与交换，则是考察不同区域、族群

交互性和流动性的一个重要窗口。 如云南普洱茶贸

易的各个环节将不同的族群连接起来，茶叶赋予了

西南区域社会独特的文化叙事。 又如日常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盐，其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过程联结

起不同区域的人们，也是一段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治

理的一种重要方式。 此外，日常生活空间包含着一

系列的技术物，即美国学者艾尔伯特·鲍尔格曼所

说的焦点物，它汇聚各种技术要素而产生事件，对人

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 例如火炉，不仅把

取暖事件汇聚在一起，还会集了全家人的工作与休

闲，赋予家庭成员不同的角色分工与地位，代表着家

庭运作的时间节律［５３］ 。 日常技术物作为一个焦

点，是事件发生的空间性场所，并确定了人与人之间

的等级关系、分属关系等［３２］２０２。 中国古代技术物

椅子、门等都具有这样的属性。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

到来，现代技术物更加追求功能性与工具性。 如智

能手机，既是人们联系外界、彼此沟通的媒介，又是

人们工作、消费、休闲娱乐与社交的重要工具。 需要

关注的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会的崛起，现代技术物

或数字物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冲击乃至“殖民”，尤其

是智能机器人引发的日常伦理问题，是当下及未来

重要且不可忽视的研究议题。 可见，“物”并非中性

的存在，而是植嵌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秩序中。
解读“物”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有助于理解日常生

活的复杂面貌与相互缠绕的社会机体。

四、中国语境下日常生活
研究路径的主要特点

　 　 日常生活理论发端于西方学术界，经由胡塞尔、
舒茨、列斐伏尔、赫勒、法兰克福学派、德·塞托等不

断推进，逐渐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转向，并影响了

诸多学科的研究视野。 与国外日常生活研究相比，
中国的日常生活研究更具经验性与多样性。 本文尝

试跳出由理论出发去裁剪实践的局限，立足于中国

本土的社会文化，并从时空、生活与制度、城乡、生产

与消费以及“物”与社会文化的范畴，拓展具有中国

特色的日常生活研究路径，展现其主要特点。
１．融合本土性与现代性

中国社会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

日常生活模式和文化样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

进，近 ４０ 多年来，“压缩式”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社

会正经历快速而深刻的变迁，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本

土与外来生活方式交织碰撞、错综缠绕的样态。 尽

管日常生活的绵延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而流动，但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仍嵌入人们日常

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传统文化成为彰显中国文化

自信和激发民众民族自豪感的宝贵资源。 与此同

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仍在不断得到传承与发

展，并在人们的日常起居、饮食等方面产生深远影

响，如中医将时空秩序内化为身体节律，指导现代人

的养生观与身体观。 此外，国家与社会改革实践中

的独特经验也表明，中国语境下的日常生活有其自

身的运行逻辑、内涵特征和实践路径，如差序格局、
重人情、伦理本位等依然是探讨中国日常生活的独

特视角。 因而，中国语境下的日常生活研究既要根

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又要立足于现实的社会

变迁，建构和回应时代需求，关注新的社会议题，以
揭示日常生活的逻辑与结构内涵。

２．强调结构性与能动性

日常生活是社会生活延续的重要方式与基础，
是认识和理解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其中既有结构

化的存在，也有实践性、主体能动性的表达。 因而，
日常生活研究不仅要将个体生活实践置于宏大的历

史叙事之中，考察国家政策和时代变迁如何塑造生

活世界，还要关注个体或群体如何在日常实践中对

政策、变革等进行回应。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新的

消费文化形塑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捕捉

这些变化，对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具有重要价值。
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大

背景下，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根本上倚赖于个

人和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美好生活的创造主

体是全体人民，需要发挥人民主体性。 结合国家治

理经验与实践可以发现，立足中国语境的日常生活

研究，需要对普通人日常实践的创造性、主体性与能

动性加以观照，以拓展日常生活理论的包容性与解

释力。
３．关注多元性与流动性

其一，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社会、
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日常生活千差万别，同质性与

异质性并在。 其二，伴随着城镇化和现代交通的发

展，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传统的时空边界被打破。 如

农民工群体在城乡之间的循环迁移，既改变了他们

原有的时空观念，也重塑着其流入地的时空景观。
而逆城市化流动人口的逐渐增多，也对乡村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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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其三，随着移动互联网的

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生活结构和行为方式

带来的冲击，中国语境下的网络生态、网络技术对现

代家庭休闲与亲密关系的影响等现实问题日益显

现，数字化与虚拟社交极大地改变着传统的互动方

式，影响着不同的个体与群体。 这种地域性、流动

性、网络化生成的日常生活实践所体现的多元复杂

性与交互性，是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日常生活和时代

变迁的重要切入点。
４．重视传承性与发展性

日常生活变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中国现代化

进程中的变与不变，在日常生活领域体现得尤为明

显。 一方面，“不变”是承前启后。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支撑着现

代化进程中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平稳有序运行，维
护着社会变迁的连续性。 另一方面，“变”是推陈出

新。 在中华文明现代化进程中，日常生活也发生着

结构性和全方位的深刻变革。 随着物质层面人们的

衣食住行、居家日用等的极大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如公民法治素养的

提升、性别平等观念的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弘扬等。 但与此同时，当下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容

忽视的社会乱象，尤其是消费主义、各种社会不良风

气对日常生活世界的侵蚀。 因此，我们的观察视角

和研究路径亟待回归日常生活的基点，坚定不移地

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结　 语

综上所述，本文在简要梳理西方学术界日常生

活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探讨其在中国语境

下的实践，揭示了中国社会特有的日常生活研究路

径与特征。 日常生活研究作为一种超越传统宏大叙

事的分析工具，强调对普遍存在的、微观层次的人类

行为和社会互动的关注，反映了感性与理性、结构与

能动的交叠。 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日常生活研究

路径时，应从生活世界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中发现

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从国家与人民的互动中理解日

常生活的结构化特征，推动学术界对日常生活研究

的深化和创新。
由之，一方面，我们能够更好地从微观层面来理

解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与现代转型，以及在这一过

程中普通人适应和塑造他们的生活世界的逻辑和方

式，在琐碎、平庸、重复的生活实践中呈现出结构性

与创造性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 另一方面，须在

中国语境下对西方日常生活理论加以审慎对待，形
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 既要立足

中国悠久的文明发展史，结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

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提炼理论

资源，构建本土化概念体系，又要在批判吸收西方理

论的基础上，发展契合中国社会实际的研究路径，力
求实现理论自觉与问题意识的有机结合，从而不断

推动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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