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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文化观：基于马克思理论视角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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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的休闲理论不但体现在他对自由时间和自由活动的追寻，关键体现在他强调休闲活动必须突显文化

精神的合理内核。以马克思的休闲文化理论为指导，我国必须加强休闲教育，规范休闲产业，在休闲中传承民族

精神，以实现休闲的科学化和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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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休闲还不是一个必然要讨论

的社会历史问题。尽管如此，马克思不但在“批判旧世
界中发现新世界”，同时也在自己的理论中寓含了休闲
问题。马克思的休闲理论不只是体现在对自由时间的

追寻，关键是对自由活动中的文化特质的强调与把握。

也就是说，马克思较早地确认了休闲文化的合理内核，

这是一个在以往的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领域。解读马

克思的休闲文化理论，对推进我国日益勃兴的休闲产

业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休闲理论中的文化内核 
 
休闲是目的意义上的人生追求，是摆脱了外在义

务的人们在自由的时间内开展自由的活动，享受愉悦

心境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一段自由的时间，一项

自由的活动以及一种愉悦的心理体验是休闲的基本特

征，但对于能引起愉悦心理体验的自由活动的质的规

定性，马克思有着独到的理解与解释。他认为，自由

时间是“非劳动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从整
个社会看，“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
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1](381)从个人角度而言，

自由时间就是“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
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

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

间……”[2](294)马克思还断言，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
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3](219)恩格斯在《论

住宅问题》中的论述更能说明问题：“在所有的人实行
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

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

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

——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

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

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

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4](150) 

从以上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从

两个方面对休闲的文化内核作出了规定：首先，对劳

动者个人而言，劳动者主要利用自由时间进行自由活

动，自由活动不同于必要的必然的物质生产劳动，不

是为完成某种社会义务而必然进行的一项活动，它是

人们在一定时间里一定程度上摆脱世俗的种种束缚，

摆脱了劳动的必然，摆脱生活的困扰，从而自主选择、

自主行为、自我享受，自我展现的活动，这是主体的

自由意识、主体意识与目的意识的有机统一，自由自

主性是自由活动最突出的特点。那么，怎样的活动才

算是自由的活动呢? 他们强调进行学习、娱乐、社会
交往，让个人在科学、艺术等方面得到发展。也就是

说，自由活动可以用休息、娱乐的方式呈现，但不等

于休闲就是休息与娱乐，休闲要在文化的追求中促进

个人发展。其次，从社会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社会资

本家垄断了自由时间从而垄断了休闲自由，广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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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只有劳动的义务，没有休闲的权利。只有到了未来

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自由时间就是创造生产科学、

艺术的时间，劳动者才能共享休闲时光，才能真正拥

有充实休闲的文化内涵，人才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

展。 
对于自由时间里所从事的休闲活动，马克思既反

对借休闲的“自由”而为所欲为、放纵自己而中伤他人，
也不赞成在休闲过程中过于强调物质产品的消耗。他

主张人的精神陶冶与品格提升，主张文化消费与熏陶。

马克思指出：“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么消
费音乐就比消费香槟酒高尚，虽然香槟酒的生产是‘生
产劳动’，而音乐的生产是非生产劳动。”[5](312)在资本

主义条件下，非生产劳动的经济价值自然不能与生产

劳动相提并论，即便如此，马克思仍然坚持消费音乐，

这是因为，好的音乐是文化与艺术的结合，它更有利

于人的发展与进步。从对“音乐”与“香槟”的消费对比
中，我们能更直观地发现马克思对休闲中的精神文化

消费的重视与强调，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人们在

自由时间中提升自己的精神文化品味和科学文化素养

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较之于满足人的基本生

理需要的消费更具有“人”的价值意义。休闲活动必须
突显文化精神的合理内核，这是马克思的休闲理论留

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二、社会主义休闲文化的应有特质 

 
循着马克思对休闲中的文化内核的强调，我们来

分析现代休闲领域中的重要范畴——休闲文化。马克

思对自由时间中所从事自由活动的文化取向的强调告

诉我们，休闲不一定等于文化，在休闲过程中有一些

活动和行为不能用文化来进行评价与衡量，还有一些

活动不是对文化的张扬而是与文化背离。遗憾的是，

马克思虽然突显了休闲中的文化追求，但没有来得及

阐释休闲文化的内涵。笔者认为，休闲文化是在休闲

过程中出现的，以满足人的休闲需要为动机和目的，

通过认识自然、社会和化育自身所形成的思维模式、

行为操守、价值观念等文化理念与语言、艺术等文化

现象的总和。休闲在文化中成长与提升，文化在休闲

中得以传播和继承并因此而不断变化创新。同时，文

化使休闲的人们对它产生认同，并提供内在的引导作

用。文化即“人化”和“化人”，休闲与文化相结合，表
明人在休闲过程中“人文化成”。社会主义休闲文化应
体现以下精神特质： 

1. 文化的先进性 

众所有知，文化有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区别，

判断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要坚持历史尺度和价值尺

度的统一。历史的尺度主要强调的是生产力标准，强

调文化的合规律性问题。道德的尺度主要强调的是价

值标准，强调文化的合目的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

先进文化是健康、积极、科学、向上的文化。它既是

人类思维成果的精华，又代表未来发展的方向，促进

人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可以这么认为，凡是反映

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文化，凡是反映和促进人类

发展进步的文化就是先进文化，反之就是落后文化。

马克思倡导享受休闲的过程，同时是接受文化洗礼与

熏陶的过程。休闲文化虽然是人们在闲暇时间享受与

创造的文化，但它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当时的感官享受

和精神快乐，而且为人们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因而，休闲文化以先进文化为指导，以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为目标。社会主义休闲传播先进文化，创造先进

文化，与此相对应的休闲文化，必然历史地成为先进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文化的大众性 
马克思所倡导的休闲文化是一种人人共享的休闲

文化，这种文化应除却阶级、阶层、社会分工等所谓

身份差别，让所有人在文化的追求与享受中共生共存，

共同进步。一直以来，大众与精英相伴而生，一些人

对大众文化往往抱以世俗的眼光，认为精英才意味着

高雅，大众必定平庸，文化的大众化特别是大众文化

成为主流文化必然意味着文化的庸俗与落后。其实，

这是对文化的一种误解，文化的大众化并不是对精英

文化的否定，精英可以代表一种理想，但这种理想只

有被大众所认同和接受才能最终变成现实，文化高于

生活，但最终必须还原于生活，这样的文化才有意义

与价值，因此，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过程又必然是

一个文化不断大众化的过程。目前正在建设中的全面

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让更多的人走进休

闲场所，使休闲慢慢褪去专供上流社会享用的神秘外

衣而成为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化

不仅进入了大众消费领域，而且大众也开始参与文化

的生产与创造。休闲文化是文化大众性的主要表现形

式，休闲文化大众化意味着大众休闲权的最终落实。 
3. 文化的休闲性 
休闲文化是以文化引导休闲，以休闲传承文化，

因此这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最大区别是它的休闲意

味。这种休闲意味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

文化的享受者“闲”，这种闲是闲时、闲钱和闲心的结
合，对于休闲文化的追求，闲心比闲钱更为重要。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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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闲心静，处于一种轻松、随意、和谐、自由的状

态，方能真正领悟到文化的真谛。其二，文化的表现

形式“闲”，即精深的思想通过通俗的形式予以表达，
无论吹拉弹唱、琴棋书画，还是读书看报、网上冲浪，

无论观光旅游、美食品茗，还是足浴按摩、美体健

身……凡此等等，都在轻松愉悦的休闲中使文化得以
传播与发展。当然，尽管休闲文化是在休闲过程中出

现的，但文化的休闲性要统一于文化的先进性即科学

性之中。对媚俗文化的抑制与批判，仍然是马克思休

闲文化的题中应有之意。 
 

三、我国休闲文化发展管窥 
 
可以说，休闲文化或文化式休闲是对人的休闲生

活的一种较高层次的肯定。当前，我国公民的法定节

假日有 115天之多，意味着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
在闲暇中度过的。曾经遥不可及的休闲梦想逐渐成为

中国百姓的生活现实，形式多样的休闲文化也顺势而

生。以马克思的休闲文化理论作指导，引导大众选择

健康高尚、注重品质的休闲方式，提升休闲文化品味

是我国休闲文化发展的当务之急。 
1. 挖掘传统休闲文化的精华，赋予文化时代内

涵，弘扬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传统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

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当然也是

休闲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全球化语境下建设休闲文

化，必须挖掘传统休闲文化的精华。我国传统休闲文

化以春节、端午、中秋为代表的节日文化为主线，亲

朋欢聚，尚“静”重“养”，反映的是国人以“仁”为本、
以“和”为宗、“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伦理追求，体现了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伦理精神。然而，
在市场大潮的涤荡之下，我国传统休闲文化的吸引力

正遇到西方休闲文化的强势挑战。诚然，国人学习西

方休闲方式本无可厚非，西方文化中本来也不乏文明

的生活方式。但是，复杂的国际环境使西方国家在操

纵着世界休闲潮流的同时交杂着文化扩张和政治颠覆

的野心。接受西方的价值理念，无疑意味着休闲文化

的倒退与落伍。重视现代休闲文化建设，必须弘扬我

国传统休闲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并结合时代特征建立

具有生命力和原创性的休闲文化生成机制，不断产生

现代的、有中国特色的休闲方式。固守文化传统特别

是文化的传统表现形式，只能固步自封，停滞不前，

听到的仍将是关于国人与中华传统文化是近还是远的

诘问，发出的仍将是“春节假期增加，年味越来越淡”

的感叹，西方休闲文化乘虚而入也就在所难免。因此，

在创新中传承文化，在休闲中凝聚人心，在休闲中弘

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实现休闲文化先进化

的必然选择。 
2. 加强休闲教育，培养大众的休闲技能与休闲文

化品质 
马克思说过，“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

的音乐毫无意义。”[6](87)音乐如此，诸多其他的休闲文

化活动亦如此，没有一定的技巧就不能享受其中的乐

趣。休闲教育能够培养人们的休闲知识、技能和技巧。

只有提升人们的休闲技能，激发劳动之外的生命潜能，

才能使人们不至于“闲得无聊”甚至无聊滋事。不少学
者呼吁将休闲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当然休闲教育

不等于知识、技能教育。科学家爱恩斯坦曾说：“光有
知识和科技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越的生活，人

类有充分理由把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置于对客

观真理的发现之上。”[7](214)要使人们享受幸福和优越

的休闲生活，休闲教育的核心内容不是培训技能和提

供信息，而是阐释休闲的自由和生命的价值，在休闲

中构建人类伦理道德规范。人们的休闲方式必须符合

社会价值规范，其休闲行为选择必须负责任、符合社

会道德伦理，做到“休而有节”、“休而有礼”。这样才
能促进社会的发展，才能确保个人发展的方向。休闲

教育主要是一种道德、价值教育，是一种生命皈依的

“成人化”教育。休闲教育是实现休闲文化“大众化”但
不“庸俗”化的必由之路，其目的是提倡“雅闲”，规范
“俗闲”，排斥“毒闲”。我们需要以崇高的美德去工作，
同样需要以崇高的美德去休闲。只有那些具有崇高休

闲道德修养的人，才可能享受到休闲所引起的高层次

精神快乐；只有提升人们的审美品味，才能使人们超

脱低俗文化的奴役。 
3. 加强对休闲文化产业的管理与引导，使休闲实

现文化本位的回归 
休闲文化产业是休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是以提

供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的休闲需要的产业形态，

休闲文化产业是一个新兴产业形态。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下，休闲文化的大众化离不开文化产业的助

推与发展。休闲文化产业承载着助推经济发展和实现

文化传承两大功能，经济发展是其载体，文化传承是

其内核，实现休闲的文化回归是休闲文化产业发展的

当然之责。当前，一些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以休闲文化

的大众性与休闲性为借口，为了追求一时的经济效益

而不顾社会效益，一些文化产品徒有文化外观，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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