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4, 13(9), 2268-2273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9337  

文章引用: 陈佳颖. 论马克思的时间命名——问题缘起、澄清与突破[J]. 哲学进展, 2024, 13(9): 2268-2273.  
DOI: 10.12677/acpp.2024.139337 

 
 

论马克思的时间命名 
——问题缘起、澄清与突破 

陈佳颖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 
 
收稿日期：2024年8月13日；录用日期：2024年9月4日；发布日期：2024年9月14日 

 
 

 
摘  要 

传统哲学关于时间命名的思考或来源于对运动现象的感官认识，或来源于先天直观形式，或是“精神”

实现自我发展，以时间与运动关系命名时间的机理遮蔽了感性活动的存在，以时间命名还原“精神”发

展路径则囿于现实的消解。马克思对于时间命名的深刻洞察，源于其对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活动的全面

分析。他不仅将时间命名视为时间运动流逝的度量，更强调了时间命名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重新诠释时间命名，马克思彻底颠覆了传统哲学中将“精神”视为时间命名主导力量的观点，将其

根植于坚实的社会现实之中。这一转变不仅克服了主客分立的状况，还使时间命名成为社会进步和个体

自我发展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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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n time naming comes from the sensory understanding of 
motion phenomena, innate intuitive forms, or the self-development of “spirit.” The mechanism of 
naming time-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motion obscures the existence of sensory 
activities, whil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pirit” through time naming i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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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dissolution of reality. Marx’s profound insight into the naming of time stems from his com-
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and human activities. He not only regards time 
naming as a measure of the passage of time but also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ime naming 
i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process. By reinterpreting the naming of time, Marx completely over-
turned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view that “spirit” is the dominant force in naming time and 
rooted it in solid social reality. This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overcomes the separat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but also makes time naming an effective tool for social progress and individual self-de-
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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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探讨马克思的时间命名理论之前，有必要对国内外关于时间命名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比较和批

判。传统哲学如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虽然对时间命名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大多忽视了人的感性

活动和社会实践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对时间命名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但往往未能全

面结合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体系。本文将在梳理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的方法，深入剖析时间命名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属性，从而揭示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及其在

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解放潜力。 

2. 问题缘起：传统哲学对时间命名的遮蔽 

亚里士多德同时感觉到运动和感觉到时间，无法将时间命名建立在人现实的感性活动之上。康德以

时间的先天直观形式入手，过于强调时间的主观性而忽视了作为主体的人与客体的辩证关系。黑格尔则

认为时间命名是精神实现自我发展的工具。这些对于时间命名的阐释只关注到了意识的内在性，未能关

注到实践的重要作用。 
(一) 以感官现象为基础 
时间被亚里士多德定义为运动的数。时间无法脱离运动这一现象而单独存在，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

的命名来源。没有时间的运动也没有现象，失去了计数的单位。“时间不是运动，也不能脱离运动”[1]。
时间本身不是运动和变化。时间可以确定运动的快慢，却不能确定时间本身。运动所达到的量的变化和

质的变化无法用来确定时间。事物运动现象本身并不是时间，它只作为时间的存在形式，最大程度体现

在自然现象中，包括日出日落、月相更替、四季轮回。人感觉到了运动，同时也感觉到了时间。人对时间

的感知就是对运动的度量，计算的就是“现在”的数，时间因为现在而得以连续。现在是无数个现在的

组成。时间是持续存在的现在，人对于现在的感觉就是对于时间的感觉。时间被视为“运动变化的数”

是由于人对运动的感官现象的计数度量，离不开人的感官认识。如果没有人来计数，时间的运动就无法

被度量。除了人的感觉外，没有别的事物能进行计数活动。如果没有人的感官认识，时间也不可能存在。

在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中，时间一直是一个神秘而基本的概念。亚里士多德侧重通过自然运动现象来计量

时间，以人的感觉为辨别方式，将时间视为感性知觉的产物，没有从实践层面考虑时间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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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先天直观形式为基础 
感官认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础，是人类与自然界进行交互的起点。康德对时间的“先验阐明”为

时间的直观形式做出了论证。时间被视为一种先验的范畴，先于所有经验、内在于心灵。时间命名是由

作为物的现象首先提供感性材料作为基础，进而由主体提供自我认识形式来感知和理解。如果缺少了纯

粹的感性材料，人的感觉就是混乱的；如果缺少了人的主体认识形式认识，时间就失去了直观的存在形

式；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对时间的命名。“只有在时间中现象的一切现实性才是可能”[2]。康德认

为时间为人的经验划定了范围，由于时间的无起点和无终点，人不可能超越感觉去认识时间。只有在时

间中才能认识现象，不在时间中的现象无法被人直观到时间性。时间命名作为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识，

受制于先验自我。时间作为纯粹的先天直观形式，不依赖于任何具体的经验内容。人对于时间的命名以

直观反映为基础，在自然现象的自我持存中不断加以规定。康德的哲学体现了时间中人的自由因素，人

在先验的时间中体现出自由，时间单纯的是人的时间。时间与自由在时间命名中得到统一，这种统一却

以人的二分为前提，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人既作为时间存在于现象之中，又作为自由存在于本体之中，

最终落入时间与自由的冲突。这样，康德的时间名称突出了时间的主体化，强调时间不依赖于对象本身

而仅仅依赖于直观它的那个主体。 
(三) 以精神的自我发展为基础 
时间是“纯粹的己内存在”[3]，由自身产生并具有否定自身的统一性。在黑格尔视域中，时间本质

上是与实在的东西同一，时间是对实在的矛盾的外显和抽象。而实在的东西之所以具有时间性，是因为

精神进入到了时间领域。自然中的现象并不能区分时间的现在状态，而只有在精神的主观中，时间的持

续状态才会被知晓。时间是感官的直观形式，是人类进行感知的现象前提。时间命名是精神对时间的直

观表达。时间命名具有精神自身尚未完成的命运和必然性，“没有把时间消灭，它就会一直表现在时间

中”[4]。时间本身具有永恒的本质，时间命名也随之具有永恒性，只有精神经历外化并回归自身时，时

间与精神的距离才会无限靠近。时间是人类意识实现自我存在的基础，是精神在不断外化的自我否定和

变易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历史性的发展过程，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精神不同外化环节的具体表现。时间命

名作为一种在这里不仅是对外在时间的标记，更是对人类现存状态的一种揭露，而这一揭露过于强调精

神的决定力量，而忽视了感性实践活动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3. 理论澄清：马克思对时间命名的具体阐释 

马克思对于时间的命名主要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时间，一类是社会时间。自然时间即天体运

动的物理时间，是人们进行劳动和生活的自然节奏。自然时间作为物体运动变化的过程性，是单一的、

匀速的延续过程，是不断运动变化着的事物的存在形式。自然时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单向的、不

可逆的特征，它朝向某种固定不变的秩序持续存在着。人的存在方式和感性活动与自然时间相互分离，

因而时间对于人的存在与发展不具有现实意义。而社会时间则与人的发展与自由相联系，是人的积极存

在。人在社会时间中存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时间向人的生命尺度和发展空

间的转化。社会时间因而与个人的存在和发展紧密相关，打破了时间与人的分离状态。 
(一) 从感性活动出发的现实因素 
以往的哲学家们并没有考虑到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现实基础，忽略了特定社会历史阶段中作为既定前

提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生产力总和，将历史的东西虚化为超乎世界之外的、意识的产物。而马克思将社会

生活的本质看成是实践的，社会历史之所以延续不断地运动，是因为人的感性劳动作为社会历史运动的

现实基础。时间命名与人类活动密不可分，人类对时间的认识和命名来源于生活实践，即“人们的感性

活动本身”[5]。人类活动包括了劳动、社会交往和其他形式的物质生产。时间命名在人类的感性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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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成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工具，而非单纯的人的感官认识。 
人的感性活动是感知时间的起点，也是时间命名的直接来源，人类的历史是从实际的物质生产活动

开始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也构建了人类对时间的认识思想演变。“工作日”、

“季节”、“年代”的命名，直接来源于人们对劳动节奏和生产周期的把握。时间命名成为了人类感性活

动的直接产物，是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环境的感性认识的结果。时间命名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组织工具，

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于时间的命名直接来源于分工的不同。工作日的划分、工资的计算、生

产的计划等都依赖于人们对时间的精确命名和度量。时间在这里成为了社会控制的手段，规范着人们的

劳动，确保生产过程的进行。由于人的实践性，人只有在对时间进行命名的感性活动中才能规定出相应

的人和自然界的本质来适应现实性存在。 
(二) 从主客统一关系出发的社会因素 
时间命名究其本质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6]。这种统一关系深刻

地揭示了人类如何通过实践活动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来理解和改造世界。时间

命名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既是主体对客体的感知和理解，也是客体对主体意识的塑造和影响。 
时间命名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知和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分析了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

的相互作用。劳动不仅仅是对自然物质的改造，更是主体意识和客体现实之间的辩证统一。在劳动过程

中，人对时间的命名表现出了主客统一关系。工作时间的划分、生产周期的安排等等，都是主体对客体

的改造和认知的结果，同时也是客体对主体意识的塑造。时间命名活动直接体现了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主体不仅感知到了客体的存在，还对客体进行了加工和理解，使之成为可认知、可交流的概念。然

而，时间命名也受到客体的制约和影响。自然界的现象和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它们为时间命名提供了可

能和基础。没有自然界的周期性变化，就不会有时间的概念和命名。在这个意义上，客体对主体的意识

具有塑造作用，主体的时间命名必须符合客观现实，才能被社会接受和认可。马克思将时间命名视为主

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体现，既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 
(三) 从主体性力量出发的自由因素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命名被异化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

而资本家则通过购买劳动力来获取剩余价值。时间命名在这里成为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控制和剥削的重要

手段。例如，“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划分，直接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劳动时间的控制和剥削。时

间命名被异化为“压迫和剥削工人劳动的工具”[7]。而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

是人类改造自然、满足自身需要的主要方式。通过劳动，人类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实现了主体性力

量的发展。人类对于工作日、季节、年份的命名是劳动实践的产物，既体现人类对自然规律的顺应，也

体现人类对自身主体性力量的掌握和把控。马克思通过对时间命名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的阶级矛盾。他指出，时间命名不仅是自然现象的简单标记，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它体现了

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对自由时间的渴望和对剥削的反抗。 
时间的概念来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劳动实践。劳动实践是社会性活动的基本形式，而时间

是衡量和组织劳动的工具。个人通过劳动实践创造财富、消耗时间，通过时间的流逝关联起个人与社会

历史条件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分析了劳动时间如何成为商品价值的衡量标准，以及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如何通过时间命名来控制和剥削工人。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来换取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

而资本家则通过购买劳动力来获取剩余价值。时间命名体现的正是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实施统治的手段。

人类对于时间的命名可以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在雇佣关系中，“工作时间”、“休息时间”的

命名，既体现了日常的生产安排，也体现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一命名的现实意义在

于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阶级矛盾的揭露。时间命名应当服务于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非成为剥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9337


陈佳颖 
 

 

DOI: 10.12677/acpp.2024.139337 2272 哲学进展 
 

削和压迫的工具。因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未来社会的设想，其中时间命名将基于人

的全面发展和自由时间的理念，为批判现实和构想未来社会提供一种新的实践视角。 
时间命名中蕴含着人的自由因素，包括了个人接受教育、履行职责、进行交往以及“星期日的休息”

[8]。马克思对于时间命名表现出的自由因素统一于其时间理论形成过程。经历了对旧世界的批判和对新

世界的探索，马克思逐渐确立对人的自由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价值指向，从生产、劳动、消费中考察时间

命名所蕴藏的个人自由因素。时间命名以实践为基础，以个人力量为支撑，成为人类主体性发展的历史

反思，它对过去进行反思与总结，也对未来进行期许与展望；它既是劳动实践的产物，也是个体存在的

历史性见证。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也提出了未来社会的设想。他认为，在未来社会中，

时间命名将基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时间的理念，不再成为剥削和压迫的工具。人们将根据自己的需要

和意愿来自由安排生活节奏和生产活动，实现真正的自由自觉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命名可能

遭到异化，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它将成为实现人类自我价值和自由发展的有效工具，不再是一种外部

强加的束缚，而是个体根据需要和意愿来自由安排生活节奏和生产活动的结果。 

4. 思想突破：马克思对时间命名的理论意义 

(一) 时间命名是基于劳动实践的社会表达 
马克思的时间命名理论在传统哲学时间观的基础上进行了重要的丰富和发展。他克服了传统哲学对

时间命名的遮蔽性和片面性，将时间命名置于一个更加现实和动态的框架之中。这一理论不仅为哲学时

间观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也为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在当代社会，信息技

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使得时间命名的影响深度不只局限在工作和生产领域，也渗透到人

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之中。个体通过时间命名来规划和安排自己的生活节奏。时间命名成为了促进

个体自我发展的重要工具，帮助个体在历史的进程中明确自身定位，达到“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占有”

[9]。从马克思的时间命名出发，关注时间命名背后所隐藏的社会联系和权力架构，以及这些因素对个体

的影响，进行不断的社会实践和和不懈的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进步。时间命名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

方式，不仅记录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也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关键地位。 
(二) 时间命名是基于个人存在的历史解说 
马克思通过时间命名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

命名被异化为一种外部强加的工具，用于控制和剥削劳动者。这一发现为工人阶级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

理论支持，也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时间命名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反映了特定

社会阶段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将不断探索更加公正合理的

时间命名方式，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时间命名理论将继续发挥

其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 
时间命名是物理世界的一个维度，更是人类社会活动和个人实践的内在要素，是基于个人存在的社

会时间。马克思关于时间的命名对个人主观体验进行了社会性解读，个人存在的主观性和个体性是与社

会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全球化和社会变迁的加速，个人将面临着更多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只

有把握时间命名之于个人存在的历史性关系，才能在社会发展中实现个人的自由自觉存在。时间命名从

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体现了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历史维度。劳动可以通达个人自由，不仅是个人生产物

质财富的手段，更是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个人能够自觉参与到劳动中，是个人自由的重要体现。

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社会性来源于与他人的互动合作，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互动合作会不断重塑、调整，随之体现出动态性特征。因此，马克思的时间命名强调了个体在社会历

史进程中不断变化和发展自己，展现出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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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将时间命名的机理建立在人的感性活动和社会实践之上，强调在命名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辩

证统一以及个人的主体性发展。这一理论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时间命名，也为人类在

社会实践中理解和运用时间提供了理论性支撑。马克思的时间命名理论是对传统哲学的一次重要突破，

它将时间的理解和运用置于一个更加现实和动态的框架之中，不仅是对时间这一无形维度的量化和标识，

更是社会关系、生产方式和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刻体现。时间命名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反映了资本主义

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运作机制，同时也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历史性。人要通过劳动积累物质财

富，构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时间命名成为连接个体内在意识和社会外在现实的纽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时间命名的异化现象，揭示了资本家对劳动者劳动成果的控制与剥夺，使时间沦为

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工具。因此，马克思的时间命名理论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进步性意义，消除时间命

名的异化状态，重新把握时间命名中的自由因素，实现时间命名与人类自由发展目标的和谐统一，从而

引领社会迈向更为公正与平等的未来。在全球化浪潮推进和技术创新涌现的背景下，时间命名对生产力

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深远影响，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个体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人类应当不断持续

探索时间命名的新方式和深意义，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步伐和人类自身不断更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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