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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由时间概念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在其《博士论文》中被提出。
随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对自由时间概念辨析贯穿了马克思毕生的思想轨迹,并最后在

《资本论》中进行了系统阐述。 自由时间产生于剩余劳动所消耗的时间,对自由时间的把握是人类

自由发展的前提。 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创造的自由时间却被资产阶级占有了,社会进

步的成果也因此被资产阶级窃取了。 在不断地斗争中,无产阶级似乎拥有了自由时间,同一时间而

陷入到产消合一劳动中,消耗剩余劳动时间产生的信息和劳动力价值增殖以自由时间的形式再次被

资本无偿占有,产消合一者也失去自由时间而陷入劳动异化之中。 因此,必须要扬弃劳动异化,让劳

动者整体重新掌握自己创造的自由时间,实现全体劳动者的解放和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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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了产消合一的概

念,并很快被引用到数字劳动领域。 无酬的数字劳

工在互联网中进行消费的同时也进行着生产,他们

的这种劳动所占用的时间在工作日之外。 这种自由

时间的劳动同样受到了互联网资本的剥削,这种受

到剥削的产消合一劳动同时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因
为消费这一行为已经不再是人民自由的选择,而变

成了资本诱导的一种强制劳动。 人们的自由时间在

产消合一劳动背景下被迫消失了。 自由时间消失的

过程,就是人的不断异化的过程,而自由时间的复归

之路,就是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

过程。

一、马克思自由时间的两重维度

　 　 自由时间是马克思在其《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

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以下简称《博

士论文》 ) 撰写时期就萌生的概念,经过长期的理

论准备,自由时间理论逐步的发展、完善,最终在

《资本论》中进行了系统地阐释。 其理论内涵包含

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重维度,而二者共同的目

的,就是为工人解放,乃至全人类的解放提供理论

依托。

(一)自由时间的哲学维度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论证时间的否定

作用,将时间与自我意识紧紧结合在一起,在时间和

自我意识的关系中引入感性范畴,克服了时间的纯

粹主观性。 他把时间看做是感性基础上自我意识的

展开过程,与人的发展就产生了联系,原子在时间形

式下的自由运动的背后,就蕴含着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自由,不是伊壁鸠鲁式的

消极逃避以求自由,而是立足于人的现实劳动过程,
《博士论文》中的感性,也已经失去其抽象性而转变

为人的现实活动。
《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手稿》)中

的主要观点,就是劳动的异化。 马克思在提出工人

的劳动异化的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资本家和工

人自由时间的异化。 首先,单个工人的自由时间被

剥夺。 “工资的提高引起工人的过度劳动。 他们越

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并
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来替贪婪者从事奴隶劳

动。” [1]51 资本家毫无人性地压榨工人的劳动力,利
用工人对劳动的依赖,剥夺了工人的自由时间。 其

次,工人整体的自由时间被剥夺。 这一方面是由于

分工的扩大,导致工人更加依赖劳动,工人在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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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上被视为工具、视为机器;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人

的寿命在高强度的工作中被缩短了,这样虽然会为

工人阶级创造源源不断的工作机会,但是却摧毁了

这个阶级的未来,使他们更加依赖劳动。 工人在自

由时间内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机会受到严重的

压缩。
马克思对于自由时间的考察,一直持续到《资本

论》中,《资本论》通过时间维度展现了资本主义社

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现代时间的生成就导致了人

的自由时间与被异化了的劳动时间相对立。 《资本

论》从宏大叙事层面交代了现代时间的生成起源,即
由于实践活动的发展和人的分工的产生,人的活动

的展开必然伴随着现代时间的生成。 时间作为人的

积极存在,既成为了人的生命的尺度,也成为了人的

发展的空间。
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其展开过程就是时间的过

程,时间是在劳动过程中获得对人的现实性,成为人

的活动形式的。 与劳动时间相对立的自由时间的意

义就在于他们的自由时间可以用于自我发展,社会

进步,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前进。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在劳动时间内可以生产出超过自身需要的产

品,本来这一进步将会为所有的人带来自由时间,但
一部分人发现可以通过占有别人生产的更多的劳动

产品来实现自己的自由时间,这时就产生了一个集

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压迫,阶级因此产生。 当历史到

达资本主义社会时,两个阶级的对立俨然发展为无

产阶级剩余时间与资产阶级自由时间的对立。 因为

自由时间的产生完全取决于剩余劳动所消耗的时

间,因此马克思强调:“剩余劳动时间一方面是社会

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

和全部文化的基础” [2]257。 无产阶级创造了自由时

间,却被资产阶级完全占有了,社会进步的成果也因

此被资产阶级窃取了,因为创造了自由时间的剩余

劳动时间所生产出的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

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

在的物质基础” [3] ,社会中不需要因为生产劳动而被

占去时间的那部分人,以无产阶级的劳动时间为生

而获得了自我发展的自由时间。

(二)自由时间的政治经济学维度

　 　 早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开始了对时间范

畴的政治经济学解读,并将人类发展与劳动时间联

系在了一起。 马克思指出:“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

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
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因为

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真正人类的发展,就是以这

种时间的多寡为转移的”,[4]62 因为想象中的物品永

远都不会成为现实的物品,要创造真正的价值,就必

须要消耗真实的时间来进行直接的物质生产。
在伦敦时期,马克思写就了《 1875—1858 年经

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 《大纲》将自由时间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指出自由时间的创造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创造出

来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必须要被变成剩余劳动以便于

资本的增殖。 同时,《大纲》指出消费在自由时间中

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认为有些物品总是

很缓慢地被消费,并且可能被轮流消费,这就是固定

资本[5]224。 同时劳动时间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不

断地被节约出来,个人在这段时间中可以得到发展,
因此劳动时间的节约就是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

资本就是人本身。 这种人的充分发展,背后是消费

的体现,马克思说这“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

展消费的资料” [5]225。 也就是说一方面,通过消费,
劳动力得到补充,个人能力能到发展,从而推动生产

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自身劳动时间所换来的财富

进入消费之中,成为消费资料。 而这种自由时间的行

为,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这时的人作为

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这个生产过程的方

向也是个人能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5]226。
随后,马克思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

进一步分析了资本家对工人自由时间和自由发展空

间的占有和阻碍。 “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

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用于生产

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

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 [2]215。 人的

发展在此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对立,并演变为对抗。
而在对抗的过程中时间因素已经被遮蔽了。 因为在

生产结束时,资本得到的剩余价值也就是物化在产

品中的劳动时间,是多于在生产过程中预付的原有

资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而在生产过程中,预付的

资本是上一个阶段消耗的时间,作为个体的工人,无
法发现他们加工的材料,不论是固定资本还是预付

给其他生产资料的资本都是上一个阶段的工人的劳

动时间所创造出来的财富,预付资本,更是剥夺了上

一个阶段工人的自由时间换来的资本[6] 。 他们看不

到这些,只能察觉到自己消耗的时间,却也发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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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其实要比预付资本要多。

(三)《资本论》中自由时间的考察

　 　 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基本需求的那

部分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的运用而言,这种时

间是发展的前提。 《资本论》围绕工作日概念下劳动

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变换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来源———
自由时间作了进一步考察,针对因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对时间的把控而造成的时间对空间的消灭作了

分析。
首先,在研究工作日的过程中,马克思着重考察

了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可变性。 工作日“一部分

固然是由不断生产工人本身所需的劳动时间决定

的,但是它的总长度随着剩余劳动的长度或持续时

间而变化” [7]268。 这个变化的依据,或者说工作日长

度的界限,对于资本而言毫无意义,因为资本的本能

就是通过“吮吸”工人的活劳动以获得自身的增殖。
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过程中,工作日正常化

的斗争持续了百年,也换来了法律对工作日的限制。
于是资本加大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使劳动时间不可

避免地再一次缩短” [7]480,变相延长了工人的剩余劳

动时间。 与此同时,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也受到

了限制。 工人自由时间的物化,体现在资本家支付

的工资中其实就是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那一部分,
超出的部分支付的越多,实际上就是更多地购买了

工人的自由时间,但是更多的时候资本家会选择降

低工资但不缩短工人劳动时间,实际上就是对工人

自由时间严重的侵占和挤压[8] 。
其次,资本利用自己占有的自由时间实现了对

社会的改变。 工人所创造的自由时间以剩余劳动时

间的形式被资本家占有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正如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内创造的生产力的

肯定,他认为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比以

往任何形式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

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

创造” [9]927-928,社会的发展在这个阶段是要建立在资

本的进步性上的。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也充分体现在了自由时间上,那就是自由时间私人

占有和社会普遍创造自由时间之间的矛盾,就是资

本对发展的垄断与无产阶级渴望发展之间的矛盾。
生产时间已经由资本完全把控,工人已经成为完全

依附于劳动的工具。 与此同时,资本通过不断抽象

化现代社会,以时间的形式消灭空间,将时间作为工

具度量一切,一切可资本化的物品都是时间化了的

工人劳动所需的生产资料[10] 。
最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自由时间也做了

区分,其中消极的自由时间主要用于“闲暇”,而积极

的自由时间“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
国家的管理)”以及“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

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潜力” [11] 。 只有积极的自由

时间才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时间,人只有超越

劳动时间对人的限制,扬弃必然王国中的时间对人

的限制,才能够真正实现解放和全面发展。 如何让

整个人类获得自由时间从而实现解放,就成为了

关键。

二、产消合一理论的批判和重构

　 　 托夫勒认为“在隐形的经济中所发生的大量的

活动没有痕迹、没有统计也没有报酬,这是产消合一

的经济” [12] ,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结合统一的经济。
加拿大学者斯麦兹也提出了“受众商品”和“受众劳

动”的概念。 传统的产消合一理论在福克斯的《数字

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中被系统阐释,即受众注意力

的数字化、商品化带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相结合的

产消合一。 他以斯麦兹的理论为基础,认为互联网

公司将网络用户的浏览记录和信息数据作为商品,
出售给广告商,网络用户作为各种数据的生产者,就
成为了社交媒体中的数字劳工,其生成这些数据的

过程就是“受众劳动”,这里的浏览记录和信息数据

也就是“受众商品”。

(一)新产消合一者的形成

　 　 以数字劳动为例,互联网用户在平台中创造了

大量的数据信息,而这些数据信息的处理整合并不

是由互联网平台的程序员完成的,更多时候这不是

一种技术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 用户以群聊、博
客和虚拟社团等方式,构成了一个个联合劳动,联合

劳动者通过认知、交流与合作完成了其数字劳动的

基本过程,但这些互联网用户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
于是也形成了典型的无酬劳动。 人们在公园里唱歌

跳舞,游客在青旅门前留言板上留言,顾客在商场中

的一次购物,在美食广场里对商家进行评价,最初都

是无酬劳动。
产消合一劳动就是对这种无酬劳动的超越。 互

联网中这种无酬劳动的产品,不仅包括用户留在互

联网中的数据,还包括接收到这些数据的用户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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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网络用户。 当互联网用户在使用互联网的时

候就成为了社交媒体中的数字劳工,他们在浏览网

站、编写微博发表评论等一系列行为作为劳动所生

产的产品,并没有完全被出售给其他互联网公司,而
是作为“共享”的网络数据被留存在互联网空间中。
而消费这些产品的除了互联网公司,也一定包括其

他互联网用户,他们也是整个商品流通过程中的消

费者。 这种全体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形成了新的

产消合一者,他们所体现的生产、消费过程和背后的

逻辑可以被总结为不同于以往产消合一表述的新产

消合一理论。

(二)新产消合一理论的商品规律

　 　 消费其实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
“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

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 消费创造出

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 没有需要,就没有

生产。 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13]29 正如马克

思在《大纲》中论述的“发展消费的能力”和“发展消

费的资料”,在当下,消费已经被作为受众商品参与

到社会生产中,那也就是把消费者当作生产者拖入

到社会化大生产之中了。 商品二重性、劳动二因素

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依然在产消合

一劳动中发挥作用。
1. 产消合一劳动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产消合一劳动的起源是消费行为,所以它自

始至终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下进行的劳动

行为,它的劳动产品,或者说它生产的价值,一部

分以信息的形式存在,一部分包含在全体产消合

一者身上。 因为产消合一者的生产资料,可供加

工的“原材料”中的一部分,就是前期其他产消合

一者的原始感情、注意力和行为习惯,这里可以统

称为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性劳动从物质劳

动向非物质劳动转化,这些信息的生产超越了传

统消费的“娱乐性”而成为了非物质劳动,这些非

物质劳动不仅成为商品价值创造的主要方面,而
且成为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 [ 14] ,因为只有当这些

信息具有价值,才能被加工出具有实用价值的新

的信息、新的产品。
随着传统消费者不断地向产消合一者转变,以

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产消合一平台也推动了生产结

构的调整,传统产消合一理论对于单个产消合一者

的考察不再合适,而新产消合一理论将不同部门的

全体产消合一者视作产消合一劳动的产品。 以微博

为例。 一位博主每天写微博,记录自己的生活,吸引

了一部分粉丝。 一方面他放松了自己的心情;另一

方面他服务了其他网友。 他消耗时间进行的劳动中

所创造的新的价值,除了留在微博中的图文以外,全
部转移到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互联网用户中去。 微博

作为一个用户庞大的互联网平台,所有用户都以劳

动的方式占有了别人剩余劳动时间,并以这样的形

式完成了自己的消费,也完成了自己的劳动力价值

增殖。 正如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和迈

克尔·哈特在其著作《帝国》中指出的:“无产阶级

被理解为一个宽泛的范畴,包含所有那些其劳动被

资本直接或间接剥削并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

产规范的人。” [14] 因此,跟传统产消合一理论不同,
新产消合一理论中劳动的价值增殖应当等于创造的

信息的价值与产消合一者整体增添了的劳动力价值

之和,价值增殖的源泉也就是全体产消合一者的集

体劳动。
2. 产消合一劳动中的两次价值剥削

在实际的产消合一劳动中,情况发生了变化,以
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资本将产消合一者的剩余价值

无偿占有了。 由于产消合一劳动的价值增殖既包括

信息、也包括产消合一者整体增添的劳动力价值,因
此存在对产消合一者的两次剥削。

(1)对产消合一者创造的信息的无偿占有

如图 1,在产消合一劳动中,资本并没有为劳动

者的产消合一劳动支付相应的报酬,却在劳动结束

时得到一部分产品,即产消合一者生产出来的信息。
按照剩余价值理论,产消合一者的劳动首先补偿资

本支付给劳动力的价值,补偿完毕后剩下的时间生

产的就是剩余价值。 但由于资本在产消合一劳动中

未支付一分钱,因此产消合一劳动的所有时间都是

剩余劳动时间。

图 1　 一次剥削

(2)对产消合一者创造的劳动力价值增殖无偿

占有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

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 因此,它也随着这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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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的价值即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量的改变而改变。” [7]200 在产消合一者不断劳动的过

程中,自身劳动力的价值不断增殖,自己却无法意识

到价值的增殖,在下一轮出售劳动力时,劳动力价值

总量虽然增长了,但如果产消合一劳动继续循环下

去,从理论上讲剩余价值全部体现为信息的价值,实
质上是产消合一者无休止的将自己增殖后的劳动力

无偿出卖给资本。 如图 2,产消合一者 A、B、C 作为

一个整体,其产消合一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价值增殖

被资本无偿占有了。

图 2　 二次剥削

(三)产消合一劳动中自由时间的产生和消失

　 　 1. 自由时间的产生

随着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以及工人对自由时

间的不断争取,工人似乎拥有了自由时间,他们可以

在工作日以外进行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而不

仅仅是为了恢复劳动力做的补充。 这一部分时间在

新产消合一理论的视角下正是消费者进行消费性生

产活动的时间,“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更新

了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的也更新他们的自

身” [5]226。 如果说工人的劳动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

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那么在产消合一劳动中,
每个人都成了“资本家”,因为他们都在通过占有别

人剩余劳动时间,产生自己的自由时间,并在消费的

过程中得到自身的自由发展。 但当每个人都在进行

着一项产消合一劳动时,这种所谓的“资本家”行为

就被抵消了,所表现的只是生产消费结束后,产消合

一者整体得到了自由发展。
2. 自由时间的消失与劳动的异化

资本对时间的控制,是要以增殖为目的的,因此

必须要求人在所有可能的时间条件下进行劳动并将

劳动成果据为己有。 由于资本对生产信息和产消合

一者劳动力增殖的无偿占有,产消合一者被降格为

资本牟利的工具,所消耗的剩余劳动时间仍然以自

由时间的形式被资本占有了,他们的自由时间消失,
他们的劳动发生异化。 因此,自由时间的消失就是

资本逻辑下必然会发生的社会现象,不仅存在于马

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于当今充斥着

产消合一劳动的各类社会环境中,在这里资本以增

殖为目的驱使着劳动者走向异化。 产消合一劳动的

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产消合一者创造的信息越丰富,他相对

于整个环境中的信息海洋就越渺小,而他就越摆

脱不了成为廉价信息生产者的命运。 换句话说,
产消合一者所创造的已有的信息并没有成为自己

未来劳动的直接生产资料,而是作为私有制条件

下物化生产力整体中的一部分,仇视和排斥产消

合一者本身。 同时产消合一劳动无时无刻不被资

本监控和分析,在这一过程中,产消合一者将自己

限制在自己选择好的信息茧房之中,只能按照资

本规划的轨迹进行劳动。 而只要有分工的存在,
在当下的社会生产中,没有谁能真正脱离现代社

会的生产关系而独立劳动。 因此产消合一劳动必

须在任何时空条件发生,人人必须参与劳动,在产

消合一劳动的分工中成为数据公司、互联网平台

等资本的附庸。
其次,在社会思潮激荡的今天,社会群体通过信

息甄别形成了一个个团体,相互之间形成隔阂壁

垒。 以社会群体标签最鲜明的互联网为例,在任何

社会性事件出现后,网络上必然会有一大批数字劳

工,不同方向的劳动形成了不同的劳动群体,他们

共同组成了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社会关系,每一个个

体都处在与他人的异化关系中。 他们将互联网身

份作为舞台,通过数字劳动打造各自的互联网人

设,使自己的数字劳动越来越局促,越来越僵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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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剥削的程度就不断加深,最后被自己、被整个

互联网环境所异化。
最后,符号消费开创了新的生产消费方式。 资

本为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标签等符号都赋予新的含

义,同时将诸如“成功” “个性” “自由” 等价值范畴

注入符号之中。 产消合一者的真实需求被符号替

代和掩盖,伴随着信息茧房的建立和社会群体的固

化,他们为这些虚假的欲望无休止的劳动,自己和

周围人所创造的信息开始指向同一个方向,而迷失

了自我。[15]

三、异化劳动的扬弃与自由时间的复归

　 　 信息是产消合一劳动的必然产物,是这种新的

生产关系维系的纽带,是全体产消合一者能够得到

发展的关键,因为信息就是物化了的劳动时间。 当

信息被全体产消合一者掌握,个人的剩余劳动时间

作为产消合一者整体发展的必要时间,自由时间才

能重新回到产消合一者手中。 扬弃异化劳动的最终

目的就是争取自由时间、争取人的现实的自由、争取

人的全面发展。

(一)实现扬弃的路径

　 　 马克思说:“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

同一条道路”,[1]117 现代时间被剥夺的前提就在于,
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那部分时间已经在生产效率提

高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了,在产消合一劳动中,这就

表现为被无偿占有的信息和新增劳动力价值,扬弃

异化劳动的条件就蕴含其中。 一方面,要实现信息

共享。 产消合一者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工具和生产

资料,必须依托外在的信息平台对自己和他人产生

的信息进行存储和加工。 因此,信息平台不能自行

占有产消合一者的信息,而应该在甄别的基础上开

放信息,通过全体产消合一者的共建共享,重建生产

关系,使“现实的分工”重新回到自然的分工中,从而

达到扬弃异化的目的。 信息掩盖了产消合一者自身

的价值,消费行为又掩盖了产消合一劳动的本质。
因此另一方面,要补偿产消合一者的劳动力价值增

殖。 信息平台可以购买劳动者创造的信息,也可以

通过等价的信息服务的方式补偿劳动者。 政府也有

必要由于占用和使用了公民的劳动成果对其进行补

偿,比如针对以建立智慧城市的方式推进城市治理

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增强城市服务功能,满足市

民的日程生活需求,助力社会和谐稳定。

(二)自由时间的复归

　 　 马克思人类解放的方向在时间维度上就是超越

时间的剥削,实现自由时间的解放。 工作日的缩短

诚然为自由时间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但联合起来的

个人对于这种自由时间的占有和支配才是关键。 以

生产使用价值为主要目的产消合一劳动替代了原先

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劳动,产消合一者的剩余劳动时

间所换来的自由时间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 只有在

这个基础上,劳动才会由人的谋生手段转变为生活

的目的,从而使劳动发生革命性的意义,从前被异化

的个体将得到解放,自主的活动将成为人类生命的

自由自觉的本质,人们将在全新的社会形态中转变

为完整的和全面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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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fre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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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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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f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which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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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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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Doct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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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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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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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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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t

 

of
 

free
 

time
 

runs
 

through
 

Marx’s
 

life-long
 

ideological
 

trajectory,
 

and
 

is
 

f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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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unded
 

in
 

“Das
 

Kapit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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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time
 

consumed
 

by
 

surplus
 

labor,
 

and
 

the
 

grasp
 

of
 

free
 

time
 

is
 

the
 

premise
 

of
 

th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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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uman
 

beings.
 

However,
 

under
 

capitalist
 

conditions,
 

th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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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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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etar-
iat

 

is
 

occupied
 

by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fruits
 

of
 

social
 

progress
 

are
 

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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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bourgeoi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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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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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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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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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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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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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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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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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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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onsu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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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plus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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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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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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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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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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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aliena-
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bandon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let
 

the
 

workers
 

as
 

a
 

whole
 

regain
 

control
 

of
 

the
 

free
 

time
 

they
 

create,
 

and
 

realize
 

the
 

liberation
 

and
 

free
 

development
 

of
 

al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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