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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庆祥：对休闲定义的哲学思考——一种建立在对时间与生命关
系上的考察 

就笔者理解，休闲其实就是对生命与时间关系的一种描述。任何休闲的定义都要在这两方面有所表现。生命

与时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必将有利于我们对休闲概念的深入理解。 

上帝厌恶真空。正像于光远先生所说：“闲必然会被填充”  。人类在闲暇时间必然会找点事情做。人类不允许

自己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 

生命在其还称得上生命的时候，它的特点是持续性。而时间的特点也是持续性，然而它的持续性是以生命的不断

绵延的运动为表象的，即时间的持续性本身并不为人所感知，它的表现形式是生命体的生命运动，也就是生命的

绵延性、持续性。反过来，生命的持续性也是以时间的持续性为表象的，即生命的持续性的外在标志也是时间的

持续。对于一个生命体，相对于它的时间如果停滞下来，也就意味着其生命的停止。所以，生命就是在于运动，

运动的停止意味着生命本身的结束。 

人类的生命状态总体上可以分做两大块：一是为了做什么而去度过时间；一是为了度过时间而去做什么。很显

然，对于前者，时间是作为手段出现的，其目的是“为了做什么”；对于后者，时间则成为了目的，为了这一目

的，人必须“找点事情做”。 

每一个生命体都是以保存并体验自己生命为目的的。因此，当生命的运动暂时出现中断，生命的持续性受到阻

隔，生命体就会本能地感到一种存在的恐慌，一种求生的紧张。所以，我们的生命大部分时间都是要在不停地劳

作中维持着生命的延续性；也正是在不停地劳作过程中，运动的生命获得了另一种存在的形式。此时，时间也随

着生命运动的这种劳作形式（这种劳作形式其时也就是生命体维持其生命的必要形式），获得了它的持续性、绵

延性。然而，这种情况下，时间的绵延性是被这种生命的劳作形式所异化了绵延性，也就是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

形式，它在本质上并不被生命体拥有。在这里，时间仅仅作为完成劳作的一种客观条件而已，它外在于生命体而

存在。 

当然时间，因为它的客观实在性以及持续性，对于一切有生命的存在物来说，都是无可逃避的。如果说以度过时

间作为目的，似乎显得有些可笑。因为对于每一个生命体来说，时间是先天就存在的形式。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

里面，我们不会为怎么度过一段时间而犯愁。常常是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时间也在悄悄流逝。而我们的

生命过程中确实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我们也经常会突然停下了手上的事情，发现本来不被自己注意的

时间，一下子显现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我们觉得有一段时间摆在了眼前，需要我们去额外地填充些什么。否则的

话，生命仿佛要在这段时间真空里停止似的。在当你意识到额外的时间的时候，正是你在省视自己生命的时候。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生命的劳作形式先天地具有一种矛盾性，即它既要为了维持生命的延续而劳作，也要为了维持生命的延续而

停止劳作。这种矛盾是生命本身的特性所要求的。因为劳作虽然能满足生命体维持生命的基本需要，但是过度的

劳作也会使得生命本身不堪重负。因此，生命的劳作形式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间歇性，即当它在已经满足了生命

体当下的生命基本需求之后，会主动地要求停下来，或者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当生命的劳作形式进行间歇的时候，一直因生命的劳作形式而遭到异化的时间便获得了解放，它轻而易举地在人

们的意识中显现出来。然而，曾经一直依赖生命的劳作形式而获得其持续性、延续性的时间，在生命的劳作形式

间歇时，便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无所凭依了。时间在获得它的解放的同时，它的持续性却受到了威胁（因为它以前

是一直依附在劳作形式上而显示自己的持续性的）。这显然也是时间本身所面临的一个矛盾。又因为时间的持续

性正是生命的持续性的一个标志。所以，当时间的持续性受到威胁时，生命体自身也就感受到了一种恐慌，一种

生命行将受到阻隔或中断的惊惧、不安。因此，生命体若想使得生命继续维持下去，重新体验到生命的鲜活性，

它就必然要积极主动地去找一些事情去代替正在处于间歇状态的生命的劳作形式，从而使得因生命劳作形式的暂

时空缺而险些中断的时间继续有效地获得它的延续性。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此时生命体所寻找的这些事情，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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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性质上是不同于生命劳作形式的内容的，否则就会是矛盾的，也是与生命本身的延续性相违背的。 

     生命体为了时间的持续性（也即生命的持续性）而寻找的生命劳作形式的代替形式，必是以时间的持续性为

目的，而不是相反（在生命的劳作形式下，时间的持续性是以生命的劳作形式为目的，即只作为生命劳作形式得

以实现的条件，因此时间是被异化了的）。如果时间在生命劳作形式的那代替的形式下，获得了它应该有的持续

性，并且相对于在劳作形式下的时间的消极的持续性而言，这是一种积极的持续性。那么相应地，生命体也在这

一种形式下获得了它的积极的生命的延续性，即鲜活的生命。（很显然，在只为了满足生命体本身维持生命基本

需求的劳作形式下，生命体获得的仅是一种消极的生命延续性）。这时候，我们省视自己内在的生命，就会称此

时的生命状态为休闲。 

     而如果相反，时间在这种劳作形式的代替形式下，并没有获得时间的持续性，或者只是一种质量很差的持续

性，那么生命体也会自然感受到生命因此而仿佛无所适从，时间的不连续性造成了一种真空的假象，生命在这种

时间的真空中也会产生无聊感、空虚感、无意义感。生命因此失去了新鲜的活力，人们常说的生活如“行尸走

肉”般，也正是这种生命状态的形象描述。此时生命体经常感觉时间仿佛被拉长，钟表也走得很慢。这种错觉的

产生实际上是生命体生命力受挫的一种表现。内在鲜活的生命力无由释放，生命的延续性受到阻隔，时间的持续

性（即生命的持续性）所依附的“那些事情”（即生命劳作的替代形式），由于自身的无意义，或者自身难以与

生命体本身的强大生命力相一致，生命力的自由释放便受到了阻隔。生命体于是就对“这些事情”产生了不满足

感，或空虚感。时间的持续性也因“那些事情”的无意义而不能有效地实现。故此，时间也显示了它空落的的一

面。     

   因此，休闲的一个显著的生命体特征就是生命的流畅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时间积极的持续性。所谓的积极

的持续性就是指，首先它不是依附在只为满足生命体基本需求的劳作形式下，即不是一种异化了的时间持续性；

其次，它还指通过依附于能够满足生命力自由释放的一些事情，而获得时间的持续性。这种依附，并不是被动的

依附，而是本身就作为“那些事情”的目的，并作为那些事情是否有意义的一个有效标准而存在。 

就生命本身来说，这种流畅性并非仅指低层次生命状态的流畅。所谓低层次生命状态的流畅是指生命体基本物质

需求无碍地得到满足。休闲所体现出来的流畅性生命体表征还是一种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更高层次上的生命流畅，

即生命体精神生命的流畅。甚至，我们可以说，这种精神生命的流畅正是休闲的生命状态的一个显著标志。 

基于以上对生命与时间的深度考察，我们试着给休闲作出这样一个理解，即：休闲是在生命劳作形式间歇的时间

里，生命体为了维持时间（生命）的持续性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命的流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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