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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

一，从黎民百姓到国家领导人，无不关注幸福、探讨幸福、诠释

幸福、追寻幸福。2006 年，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演说时曾明

确提出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

展潜能与幸福指数”; 2011 年，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召开前夕

与网民在线交流时指出，要“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

对未来有信心，是为幸福的标准”。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带领中

国人民，为人民幸福不懈奋斗。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

期，党和政府不断出台了更好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需要的一

系列政策措施，体现了为人民谋幸福的根本宗旨和以人为本

的执政理念。我们编写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幸福的通俗

阐释，让中学生认识幸福、理解幸福，激发青少年创造幸福的

热情和志向，从而投身到建设幸福家园的伟大事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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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幸福是什么

从前，一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刚满 20 岁

起便每天往返在 50 公里的邮路上，日复一日地将忧

欢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20 年一晃而过，人

事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始终没

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一想到必

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自行车度过

自己的人生时，他心中总不免遗憾。有一天，当他送

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一家花店。

“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野花的种子，第

二天就把它们撒在往返的路上。经过一天、两天，一

个月、两个月……那条已经来回走了 20 年的荒凉道

路，竟开起了许多五颜六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

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更替，不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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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着自行车的邮差，在撒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

口哨。他不再孤独，也不再愁苦，从此感觉自己如此

幸福。

这个小故事让我们明白: 幸福就在我们身边，在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去创造。那么，幸福到底是

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先对幸福做一个初步了解。

一、何为幸福

( 一) 幸福感观

宋代大词人苏轼留下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的名句。但这并不是说生活是桩枯燥乏味的苦

事。正如法国雕塑家罗丹说过的: “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

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生活里有着许许多多的美好，许许多多

的快乐，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发现。而要发现它，关键在于自

己的眼睛。因为:

你改变不了环境，但你可以改变自己;

你改变不了事实，但你可以改变态度;

你不能控制他人，但你可以掌握自己;

你不能预测明天，但你可以把握今天;

你不能样样顺利，但你可以事事尽心;

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
2



你不能选择容貌，但你可以展现笑容;

你不能延伸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不是在物质生活上如何舒服，多么安

逸，而是在精神上心安理得，快乐充实，把生命的价值充分地发

挥出来。一个人生活在世上，拥有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就是

幸福的源泉。懂得了这一点，也就离幸福不远了。古人李渔说

得好:“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是境皆乐;心以为苦，则

无境不苦。”意思就是说，人是否快乐取决于自己的心态。如果

内心快乐，那么周围一切的环境都会让自己快乐;否则，会很苦。

江西省九江市粮农到

粮食收购部门踊跃出售新粮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幸福主题讨论演讲会。

阅读以下两则关于幸福的“资料链接”，以“感恩祖国，幸

福你我”为主题，分四个小组，分别讨论“幸福是什么”、“幸福

靠什么”、“幸福在哪里”、“幸福为了谁”，每小组推选一人在

全班代表本小组联系班级实际进行演讲。
3



幸福的形象理解

幸福是温暖的阳光，照耀如波的麦田，暖暖的;

幸福是淅沥的春雨，滋润初生的小草，甜甜的;

幸福是和煦的微风，抚弄低垂的柳梢，俏俏的;

幸福是皎洁的月光，笼罩如画的荷塘，幽幽的;

幸福是少女的祈祷，对爱人的相思，遥遥的;

幸福是牧童的短笛，对草原的深情，亮亮的;

幸福是母亲的叮咛，对女儿的爱抚，深深的;

幸福是游子的泪水，对故乡的依恋，浓浓的。

幸福

( 罗洛)

鸟是幸福的，它把歌献给林莽献给旷野;

花是幸福的，它把蜜献给鸟雀献给蜂蝶;

人是幸福的，他把生命献给祖国献给人民。

幸福本来不是占有而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如果你向它伸

出贪婪的手，它就会像仙鹤凌空而去。

( 二) 幸福的种类

我们通过生活的积累和观察、思考，已经对幸福有了一定

的体会。那么，幸福到底是指什么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幸福

界定为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它是一种持续时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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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对生活感到满足和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

远的愉快心情。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

同的标准对幸福进行不同的分类。

1．按照渴求事物的性质，幸福可以分为利人幸福、利己幸

福。

利人幸福就是自己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同时又有助于

社会其他人获得幸福，这样的人所获得的幸福就是利人幸福。

比如抗震救灾中的人们，都渴求能为灾区尽一份力，都渴求能

多救出一个人。他们在得到满足的过程中，获得了幸福，同时

也为他人带来了温暖和幸福，他们所享受的幸福就是利人幸

福。再如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与中国计生协、中国人口报社

于 1995 年共同创立实施“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

目的主要是以贫困地区计划生育家庭的贫困母亲为救助对

象，围绕“治穷、治愚、治病”，采取“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

运作、劳动脱贫”的救助模式，帮助她们发展家庭经济，脱贫致

富，从而享受到国家和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幸福。

“幸福工程”标志 “幸福工程”捐赠仪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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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幸福就是自己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对他人的幸福

不构成影响，这样的人所获得的幸福就是利己幸福。比如登

山爱好者，自己征服了一座高山，他所享受的是登上顶峰的幸

福，即利己幸福。

在社会生活中也有少数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损害了

他人及社会的利益，或损害了自己的利益特别是长远利益，而

他们自己似乎也获得了“幸福”，这样的人所获得的这种“幸

福”，我们可以称之为“害人幸福”或“害己幸福”。比如社会

中有坑蒙拐骗、投机取巧的不法行为的人，他们因此所获得的

所谓幸福，都是“害人幸福”。再比如吸食毒品的人所享受的
“幸福”就是“害己幸福”; 有网瘾的青少年所享受的所谓“幸

福”也是“害己幸福”，因为他们因此而荒废了自己的学业。

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幸福是人们的一种感受，但并不是

每个人感受的幸福都是真正的幸福。

在认识了根据渴求事物的性质来区分的幸福种类后，我

们也知道了一个社会要提高整体幸福度，就必须提倡人们追

求利己幸福和利人幸福。利己幸福是基础，而利人幸福是真

正建设一个幸福社会的关键所在。同时，我们每个人都有责

任努力消除“害人幸福”和“害己幸福”。

回报社会是幸福的

美国 19 世纪“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在 1892 年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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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全美国钢产量的四分之一，每年盈利达两千多万美元。

1900 年，他的公司年收入高达 4000 万美元。这年他出版了专

著《财富的福音》，系统地提出兴办慈善事业的构想，并且还身

体力行，成为推动西方慈善事业理念的代言人。自 1891 年给

纽约捐献一所音乐厅开始，卡耐基不断地向各地捐赠集会堂、

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仅图书馆建设事业，卡耐基

在 16 年中就拿出资金 1200 万美元，总共设立了 3500 座图书

馆，受惠者遍布社会各阶层。他 1895 年捐款成立卡耐基匹兹

堡学会，1902 年设立卡耐基华盛顿学会，1903 年在海牙建立

和平大厦，1904 年在美国设立英雄基金，1905 年为年迈的教

授们设立退休基金，1912 年设立国际和平基金……一直到生

命结束之前，他都在为社会贡献他的财富，合计捐献金额高达

3． 3 亿美元。

卡耐基从社会中获得了丰富的个人利益，拥有了巨额的

资产，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因为这不是最幸福的人生。只有

当他将这些财富回报给社会，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时候，才是他

最幸福的时刻。

2．按照人们实践活动的内容，幸福可以分为物质幸福和

精神幸福。

物质幸福，也就是物质生活幸福。它是指拥有一定的、使

人获得满足与快乐的物质生活条件。物质条件是幸福生活必

不可少的基础，幸福首先应当包括物质生活的幸福。

幸福固然离不开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我们也不能把
7



幸福与物质享受直接等同起来，更不能把幸福简单归结为个

人对物质的享受、追求与获得。如果一个人过分沉溺于物质

享受，缺乏高尚的精神追求，势必感到苦闷、空虚乃至绝望。

一个人需要物质幸福，更需要精神幸福。一个民族，没有奋进

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

人，只讲求物质幸福，不讲求精神幸福，其幸福是不全面的甚

至是空虚的。所以，我们认为精神幸福同样是幸福的重要内

容。在一定意义上讲，它甚至比物质丰裕更为重要。人们的

幸福不能只来自物质享受方面，同样也要来自精神生活方面。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非常精辟地说过:“如果幸福在于

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就是幸福。”

德谟克利特也认为:“幸福不在于占有畜群，也不在于占有黄

金，它的居住处是在我们的灵魂之中。”这就是说，人不同于一

般动物，人是一个理想性的存在物，他应当有着丰富的精神生

活。一个人如果忽视精神幸福的追求与获得，只把物质享受

当做幸福的唯一来源，那么，这种幸福也仅仅只是动物层面上

的幸福。

富翁与渔夫

有个富翁去海边旅游，见一个渔夫正悠闲地躺在沙滩上

晒太阳，富翁问: “天气这么好，无风无浪的，你怎么不去打

渔?”
8



渔夫答: “今天我已经打了一船鱼了。”

富翁问: “你一天只打一船鱼?”

渔夫答: “我一天只打一船鱼。”

富翁问: “你为什么不多打几船? 看起来，你应该有时间

和能力做到。”

渔夫答: “是的，”渔夫用平和的目光看着富翁，“我有时

间，也有能力。可是我为什么要多打几船?”

富翁兴奋地说: “多打鱼，你就可以挣好多钱。”

渔夫答: “那又怎样?”

“那样，”富翁瞥了一眼停在不远处渔夫的那艘破旧的小

船，“你就可以买一条大船。”

“那又怎样?”渔夫稍微加重了“又”这个词的语气。

“有了大船，你就能打更多的鱼。”

“那又怎样?”

“你就能挣更多的钱。”

“挣更多的钱又怎样?”

“有更多的钱，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快乐地在海滩上游览，

看大海，看海面上起起落落的海鸟，看落日在海面上铺下的余

辉……”

“我现在不是这样做了吗?”渔夫依旧平和地看着富翁。

富翁默然，似有所悟。原来，自己在一味追求金钱的同

时，正好遗失了原本最想获得的幸福。

9



二、幸福观点

自古以来很多先哲都对幸福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为后人

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建设幸福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更

有许多先进人物对幸福作了最生动的诠释。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 384—公元前 322 年)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阐明了他对于幸福的解读。

第一，幸福是人生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把那些

始终因其自身不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称为最完善的，幸

福就应当算作因其自身并不是因某种其他事物而值得欲求的

实现活动。因此，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的东西只是幸

福的必要条件或有用手段，是实现幸福的工具。人们追求财

产、声誉、利益等并不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本身而去追求，真

正追求的还是幸福，幸福是目的的目的，是最高的目的。

第二，幸福不在于消遣。许多人认为能有钱有势，能在消

遣中度日就是幸福的，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幸福观。亚里士

多德批评了这种观点，他指出肉体的快乐不是人最值得欲求

的，一些人喜好的东西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喜好，真正值得追求

的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幸福是因其自身之故而值得我们

追求的东西，是真正的善。消遣或休息不是人的真正目的，我

们是为了追求幸福而追求它们。

第三，幸福具有持久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作为一种

合乎德性的行为是最具有持久性的。幸福的人要想永远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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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就必须使他的思想和行为始终同道德德性的标准保持

一致。这就是说，追求幸福的生活需要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即使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也要时刻警醒自己，过一种合乎道德

德性的生活，否则幸福也容易失去。

幸福就在尾巴上

草原上有对狮子母子。

小狮子问母狮子: “妈妈，幸福在哪里?”

母狮子说: “幸福就在你的尾巴上。”

于是，小狮子不停地追着尾巴跑，但始终咬不到。

母狮子笑道: “傻瓜! 幸福不是这样得到的。”

只要你昂首向前走，幸福就会一直跟随着你!

梭伦( Solon，公元前 638 年—公元前 559 年) 在西方伦理

思想社会史上，第一个对幸福范畴做了理论探讨，开创了幸福

伦理社会学的先河。在幸福论方面，他主要坚持以下观点:

首先，幸福不在于财富的多寡。“许多最有钱的人并不幸

福，而许多只有中等财产的人却是幸福的”，这是梭伦对待幸

福问题的一个基础性观点。在他看来，纵然是最富有的人，除

非他很幸福地把他的全部巨大财富一直享用到他临终的时

候，否则他不能说他比那些仅仅能够维持当日生活的普通人

更幸福。因为“许多最有钱的人并不幸福，而许多只有中等财

产的人却是幸福的”。梭伦认为，中等财产的人虽然不能像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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