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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庆祥：休闲再议 

人类活动与时间的关系不外乎有两种形态，一是为了做什么而利用时间；二是为了度过时间而做什么。前者

是人类为了维持其生存和满足其本能的物质欲求而不得不做的一些活动。比如人们的衣食住行性等活动，比如人

们为了谋生而进行的劳作活动等。在这种形态下，时间只是人类活动的条件、手段而已。 

后者本身即意味着人类停止了第一种形态的活动，一段时间已然空余出来，它需要我们去填充。比如，周末

放假了。为了度过周末这两天空余时间，我们必然会去找些事情做：或者去旅游，或者去听音乐、看书等等。此

时“度过时间”即成了我们这段生活的目的。我们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能更满意地度过这段空闲时间。如果

在空闲时间里所做的事令我们心满意足，我们就说这是休闲；反之，如果我们不满意，则就会感到无聊、痛苦、

没意思。 

当人们处于第一种形态，即为了做什么而利用时间时，“做什么”的成败常受很多主观、客观因素的影响和

制约。这给我们带来诸多束缚与麻烦。即使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了某件工作，满足了某些本能的欲求，通常也是在

付出了很多艰辛之后取得的。而且当我们完成、满足了一项工作或本能的物质欲求时，我们又发现还有更多的工

作、欲求等着我们去满足、完成。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不能使自己所作所为尽善尽美。最可怕的不是这一

形态给人带来的这些不适感，而是人们明知会有这么多的不适感，依然不得不去做这些事情。这就是人类痛苦、

烦恼的根源。 

<但是，在第二种活动形态下，时间成为了目的。人们不必为做什么而费尽心思了。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单纯地

度过时间，而非其它。众所周知，时间，与空间一样，是人类生活世界的先天形式之一。它是任何生命存在发展

的先天条件。当人们以时间为目的时，也就是将作为条件手段的时间转化为作为目的的时间。其实质就是人们的

视线由外在的“做什么”转向了内在的自己的生命本身。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会为怎样度过时间而犯愁的。时

间，就像每一个生命本身一样，始终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行。此时，人们所要做的只是将自己生命的节奏与时间

客观存在的节奏协调一致起来就可以了。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必然会“找些事情做”。与此同时，“做什

么”就从第一种形态下的目的地位变为现在的手段了。它的目的仅是为了通过做一些事情（这一手段），获得生

命体本身的节奏与时间节奏的同一而已。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度过时间”。（这里的“度过“一词即显示了生命

体渴望与时间同一的愿望） 

在这一形态里，“做什么”既然由目的转为了手段，一切手段都是为目的而服务的。因此，做“什么”是不

重要的，只要这种“做”使得“度过时间”这一目的达到，则“做”便是成功的、有意义的。由此可见，“做”

的唯一作用就是使得生命体节奏同时间的节奏同一起来。这样一来，“做”的对象“什么”就成了一种不确定的

东西了，它的存在方式与表现形态完全由目的来决定，即由“度过时间”来决定。 

这样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世说新语》里“乘兴而往，兴尽而返”这一典故蕴含的道理。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

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日：“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

戴？” 

在这样一个寒冬的夜晚，王子猷的生命活动，我们可以认为就是上面的两种形态，一是睡眠，这是他满足其

基本生理需求所必须的；另外剩下的就是休闲，也就是他“眠觉”之后所有的活动，其中有“酌酒”、“四望、

彷徨”，有“咏左思招隐诗”。此时夜犹未央，他又忆起了好朋友戴安道，想乘舟夜访好友，最终“本乘兴而

行，兴尽而返”。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以为他眠觉之后的活动正是属于我们所划分的人类活动的第二种形态，

即为了度过时间而做什么的形态。既然半夜醒来，那么度过天亮之前这段时间便成了王子猷活动的目的。作为魏

晋名流的他，或酌酒，或咏诗，或欲访友，无非就是想有意义地、不失风流地度过余暇，也即要“乘兴”而已。

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乘兴，而不是为了活动本身。所以，他访友也是为了尽兴，当兴尽之后，他“造门不前而

返”，兴尽而归，访友的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他已经度过了一段非常令自己满意的夜晚。 

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要想休闲，就必须首先把“度过时间”单纯地作为目的。仅仅有了空闲的时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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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成为休闲的标志。因为人人都有闲暇时间，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把闲暇时间作为目的去度过。所以，

判断一个人是否在休闲，首要的就是看他是否以“度过时间”为目的。举例说明，法国伟大的天才哲学家帕斯卡

尔在其《思想录》里提到：“一个绅士认为打猎是人生的一大乐趣，但猎户对此并不认同”[①]。可见，打猎对

绅士来说，可以算是一种休闲活动，而对于猎户却仅是其生存谋生摆脱贫困的手段而已。在打猎的过程中，绅士

暂时摆脱了平时纠缠自身的凡尘俗务，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打猎的消遣中来。他是在享受这难得的空闲，属于自

己的时间。他打猎的目的也很单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不是为了名誉，也不是为了谋生，因此，绅士打猎就能

完全放松自己，体会到打猎的休闲乐趣。真是“钓胜于鱼”！相反，猎户由于生计所迫，打猎是其维持生存及其

基本物质需求的唯一来源。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获得猎物。打到了猎物，他才高兴（但也并非是乐趣。）；空

手而归，他必定沮丧、失望不已。因此，猎户打猎的过程毫无乐趣可言，遑论休闲呢？ 

但是，是否我们在空闲的时间里，只要以“度过时间为目的”而去做一些事情，就一定意味着我们处于休闲

状态了呢？ 

以“度过时间为目的”，还只能说是具备了休闲的基本动机，真正的休闲还要取决于我们在空闲时间里所做

的事情是否能使我们的生命节奏与时间节奏同一起来，也即能否使我们的生命在摆脱了其第一种形态后获得它的

流畅状态。很显然，在这一动机的前提下，“怎样度过”便成了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度过”内在地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是主观因素；二是客观因素。前者是主体本身对生命的理解，以及对生

命与周围世界关系的理解程度；后者则既包括“度过”所需要的物质承载体，既“度过”的对象；还包括限制、

影响“度过”活动的诸多客观因素，如自然、社会环境等等。这类客观因素往往可以被看作“度过”这一活动所

发生的场景，它很少受主体自身因素的影响。 

然而，“度过”所需的物质承担者却与主体自身对生命及生命与周围世界关系的理解程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系。例如，在大学里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在为了度过时间而选择的活动对象，不同于在田间整日忙碌偶

有闲暇的乡间农夫为了度过时间而选择的活动对象。即使他们选择了相同的活动对象，他们各自在这一活动对象

上所获得的精神感受层次也必有很大差别。 

虽然不同主体为了度过时间选择的活动对象不一样，或者各自的感受不一样，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有可能令

自己满意地度过这段时间，即获得休闲的快乐。这里关键在于他们能不能发现在各自选择的活动对象里，有没有

与自己对生命的理解以及对生命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的理解相一致的成分，也就是与其主观因素相一致的东西。这

种相一致的成分越多，他就越能感受到休闲的快乐；相一致的成分越少，则休闲的快乐也越少，不满足感也越强

烈。如果两者之间毫无一致之处，甚至相互冲突，主体选择了他所厌恶的活动，那么在这段时间里，他就会相应

地感到痛苦、烦恼、无聊等不适。 

从以上对人类活动的两种形态的分析中，我们对人类的休闲活动也可以这样理解，即休闲是人类在摆脱了其

活动的第一种形态后，为了度过闲暇时间，在其所选择的诸活动中寻找到与其对生命及生命与周围世界关系的理

解相一致的成分的生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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