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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闲暇生活对青年职工生活的重要意义

解放 以后
,

我国普遍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
,

广大职工普遍享受到了革命胜利 的 重 要 成

果
。

闲暇生活
,

作为广大职工业余生活的组成部分
,

成 了职工群众整个生活中的重要领域
。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
,

闲暇生活对于广大职工特别是广大青年职工具有越

来越重要的意义
。

(一 ) 闲暇生活对于青年职工来说
,

具有直接的现实性

闲暇生活是业余生活中的一部分
,

而业余生活则是相对职工劳动生活而言的
。

就是说
,

闲暇时间连同整个业余时间指的是八小时工作时间以外的时间
,

闲暇生活连同整个业余生活

也就是八小时工作之余的生活活动
。

对于尚未成年的少年儿童
,

对于在校学习的青年学生
、

对于虽然离开学校却还没有固定职业的社会青年
,

对于丧失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而

退职离休的职工
,

都无所谓业余生活
,

当然也就无所谓闲暇生活
。

因为他们没有从事职业劳

动
,

当然也就无所谓职业工作之外的业余活动了
。

对于他们来说
,

闲暇生活不具有直接的现

实性的意义
。

而对于青年职工来说
,

闲暇生活的时间长短
、

质量高低
,

具有直接相关的现实

意义
,

因为他们都是在职人员
,

都要从事职业劳动
,

有 了职业活动
,

那就会有职业活动时间

之外的活动
。

(二 ) 闲暇生活是青年职工充实人生的精神享受

闲暇生活不仅不同于职业活动
,

而且不同于业余生活中闲暇生活以外的其他生活活动
,

诸如生理活动
、

家务劳动等
。

从本质上说
,

闲暇生活是一种精神生活
,

是一种满足人们的心

理需要
,

从而使人生更加充实的精神享受
。

从消费的角度来看
,

闲暇生活是一种满足人们精

神享受需要的高层次的消费活动
,

这种消费活动所消费的是精神产品
。

阅读小说
、

观 看 演

出
、

欣赏音乐
、

参观美展
、

收看电视
、

观看 电影
,

诸如此类的闲暇活动
,

消费的都是文化艺

术等精神产品
,

至于 电视机
、

收录机
、

小说书刊等等物质形态的东西
,

只是一种消费的条件

或工具
,

并不是消费对象本身
。

青年职工正处于生命的旺盛时期
,

不仅在物质生活上需要数量多
、

质量高的消费品
,

而

且在精神生活上极力追求高水平
,

以满足其吸收快
、

需要量大的精神文化消费
。

而当代我国

青年职工较之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的青年职工
,

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

这就

为提高闲暇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提供了物质基础
。

这样
,

赢得更多的闲暇时间
,

丰 富 闲 暇 生



活
,

提高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

便 日益成为 )
` 一

大青年职工的迫切要求
。

(三 ) 闲暇生活是青年职工获褥社会信息
、

丰富杜会知识的重要渠道
,

是他们进行社会

交往的重要动因

在现代化视听技术日益发达
、

现代化视听工具 日益普及的情况下
,

收听 广 播
、

收 看 电

视
、

阅读报刊
、

参观游览等闲暇生活活动
,

日益成为青年职工获得社会信息
、

丰 富 社 会 知

识
、

积累社会经验的重要渠道
。

闲暇生活
,

还是青年职工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动因
。

许多青年职工
,

他们结交朋友
,

一

与

同伴来往
,

常常是出于文化娱乐的需要
。

根据我所参加的
“ 当代中国青年工人的状况

” 渊业

项 目对全 国八个城市一万多名青年职工的调查
,

青年职工中出于共 同的娱乐爱好而与他人进

行交往的占4 9
.

3 1%
,

居于各种交往动机的首位
。

(四 ) 闲暇文化生活是青年职工接受思想道德教育的夏要形式

闲暇文化生活
,

既是青年职工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

又是青年职工接受思想 品 德 教 育

的亘要形式
。

无论是琴棋书画
,

还是阅读欣赏
,

无论是体育娱乐
,

还是参观游览
,

都能给

人 以审美的训练和道德上的教育
。

一部好的文艺作品
,

往往如同一本形象化的伦 理 学 教 科

!弓
,

一次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或社会交往活动
,

常常好似一间道德教育的课堂
。

实践证明
,

窝教于乐
,

是青年职工最易于接受的思想道德教育形式
,

以文体娱乐活动
、

艺术 审 美 活 动

等精神生活活动为主要内容的闲暇生活活动
,

正是青年接受思想品德教育的好形 式
、

好 课

堂
。

(五 ) 文明健康
、

丰富多彩的闲暇生活
,

是青年职工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职业活动
,

虽然在性质上与私有制社会的职业劳动己有了根本的区

别
,

但它毕竟仍然是谋生的手段
,

而并没有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
,

从事什么职业
,

也不能任

凭人们 自由选择
,

这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们的个性和才能的发展
。

而在闲暇生活这

个领域里
,

人们则可 以根据 自己的意愿
、

兴趣爱好去选择活动的内容和方式
,

从而使个性和

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
。

青年职工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理想
,

往往是和对于自身个性和才能的全

面发展的现实要求联系在一起的
,

又因为具有其他社会阶层青年所不具备的较好的精神消费

活动的物质条件
, 因而
,

文明健康
、

丰富多彩的闲暇生活
,

便是青年职工全面发展的一个重

要条件
。

事实上
,

在闲暇生活这个 自由而广阔的天地里
,

确有不少青年职工发展成足智多谋

的先进人物和出类拔萃的有用之材
。

二
、

当代中国青年职工闲暇生活状况

闲暇生活的功能作用
,

只有在闲暇生活的实践中才能得以实现
。

闲暇生活的质量如何
,

包括闲暇时间的多少
,

闲暇活动的内容如何
,

活动的方式是否文 明
、

健 康
、

科 学
,

所 有 这

些
,

都是影响闲暇生活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
。

为此
,

我们从青年职工对闲暇时间的 占有和支

配情况
,

闲暇生活的内容结构
、

兴趣倾向
,

以及闲暇生活的实际效果三个方面做一考察
,

并

据此分析认识当代中国青年职工闲暇生活的特点
。



(一 ) 青年职工对闲暇时间 占有和支配的情况

青年职工闲暇生活的一般状况
,

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们对 日常生活时间的支配情况反

映出来的
。

我们在对全国八个不同类型的工业城市一万多名青年职工所 作的问卷调查中
,

专

门对他们的时间支配情况作了征询
,

统计结果如下
:
(见表一 )

裹一 青年职工 日常生活时间支配情况 (每周一天内平均一个人的小时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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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中的业余学习

、

文娱活动
、

社会交往等三项生活活动
,

大致可归于闲暇 生 活 的 内

容
。

这三项活动在青年职工每天所 占用的时 间分别为 1
.

59 小时
、
1
.

37 小时
、

。
.

67 小时
,

三项

之和共为 3
.

6 3小时
。

这个统计数字
,

较之我们所见到的有关我国城市职工 闲暇时间的调查统

计数字要高
。

据王雅林同志 1 9 8) 年对哈尔滨
、

齐齐哈尔两市职工的调查
,

男
、

女职工每天的

闲暇时间分别为 2
.

5小时和 1
.

7小时
。

① 如果把调查时间 (我们的调查时间在 1 9 8 3年 )
、

调查

对象 (我们的调查对象为 29 岁以下的青年职工
,

王雅林同志等的调查对象包括各年龄段的一

般职工 )
、

调查范围 (我们为全国分布较广的八个城市
,

王雅林同志等为一个省内分布较窄

的两个城市 ) 等因素的差别考虑在内
,

两相比狡
,

仍然可以看出
:

青年职工的闲暇时间一般

多于中
、

老年职工
,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

青年职工的闲暇时间有增加的趋势
。

尽管这样
,

我国职工
,

包括青年职工的闲暇时间仍然少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
。

例如
:

美

国的男性和女性每天的闲暇时间分别为 4
.

8小时和 4
.

1小时
,

苏联的男性和女性每天的闲暇时

间则分别为 4
。

8小时和 3
.

1小时
。

② 调查表明
,

青年职工每天家务劳动时间达 1
.

76 小时 (王雅

林等的调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

说明一般职工的家务劳动时间更长 )
,

每天上下班途中的时

间达 1
.

6 4小时
。

家务劳动和每天上下班往返途中的时间占去了青年职工近三个半 小 时 的 时

间
,

因而使他们的闲暇时间相对减少
。

调查表明
,

在青年职工 中
,

男性的闲暇时间多于女性
,

文化程度较高的闲暇时间多于文

化程度较低的
,

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多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 ; 而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

则恰好相反
。

就是说
,

从时间支配的角度来看
,

男性青年职工
,

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职工
,

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青年职工的闲暇生活一般要更充实一些
。

当然
,

其中的具体情况又不尽

相同
,

例如
,

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职工往往把闲暇时间用于文化学习
,

而文化程度较低的青

年职工则较多地把 闲暇时间用于文化娱乐 (见表四 )
。

表二清楚地显示出
,

文 化程度愈高
,

用于文化学习的时间愈多
,

用于文化娱乐的时间也

就愈少
。

具有大专文化水平的青年职工
,

70 % 以上每天娱乐时间在 l 小时以下
,

却有近 20 %

的每天学习时间在 3 小时以上
。

而初中以下文 化程度的青年职工
,

大多每天娱乐时间在 1 小

时以上
,

学习时间则在 1小时以下
。

① 见 《 中国社会科学 》 1 9 8 2年第 1 期
。

② 此资料引自苏联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
: 《社会学和现时 代》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中译本
,
1 9 79 年 10 月

,

第3 0 7页
。



表二 不同文化程度的青年职工学习和娱乐时间支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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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青年职工闲暇生活的内容结构
、

兴趣倾向

考察青年职工的闲暇生活状况
,

除了闲暇时间的占有和支配情况以外
,

很重要的是考察

闲暇生活活动的内容
。

表三 青年职工闲暇生活内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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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大致显示出当代我国青年职工闲暇生活内容的总体结构
,

同时也反映出他们闲暇生

活的兴趣倾向
。

当代青年职工兴趣广泛
,

总的来说
,

闲暇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

大多数青年职

工对于艺术欣赏和阅读报刊书籍兴趣尤为浓厚
。

调查表明
,

73 %以上的青年职工 经 常 看 电

影
、

看电视
、

听音乐
、

阅读各类书籍报刊
。

有半数以上的未婚青年职工每天用于阅读欣赏文

艺作 钻的时间达 1小时以上
。

文艺欣赏活动成 了青年职工 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

据调查统计
,

80 % 以上的青年职工对看电影和阅读小说怀有特别浓厚的兴趣
。

有85 %的青年

职工看过前儿年公开放映过的 《人到中年》
、

《牧马人》
、

《磋陀岁月 》
、

《武松》
、

《追

捕 》
、

《流浪 扮》
、

《少林寺 》
、

《一江春水 向东流》
、

《佐罗 》 等中外影片
。

近年来
,

青年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兴趣和闲暇时间的精力消耗
,

从微观看
,

具有
“ 娱乐

7 8



型 ” 和 “
知识型

”
的互补活动倾向 , 从宏观看

,

又经历了由
“
娱乐型

”
到 “知识型

” 的发展

变化
。

越来越多的青年职工逐步把闲暇时间的精力由看电影
、

看电视
、

读小说
、

下棋打牌等

活动转移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上面来
。

近年来
,

青年职工中兴起了
“
读 书 热

” 、 “
学 外 语

热
” ,

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风貌
,

也反映了社会变革给青年职工价值观念带来的

巨大影响
。

当代青年职工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以及社会对他们的要求
,

普遍重视文化科学

知识
。

他们越来越注重发展智力
,

注重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
,

因而越来越珍惜自己有限的闲

暇时间
,

并尽可能利用这些时间来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

许多青年职工迫切感到自己文化知识

的缺乏及被时代淘汰的危险
。

据调查统计
,

近 70 %的青年职工是受这种思想支配而发奋读书

学习 的
。

(三 ) 青年职工闲暇生活的实际效果

我们的调查资料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闲暇生活对青年职工健康成长
、

全面发展的重要

意义及实际效果
。

仅以闲暇生活中的艺术欣赏活动为例
,

对青年职工的影响就十分深刻
,

而

且非常广泛
。

这种影响几乎涉及到青年职工生活的各个方面
,

包括生活态度的形成
,

人生道

路的选择
,

事业志向的确立
,

以及丰富人生经验
、

增长社会知识
、

激发学习热情
、

坚定成才

信心
、

明确交友择偶标准
、

形成文明的生活方式等等
。

(参见表四 )

表四 文艺作品对青年职工所产生的影晌情况
- 一
-

- 一 一

—
一—

一一 一丁
一

丽丽 面
~

丽 下
一

清
一

板 蠢丽下一反 清
… 影 响

5
·

对结交朋友和选择伴侣方面的影响

6
·

对 日常生活
、

行为及活动兴趣的影响

7 2 78人

6 1
.

3 4%

76 56人

64
.

53%

4
.

4 1%

7 1 0人

5
.

9 7%

6 1 9人

4
.

2 1%

积积 极 影 响响 消 极 影 响响

333 60人人

333
.

0 2%%%

999 0 9 4人人 3 4弓人人

777 6
.

6 5%%% 2
.

9 0%%%

444 32人人

333
.

6 4%%%

555 2 5人人

{{{ 4
.

4 1%%%

3 2 0 4人

2 7
.

0 0%

2 7 4 9人

2 3
.

1 7%

表四反映了文艺作品在六个主要方面对青年职工的影响情况
。

从中可以看出
,

大多数青

年职工在艺术欣赏中受到了积极的有益的影响
。

它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青年职工在闲暇生活 中

所收到的效益
。

(四 ) 对青年职工闲暇生活特点的初步认识

以上我们从闲暇时间的占有和支配情况
,

闲暇生活的内容结构
、

兴趣倾向
,

以及闲暇生

活的实际效果等三个方面对青年职工的闲暇生活作了一些粗略的考察
。

从中
,

可以看出当代

青年职工闲暇生活的如下特点
:

7 9



1
.

无论从纵向 (与老一代青年职工 ) 或横向 ( 与当代中
、

老年职工 ) 比较
,

当代青年

斗 (工的闲暇时间都有相对增加的趋势
。

2
.

青年职工闲暇生活兴趣广泛
、

内容丰富
,

成了青年职工全部生活中最富有色彩
、

最

为生动活泼的一个生活领域
。

3
.

青年职工的闲暇生活显示了娱乐和求知的统一
,

亦即消遣和进取的统一 , 表现了青

年职工求知的欲望
、

成才的渴望和对高雅健康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的追求
。

三
、

青年职工对闲暇生活的意愿和要求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

随着广大职工经济收入的增加
、

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文

化素质的提高
,

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文化生活
,

对于提高闲暇生活的质量有着强烈的追求
。

调查表明 i 青年职工对物质生活虽然同样有着新的追求
,

但丝般来说
,

他们采取的呈二

种比较现实的态度
。

据调查统计
,

对于一般衣食住行
、

日常生活消费较为注重的 占36
.

儿 %
,

稍有注重的占4 7
.

2 0%
,

完全采取
“
无所谓

”
的漠然态度的只 占12

.

09 %
。

而对 “ 高档消费品

享受
”
的追求就大不相 同

,

比较注重的占 } 5
,

67 %
,

比率最小
,

而采取
“ 无所谓

”
态度的占

35
。

72 %
,

在各项生活 目标 中
,

比率最大
。

而对于发展智力
、

丰富知识
、

充实精神文化生活方

面的追求
,

恰恰相反
,

比较注重的占 5 9
.

9 6 %
,

在各项生活 目标中居于首位
;
完全抱着

“ 少己

所谓
”
态度的占8

.

37 %
,

较之其他各项生活 目标
,

比率最小
。

调查统计结果
,

鲜明地反映出

青年职工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高度重视和强烈追求
。

在对青年职工消费意愿征询的答案选择中显示出
:

在经济条件比较富裕
、

消费支付能 勺

有所提高的情况下
,

相当大 比率的青年职工愿意把支付能力投入到文化生活方面去
。

例如
,

有 4 8
.

9 3 %的青年职工愿意把钱用于购买和订阅书籍报刊
,

超过愿意用于进一步改善伙食的

青年职工的比率 ( 39
.

12 % )
。

有 3 3
.

3 4 %的青年职工愿意把钱用于出外旅游
,

超过愿意用于

购买新颖款式衣料的青年职工的比率 ( 31
.

39 % )
。

此外
,

有 16
.

99 %的青年职工愿意把盈余

的钱用来购买彩色电视机
、

收录机
、

照相机等高档文化娱乐商品
,

又有 1 1
.

32 %的青年职 厂

愿意把钱花在购买琴棋球牌花鸟等文化体育娱乐和审美用品上
。

青年职工对于闲暇生活的态度意愿
,

从他们对业余文化生活的实际感受中
一

也 得 到 了 反

映
。

表五 青年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实际感受量表

愈
一 ” 一夏
一藩

」

着
’ ,

较 满 意
} 无 所 谓

’

、 不满意
一

丫 满 意
`

{ 未 一 认
`

数 1 54 4 4 19 5 3 3 3 2 主20 5

%

表五显示
,

青年职工对他们业余文化生活现状满意的程度是不高的
。

无保留地表示满意

的只 占 1 3
.

01 %
,

有保留地表示较为满意
,

也就是认为还不能尽如人意的 占 3 5
.

3 6 % ; 还有

20 % 以上的青年职工丧示
“ 不满意

”
或

“
较不满意

” 。

至于比率不小的青年职工 ( 28
.

08 % )

对业余文化生活抱
“ 无所谓 ” 的态度

,

这种淡漠的态度本身
,

同样 以特定的形式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青年职工业余文化生活不够理想的状况
。

据调查了解
,

不少青年职工感到自己的业

余生洁单调
、

贫乏
、

枯燥
、

无味
。

他们描绘 自己的生活方式是
“ 两点一线
,, (家庭

、 _

上厂
、



上
一

}; 班往返途中 )
、

班
、

忙家务
、

睡大觉 )

“ 三饱一躺 ” (三餐饱饭
、

躺到床上睡大觉 )
、 “ 四大循环

” (乘车
、

上
。

据调查统计
,

为
“
生活单调乏味

”
而感到苦恼的青年职工约有 60 %

(
“
非常苦恼

” 的 18
。

9 8%
, “

较苦恼
” 的 4 0

.

0 1% )
。

四
、

当前青年职工闲暇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
,

青年职工闲暇文化生活的问题
,

主要有以下方面
:

(一 )
、

闲暇时间不够充裕
。

、

我 国目前实行每周六 日
、

每日八小时工作制
,

而有些发达国家
,

实际工作时间是每周五 日甚

至四 日
,

每 日六小时或六小时以下
。

我国青年职工八小时以外的业余时间本来就相对少些
,

加上上下班途中和家务劳动又占去大量时间
,

剩下的闲暇时间就不多了
。

(二 )
、

社会文化

娱乐设施缺乏
,

远远不能满足青年职工闲暇文化生活的需要
。

(三 )
、

社会精神文化产品无

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
、

品种上
,

都不足以适应青年职工多层次
、

多方面的需要
。

(四 )
、

青

年职工的闲暇文化生活缺乏正确有力的宣传和精心具体的指导
。

(五 )
、

青年职工的闲暇文

化生活中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

即内容结构上不合理
, “

娱乐型
”
的只 限 于 休 息

、

消

遣
,

满足于
“
玩得痛快

” , 不重视闲暇生活中的智力开发活动 ; 而
“
智力型

”
的 在 积 极 进

取
、

发展智力的同时
,

往往又忽视了不可缺少的体育娱乐活动
。

以上两种类型的青年职工在

闲暇生活中所 表现出来的两种倾向
,

都不利于青年职工在德育
、

智育
、

体育
、

美育等各方面

发展
。

(六 )
、

部分青年职工的闲暇文化生活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正确的动机
,

格调不高
,

情

绪不雅
。

有的 由于缺乏高尚的审美理想
、

自觉的审美意识和一定的鉴赏能力
,

在艺术欣赏活

动中
,

热衷于追求感官刺激和低级趣味
,

在精神上受到污染
,

而对古今 中外的艺术珍品则很

少涉猎
,

缺乏兴趣 ; 也有的沉缅于打牌赌博和各种不 良的社会交往中
,

有的甚至堕入犯罪的

泥沼
。

以上六个方面
,

是青年职工闲暇生活上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问题
,

这些间题都是影响青年

职工闲暇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重要因素
。

显然
,

上述六个方面问题的存在
,

既有社会方面的原

因
,

又有青年职工 自身方面的原因
。

同样
,

解决这些间题
,

也需要全社会和青年职工 自身共

同作出多方面的努力
。

从社会方面来说
,

有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个过程
,

闲暇时 间 不 够 充

裕
、

闲暇生活的物质基础还较薄弱的问题
,

这些都有待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

有待于我 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推进
,
有些间题的解决则是可 以通过有力的措施

,

在现有的客观

条件下很快取得成效的
,

例如重视并加强对青年职工闲暇生活的思想教育和实际指导
,

在现

有的物质条件下改善文化施设等
。

从青年职工 自身来说
,

关键在于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思想水准
,

包括提高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
,

确立文明
、

健康
、

科学的生活态度
,

通过 自身的

主观努力
,

提高闲暇生活的质量
。

无论是从社会方面来说
,

还是从青年职工 自身方面来说
,

需要付出的努力都是十分艰巨的
,

但这种努力又是不可缺少并迫在眉睫的
。

因为改善青年职

工的闲暇文化生活
,

不仅是广大青年职工的迫切要求和强烈愿望
,

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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