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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章　辉

一、为何关注 “休闲”话题

或许在有些刻板的人看来，以 “休闲”作为学术会议讨论话题，似有 “不务
正业”之嫌。而事实上，休闲话题绝非无关痛痒的 “闲话”，而是关系到整个国
计民生之大事。尤其在当前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主导政治行为之时，更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简单地说，所谓休闲就是人在一切应尽的义务之外，在无强制性内容的时间
中怎么生活的问题。它看似小事，却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也与
社会的和谐稳定密切相关。我们看到，在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我国民众的生活
现状却是：“电视选秀、麻将赌博、色情洗浴等庸俗娱乐活动在城市中蔓延开来”，
“休闲生活过于单调的城市妨碍了人的自由个性的发挥”， “横亘在精英与大众间
的休闲界限则在无形中增加了彼此的隔膜度和社会的摩擦度”①。 “与日俱增的
‘休闲综合症’令人堪忧：无所事事、头脑昏昏，沉湎舞厅、通宵达旦，暴饮暴
食、一醉方休、闲逛商场、挥金如土等，浪费了人的生命，亵渎了人类的精神家
园”②，甚至 “在一些地区，吃喝嫖赌风气盛行，严重地污染了社会环境，毒化了
人的心灵；少年犯罪，吸烟、吸毒日盛”③。因此，正如吴树波所言： “在现代城
市生活中，休闲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休闲文化建设已成为建设宜居城市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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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树波：《宜居城市与休闲文化建设》，载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马惠娣：《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７４页。
马惠娣等主编：《中国公共休闲状况调查》，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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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的重要内容。”①

正因为看到了休闲与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重要关系，西方早在一百多年前

即开始了休闲学研究，产生了如美国的托斯丹·凡勃伦、荷兰的约翰·赫伊津哈、

德国的约瑟夫·皮珀等享誉世界的近现代学者和约翰·凯利、托马斯·古德尔、

杰弗瑞·戈比、克里斯多夫·爱丁顿、罗伯·斯特宾斯等一大批当代知名学者，

还诞生了世界休闲组织 （ＷｏｒｌｄＬｅｉｓｕ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等国际性权威机构。相比之

下，我国休闲学开展早已落后了很多。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社会在各方面的繁荣发展，为国人迎接休闲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条件。加之进入新

世纪后，西方休闲学理论不断得到译介，国内学术界纷纷响应，逐步掀起了 “休

闲学”研究热潮。笔者曾撰文指出： “在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的倡导下，１９９５年

成立的北京六合休闲文化策划中心成为我国最早从文化哲学角度研究休闲的民间

学术机构。２００２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了 ‘休闲文化研究中

心’，并逐年主办年会。同年，世界休闲组织、浙江大学、杭州市人民政府等联合

发起成立了 ‘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 （ＡＰＣＬ）’。该中心是世界休闲组

织在亚太地区的权威学术代表机构，它依托浙江大学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凝聚

了一批高素质的休闲学人才。……２００７年４月，国内首家省级休闲文化研究机构

‘四川省休闲文化研究会’成立，主旨为开展休闲学科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同

年６月，依托于 ＡＰＣＬ的研究队伍，国内第一个休闲学博士点在浙江大学哲学系

设立。同年１１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山东大学威

海分校成立 ‘休闲研究所’，与休闲有关的项目纷纷出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国

家自然基金项目中。”②

并且，休闲话题已经不仅仅是学术象牙塔中之物，它已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

的民生焦点。目前，如何迎接全民性的 “休闲时代”的到来，已经成为我国各级

政府所思考的重要问题。打造高品位、高质量的 “休闲之都”，也正在成为众多国

内城市所追求的目标。但事实上，我们离真正的 “休闲时代” “休闲城市”还有

很大差距。一方面，表现在不少政府领导和企事业单位仍片面追求 ＧＤＰ、绩效等

硬指标，缺乏休闲意识和游戏精神，导致人民休闲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今日之杭

州就出现这样的悖论：在这个已被国际休闲组织授予 “国际休闲之都”称号的城

市，人们总是行色匆匆，急于事功而焦虑不安，身着名牌休闲装却无暇休闲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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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树波：《宜居城市与休闲文化建设》，载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参见章辉 《中国当代休闲美学研究综述》，载 《美与时代》２０１１年８月上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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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前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对杭州人的 “忙”有这样的名言： “白加黑，五
加二；星期六一定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一定。”这样的城市状况，严重影响了市
民的日常生活幸福感。因此，“很明显，公共领域的劳作最容易使人的生命流于异
化，成为手段；而只有在休闲中，人才能找回自身。”①另一方面，是有闲者的休
闲异化。在当前某些不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主导下，即便人们获得了自由支配的
时间，能够主动从事休闲活动，也同样面临着休闲走向自身反面，即人性遭到异
化的问题。笔者曾撰文指出：物质性追求与功利性情感、炫耀性消费与符号化风
潮、技术性依赖与政治性行为、感官性沉溺与媒体性刺激，导致了休闲自由的异
化、休闲情绪的异化和休闲节奏的异化。②其表现就是人民休闲生活趋于单调、低
俗，其结果是打乱正常、安详的生活节奏，更加扰乱心灵安稳，违反本真人性。
这同样也绝非和谐社会之特征。胡伟希指出：“为什么伴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裕，却
会出现精神上的虚无主义，以及消费观上的消费主义等现象呢？这当中，与人们

没有确立一种理想的生活信念，没有确立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具有极大的关系。
因此，在今天，将中国传统休闲哲学中关于个体生命价值及其实现之道的道理重
新挖掘与阐发，以替当前中国以及整个人类在逐渐摆脱物质匮乏情况以后，精神
生活却可能空虚与发生焦虑的症状号脉，已显得刻不容缓。”③

因此，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工业化、技术化和机械化时，休闲作为解决社会问
题、抗拒人性异化的手段就愈发显得重要。将 “休闲”话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不但不是无关痛痒、不务正业之举，反而正是顺应了中国传统学术 “有补于时”
“经世致用”的价值诉求。它针对当前休闲建设的缺失方面和休闲生活的异化而
发，因而具有迫切而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为何关注 “休闲美学”

尽管休闲学已经日益成为学术热点，但对于它的学科界定及切入角度，目前

学界尚有不同程度的模糊认识。笔者曾撰文指出：“休闲学是最典型的交叉学科研
究”，“在跨学科的宏大语境下，休闲学应当是政治之学、社会之学、经济之学、
游戏之学、哲思之学、伦理之学、幸福之学和审美之学”④。在多学科的视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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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庆祥：《庄子休闲哲学略论》，载 《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７期。
参见章辉 《民生与休闲异化》，载 《２０１２中国 （杭州）休闲发展国际论坛学术手册》，

第２８９～２９３页。
胡伟希：《论中国休闲哲学的当代价值及其未来发展》，载 《学习论坛》２００４年第９期。
参见章辉 《论休闲学的学科界定和使命》，载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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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最注重休闲学的美学属性。
李泽厚断言：“中国智慧是审美型的。是审美而非宗教，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高

境界。”①皮朝纲也称：“中国传统思想中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便是一种超然宁静的
审美态度。”②因此，不研究休闲中的审美内涵，就无法接触到休闲哲学的最高层
面。关于休闲与美学的关系，杜书瀛较早提出：“正常的人的消闲，以人的方式进
行的、充满着人的内涵、人的意味的消闲，那就是审美的消闲，或者天然含有审
美的成分。……凡是以人的方式进行的、肯定着人的价值和人的本性的消闲，凡
是蕴藏着人的内涵、体现着人的意味和人的生机的消闲，凡是流露着人的健康的
生命意义的消闲，都自然而然地带有美的成分，都应该是一种审美活动，只是层
次有高低、样式有分别而已。”③叶朗后来也认为：“休闲文化的核心是一个 ‘玩’
字。‘玩’是自由的，是无功利、无目的的。……玩很容易过渡到审美的状态。所
以休闲文化往往包含有审美意象的创造和欣赏，而且休闲文化所展现的意象世界，
往往是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的交叉和融合。”④笔者这样理解从休闲到审美的
过渡之发生：学界对休闲的界定总是离不开 “自由”这个核心概念，而 “自由”
又恰恰是审美现象的核心特征。因此 “在哲学自由观的奠基下，休闲的基本特征
与审美活动最本质的规定性在 ‘自由’的层面上翩然相遇， ‘玩’就这样顺理成
章地过渡到了审美状态”⑤。而作为休闲活动主要方式之一的游戏，也具有审美属
性。荷兰文化学家约翰·赫伊津哈 （ＪｏｈａｎＨｕｉｚｉｎｇａ）早就指出： “游戏往往带有
明显的审美特征。欢乐和优雅一开始就和比较原始的游戏形式结合在一起。在游
戏的时候，运动中的人体美达到巅峰状态。比较发达的游戏充满着节奏与和谐，
这是人的审美体验中最高贵的天分。游戏与审美的纽带众多而紧密。”⑥ 因此，潘
立勇断言：“可以说，审美是休闲的最高层次和最主要方式。”⑦张玉勤指出：“休
闲并不单纯是一个时间概念和简单的社会现象，更是一个意蕴深厚的文化范畴和
美学命题”⑧，审美 “无疑应成为观照和阐发休闲的重要理论视界”⑨。张法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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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０页。
皮朝纲：《中国美学沉思录》，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７页。
杜书瀛：《消闲与文化和审美》，载 《文艺争鸣》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２９页。
章辉：《休闲与审美的关系》，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荷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何道宽译，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８页。
潘立勇：《休闲与审美：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载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张玉勤：《审美文化视野中的休闲》，载 《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０期。
张玉勤：《审美文化：休闲研究新的理论视界》，载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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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休闲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与心理体验 （超越为生存劳作的爽快）和人
性本质 （超越为生存而工作的自由）紧密相关的一种境界。而这一境界与美学超
越具体事物的现实关联和具体时空关联的物我两忘和物我同一的境界是相同的。
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休闲的最高境界就是一种审美境界。”①

因而，在美学研究繁荣的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休闲现象中的
美学意义。据笔者的资料，庞耀辉的 《谈闲暇时间观》（１９８５），邹贤敏的 《“闲
暇”与 “觉识”———亚里斯多德美学思想拾遗》（１９８６），较早地发出了休闲美学
理论之先声。而 ２００１年吕尚彬等编著的 《休闲美学》，则首次使用了 “休闲美
学”这一专有名词，并初步建立了一种研究框架。目前，休闲美学已经成为国内
美学界一个方兴未艾的学术新热点。关于近 ２０年内我国休闲美学的整体发展特
点，笔者曾有综述发表，此处不赘述。②事实上，我国近代学者如周作人、林语堂、
梁实秋等，已开始初步有意识地挖掘、梳理历代的休闲文化及其美学意义，倡导
日常生活的诗意化、休闲化。例如林语堂曾提出 “中国人是有名的伟大悠闲者”③

的著名论断。但由于他们所处的是激烈动荡、战火频仍的时代，研讨 “闲情”不
符当时国情，同时亦缺乏理论支撑，故未能在学术界形成气候。而太平盛世的今
天，正是休闲美学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之时。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
界。”④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应具有强烈的改变世界的实践性。作为一个自
命的人本主义者，笔者非常赞同法兰克福学派以审美来获取自由和人类的全面解
放的主张。这虽然带有某种乌托邦的理想成分，但是审美对于拯救与超越确实具
有价值与可行性。张玉勤指出：关注形而上的传统美学 “忽视了人的现世生存，
并没有解决人的实际生存困惑，人的生存意义不但没有显明反而更加模糊”⑤。对
此笔者表示赞同。因此在休闲时代，我们应通过休闲美学把审美视角拉回现实，
让审美立足于生命个体的生存实践，让人们在现实的审美中生存。通过挖掘传统
休闲思想及其美学意义，为当代和谐社会的建设实践提供借鉴，促进对当下休闲
生活的自省，对休闲进行有效的社会引导，将是不无裨益之举。故而，将休闲美
学作为会议论文的选题，具有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的双重意义。

关于 “休闲美学”的界定，笔者认为： “旅行观光、美食养生、体育游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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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法：《休闲与美学三题议》，载 《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参见章辉 《中国当代休闲美学研究综述》，载 《美与时代》２０１１年８月上旬刊。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１３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６页。
张玉勤：《审美文化：休闲研究新的理论视界》，载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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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艺术活动等都更有可能成为休闲活动，我们可以寻找出其审美方面的内涵，

对它从美学的角度来加以理论分析，这就是休闲美学。”①关于其学科使命，黄兴

认为：“休闲美学的旨归是通过审美的方式来揭示出休闲蕴涵的人本意义和人的生

命价值，赋予休闲真正的含义。”②由此可见，将美学和休闲现象加以综合性、交

叉性研究的休闲美学，具有高度人本主义精神，它将有助于解决包括休闲异化在

内的人性异化状况，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种有益探索。在现有基础上，以会议论

文的方式将这一领域加深加宽，将是有其积极学术贡献的。尤其从休闲美学角度

切入传统休闲话题，将能挖掘传统休闲文化的审美意蕴，尤其是阐释其中的人格

美、社会美、艺术美内涵，这对当代休闲建设会予以生存境界方面高度启示。

三、为何关注 “美丽云南”建设

要说 “美丽云南”建设，首先要从 “美丽中国”建设谈起。

２０１２年底，党的十八大提出：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２０１３年３月，云南代表团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建设 “美丽云

南”。团长秦光荣指出： “美丽云南”是 “美丽中国”的重要窗口，实现永续发

展，才是最根本、最美丽的发展。

目前，在我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都与休闲和审美现象有关，值得我

们思考：

１专家认为，审美是休闲的最高层次和最主要方式。目前各级政府在打造民

众休闲环境设施、普及休闲活动时，往往只重 “闲”而不重 “美”，只注意提供

休闲设施、休闲活动的娱乐性，而忽视它们是否能带来审美享受。如何在 “美丽

云南”建设中凸显休闲环境、休闲设施、休闲活动的审美层次，值得我们思考。

２据各种调查显示，云南省当前民众的休闲生活中存在着休闲方式低俗、缺

乏审美体验等问题，甚至普遍存在着黄赌毒等丑恶现象。这与 “美丽云南”建设

的愿景是背道而驰的。如何倡导民众用高雅、审美的方式进行休闲，减少丑恶现

象的发生，同样值得研究。

因此，为了更好地阐释审美体验在休闲生活中的意义，为了在休闲城市、休

闲乡村的打造中更好地注入审美的因素，举办休闲美学与 “美丽云南”建设专题

研讨会，针对本省在休闲建设方面的美学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进行专题研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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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然的了。

四、第二届 “中国休闲哲学论坛”简介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７～１９日，第二届 “中国休闲哲学论坛”在玉溪师范学院成功

举行。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近８０余人应邀参加论坛。论坛主题为：“休闲与审美

经济”。本次论坛也得到了 《中国报道》杂志、《玉溪日报》、玉溪电视台等媒体

的关注与支持。

１８日上午８：３０，论坛开幕式在图书馆多元学术报告厅开始。由玉溪师范学
院文学院院长时遂营主持，玉溪师范学院校长王力宾致欢迎词。随后，本次论坛

的另四家主办方代表分别致辞，他们分别是：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副

主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楼含松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教务处长、

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王德胜教授，湖北理工学院师范学院副院长、华中休闲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陆庆祥博士，以及玉溪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曾建志书记。
开幕式后，分两阶段举行了专家主题演讲。第一阶段中，浙江大学亚太休闲

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国首批休闲学博士生导师之一的潘

立勇教授做了 《关于当代中国休闲文化研究和休闲美学建构的几点思考》的发言，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学学会理事、南京
大学高小康教授做了 《休闲与异托邦》的发言，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国价值学

会理事、青岛市社科联杨曾宪研究员做了 《价值学视野中的 “现代休闲”》的发

言。随后，复旦大学中文系陆扬教授为以上发言做了点评。

第二阶段中，《中国报道·民生观察》主编杨秀珍女士做了 《中国当代休闲

文化的美学研究》的发言，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审美
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彭修银教授做了 《日本的休闲文化与休闲美学》的发言，玉溪

师范学院教授吴正荣老师做了 《休闲美学的禅宗思想基础》的发言。湖南省美学

学会和文艺理论协会副会长、中南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毛宣国教授为他们的发言

做了点评。
以上学者的论述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思想共鸣，专家点评也鞭辟入里，休闲理

念在交流中得到升华，感染了在场的各位代表。

午餐后的休闲期间，各位代表饶有兴趣地参观欣赏了玉溪师范学院的湄公河

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各种富有云南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艺术品吸引了参观

者的眼球，这种体验式休闲也提高了参会代表的休闲舒适度和愉悦感。
下午，论坛分三个分会场在图书馆展开小组平行讨论。分别是：分会场 Ａ，

论题：“休闲与哲学”；分会场 Ｂ，论题：“休闲与审美”；分会场 Ｃ，论题：“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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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分会场 Ｄ，论题：“休闲与旅游、体育”。通过探讨和交流，加深了学者
对休闲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分享了休闲文化研究丰硕成果。尤其在分会场 Ａ，与

会专家们开展了热烈的学术争论，这对学术争鸣的深入将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

下午５：３０，大会闭幕式举行，由玉溪师范学院章辉博士主持。山西省社科院

《晋阳学刊》编辑部路强博士、浙江大学李永莒博士、浙江省旅游发展研究中心的
李敬科副教授、浙江大学李健博士等分别代表三个分会场进行了总结。最后，由

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楼含松教授做了大会总结。

楼教授强调，本次会议实现了四个方面的突破，１视野开阔：本届论坛所提

交的论文，除了围绕休闲哲学和休闲美学，还涉及文化、教育、产业等诸多领域，

有哲学思辨、美学观照、文化阐释、社会调查、统计分析、中外比较，充分体现
了休闲本身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反映了 “休闲哲学”这一学科兼具本体性和实践

性的特点；２立足本体：本次论坛对 “休闲”这一概念本身展开了深入辨析，比

如 “休闲”与 “闲”“闲暇” “自由时间”等概念之间的关系，“休闲”的本质、

“休闲异化”“休闲”的有限性、休闲研究的核心和边界等，对这些问题所作的思
考和论辩，有助于将休闲研究引向深入；３视角丰富：对休闲心理、休闲行为的

文化制约因素、休闲的文化表现形式做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探讨；４虚实结合：

提交的论文不乏对区域性、行业性、阶层性的休闲行为和休闲项目所作的个案研

究，体现了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实、文化与产业融合的学术走向。由此，也启

发我们在突出休闲研究 “顶天”与 “立地”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 “中间”的研
究，也就是将基础理论与社会实践更为有机地加以整合，借此建构具有自身学科

特色的休闲学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型。

１９日，论坛组委会安排专家学者参观考察了云南省四大名山之一的通海秀山

和高原明珠抚仙湖。专家学者对美丽的湖光山色赞不绝口，流连忘返。进行了
“玉溪休闲文化和休闲旅游发展对策”的专题研讨。代表们结合数日来的观感踊跃

发言，玉溪市旅游发展委员会陈川明副主任现场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并

对此次考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此次论坛得到了玉溪师范学院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在王力宾校长、葛平书记、

任宏志副校长的亲切交流与关怀下，论坛在湖畔的孤山岛上升起美丽的晚霞时，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五、休闲美学与 “美丽云南”建设专题研讨会

由于玉溪师范学院成功举办了第二届 “中国休闲哲学论坛”，已有良好的基

础。因此，我们接下来又乘胜追击，向云南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组织委员会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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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了 “休闲美学与美丽云南建设”———云南省第八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玉溪师范
学院专场。据悉，年会在昆明以外地州举办的数量非常有限，竞争非常激烈，但
没想到很顺利地获批了。此后，具体承办时又得到了玉溪市社科联的大力支持。
于是在１１月２２日，这场专门研讨云南省休闲建设的学术研讨会得以成功召开。

这次会议，除了本校老师热情参与外，省会昆明和省内其他地州的兄弟院校
（包括一些其他单位）都积极予以支持和参与，主要单位有：云南师范大学、昆明
理工大学、云南中医学院、云南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文山学院、临沧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楚雄师范学院、西双版纳州职业技术学院、玉溪市社科联。在此，
我谨代表会务组向以上单位的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稿内容丰富，涉及方方面面，粗略地可分为四个专
题：１休闲审美与文化建设；２休闲美学与美丽云南建设；３云南地域休闲审美
文化；４玉溪地域休闲审美文化。涵盖了哲学、美学、文学、伦理学、教育学、
经济学、民族学、体育学、旅游学、宗教学等人文社科的诸多领域，相信这本论
文集对于当前我省的建设发展与民众生活品质的提高，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以上算是交代了此次论文集的缘起，是为序。它的诞生，要感谢云南省社科
联领导、玉溪市社科联领导、玉溪师范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要感谢各
位参会代表的积极参与和云南大学出版社相关同志的辛勤劳动。在此一并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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