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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正在成为当今社会生活的一项内容，是小

康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据统计，目前我国双休

日、各种节假日和部分单位带薪休假制度的实施，

使得占据我国人口近二分之一的城市居民拥有生

命三分之一的假期。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那时，休闲将成为

人们的一种普遍存在和生活方式。随着休闲需求

的发展，对休闲的研究日益凸显，什么是休闲、怎样

休闲、怎样引导休闲? 休闲与社会和人的发展是什

么关系? 这些问题，正在引起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

的关注。笔者认为，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及其运用

的理论，为我们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

论的指导，是正确认识和解决休闲问题、指导休闲

实践的理论武器。

一、自由时间的产生和实现

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一种崭新的人的理论，

是为了人的理论。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对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揭

露和分析，还是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历史使命的研究和探索，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开

历史之谜———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的解

放，使得每个人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使得人

成为人自己。这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的逻辑

是: 扬弃资产阶级思想家抽象人的理论，从具体的、
现实的人出发; 紧紧扣住从事生产劳动的、处于各

种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去探索、揭示人的解放

和全面发展的实际条件，以及通过怎样的途径和道

路，创造、实现这些条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

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其中特别是关于自由

时间及其运用的理论，为我们研究休闲、研究人的

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阈。
什么是自由时间? 马克思认为，自由时间就是

指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 一部分用

于消费产品，即享受; 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

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

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是娱乐和休息。自由时间不

是从来就有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们全

部劳动时间生产出来的产品仅仅够维持自身的生

存，这种时代是无所谓自由时间的，也谈不上对自

由时间的运用。自由时间的产生和实现经历了曲

折的历史过程。
第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是奴隶社会，它

的社会生产力较原始社会有了发展。奴隶是奴隶

主的活的工具，他跟牲畜一样，除了劳动干活，他的

生存再无别的意义; 全部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统统

归奴隶主所有; 奴隶主可以不必劳动而生存和享受

空闲，他的这种生存和享受是以完全牺牲奴隶的自

由、奴隶只能过着非人的生活为前提的。对整个社

会而言，不能说有自由时间的存在。以农业生产为

主的封建社会，虽然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和提高，但社会绝大部分人都被束缚在土地上，还

不可能出现真正自由的劳动者，社会生产还没有发

展到能够为整个社会提供自由时间的水平。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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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上出现了大量除了具有劳动能

力以 外 不 具 有 任 何 其 他 劳 动 手 段 的 自 由 劳 动

者———无产者。由于大机器的使用，社会生产率大

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为社会自由时间的

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只有在这样的时代，真正的

社会自由时间才会产生。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

产生过程时指出，资本家在市场上买到了这样一种

商品———劳动力，这种商品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具

有使用价值。为了使劳动力得以生存，资本家必须

付出一定的资本———劳动者用来换取生活资料的

货币。在劳动力使用过程中首先要把这部分资本

生产出来，这部分生产时间就是必要劳动时间。如

果每天工作 8 小时，其中 6 小时是生产为劳动者生

存的必需品和补偿消耗的生产资料的时间，那么剩

下的 2 小时就应该是可以用来休闲的自由时间。
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本应

属于劳动者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时间，在剩

余时间中还要坚持剩余劳动( 即工人无代价地为资

本家劳动的时间) ，这种剩余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

成为资本家财富的源泉。因此，可以说“现今财富

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1］218 这就是剥削

的秘密。由此可见，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才为整个社会自由时间的产生提供了

物质基础。
在大工业和信息化时代，生产社会化，科学技

术不仅高度迅速地发展了起来，而且很快被运用到

一切生产领域，使得社会生产发生了深刻变化，原

来要用许多人、费很大气力、很长时间才能生产出

来的产品，现在只要很少的人、费很小的气力、在很

短的时间中就能生产出来。这样，在必要劳动时间

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创造了大量

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

判》( 1857—1858 年手稿) 中，论述了自由时间及其

运用的重要意义。他指出: 自由时间为个人发展充

分的生产力创造了广阔的余地，节约劳动时间就等

于增加使个人获得充分发展的时间。自由时间越

多个人获得发展的余地就越大，就越能促使人的发

展。但这必须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 工人群众

应当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成为支配自由时间

的自觉主人。
资本主义是一种矛盾的存在: 一方面，它使用

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艺，竭力使必要劳动时

间缩减到最低限度; 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

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加以无休止地占有和吞

噬。这种矛盾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与生产力之间的冲突，它是一种内在动力，是炸毁

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物质力量，这就是资本主义必

然灭亡的内在根源。
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可以说，自由时间的运用，

是整个人类发展的基础。“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

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

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

就是 把 这 种 自 由 时 间 的 运 用 作 为 必 要 的 基

础。”［2］216 － 217可是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无法实现

的。因为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关系的存在，决定着一

切自由时间都必须成为剩余时间，即生产剩余价值

的时间，使资本家的资本增值的时间。在这种情况

下，不仅劳动者不能充分享用自由时间，就连资本

家阶级也受金钱和利润的趋使而终日劳碌，他们使

工人成为他们的奴隶，而使自己变成了资本和金钱

的奴隶。人类这种生存状态虽然是人类自我活动

的结果，但这种生存状态是违背理性的，它不是也

不可能是人类生存的终结，它只是人类存在历史的

一个特定阶段，人类的发展终究要超越这个阶段。
决不要相信所谓这种生存状态就是“历史的终结”
之类的谎言。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揭示: 超越资本主义的动力

就存在于这个制度自身之中。资产阶级不仅制造出

了毁灭它的社会生产力，而且还造就了它自己的掘

墓人，这就是无产阶级。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革

命，矛盾的解决: 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

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

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

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

有充分发展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

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

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

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
人终于成为自己与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

自 然 界 的 主 人，成 为 自 身 的 主 人———自 由 的

人。”［3］759 － 760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事业，完成这

一壮丽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异和任何

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每个人都将成为社会的主

人，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条件下，人们才谈得上自

由时间的真正实现，才谈得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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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时间的运用与人的解放和本质的复归

研究自由时间的运用和休闲，归根到底是为了

人的解放和自由，人怎样才能成为人自己———即人

的本质的复归。什么是人的解放和自由? 什么是

人的本质的复归? 这些问题不能抽象地来讨论。
人的解放和自由是相对于人被束缚、被统治、被压

迫而言的; 人的本质的复归是相对于人的本质的失

去而言的。人的自由和解放、人本质的复归是一个

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自由时间的正确运用和

休闲之路的提高。
我们今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从事一定的工

作，不同的工作成就了不同的人，这就是社会分工，

分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这种分工并非是人

们自愿的，而是自然甚至是被迫的。分工一旦出

现，人就被局限于一个特殊的领域，他不能超出这

个领域，他成为了某项操作和技能的承担者和化

身，在他活动的领域，为他这方面的聪明才智提供

了一定的施展和发挥的平台; 可是一旦脱离开这个

领域，他将一筹莫展，就像一个陌生人来到一个新

的世界( 例如一个牧羊人来到种植水稻的地方) ，不

是说他不具备掌握这个新世界的本领和才能，而是

因为他的这方面的才能和智慧得不到运用而未被

激发出来。分工的出现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

说是人发展了、进步了; 可在另外的意义上又可以

说人被片面化、退化了，即他的其他方面的智慧和

才能因得不到运用而逐渐被埋没无存。在今天社

会中，人仍然处于自然分工和强迫分工、人的片面

化使得人的体力和智力得不到自由全面发展的阶

段，每一个现实的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被束缚于一

个特定领域。
自从进入私有制社会以后，特别是在资本主义

条件下，劳动发生了异化。异化使得劳动者和自己

的劳动产品相对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

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

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

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4］90 这一事实表明:

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

产的力量同劳动者相对立。异化使得劳动对劳动

者来说成为外在的东西。“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

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

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

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5］43这就是说，劳

动不是人的本质的自觉的表现，而是被迫和强制

的。异化使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最后使得人同

人相异化，即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存在。在这种情况

下是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的。
分工既是社会进步的杠杆，也是人类进步和解

放的助手; 然而分工同时也是束缚和限制人的才能

发展的羁绊。所以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社会发展自

然分工和强迫分工将消失，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
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将完全消除。这一切不

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社会进步和生产

力发展的实践中，随着未来社会生产的高度发展，

分工的消失和异化的消解将成为必然要发生的事

实。未来的生产组织，将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

和表现自己全部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时劳

动异化将不存在。
人生于世间，由于受着两方面的压迫而不能自

由: 一方面受自然力的压迫; 另一方面，是受社会的

压迫。摆脱和消除这两种压迫，使人类获得自由和

解放，归根到底要依赖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

展，只有生产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了，人才能正确

认识和把握自然发展的规律与社会的发展规律，成

为自然界、社会和人自己的主人。这里讲的解放和

自由不是观念思想的活动，而是具体的、实在的历

史活动，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马克思指出: “‘解

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

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
交往状况促成的。”［5］74 － 75自由也是如此。

自从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以后，社会中一部分人

不仅占有大量社会财产，而且逐步建立起保护他们

财产的暴力工具，这就是国家。这部分人就是社会

的统治阶级; 而没有财产，甚至连生产劳动手段都

没有的人，就沦为被剥削、被统治的阶级。这种情

况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各有特点的，比

如在奴隶社会是奴隶主和奴隶，在封建社会是地主

和农民，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就特别典型: 一边是

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一边是拥有社会绝大部分财

富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同时掌握着国家，也就是

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奴隶的反抗、农民起义、无

产阶级革命，这些斗争的形式不一样，但目的是相

同的，就是推翻压迫，求得解放和自由。除了无产

阶级以外，奴隶的反抗、农民起义，虽然也推动了人

的解放，但并不能使人完全地、最终地摆脱压迫而

获得解放，就连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例外。他们斗争

的结果往往是以一种形式的压迫取代另一种形式

的压迫，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自由为代价换取少数

人的自由。所以，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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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自

己成为统治阶级; 而且要利用这个专政，消灭阶级，

使国家消亡，从根本上结束人对人的统治。无产阶

级同历史上任何阶级根本不同，它不仅要解放自

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只有解放全人类，它自己才

能获得最终的解放。这就是无产阶级所从事的运

动的最终目标———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所

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 它推翻一切旧的生

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

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

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支配。因

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

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

联合的条件。”［5］122 从而结束以牺牲一部分人的自

由和尊严为代价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和尊严

的历史。
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在这样的社会里，才能谈

得上自由时间的正确运用，才有人的意义上的休

闲，才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类本质是自

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

不再是被强迫的，而是成为人的自我实现的形式，

成为主体的物化，这就是实在的自由。只有在共产

主义社会中，人的这种本质才能获得真正的实现。
因为，这时的生产劳动不是被迫的、强加的，不再是

谋生的手段，而是人们一种自觉的行动; 不再是一

种负担，而是成为人的一种快乐和享受; 生产劳动

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成了

人们休闲的一种形式，成了人们全面发展和表现自

己全部才能的途径。
现代社会的发展为人类开辟了无限光明的前

景，生产的现代化和社会的信息化，正在改变着一

切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其中特别是休闲的形式。
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阻挠和破坏，

避免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一定能使自由时间

增加，为人们的休闲提供时间和物质的保障。一个

社会为人的生活和生存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

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

间就越多，为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

配的时间和休闲的时间，也就是说，为社会每个成

员自身的发展腾出的时间就越多。

三、正确使用自由时间与休闲

自由时间是一切休闲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自由

时间就没有休闲。但怎样利用自由时间、使得休闲

真正成为人的存在方式? 这是需要认真思考和正

确对待的。现在不少人有这样一个误区: 以为自由

支配时间就是绝对的休闲，在这段时间中可以任意

而为，或除了吃喝玩乐什么有价值的事都不用去

做，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自由时间理论的，这种

休闲不仅不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反而会使

人的智力和体力遭受伤害。自由时间为人们发展

提供了一个平台，每个人的发展还必须依靠每个人

自己，这就是说，每个人必须要把自身作为主体，自

觉地去驾驭、利用自由时间。马克思指出:“自由时

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

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它

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对于正在

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训练，而对

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

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

造力的和物化中的科学。对于这两种人来说，由于

劳动要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就像在农业中那

样，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1］225 － 226 由此可

见，自由时间的利用并非如现代某些人所想象的，

就是与生产劳动不发生关系、什么也不做的绝对的

休息或享受; 而是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换位，是更加

自觉 的 主 体 在 更 高 的 水 平 上 对 自 由 时 间 的 运

用———劳动———休闲。
休闲这个概念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许多研究

者也给出不同的解释。唯物史观认为，自由时间的

运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休闲，但不是消极的休息和

消遣，而是一种积极的生存状态。休闲与休息不

同，休息是指劳动以后所必须的体力和脑力的恢

复，这往往是通过饮食和睡眠来实现的。休闲在严

格意义上是指对自由时间的运用，也就是主体自觉

自由劳动的实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正真自

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

的事情。”［1］113 而这种“严肃”和“紧张”是你自愿

的、所向往的、感到愉悦的，不是折磨，而是一种享

受，是一种欢娱和轻松的体验。休闲与快乐分不

开，休闲不应包含痛苦的成分。但这不等于说休闲

就不紧张、不严肃，就没有目的。亚里斯多德指出:

“快乐并不像伦理品德那样是内在的品质，而是伴

随着美好活动开花结果达到的目的。”［6］1023 休闲与

快乐一样，离不开人的活动，离不开所要达到的

目的。
休闲是属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休闲的真正意

义在于它的价值，决不仅仅是盲目的毫无意义的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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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它的价值就在于: 这种有目的的活动包含承受

( 享受) 、创造和发展。恩格斯指出: “使每个人都

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
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

有价值的东西; 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

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

促使它进一步发展。”［7］246承受就是继承和享受，在

继承中享受，是贡献和满足的统一。继承历史上遗

留下来的文化，这是贡献; 从中获得乐趣是个人需

要的满足，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活动———是真正的人

的享受。休闲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要把历史上遗

留下来的文化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促使它进一

步的发展。这就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目的的

实现———需要的满足———真正的休闲。
时下“休闲”渐渐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休闲工

业、休闲农业、休闲文化、休闲产业、休闲服饰等正

蓬勃兴起，这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现代

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为人们提供自

由时间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如何使用这些自由时

间? 逐渐成为了社会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现代

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少学者开始研究休闲问题，他

们对休闲的涵义虽各有自己的理解，但总体上看，

具有如下共同点: 第一，休闲是自由时间的利用; 第

二，休闲是人的有意义的活动和生存状态; 第三，休

闲包括内心体验，是自由和满意的享受。这些对休

闲的理解是比较积极的，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近年来，休闲问题也进入了我国一些学者的视

野，出版了一些著作，也刊登了不少研究休闲的文

章。对于休闲的涵义，在借鉴外国学者理论的基础

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归纳起来有以下

这两点: 第一，把休闲当作一种行为，认为休闲是达

到调剂生活、寻求乐趣、自我实现的一种行为; 第

二，认为休闲“是人们在业余闲暇时间，经过主体充

分自由选择和纯粹兴趣所致，用于自我享受、调整

和发展的观念、态度、方法和手段的总和。”［8］这些

论述对研究休闲都具有启发意义。
马克思把休闲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联系了起

来，指出休闲是人自由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

但对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不可作绝对化的理解，这

是因为休闲是受条件制约的。从唯物史观对人及

其发展的考察和对自由时间及其使用的分析，我们

认为，休闲是人在客观条件和主体条件基础上对自

由时间运用的一种生存状态。这种状态是完全的

自由，“而 这 种 自 由 见 之 于 活 动 恰 恰 就 是 劳

动。”［1］112没有劳动就没有休闲，没有劳动也谈不上

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休闲对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因为有了休闲，才给人提供

了自主自由发展的平台。所以，自由时间越宽裕，

人们的休闲空间就越大，就越有机会把人蕴藏的智

慧、才能和能力充分地展现出来，人也就越成为自

由的、全面发展的人。自由时间的运用不是不受约

束，它仍然要受所处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没有

宇航科技，就不可能到太空发展，就没有遨游宇宙

的自由。此外，还要受到主体条件的制约，一个身

材矮小的人，当然有选择打篮球的自由，但要在这

方面发展成具有篮球高手那样的才能，是不可能

的。所以，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对人的自由和全

面发展，都不可作绝对化的理解。
我们提倡有质量的、文明的休闲。在今天，休

闲本身是轻松的，然而研究和践履休闲的问题却并

不轻松，原因就在于休闲有一个质量的问题。马克

思主义认为，自由时间的运用是主体的人的理智

的、自觉的安排。这里作为主体的人理智到什么程

度、自觉到什么水平，对自由时间运用的质量是大

有讲究的。马克思曾经指出: “这种同时作为拥有

自由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劳动时间

具有高得多的质量。”［9］282尽管如此，对于不同的人

来说对自由时间运用的质量是不相同的。从今天

社会中人们对假期的使用实际情形的考察中可以

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在假期中有人选择旅游，有人

选择读书，有人选择观赏文艺节目，有人选择探亲

访友……，这在今天应该说主要是由各种关系决定

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个体状况和

素质起着很大作用，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假期使用的

结果上面。这里我们把出现的意外( 如交通事故

等) 撇开，人们不难看到，有的人通过度假，精神和

体力都得到了恢复，感受到的是轻松和愉悦; 有的

人在假期中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为社会和他人做了

贡献，从中感受到满足和愉快，但也有人通过度假

变得劳累而沮丧。这个事实告诉人们，自由时间运

用的质量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人们必须懂得

并逐渐学会合理使用自由时间，实现真正属于人的

休闲。由于人的理智程度和自觉水平的不同，自由

时间运用的质量也就不同，从而使得每个人获得自

由和发展的状况必然产生差别。所以，即使到了共

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了，而由

于我们上面指出的原因，每个人实际上还是各有特

点，就是说，人决不会千篇一律，每个人实际上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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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是在

对当时实际生活的社会进行科学考察基础上提出

来的，是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过程的解

剖中得出的结论，是对人类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一种

认识和揭示，因而对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自由时间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

是以生产和科学高度发展、以社会消灭阶级压迫和

剥削、变强迫劳动为自由劳动为前提的。人的自由

而全面发展不能一蹴而就，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

过程，但它不是乌托邦，而是人类发展的远景。今

天，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

说就是为人们创造休闲，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

展提供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在党的十八大精神

的鼓舞下，我们将万众一心，攻坚克难，努力发展社

会主义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逐步增加全体人

民的自由时间，并引导人民正确有效地利用自由时

间，为每 个 人 的 自 由 全 面 发 展 开 辟 无 限 光 明 的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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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 Theory on Free Time and Leisure

LI Shi-kun
( Marxist Institut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Leisure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form and content of social life． Study the meaning of leisure and
properly guide leisure is an important task that the well － off society is facing． Marx’s theory on free time and
leisure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weapon we fulfill this task． The emerging and realizing free time is a tortuous
historical process． Leisure is the use of free time． We must seriously think about: how to use free time with
high quality and enjoy leisure that truly belongs to the man．
Key words: leisure; free time; productive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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