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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ever you are live in, from the ancient to contemporary, you can’t ignore the idea that related to “Leisure Class.” Vebeln

had perceived between Western society to Leisure Class, he found out there are three majors factors：conspicuous leisur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honor norm, to make the Leisure Class idea produced. He also integrated three aspects of Buaudel,

Sombart, and Elias’ point of views from luxury of material life to a good behavior manner in order to reach the purpose of

analyzing Ching Dynasty’s Leisure Class.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Ching Dynasty, it classified humankind into Duke, Civil

Servant, Peeress and Scholar. As for this case, you can referring to Veblen’s theory, the history of Ching Dynasty, the factors of

leisure behavior, the leisure’ character and style. Therefore, you will find the main theme of this dissertation. From chapter one

and two are about the leisure’s theory. From chapter three to six are about different classes of leisure behavior of Ching Dynasty.

From this study, it shows us that there are some similar elements in this different classified society. Besides, from the Veblen’s

theory, we will find out more rooms for modification of Leisure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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