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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休闲研究在国外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新领域。国外对女性休闲的差异

性、限制性因素等方面进行了一定深度研究，而国内的女性休闲研究还处在起步

阶段，今后应加强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结合，注重女性休闲的内部差异性探讨，并

从多学科多角度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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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休闲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我们已经

步入了一个“普遍有闲”的时代。休闲对女性和男性的个人认同与社会交往都有

可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休闲对女性生活质量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女

性休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国外女性休闲研究  

虽然当代妇女解放运动起于 60 年代末，但在女性休闲研究上，直到 80 年代末才

对女性休闲问题引起重视。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国外女性休闲研究取得的成果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对休闲定义的质疑  

女性休闲研究者认为，过去对休闲的定义是从休闲与劳力市场的关系出发，而女

性 在 劳 动 力 市 场 中 的 可 见 度 很 低 ， 所 以 女 性 就 被 忽 略 掉 了

（Henderson&Shaw,1994）[1]。对女性来说，和时间相关的休闲并不是一个有用

的概念，因为工作和休闲的区分并不是很明显的，许多女性即便在家的时候也是

在“工作”。另外，把休闲定义为活动的做法也有其缺陷：一方面休闲研究中所

使用的“典型”活动清单并没有囊括女性通常所认为的活动类型；而且，女性休

闲的独特性就在于，她们的时间和活动体现出一种高度的“片断性”特征，研究

者往往不能揭示出一些背景性的东西（Gregory,1982）。所以，女性休闲者认为

对休闲最好的定义是把它视作在一定的时间内，以一定的活动为背景而产生的一

种体验[2]，这样就能避免把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截然分开，也避免了活动分

类的问题，使得男性还有女性对休闲的看法都有所体现，而且在直观上与我们日

常生活的经验是一致的。  

2、休闲差异  

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强调男女间性别差异的休闲研究。霍克西

尔德在 1989 年首次提出了“休闲差距”一词，认为正如男性与女性在工作上有

一个工资差距一样，他们在家中也普遍地有一个“休闲差距”[3]。此后，试图

弄清性别关系与性构的生活体验是如何限制女性休闲的一直在女性休闲研究中

占主导地位。卡拉•亨德森等进一步提出，虽说女性拥有多少休闲时间是一个重

要的问题，但对女性休闲领域的成就与差距的审视不能仅仅是对她们的休闲时间

量的审视，休闲体验的质量及与休闲相联系的自由也都非常重要[1]。  

最近 15 年的女性休闲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生活境况不同的人对休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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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也不同，女性群体或男性群体中不同个人的休闲体验之间的差异可能远远大

于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总体差异，女性的休闲机会受到阶层、种族、民族等社会关

系的限定。例如，贫困女性在休闲领域面对的差距，就不同于从事职业性工作、

收入不错的女性。  

3、限制女性休闲的制约因素  

关于限制女性休闲的制约因素研究是女性休闲学的另一个重点研究领域。影响女

性休闲的主要因素包括女性本人的、人际的、社会结构的限制以及诸多方面因素

交叉在一起形成的限制。  

来自女性本人的休闲限制因素主要表现在，很多研究指出她们认为自己没有休闲

的权利，一些女性甚至觉得休闲是一种自私的做法。或者，她们必须首先考虑他

人的休闲需要而不是自己的。这种缺乏休闲权利的想法在实践中和观念上都和妇

女的“伦理关注”的角色有关，即她们从小就学到的这种“关心别人的伦理”成

了限制她们休闲体验的一个因素。另外，缺乏自尊心、缺乏技能等都可能是限制

她们参加休闲活动的因素。  

人际的休闲限制因素也主要表现在“伦理关怀”上。它既是自身的限制，也是人

际间的限制。研究发现，女性要比男性更多的进行了那些为了取悦别人而进行的

休闲活动，尤其是在已婚及有小孩的妇女身上表现更为明显。调整自己的休闲行

为而去取悦于他人的行为也是女性常受到的休闲限制。  

多数关于休闲限制的经验研究着重于结构上的限制。研究者认为，最主要的结构

限 制 包 括 ： 缺 乏 时 间 、 金 钱 、 活 动 设 施 和 活 动 计 划

（Jackson,1988b;Searle&Jackson,1985）。对于妇女来说，太多的家庭责任是

休闲的一个障碍，而且和男性相比，女性休闲的压力似乎更多的是和家庭有关

（Freysinger,1995;Witt&Goodale,1981）[1]。  

二、国内相关研究  

我国的女性休闲研究从 90 年代后期才开始，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女性休闲

研究的文献也很有限。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仅检索到 25 篇相关文章，另有

20 篇左右的文章有涉及到女性休闲的话题。笔者将相关文献分为休闲理论、休

闲活动、休闲空间、休闲经济和其他五大类进行了统计，其结果如表 1。  

表 1 国内女性休闲相关研究文献  

研究领域    代表作者    代表作  

休闲理论    张敏杰；  

吴 超；  

孙琼如；  

吴绍琪、陈 千  

韩琳琳、郭鲁芳  

孙林叶    张敏杰，《西方国家女性的闲暇》，《妇女研究论丛》，1997（3）  

吴超，《我国女性休闲初探》，《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2 年第 4

期；  

孙琼如，《休闲文化对女性发展的价值分析》，《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2005 年第 1期； 

吴绍琪、陈千，《高级知识女性群体主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初探》，《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
年 8 月  
韩琳琳、郭鲁芳，《国外女性休闲研究综述》，《特区经济》，2006 年 11 月  
孙林叶，《我国女性体闲的分析与对策》，《社会科学家》，200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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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活动    沈玉梅、马胜利；  
王琪延  
张建萍；  
金育强、刘 颖等；  
王小波  
王 赳；  
韦惠兰、袁治伟；  
张建萍；  
王雅林；  
夏怡然；  
田翠琴；  
何立平；  
郭景萍  
黄春晓、何流  
马天芳、谭文秀    沈玉梅、马胜利，《首都女青年的闲暇生活状况》，《妇女研究论丛》，1996
年 1 月  
王琪延，《北京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研究》，《〈管理世界〉双月刊》，1997 年 4 月  
张建萍，《我国女性休闲生活的历史变迁及其当代形态》，《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 年 6 月；  
金育强、刘颖等，《中日两国妇女的社会地位、闲暇时间与体育生活的社会学研究》，《北京

体育大学学报》，2002 年 3 月；  
王小波，《女性休闲——解析女性的新视角》，《浙江学刊》，2002 年第 5 期；  
王赳，《对欠发达地区女性休闲的调查分析》，《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 年 8 月  
韦惠兰、袁治伟，《甘肃城市妇女生活方式探析》，《西北人口》，2003 年第 1 期  
张建萍，《中国古代女性休闲方式及其特点分析》，《社会科学家》，2003 年 3 月；  
王雅林，《城市休闲男女有别》，《新阅读》，2003（7）  
夏怡然，《女性闲暇生活状况——以福建省为例》，《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 年 1
月；  
田翠琴，《农村妇女发展与闲暇时间的性别不平等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4 年 9 月； 
何立平，《论 20 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女性休闲活动》，《妇女研究论丛》，2005 年 3 月；  
郭景萍，《浅论我国妇女闲暇生活方式的合理化建设》，《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
年第 4 期  
黄春晓、何流，《城市女性的日常休闲特征——以南京市为例》，《经济地理》，2007 年 9 月  
马天芳、谭文秀，《广州市女性休闲生活实证分析》，《职业圈》，2007 年 9 月  
 
休闲空间    刘志林、柴彦威；  
    刘志林、柴彦威，《深圳市民休息日休闲活动的空间结构》，《经济地理》，2001 年 7 月；  
休闲经济    黄玮    黄玮，《我国女性体闲市场开发浅析》，《北方经济》，2008 年第 3 期  
其他    宋 妍；  
张哲乐、何 佳  
    宋妍，《开发新闻媒介中的休闲空间》，《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 5 月  
张哲乐、何佳，《道教文化与女性休闲》，《天府新论》，2005 年 6 月  
 
总体来看，国内关于女性休闲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和哲学角度来探究的，但大都没有对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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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属性层次进行深入细分；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定性、定量分析都有涉及，但普遍不深入[4]。
从内容上看，理论研究是一个学科的基础，而我国关于女性休闲的理论探讨还非常少，迫切

需要加以关注；关于女性休闲活动及消费的实证调查虽然已有部分论著，但都不细致，仅停

留在较粗的层面上，还没有较全面的专门的研究，也未对女性群体内部因社会属性不同而表

现出的差异性做详细研究；对男女间的休闲差距有所关注，但多零散分布于相关著作中或作

为补充说明性的部分，专门研究休闲的性别差异性的著作极少；关于休闲对女性的意义、制

约女性休闲的影响因素等问题都还未进行深入探讨。  
三、对女性休闲研究的展望  
近些年来，我国国内女性问题多被关注，但研究主要集中于工作与家庭领域，而对介乎于工

作与家庭领域之间的闲暇与女性的关系则很少被注意。实际上，我国女性在社会、家庭的双

重负担下压力日趋增大，对她们的身心健康而言休闲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因此，女性休闲尚

待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  
国内女性休闲研究应注重以下几个领域：第一，定性、定量分析的进一步深入。目前国内关

于女性休闲生活的实证研究还很少，以后的研究要更多的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通过定量方

法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女性群体的休闲情况，并结合统计结果进行深入的定性分析。第二，

注重女性休闲的内部差异性研究。相对于男性和女性的休闲差异而言，其实女性内部因其生

活境况的不同，对休闲的体验也不同，女性群体中不同个人的休闲体验之间的差异可能远远

大于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总体差异，如阶层、种族、民族等社会关系对女性休闲的限制更大。

因此，应加大对女性群体内部的休闲差异性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改善女性的

休闲生活质量。第三，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鉴于女性体闲的复杂性，对其研究要进一步融

合人口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多视角全方位的对女性休闲问题进行透视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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