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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活中的经济学（第2版）》对《经济学家茶座》出版9年来（第1～39辑）之精品栏目“生活中
的经济学”中的文章优中选优，选出精品文章近100篇。
　　读《生活中的经济学（第2版）》听海内外著名华人经济学者跟您聊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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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快乐应是人人与所有公共政策的终级目的　　黄有光　　快乐是绝大多数人（若不是全部人）的
终极目的，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但对它的关心与研究很不足够，尤其是经济学者。
不过，近十多年来，已经有许多经济学者研究快乐问题，也有许多研究快乐问题的文章在一流经济学
期刊发表。
对此，笔者感到很欣慰，因为笔者认为，快乐不但是人人的终极目的，也是唯一理性的终极目的。
因此，快乐也应该是（但未必是）所有经济政策与所有其他公共政策的唯一终极目的。
对这道理的认识与推广，有助于大量减少无谓的痛苦，有助于避免应该最终为快乐服务的道德、原则
、法律、主义等被野心家与局部利益团体或个人所利用，从而违背大多数人的长期快乐。
　　笔者认为本文所述要义，是伦理哲学的最基本要点。
伦理哲学家如果能够深入认识这要点，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与低层次的争论。
　　什么是快乐？
　　笔者是研究福祉经济学的，因此对快乐问题，尤其是与经济的关系，向来很感兴趣。
福祉或幸福是比较正式的讲法，或多数指比较长期的快乐。
给定同样的时期，不考虑讲法的正式与否，则快乐（happiness）、福祉（welfare）和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都是完全的同义词。
如果一个人终身大都很快乐，则他就有幸福的一生。
　　快乐是一种和痛苦相反的主观感受，包括感官上的享受与精神上的欣慰。
大部分时间，一个人多数没有快乐的感受，也没有痛苦的感受，快乐值等于零。
当他因生病、受到伤害（肉体上或是感情上）而忧伤时，他的快乐就是负值。
当他有感官上或是心灵上的享受时，他的快乐就是正的，而快乐或痛苦有不同的强度。
如果以时间为横轴，以快乐的强度为纵轴，一个人的快乐（横轴或中性线以上）与痛苦（中性线以下
）可以用一条曲线来表示。
净快乐就是中性线以上的面积减去中性线以下的面积。
于是，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快乐方式，总的快乐却是一维的。
　　几点说明。
第一，快乐只包括正的或好的（快乐）与负的或不好的（痛苦）感受，不包括中性的、没有苦乐的感
受，或把这种中性的感受算为零。
例如，我现在可以看到墙壁是米色的，但如果我对这个视觉没有正的或好的，也没有负的或不好的感
受，而且此外没有其他感受，则此时的快乐量为零。
　　第二，快乐包括所有正的或好的与负的或不好的感受，不论是肉体上或精神上的，不论是高级的
或低级的，如果可以分高低的话。
其实笔者认为快乐本身，除了不同的强度，没有高低之分。
只有在一些另外的意义上，才有高低之分。
例如，某种快乐感受，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培养或训练，才能感受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比较高级
的。
　　第三，快乐本身也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为什么有些快乐或享乐方式被认为是好的，有些被认为是不好的呢？
这是因为有些享乐方式会直接或间接地（例如通过对知识或健康的影响）增加自己将来或他者的快乐
（不说“他人”，因为不排除动物的快乐），有些会减少自己将来或他者的快乐。
如果没有影响，或有同样的影响，则不同的快乐只有强度的不同，没有好坏的不同。
　　当然，不同的快乐感受，有性质上的不同。
欣赏音乐的快乐感受与吃冰淇淋的快乐感受，即使在时间与强度等方面都是一样的，他们之间有很大
的主观感受上的性质上的差异，即哲学家所讲的不同的qualia。
然而，不论是音乐还是冰淇淋，如果给予感受者同样程度的快乐，又没有对将来或他者的快乐有不同
的影响，虽然感受不同的qualia，其快乐量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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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褒欣赏诗词与古典音乐或阅读的快乐感受，而贬吃冰淇淋的快乐感受，是有一些原因的。
首先，前者一般上可以通过陶冶性情或增加知识而增加将来或他者的快乐，而后者一般会通过增加体
重而减少将来的快乐。
其次，吃冰淇淋的快乐感受不需要通过培养，人人知道，而欣赏诗词或阅读的快乐感受需要培养，很
多人重视不够。
　　快乐是终极目的　　国内研究快乐问题的先行者陈惠雄博士说，多年前他写快乐论时，有人批评
说：“我们应该讲吃苦，不应该讲快乐！
”尤其对年轻人，强调能吃苦的精神是对的。
这种精神，也能减少困难所带来的痛苦。
但是，最终而言，吃苦或是为了将来的快乐，或是为了他者的快乐，才有意义，才有价值。
（不说“他人”，因为不排除动物甚至上帝的快乐。
）若为吃苦而吃苦，何必呢？
若人生一定永远痛苦大于快乐，我宁可世界毁灭！
　　追求快乐并没有不好，损人利己才是不道德。
有一首民歌说：“我们努力地工作，是为了幸福地生活。
”什么是幸福生活呢？
幸福的生活，就是快乐的生活！
　　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是我们直接感到好的，因而快乐是我们的终极目的。
工作为了赚钱（也可以是为了他人的快乐），赚钱为了消费，消费为了快乐。
快乐不为其他任何东西；快乐是终极目的。
快乐也能使我们健康与工作得更好。
但健康与更好地工作，最终也是为了（自己或他者的）快乐。
　　快乐是唯一的理性终极目的　　大多数人都要得到快乐，快乐是终极目的，这是无可争议的。
但笔者进一步认为，快乐是唯一的理性终极目的，任何其他目的，终极而言，都应该是为了得到快乐
。
这是比较有争议的，但却是在伦理意义上正确的。
　　例如邓小平强调的人民利益、生产力与综合国力这三个标准，笔者是非常支持的。
这三个标准非常实际、重要与有概括性。
不过，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提高生产力是为了将来的人民生活与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为了确保人民
生活，那人民生活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快乐。
因此，终极而言，只有快乐一项。
　　可能有人会认为，除了快乐，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东西，例如自由、民主、人权、主权、正义、
爱情、自尊、自我实现等。
甚至可以说，这些东西比快乐更加重要。
这种看法，有正确的一面。
为了短期的或个人的或少数人的快乐，而牺牲例如国家的主权，多数会减少多数人将来的快乐。
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的主权或其他的重要原则或事项比短期的快乐更加重要。
不过，它们之所以更加重要，就在于增加多数人将来的快乐。
因此，终极而言，事实上，就只有快乐一项而已。
　　可能有人认为，像自由、民主、人权等重大原则，是有超越快乐的内在重要性的，对它们的坚持
，即使减少快乐，也是值得的。
这种看法，也有正确的一面。
个人或集体，往往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重大原则，对所有人长期而言，往往是得不偿失的。
为了避免这种失误，而在实际或政治层面强调重大原则的重要性与绝对性，应该是有需要的。
然而，在伦理哲学或道德的终极层面，所有的原则，终极而言，应该是为快乐服务的。
　　“一女不事二夫”的贞操观　　为了看清上述伦理真谛，考虑中国古代对“一女不事二夫”的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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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观。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即使丈夫去世，甚至只是拜了堂而还未圆房，也不应该再嫁。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贞操原则，是有超越快乐的内在重要性的，对它们的坚持，即使减少长期快
乐，即使造成重大痛苦，也是值得的。
这种贞操观，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真的造成难以估计的重大痛苦。
因而，经过长期的苦难之后，这种贞操观，逐渐被人们抛弃。
在这方面的贡献，包括许多小说家对这种贞操观的批判。
　　不要以为，像“一女不事二夫”的贞操观对快乐所造成的重大危害，只是古代人们的愚蠢所造成
，现代是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
实际上，即使是现代，即使是现在，甚至是将来，许多重大原则（包括民族主义）经常被人们利用来
从事对大多数人造成重大危害的勾当。
　　生命是绝对神圣的？
　　举一个例子，考虑向来人们所认为的“生命是神圣的”这观点。
以笔者所知，这种观点，在西方社会，尤其是信基督教的人们，及修读医科的学生，特别强烈。
笔者并不认为，“生命是神圣的”观点，没有其正确的一面，其错误在于把这原则绝对化，以及与快
乐分裂开来。
　　多年前，笔者曾经与一位正在修读医科的学生讨论及生命的神圣性的问题。
他斩钉截铁地说：“生命是绝对神圣的。
当一个人有生命的危险时，我们必须不计任何牺牲，竭尽可能挽救她的生命。
”笔者说：“如果资源有限，例如你只有一千颗药丸，而今天有一个重病垂亡者，吃完所有这一千颗
药丸才能确保其性命。
然而，明天将会有一千个初患者，每人吃一颗药丸，就能挽救性命。
那你是要在今天救这个重病垂亡者，还是等明天救一千个人呢？
”他还是斩钉截铁地说：“今天就必须救这个重病垂亡者，因为生命是绝对神圣的！
”　　对医科学生强调生命的神圣性，有其正面作用，可以增加医生对治病救人的重视，减少草菅人
命的不负责任行为。
然而，生命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使人们享受快乐。
你害死一个人，就使他不能享受快乐。
如果我活着，肯定是在受苦，也不能对他者的快乐有所贡献，那么我宁可死亡，或未曾出生。
　　盲目强调生命的绝对神圣性，不但可能会，而是已经造成，并且将继续造成大量的苦难。
有许多患了绝症的病人，已经几乎完全没有希望，却在经受巨大的痛苦。
有些甚至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然而，由于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都禁止安乐死，医生与亲友也不能帮助他们早日脱离苦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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