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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时间及其在闲暇时间里的文化活动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

长期以来
,

由于忽视生活方式的研究
,

对闲暇时间与闲暇文化的探讨也就没有充分展开
。

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
,

我国人民的生活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城乡人民的生活方式随着

改革的深入
,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生活水平 的提高而发生 了极大的转变
,

这种转变无论对个

人还是社会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

当前
,

科学地组织闲暇时间和发展闲暇文化的工作已

经摆到了我们的面前
。

一
、

闲暇时间的规律性
、

价值及特点

闲暇时间一般是指人们每天除了必要的工作时间
,

满足生理需要的时间 (睡眠和休息 )
,

家务劳动和上下班的往返时间之外
,

可供自己支配的其他时间
。

社会拥有一定数量的闲暇时

间并在各个不同的阶级
、

阶层和职业人员中进行分配
,

使每个人都有一定数量的闲暇时间
。

社

会闲暇时间的总量是 由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
。

经济和社会发展越快
,

闲暇时间的总量就越

多
,

这是一个客观规律
。

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
,

都具有同样的现象
。

据统

计
,

近一百年来
,

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作时间缩短了一半 (从每周工作六天
,

每天工作十二小

时
,

缩短到每周工作五天
,

每天工作七小时 )
,

而与此同时
,

闲暇时间的总量增加了二到三

倍
。

在苏联
,

十二岁 以上居民的时间总数量中
,

闲暇时间占2 0
,

8%
,

而生产中劳动时间的比

重为 1 4
.

4%
。

在保加利亚
,

对六岁以上的居民时间预算得出的结果是
:
工作时间为 1 5

.

7%
,

而闲暇时间为 19 %
。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
,

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

这种进步带来了两方

面的积极结果
: 一方面是社会产品的增加

,

另一方面是闲暇时间的增多
。

生产率越高
,

所需

劳动时间就越短
,

而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就越高
。

由于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更新加快
,

对劳动

者技能要求的提高
,

人们就需要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进行学习和发展各种技能
,

以适应现代

社会发展的需要
。

马克思在着手写 《资本论》 以前的一些准备手稿中
,

对衡量财富的尺度表

述了一种深刻的思想
。

马克思认为
,

到了共产主义
,

人们将用业余时间来衡量社会的财富
。

社会真正的财富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
,

衡量财富的尺度已决不会是劳动时间
,

而是业

余时间
。

可见
,

闲暇时间是伴随着社会进步而增加的
,

社会拥有闲暇时间的多少是衡量发达

程度的一杆标尺
。

社会闲暇时间的增加是积累社会财富的一种形式
。

它对于个人和社会无疑是一笔 巨大的

财富
,

其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
,

特别是在文化发展方面的价值更是显而易见的
。

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工8 57 一 1 8 5 8年草稿 ) 》 中写道
: “

从整个社会来说
,

创造可以 自由支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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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
,

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
、

艺术等等的时间
。 ” ① 在现实社会中

,

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
,

人在文化享受和创造方面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在闲暇时间进行的
,

除非所从事的工作为个人所

满意
,

或者其工作本身就是从事文化创造活动
。

人们在闲暇时间里可以从事各种精神文化的

创造性活动
,

可以得到愉快的娱乐和休息
,

可以学习各种自己爱好的技能
,

发展丰富多样的

兴趣
,

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社会交往
,

可以学习各种知识
,

参加各项体育运动
,

发展智力和

体力
。

对于个人来说
,

它既是文化消费的时间
,

又是文化创造的时间
,

前者获得享受
,

后者

求得发展
,

对于社会来说人们在闲暇时间中得到的
“

补偿
”
和发展

,

将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

着积极的作用
。

马克思说
: “

自由时间— 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
,

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
。

对于正在

成长的人来说
,

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训练
,

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

人来说
,

这个过程就是 〔知识的〕 运用
,

实验科学
,

有物质创造力的和物化中的科学
。 ” ②这

里
,

马克思是从生产角度来说的
,

如从文化角度来说
,

道理也是一样的
。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
,

社会经济的增长必然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直接的物质利益和日益

增多的闲暇时间
。

但物质条件的增长和闲暇时间的增多同精神文化的进步并不都是 成正 比

的
。

这 一 点 已 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
。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
,

物质生活水平虽然很高
,

闲暇时

间比我们要多
,

然而
,

腐化和堕落的文化现象却愈演愈 烈
。

在我国
,

闲暇文化活动 中一些消

极的现象也有所存在
。

例如
,
近年来

,

淫秽书刊和赌博现象有所蔓延
,

有些地区已达到相当严

重的程度
。

因此
,

在文化发展战略中必须充分研究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
,

闲暇时间的增

长
,

社会如何制定科学的补充措施
,

以保证居民闲暇时间的合理利用和闲暇文化活动的健康发

展
,

使精神文明同物质文明共同进步
。

社会主义社会为正确的预先考虑和组织社会发展的过程

创造了必要的客观前提
,

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应当也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闲暇文化生活

中的消极因素
。

总之
,

我们不能仅仅把闲暇时间的利用和闲暇文化活动的发展看作是个人和家

庭在享受和发展方面如何更科学化和合理化的问题
,

也不能仅仅看作是某个集体或社会某一

部分利用闲暇时间和发展闲暇文化的科学化
、

合理化问题
,

而应当把闲暇时间的利用和闲暇

文化的发展同整个社会如何从中获得最大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利益的间题联系起来考虑
,

同

如何利用它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

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的精神文明的战略目标联系起来

研究
。

城市闲暇时间及其文化活动与农村相比较具有时间相对集中
、

内容丰富多样
、

机会频率

较高
、

信息容量较大
、

自主选择性强
、

利用效率高
、

活动质量高
、

进行节奏快等特征
,

这些

特征为提高城市居民的闲暇生活质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人的一生如以七十年计算
,

大约有

十八万小时的闲暇时间
,

如能合理地
、

高效率地利用这些时间
,

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将是

一笔宝贵的财富
。

二
、

增加闲暇时间和提高闲暇文化质量的途径

闲暇时间和闲暇文化既然对个人和社会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

那么
,

增加闲暇时

间的数鱿和提高闲暇文化的质最就应当成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战略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

① 马克思
: (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1 8弓7一 1 8 5 8 年草稿 ) 》 , 《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 第四十六卷上
,

第3 81 页
。

② 马克思
: 《政治经济学批判 (1 8 5 7一 1 8 5 8 年草稿 ) 》

, 《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 第四十六卷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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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闲暇时间总量的根本途径是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提高科学技末水平和劳动生产

率
,

缩短劳动时间来取得的
。

但是
,

这种增加不是随心所欲的
。

一定时期的闲暇时间的总量

同一定时间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
,

不能任意增加
。

在我国
,

全面缩短工作日的尝试还要经过

较长时间才能进行
。

但就 目前条件来说
,

经过某些改革和调整
,

使闲暇时间得到适当的增加

还是有可能的
。

这些调整和改革包括
:

( 1 ) 在某 些 条 件许可的单位里
,

可以尝试在不减

少工作时间
、

不改变工作场所
、

不降低生产指标的情况下
,

把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改为机动灵

活的弹性工作时间
,

也可 以搞保质保量不包时的劳动制度
,

这样就能够减少上下班的往返时

间
,

合理安排家务
,

同时也能给闲暇文化活动提供安静的家庭条件和其他便利
。

( 2 ) 有组

织有计划地在全市范围内调整上下班时间
,

并通过拓宽马路
、

增加车辆来缓和交 通 拥 挤 状

况
,

以缩短工作路途的往返时间
。

为从根本上解决交通问题
,

除了错开上下班时间
,

拓宽马

路
,

增加车辆以外
,

还要结合城市住房建设的布局和工业商业结构的布局和调整来进行
。

彻

底改变彼此脱节现象
,

改变当前的那种人流
、

物流
、

车流逆向运动的局面
,

逐步做到就近生

产
,

就近生活
。

( 3 ) 停止普遍存在的加班加点的做法
。

加班加点产生的直接后果有两个方

面 : 一方而
,

由于增加了劳动时间势必减少了闲暇时间 ; 另一方面
,

由于增加了体力消耗从

而延长了睡眠的时间
、

休息的时间
,

其后果使闲暇时间大大减少
。

这类间题在正常情况下
,

一般通过加强企业管理和技术革新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

我国目前还没有休息法
,

待将来条件

成熟以后
,

应当制定专门的休息法来保护人民的休息权利和保障人民的闲暇时间 以 及 明确

休息的基本社会规范
。

用立法的形式来保护人们的闲暇精神文化活动
。

( 4 ) 尽可能缩短家

务劳动的时间
。

一方面
,

适当调整职工
、

特别是有家庭的女职工社会劳动时间
,

例如
,

减少有

孩子的妇女有权领取退休金的工龄年限 ; 延长妇女的产假和给予仍算工龄和工资的照料幼儿

的假期 ; 使妇女享有不完全的工作周和工作日的权利 , 有条件的单位每年可以给予职工一定

数量的度假期等等 ; 另一方面
,

尽快实现本市的家务劳动的电器化并在将来实现半社会化和

社会化
。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要取决于社会消费水平和工业发展水平
,

但目前先在一部分家庭

中实现电器化和半电器化是完全可能的
。

例如
,

冰箱和洗衣机能减少买菜和洗衣 的 时 间
,

1 9 8 4年
,

上海市普及率仅 2 一 3 %
,

而有能力购买的居民达 40 %左右
。

在尽可能增加闲暇时间的同时
,

提高闲暇文化的质量就显得特别重要
。

提高闲暇文化质

量的途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 1 ) 加 强 闲 暇 文化技能的训练和指导

。

这种技能
,

国外称

之为
“
消遣技能

” 。

这些技能包括文艺技能
、

体育技能
、

交际技能
、

旅游技能
、

欣赏和鉴赏

技能等等
。

这些技能的培养和训练既来自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

也来 自社会教育
。

社会应当

通过大众情报工具 (广播
、

电视
、

报刊 ) 以及各种文化教育设施加强传授
、

指导和训练
。

这

项工作应当是经常地
、

有计划地
、

多形式
、

多层次地进行的
。

技能的提高能使闲暇文化向着

深度广度发展
,

使其质量大为提高
。

( 2 ) 继 续 大 力 发展各种类型的业余教育
,

使更多的

人用更多的闲暇时间投入学习活动中去
。

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消

费和文化创造的倾向
。

我国当前全民的教育程度较低
,

要使全 民族的文化活动在一个不太长

的时间里有较快的提高
,

必须使教育社会化
、

多样化
。

而各种业余的教育活动对于闲暇文化活

动来说
,

其质量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
。

它具有专业性
、

系统性
、

科学性
、

知识性等特点
。

对

于提高人的文化素质
,

对于中老年人的继续社会化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

( 3 ) 努 力 提 高 广

播电视的质量
。

据统计
,

居民用于收看广播 电视的时间约占整个闲暇时间的一半左右
,

因此

节目的质量直接影响闲暇文化生活的质量
。

社会主义社会广播电视的优越性不仅应当表现在



能够杜绝一切腐朽没落的内容的演播
,

而且更应当表现在能够推出大量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作品
,

而我们在后一方面的工作还很落后
。

除了与此有关的物质条件

的落后之外
,

在节 目的创作和制作技术方面也很落后
。

例如
,

近年来上海闲暇文化生活中出

现了观看 电视录象片的热潮
。

录象放映的数量 1 9 8 5年比 1 9 83年增长十多倍
,

全市达到一万多

台
。

每天大约有三十 万 左 右 的观众
。

这个总数 已经接近每天影剧院的观众总数
,

而播放的

录象片基本上都是港台或国外制作的
,

这不仅反映出我们电视录象片生产的落后
,

也反映出

整个广播电视节 目的落后
。

实践证明
,

每当电视台有优秀或精彩的节目播出的时候
,

电影和

录象的上座率便会急骤下降
,

然而在这些节目中
,

有相当部分也是国外制作的
,

特别是 电视

连续剧
。

因此
,

必须努力把广播电视节 目搞上去
,

这是提高闲暇文化质量的主要途径
。

三
、

合理利用闲暇时间和发展闲暇文化的指导原则

闲暇时间的利用
,

从内容上看
,

主要是满足精神文化的享受和 发展的需要
。

从形式上

看
,

是完全由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
,

这种支配的
“

自主性
”

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是极为重要

和珍贵的
。

人们通过这种
“
自主

”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自觉地
、

高效率
、

多样化地开展闲暇文

化生活
,

发展 自己的个性 (兴趣
、

能力
、

气质和性格 )
。

但是
,

这种
“
自主

” 又不是随心所

欲
,

为所欲为的
,

而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
“
自主

” 。

首先
,

这种
“
自主

”
不能违反法

律规范
、

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
。

其次
,

在闲暇时间里的各种文化活动的选择和实施都是受一

定的价值观念的支配和影响的
。

人们可以选择学习活动和体育活动
,

也可以选择娱乐活动和

宗教活动
。

从整个社会来讲
,

多数人愿意选择某种活动或者不愿意选择某种活动
,

必然是受特

定历史条件下占主导地位的或流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的影响的
,

而这种价值观念是由社

会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因素所决定的
。

社会主义社会有责任通过各种途径去影响和感化人民

群众
,

使其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
,

以便在闲暇文化活动中通过
“
自主

” 或 “
自由

”
的形式

,

达到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
“
定性

” 发展
。

例如
,

是否想看电视和看什

么节 目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

但节目的内容是由社会来组织的
,

社会可以通过丰富多彩
、

健

康活泼的电视节目把越来越多的人 吸引到电视机前
,

使收看率不断上升
,

也可以因为节 目的

单调贫乏使人们不愿看 电视
。

同样
,

社会可以通过把文化程度列为分配工作的一项重要条件
,

而使千百万人把相当部分的闲暇时间用于学习
,

也可以因为批判
“ 白专

”
道路使人们丢掉书

本
。

尽管这些现象在表面上都出 自居民 自觉和 自主的选择
,

但在实际上
,

其价值观念是深受

社会的影响的
。

因此
,

社会应当也能够指导和调节居民在闲暇文化生活中的选择和态度
,

使

居民的闲暇时间安排得更加合理
,

更有利于个性的全面发展
。

社会指导应当遵循 一 定的原

则
,

这些指导原则不仅为社会所需要
,

也应当逐步成为人们 自觉遵守的原则
。

以 下几个原则

我以为是主要的
:

( 1 ) 加强计划性
,

防止和消除 自流性和盲目性
。

当前
,

相当一部分居民的闲暇时间处

于一种得过且过
、

无所事事的状态
,

使闲暇时间不能充分地利用起来
,

发挥其精神文化和物

质的效益
,

因此极需加强计划性
。

如果每天 以三个小时闲暇时间计算
,

每年将有 1 ,

10 0 个小

时
,

这是一笔很大 的财富
,

如以一般中等专业技术培训班的学时计算
,

等于参加 15 至 20 个技

术培训班
,

而两年的闲暇时间总量等于一个大专毕业生的全部学时
。

( 2 ) 力口强 健 康 娱乐性
,

抵制腐朽性和污染性
。

健康的闲暇文化使人精神振奋
,

情绪

,

尽9
.



饱满
,

情趣高尚
,

并从中获得愉快和享乐
。

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越性就是清 除 了 一 切 反

动
、

腐朽文化的根基
,

建立起新的人民大众的文化
。

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

文化的堕落现象

却愈演愈烈
,

严重地毒害了青少年一代
,

腐蚀和摧残了人们的灵魂
。

在美国
,

有半数 3一 12

岁的儿童平均每天看六小时电视
,

一般孩子在 12 岁以前已经看 到大约 14
,
000 起暴力致死事

件
。

在我国城市中
,

虽然从根本上清除了这类腐朽堕落的文化
,

但其残余还存在
,

在对外开

放中一些糟粕之物也难免夹杂进来
。

为此
,

不仅要求广大市民 自觉抵制一切不 良的文化
,

更

重要的是应当大力提倡一切娱乐性强
、

内容健康的文化
,

培养起人们的高尚情操
,

使腐朽的

文化没有存在的地盘
。

( 3 ) 加强科学性
,

根除和反对迷信思想和愚昧无知
。

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科技城市和

对外开放城市
,

市民的闲暇文化活动应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知识性的特征
。

使热爱科学
,

渴

求知识
,

崇尚真理蔚然成风
,

并渗透到每个市民的闲暇活动中去
,

逐步改变当前仍然存在的

相当普遍的小市民意识和迷信
、

愚昧状况
。

这是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
。

社会要通过各种

途径和形式强化普及科学知识的教育
,

提高全市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

( 4 ) 加强校正性
,

防止和避免越轨和对抗现象
。

现存的闲暇文化生活的自发倾向
,

必

然会发生各种越轨现象
,

一些流行的社会文化思潮和时尚现象并非都对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利
,

这就需要及时加强校正
。

社会可以通过大众媒介工具和其他渠道进

行校正
。

这种校正应当有精细入理的分析
,

合情合理的措施
,

以及时消除闲暇文化中的各种

消极甚至对抗的现象
。

( 5 ) 加 强 多样 化和综合性
,

避免单调和僵化
。

闲暇文化指导原则的目的是为了使闲

暇文化的发展出现丰富多样
、

色彩缤纷的局面
,

以满足各种不同文化素质
、

不同欣赏
、

鉴赏

能力的人们的需求
,

为市民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
。

为此
,

要鼓励文化的多样化 和综 合 性 发

展
。

多样化不仅表现在其内容之中
,

也包括其表现形式
。

不仅要容国内文化的多样形式
,

也

要学习国外的样式
,

引进优秀的内容
。

向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遗产学习
,

在多样化的基础

上实现综合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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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静态不平等的国家相比较
,

其动态表现为
:
第一

,

美国社会多数成员 ( 1 980 年为 74 % )

经常处于利益的重新分配之中
,

目前这种趋势还在发展 ; 第二
,

在利益不平等的各阶级中
,

经常有一部分美国社会成员在彼此交换其位置 , 第三
,

在每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中
,

参与分

配 的大多数美国社会成员得大于失
。

社会等级结构从它诞生之 日起
,

就是一种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
。

在这一点上
,

美国社会

与其他社会并无不同
。

它无法消灭不平等
,

也无法阻止某些人取得特权的地位
。

但是
,

社会

异代流动能够使这种不平等由静态转化为动态
,

能够使居于特权地位的精英们处于其他才华

横溢
、

出类拔萃之辈的不断威胁之下
。

流动
,

使今日的独裁者面临明日被废黝的可能
,

同时
,

它又为今日的落伍者保留明日变成特权者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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