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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味期限的標準學
■郭文華

科穆、技術與社會

夏末，在各色折扣看板下，燠人的暑熱似乎驅不

散東區購物街的洶湧買潮，在每個精緻的櫥窗

後，購物的熱情竟不亞於屋外的驕陽。在「限期特

惠」的區塊裡，消費者與成山成架的各式精

品激情相遇。精打細算、身經百戰的

購物高手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而一

波波人潮也吸引過路行人，在殷勤招呼下

加入這場嘉年華會。這是年年都有，季季

上演，與價格比拚的購物競賽。

回到家裡，網路上「在家創業」的耳

語信件，撼動我們對生活的看法。它們往往

這麼開場：「您花多少時間預知未來？機會

已來臨，錯過了，很難再有下一次機會了。」

接下來不外如何跳脫一成不變的生活，用更輕鬆的方

法、用更少的時間賺更多的錢，以及一連串的成功見

證，諸如加入系統後工作更有彈性，收入更多，不但

省下時間，甚至在40歲時便可以退隱。在說明時，這

些信總一再這樣強調：「維持現狀就是落伍。成功者

下決定都是瞬間且正確的。您，想當成功者嗎？」這

似乎是追討青春歲月，停住歡愉時光的召喚。

究竟以上兩件事有什麼共同點，讓我們把它們放

在一起？關鍵是時間，或者容我精確地說，是「賞味

期限」的邏輯。賞味期限是維持食物品質的最好時

間，它可以是一段時間，比方說蔬果的當令時節，也

可以是時間點，保證食用品質的最終時刻，這是一場

買方與賣方共舞的探戈。以周年慶來說，特惠是商家

掌握商品銷售韻律的方式，它的最高指導原則是在賞

味期限前把貨銷出去。對消費者來說，由於折扣讓這

些商品不再可望不可及，因此造就改變生活格局的期

待與想像。

這種韻律在新興就業廣告中更明顯。在這些廣告

中，做為「買方」的直銷公司不斷提醒收信者青春不

再，希望他們儘早轉換跑道。另一方面「賣方」的應

徵者淹沒在賞味期限的警告裡，似乎他們一旦與這個

工作失之交臂，便錯過改變人生的機會。這是本文觀

察的起點：在商業社會的邏輯裡，賞味期限不僅意味

對商品的高規格要求，它也代表一組與時間相關的社

會關係與節奏。

在本專欄先前的〈掌握時間，還是讓時間掌握？〉

與〈遲到不遲到？〉兩篇文章中，筆者已經提過時間

在社會上的兩種表現：時段與時刻。現代社會不斷精

細化、標準化的結果，讓時段變成可以衡量與運算的

單位，而時刻也透過世界的頻繁交通與互動開始同步

運作。此外，它們也都提及「時間就是金錢」與標準

化的關係。不過，到底時間與金錢是怎樣架構出現代

社會，而這樣的社會是怎樣運作，造成所謂「賞味期

限」的邏輯，是這篇文章想要討論的。

我們先審視「時間就是金錢」的出處，看看它給

我們什麼教訓。對此，文化史學者栗山茂久有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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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等古籍裡也不乏光陰寶貴的說法。雖然如此，

如果仔細分析這兩者的關係，我們會發現在這些例子

裡金錢只是俗世的比喻，用來說明時間對人的重要。

事實上時間不但可貴，而且根本無法用金錢衡量。

但是，當這句話被富蘭克林收在他的《老前輩給

年輕商人的忠告》中，之後被韋伯大幅引用，並稱它

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純粹展現時，「時間就是金錢」早

已有與以往不同的意涵。那是工業革命的時代，也是

通貨激增的時代，金錢不再僅是抽象概念，它在生活

中有愈來愈重要的地位。在這個脈絡下，大家習

以為常的時間反而成為方便而具體的概念，可

以用來幫助一般人了解以往捉摸不清的資本體

系。

從這句話的上下文可以清楚看出這個動

機。按照栗山引述，這段話是放在說明金

錢本質的段落，用來解釋它如何與生活

準則與社會關係連在一起。比方說，

富蘭克林指出時間是用來工作，也

就是用來生財的。因此，逸樂的

結果不僅是無謂的金錢花費，同時也要

把原先應該用來工作但荒廢掉的時間所能

賺得的金錢算進去。

而在下一段中他用「信用」（credit）來說明金

錢，指出如果朋友借錢但到期還沒有催討，這是借錢

人的信用，讓他可以利用這個時間落差好好運用這

筆錢。因此，用這種方式賺到的錢可以看作與信用

相當。

從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時間固然是金錢，信用

也是金錢。人的生活與社會關係要用一種邏輯去整

合，那就是金錢。

栗山進一步指出這個邏輯的動力，也是金錢的第

三種特性—錢生錢」。一定數額的錢在經過一段時間

後，「理所當然」要孳生金錢，也就是所謂的「利

息」。在語源學裡面利息（interest）與生殖有關，例如

中文裡本金與利息也叫「母錢」與「子錢」或「利

子」，而希臘語的 tokos同時有利息與子孫的意思。但

是，栗山指出這些不僅只是用親屬關係比喻金錢，事

實上，這些字眼隱含做為概念金錢的生命力。

分析。他認為雖然這句話常常引用，成為「愛惜光陰」

的同義語，但很少人指出它的時代意義。

根據栗山的說法，把時間與金錢連在一起的想法

並不新穎。古希臘的安提豐與亞里斯多德弟子希厄福

拉思塔斯就不斷提醒世

人 時 間 價 昂 ， 《 國

語》、《淮南子》、

李
男

提
供

「時間綵是金錢謪早已有與以薩

不同的意涵鈥在綡個時代金錢

不再僅是抽象概念鈤它在生赹

中有愈來愈重要的地位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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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說，利息的「息」或有「一息尚存」的意

義，而英語的「interesting」在17世紀中葉開始廣泛使

用，意味人們對某件事情的渴求與好奇，都顯示其對

金錢生命力的曖昧聯繫。而這才是「時間就是金錢」

的時代意義，金錢似乎成為自我繁衍、生生不息的文

化系統。時間也好，信用也好，不過是它在生活上的

顯現而已。

唯有知道這個文化邏輯，才能知道時間在標準化

後對社會的影響。我們既不是《顏氏家訓》裡的顏之

推，只把愛惜光陰當作道德勸勉。而我們也不是富蘭

克林，假設時間不言自明，信誓旦旦把它與金錢等量

齊觀。事實上，當時的人既不了解金錢體系的繁複運

作，也不那樣分秒必爭。時間與金錢真正開始相互影

響，還是要等到標準時的建立與時刻裝置的發明，也

就是先前本專欄裡所提到的現代社會成形後。在時間

與金錢系統都開始精細化與體系化後，這兩個系統也

開始悄悄地進行互換，建構無與倫比的精細體系。

這裡不擬詳細介紹這個體系。但簡單說，在這個

系統裡，時間不但可以用金錢衡量，甚至可以與金錢

交換。這個想法看似抽象，但不難理解。比方說請人

打掃，便是用金錢購買自己的時間，受僱者則是用他

們的時間換取金錢。但除了這種簡單的交換外，時間

與金錢還有許多交流的形式。

例如逛街時一些人強調「貨比三家不吃虧」，但事

實上他們用時間去交換可能的價格差異。頭等艙乘客

比其他人更早上下飛機，或是藝術團體的後援會會員

可以比一般人更早購票，也可看成是用金錢去換取更

好的時間點與更多選擇。

當然，醫學裡的「黃金時間」認為應該不惜資本

來挽救生命，或是做為笑談的「減少奮鬥 20 年」說

法，認為快速的資本取得可以節省寶貴人生，也可以

看成是把時間與金錢結合在一起的例子。在先前的

〈掌握時間，還是讓時間掌握？〉文章中已經舉了生活

中的一些例子，而類似例子還可以一直列舉下去。

或許有人會問：「那又如何？」的確，一些人並

不在乎這些生活上的小小算計，金錢與時間的複雜方

程式並非他們的人生重點。但是，科技與社會的研究

者不該僅止於重複時間就是金錢的現象。栗山的研究

事實上指出，金錢系統的特色就是不停歇的「生命

力」，讓人無法置身事外。因此，最後我想指出這個體

系的動態性格，而賞味期限顯示的便是這個動態的時

間面向。

讓我們再回到「時間就是金錢」。雖然富蘭克林

用例子說明兩者可以互換，但他並未指出「兌換率」

要怎樣決定。當然很多因素決定這些比率，而且要

「有行有市」交換才能成立。不過如果我們反向思考，

有時「打壞行情」的不合理價格也有其必要，因為它

可以活絡市場，推動買氣。限時優惠與新興創業是這

樣邏輯下的產物。

在商言商，折扣固然是規避商品貶值，加速交易

的手段，「限時搶購」卻給予買者跨越階級差異的文

化期望。同樣的，彈性上班只是給工作者方便，但

「在家創業」卻主打時間的精準運用，透過收入比較與

立即創業的誘因，給予參與者「時間生出時間」的想

像。可想而知，如果有這種好康的工作，也必定是限

時商品，需要「有心人」的加入，無誠勿試。

這是現代社會人們忙碌的目的，也是賞味期限的

標準學。折扣或在家創業都不是常態；特惠的「折扣

價」需要尋常的「不二價」來彌補，在家創業所勻出

的時間要從其他「活在現狀」的人那裡去擠壓。雖然

如此，它們卻有存在的價值，讓有心人可以把改變人

生的渴望轉化成具體的生活目標。而在這個意義下，

「賞味期限」多少對這劃出底線，催著他們儘早行動，

這或許才是我們看到的社會。

一些人忙碌而興奮，因為他們相信成功屬於「自

己設計藍圖，打造夢想的人」的手上。而對一般人來

說，時間與金錢的變身交錯早已讓人眼花撩亂，從街

頭到網路，它們無所不在。

而誰能拒絕夢想，抵抗欲望的試煉？羅馬哲人普

魯塔克說得好：「把自己與這些忙人牽在一起沒啥好

處；克制好奇，訓練它服從理性，方使你受惠無窮。」

各位 21世紀的現代人，請闔起文章，閉上眼睛，放空

自己，體會到了嗎？

郭文華
陽明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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