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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财富分配、时间制度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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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审美时间哲学是美学最重要的维度之一。 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的核心

是共产主义美好生活这一审美时宜。 马克思主义美学对西方美学的革命主要就是审美

时宜革命。 由此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把美感视为财富的形态之一，对资本主义时间制度

及时间剥削作为美感财富分配不公的主要形态，进行还原、批判，并以共产主义审美生活

作为时宜基点进行未来社会建构。 就还原看，他们对工人阶级工作与生活的实际状况进

行田野调查，从人际美学、工作美学角度进行保全，获得第一手材料。 就批判看，他们认

为资本主义时间制度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美感财富的剥削主要是时间剥削。 就建构看，
他们根据共产主义审美时间制度，批判了宗教与资本主义的禁欲主义，尤其是从自由时

间制度与审美生活的关系，刻画了美好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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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捧起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会感受到

他们浓得化不开的仁爱。 这一大爱的根本与

内涵就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在美学上的内

涵就是共 － 美感财富主义。 能把马克思主义

与世界上其他一切主义区别开来的根本只有

一个，那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学说把马克

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熔铸成了如列宁所说

的“一整块钢” ［１］。 马克思主义美学亦如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设的人类最高幸福

或时宜是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及其实践、运动。
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并不只是一种理论建构的

学术活动，其根本品格就是正在进行着的、在
运动中不断自我超越的共产主义实践或共产

主义之事。 这是马克思主义得以生生不息的

时间之源。
在共产主义社会完善地解决了私有制、剩

余时间剥削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本主义时间制

度之后，人际关系尤其是经济财富、美感财富

的分配关系才可能充分平等，并形成新的共产

主义时间制度。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考察的资

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雇主与工人之间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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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剥削、权力压迫与被压迫的不平等关系，
必然导致工人的受奴役、痛苦、对立、屈辱、仇
恨、愤懑、冷漠、异己、孤独等消极的非美情绪

以及以贫困为主要特征的反审美生活。 美学

既要研究美感或审美生活，也要研究非美感或

反美的负审美生活。 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之

间在财富、权力上的平等，会产生自主、精神自

由、自我肯定、和谐、互敬互爱、协作、团结、友
善、安稳等身心愉悦的感受或秩序美感。 在人

与人之间极端不平等关系终结之后，在人与人

之间奴役与被奴役关系寿终正寝之后，在坏制

度土崩瓦解之后，制度化的坏人才能大面积消

解，人们才有可能互相欣赏对方的行为、言谈、
气质、衣饰、相貌、风度、品德，整体性的人物品

藻美学才有可能。 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审美时

宜正是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的时间之源。

二、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

与审美时宜革命

　 　 本文的核心概念是“时宜”与“审美时宜”，
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应有之义

之一，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语言上与汉语的完

善融合而提出的，意在为“意义”“人生意义”增
加时间维度。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的

新概念———尤其是以共产主义为核心滋生的

新概念体系，为汉语思想提供了新资源，丰富

了汉语哲学词汇，成为政治生活的制度性事

实；另一方面，也要使用已有的、最恰当的汉语

来表达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数千年汉语传

统，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汉语马克思主

义。 两相结合，才能更好地使马克思主义语言

成为中国的汉语制度性事实。 自古至今，汉语

哲学对“人生意义” “意义”的表达以“时中”
“时”“时宜”为最佳，也最常见、最普遍。 更进

一步，如果用汉语描述一件在性质上完满或正

好、在时间上不早不晚的事，甚至只使用“时”
就可以了———它意味着时中或合乎时之宜。
但就“意义”一词来说，中国现代以来才广泛使

用，却只能表达“应该”或“宜”，而不带有任何

时间意味。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生

“意义”，如果代之以“时宜”，共产主义就变成

了正在进行着的、生生不息的“事”或“实践”。
当然，“意义”可以根据具体语境继续使用，也
可以与“时宜”互补并用。

（一）事或实践的时间性

哲学存在的理由就是解释与促进有意义

之事。 马克思主义就是设计与促进共产主义

美好生活这件事。 可以想事，但想事不是事，
实践才是事。 “实践”比“事”多一个字，表达力

不如“事”，因此，“事”与“实践”可并用。 事即

时。 不是所有的时都是事，但所有的事都是

时。 人们需要做什么事，能否做某一件事及能

力如何，做事的状态如何，事主与对象的构成

方式如何，这是所有事的四个事端。 这四个事

端不是事的全部内容，但肯定是最主要的内

容。 就这四个事端来说，意义或所需是时宜，
也是核心与根本。 在某一件事中，能力或所能

直接显示的时机、显现状态或所显的时态与时

体（时体即一件事作为时间持续体的绵延状

态）、构成方式或所构的同时性（即对象始终在

主体作为的意向之内）是意义或时宜的显现。
从这五个时端来看，时宜是时机、时体、时态、
同时性的母体与根本，但时宜必须经由时机、
时体、时态、同时性才能显现出来，否则时宜就

会作为冲动停滞于纯粹主观意识层面。 因此，
时宜不仅是要做一件事的主观冲动，而且也是

在一件正在进行着的事中所实际显现的时宜。
一件正在进行着的合乎时宜或有意义之事，
必定具有其时机、时态、时体、构成方式的同

时性。
（二）审美时间性五端

美学是事美学，是关于审美生活之事的事

美学，尤其是关于一件正在进行的、流畅的、一
次性的、事主与对象绝对不能分离的感官愉悦

感之事的事美学。 要把握作为感官愉悦感的

审美生活这件事，既与人类所有的事的一般性

有关，更与感官愉悦感这件事的特殊性有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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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联。 第一，其意义是感官愉悦感，举凡耳

目鼻舌身这五种主要感官，视觉、听觉、味觉、
嗅觉、触觉这五种主要感觉，艺术作品、日用

品、人、空间环境、饮食、香气这六大审美对象，
构成了全身全体的感官愉悦感。 第二，其能力

是只能由感官直接感受可感受的对象，体现为

域状的感官记忆，感官愉悦感尤甚。 人类的感

官感觉绝对不具备从事间接性事务的能力，不
会回忆与思考，国歌只能一次又一次奏起，聆
听国歌之事作为域状记忆体才能兴发、重现。
第三，其构成方式只能是审美生活的事主始终

指向审美对象，审美对象须臾不可去身。 第

四，感官愉悦感的时态只能是正在进行时，而
不能是其他任何时态，这同样是由感官直接感

觉的心智能力所决定的，且正在进行时之所以

能够流畅地持续，就是因为此事的下一个时位

或事位是未知的，审美诱惑力或审美注意力的

持续兴发就是在朝向未来的可能性之中形成

的。 可见，上述审美生活之事的四大事端的具

体内涵都是时间性的，依次是审美时宜 （意

义）、审美时机化（能力）、审美绝对同时性或绝

对意向性（构成）、审美时态的正在进行时与审

美时体的流畅性（状态）。 这是审美时间哲学

的五大支柱，也是朝向未来的共产主义审美时

间哲学的基础性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的审美时

宜革命及其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充满了人间烟火味的

美学，也是让人马上行动的激情美学，更是正

在进行着的共产主义审美生活之事的美学。
恩格斯对伦敦东头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考察，
就是一件共产主义审美生活之事，而且我们还

只能把这件事当成正在进行着的、且由共产主

义审美时宜引领而朝向未来的未济之事。 换

言之，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美学就是以这件事而

呈显的。 其中的审美时宜、审美时机、审美时

态、审美同时性昭然若揭。
就马克思而言，《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原本是经济学著作，为何会成为美学经典呢？

就是因为马克思对工人“牲畜般的存在状态”
以及与之相应的 “最低工资” 等问题的关

注。［２］１１５“牲畜般的存在状态”属于美学所应研

究的反审美生活范畴，而“最低工资”属于经济

学、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研究领域。 前者取

决于并受制于后者，也是后者在感官愉悦享受

上的直接现实和直接呈现。 “最低工资”这一

经济学意义上的财富，实质上就是美感财富严

重不平等的低微分配。 前者是反美感，后者是

低财富，“美感财富”正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

的“一整块钢铁”式的方法。 然而，这并非仅仅

通过美学加上政治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就

能实现的。 根据当今学科的精细划分，人们严

守各自学科阵营，就难以全面理解与把握像马

克思这样划时代的美学家，因为人们为了美

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哲学、伦理学等这些

看似泾渭分明的学科，而放弃了“一整块钢”，
比如美学不管政治学、经济学的事，政治学、经
济学也不懂美学，这就放弃了研究对象的整体

性———即作为感官愉悦感而呈现的美好生活。
人们往往热衷于跨学科研究，却无视超学科的

研究，更忽视研究对象本身的整体性。 具体来

说，就是放弃了各种具体生活形态或因素在感

官愉悦感上的直接现实———即审美时宜。
就恩格斯而言，为了摆脱———赞成与反对

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与幻想，获得共产主

义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他对当时社会灾

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进行了田野调查，前
后一共 ２１ 个月的时间，亲身观察，亲自交往，直
接了解世界上最典型的无产阶级———伦敦东

头工人阶级及其以贫困为特征的反审美生活，
比如———“工人区的恶劣的不符合卫生要求的

建筑形式” ［２］４７７，从而当下即席地激发出了共产

主义审美时宜———以贫困为核心的反审美生

活不能再进行下去了，“这种状况实在令人无

法忍受” ［２］４９４，而且要依据共 －美感财富主义来

改造世界。 把美学的研究对象落实在一个常

识上———也就是作为感官愉悦感的审美生活，
非但不是一件难事，而且还特别质朴、极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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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然而，很多美学却忘记了这些质朴而自然

的事，而把过多的精力与爱好放在西方美学的

教条框框里了。
这些西方美学的教条框框，仅就美学研究

对象来说，存在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忽视人

际关系，没有将其视为主要审美对象之一，既
未关注到人际之间存在的感官愉悦感，也未意

识到人际之间的反感、恶心对整体生活感觉的

摧残与生活质量的急剧拉低。 坏制度、坏家伙

败坏了人际美感，心情很糟，还有什么心思去

品美食、听音乐、读小说、游美景、看画展呢？
第二，忽视人际之间对美感财富的占有以及在

等级、阶级上的审美权分配严重不公。 在资本

主义社会中，占有绝大部分财富的少数人在美

感上的享受，远远多于占有一小部分财富的大

多数人。 这种审美制度的不公在阶级社会中

已成为常态。 尽管个别资本家可能是积聚财

富而不享受的守财奴，某些工人可能艺术鉴赏

水准很高，且人们在审美方面可能存在不同的

选择自由，但这一切都不能掩盖常态化的审美

权分配不公的现实。 第三，过分强调与夸大艺

术作品作为审美对象的重要性，甚至将其视为

唯一的审美对象。 只将视觉、听觉视为审美感

官，无视舌的味觉、鼻的嗅觉、皮肤的触觉、身
体的动觉等；尤其是极端夸大对艺术作品欣赏

的审美无功利性、 自由性， 不仅 极 具 欺 骗

性———似乎高雅脱俗，而且也是一种残忍的截

肢美学，导致绝大部分审美对象———人、日用

品、空间环境、饮食、香气等严重流失。 第四，
尽管西方美学在日用品的设计美学与空间环

境美学方面都已有长足发展，但是都没有对整

体性的美学研究对象问题有所建树与增益。
马克思主义美学恰恰对西方美学的这些

弱点与教条形成了突破与革命，也就是以共产

主义美好生活为根本的审美革命。 第一，共产

主义学说及其实践就是为了最终消除阶级与

国家，构建与促成美感财富或审美权的公平分

配机制。 这既形成了人际关系在政治制度层

面的秩序美感或和谐美感，也同时解决了美感

财富的权力分配不公问题，达到公正。 第二，
共产主义学说中的美好生活本身就直接体现

为质朴而自然的感官愉悦感，这使得马克思主

义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宗教学等

等不仅带有十足的美学色彩，而且它们的最终

归宿就是美学。 第三，马克思主义美学完全出

离了西方美学在主客之间夸张、剧烈地摇摆所

走出的错误道路———比如美的本质、美本身、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等命题，把美学对象设定

为一个正在进行着、充满愉悦感的共产主义美

好生活。 第四，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全身全体美

学，它公平地、无差别地对待每一个感官的欲

望与感觉，涉及眼耳鼻舌身这五大审美感官与

艺术作品、人、日用品、空间环境、饮食、香气这

六大审美对象。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共产主义实践及其

哲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是共产主义审美

生活的实践及其哲学。 具体来说，共产主义社

会在审美生活之事上所寻求的境界，是充分发

达与完善的感官愉悦感———这是马克思主义

审美时宜思想的核心机杼，它成为推动马克思

主义美学触时机而发，解决哲学问题并进而改

变世界的强大冲力与动力。 就马克思主义审

美时间哲学来看，他们关切的重点是———共产

主义时宜及其对资本主义时间制度的批判、审
美生活作为美感财富在审美时间上的分配不

公、剩余时间剥削、科学主义美学与神学美学

禁欲主义中的无时间性、审美时宜在共产主义

审美生活中的体现、自由时间与审美生活的绽

出、自由时间与全面发展的关系、艺术作品如

何保存兴发着的人类生活经验。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一个根本与

三个方向来建构审美时间哲学的。 一个根本

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及其美好生活或审美生活，
并以此为根本立足，付诸正在进行着的实践或

行动，批判正在进行着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践，
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尤其是对工人阶级生活

与工作的原始、原生状态进行还原，关切资本

主义社会中美感财富的分配不公，通过正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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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着的共产主义实践来改变世界，其中机杼之

一就是时间制度。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审美时

间哲学的永恒时宜。 三个方向是对审美生活

作为实践活动原发状态的持守、以无神论对宗

教的批判、对异化劳动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审

美时间哲学不仅从宗教禁欲主义里夺回世俗

时间，从无时间性里夺回时间，从负时间性里

夺回时间，从萎缩的被剥削的时间制度里夺回

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审美生活在审美

需要、审美能力、审美生产、自由时间上，创设

了永不满足于现成、既成状态，并始终处于新

创造、新提升的正在进行时未济状态———这正

是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的审美时态。

三、审美时宜与资本主义美感

财富分配的不公

　 　 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的主要成就在

于，它是一种以共产主义审美时宜为核心的人

际美学、政治美学、政治经济学美学，这才是马

克思主义美学最核心、最根本、最显著且用心、
用力最多的所在。 恩格斯说：“我希望我收集

到的材料足以证明下面的事实：资产阶级，不
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当他们能够把你们劳动的产品卖出去

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旦他们无

法靠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赚钱了，就任凭你们

饿死也不管。 他们做了些什么来证实他们自

称的对你们的好意？ 对你们的疾苦他们可曾

表示过一点点真诚的关心？” ［２］３８３可见，他们从

共产主义美好生活这一审美时宜出发，观察资

本主义社会人际关系中剥削与被剥削的政治、
经济关系，发现了美感财富分配不公的事实，
也以此洞察当时英国等国工人阶级的整体感

性生活状态，尤其是对工人处于劳动时间制度

之内工作时的心情、切身感受，以及劳动时间

制度控制之外———也就是自由时间中的家庭

生活、娱乐生活、游戏生活、居住环境、饮食生

活等等是否美好，进行整体保全。

美好生活，人之大本，虽然形态各异、构成

复杂，但其最终的直观显现就是感官愉悦感或

美感。 在阶级社会中，财富分配不公的实质就

是美感分配不公，在财富分配上的数量差异直

接决定了美感分配上的差异并体现为具体的

生活方式。 财富不仅体现为个体占有的金钱、
财物、日用品、艺术品、人、空间环境、饮食，更
体现为正在享用上述对象时的愉悦感觉。 资

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既是政治、法律、经济等权

力的剥削，也同样是美感剥削，而且所剥削的

政治、法律、经济等权力，最终都必然体现为美

感的富足、稀有、显贵、健全、高雅、全面、强烈、
新鲜。 政治、法律、经济从来都不是抽象的概

念，而是活生生的、正在进行着的感觉本身。
只要政治、法律、经济等剥削、压迫引发了工人

身心、感官感受上的不悦，这就是美学问题。
美感财富首先是审美时宜，同时也包含了上文

所言的时间制度、审美时机、审美时态、审美时

体与构成方式的绝对同时性等审美时间性。
就现代学科的划分来看，“财富” 是经济

学、政治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或法学的研究

对象，但鉴于财富的占有与享用的最终显现是

感官愉悦感，从美学研究财富才是本色，才能

把上述那些分类化的学科融为一体，确保美

感 －财富这一对象的整体性。 贫困及其造成

的一连串反审美生活，这是恩格斯在伦敦东头

的发现，更是切肤感受。 富有者系统地剥削贫

困的工人阶级，又冷酷地让他们受命运的摆

布。 整个工人阶级对剥削他们的资本家 － 富

有者充满愤怒。 恩格斯说：“尽管如此，英国资

产阶级，特别是直接靠工人的贫困发财的工厂

主阶级，却不正视这种贫困的状况。 他们认为

自己是最强大的、代表民族的阶级，却羞于向

全世界暴露英国的这个痛处；他们不愿意承认

工人是贫困的，因为正是他们，有产的工业阶

级，对这种贫困应负道义上的责任。” ［２］４０４觉醒

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斗争就是自觉的社会

主义运动，其斗争的核心就是争取自己应得的

劳动成果，而且这些劳动成果的直接显现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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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资的提高、劳动时间的缩短，而且是最直

接的感官愉悦感。
既有严重影响基本生活的贫困，也有相

对、相比意义上的贫困。 马克思说：“社会财富

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更不平均了。 资本

家用同样多的资本支配着更大的劳动量。 资

本家阶级支配工人阶级的权力增加了，工人的

社会地位更低了，比起资本家的地位来又降低

了一级。” ［２］７３２可见，财富的增加与减少不仅仅

是财富自身数量的增减，而且取决于社会尺

度。 这个社会尺度就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

之间的劳动雇佣关系，而且以资产阶级对工人

阶级的美感财富剥削作为基本特性。 单纯地

看，工人工资的增加当然会导致享受的增加，
但是与资产阶级的享受相比，工人所得到社会

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 工人拿到的工资是

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与比较工资或相对工资是

不一样的。 马克思说：“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
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

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 但是，一旦在这座

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

成茅舍模样了。 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

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
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

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

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

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

感到受压抑。” ［２］７２９ 马克思又说：“我们的需要

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

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

的物品为尺度的。 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

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的性质。” ［２］７２９

可见，小房子与宫殿在美感上的区别，不仅是

财富多寡的区别，而且是分配上的严重不公。
人是制度的动物，制度是人的第二天性。

人类创设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获得秩序美感，但
制度有好坏，坏制度制造了世界上最多的坏

人，对资本主义及其时间制度进行扬弃的共产

主义制度则会创造最多的好人。 就世界美学

史来看，把人本身、人际关系视为审美对象，且
着重探究人际审美生活的就是儒家礼乐美学

与马克思主义美学。 儒家礼乐美学的核心是

家美感，以男女夫妇的性爱 － 情爱与亲子之间

的慈孝之爱为根基，以差等仁爱奠立天下、国
家、社会、家庭、个体的礼乐制度，其中的国家

礼乐制度就是美感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阶级

剥削制度，且其对美感财富在“名物度数”上的

量化区分与分配，首开美感数量化先河。 马克

思主义美学在人际美学上的划时代革命就是

构建没有阶级剥削与美感财富剥削的共产主

义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

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

史。” ［３］可谓鞭辟入里。 如果说儒家礼乐美学

提供了以家美学为根基的有限天下模式，共产

主义美学则提供了以消除阶级对立为根基的

普遍天下模式。
私有制社会的核心与根本在于对美感财

富或审美资源的占有权不公与分配悬殊。 从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向阶级社会发展的核心指

标有两个：其一是垄断重要的物质资源，其二

是占据关键社会角色。 实际上，这两个核心指

标之中的核心就是对重要物质资源的垄断与

占有，而占据关键社会角色的目的就是为了占

有更多的重要物质资源。 重要物质资源之所

以是重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或无所谓的，
不仅仅取决于物资自身，更取决于人们对物质

使用的感官感觉或感受。 这些感官感觉或感

受的快适度、满足度、强烈度、尊荣度、新鲜度、
境界高低度、稀有度、名贵度是衡量占有物质

及其多寡的审美标准。 即使在今天，温饱问题

已解决，美食的档次、品位、就餐地点、价格、服
务水平仍然是区分美感财富的重要标准。

美感财富或审美权等级森严，呈宝塔形或

金字塔形，越向上越尊贵，美感财富也就越多；
越向下越卑贱，美感财富也就越少，不可逾越。
贫富分化往往造成社会地位的分化，而社会地

位的不同有时也会加深贫富分化。 一些有特

殊地位的人，利用手中已有的地位和权力，占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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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审美资源，产生了社会产品分配的不平

等。 恩格斯所揭示的伦敦东头工人生活状况

就是一个制度性事实，这是单个人难以改变

的。 要彻底改变它，就需要千千万万的无产者

团结起来，创造一个新的美感财富分配的制度

性事实。 具体来看，恩格斯所揭示的就是资产

阶级对工人阶级美感财富的剥削，在现行的资

本主义社会制度中是必然的。 所有人都不要

对这一制度性的美感财富剥削事实抱有幻想。
恩格斯说：“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

大批穷人的态度。 他们被吸引到大城市来，在
这里，他们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农村污浊

得多的空气。 他们被赶到这样一些地区去，那
里的建筑杂乱无章，因而通风条件比其他一切

地区都要差。” ［２］４１０ 至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

阶级消除状况，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

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

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
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

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

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

现的复归。” ［２］１８５ 可见，由于财富分配不均的

私有制在共产主义社会业已消失，人际关系尤

其是在工作之中的人际关系就是令人身心愉

悦的。

四、资本主义时间制度与审美剥削

共产主义审美时宜及其所显现审美时间

意识、审美同时性的内涵与资本主义相比，有
根本区别。 从时间制度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是

资本家对工人剩余时间及剩余价值的剥削，剩
余价值就是在剩余时间里创造出来的。 这既

是对劳动成果所显现美感财富的剥削，本身又

是反审美生活的。 随着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

命的推进，亿万人都在为资本主义的划时代进

步而欢呼、赞美、膜拜。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
是数千年以来人类最为伟大的成就，大机器生

产带来的财富与产品可谓无可比拟的丰富。

这是此前数年的人类连做梦都想不到的。 在

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工人的劳动时间、剩余时

间、自由时间的设计与约束，必然会形成与资

本主义工业生产相适应的时间制度体系。 在

西方社会进入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愈来愈占

据主流之后，劳动生产率的精确计算日益成为

现实。 而劳动生产率则是严格按照计时器所

均匀划分的时间区段长短来进行衡量的。 从

整体上看，在生产资料与劳动空间上的剧烈变

化，都使得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在时间制度上产

生了划时代的重大变化。 从生产资料来看，机
器设备是固定的，且其稳定性超出了以往任何

历史时期。 从劳动空间来看，工人的劳动再也

不像游牧民族必需的超大地域与空间，也不像

农业生产所需的较大地域与空间，与这两者相

比，其工作区域变得极为狭小，就是在安置有

机器的工厂之内。 这使得对生产劳动的监督、
监控成为现实。

马克思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且最主要的工

作美学的奠基者与杰出代表。 他与恩格斯一

起，主要关注与研究的是资本主义时代工人在

工作时间中的状态。 如果侧重考察人际关系

所产生的身心愉悦感，这就是人际美学。 如果

侧重探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及工人在

工作时是否产生愉悦感，这就是政治美学、政
治经济美学或工作美学。

没有沸腾的审美欲望，没有奔腾的审美时

宜，就没有审美生活作为审美时程的涌现。 马

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
著作中，通过把握工人的反审美生活所显现的

时间意识的消极萎缩状态，使共产主义审美生

活获得了涌动的审美时体与正在进行时的审

美时态。 时间制度所运用的客观时间计时器

只是一个标的物，其根本内涵是组织化的时宜

或意义时间。 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工作时间

制度的设立，其实是被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美感

财富的时间分配系统所决定的。 马克思认为，
国民经济学家———“（１）他把工人的需要归结

为维持最必需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并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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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于是他

说：人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受方面都没有

别的需要了；因为他甚至把这样的生活宣布为

人的生活和人的存在；（２）他把尽可能贫乏的

生活（生存）当做计算的标准，而且是普遍的标

准：说普遍的标准，是因为它适用于大多数人。
他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
正像他把工人的活动变成抽去一切活动的纯

粹抽象一样。 因此，工人的任何奢侈在他看来

都是不可饶恕的，而一切超出最抽象的需要的

东西———无 论 是 被 动 的 享 受 或 能 动 的 表

现———在他看来都是奢侈。” ［２］２２６ 工人虽然是

作为人类在工作，但是他们在资本家眼里也就

是机器的部件之一，在工作之时也就不需要滋

生什么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感，只要生产

出越来越多的时间绝对均质的物品就可以了。
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生存状况

的把握，既不像一般的经济学家只是冷静地罗

列数据，也不像一般的经济学家那样只是为资

本主义工业革命叫好。 他们心心念念的是社

会上的大部分人———工人的生存状况如何？
如何改变、提高他们的生活？ 这就是马克思、
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饱含着仁爱与激情

的根本原因。 他们不仅有经济学意义上对工

人剩余价值、剩余时间被剥削的精确分析，而
且他们的经济学还是一种美学化的经济学，原
因就在于他们要还原当时工人阶级日常生活

及工作生活原初的生动状态，并以工人阶级身

心感受是否美好作为唯一的出发点。 恩格斯

说：“我想要的不限于和我的课题有关的纯粹

抽象的知识，我很想在你们家中看到你们，观
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

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

者的 社 会 统 治 和 政 治 统 治 而 进 行 的 斗

争。” ［２］３８２西方美学史上的所有美学思想及其

所使用的美学语言，都无法与马克思、恩格斯

关心工人美好生活状态、审美生活状态的政治

经济学美学思想与语言相匹配。
从审美时宜的角度来看，既然劳动生产率

呈现几何级的提高，产品、财富都如此丰沛，工
人就能缩短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能有更

多的时间与金钱在家里享用了。 这正是年轻

的、才 ２４ 岁的恩格斯所揭示的时代性讹误———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消除早年使

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弊端。” ［２］３６８而事情的

真相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工人为取得每

天的一定数目的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

资本家。 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

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 但是，他的劳动

合同却规定，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个小时，才
算完成一个工作日。 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

时剩余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
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

入资本家的腰包。” ［２］３６８这就是恩格斯所揭示的

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及国家的时间制度。 他认

为，导致工人阶级劳动时间增加、剩余时间被

剥削、生活处境悲惨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本身，那就是私有制。 这种制度导致资本家与

工人之间的贫富悬殊极为剧烈。 工人无法忍

受资本家的所作所为：一是在经济上的剥削，
二是在政治上的压迫。 这使得资本家作为雇

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毫无人情味，更多的倒是

仇恨、对立、拘束、被压迫。
同时，经济上的剥削必然体现为或包含了

美感财富的剥削，这不仅会造成工人美感及其

审美能力的丧失，而且还会导致与美好生活、
审美生活完全相反的悲苦境地。 这种悲苦生

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笔下是很常见的。
恩格斯就曾说：“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

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

严重。 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
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

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

堕落。” ［２］３７５而如此悲苦生活的根本原因就是当

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这种制度在国家政

体与法律上不仅确保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工

业革命时期劳资关系、生产关系的合法性，而
且也会为这种决定国家政治、经济命脉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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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提供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等制度体系支

持。 因此，恩格斯说：“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

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规

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

资料的最低限度上。 这两条规律像自动机器

一样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

们的轮子碾压着工人。” ［２］３７５ 资本主义工厂里

纪律化的时间制度、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剩

余时间制度不仅极大限度地增加了劳动时间，
极大限度地减少了工人阶级用于审美生活的

自由时间，而且更以仅能维持肉体生存、家庭

最低生活水准的财富分配给工人，进而迫使工

人只能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受雇于资本家，再
进一步接受剩余时间的剥削。 可以说，资本主

义社会为工人所制定的时间制度正是工人审

美生活质量高低的决定者与策源地。

五、共产主义时间制度与审美生活

共产主义就是美感财富在高水平上的公

正分配，就是消除美感财富上的私有制以及等

级社会。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满足于世界的现

成状态，而是为社会生活实践的兴发、持存、绵
延，设定了以共产主义审美时宜为核心的时间

制度，以此来指引、推动改变世界的实践。 这

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灵魂，即为了未来

的美好生活而奋斗且正在奋斗着。 共产主义

时间制度是建基于共产主义社会之上的时间

制度，共产主义审美时间制度的主要特征有两

个：第一，人们在工作过程中心情愉悦，因为全

社会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美感财富分配公

平；第二，有充分的自由时间享受美感财富，因
为共产主义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

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４］。
恩格斯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出发点

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主义时间制度。 共产主

义是一个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社会，也自然是一

个在制度体系意义上消灭了美感财富权力分

配等级差异的社会。 一言以蔽之，共产主义是

美好生活的最高形态与最高境界。 恩格斯对

伦敦东头工人阶级生活的考察行为是原发性

的，是第一人称亲力亲为的。 在他与伦敦东头

工人交往的过程中，所激发起的高兴与骄傲都

是原发性的、真切的，这些高兴与骄傲就是恩

格斯发现真正美学问题的唯一源泉。 恩格斯

对伦敦东头进行田野调查所得到的是工人阶

级在工作时间、闲暇时间、家庭时间、娱乐时间

里的反审美生活。 他保全了这些反审美生活

的原发状态，采用的是忠实描述法，不偏不倚，
都是事实。 最关键的是，恩格斯的政治立场是

与工人阶级一致的，而且在描述与解释事实的

基础上，思考如何进一步改变这个世界，把这

个世界引向哪里，这才是最重要的。 马克思的

共产主义时间制度思想更加彻底，他在《资本

论》中从分析商品开始，一步步地揭示出商品、
价值、劳动、货币、资本、剩余价值所包蕴的意

义时间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制度，其核心就

是剩余时间或剩余时间制度。
马克思主义是从两个方面来为工人阶级

夺回自由时间的，也就是揭示并打破这两种时

间制度：其一是基督宗教禁欲、节制的时间制

度；其二是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与

剩余时间的时间制度。 这两种时间制度在资

本主义社会通常是互为表里、相互为用的。 在

西方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年代，最为系统、严
格的时间制度是由基督教所造就的宗教时间

制度。 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卫斯理教派曾在

教会、学校推行宗教纪律及道德纪律，强调驯

化下层民众的粗野举止，把他们训练成诚实

的、谦虚的、勤劳的、顺从的、遵守纪律的顺民。
英国学者汤普森介绍说：“实施纪律和秩序的

压力一方面是从工厂，另一方面是从主日学

校，扩展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闲暇时

间、人际关系、言论和举止。 除了在工厂、教
会、学校、地方政府和军队里设立了纪律的机

构外，还设立了半官方的机构，以便强制推行

秩序的道德行为。” ［５］ 这种纪律化的宗教时间

制度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既对民众的道德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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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让社会生活变得井然有序，也带有强烈

的禁欲主义立场。 这种纪律严明的时间制度

恰恰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所需要的，而资本

家榨取工人劳动时间，尤其是榨取工人剩余价

值及其剩余时间的贪婪本性，恰恰需要造就与

养成只懂得勤奋工作却毫无享乐、审美欲望的

工人。 因此，两者在时间制度所赖以产生的禁

欲主义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 勤劳、节俭、遵
守纪律———这是宗教时间制度与资本主义劳

动时间制度在骨子里的相通之处。
马克思认为，只有到了扬弃资本主义社会

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为丰裕，个体潜

能全面发展，阶级对立消失，人人平等，才能制

度性地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自由时间，
个体才能安然地享用自由时间。 他说：“社会

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

能性，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
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进行这种剩余

劳动的生产条件的优劣程度。 事实上，自由王

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

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

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６］ 而

且，在个体安然地享有自由时间的基础上，个
体的创造性会最大限度地丰富公共财富、提升

科技水准，继而为社会提供更充裕的自由时

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

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

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

力。” ［７］２０３他还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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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作为这另

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 ［７］２０４ 这段话的

机杼就是对时间绽出性的理解。 审美生活只

有处在既享受现在，又向未来敞开的超越性、
提高性状态，其审美时宜才能获得真正的实

现。 审美主体的能力在审美生活中得到提高，
审美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审美需要正是作为

能力来存在的，审美能力的提高也就是审美需

要被提高。 因此，审美消费与审美生产便如此

互相促进，交互摩荡，审美时宜、审美时机、审美

时态、审美同时性便日新月异。 这正是新的审美

时间主体与新的审美时间客体的生生不息。
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没有给工人带

来更多的自由时间，而且还由于资本主义社会

对劳动效率的极端追求，造成了劳动时间延长

与收入降低，工人在劳动时间所创造的商品价

值远远超出其收入，使工人的贫困成为常态，
工人阶级及其家庭以贫困为基本特征的反审

美生活由此而生。 在当时，工业革命导致的社

会分工日益细密，工人的智能发展只能以操纵

机器为唯一目的，又受到时间制度的剥削，因
此，审美能力的低下与自由时间的减少往往并

行发作，交互影响，工人的非美的生活状态日

益严重。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不是

人们为了获得生活资料与生存而必须进行的，
而是自由生命的体现，是生活的乐趣与对个人

生命的肯定，且劳动创造的是自己的财富，这
是共产主义时间制度与个人时间的完全统一。
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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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在这个基础上，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了

这样的描绘———“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

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

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９］ 恩格

斯也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

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

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１０］可

见，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剥削制

度、美感财富极端分配不公制度的瓦解，物质

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新的时间制度得以确

立，自由时间才会得到充分的保障。 美感财富

的分配是一个由政权决定的制度性安排，而不

是某些人的局部性决策。 马克思主义审美时

间哲学就是以共产主义美好生活这一审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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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来制度性地解决美感财富分配不公、审美

剥削与时间制度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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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ｅｎ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ｉｒｓｔ⁃ｈ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ｔｉ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ｉｅｓ ｉ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ｓ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ｉｍｅ ｅｘ⁃
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ａｓｃｅ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ｉ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ｔｉ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ｉｃｔｅｄ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ｗｅａｌｔｈ； ｔｉ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ｅｓ⁃
ｔｈｅｔｉｃ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ｙ

·５１·

刘彦顺：美感财富分配、时间制度与共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