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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并享受幸福

——— 《先秦儒家幸福观研究》序

“幸福在哪里? 朋友啊告诉你，她不在柳荫下，也不在温室

里，她在辛勤的工作中，她在艰苦的劳动里，啊，幸福，就在你晶

莹地汗水里。幸福在哪里? 朋友啊告诉你，她不在月光下，也不在

睡梦里，她在精心的耕作中，她在知识的宝库里，啊，幸福，就在

你闪光的智慧里。”

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首名叫 “幸福在哪里”的流行歌曲

的歌词，是啊，幸福是多么诱人的一个字眼，不仅是哲学家在探寻

幸福，每一个人都在用各自的形式追寻幸福。

这首歌曲体现了普通人在生活中对幸福的比较朴素的认识。首

先，幸福要靠实践、劳动、汗水去争取、去创造，而不是靠上帝和

别人赋予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

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是 “国际歌”的歌词，是啊，幸

福要靠实践与创造。另外，幸福离开了知识和智慧也是不行的，人

是会思考的思想动物，幸福的获得不仅要靠实践去创造，而且要通

过知识和智慧去思考、去体验、去享受。猪在吃东西时，有时也会

发出痛快的哼哼声，但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同人的幸福一样的东

西，只有人，对于吃，才会有更为丰富的对色香味的敏锐感觉，才

会体会到饮食文化的美感和人际交流、朋友交往的社会性的在一起

感，体会到友情的快乐与幸福。从此意义上说，“幸福，就在你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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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智慧里”。

什么是幸福? 幸福究竟在哪里? 这不仅是普通人在生活中探索

和追寻的问题，而且是古今中外的先哲们不断探索的问题，古希腊

哲学家伊壁鸠鲁曾经认为，幸福就是肉体的无痛苦，灵魂的无纷

扰。马克思曾认为，幸福就是人的体力和智力都得到充分发挥。西

方伦理学的开山鼻祖亚里士多德，其伦理学也是以幸福问题为起点

的，在中国传统伦理学说中，幸福问题也是先哲们关注的重要问

题，它往往以义命德福关系的形态而存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

的儒家学说，自然也有其丰富的幸福理论。

儒家幸福理论的重要特点是坚持德福一致、强调道德在人们追

寻和获得幸福中的重要作用。相信福善祸淫，好人有好报，善有善

报，恶有恶报，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襄公二十

三年》也说: “祸福无门，唯人自召。” 《白虎通》认为 “天道福

善祸淫”。相信“仁者寿、智者乐”，欣赏因道德而获得的 “心安

理得”的那种内在的幸福感。德性本身就是幸福的构成部分，并

且它不以外在环境为转移。先秦儒家幸福观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朵

瑰丽的奇葩，它强调以道义的满足为乐，不在乎外在的物质利益，

求得人内心的平和。这种幸福观，对我们在当代社会功利和浮躁的

条件下，找到真正的幸福，获得安身立命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雪茹博士在中国人民大学就学时曾经随我学习，她以《先秦儒

家幸福观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就要出版了，他希望我

为她的书写一个序言，作为老师，这也是义不容辞和特别幸福快乐

的事，每年当我的学生毕业时，我总有一种农夫收获丰收的喜悦。

孟子说: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

一乐也;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三乐也。” ( 《孟子·尽心上》) 这就是说孟子是以家庭安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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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道德、无愧于心，以及传道作为自己快乐的根源和内容。这其

中的第三乐就是讲的为人师者的快乐和幸福，我感同身受。

《先秦儒家幸福观研究》一书，选题独特，主题鲜明，从幸福

的含义、幸福的缘由和致福之路三个方面探寻了先秦儒家幸福观产

生的理论渊源，系统梳理了儒家学派产生前我国上古社会关于幸福

的理论。系统探究、整理、分析了先秦儒家三个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孔孟荀的幸福观，并对先秦时期墨、道两家的幸福观与儒家幸福观

进行了比较研究。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析阐发了儒家幸福观的特点、

内在本质及其现代意义，从而为现代人的幸福追求和正确幸福观的

确立提供了有益借鉴。这篇论文比较系统全面的的梳理了先秦儒家

的幸福观，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建设和积

累意义，对当代人建立正确的幸福观提供了有益启示，不仅有较高

的学术价值，也有广泛的阅读性，因此，我乐见其正式出版并愿意

把它推荐给读者。

雪茹是一个热情、积极、上进、刻苦的女生，做事很努力，性

格很阳光。她毕业不久，就能在所供职单位的支持下，出版自己的

博士论文，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以前虽然也曾应约为别人的书

写过序，但为自己的学生的书写序这还是第一次，因此，这真是一

件令人高兴的事。

生活还在继续，幸福还需要不断追寻，让我们一起借助 《先

秦儒家幸福观研究》一书分享先哲们的幸福人生智慧，怀着一颗

感恩的心，享受时代、生活，家人、朋友和同事、学生带给我们的

幸福和快乐时光。是为序!

肖群忠
2011年岁首于京华豳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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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幸福是人类的永恒话题。在中国思想史上，先秦时期百家争
鸣，儒、墨、道、法等学派都对幸福问题阐发了各自独特的见解，

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思想。其中，儒家的幸福思想最为丰富和深
刻，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秦儒家幸福观作为
一种价值信仰，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活动和生活实践。本文试
图在梳理先秦儒家幸福思想的理论渊源及思想变迁基础上，探讨儒
家幸福观的现代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追求幸福，是人的权利，也是人生的目的。伦理学以道德为研
究对象，是使人幸福的学问。古今中外的伦理学家都把幸福作为重
要的课题进行研究，历久弥新。中国古代思想家曾对于什么是幸
福、幸福的缘由和如何达致幸福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探讨，

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随着历史的演进和发展，

对中华民族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杨国荣教授
认为: “善的追求总是内含着对幸福的向往，当理性从实践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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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整个人生时，便不能不涉及幸福的问题。以追求存在的完善为

指向。”① 从古至今，每个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来追求幸福，对幸福

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处于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生活境遇下的

人们有着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视域、不同的向度和不同的人生观与

价值观。在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思潮的冲击下，

如今的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很多人因此陷入了自私自利

和物欲横流的泥潭不能自拔，幸福的异化现象充斥着生活的每个角

落。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幸福问题进行研究。

1. 伦理学视野中的幸福问题

伦理要追求社会的和谐与幸福，幸福并不是排除在道德与伦理

之外的东西，而恰恰是道德与伦理的应有之义。追寻人类幸福状态

是伦理学的生命和本质所在。

按照现在人们达成的共识，幸福的概念可以表述如下: 所谓幸

福，是“人们在社会的一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由于感受或

意识到自己预定的目标和理想的实现或接近而引起的一种内心满

足。幸福这个概念的典型价值意义，不是指个人意图，而是指实行

这些意图; 不是单纯说明一个人的主客观态度，还表现为对人的生

活、人的享受和人生的使命的把握。”② 就是说，幸福是一种人生

欲望和理想得到满足时的感觉。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人的欲望得到

满足时，之所以愉快、高兴，是因为欲望的满足包含着他人对其价

值的肯定和其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个人欲望的满足，不仅仅是生理

上的快感，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满足，灵魂的充实。即使行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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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 . 作为伦理问题的幸福 ［J］ .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01) : 1－8.

冯契 . 哲学大辞典 ［M］ .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939.



在肉体上、生理上是痛苦的，但是只要他在精神上、心灵上是满足

的，他就是幸福的。①

从词源上来看，“福”字在甲骨文中是 “两手捧酒浇于祭台之

上”的会意字，是古代祭祀的生动写照。由此可见，“福”最初的

含义是 “向上天祈求”，后又特指祭祀用的酒肉。在 《汉语大字

典》② 和《辞源》③ 中解释 “福”字时，都列举了 《国语·晋语

二》中的一段文献: “骊姬以君命命申生曰: ‘今夕君梦齐姜，必

速祠而归福。’申生许诺，乃祭于曲沃，归福于绛。公田，骊姬受

福，乃寘鸩于酒，寘堇于肉。”④ 韦昭注: “福，祭祀用胙肉也。”

《礼记·祭统》: “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

之备。”⑤ 这是福的定义。

在古代，“福”就是福贵寿考等齐备。《释名·释言语》: “福，

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⑥ 这是老百姓理解的幸福，即致富。

《尚书·洪范》中首次规定了幸福的内容: “五福: 一曰寿，二曰

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⑦ 《韩非子·解老》:

“全寿富贵之谓福。”⑧

可见，中国古代的 “福”的观念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幸福观念

有所不同。“福”字还有 “福运”的含义，如 “福分”、“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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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官赐福”、 “福至心灵”等，与 “幸福”有细微的差别。古人

认为“福”与“祸”是相对的，祸福很难由人的意志所左右，而
“富贵”、 “全寿”是 “福”的标志，如果认为 “福”就是 “幸
福”，则只考虑了今义的一部分。

幸福与幸福观是有区别的。幸福是指人的欲望需要得到满足而
产生的愉悦感，而幸福观则是人们对于幸福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唐

凯麟教授认为: 伦理学所讲的幸福，是指人们对生活的感受和评

价。就一般含义而言，幸福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由于
感受到或意识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而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满

足和愉悦。① 冯契在 《哲学大辞典》中指出: “幸福观是人们对
‘什么是幸福’的观念、看法、标准。人生观在幸福问题上的特殊

表现，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生活的价值目标不同，幸福
观也就不同。人们的幸福观受一定时代和当时社会条件的影响。”②

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幸福观，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关于幸

福的理解。幸福问题说到底就是人的问题，人的本质与本性的问
题，人的个性与共性的问题。

2. 研究儒家幸福观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厘清先秦儒家幸福观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流变
和历史影响，这对于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有学术建设意义。迄今为

止，已有论著对先秦儒家幸福观的研究多集中于某些人物、典籍的

研究，对于先秦儒家幸福观产生、形成、演变的整个历史过程缺乏
全面系统考察，尤其从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角度考察先秦儒家

幸福观还有待深入。郭店楚简的出土，为研究先秦儒家幸福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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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史料，但目前结合郭店楚简研究先秦儒家幸福观尚不多见。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出发，将先秦儒家幸

福观放到它形成、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以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

合的方法，结合考古发掘的新材料，对先秦儒家幸福观的形成和发

展做具体的分析和探讨，以认识其本来面目。

第二，研究先秦儒家幸福观可以为今人的幸福追求提供历史借

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

思潮异化了人们对幸福的追求，金钱成为很多人衡量智力水平和生

存能力的唯一尺度。在新旧体制交替的变革中，旧的道德体系中的

幸福观已失去其权威性，而新的价值目标、幸福观尚未完全建立起

来，因此人们的幸福观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而各种各样的异化的

幸福观更是鱼龙混杂，异化的幸福观往往会导致人们走上不幸。先

秦儒家幸福观高扬道德的价值，强调道德对于幸福的决定性意义，

对于当今物欲横流的病态社会恰恰是对症下药。因此，研究先秦儒

家幸福观，坚定德福一致的价值信念，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第三，研究先秦儒家的幸福观可以提升人文精神，加强人们的

道德修养。注重人的幸福，这是人文精神的关怀，因为 “人文精

神的起点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确认人是宇宙间的最高价值”，而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人文精神肯定人的尘世幸福，认为人生的

价值应在现世实现，人有权追求尘世的幸福，不能把幸福推延到天

国或不可见的未来。其中也包括感官的快乐，反对禁欲主义”。①

人文精神对人生价值的评定更看重的是人的精神性品格。与人的自

然性欲求相比，人的精神性品格才是人的真正价值所在。先秦儒家

幸福观的特点是重视人文精神，着眼于人文关怀，其实质就是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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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国平 . 周国平人文讲演录 ［M］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4.



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需求。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重

视人文精神的文化。先秦儒家重视人文精神的目的，则是为了塑造

理想人格，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① 先秦儒家幸福观看到了人的意

义和作用，看到了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高贵之处在于人的精神性。

精神的快乐是最宝贵的，所以士人君子一定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

养，提升人的精神价值，获得精神方面的幸福，从而实现自己的人

生理想与人生目标。

二、研究现状

幸福作为一个古老而持久的话题，一直深受古今中外众多伦理

学家的关注。关于中国传统幸福观，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介绍如下:

1. 国内的研究现状

陈瑛教授的《人生幸福论》认为中国古代幸福观有三种: 以

德祈福论; 德福矛盾论和以德为福论。他认为: “先秦时期及其以

前，人们认为幸福是指从环境、机遇到人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完

备和满足。但是这样的人很难找到，幸福在中国有时也称之为福

禄、福休、福祚、福祥、福嘏等，虽然几乎人人向往，却往往停留

在个人的愿望和他人的祝愿之中。在看到德福不一致时，儒家强调

要追求和实现道德，道家主张放弃人为努力，任天顺命。先秦儒家

是以德求福论的典型，他们提倡孔颜之乐———道德与幸福的高度一

致，人生的幸福在于心理上永远保持平静和充实。”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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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叶朗 . 儒家美学对当代的启示 ［J］ . 北京大学学报 ( 哲社版) ，1995， ( 1) :
50～56.

陈瑛 . 人生幸福论 ［M］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145－156.



焦国成教授的《中国伦理学通论》总结了中国传统祸福观有:

福善祸淫论、命定祸福论和人定祸福论三种。他认为: “思想家们
或者主张命定祸福论，把祸福归因于人力所无可奈何的自然的偶然
性; 或者主张祸福相倚论，力图把握祸福转化的辩证法; 或者提出
以德为福论，把祸福看成是行为的必然结果。这些思想，在不同时
期、不同学派思想家那里有不同的表述。”①

牟钟鉴认为，中国传统幸福观大致有七种类型。“第一种是先
秦儒家道德事业型。它以道德的修养与践履，以成就治国平天下的
事业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和最大幸福。”“第二种是道家精神自得型。

它以个人内心的平静愉悦为最大幸福，既反对心为形役，也反对建
功立业，只重视自我精神上的满足。”“第三种是道教长生逍遥型。

它以长生不死、得道成仙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和最大幸福。” “第四
类是佛教无生解脱型。它认为人生有苦无乐，只有断灭因缘，脱出
轮回，证成涅槃，才能达到常、乐、我、净，获得最高的和永恒的
幸福。”“第五类是玄学颓废派及时行乐型。它摒弃一切高层次的
追求，只寻求感官刺激，以肉体欲望得到充分满足为人生最大乐
趣。” “第六类是士大夫功名富贵型。它以升官发财，福寿双至，

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留名后世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和最大幸福。”
“第七类是世俗温饱知足型。它以无祸为福，无愁为乐，满足于不
饥不寒，得过且过，既不追求精神上高层次的目标，又不希企大富
大贵，亦不恣情纵欲，安分守己，以尽天年。”② 这一分类从中国
历史上存在的儒释道三家的幸福思想中，看到了儒释道三家幸福观
的异同。牟先生认为先秦儒家是以道德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去追
求，以道义的满足作为自己的最大的幸福。先秦儒家认为人生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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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焦国成 . 中国伦理学通论 ( 上) ［M］ .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425.
牟钟鉴 . 古代幸福观的几种类型 ［J］ . 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 01) .



值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内圣外王来成就圣人气象。道家

则是高扬人生自由的旗帜，通过“无为”、“不争”、“居下”、“守

雌”、“心斋”、“坐忘”等途径达到幸福的 “逍遥境界”。而佛家

人生幸福的归宿在于超越生死轮回的彼岸世界。①

王德有认为，中国传统的苦乐观可分八种。一、“适欲主义苦

乐观; 它以不能满足人生基本欲求为苦，以能满足人生基本欲求为

乐。”二、“禁欲主义苦乐观。它以满足肉体欲望为苦，以杜绝肉

体欲望为乐。”三、“享乐主义苦乐观。它以肉体欲望的节制为苦，

以肉体欲望的放纵为乐。”四、 “利己主义苦乐观。它以个人利益

受损为苦，以个人利益满足为乐。”五、 “利他主义苦乐观。它以

损他人之利为苦，以予他人以利为乐。”六、 “超世主义苦乐观。

它以精神桎梏为苦，以精神自由为乐。”七、 “离世主义苦乐观。

它以人世生活为苦，以出世解脱为乐。”八、 “道义主义苦乐观。

它以丧失道义为苦，以实现道义为乐。”②

有论者认为: “上述分类及概括虽有可商榷之处，却也大体反

映了中国古代幸福观的类型和分歧。其中，‘世俗温饱知足型’的

幸福观虽然缺乏系统的理论表述，但它在世俗社会中影响甚大。道

家与佛家的幸福观均有系统理论，而且在部分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影

响。由于先秦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因

此，先秦儒家道德理想型的幸福观，是古代各种幸福观中最能代表

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主流的幸福观。”③

以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奠基人罗国杰为代表的一些学

者，认为: “幸福范畴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生活条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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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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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峥 . 论先秦儒家幸福观 ［D］ . 同济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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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勤 . 中国传统道德举要 ［M］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 60.



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中的反映。……所谓幸福，就是人们在创造物质

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实践中，由于感受和理解到目标和理想

的实现而得到的精神上的满足。”① 即幸福就是人们根本的和总体

的需要得到满足所产生的愉悦的状态。

杨泽波在《孟子与中国文化》中提出了四种幸福的说法: 食

色幸福、事业幸福、道德幸福与天地幸福。其中食色幸福与事业幸

福是属于利的幸福，而道德幸福与天地幸福是属于义的幸福。一个

人的道德需要得到满足就是道德幸福，“孟子坚信，人生充满着幸

福，其中既有利的幸福又有义的幸福。满足利的需要，是一种幸

福，追求道德，完善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是一种更为高尚

的幸福。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真正儒者的生活是一种 ‘求乐’

的生活，具有强烈的乐观色彩，没有任何的消极意味”。② 作者认

为“追求道德幸福，寻‘孔颜乐处’的思想，两千年来源源不绝，

浩浩荡荡，已经铸成儒家幸福观的基本定式。这种幸福观不仅对于

保证人们成就道德，追求高层次的生活，发挥了保障作用，而且为

中国文化成为真正的乐的文化，注入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③

钱宪民在《快乐的哲学———中国人生哲学史》中写道: “西方

哲学的主题是‘爱智’，而中国哲学的主题则是 ‘求乐’，说的完

整一点就是重人生、求快乐。套用一句尼采的话，中国哲学可以称

为‘快乐的哲学’。这在孔子已开其端。……乐什么呢? 中国哲人

乐的是万物一体的人生境界。……乐在何处? 不在天上，不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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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国杰 .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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