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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时间观的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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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从社会实践的新视角重新解读马克思时间观,认为马克思第一次把时间与人的实践联系起来思考, 创立

了科学的时间观。在马克思看来,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 是人的生命尺度和发展空间。马克思的时间观具有主体性、革命性、

辩证性等特点。重新认识和应用马克思时间观,对于重视时间,节约时间, 把握有利时机, 合理利用时间,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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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0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现在通用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科书, 只是从自然观的视角把时间看做

是 /物质运动的持续性、顺序性0 [ 1] ,没有揭示时间与人的存

在与发展的内在联系,忽视了马克思时间观的主体性、革命

性和辩证性。为了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时间观的内涵和特点,

彰显其实践价值, 有必要对马克思的时间观进行重新解读。

一  马克思时间观的哲学内涵

传统的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没有把时

间同人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思考,因而都不能对时间的哲学

内涵进行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

义, 它把 /现实的人0作为研究一切哲学问题的出发点。马

克思认为: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0 [ 2] 73。这便

从现实的人出发, 把时间与主体活动有机结合起来, 从而第

一次科学的揭示了时间的哲学内涵。马克思在 5工资、价格

和利润6一文中深刻指出: /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 它

不仅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 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0 [ 3] 532。

马克思这一科学论断 ,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 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人是马克思从事时间问题

研究的出发点, 在马克思看来, 人不同于动物,人的本质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是社会实践。

马克思说: 人类社会生活从本质上讲是实践的。因此,时间

是人的积极存在, 也就是说时间是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为什

么说 /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0呢? 这是因为: 第一, 时间是衡

量社会实践的尺度。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一切社会实践都

是以时间为尺度的。马克思在5资本论6中指出: 劳动量是

由劳动时间来衡量的。时间不仅是衡量劳动量的尺度, 而且

是衡量其他一切社会实践量的尺度。第二, 时间体现为人的

实践活动过程。用时间来表征社会实践过程形成了 /人类历

史0范畴。事实上, 时间就是通过人类实践过程来体现的。

离开了时间,人类历史就无法形成也无法解释。第三, 时间

与人类实践是有机结合而不可分离的。劳动实践是时间的

源泉。马克思认为, 整个世界历史都是由人类劳动所创造

的,劳动是人类能动地改造自然界的积极活动, 是创造人类

历史的创造性活动,是形成历史和时间的源泉和动力。通过

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 是人类

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

其次,时间是人的生命的尺度。传统哲学离开人来谈时

间,或者把时间看成一种客观实体, 或者把时间看成一种主

观形式。马克思第一次把时间同人这一社会主体联系起来

思考,认为时间是人的生命的尺度。人的生命不同于其他生

物的生命,其他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无意识的, 都是被动地

适应于环境的过程。而人的生命是意识支配下的能动地、创

造性地改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为什么说 /时间是

人的生命的尺度0呢? 这是因为: 第一,时间是衡量人的生命

长度的尺度。人的寿命长短必须由时间来衡量。一个人从

出生到死亡这段时间就是人的生命的长度。第二, 时间是衡

量人的生命强度的尺度。人的生命强度即人的生命力, 它不

仅表现为人类克服困难而顽强的生存的能力, 而且还表现为

人类改造旧环境创造新环境使自己更加幸福地生活的能力。

在一定时间内,人的实践效率越高,说明人的生命力就越强;

反之,人的实践效率越低, 说明人的生命力就越弱。第三,时

间是衡量人的生命价值的尺度。人的生命价值不能仅仅以

人的生命长度和强度来衡量,还要以人的劳动过程及其结果



来衡量。人的劳动过程包括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

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人的生命的价值。

再次, 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马克思认为, 时间既是

人的积极存在, 又是人的发展空间。正因为时间是以人的积

极活动方式而存在着,所以伴随着人的实践发展, 必然是人

的活动空间的扩大。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人的交往实践也

发展起来, 而从物质交往中又分化出精神交往。随着交往活

动的发展, 人的发展空间和活动范围也在扩大, 因此,从一定

意义上讲, 时间也是人发展的空间。马克思把人的活动时间

划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其中,又把劳动时间划分为必

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的多少直接决定着

人的发展空间的大小, 而自由时间在量上又直接取决于剩余

劳动时间。马克思指出: /剩余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

间的基础, 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

基础0 [ 3] 257。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发展生产力, 提高社

会劳动生产率, 可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 延长剩余劳动时间,

为社会增加自由时间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增加了社会的自

由时间, 扩大了个人的发展空间。

二  马克思时间观的基本特点

马克思把时间同人的实践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思考, 实现

了时间观上的彻底革命。马克思的时间观与传统的时间观

具有根本的区别, 彰显了主体性、革命性、辩证性等基本特

点。

(一 )主体性。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 也是时间的主

体。这是马克思研究时间问题的出发点。马克思明确指出: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

活过程中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

和影响的发展0 [ 2] 73。以往的唯物主义都是从客观方面去理

解时间问题, 而马克思则第一次从主体出发来理解时间问

题, 从而形成了科学的时间观。马克思在 5费尔巴哈提纲 6

一文中指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

主义 )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 只是从客观或者直

观的形式去理解, 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0 [ 2] 54, 忽视了时间

与人的实践的内在联系,因而不能形成科学的时间观。唯心

主义虽然也重视人, 但它不是把人看成实践主体, 而是片面

的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从而也不可能科学地说明时间问

题。马克思强调时间的主体性, 认为时间是主体的实践过

程, 是主体的生命尺度, 是主体的发展空间。他把主体看成

是认识时间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从而具有革命性的意

义。 /时间是人的生命的尺度0, 既是马克思关于时间理论

的重要命题, 也是关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条件的重要命

题。这里讲的 /尺度0, 不仅仅是指人的生命的长度和强度,

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因此, 时

间不是一种客体尺度, 而是一种主体尺度。离开了主体, 时

间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二 )革命性。马克思时间观的创立, 是哲学史上关于

时间问题的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旧唯物主义的时间观离

开了主体而理解时间问题,不可能正确认识时间的本质。马

克思早在题为5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

哲学的差别6的博士论文中就指出: 德谟克利特从原子概念

中排除了时间,否认了时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 因而带有形

而上学性;伊壁鸠鲁承认时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 但否认时

间与主体的内在联系,因而也失去了现实意义。如果说古代

哲学把时间看成是均匀流逝而可以测量的实体, 那么, 近代

自然科学则把时间理解为一种独立的客观存在, 它与客观事

物无关而均匀流逝着,并具有固定的方向。比如,牛顿认为:

/绝对的、真实的、数学的时间, 由于它自身的本性,与任何外

界事物无关地、均匀地流逝0 [ 4]在牛顿力学中, 时间是独立

存在的。而唯心主义则否认时间的客观性、独立性, 认为时

间是一种精神形式。英国大主教贝克莱认为, 时间与一切存

在物一样,都是人的 /感知0。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

认为,时间是人的心灵中先天存在的纯感性形式, 即所谓的

/纯粹的直观0。从表面看, 唯心主义把时间同人的意识联

系起来考察,似乎离人更近了,但实际上是离人更远了。因

为唯心主义所讲的人, 不是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 不是

现实的主体。同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同, 马克思从现实

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认识时间问题, 把时间看作是人的

积极存在、人的生命尺度和发展空间。使时间由认识论概念

转变为价值论范畴、由客体性范畴转变为主体性范畴, 从而

实现了哲学时间观的深刻革命。

(三 )辩证性。传统哲学的时间观缺乏辩证思维。牛顿

主张绝对时间观,认为时间是绝对均匀地流逝着, 只承认时

间的绝对性,否认时间的相对性。西方宗教神学认为时间是

上帝创造的,否认时间的客观性和绝对性。马克思用唯物辩

证法研究时间问题, 形成了辩证的时间观。在马克思看来,

时间是人的生命尺度和发展空间。这种尺度既是客观的、绝

对的,同时, 又是主体性的、相对的。即使从纯自然的角度分

析,时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时间具有 /一维性0即一去

不复返的特点, 因而, 时间是客观的、无条件的、绝对的; 同

时,时间的具体特性是随着物质运动速度的变化而变化, 因

而时间又是有条件的、可变的、相对的。如果从社会历史的

角度分析,时间是人类的社会实践过程,因而是客观的、无条

件的、绝对的; 同时,时间作为人的生命尺度和发展空间, 具

有主体性,是有条件的、可变的,因而又是相对的。传统哲学

只承认时间的有限性, 否认时间的无限性, 往往给宗教神学

和客观唯心主义留下地盘。马克思认为,时间既是无限的、

又是有限的,是无限性与有限性的辩证统一。从纯自然的角

度分析,整个自然界的时间是无始无终的,这是无条件的、绝

对的。但从某一具体事物而言, 其时间又是有始有终的, 这

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从人类实践过程来看, 人类历史是无

限发展的,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但某一个人,某一群体、某

一代人的时间则是有限的。总之, 在马克思看来, 时间是绝

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是无限与有限的辩证统一。马克思的

时间观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三  马克思时间观的实践价值

马克思时间观是哲学史上最具科学性的时间观, 它不仅

具有思维方式变革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指导社会实践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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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意义。马克思时间观的实践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 )重视时间。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时间是人的生命

尺度。因此,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树立 /时间就是生命 0

的观点。鲁迅说: 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 浪费自己

的时间, 等于慢性自杀。一个人的生命是通过时间来体现

的, 重视时间,就是重视人的生命, 浪费时间, 就是危害人的

生命。时间是人的实践过程, 是决定人的劳动实践效率的基

本要素。在获得同等劳动实践成果的前提下,花费的劳动时

间越小, 劳动效率越高; 反之, 花费的劳动时间越多, 劳动效

率越低。人的能力、人的生命价值主要是通过劳动实践效率

来体现的。因此, 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必须重视时间,把提高

劳动实践效率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人的生命时间都是有

限的, 我们必须努力奋斗、积极进取, 争取在有限的人生中,

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为人类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 )节约时间。马克思认为, 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

存在。也就是说, 时间是人的实践过程, 是人的实践资源。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时间是生产实践的重要资源。我们

必须树立 /时间就是金钱0的观点, 争分夺秒 ,努力发展先进

生产力, 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 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延

长剩余劳动时间, 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产品。当然, 这些剩余

产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表现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

有, 制约着社会进步,我们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使这些剩

余产品为人类发展服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通过节约必要

劳动时间, 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产品,可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

益, 推动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节约时间, 从

本质上讲, 就是节约资源。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必须

尽量节约时间这一重要资源, 用较少的的时间资源创造较多

的社会财富。马克思指出: /正像单个人的情况一样 ,社会发

展, 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 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约。

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0 [ 5]

(三 )把握有利时机。时间作为人的积极存在, 对实践

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人类社会同一切事物一样,都存在发

展的周期性, 在一定时间内,环境对人的生存发展十分有利,

而在另一时间内, 环境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十分不利。这种对

人的发展有利的时间 ,可以叫做 /有利时机0,我们必须把握

有利时机, 促进人的发展。比如: 青年时期是人生最美好的

时期,在这一段时间里, 各种因素都有利于人的发展。因此,

青年人要把握这一有利时机,加紧学习,积极进取。否则,一

旦进入中老年时期, 各种因素都对人的发展不利, 学习效率

低下,想进步也相当困难了。经济发展也是有周期性的, 当

经济处于上升时期,经济效益就高;当经济处于衰退期, 经济

效益就低。作为虚拟经济的股票市场也是有周期性的, 牛市

来了,加大投资, 容易赚钱;熊市来了, 必须尽快撤出资金,否

则,就会严重亏损。在不同的时间, 必须采取不同的投资策

略。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 把握有利时机是最重要的。

(四 )充分利用时间。马克思把人的时间分为劳动时间

和自由时间,除了必要的休息睡眠时间外, 人的劳动时间越

长,自由时间越短, 说明社会越落后, 越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人的劳动时间越短, 自由时间越长,说明社会越进步,

越有利于人的发展。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的发展空间。由于

自由时间越长,人们自由活动的空间就越大, 就越有利于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时间的多少直接决定着人的发展空

间的大小。怎样才能增加自由时间呢? 马克思认为, /剩余

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 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

社会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0 [3] 257因此, 必须努力提高社

会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

从而为整个社会增加自由时间创造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

条件下,除了需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 扩大自由时间来促

进人的发展之外,还要求我们充分利用自由时间, 努力从事

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活动, 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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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M arx 's Concept of T im e

ZHOU X iao- yang, WANG K a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M arx com bines tim e and person s' prac tice for the first time to estab lish the sc ientific v iew o f tim e. F romM arx, tim e is

the positive ex istence, life c riter ion, deve lopm ent opportun ities o f person. M arx s' tim e view has independent, revo lu tionary and d ia lec-

tica l facto rs. The co rrect understand ing and using o f theM arx tim e v iew help peop le to save tim e, grasp the proper tim e, use the tim e

reasonab ly, promo te person s' freedom fu ll sca le deve lopm ent.

K ey words:  M arx tim e v iew;  connota tion;  cha racte ristic;  modern va 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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