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쓪 % 퓂 # 죕 星期五 学人 !"

싛衡

均为资料图片

一些人则背负沉重 !时间负

债"#싙为时间的奴隶$ 从时间

价值的角度看待人们的消费行

为#会有一些别样的体会$比如

购物# 有的人喜欢直奔品牌店

精挑细选#一分钱一分货#쓇是

追求时间的 !쫦适化 "%有的人

乐于去往大卖场看基本款 #쒿

标明确 #物美价廉 #뿬速购物 #

쓇是追求时间的!高效化"$ 如

果只从消费的表象上看# 似乎

体现了贫富两极分化# 实际上

这也可能只是时间价值认知与

时间优化策略上的两极分化$

时间价值和时间 !获得感"

分化的另一个时代之惑在于#人

类往往不能善待和珍惜技术进

步带来的!节约时间价值"$在时

间碎片化的当下# 仍一味致力

于 !时间的高效化 "#就如同耗

费漫长时间进行 !듅盘清理"#

只是将边角料的!듦储空间"重

新归并整理#旨在聚沙成塔&믽

少成多# 从投入产出的回报而

言却可能代价高昂$ 可悲的是#

如此节省出来的时间# 并未投

入到创造性活动甚至一般休闲

活动之中# 办公自动化和智能

化并没有使人们摆脱庸碌的低

水平重复性劳动$ 比如#以提高

办公效率为初衷的系列办公软

件# 反而创造了办公室工作量

新的增长点# 以至于做 !!" 本

身成了多少白领不可承受之重

负# 而 !!" 技巧培训相关服务

则发展成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条#

赚得盆满钵满$这种依靠增加无

谓的劳动时间赚取加班费的方

式#也是国人十分熟悉的!컥加

二&白加黑"#与提升时间价值的

初衷完全是背道而驰$

时间资本主义条件下 #城

市只会更大&更拥挤$因为高附

加值服务业的发展#使信息&人

口&财富集聚于城市$城市化叠

加全球化背景下的这种规模经

济和产业集群特征# 쇮每个企

业都必须重新思考自身的分工

定位# 因为一般事务性工作都

可以非常便捷地外包出去 '这

正是百货商场容易经营不善 #

떫百货商场地下一层常常生机

勃勃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

下继续埋头苦干# 只会被工作

所累# 因为当普遍的技术进步

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之

后# 从事一般事务性工作的白

领的不可替代性必然下降 #他

们也就面临着逐步滑向 !时间

破产"边缘的风险$

쯉冈真宏以收入和时间两

个维度# 划分出有钱有闲的创

意阶层& 有钱无闲的传统精英

阶层& 无钱无闲的 !认真的穷

人"和无钱有闲的!活在永无止

境的日常里的人"쯄大象限$如

果从代际视角加以比较# 쓇么

上一个技术革命时期的精英阶

层# 其相对社会地位和生活质

量# 应该会比当下这一周期中

的精英阶层为高$ 原因如前所

述# 技术进步使后一时代中创

意阶层出现的难度增大了$ 这

是一种层垒式堆叠的时间价值

吞噬过程# 多少聪明的头脑和

高明的技术手段# 首先被用于

时间的加速#继而#这些节约下

来的时间又被投入到庸常生活

的简单再生产之中# 创新的潜

能被一步步消耗殆尽# 直至回

到常态$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人们勤劳而不富有* 其实这并

非某个国家特定的问题# 而是

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这一轮

产业和技术革命造就的普遍态

势$被瓦解了的传统社会白领#

逐渐从第二象限进一步跌落到

第三象限#싙落为无钱无闲&整

日瞎忙的!认真的穷人"$ 后发

国家的发展与腾飞主要是这个

群体艰苦奋斗的结果# 然而这

种民族国家的持续崛起# 不可

能始终以这个群体生活质量的

固化甚至恶化为代价$ 美好生

活不可能脱离时间# 无暇享受

的生活断然不会是美好生活 #

而追求美好生活的首要任务就

是重新夺回时间$

上世纪 #$ 年代有一首流

行歌曲叫 +我想去桂林 ,#彼时

刚刚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鼓浪

弄潮的中国人# 已经体会到时

间与财富之间的巨大张力-!我

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

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我

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

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有

钱没时间#有时间没钱#这正是

!认真的穷人 "和 !活在永无止

境的日常里的人"两个极端$尽

管他们看似相异# 本质上却如

同分散在二& 쯄象限的一对双

曲线 #튣相呼应 #互为对偶 #此

消彼长$

캨一化解了时间与收入之

间对立状态的是第一象限的创

意阶层#他们需要频繁地与人打

交道&头脑风暴#这也是为什么

许多众创空间要被设计为一个

开放空间&共享空间#甚至纯粹

就是一个休闲咖啡馆格局的原

因所在$创意阶层有着更为自由

的工作时空#냋小时内外浑然一

体#职业与兴趣相得益彰$

这场伟大的互联网技术革

命# 成功地进阶为一场时间的

争夺战&保卫战#并将引发社会

阶层的重新洗牌$ 在击碎了传

统中等收入群体的优越感信

条# 甚至诱发某些群体的焦虑

和危机的同时# 完成社会结构

的整合与阶层秩序的重构$ 经

此一役#大量时间消耗于!一地

鸡毛" 事务性工作中的传统白

领#将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而

在老龄化与少子化并行的历史

进程中# 뻟有一技之长的青壮

年蓝领将有望进入新的上升区

间# 与创意阶层共享时间资本

主义的荣光$

죽

时间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

必然趋势是公私融合$在这里#

公与私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

糊$ 这一趋势背后的社会基础

在于# 服务业特别是高附加值

服务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 #劳

动就业人口在三大产业之间的

结构比例相较于工业化时期有

了质的变化$ 传统的制造业生

产空间是固定而僵硬的# 劳动

者必须按照规程# 身着统一工

作制服进入生产车间# 在工作

期间无暇处置私事$ 这既是泰

勒制的工作流程所框定的制度

格局#也是福柯意义上的!全景

敞视"景观所预设的人身控制$

一心不得二用# 与其说是工业

经济时代劳动者普遍的职业伦

理# 컣宁说是严苛制度环境下

的别无选择$

业技术人员和白领阶层

规模的扩大和地位的上升 #탻

告了后工业社会的降临# 也拉

开了时间资本主义的帷幕$ 白

领的工作环境是办公室# 这是

绝然不同于工厂生产线的另一

种空间结构$ 而高端服务业白

领的职业特点也需要他们随时

离开座位#或外出调查#或拜访

约见客户# 他们的价值是在频

密的人际交流中创造出来的 $

因此# 他们拥有比传统制造业

工人远为自由的时空结构 #这

种结构也天然地打破了公私截

然二分的界限$ 智能手机的出

现#加速了这个公私融合的趋

势$ 쫔想#从事金融&询和商

务领域的高级白领在其通勤 &

出差乃至办公室等不同环境

中 # 在使用微信查看留言 &登

陆邮箱查收邮件时 #公与私能

够截然分开吗* 쿔然不能$ 쓇

他们的上司就不怕他们在工

作时间干私事 &接私活 #!出工

不出力"&!쒥洋工"吗* 죄有趣

味的是 #似乎很少有企业会像

防贼一样防范白领们 !뗁窃 "

工作时间$

从历史上看# 第一产业是

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 也就是

工作与生活或公私二者合一

的#뻓住地'村落(与工作地'耕

地(엾邻#떫在时间上二者仍然

是不同步的$ 农业劳动投入与

农业收成之间未必完全正相

关# 而且农业劳动时间与农作

物的生长和产出是两个相互分

离的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第

二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之后 #才

有了公私之分#工作是一码事#

生活是另一码事$ 工业要求人

财物各生产要素的集中# 集中

才有效率# 떫集中也侵吞了私

人生活$십克思&뛷格斯高度关

注的劳动者住房问题# 并提出

住所与工作场所相分离的道义

出发点# 就是为了保障工人的

生活空间与时间不被资本所侵

夺$웄有讽刺意味的是#퓧期资

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公

司镇 "'%&'()*+ ,&-*(模式 #类

似的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因资

源而兴的各类资源型城市 &뷴

靠工厂建造的各类工人新村与

职工宿舍# 实质上都旨在压缩

生产与生活之间的时空隔阂 #

使之无缝对接# 以便最大限度

地剥夺或获取!쪣余时间"$ 现

在# 第三产业成为主流的后工

业社会# 在移动互联网全盘改

组社会基础设施的背景下 #

人们又重回一种公私融合的状

态#떫这必不是!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传统农业模式$在新的场

域中# 劳动者自行安排时间在

公与私之间的分配# 企业组织

则只看绩效#!无问西东"$

生产与生活的公私融合 #

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平衡$ 在时

间碎片化的当下# 떫凡需要呵

护创意&벤励创新的组织#都难

于一刀切地为工作与生活划定

一个明晰的界限- 工作到此结

束#生活由此开始$电话&电视&

电脑&手机#随着这些媒介载体

逐一进入生活# 家庭内部的空

间结构也必然要被重新定义 $

晚餐时同时进行电话会议 #엣

孩子看电影时顺手发一封邮

件# 节假日的夜晚接到上司布

置工作的微信后在家中!加班"

낾夜..凡此种种# 与工作期

间回复家人的私信或留言这类

!假公济私 "相比 #뿖怕前面列

举的各种!化私为公"的场面也

并不鲜见$

技术改变了时空$ 生产与

生活 &公共时空与私人时空被

共同拖拽进一个不可逆转的

历史进程$ 对于!公私不分"有

着丰富历史传统和生活经验

的中国人 # 也许对此并不陌

生 $ 新近就有学者提出了从

!社会治理 "向 !生活治理 "퇝

进的观点 $ !在中国人的社会

治理实践中 #对私人生活的治

理由来已久 #这是一种由政治

传统和文化传统耦合形成的

治理传统$ "'태万胜!"짧会治

理#뮹是生活治理$ %&'컄化纵

横 (!"#$ 쓪第 # 웚 ( 不过 #人

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跨越传统

而至现代 &后现代 #经由农耕

文明时代乡土中国 & 熟人社

会 !开门过日子 "的一种朴素

的开放性 #到 !不和陌生人说

话 "的冰冷理性 #再到忽如一

夜春风来 &죈情拥抱各种 !共

享 "模式的共享经济 &共享发

展阶段 $ 퇛下 #当迎面遭逢时

间资本主义浪潮及其背后社

会 转 型 力 量 新 的 强 大 冲 击

时 # 人们是否能够平滑个中

风险 #平复自身压力 #进而在

一路 !룏超 " 的现代化道路

上 #헒回丢失的时间 #돤盈自

己的人生呢 * 쒿前看来 #对这

个问题的回答 # 只能寄希望

于每个人的自觉和修行 $ 技

术的变迁正在迫使人们成为

吉登斯所谓自反性的个体 $

在这个意义上 # 쯼对现代人

的成长是有好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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