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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一　休闲中心论：休闲学科发展的总概括　　西方休闲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
追溯到被西方学者奉为休闲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他把休闲誉为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科学和哲学
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认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休闲，人惟独在休闲时才有幸福可言，恰当地利用闲暇
是一生做自由人的基础。
亚氏的休闲观如同他的其他理论，贯穿整个基督教时代。
　　在中国的先秦文化中，同样蕴藏着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其独特而深邃的理解会极大地丰富现代
休闲学内含。
休闲思想在《诗经》中占有核心的位置，《大雅·生民之什·民亦劳止》直接阐述了休闲、小康和国
家安定兴盛的重要性，“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惠此中国⋯⋯”，《小雅·十月之交》则强调统治者应该关心人民的休闲，“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
”。
此外，《周易》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老庄哲学的“大知闲闲”等构成了中国六朝隐逸文化、
唐宋兼收并蓄休闲文化、明清描写丰富多彩休闲活动的小品文以及近代人文主义的闲适文化等的哲学
基础。
　　到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的全面丰富性遭到空前的压抑，人异化为机器等单面的怪物，
片面的物质享受和可怕的精神贫困撕裂着当代人。
因此，随着个人拥有的物质财富和自由时间的增多，人们弥补和发展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的显得尤为
迫切。
休闲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现象。
一些近代学者也已以其犀利的目光洞察到这一发展趋势。
马克思指出，闲暇增加是未来社会的根本条件和主要特征；罗素则进一步指出，运用闲暇的能力是检
验人类文明的最后手段；此外，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也就休闲在社会经济中的影响系统地提出
其重要见解。
　　20世纪之后，休闲问题在发达国家引起人们普遍关注。
休闲学专业教育在欧美大学普及开来，继而休闲研究步入了更为活跃的时期，众多学者在拓展休闲研
究范围和理论建树方面取得了进展，极大地促进了基础休闲理论、应用休闲理论和休闲科学的发展，
使休闲学科在今天已成为一个规模较庞大、结构较复杂的学科。
　　1917年，英国学者亚瑟·彭蒂在《对后工业国家的研究》一书首次提出，后工业国家是休闲国家
，是一种充满闲暇、过着工匠式的家庭生活的社会。
1950年，美国学者里斯曼（Davis Riesman）明确提出了“大众消费”和“大众文化”的新观点，将休
闲问题研究纳入社会学的范畴。
1955年，荷兰著名学者约翰·赫伊津哈发表《游戏的人》（Homo Ludens），这是休闲学研　　究领
域的经典著作之一。
作者发现游戏作为文化的本质和意义对现代文明有着重要的价值，游戏不仅是人类文化的开端，也是
生活与文化的中心。
人只有在游戏中才最自由、最本真、最具创造力。
1962年，葛拉齐亚在其论著《关于时间、工作与休闲》中指出，休闲是一种难得的使人崇高与成功的
理想存在状态。
1963年，J．皮普尔的《休闲：文化的基础》充分阐释了休闲作为文化基础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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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础休闲学》探讨了休闲学的基础理论，并提供了一个理解休闲理论的基本框架。
其主旨在于强化休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并力图在此基础上给出一个完整的休闲学理论框架。
休闲学是具有全方位、综合性、多层次、几乎触及社会所有分支的一个学科。
读者对象：理论工作者，科研人员，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人文、社会科学各
专业研究生及高年级本科生以及所有对休闲学知识感兴趣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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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可否认，近代工业革命导致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迎来了人类发
展史上的新时代，但是，与此同时，近代工业化所造成的令人不堪忍受的工作条件和资　　本家贪得
无厌的强取豪夺，迫使工人们不得不通过利用有限的闲暇消遣来寻求自我表现、展示创造性和舒展被
压抑的个性。
虽说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作息时间尚无法保证人们拥有充足的自由时间实班发展自我的目标，
然而，马克思以非同寻常的敏锐性洞察到自由时间的发展，无疑将带给人类社会以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比凡勃伦早39年提出了“人的发屉主要是有赖于自由时间多少”的科学见解。
在马克思以的100多年间，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学者的闲暇与休闲理念。
尽管西方学术传统主要来自古希腊，但自由时间的思想渊源却在更大程度上来自马克思。
我们可以从西方闲暇研究者们的著作中看到对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引证和评价，并认为马克思是闲
暇理论的奠基者之一。
　　　　1．经济效益　　人们愿意在休闲服务上支出多少钱呢？
人们在休闲服务上的实际支出对经济有多大影响呢？
近年来成百上牛的研究证明休闲者显示出一种购买休闲时间和服务的强烈意愿，后者常常大大超出他
们必须支付的进入或使用费。
这从实证上检验了体闲者所获得的很高水平的效用。
　　也许更有说服力的是体闲投资与消费的巨大经济效益的统计数据。
无沦按现金流、收入、产出、还是按创造的就业机会来衡量，休闲产业都不仅仅是一个大产业，而且
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之一。
狭义休闲产业包括旅游业、体育产业、大型节庆（Event）或设施管理、娱憩（Recreation）业。
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或地区，休闲产业是最大的三个产业之一。
2000年，美　　狭义休闲产业的产出超过4000亿美元，而广义休闲消费总支出超过12000亿美元。
旅行与旅游业目前是再际间现金流量最大的产业，比全球所有农产晶或汽车贸易量都大，后两者都是
世界市场交易的大项目。
在美国59个州的中，无论以产生的收入还是就业量衡量，目前有40个州的旅游业都处于所有产业部门
中的前三位。
　　一些顾客消费的统计样本可以显示休闲产业有多大。
例如加利福尼亚迪斯尼乐园从1955年7月开业，到1992年6月，共吸引了3亿游客，得克萨斯州阿拉摩
（Alamo）历史名胜地每年吸引220万游客，据1992年6月12日报道，卡罗拉多滑雪场最好的季节竟然
有1040万滑雪游客。
一年不间断的众多体育运动更是吸引数倍于人口总数的目光。
有些传统观点认为上述对休闲的庞大支出不会持久下去。
然而，从1950年代以来，并没有迹象表明这些休闲支出有减少的趋势。
相反，不仅发达国家发展休闲产业，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纷纷将休闲产业作为主导产业。
　　此外，许多人相信，休闲所具有的恢复身心健康的作用从量和质方面增加了工人生产率，并且减
少旷工现象；而且，一个传统的常识认为，休闲活动有助于减少社会道德沦丧和异化以及它们带给社
会的经济成本。
　　　　一 不平衡理论　　心理上的稳定均衡状态是身心健康的表现。
当其种需要出现时，动机系统中的非均衡或紧张感随即产生，促使有机体做出相应的行为选择用以满
足这种需要，从而达到新的均衡；需要被满足后，则心理状态趋于均衡；心理均衡之日正是行为终止
之时。
不同的休闲行为和休闲环境对需要的满足程度也是互不相同的。
　　人类休闲行为的动机既可以来自生理方面，也可以来自心理方面。
生理方面的内驱力是人体维持、恢复生理平衡状态和发展生理状态的产物。
例如，身体疲劳时人就需要休息和放松，体态虚弱的人就需要进补或适当锻炼来增强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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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调节和维持平衡的机制受人的自主神经系统的支配和控制。
当体内的生理平衡被破坏时，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生理系统需要改善时，　　生理性的紧张就会不期
而至，由此会产生一种驱使个体从事活动以恢复、发展体内原有的生理平衡，消除生理性紧张的动力
；平衡被破坏或失去的时间越长，这种生理性的紧张就越强，所引发的驱动力就越大。
这种由人体内部生理不平衡引起的驱动力，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生理内驱力。
生理动机基本上是先天的、本能的。
人类的生理状态和生理天赋是产生休闲的原因之一。
　　同自然人的机体内部的生理活动状态需要保持平衡一样，社会人的心理状态也同样需要维持一定
的平衡。
这种平衡既包括认知上的平衡，也包括情感上的平衡。
只有心理上获得了平衡，人才会平和知足；心理上若不平衡，人就会食不甘、寝不寐，就会感到焦虑
烦躁，由此就会驱使人去从事活动以恢复心理平衡。
这就是心理驱动力。
心理动机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学习的产物，是后天的，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所以，接受过高等教育
、从事智力工作的知识分子往往比一般人能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
生活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也会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心理需要；换言之，正是由于个人生活
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导致了心理上的某种不平衡。
例如，在高校或专业学校工作的人容易对音乐或乐器产生偏爱；城市化生活割裂了我们与大自然的亲
密接触，因此，都市人会产生向往自然的心理需要。
　　二 个人／社团理论　　有相当高比例的休闲行为受到所在团体的影响。
休闲行为常受到同年龄、同阶启的人、同学、同事、工作环境或邻里环境的影内。
我们所从事的休闲活动，多是受某个已然熟悉那种活动的人所启发，如下了班，同事相约去唱卡
拉OK。
　　人类是喜欢社交、喜欢群体活动的。
旅游活动通常是团体结伴而行，而且同伴们常有同样问题、同样的背景、同样的宗教信仰、同样的政
治归属感、同样的年龄残生命阶段等，休闲成员组合将会使旅游行为变得更为可行。
和同伴一起出游除了加深彼此间的友谊、享受旅游的乐趣之外，还可以分享来自他又的旅游体验。
　　　　较之于小学儿童时代，青少年的兴趣与能力多已发展成形，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参与多种休
闲活动，探索各种休闲行为的可能性，通常只固定于少数几种较有兴趣也有能力进行的休闲　　活动
，再专注于其中逐步精通，发展更深一层的兴趣。
青少年时期的二个重要发展任务在手建立自我认同，培养自信心；透过从事休闲活动，青少年可进一
步认识自己，测试种种不同的价值观，这有助于自我认同的确立。
在青少年时期，友谊的建立与同伙的认可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年龄层的人已较难像幼年时仅靠从事共同的活动或讨人喜欢的外表与他人建立起友谊，而彼此性
格相合、意气相通是建立友谊的必要条件。
透过休闲活动，青少年们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被此、练习社交技巧，与志同道合者建立友谊。
　　奇克森特米哈伊和里德·拉尔森（Reed Larseh）对美国芝加哥市一个中产阶级郊区的高中生做的
一项时间生活经验的研究中，将高中生进行的活动分为三类；生产性活动（包括就学与　　工作）、
维持性活动（包括进食、做家务、通勤、休息）与休闲活动（包括看电视、社交、运动游乐，非学校
功课的研读、音乐、艺术等）。
三者所占的时间比例分别为29％、31％与40％，可见在美国中产阶级的文化中，休闲是青少年生活的
重要基调，所占时间比例相当大。
　　　　帕克模型　　通过考查工作与休闲的分离程度我们会发现，休闲与工作既可能混合在一起，
也可能截然分开甚至成为对立的两极。
但无论怎样，休闲与工作的关系都将会影响休闲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休闲与工作的以上两类关系分别被维伦斯基称为“延伸”（Spillover）”和“补偿（Compensatory）。
前者是工作向休闲流畅的蔓延，这种蔓延使得休闲不过是工作心境、工作心态和工作形式等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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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于后者，休闲则成为一种补偿，　　可以弥补工作时的缺憾和不满足感。
　　帕壳在延伸与对立（补偿），之间增加了一个中立碉，从而将这种休闲／工作美系模型又推进了
一步。
他提出一个三项关系模式：休闲是不同工作体验的反应，休闲活动受限于与人们工　　作方式相关的
种种因素，如工作的自主性、参与性和满意度；延伸型关系的关键特征是工作与休闲这两种活动基本
相似，二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社会工作者、成功的商人、医生、教师以及从事类似职业的人员是此类休闲工作关系模型的典型代表
。
对立型关系的基本特征则是有意使工作和休闲有所区别，并且二者之间有着截然分朋的界限。
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是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比如矿工、采油工，他们或者恨透了自己的工作，
下班之后提都不肯提它；或者对工作既爱又恨。
第三类关系模式，也就是中立型模式，其大致特征是：工作和休闲的内容不尽相同，二者之间只有一
个“大概的”界限。
但第三种模式并不是延伸和对立关系的折中，因为它强调了休闲之于工作的相对独立性，而不像前两
者那样强调休闲之于工作或积极或消极的依附性。
属于中立关系模式的工作被片得·伯格称做“灰色工作”——既没有成就感，也没有压抑感。
同时，做这种工作的人在他们的休闲生活中也倾向于被动和观望，这与他们在工作中的态度如出一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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