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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批示： 

 

 

 

 

 

 

 

 

 
 

 “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 

课题组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2014年 6 月 12号上午，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童世骏教授为首

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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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课题组在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204 学术沙龙举行课题

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有课题组首席专家童世骏教授，课题组核心

成员文军教授、陈贇教授、李向平教授、张炼红研究员、刘拥华副教

授以及朱康副教授、吴同博士等参加了会议，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处

长顾红亮教授全程出席了此次研讨会，参与会议的还有课题组暑期调

查的部分研究生，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文军教授主持。 

    

文军教授首先向童世骏教授以及各位课题组成员说明课题研究

的进展和近期工作计划。到目前为止，课题组成员已经有 2 篇文章在

国家发改委举办的《改革内参》上发表，12 篇论文在核心期刊上发

表，在 2013 年暑期大型调查完成后，各子课题组正在根据数据库成

果结合子课题研究问题撰写研究报告，并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提交了 2篇《成果要报》。 

李向平教授首先发言，他根据 2013 年“我国社会大众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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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库进行分析，通过对信仰与教育程度、信仰与阶层、信仰

与个体价值观等几个维度探讨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基本情况，并对

其中体现出来的一些主要特征做了很好的学理性分析。 

陈赟教授认为，在中国，虽然近年来教会力量不断扩张，但仍然

不能取得与家、国那样与每一个相关的普遍性地位。现代的各项制度

都在客观上支持着个人的原子化，以使得国家作为一种强大的权能全

面嵌入个人生活的整个过程得以成为可能。然而，家庭其实已经不再

构成社会与国家的基本单位。他认为目前主流的核心价值中家的概念

有所缺失，需要在公共政策方面出发重新去构建家庭在中国精神生活

方面的重要性。 

张炼红研究员通过对广场舞的观察，提出广场舞成为中国城市老

年人重要的大众娱乐方式既是城市中老年人的现实需要也是城市空

间的布局结果，同时无法忽视广场舞与社会主义文化政治遗产的关

系，她对城市治理与广场舞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对策，分析了如何发挥

广场舞现象背后的正能量。 

刘拥华副教授从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概念出发，提出目前已

有研究对这一概念的核心批评集中在公共性的缺失上。如何超越“差

序格局”，建构公共性？他认为不应该仅仅注重制度上的设计，更应

该关注文化和价值层面的公共性的建构。正是宗教在公共性层面的重

要性，让人们意识到，宗教不是完全私人性的活动，它的教义、组织

形式和核心关注，都与公共性相关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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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康副教授通过对“真人秀”概念分析、受众分析和对现实主义

的需求对当前流行的“真人秀”节目进行了剖析。从真实性与全球化

的关系来看，真人秀是“被公共化的隐私的全球化”。从 2005年超女

到 2013 年“爸爸去哪儿”，“真人秀”的传统定义被改变。到了 2014

年，“无聊”作为了当代喜剧的卖点。“无聊”的普遍化反映了当代中

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侧面在真人秀中无法得

到完整的叙事。中国人在被割裂的环境中获得成长。 

文军教授对现阶段中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转型及其存在

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以 2013 年调查数据为依据，他认为现阶段中

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朝向多域转型，从几个方面提出现阶段中国

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转型的主要问题，并把目前精神文化生活现代

化转型的主要特点归结为“文化抗拒”。他提出，与中国社会大众精

神文化生活的现代化走向相伴随的是文化抗拒现象正在成为时代景

观。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何在保有基本文化基调和文化共识的

基础上包容更多的“非中心化”文化取向，这既是精神文化生活领域

的一个难点，也是一个让国人翘首以盼的精神文化样态。 

研讨会之后，课题组成员还就今后一个阶段的研究展开了激烈的

讨论，社科处处长顾红亮教授代表学校对课题组目前的成绩予以很高

的评价，期望能够再接再厉，在 2014 年产出更多的成果。最后，课

题组首席专家童世骏教授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课题组成员在总体

数据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多很好的发现，下一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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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特别是将 2013 年数据与 2005 年数据进行比较，在实证数据的

基础上产生更多高质量的成果。另一方面，课题组成员要注意研究的

问题应该更加具体和微观，以小见大，应该要注重研究要“接地气”，

在问题对策方面具有应用性和可操作性。童世骏书记在热烈的讨论

中，为课题的下一步推进明确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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