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３卷　第５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５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ｃｔ．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７－１４
　　［作者简介］辛世俊（１９５４—），男，河南省孟津县人，郑州大学学报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宗教学。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０５－０４

我们在哪些方面违背了幸福原理？
辛世俊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当今人们非常关注幸福问题，但对幸福的理解则歧义丛生。将拥有财富或快乐等同于幸
福，视幸福为纯粹客观性活动，认为人能够“被幸福”或“幸福完全由自己决定”，且幸福“与公正无

关”等，这些都是当今社会人们追求幸福的认知误区。其实，财富只是幸福的物质基础，德行与健

康才是构成幸福的更重要的因素；快乐不等同于幸福，将快乐提升为幸福是生活意义的根本要求；

幸福并非纯粹客观的，而是一种体验和心理感受；人不能够“被幸福”，真正的幸福源于主体的创造

性劳动；幸福也并非完全由自己决定，它也来自于主体参与的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和谐环境的营

造；幸福与公正密切相关，幸福蕴含着对公正的要求而公正又服务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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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幸福问题，似
乎人人都有话可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而且它本身

也是一个难以定义的范畴。本文不准备采取先下定

义再进行研究的思维方法，而是采取逆向思维的方

法，即在对某些现有认知的追问中探寻什么是幸福，

以深化对幸福问题的思考。

　　一、拥有物质财富就是幸福吗？

在很多人眼里，幸福就是拥有较多的物质财富，

拥有了物质财富就等于拥有了幸福。更有甚者，将

幸福直接看做拥有金钱的多少，谁的钱多，谁的幸福

指数就高，谁就是最幸福的人———备受社会推崇的

“财富排行榜”就是一个明证，似乎高居财富榜首的

人就是成功人士和幸福的楷模。毫无疑问，财富为

幸福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所谓“仓廪实而

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但财

富并不直接等同于幸福，因为财富不是生活的全部，

物质财富的富有不等于精神生活的充实。一些人靠

省吃俭用来积累财富，却把身体累垮了，上半生用命

挣钱，下半生用钱买命，每天备受病痛折磨，何谈幸

福？一些人“穷起富不起”，因为财富而夫妻反目、

家庭破裂，又何来幸福？因财富过多而困惑甚至自

杀的人亦不在少数。隋喜文［１］在一篇文章中分析

得好：在吃不饱饭的年代，能在大年三十吃上一顿饺

子就觉得非常幸福，如今吃饱喝足了，反而幸福指数

下降、痛苦指数趋升。国际上正在流行的“快乐经

济学”也告诉我们，当人们的收入上升到满足基本

需要以上层次时，金钱投入就不再是与幸福有强正

相关的影响因子，公平与尊重、交往与友谊乃至自我

实现将变得更加重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和日本

人的幸福感远不及南美洲一些贫穷国家人民的幸福

感强烈的原因———据２００６年７月英国新经济基金
的《幸福星球指数》报告，全世界最幸福的是居住在

草棚中的２０万瓦努阿图人，西方八国集团无一进入
前５０名。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ＧＤＰ最高的城市
不见得是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收入最高的群体也

不是幸福感最强的群体，收入较低的农民工幸福指

数反而很高。正如夏爱华在《幸福真的很便宜》一

文中所指出的：“对落难的人来说，看到远方驶来的

船只，就会涌出激动的泪水。对失业的人来讲，找到

一份工作，会倍加珍惜。对遭受挫折的人来讲，永不

放弃，就会看到成功的曙光。对沦落他乡的亲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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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故乡的亲人，就是人生乐事。而这一切，都不需要

多大的投资。”［２］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有一间小小

的蜗居可以遮风避雨就是幸福，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情就是幸福，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就是幸福，能与亲

人团聚就是幸福，能与心爱的人牵手走进婚姻的殿

堂就是幸福，能与儿女享受天伦之乐就是幸福……

实质上，除了财富之外，德行与健康也是与幸福

相关的重要因素，中国儒家强调“德福统一”，主张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是不义之财，财富再

多也会失去，财富再多也不会幸福。如果有了理想

和对美好德性的追求，即便“一箪食，一瓢饮”，也能

乐在其中，德福兼蓄。可见，德性在幸福体验中具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健康亦如此。我们常说健康的身

体是最大的财富，这是因为身体健康是幸福的基础，

一个人物质财富再多，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幸福也无

从谈起。如果一个普通家庭出现一个卧床不起的病

人，整个家庭的幸福指数就会迅速降低。因病返贫、

因病而导致生活痛苦的人对此体会深刻。

曾有西方媒体向社会征集“谁是世界上最幸福

的人”的答案，经权威评审团的遴选，其结果大致如

下：第一种最幸福的人是刚刚给孩子洗完澡、怀抱婴

儿而面带微笑的母亲，第二种最幸福的人是给病人

成功做完手术、目送病人出院的医生，第三种最幸福

人是在海滩上筑起了一座沙堡、望着自己劳动成果

的顽童。［３］这些最幸福的人都不是百万富翁。可

见，拥有财富不等于自然就拥有了幸福，财富多寡不

是进入幸福之门的通行证。

　　二、快乐就是幸福吗？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将快乐与幸福连在一

起，似乎二者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其实，幸福必

然是快乐的，但快乐并不完全等于幸福。譬如，一个

吸毒的人，在吸毒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但一旦上

瘾，就会毁坏他一生的幸福生活；一个赌博的人，在赢

钱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但赌到一无所有的时候，可

能会去跳楼自杀；一个迷恋网吧的孩子，经常逃课，不

去上学，玩得很“快乐”，但由于没有知识，很难有发展

幸福生活的空间；一个喜欢喝酒的人，在酒桌上吆五

喝六、推杯换盏是很“快乐”的，但酒精中毒后不仅是

很痛苦的，甚至还会危及生命。不难看出，快乐是浅

表的、短暂的，但幸福却是深刻的、长久的。

正如赵汀阳所言：“幸福与快乐有着根本的区

别，幸福是整个生活的整体效果，而不是某时某处的

某种乐趣。……幸福需要理论，而快乐不需要理论，

幸福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快乐只是一个实践问

题。”［４］（Ｐ５９）只有快乐而没有幸福，那么生活仍将是

无意义的。快乐就像吃喝的欲望一样普遍，是基本

的而不是根本的。［４］（Ｐ１４８）哈佛大学心理学导师泰

勒·本－沙哈尔在《幸福的方法》一书指出，超越短
暂的快乐，让时间成为幸福的看守者。我们可以得

到的幸福是无限的，它不是树叶般短暂的美丽，而是

根深蒂固般的永恒幸福。幸福的高度是指我们生活

中体验到情绪的波动，它有高潮和低潮；幸福的深度

则指我们内心深处基本的幸福感。［５］将幸福降低为

快乐，就会降低生活的意义；将快乐提升为幸福，才

会使生活的意义更为充盈。

　　三、幸福是纯粹客观的吗？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在忙于编制所谓的“幸福指

数”目标规划，提高幸福指数不仅被写进各级政府

的工作报告，而且也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口头禅；学

者们也在挖空心思地研究幸福指数，企图将幸福的

各项指标进行量化，并运用很多的量表、模型和数据

来证明幸福指数的“客观性”。应当指出，研究幸福

指数是必要的，为此进行的各种努力也是值得肯定

的。但幸福并不纯粹是客观的，幸福与否是人们的

一种体验和心理感受，与人们的心态和心境有很大

关系。诚如大卫·休谟所言：“我一向看事物总爱

看乐观的一面，而不爱看悲观的一面。我想一个人

有了这种心境，比生在每年有万镑收入的家里，还要

幸福得多。”［６］（Ｐ４）

“平平安安就是福”，这句话含有深刻的哲理，

蕴涵着幸福的心境问题。宋代无门慧开禅师

（１１８３—１２６０）在一首禅偈中说得好：“春有百花秋
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

好时节。”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要让自己幸福，

就不能过于计较，放不下、心不安则难以幸福。只有

在安康平和中做到淡泊恬静、知足常乐，才有幸福可

言。正所谓：心头无事一床宽，眼内有尘三界窄！因

为幸福的体验来自心境，是个体对自身生活状态的

判断与感受，它绝对不是纯粹客观的或可量化的东

西。人类有很多不幸与灾难，有的人可能因为很小

的挫折与灾难就无法忍受甚至自杀了，而有的人在

更加严重的灾难面前也能幸福地生活着。俄国著名

作家契可夫在一篇题为《如何防止自杀》的文章中

说，一个人在生活道路上遭遇挫折或打击时，应该设

想出更糟糕、更痛苦的结局，这样一来，精神上和心

理上的压力就会缓解，生命的承受力和韧性就会增

加。［７］有记者曾询问英国物理学家霍金是否曾因身

体残障而感到沮丧，又是怎么克服的？霍金的回答

是，“我有自由选择结束生命，但那将是一个重大的

错误。无论命运有多坏，人总应有所作为，有生命就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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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希望。”在丧失语言能力的情况下，霍金靠仅能活

动的三个手指和一台电脑语音合成器在应用数学及

理论物理学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法国

《ＥＬＬＥ》杂志总编让·多米尼克·鲍比在身体几乎
完全丧失运动机能的情况下，仅靠一只可以活动的

眼睛通过眨眼来选择字母牌上的字母，完成了一本

见证他生命奇迹的书《潜水钟与蝴蝶 》。［８］

这启示我们：幸福并不纯粹是客观的，其实质是

个体的一种心理体验。这里就有一个幸福体验的心

理底线问题。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同，幸福体验的

心理底线也就不同。一个总感到很不幸的人，往往

是由于把幸福体验的心理底线划得太高，期望值过

高，欲望太大，结果与现实产生较大的反差，于是感

觉很不幸福。在挫折和不幸到来时，适度地降低一

下幸福体验的心理底线，有助于调整心情，渡过难

关，坦然地面对生活。国家与政府应当关注每一个

人的幸福，特别是关注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多做些雪

中送炭的事情。提高弱势群体的幸福体验的心理底

线是社会的责任，因为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和文明的

尺度不是看强势群体的发展状况，而是看弱势群体

的生活境况。

　　四、人能够“被幸福”吗？

现在很多人在抱怨自己“被幸福”了。譬如很多

的所谓“惠民工程”、“安居工程”、“拆迁并村工程”，

并未征求民众的意见，甚至违背民众意愿，以至于发

生人们觉得自己“被上楼”、“被幸福”的怪现象。也

许这些举措的初衷是好的，但超越了民众的承载能

力、生活习惯和思想实际，结果事与愿违，欲速则不

达，所以人们不仅感受不到幸福，反而觉得痛苦。

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我国有成千上万的孩子

在“被幸福”着，他们从小到大的一切都被望子成龙

的家长安排好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按

照家长的意愿安排的。一些家长爱子心切，宁肯牺

牲自己，也要让孩子“成才”，他们替孩子报各种辅

导班，甚至陪读，几乎替孩子活一辈子。这种做法看

起来富有爱心，实际上是对孩子的残害，是以“爱”

为名的残害。这些孩子的悲剧在于他们终生都没有

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这样的孩子，看起来很幸

福，但实际上很不幸，他们无非是父母的复制品或者

父母意愿的实践者。［９］休谟认为：“爱只是希望别人

幸福的一种欲望。”［６］（Ｐ１７２）孩子无法承受父母望子成

龙所强加的“幸福”而离家出走、与家人反目甚至杀

害父母的事例并不鲜见。

所以，幸福是个体对生活实践的体悟，幸福是无

法强加于人的。善良的愿望有时可以把人引向地

狱。之所以说“被幸福”实质上是一种痛苦，在于它

违背了幸福的基本原理：幸福是一种感觉，个人是幸

福的主体，幸福不能被替代。正如英国古典自由主

义思想家约翰·密尔所言：“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

人是关切最深的人；除在一些私人联系很强的事情

上外，任何他人对他的福祉所怀有的关切，和他自己

所怀有的关切比较起来，都是微薄而肤浅的。社会

对于作为个人的他所怀有的关切（除开对于他对他

人的行为而外）总是部分的，而且完全是间接的；而

本人关于自己的情感和情况，则即使是最普通的男

人或妇人也自有其认识方法，比任何他人所能有的

不知胜过多少倍。”［１０］“被幸福”的最大问题是不尊

重人，“把人看作人，意味着他被认为具有承诺和选

择的能力，是自我行动者”［１１］（Ｐ８）。可见，幸福完全

是个人性问题：“幸福永远是属于个人的，尽管在一

个良好的社会中有许多幸福的人，以至于看起来像

是一个总体幸福的社会，但幸福却不是一种可以分

有的东西，我们想分却分不出去。”所谓“为别人而

感到幸福”指的并不是分有了别人的幸福，而是指

一个人为自己所喜欢的人获得幸福而感到幸福。这

两种幸福是不同的，而且分属于不同的人。［４］（Ｐ１１７）

俗语有“富不过三代”之说，这句话意味着不创

业的人不能体会创业的艰辛，所以也无法体会幸福

生活的真谛。如果“被幸福”者完全丧失自我的主

体性，无法利用自身条件去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幸

福，则不仅会坐吃山空、最终导致贫穷，更无法获得

人生历程中关于幸福的体验和感受，亦因此无法获

得社会的承认和他人的尊重。所以，人是不能够真

正“被幸福”的。

我们今天强调以人为本，就应当尊重人的主体

地位，尊重人们对幸福生活的选择，人只有在追求幸

福的亲身实践中才能体会到幸福的真谛。“被幸

福”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而是主体丧失自我、失

去人生意义的表现，体现的是主体因缺乏创造性而

无法获得尊重并体验到幸福的一种非正常状态。因

此：人必须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中才获得幸福。幸

福始终是存在于行动中的，幸福必须身体力行，不可

能有别的替代方法。“幸福的‘亲身性’决定了幸福

不可能是身外之物所能够替换的。……幸福的条件

不等于幸福，幸福终究是‘劳作所得’。”［４］（Ｐ１３８）

　　五、幸福完全由自己决定吗？

既然我们不想“被幸福”，那么幸福是否与他人

无关呢？“我的幸福我做主”体现了幸福生活的自

主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人是社会的人，人不能

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国学大师梁漱溟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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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天然与他前后左右的人，与他的世界不可分离。”

“一个人的生命，不自一个人而止，是有伦理关系

的。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相互间的一种

义 务 关 系。所 贵 乎 人 者，在 不 失 之 情 与

义。”［１２］（Ｐ６１－６２）英国当代著名生存论心理学家 Ｒ．Ｄ．
莱恩也指出：“我们必须把该个体看做这样的

人———他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并且从一开始就

处于某个世界‘之中’；必须认识到，没有‘他的’的

世界，人就不存在，而没有他，他的世界也不存

在。”［１１］（Ｐ６）社会生活的实践证明，和谐的人际关系

是个人幸福的社会基础。如果在人际交往中，到处

都是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势必造成对人们的伤害，

譬如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将不可避免地使一些消费者

成为受害者。在一个单位，从领导者到一般工作人

员，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环境，如果不能为他人提供好

的环境，势必影响人际关系，造成关系紧张、人际生

态恶化，幸福指数也将大大降低。

可见，幸福也不完全是由自我决定的，每个人都

追求幸福，但个人的幸福都与他人的幸福密切相关。

“如果一个人只同自己打交道，他追求幸福的欲望

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

会对己对人都有利。”［１３］“我想要的，在许多时候并

不是我自己能够给自己的，而是必须由别人给我的，

因此，幸福问题必定要卷入他人问题，必定不是自己

决定的事情。因此，分析幸福的思想结构不能只是

‘我’的主观角度”［４］（Ｐ１３９）。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

一书中也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人的幸福和苦难不

是与我们完全漠不相关的景观；他人的幸福不论在

其原因或结果上的景象，都像灿烂的阳光或精心耕

种的田野景色，给人以内心的欢乐和满足；他人的苦

难的现象，则像一片低垂的乌云或贫瘠的风景，给想

象力投上一抹抑郁的阴沉。”［１４］所以，幸福的环境需

要大家共同营造，和谐社会建设需要从自我做起，伤

害他人或危害社会就是在破坏自我生存与发展的社

会环境，最终也必然伤害自己。只有努力做到“我

为人人，人人为我”，才能有真正的幸福生活。

　　六、幸福与公正无关吗？

很多人认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民生问题，

而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这些抽象的上层建筑领域的

东西似乎与普通人的幸福无涉，也不值得关注。其

实，不仅民生问题，民主政治、公平正义也是幸福生

活的重要内容。社会上发生的很多非直接利益矛盾

事件都说明，民众非常关心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政府的行为是否正当、是否合理，是群众考量政府好

坏的重要指标。梁漱溟先生谈到了这一点：“‘食无

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

谓好学也已。’西洋人也许感到奇怪，不求饱求什

么？不求安求什么？须知中国人所求者，就是那个

‘正’。‘正’即正当合理。苟非正当合理，则虽安

饱，他 也 不 要。安 饱 问 题 是 次 于 合 理 问 题

的。”［１２］（Ｐ１７２）近年来有许多诉讼案件表明，很多当事

人诉诸法律往往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是为了讨要

一个正当合理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从公

平正义的角度去思考，就不得要领，不能真正化解矛

盾。“既然每个人的幸福总是以他人的幸福为必要

条件，那么公正原则就同样是目的论的贯彻，它与幸

福公理是天然一致的：幸福公理表明一个人怎样创

造幸福，而公正公理将表明怎样保护创造幸福的条

件。”［４］（Ｐ１２２）可见，幸福蕴含着对公正的要求而公正

又服务于幸福。

幸福离不开他人，离不开社会，也就离不开公平

正义。公正原则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既然公平

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我们就应该真正关注

社会公正问题，努力使公平正义在民众生活中落到

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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