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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為感官的一個維度，時間無所不在又無法捉

摸，是抽象卻又與我們須臾不離的大哉問。從

物理學對時空的定義、生命科學對生理周期的探索，

到文人雅士對光陰流逝的感傷、凡夫俗子對送往迎來

的約定俗成，在在顯示時間這個議題對人類生活無遠

弗屆的影響。當然，時間與社會有許多面向的思考，

不可能一一討論。這篇小文只想從時間感與社會的互

動出發談這個問題：時間用什麼方式塑造現代社會？

不消說，現代社會與資本主義興起有很大關係，

而時間在裡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富蘭克林在《老前輩

給年輕商人的忠告》中可不就清楚寫著「記著，時間

就是金錢。」？而最近某經濟學家還真的為此細細推

敲，指出一般人每天刷牙所花的三分鐘相當於四十五

美分，洗車的半小時則相當四塊半美元。翻開手邊記

事本的附錄，標題也聳動地教你「偷取時間六招」。

當然，以上是比較誇張的引申。在此我不想重複富蘭

克林格言提醒大家節約時間的

重要，而是從這些奇特的現代

版「富蘭克林格言」出發，提

出一個較少人切入的角度：時

間需要刻度與規格以便於感

知；要把時間刻度作表述才能

與金錢相同，成為計算與兌換

的共通工具。

以下我們回溯標示時刻與

區劃時間的歷史，略述它們與

現代社會的交會。首先是時刻

的精密化。遠自古埃及人類便

為區劃晝夜發明日晷、水鐘與

其他早期的計時器，以確定一

天的行儀。雖然這些器具已經

有細至時辰、小時，甚至刻鐘的區劃，但當時對一般

人來說時間不過是自然變化在塵世留下的痕跡，毋庸

質疑也不必說明。「草木生焉，萬物生焉，天何言

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頭，是普羅大眾管理

工作與生活的參考點，而月亮的盈虧與星辰的升降則

提供夜晚活動所需的時間座標，不多也不少。而一些

工具，如沙漏或是線香的燃燒可以大致估計一段短的

時間，而自身也變成時間的計算單位，如我們比較熟

悉的「炷香」等，但用得著的情況不多。

機械鐘表的普及化顯然改變這個說法。手上的精

緻懷表與起居室的美麗櫃鐘，不但讓中產階級也享受

到原先只有貴族才能擁有掌握時刻的裝飾性品味，它

也讓尚不曾出現在實際生活中的分分秒秒，成為工業

革命新生活的參考點。比方說，在美國工業革命搖籃

的新英格蘭地區，工廠開始用「十分鐘」或是「刻」

作為生活作息的單位。以麻州霍約克工廠的新工作表

來說，它規定早上四時

四十分起床；早餐依季

節變化在六時半與七時

使用；中午休息三十分

鐘，晚上則在六時半放

工，都以鐘聲為記。

時間的精細化也象

徵著工作型態的種種改

變：工資的發放方式，

從工匠學徒制的按天計

酬逐漸過渡到按時計

酬。剛開始時工人對新

制度是懷疑而不滿的：

時鐘為準的工作時刻無

法完全貼合他們比較熟

現代社會的韻律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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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自然變化。而他們更質疑能夠「掌握時刻」的資

方搞鬼，利用鐘聲偷偷讓工作時間延長。不過，這些

質疑聲浪隨著公共時鐘塔的出現開始消失。就像中世

紀城市中央的教堂鐘塔一樣，這些時鐘塔象徵了新社

會的標準，用更精細的時刻區劃隨著鐘聲散布到監

獄、療養院、醫院、學校，還有每個人的家中。

其次是時刻的同步化。這也是社會扭緊發條的

關鍵。隨著新生活方式的普及與擴大，區域性的時刻

區劃已經無法滿足新社會的需要。以遠距離的聯絡來

說，以往的美國信件郵遞以天或周為單位，工作表的

查核也不嚴謹，但在鐵路完成後，來往兩地的商人或

旅客需要有更精細的時刻表與標準時以便於估算到達

的時刻與搭乘時間，郵件也因仰賴火車運送而更迅

速，工作表也更詳實。

時刻的同步化與標準時的產生是緩慢的協商過

程，但新技術產生的社會風險加速這種工作的進行。

比方說在電報廣泛使用前，鐵路的班次不多，理由之

一是避免不同火車因為時刻的誤算而對撞——雖然實

際上這種意外還是時有所聞。而當火車班次增加，加

上服務範圍擴大，地區時的繁複換算變成可怕的負擔

後，標準時刻成為社會的共同願望，而主導新社會整

合的鐵路公司自然是這個協調機制的推動者。雖然面

臨部分的反彈，一八八三年十一月「鐵路標準時」正

式上路。「區域時必須要淘汰！」是提倡者的堅持。

而標準時的制定落實了時區的觀念。在以往

「看天定時」的時代，各地區往往以日正當中為十二

時，並以此調整自己的時鐘。也因此每個地方的時

差：不是小時，而是以分秒計；十分瑣碎與分歧。光

美國一地就有上百個地區時差：加州的沙加緬度與東

岸紐約市的時差是三小時九分五十一秒，而與同在西

岸舊金山的時差則是三分五十六秒。

顯然要用標準時讓大家方便使用，就得在某種

程度上偏離人對自然規律的感覺。而新社會的運作所

形成的人為的「數位化」時區，是二者協調的結果。

以美國來說，它先將當時鐵路公司所使用的五十個地

區時簡化成五個時區，並且約定以小時為單位，每個

時區都相差一小時。而約略與此同時，有志之士也將

此概念推到國際。一八八四年在華盛頓召開「國際子

午線會議」，讓世界主要國家逐漸開始使用格林威治

的世界時區分劃。雖然當時國與國間的聯絡尚未如此

迅速與普及，但是世界已經開始同步化，以一種新律

動一起呼吸。

至此，全球化的時間出現了，雖然在精確度與精

密度都還有改進空間。它不但建構了現代社會的種種

行動，也刻劃在我們的言行舉止上。「時間就是金錢」

不再只是道德勸說；它有實質的社會意義。一個上班

族曾跟我分享她節約時間的經驗，或許是最好的說

明：「我每天一定勉強自己要比別人早起四十分鐘。

因為這樣才可以早點出門上班，先找到公用停車位，

不但可以省下停在私人停車場的昂貴費用，而且還不

會遲到。你知道，公司以打卡鐘為準，遲到每半小時

要扣一百元薪水。告訴你，我很知道什麼是「時間就

是金錢」。這樣做不但省時間、有效率，而且可以有

更多時間思考與生活。」

當然，以上故事常聽到，特別是談「做時間的主

人」之類的勵志文章上。我們好奇的不是這些人節省

了多少時間，而是省下時間的同時，他（她）們在過

什麼樣的生活。他（她）們或許各有所長，奏著自己

的節拍：有人在時差的縫隙中跳躍，晝伏夜出，在全

球化的訊息中飛舞著即興的斷章。有人每天以最急板

努力工作，以便挪出時間到某觀光勝地去「度假」，

劃出生活的休止符。以往的生活或許是缺乏起伏的優

雅行板，但現在卻又變成不可企及的理想。

時間也許不會給我們任何答案，但是我們似乎從

那看到自己，看到我們所身處的社會與文化。從過去

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現在的分秒必爭，我們看

似掌握時間，但同時也被時間所定義、所掌握。或

許，這種科學與社會相互追逐的過程，才是看似千變

萬化的現代社會中最堅定而永恆的文化韻律吧！

郭文華
陽明大學通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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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啟事：

本刊377期〈熱力學的發展簡史〉一文，「焦耳奠定熱力學基礎」

乙節（P.13）有兩處年代誤植，特此更正：

1.  第三段第一行「一九五二年，他又發現氣體⋯⋯」更正為

「一八五二年，他又發現氣體⋯⋯」

2.  第三段第九行「一九四八年，他透過實驗證明，⋯⋯」更正

為「一八四八年，他透過實驗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