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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休闲、休闲活动和休闲生活，从来就与人类本身的生存发展相生相依。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我们是为了闲暇而忙碌。
”马克思指出休闲和劳动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双重社会生活基础，将休闲看作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之
一。
休闲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在国外已有百年，在我国大约也就十年光景。
时间虽短，从原来一般视“休闲”为游手好闲、享乐主义，到当下重视休闲、研究休闲，发展休闲业
，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象征，是人向自身本来意义和价值的一种回归。
　　“休闲”语词极为简单，理解却众说纷纭，所涉领域与内容也极其广泛。
社会、经济、产业、文化、身体、心理等皆有所涉，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体育学等都可
研究，游戏、娱乐、运动、学习等一切有助于使人实现身心愉悦与放松、获得生活与乐趣、体验到人
生快乐与意义的各种活动，都能纳入休闲的范畴。
也因为如此，休闲学研究与应用，既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宽广空间，又给我们深入探
索和构建学科提出了充满希望的挑战。
　　希望是一种引导，挑战是一种激励。
休闲学研究与应用的深入，需要我们会创造、会创新，现实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在为此准备问题、建立
基础；也需要我们会借鉴、会摹仿，海外多年休闲研究与实践的成果，已经为此提供了经验、积累了
资源。
休闲学研究与应用中，重视创造、创新，做好借鉴、摹仿，是循着希望的引导迎接挑战的应循之路、
可行之道。
　　据此，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APCI）组织编辑出版的“休闲书系”，分为译作和著作
两类，亦包括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另加一个《休闲评论》。
所收论著的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受学科门类之限，只求围绕休闲学研究与应用主题的好书好文；学术
性与通俗性兼顾，但以学术性为重。
　　休闲事业前景广阔，休闲研究任重道远。
我们诚邀学界、业界和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者，共同关心休闲学研究与应用的发展，协力推进我国休
闲文化研究与翻译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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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休闲、休闲活动和休闲生活，从来就与人类本身的生存发展相生相依。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我们是为了闲暇而忙碌。
”马克思指出休闲和劳动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双重社会生活基础，将休闲看作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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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休闲”，在中文里是一个复合词，由“休”与“闲”两个字组合而成。
查《说文解字》，“休：息，止也”①；有“停止”、“休息”、“断绝”等意思。
“闲：门遮也”②；有“不忙”、“有空”、“闲置”等意思。
“休闲”，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不事劳作（不上班）。
　　“工作”和“休息”、“忙”和“闲”，还有“生产”和“消费”，构成了人生的一个整体。
对于“人生”，我们应该从整体上做出把握。
而对于“休闲”的讨论，就有助于这样一种的“整体把握”。
　　与此同时，对于“人生”以及“休闲”，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立足点。
在哲学上，我在德国学习的是现象学一解经学，这是一种关于视角、立足点的哲学。
用现象学一解经学来探讨“人生”、“休闲”问题，是对“人生”、“休闲”的一种“人文解读”。
　　顾名思义，“休闲学”，就是一门“‘不事劳作’的学问”。
“不工作”。
不仅仅被提倡，而且还成了一门“学问”。
我把“休闲学”纳入了现象学一解经学，使它成为一种对人生的“人文解读”。
换句话说，我研究“休闲”，是着眼于“休闲”的人文价值和意义。
　　“休闲”不仅被重视，而且成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这似乎是以前的中国人，包括那
些比较富有想象力的中国人，想都不大敢想的事情。
现在，不光是有人这么想了，还开了这么大的济济一堂的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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