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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读懂幸福中实现幸福梦 ◎
——谨序吕秀斌《幸福是什么》

幸福是什么？相信对于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来讲，都是

一个想来简单却难以全面准确表达和把握的问题。

2013年 8月 12日上午，老同学吕秀斌拿着他的书稿《幸

福是什么》来找我，似乎为我带来了答案。当时我被抽在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第 26督导组工作，我们是在督

导组驻地北京国宏宾馆见面的。他看上去红光满面，十分精

神。秀斌是我兰州大学的同学。他是七八级历史系，我是哲

学系，虽不同系但住在同一宿舍两年，相交甚笃。秀斌出身

于宁夏固原普通农家，有着农家子弟淳朴厚道的性情，学习

上刻苦认真，尤其善于思考、爱钻研，在校期间就表现得十分

优秀。毕业后他到银川工作，交流见面少了，但对他从政的

良好声名仍时有耳闻。这次见面，了解到他多年来在工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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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潜心于幸福的研究。2011 年年初出版了专著《幸福之

道》，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幸福是什么》是秀斌关于幸福问题的又一力作，秀斌请

我为之作序。我想，政府官员潜心学术研究且成果丰硕本来

就很难得，再基于同学情谊和我个人对幸福问题的浓厚兴

趣，便欣然应允。道别秀斌后，我用几天的时间认真阅读了

这部书稿，感到其中对幸福问题的见解很独到，论述也很深

入、全面和系统，入情入理，有丰富的论据和大量鲜活的实

例，再加上该书文字严谨优美，确实值得一读，读罢也很受教

育和启发。

首先，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该书的时代性。幸福是人类

的终极理想和永恒话题。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所有的人都

在不断地追求幸福。在当今中国，民生幸福已成为国家话

语，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每年两会热点，追求幸福之风已经

吹遍神州大地，从官方到民间激起阵阵涟漪，诠释着民生大

如天的时代精神。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是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的根本任务和目标，也是衡量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幸

福是什么》作为一部伦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通过幸福

是什么这个切入点，提出并阐述了科学幸福观，明确了幸福

的衡量标准，较好地回应了时代呼唤，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

心声。本书为中国社会注重民生发展，举国上下重新发现和

思考幸福问题，提供了思想素材，体现了科学发展、以人为本

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具有教育人民遵纪守法、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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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友善诚信的现实作用，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

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适应了我国思想和道德建设的新

需要。

其次，该书科学地阐释了幸福的基本规律，对认识和把

握幸福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的发

展规律及事物内部的必然逻辑联系。幸福作为人类社会的

普遍追求，也有其自身规律可循。秀斌经过多年的研究探

索，提出了幸福生活必须遵循的三个规律，即体内平衡规律、

心灵安逸规律和价值实现最大化规律。应该说随着我国改

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有了很大改善，但很多人都缺乏幸福感，精神层面的问题很

多，突出表现在富贵病、焦虑症和精神空虚等方面。懂得了

幸福的规律，心里就有了一杆秤，就可以认识到富贵病的蔓

延就是人生存需要的满足违背了体内平衡规律的结果，焦虑

症的蔓延就是人情感需要的满足违背了心灵安逸规律的结

果，精神空虚就是成就需要的满足违背了价值实现最大化规

律的结果，从而可以自觉地远离这些生理和精神疾病的侵

袭，避免误入追求幸福的歧路。

再次，该书深刻揭示了幸福与道德的内在相关性，具有

重要的伦理价值。人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是为了幸福，而

道德是通往幸福的桥梁。书中通过探讨人生的终极目的和

意义，阐明善是幸福的源泉，一切违反终极目的的非合理需

要的满足都不是真正的幸福，一切与善背道而驰的幸福观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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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违背人生规律的，都可能瓦解社会正义、为自己及子孙后

代和民族制造灾难。引导人们区分需要的善恶性质，明确人

生的终极目的，纠正拜金主义、快乐主义以及各种畸形的、病

态的、扭曲的、消极的幸福观，使人间多一些友善，多一些和

谐互助，从而多一些普惠性的幸福。因此，该书既是普及幸

福知识的读本，又是道德建设的读本，对从根本动机和思想

观念上约束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抑制道德滑坡和犯罪，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该书将国内外和历

史上关于幸福的理论和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阐

释，也增强了该书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最后，该书让我认识到幸福来之于合理需要的合理满

足，要想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就不能侵害他人和公共利

益，这是一条幸福的“红线”，不得僭越，否则必然陷入痛苦

的泥潭。对个人来说，要想获得体内平衡的幸福，就不能贪

婪，不能为聚敛太多财富而违法犯罪；要想获得心灵安逸的

幸福，就得仁慈，恢宏大度，懂得爱，讲和谐，做事合乎良心；

要想获得价值实现的幸福，就不能自私自利，就得积极为他

人创造幸福，为社会作贡献。对政府来说，一方面要从宏观

上竭尽全力为人民创造获取幸福的条件和环境，另一方面要

从微观上使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把真正的幸福和误认的幸福

区分开来，完善需要结构，提高思想境界和生活品质，成为

健康的人、和谐的人、理性的人和积极进取的人。只有这

样，才能攀登到更高的幸福台阶，实现人民共同幸福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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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幸福的人。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中国梦就是人民的幸福梦。秀

斌同志把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热情、对人民群众的感情

化作对幸福理论的不断探索，化作推动实现中国梦的不懈追

求，引导读者获得启迪、激发力量，其心可敬，其行可赞，其言

可鉴。真心希望我们都能在本书的引导下，把了解幸福作为

实现幸福的基础，把渴望幸福作为追求幸福的动力，树立科

学的幸福观，把握好幸福的方向，感知、收获和享受一切美好

的幸福，实现我们每个人的幸福梦、中国梦！

2013年 8月 31日写就于北京国宏宾馆

［1］

［1］杨利民，1948 年 12 月生，甘肃省酒泉市人。1982 年毕业于兰州大

学哲学系，先后任中共酒泉地委副秘书长，中共敦煌市委书记，中共甘肃省

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兼组

织部长、副书记兼区党校校长，中央纪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组组长兼部直

属机关党委书记、部党校校长等职。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代表，十

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现任中国道路运输协会

会长、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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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丰衣足食就是普通百姓梦寐以求的

幸福。那时候，孩子们老早就盼着过年，因为只有在过年的

时候，才能吃到肉、穿上新衣服。现在，人们富裕了，大家平

时的生活比昔日过年还好。然而，富裕之后随之而来的问

题，反过来又成为人们不幸福的原因。例如：汽车尾气造成

雾霾天气增多；富贵病已经成为主要死因；压力增大，焦虑在

蔓延；婚外情泛滥，爱情难以长久保持；许多人除了挣钱，除

了追求感官快乐，除了与人比高低，再就不知道自己还需要

什么。仅此几点，幸福是什么？这一古老话题便成为迫切需

要我们回答的新课题。受中央电视台 2012年国庆假日特别

调查节目的启示和朋友们的鼓励，我撰写了《幸福是什么》一

书。希望能够为老师和家长培养幸福的下一代提供一些具体

的价值评判标准，也希望能够帮助那些富裕以后仍不幸福的

人们看到目的背后的目的，走出追求幸福的误区。

要走出追求幸福的误区，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幸福观。

前

言

前前 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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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不是制陶者手中的泥团，不是哈哈镜，也不是理不出头

绪的乱麻，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是有规律的，幸福作为人类普

遍追求的终极目的，也必然有规律可循。认识和遵循幸福的

规律，会使人们在根本动机的确定上，在需要和行为的选择

上更理性、更正确。只要社会需要靠近科学，社会发展必然

靠近科学。《幸福是什么》一书提出了人类追求幸福生活必须

遵循的几个规律，懂得了这几个规律，该做的就不会茫然，不

该做的就不会盲从。

要走出追求幸福的误区，必须纠正错误的幸福观。国无

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在于传播正能量，

在于引导人心向善。因此，为了补上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短

板，我们必须彻底摒弃拜金主义、快乐主义和攀比主义三种

错误幸福观，必须从微观上使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把真正的幸

福与误认的幸福区分开来，倡导合理地生活，科学地生活，完

善需要结构，提高思想境界和生活品质。只有这样，才能成

为健康的人、和谐的人、有道德的人、理性的人和积极进取的

人，也才能成为真正幸福的人。只要这样的人逐渐多起来，成

为主流，犯罪及其不良生活习惯造成的社会痛苦总量就会下

降。相应地，社会管理成本，特别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成本必然

会大幅度降下来，社会必将在善的互动循环中更加和谐稳定。

要走出追求幸福的误区，我们必须架起美德与幸福之间

的认识桥梁。当前道德建设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

么要遵守道德？遵守道德我能得到更多的幸福吗？如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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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回答，道德建设的难题就不易破

解。对幸福 30多年的研究使我坚信，人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

都是为了幸福，与幸福无关的事情人们不感兴趣。所以，道

德建设的根本着力点和创新点在于架起美德与幸福之间的

认识桥梁，在于站在关照人的幸福的视角对传统伦理思想进

行梳理，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我们之所以要讲仁爱、讲孝

道、讲礼仪、讲诚信，讲平等，讲公正，讲自由，是因为它们确

实是幸福的源泉、根本、保障和基石；我们之所以要做善事而

不做恶事，是因为善与幸福，恶与痛苦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

在联系。懂得了这样的内在联系，人就从思想根源和根本动

机上愿意做善事而不做恶事。这样一来，思想教育就不再是

简单的道德呼于和空洞的说教，而是反映客观必然性的行动

指南。

只要公民能够科学理性地选择需要和行为，那么，日益

增长的必然是公民对物质和精神的合理需要，而反自然反人

性的非合理需要则必然萎缩。相应地，社会幸福总量必然增

长，而社会痛苦总量必然减少，中国人在世界幸福排行榜上

的位次就一定会不断前移，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

族就一定会在实现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征程中走向幸福的未

来，并为人类的共同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吕秀斌

2014年 1月 28日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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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树立科学的幸福观

日益富起来的中国人应当积极探索和树立科学的幸福

观，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幸福，也关系到社会和谐、科

学发展和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关系到全社会幸福指数的全面

提高。

什么是科学的幸福观？其一，科学的幸福观对幸福的定

义必须符合定义的逻辑规则，即外延要包含幸福概念所指的

所有对象的范围，内涵要抽象出幸福概念的本质属性；其二，

要深刻揭示人类幸福的客观规律，使人们明确人生的终极目

的和意义；其三，要有实践指导意义，容易付诸行动，并切实

增进个人和社会幸福指数的提高；其四，能够促进善的互动

循环，完善人格，提高道德水平，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

然保持和谐。一句话，科学的幸福观应当是合乎自然规律
···············

的
·

、健康的
···

、和谐的
···

、理性的
···

、积极进取的幸福观
········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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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思路，笔者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在《幸福之道》一书中

已有阐述，这里再作进一步的梳理，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

作用。

◎ 分清幸福的形态与幸福的定义 ◎

2012年国庆长假期间，中央电视台推出《走基层百姓心

声》假日调查特别节目，派出 70路记者，深入基层采访了 3500
多名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采访对象面对的都是同样的问

题：“你幸福吗
····

？”“幸福是什么
·····

？”这次活动在全国引起了巨大

反响。下面摘录部分受访者对“幸福是什么？”的回答。

1. 在 北 京 欢 乐 谷 游 玩 的 小 学 生 ：“ 幸 福 就 是 吃 饱 穿

暖，不受人欺负。”

2.在河南郑州就读的天津籍大学生：“幸福就是每天把该

做的事做完，舒舒服服地玩。”

3.甘肃敦煌月牙湖景区年轻的女游客：“幸福就是有

时候跟朋友一起跳跳舞啊，出来旅旅游啊，或者是吃妈妈

一顿饭啊。”

4.北京写字楼的网络公司员工：“幸福就是一天做一天的

事，不荒废。”

5.清徐县北营村务工人员：“我姓曾。”“幸福就是吃穿不

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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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清徐县北营村务工人员

6.宁夏兴庆区信义市场肉铺老板：“幸福就是人没有后顾

之忧，生活有保障。”

7.北京商贩：“幸福就是每天挣点钱，孩子上学有个好

成绩。”

8.天津幸福里水果摊老板：“幸福就是不缺吃、不缺喝，孩

子、父母都倍儿好。”

9.四川遂宁参与拉日铁路的建设人员：“幸福就是有份工

作，有稳定的收入，一家人开开心心在一起。”

10.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幸福就是生

活比较安定，家庭比较和谐，在此基础之上，有相对充足的科

研经费，能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每年都有一些发明，都

有一些创造，都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特别是能运用上。”

11.天津幸福里老年居民：“幸福就是不生气，不听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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