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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快乐是一门全球性的学问，从古希腊开始，对快乐理论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两千多年，18世纪欧洲还兴
起过快乐主义思想运动。
讲它是全球性的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以追求快乐幸福为生活主题，没有人愿意追求痛苦。
快乐又是一门现实的学问，它对于人们的现实行为选择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巨大。
快乐还是一个永恒的人类行为主题，经济社会发展终极而言要有利于人们的快乐生活。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正在迎来一个生活品质逐步提升的新生活时代。
让我们感受这个时代，生活得更加幸福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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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快乐幸福理论　　哲学视域中的快乐与幸福问题——关于幸福与快乐理论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哲
学探讨　　一、幸福与快乐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在思想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很不
一致。
自古以来，人类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幸福观，其中之一就是认为幸福在于快乐。
幸福是人生的重大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的快乐的心理体验，是达到生存和发展的某种完满的快
乐的心理体验。
这是目前关于幸福的一种比较科学的定义，它的合理之处在于这个对于幸福概念所下的定义，比较正
确地揭示了幸福概念的极度快乐的心理体验与人生的重大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的辩证统一的科
学内涵，肯定了幸福与快乐之间客观存在的相互联系的一致性，但同时又指出它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相
互区别的差异性。
毫无疑问，快乐应当属于幸福的范畴，然而快乐并不等于幸福。
在现实生活中，快乐与幸福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是容易混淆的，因而我们有必要在简略地指出它们之间
客观存在的一致性之后，再着重地和全面地探讨一下两者之间的差异性。
快乐与幸福之间至少存在着以下几点不同：　　其一，快乐是由某种具体的需要或欲望得到满足所产
生的愉悦感，而幸福则是由那种根本性的、总体性的需要得到某种满足所产生的愉悦感。
例如，“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所产生的愉悦感通常是快乐，而不一定是幸福；而“洞房花
烛夜”、“金榜题名时”所产生的愉悦感，就既是快乐，也是幸福，至少可能产生幸福。
　　其二，人的所有需要和欲望都能引起快乐，而人的需要和欲望可能是不正常的、病态的、不合适
的。
所以，快乐总存在着是否正常和健康的问题。
那些不正常、不健康、不合适的快乐可能是不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秩序的。
例如吸毒所引起的快乐就是如此。
与快乐不同，引起幸福的需要是人的根本的总体的需要，这种需要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总是正常
和健康的，而且也是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相一致的。
只有这种需要的满足引起的愉悦感才能称得上幸福。
例如，事业成功所引起的愉悦感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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