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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德与幸福”不仅为伦理学关注，而且为全体人们关注。
“道德”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内心信念的力量，调整人们之间相互
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而“幸福”则是一个人主客观有机统一的满足状态（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
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
因为人的本性是不满足，人们孜孜以求的是幸福，所以道德就是为了维护大家的幸福而约定俗成的一
些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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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幸福论幸福的两面及其生成条件财富与幸福幸福文化与道德文化西方伦理学德福一致观念及其理论依
据简析快乐主义的幸福观批判当代中国“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道德原则道德信仰与幸福思辨道德
：幸福的调节器幸福能力的个体提升道德是幸福的基础论道德运气与道德责任——兼论幸福生活何以
可能幸福观略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中的幸福幸福从“心”开始节制——理性的幸福论道家获得
人生幸福的智慧培育当代革命军人科学的幸福观刍议责任即幸福：论勒维纳斯的幸福伦理学幸福的反
思医学生恋爱的主观幸福感比较分析网络交往视域下当代大学生的幸福观探析“人生在世，常要思报
社会之恩”关于好生活的伦理思考消费社会的幸福何以可能?论多元文化背景下大众文化价值取向对幸
福感的影响人间佛教的幸福观试析亚里士多德与休谟幸福观比较马尔库塞生态伦理视域下的解放幸福
观多学科视角的幸福研究论市场道德与生活幸福身体和心灵的平衡：现代性背景下走出精神病危机的
一种途径审美教育与幸福感社会公共视域中的幸福感心理学视阈下欲望与幸福感探析增强幸福感的途
径论幸福感幸福中的意义：心理学的解释幸福经济学对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启示幸福价值取向的区域
发展观幸福指数研究文化建设：道德与幸福的隐性指引日益的幸福vs日损的幸福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与民生幸福感妇女幸福指数：衡量社会进步的伦理尺度幸福与慈善社会道德价值导向与国民幸
福的实现真实财富的幸福维度幸福社会视域下的新财富观与消费话语权生态幸福：伦理视域下的幸福
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失地农民幸福感研究温州市城市外来务工者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现状、因
素与对策研究民生幸福的时代省思后世博时代的幸福观公共服务的伦理目标——公共幸福对郭明义幸
福感的道德解读医患关系中的德福矛盾和化解加强道德建设，创建幸福城市“尊道贵德”与老年幸福
道德教育人性关怀与生活幸福至上的美德：“共同富裕”的民生伦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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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现代人对幸福的误解：幸福等同于财富财富对于幸福的生成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但这一意
义又有着内在的限度。
现代生活语境中，不难发现“财福悖论”反映出来的关键问题是现代人的幸福观突破了财富对于幸福
的意义界限。
现代人总是将幸福等同于财富，以为创造财富就是直接地创造幸福。
　　通过对财富与幸福之关系的论述能够发现，财富对于幸福的意义始终内含着超出内在限度、直至
成为幸福理解的主导范畴的危险，当幸福被等同于财富的占有时，这种危险就变成了现实。
现代人在物化价值通道上理解着幸福，以财富的获取和占有诠释幸福。
弗洛姆针对现代人消费生活的异化性质指出：“最初，消费更多更好的商品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一种
更为快乐和满足的生活。
消费是达到快乐的手段。
”这是财富对于幸福的手段意义及其合理限度。
“但是现在消费却成了自己的目的。
”“今天的人已经被他能够购买更多更好尤其是更新的商品的能力所迷惑了，他成为了消费狂。
购买和消费的行为已经变成了一种被迫的、非理性的目标，因为消费就是目标，而不是人们从这些物
品中获得的使用价值和快乐。
”当幸福等同于财富之时，真正的幸福就隐没在现代消费视野之下，幸福被等同于为财富意义上的幸
福，这便是现代人对幸福的最大误解。
　　结果，本是追求幸福的人们却被导向了幸福之手段--财富的追逐之路。
西美尔对手段覆盖目的的现象做过深刻说明：“这种文明的本质在于：与原始的社会关系不同，人类
的愿望不再是简单的、近在眼前的、用直接行动能够实现的愿望，而是逐渐变得如此困难、复杂和遥
远，以至于它们需要对手段和设备进行多环节的建设，⋯⋯这些手段彼此相互支撑，最终汇集为最后
的目标。
但是，越这样就越容易导致这样的危险：陷身于这些手段的迷宫中并由此遗忘了最终目标。
”二、走出“财福悖论”的困境“财福悖论”表明财富对于幸福的生成有着固有的界限，财富的作用
不能被夸大。
这里的“财富”即物质财富。
其实，财富绝不仅限于物质财富，如果是将财富内涵拓展到“人本身的财富”层面，那么财富与幸福
之间的关系就具有了另一种意义，而融入了“人本身的财富”的财富观也会对现代人的幸福观以及“
财福悖论”的破解提供极有价值的思路。
　　物化财富观将物质财富推上了“无冕之王”的宝座，但并没有彻底堵塞人们寻求多元财富的努力
，其中的重要表现便是人本身的财富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按照坍屋太一先生在《知识价值革命》一书中的描述，随着环境问题、难民问题和人口爆炸问题的相
继发生，人们开始对物质财富产生“饱和感”，而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增加，在今后的时代里，人
们将不会要求消费更多的资源、能源和农产品，而要求消费更多的“知识与智慧的价值”。
这些描述或许还没有成为今天的普遍现实，但从历史演进的长时段角度来看，以精神生活为代表的人
本身的财富将会受到大众的重新发现，从而成为现代人幸福的重要感受坐标，这将为从根本上破解“
财福悖论”奠定良好的基础。
具体而言，走出“财福悖论”的困境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努力促使人本身的财富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导向和目标。
　　“为生产而生产”固然是现代性生产的根本动力，但物质财富生产的终极指向是人本身的财富的
增长，人本身的财富既表现为生产能力的增强，也表现为社会协作的扩大，既表现为精神素养的提升
，也表现为享受能力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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