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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幸福)的起源

首先"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刘朋博

士从历史和哲学角度探讨了古今中外的幸福观!

"一$幸福思想史探源

从中国来看"我们可以把历史上的幸福观大

概归结为儒家#道家#释家三种! 儒家认为人追求

的不是简单地幸福而是成为(圣人+! 圣人行事

(不逾矩+"却又合乎道! 保持幸福是圣人的外在

表现"古人把它称为(孔颜之乐+! 儒家认为向内

要修身养性"形成(仁#义#礼#智+等良好的道德

品质2向外要行中庸之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可

达到(内圣外王+的大成境界"获得幸福快乐! 道

家主张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崇尚返归自然"逃避

尘世的生活! 提出了(玄览+#(坐忘+#(和光+#

(同尘+等可以得道成仙的方法! 道家认为"只有

理解了(道+"顺从于(道+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

生! 道教把它发挥为(成仙+! 释家认为人生只

有生老病死等不断的痛苦"毫无幸福可言! 这些

痛苦根源于人们的蒙昧"因各种欲求而蒙蔽了对

佛的认知! 要想摆脱痛苦"就只有修行念佛! 一

旦觉悟成佛"就会跳出生死轮回"远离人生各种痛

苦"直达人生的幸福彼岸! 儒释道三家"或追求成

圣"或追求成佛"或追求成仙"把幸福看作是成仙

得道的附属品"把幸福寄托在未来以及对未来得

道成仙的追求中"至于现实.现世/的幸福并不是

它们首要关注的! 中国传统的幸福观甚至出现过

(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理论"以扼杀人的基本

需要为追求幸福的前提"走向了幸福的反面!

从西方来看"也可以概括出三大幸福观'感性

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基督教神学的! 感性主义幸

福观主要被唯物论学者所发展"代表人物如古代

的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等人"近代的

如霍布斯#爱尔维修#边沁等等! 感性主义幸福观

认为人的感性生活是幸福的源泉! 幸福是人的感

性欲望得到满足! 不过"感性主义的幸福观又大

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只肯定肉体感官的快乐"把

人的生理欲望的满足#肉体的快乐看作是最高的

善"是幸福2一种是在肯定生理感性幸福的同时"

强调精神感性幸福"认为精神也是感觉或依赖于

感觉的"灵魂的无纷扰和肉体的无痛苦都是幸福

的组成部分"只是精神的满足与快乐高于自然欲

望满足与快乐! 理性主义是同感性主义相对的流

派"古代以苏格拉底#柏拉图#斯葛特学派等为代

表"而近代以笛卡儿#康德#黑格尔等人为代表!

理性主义强调理性作用"贬低感性与情感的作用!

认为只有按照理性的(命令+行事"才能获得最终

的(善+"才会有幸福的人生! 理性主义大致也可

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温和派"在坚持理性主导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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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承认感性快乐和幸福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如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幸福学说2一种是极端

派"认为感官的享受和快乐只会玷污理性"只有禁

人欲"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古希腊斯多葛学派

学说就是典型的禁欲主义幸福观! 基督教神学及

其附庸哲学"都认为人获有原罪! 原罪是人痛苦

的根源! 现实中"人不可能获得幸福"只能通过受

苦受难来赎罪"追求个人幸福为目的的人生最终

不会获得任何幸福"还会永入地狱! 人只有诚心

悔过"无条件地把自己的所有献祭给上帝"积极寻

求接近上帝之路"才能获得救赎"才能摆脱痛苦"

才能在天堂中获得自己永恒的幸福!

"二$幸福人性探源

马克思先后给人的本质作了三个界定! 第一

个界定是在 %#%OO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提出

的! 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

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

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第二个界定是在 %关于费

尔巴哈的提纲& 中提出的!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

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第三个界定是在 %德意志

意识形态& 中提出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

任何情况下"11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

11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

这三个界定我们要结合在一起来思考而不是

分裂来看! 第一个界定揭示了人的类本质000自

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第二个界定揭示了人的社会

本质! 第三个界定揭示了人的需要的特殊性决定

的人的本质具体性! 也就是说"人从来都是具体

的人"没有所谓的抽象人! 人虽然都具有意识"但

有意识不能成为人的本质"而是自由意识下的活

动"这个活动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在人的需要的支

配下的表现"实际上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 人的

物质活动首先是满足人类吃住行等基本需要的活

动"其次才是创造人类历史的活动! 人们在物质

生产活动中结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人就是

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结点"联系和反映着整个社

会! 因此"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对人本质的三个界定"揭示了人们的

幸福及获得幸福的途径! 根据马克思的(三个界

定+"我们可以推出'人们通过劳动.自由的有意识

的活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从而获得幸福"而且是

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 人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决定

了个体幸福的具体性和特殊性! 人的需要的多样

性和层次性决定了人的幸福丰富性和层次性!

"三$幸福社会探源

恩格斯在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中指出'(每

个人都追求幸福! 个人的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不

可分割的!+由于个体幸福与社会幸福的非同一

性"个人的幸福不等同于大家的幸福"社会的幸福

也不可替代个体幸福! 而且"在人类历史的发展

过程中"社会往往表现为个体的对立面"社会成为

个体痛苦的渊薮!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阶级压迫已经消灭"劳

动重新成为个体获得幸福的途径"但是我们的人

民群众仍旧不能说我们一定可以通过劳动获得幸

福"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

会生产力仍比较落后"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这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制

约着社会其他一切的矛盾"也是人们不幸福的主

要根源! 而且"目前社会中非公有制经济大量存

在"个体劳动并非可以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方面及其之间也存在

着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人的本性不能自发地得到

丰富与完善"甚至还存在侵扰! 因此"人民群众通

过劳动获得幸福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社会

障碍! 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个体的自由而全

面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劳动

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个体与社会高度一致"人们苦

难社会根源完全消失! 那时"社会按需分配"每个

人的需要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因而享有无限

的幸福! 而且"个体幸福不仅仅依赖于社会"而是

直接成为社会幸福的组成和保障!

二%(幸福)的本质及其含义

重庆工商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史学斌博士从现

代系统科学的发展与应用的方向来探讨幸福

起源!

现代科学体系建立以来"经济学更是自我标

榜为(以增进人类幸福为目的的一门科学+! 但

是"现代经济学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

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 人们用

货币收入#社会全体成员的货币收入加总的方法

.或者说TLe/等能够以相对准确#可比并得到普

遍认可的方法来衡量个人福利和社会的总体福

利! 这种转变固然使经济学具备更强的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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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对幸福的狭隘理解也使得现代经济学逐渐

偏离其最初的理论追求! (伊斯特林悖论+提醒

我们"现代经济学距离解决客观效用与主观幸福

的矛盾问题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然而"现代

系统科学的发展与应用为我们研究幸福本源提供

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一$拉兹洛眼中的世界

与传统理论不同"美国系统哲学家拉兹洛

.@*_-;].+/提出的广义进化综合理论为我们描绘

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图景! 根据好散结构理

论"在开放系统中"远离热平衡和化学平衡的系统

在获得稳定的自由能.负熵/的输入的条件下"系

统环境中的随机涨落会被放大并迅速扩散"从而

使系统失稳并发生(会聚+作用"进而驱使整个系

统演化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 其结果是创造出一

个更高层次的动态系统"即系统进化! 在拉兹洛

看来"进化不只存在于生物领域"经过一百多年的

科学探索和知识积累"现代物理学#化学#生态学

以及社会科学都揭示了物质#生命#宇宙#社会都

有一个进化过程"整个世界是一个从物理系统#化

学系统到生物系统"再到社会系统连续进化的统

一体! 系统所处的组织层次越低"系统的构造体

积越小"结合能量越强"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越简

单! 反之"系统所处的组织层次越高"系统的构造

体积越大"结合能量越弱"结构和功能越复杂! 具

有较大结合力的相对较小一些的系统.较低层次

的系统/在时间上先出现"并像建筑板块那样构

成了较小结合力的相对较大一些的系统.较高层

次的系统/! 所构成的这些系统又一次成为构造

体积更大#组织层次更高#结合得更松的系统的建

筑板块! 这样"在广义进化综合理论中"整个宇宙

被看作是一个类似(箱子里面有箱子+的中国套

箱式等级结构模型.包括微观组织层次和宏观组

织层次/!

! 而系统进化就是(这样从较简单的向

较复杂的系统类型运动"从较低的向较高的组织

性层次运动+!

"

拉兹洛认为"进化的重要量度不单纯是能量"

甚至也不是自由能"而是自由能通量密度. ,̂66

@)6,28̂ .(WL6);4>8/! 在进化的每一个层次上"

处在持续能量流中的系统积累性地利用它们环境

中的自由能通量! 随着系统中保有的自由能密度

的增长"这些系统遂获得了结构的复杂性! 在新

层次上"通过会聚产生的新系统的结构最初是比较

简单的.比组成它的下层系统的结构简单/! 然后"

在这个组织层次上"系统继续积累性的利用它们环

境中的自由能通量"使系统结构的复杂性随着自由

能通量密度的增长而提高"直到引发在这一组织层

次上的会聚"把进化过程推向下一个组织层次! 在

整个进化过程中"外界能量的输入不但是进化发生

的前提条件"而且自由能通量密度还规定了进化的

方向000自由能通量密度的提高!

"二$消费的本质

现代经济学从收入和财富增长角度研究幸福

问题"其基本假设是收入和财富增长所带来的消

费增加将导致幸福增加! 因此"研究(幸福+本源

问题一定要从消费入手!

从热力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消费的本质"实际

上是通过利用消费品或服务中所蕴藏的各种形式

的能量进行做功"来获取人体耗散结构系统所必

须的能量摄入! 消费品可以被看作是蕴藏各种形

式能量的载体! 日本物理学家槌田敦将这种消费

品中所蕴藏的能量称为扩散能力"

&以强调其必

须具备扩散做功的能力!

' 例如"吃饭是消费的

在食物中以蛋白质#氨基酸#脂肪等形式储存的化

学能2穿衣是消费的衣服中蕴藏的形式能2看电视

是消费电视节目所蕴含的信息能#电视机的形式

能和驱动电视机工作的电能等等! 人体本身是一

种耗散结构系统"通过消费所获得的能量摄入是

保证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人们对消费的需

求其实就是对能量的需求! 人体耗散结构的系统

进化决定了人们对能量的需求是无限的"并在能

量摄入上具有层次性!

那么"人们又是通过什么方法获得这些能量

载体的呢$ 答案是通过能量转化! 人类所有的生

FK#

第 & 期CCCCCCCCCCC刘C朋#等+幸福探源

!

"

&

'

拉兹洛著$闵家胤译+/进化---广义综合理论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F%% 年#第 &! 页%

拉兹洛著$闵家胤译+/进化---广义综合理论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F%% 年#第 O! 页%

所谓扩散能力#就是槌田敦所谓潜熵#并有潜熵 l熵 a恒量% 扩散能力是做功能力的直白表述#因此其含义就

是自由能%

槌田敦著$朴昌根译+/资源物理学0#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FF# 年#第 ## 页%



产活动都能被看作是某种形式的能量从初始能量

形式.原料/到最终能量形式.产品/的一种转化

过程! 例如"粮食生产就是人们利用农作物将太

阳能转化为化学能2养殖业生产则是人类利用家

畜将饲料中以粗纤维形式存在的化学能转化为家

畜体中以蛋白质#脂肪等形式存在的化学能2工业

生产中"人们将体内的化学能#建筑材料中的形式

能以及一部分生产工具中的形式能转化为以房屋

的形式存在的形式能"将河流中存在的势能转化

为电能"再转化为热能#动能等其它形式的能量

等! 在能量转化过程中人们使用的工具就是能量

转化器"如农作物#家畜#机器等! 由于科技进步

带来的能量转化器功能不断增加#热效率不断提

高"人类社会系统内的自由能通量.内能流/不断

扩张!

"并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化!

"三$幸福本源

从拉兹洛为我们描绘的世界图景可以看出"

所谓社会发展就是系统进化"其进化方向是朝向

系统内部自由能通量不断增长#系统结构的复杂

性不断增加的方向的! 这是由热力学第二定律和

系统规律决定的"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 自

从人类诞生以来"一代接一代的人所做的就是通

过技术进步"扩大人类社会系统内的自由能通量

从而使系统中的人类个体获得更多的能量摄入!

现代社会比古代社会人口更多#系统结构更复杂#

人们的生活更加富足"就是由于现代社会所依赖

的能量转化器功能更广#效率更高"社会系统的自

由能通量规模更大的缘故!

从热力学和系统学的角度看"现代社会和原

始社会的区别就在于现代社会系统内自由能通量

的规模要远大于原始社会"并进化出了与其规模

相匹配的社会结构! 现代人和原始人的区别就在

于现代人通过消费所获得的自由能通量的规模要

远大于原始人! 基于此"我们自然就获得了一个

对幸福的全新解释'所谓幸福"就是人们获取的自

由能通量的规模! 理论上讲"我们能够通过计算

人们的能量摄入来衡量其幸福程度"即幸福指数!

三%幸福只是一种感觉

重庆工商大学药物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研究中

心汪程远博士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也就

会有不同的回答!

但我认为"幸福是一种满足和愉快的内心感

受"或者说是一种内心充满喜乐的心理状态或知

足常乐的感觉! 你认为你当下快乐喜悦"你就处

在幸福之中"幸福的感觉不是刻意可以追逐到的"

而在于你当下每时的感受! 所以幸福没有定论"

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满足的心理状态"与成

功#快乐#财富#社会地位等身外之物无关! 因而

国际权威机构用(幸福指数+评测出中国人的幸

福感只排在全世界的 #!K 位"还落后于饱受战乱

的阿富汗等国家"或许就是这个原因!

幸福不能与成功混为一谈! 我们的心态决定

了感受的一切"只有心感觉舒服了"我们才会感觉

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 幸福也不能与快乐混为一

谈! 当我们看到别人快乐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他

是幸福的2也不能在看到别人不快乐的时候"就认

为人家是不幸福的! 看来快乐只是表面的东西"

而幸福是一种内涵"是心的体验! 这也就说明幸

福只是一种感觉! 幸福也不能与财富#社会地位

混为一谈! 风光的生活并不意味着是幸福的生

活! 我们不必去羡慕那些得意风光的人"也不要

去鄙视那些普通的平凡人! 所以"当别人看到你

为生活操劳"认为你不幸福的时候"而你却觉得自

己是一个幸福人2也许别人认为你很幸福的时候"

你自己却觉得一点儿也不幸福"道理也在于此!

最后"陈运超副校长对各位博士从不同领域

对幸福本源进行探讨"给予充分肯定! 他认为"幸

福感与经济发展#社会状况#生活水平息息相关"

大家在追求幸福的时候"一方面要关注(自我+"

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形势"要全面#发

展地看待幸福感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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