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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椇休闲的实现并不是自然的棳而是有赖于人实现了的现实性存在的爱暎爱内蕴在人的主体性之中棳驱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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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当今棳我们国人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加棳休闲活动和

休闲话题已经流行棳但暟活动暠聒噪出了笑话棳暟话题暠倒
逼出了命题棳暟流行暠流失了大爱暎我们是不是已到了

反思休闲的暟馅暠该装成什么样的时候了椏
一

暋暋休闲棳人的主体性存在方式之一暎休闲是人们在

闲暇里以颐养身心暍愉悦精神暍发展自我为目的的主体

性存在方式暎这种主体性存在方式是人在休闲时表现

出来的暟能动性暍自主性和自为性暠暎椲棻椵暟能动性暠包括休

闲主体在休闲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自觉性暍选择性和创

造性暎其中的暟自觉性暠是休闲主体在暟认识你自己暠的
同时棳还对暟我暠与暟非我暠关系进行理解暍维护和修正椈
暟选择性暠则产生了责任感椈暟创造性暠是能动性的最高表

现形式棳具有美学意义棳是对现实的修正和超越棳是人

的本质力量棳是美的展示和体验暎休闲作为主体性存

在状态棳作为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棳它让人走进生命暍
融进生命暍关怀生命暍体验生命和享受生命棳不断地创

造着生命的意义暎椲棽椵

暋暋暟自主性暠是指人在休闲状态下棳恪守尊严棳享受尊

重棳超越暟必须暠棳发展人之为人的价值棳是一种暟达则兼

济天下棳穷则独善其身暠的情怀和道德境界暎康德认

为椇暟自主性与自由相联系棳并且是把责任心归属于一

个行为者的必要条件暎暠椲棾椵因而棳休闲是解放个性和呈

示责任心的过程暎
暋暋暟自为性暠是人的自主性的延伸棳是人在休闲的状

态下棳实现自我暍发展自我暍创造和谐暍享受快乐暍暟畅爽暠

灵魂的目的性暎亚里士多德认为棳人惟独在休闲时才

有幸福可言棳恰当地利用闲暇是一生做自由人的基

础暎椲棿椵因而棳休闲是人生的幸福棳是美好的东西暎
暋暋暟爱是人实现了的现实性存在暎暠椲椀椵从休闲的主体性

特征来看棳休闲无不内蕴着爱的情怀暎爱棳统一着责任

心暍责任能力暍责任履诺棳它使人在付出中享受着生命棳
在获得中成就生命的意义暎人性的光辉在于真暍善暍
美暎是爱棳也只有爱才能维系着真暍善暍美的存在与发

展暎爱是休闲的情感和理性的驱动力棳休闲是人类表

达爱的浓情家园暎只有爱才会意愿棳才会产生自觉棳实
现快乐棳只有这种呈示生存意愿暍实现人生本真暍成就

生命存在的爱暘暘暘爱自己暍爱他人暍爱天地万物棳才能

实现人的内在和谐暍人与人的和谐暍人与自然的和谐暎
真正的休闲棳有爱的真情呈示棳是人的灵魂的暟畅爽暠暎
休闲社会是爱心呈示和积累的和谐社会暎缺少爱的休

闲就不会得到真正的休闲暎
二

暋暋休闲是在闲暇时间里得以实现的暎我们把在闲暇

时间里从事非工作性暍非社会义务性的活动统称为休

闲活动暎以道德规范暍审美意义作为休闲活动评价的

价值尺度棳我们可以把休闲活动分成个四层次椇雅闲暍
俗闲暍庸闲与恶闲暎
暋暋雅闲棳大爱大雅之闲棳是文化精神层面的闲暇活

动棳是一种高雅暍有品位的合乎道德暍具有审美价值的

休闲活动棳其最终指向是精神的愉悦和自我的提升棳它
是人们最具爱心暍最人道暍最高雅的休闲方式棳雅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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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着人的高贵暎雅闲的大众化是一个社会高度文明的

标志暎一个处于雅闲状态中的人棳总是一个暟大爱暠之
人暎休闲对他来说棳是对其灵魂反复洗练的过程棳这种

洗练是发呼于暟大爱暠棳表现为能动暍自主暍自为暎
暋暋俗闲棳有爱求美之闲棳是目前一种大众化的休闲方

式暎俗闲不违背道德规范棳但适合于大众审美情趣的

休闲方式棳能满足大众休闲心理的需要棳是当今社会的

主流休闲方式棳其主要特征是娱乐性和闲适性暎尽管

看电视和上网是当前俗闲最主要的形式棳但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棳俗闲的内容也将越来越丰富棳外
出旅游暍健身美容暍享受美食暍大众娱乐等方式也越发

为人们所接受暎俗闲状态中的人棳主观上已有洗练精

神的自觉棳但在实践中受制于客观条件棳因而一方面合

乎道德规范棳另一方面却难免有随意性和从众性暎
暋暋庸闲棳无爱无美之闲棳是一种不文明暍不科学暍不利

于人身心发展的闲暇活动棳虽不违反社会公德之规范棳
但已没有了审美价值棳如闲呆暍闲聊暍闲逛棳这些活动可

能一时能使人产生快感棳但对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和

知识的更新来说没有多大益处棳更不会上升到审美层

面棳是一种暟无美暠活动暎如果说休闲是颐养身心暍愉悦

精神暍发展自我的生活方式棳那么庸闲就不能算是真正

的休闲活动暎
暋暋恶闲棳乃败德龌龊暍无爱怀恨之闲棳是败坏社会风

气暍破坏自然生态和伤害自己人性的病态闲暇活动棳是
一种反道德暍反文明暍反科学的生活方式棳它伤风败俗棳
违反公德棳甚至违法犯罪棳不仅没有审美价值棳而且破

坏审美意义棳具有破坏性和自毁性特点暎恶闲完全走

向休闲的对立面棳根本背离自由时间的人性意蕴和人

之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形态的本质棳是人类社

会在自由时间里滋生出来的落后暍腐朽暍反动的文化形

式暎但屡屡有人陷入这一暟社会陷阱暠里而夭折人性棳
自由的时间成为恶闲者释放兽性的牧场棳金钱是恶闲

者把自己送进各个欲念实现领域的门票暎恶闲领域棳
黄暍赌暍毒暍迷信一贯有之暎

三

暋暋休闲不会自动生成棳这不仅是权利和权利能力的

问题棳更是爱心下的社会规约问题暎其一棳休闲需要爱

心来驱动道德规范的内化暎一个有爱心暍暟内功暠好暍暟抗
毒暠能力强的人棳不会做出伤风败俗暍伤天害理之事暎
暟内功暠或暟抗毒能力暠即道德规范内化的程度暎休闲是

人生美好的生存状态棳休闲作为当今人们不可或缺的

权利棳人类需要俗闲并以雅闲作为我们改进生活方式

的目标棳进而实现和发展自己的生命意义暎作为权利

的休闲并不必然地能得到实现棳也就是说休闲还是一

个权利能力和道德能力兼重的问题暎
暋暋其二棳休闲需要爱心驱动社会制强力的普及暎闲

暇文化领域里棳尚留下社会自我控制的空白棳这与社会

自我控制机制的运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有关暎在

闲暇文化领域棳我们看到的大多是物的暟文明暠和暟先
进暠棳而精神的滋养和道德规约的力量不够棳这两个似

乎是此涨彼消的问题演变成了暟人暠被暟物暠所异化的问

题棳演变为人格晋升困难的问题暎因而棳加强闲暇文化

的建设与管理是非常迫切的棳闲暇文化建设的核心则

是休闲道德规范教育暎必须让人们走进正常的社会关

系棳习得休闲规范棳培植人文关怀棳使爱心得到积累暎
当自由时间增加棳休闲进入人们视野棳人们很容易进入

自由状态之时棳我们没有理由视暟缺德暠为自然而然暎
因为棳休闲首先是社会性的暎我们应视休闲的境地为

一片净土棳尽管这是理想棳但就是这种理想棳才内蕴了

道德规约的必需棳才可使休闲成为暟人类美丽的精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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