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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休闲价值观解读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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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方休闲价值观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 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能没有休闲价值

观的支撑。 解读西方休闲价值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构建以人为本、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休闲观，
是当代学者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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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价值观是社会休闲实践的反映， 看似私人

行为的休闲，实际上与一定社会的社会制度、社会条

件、社会准则、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 不同国家和同

一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 休闲价值观呈现出不同的

特点。西方发达国家的休闲实践走在我们前面，西方

的休闲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古希腊人休闲

追求的是“唯美人生的境界”，文艺复兴时期“人性解

放”为休闲营造了享乐的氛围，这种享乐使得自由意

志的建立和对自由的追求构成了现代西方休闲价值

观的主流。 20 世纪西方国家的享乐主义带来了休闲

的异化。深入研究当代西方休闲价值观的本质，对于

我们正确分析和解决中国当代社会的休闲问题有着

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当 代 西 方 休 闲 价 值 观 的 本 质

解读

当代西方休闲价值观是吸取了历史上西方休闲

价值观的精华， 结合了当代西方社会的休闲发展实

践，对休闲价值做出的回答。当代西方休闲价值观从

三个层面阐明了休闲的价值真谛。

（一）休闲：心灵搁置的港湾

休闲是一种心灵体验，它使人能够摆脱物我囿

限，获得心灵情感解放，实现人生境界提升和人生

极限超越。 休闲是“一种理智的态度，是灵魂的一种

状态”[1-1]。 休闲作为一种精神态度有利于人保持平

和、宁静的心态，休闲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

中”，对创造发明有帮助。 休闲的目的是寻找人生的

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休闲是一种积极地参与，如查

尔斯·K.布赖特比尔建议的，我们可以把休闲看成

是学习和服务社会的机会，这样更能让我们体会到

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 休闲是心灵的审美体

验，是生命在创造时的审美体悟和审美判断，是人

类对永恒终极价值追求的审美超越。 这种状态，杰

弗瑞·戈比把它称为“畅”（flow）。 “畅”是令人陶醉的

状态，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没有心思注意与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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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事情”[1-2]。

（二）休闲：自由意志的展现

休闲的本质是自由，休闲意味着自由地去选择，
是“一种无拘无束的精神状态”，是人的自由意志的

一种本质力量的再现。
休闲自由是一种“积极的自由”，它既是独立自

主的也是超目的的。 这种积极性表现为“自由地选

择”、“从容不迫地做”，是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的过程。 休闲自由是理性的、相对的、现实的自由。
当然，休闲自由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撑。 社会制度要

保证人有休闲自由的可能性。 奴隶是不可能有休闲

自由的，人只有“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

中解脱出来”才可能有休闲自由。

（三）休闲：快乐生存的密码

休闲是使人享受快乐生存的过程，这种快乐不

是一种简单的情绪和感受，也不是单纯感官刺激式

的享乐，而是包含了人内在的喜爱，这种内在的喜

爱所产生的满足感“是由于人本性的内在需求得以

实现（无论是多么小的部分）而产生的”[2]。 休闲的快

乐源于“内在追求”。 真正的休闲是在“内心之爱”驱

动下的活动过程，能够为“信仰”提供基础，是对“人

性得以实现” 的寻求状态。 休闲快乐是通过体验

“畅”得 以 实 现。 所 谓“畅”的 活 动 要 能 够“让 人 陶

醉”，而且还要有一定挑战性，但挑战难度要适宜。
另外，人还必须完全把自己投入到“畅”的活动中，
才能获得“畅”的体验。 [1-3]拥有休闲能力是获得休闲

快乐的关键。 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休闲快乐，这需

要人拥有“做自己想做之事的能力”。 这种能力是达

成人的外在自由的能力基础和物质基础， 否则，即

使拥有了闲暇时间，由于没有休闲能力也无法享受

到休闲的快乐。

三、西方当代休闲价值观对我国休

闲的启示

中国当代社会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期，随着

西方消费社会一些发展模式的引进，其附带的消费

理念、消费方式也涌进中国，消费文化在中国休闲文

化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形式的

休闲异化现象。

(一)当代中国社会休闲异化现象解析

1.奢侈休闲。 当代中国社会的富有阶层中，奢侈

消费比较普遍且呈上升趋势。这种休闲“所满足的不

是需要，而是欲求”[3]，因而带有明显的奢侈性、浪费

性、炫耀性。直接后果是耗竭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

态，造成对地球支持生命能力的严重威胁。

2.享乐休闲。 当代社会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把

休闲当作享乐，追求感官刺激和“过瘾”，为了满足求

新、求异、求刺激的心理，无限放纵个人私欲，这种休

闲心理和价值追求必然使人因为欲望无休而堕入到

焦虑、痛苦与快乐并行的极端情绪之中，使休闲带给

人们心灵世界的宁静和愉悦荡然无存。

3.不可持续休闲。 一些人认为个人休闲是人的

天性， 满足自己的休闲欲望是高于一切的生活态度

和行为准则。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把自我放在休

闲生活的中心位置， 在个人休闲利益与集体和他人

的利益发生冲突时， 可以不顾甚至侵害他人和社会

的利益。 在具体休闲生活中，这些人往往是重当下、
轻后续。不惜以资源的巨大消耗和浪费为代价，最终

造成自我休闲的不可持续性。

（二）建构普遍有闲的和谐休闲观

时代呼唤当代学者必须对休闲价值观研究给予

应有的重视， 尽快建构一种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要求的，揭示休闲本质和作用的中国特色休闲观。这

里，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借鉴中外休闲价值观

的合理思想，尝试建构了以“和合”文化为基础，以人

为本，追求自由、健康、绿色、文明的和谐休闲观。

1.中华“和合”文化是和谐休闲观的价值基础。

“和合” 文化是中华民族独具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
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和人文精神的精髓。 “和合”
文化博大精深，从总体来看，“和合”反映的是事物与

现象的协调、适中、平衡和完美的存在状态。 “和合”
文化讲平衡和谐，构成了和谐休闲观的价值基础。

2.以人为本是和谐休闲观的内在本质。 休闲使

主体自觉体验和认识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和谐休闲

观不仅把人作为一切活动的主体和承担者， 而且要

把人作为一切事物的最终的价值判断的根据和本质。

3.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和谐休闲观的最高境界。
休闲是人在休闲时间里自主选择的活动与存在方

式， 此时， 人的自由意识得到了最自由的表现和满

足，享受“成为人”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个人会在

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 ”[4]此乃和谐休闲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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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境界。

4.健康、文明、绿色是和谐休闲观的行为规范。

“健康”是对休闲行为的要求，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休

闲的发展应该能够促进社会有机体健康发展。 “文

明”是对休闲道德的要求，这一过程的实现靠自律性

的个人道德修养来调整。 “绿色”是对休闲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指个人的休闲行为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

坏，而且要尽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

（三）和谐休闲观的实践路径

1.达观精神境界之提升。 休闲是具有鲜明价值

意向性的活动，体现人的价值选择并由此提升人格、
完善自我。 和谐休闲观引导人在休闲中享受“成为

人”的过程。 在和谐休闲过程中人回归自然状态，思

考生命的意义，追求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的和

谐，促进人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让人实现自己

在艺术、体育等方面的兴趣追求，促进人获得自我价

值实现的满足。 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旷怀达观、
陶情遣兴的生活追求基础上，使得中国人的达观精

神得到新的提升。

2.休闲文化品质之打造。 和谐休闲观引导人平

等地享受和创造休闲文化。 社会主义制度的进步和

文明，改变了以往休闲只是为少数人所享有的状况，
休闲逐步步入寻常百姓生活， 为大多数人所享有。
休闲的大众化和普遍化，让以往“居于庙堂之上”的

休闲文化冲出了精英分子的圈子，以其特有的娱乐

性、流行性、多样性和通俗性，深受普通百姓的欢迎。
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创造休闲文化的行列，网

络、电视、电台以及文化市场等为普通人的文化作品

提供了展示的空间和舞台。 多样性的休闲文化在市

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经得起时间

和民众检验的文化形态得以留存， 这些就成为打造

高品质的中国休闲文化的重要内容。

3.休闲文明之养成。 和谐休闲既是一种态度，也

是一种素养，既是一个人自由休闲程度的标志，也是

一个集体或社会内在生命力的动力。 和谐休闲本身

已经蕴含着基于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价值判断。

“绿色”休闲提倡积极休闲、适度劳动，提倡简单生

活、节约物质消费，自觉控制与合理安排人类与自然

之间的物质交换，做到与己休闲、与天（自然）休息，
减轻人类劳动对于生态环境与资源的冲击与压力，
严格控制可能导致环境被破坏的休闲方式和项目。

“文明”休闲提倡人们多从事那些合乎道德的、对人

全面自由发展有益的休闲行为。 通过提高个体的休

闲文明程度，来提高社会整体的休闲文明度。

4.社会整体凝聚力之蓄积。 和谐休闲观具有显

著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功能。 它是社会主义价值观

在休闲领域的呈现， 弘扬的是集体主义精神和爱国

主义精神。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

的深入，我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受到了一定冲击。
如好莱坞影视文化正将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 价值

标准推向中国社会， 这些表面上看来是技术性的东

西， 实质上则是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中国人的休闲

生活的渗透。 我们不能为了抵制外来文化而紧闭国

门，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和谐休闲观进行正面引导，通

过在全社会宣传和贯彻和谐休闲观， 使和谐休闲的

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凝聚民心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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