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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辉：论财富、德性与幸福

     ▲幸福是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幸福不是一种品质，不是物的堆积。幸福感是一个人稳定的、持续的幸福感觉，包括对现实生活的

总体满意度，对自己的生命质量的评价，是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全面肯定。 

  ▲幸福的获得和体悟是一个包含诸多环节的复杂的 心理过程和精神现象。任意一个环节被省略或被过分地突出，都会使幸福这种合

于德性的实现活动变形或变弱。  

  ▲人文生态是以具体的人为原点的与自然、他人和自己之间的和谐，是主体意义上的身体的无纷扰和心灵的宁静。重建人文生态和构

建和谐社会已成为现代人意欲追求幸福所不可逃避的工作目标。  

  在当下，一些人认为，财富就是幸福，占有财富就一定能够带来幸福。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认知模式。其实，由财

富进达幸福尚需诸多环节，其中人的德性是诸多环节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深入讨论财富、德性与幸福的内在逻辑具有

重要的意义。  

  在财富、德性与幸福之间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提出了一个幸福的公式：总幸福指数=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环境+你能主动控制的

心理力量。总幸福指数是指一个人的较为稳定的幸福感，而不是暂时的快乐与幸福。幸福是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幸

福不是一种品质，不是物的堆积。幸福感是一个人稳定的、持续的幸福感觉，包括对现实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对自己

的生命质量的评价，是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全面肯定。  

  金钱和财富的总体水平与幸福人生的关系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密切。赛利格曼等心理学家从各个国家抽取了10
00人的样本进行研究，比较不同文化背景和经济水平条件下个人主观幸福感的指数。调查表明,人性中对好运气和成

功具有心理适应性。当好事发生后，人们很快会适应它，并认为这个好事是合理的，没有什么可珍惜。处在贫困状态

下，会认为拥有财富是多么令人幸福的事情。而一旦拥有了财富，这种想象的幸福感并没有长久地保持，反而被更大

的欲望所代替，便又处在不满足当中。随着财富和成功的增加，目标也在水涨船高，所以财富和成功都不能令人永葆

幸福。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固然与财富有关，但更与德性相联。幸福是因其自身而不是因某种其他事物而值得欲求

的实现活动，是一种合德性的实践活动。幸福与人的智慧、勇敢、公正、节制的品质直接相关。创造财富、占有和享

用财富是人们改善生活从而获得幸福的客观基础，然而由财富进达幸福尚需要一个重要环节，这就是对财富的理解以

及享用财富时所具备的心性修养。幸福就是以一定的心性修养为基础在享用财富时所达到的知足状态，以及对这种状

态的内心体验。当人们拥有了财富，如何培养人们对幸福的认知和体悟，亦即培养幸福感就成了最为重要的任务。  

  创造财富不等于获得幸福  

  幸福的获得和体悟是一个包含诸多环节的复杂的心理过程和精神现象。任意一个环节被省略或被过分地突出，都

会使幸福这种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变形或变弱。而市场社会恰恰把其中的一个环节强调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就是

欲望的神圣激发和无限膨胀。市场社会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设置从认识与实践上把欲望置于公共政策和企业哲学的核

心地位，其结果便是确立了这样一种理念：创造物质财富是获得幸福的根本道路；占有财富就是获得幸福。  

  无论在理论推理和实践推理中，人们总是这样设想：创造价值的过程就是创造意义的过程，价值愈丰富，意义也



就愈饱满，其实不尽然。作为功效、效用、功用之体现的价值只是产生某种意义的前提、条件，由价值进到意义须得

主体的意义构造。意义的构造与意义的体悟是价值能否实现以及实现到何种程度的关键。意义的构造和体悟低于价值

总量，就会产生意义小于价值甚至没有意义的后果。有价值没意义的现象并不少见；意义的构造与体悟大于价值总

量，有可能从少量的价值中创造出饱满的意义来。然而，在实际的生产、交往和生活实践中，人们常常忽略了意义的

构造和体悟，而专注于价值的创造活动，而且在人们的日常意识中，创造价值就等于创造意义，积累财富就等于追求

和获得幸福。  

  依照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和戈森的边际效用理论，随着同类物品的供给，物品对享用者的效用会降低，以致趋于

零。于是，戈森非常自信地认为，随着异类物品的供给，需求者会发生需要迁移，比如由物质需要向精神需要迁移。

事实证明，人的享受的迁移是可能的。需要或享受的迁移可以有两个方向：同质迁移和异质迁移。同质迁移是指享受

的类型未变，而满足享受的物品发生了变化，如食物、衣装、住所，等等。异质迁移是指享受由低级向高一级享受的

升迁，不仅享受类型发生了变化，满足享受的物品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实际生活中，享受的两种迁移都有可能发

生。相对而言，同质迁移更容易发生，因为保持一种类型的享受是容易的，无需投入成本即可以延续下去，如衣、

食、住、行、用等。而且如黑格尔所说，社会可以把同类享受细致化。市场经济恰是这样一种经济类型，它可以不断

地变换满足同一类型享受的物品。正是同类享受的细致化才使奢侈浪费成为可能。然而，就人作为人来说，是不能仅

停留于物质需要的满足上的，它们是必要的需要，而非充足的需要。充足的需要是指社会需要（归属：爱/友爱/被你

接受、自我尊重和他人尊重）和精神需要（爱、真理、正义、完美、充实），它们表现为非物质化的过程：满足享受

的对象是非物质化的存在，满足的方式是非物质化的过程，不像物质需要的满足那样，是一定物质的占有和消耗。  

  由物质享受向社会需要和精神享受的升迁是享受的最为典型的异质迁移。这种迁移并非没有发生的必要。相反，

依照戈森定理，它是非发生不可的。然而，相对于同质迁移，异质迁移要困难得多。因为，其一，用于满足社会需要

和精神需要的产品的生产与供给往往不像商品那样有明显的收益；其二，用于提升人的心志力量的精神活动和精神产

品需以一定的理解能力和体悟能力作基础。而近代以来，这两个方面都面临着危机。由享受的同质迁移转变为异质迁

移遇到了困境，其结果是鲍曼意义上的碎片化和舍勒意义上的精神丧失。  

  通往幸福之路  

  市场社会是一个相对为好的社会体制，然而由市场社会所造成的问题也不少。因此，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尚有诸

多问题需要细致地研究和精心地解决。  

  首先，消费主义与消费正义问题。市场社会在造成“庞大的商品堆积”的同时，也必然造成财富被快速地消费，

因为只有快速地消费甚至消灭财富，新的财富的积累和消费才有可能产生，营利性组织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才能实

现。然而，全面的消费只是一种假象，对于边缘群体来说，他们参与了财富的创造，却没有全面地参与财富的积累和

享用。在此种语境下，追求全面的幸福就是一个全面的假象。因此，解决消费正义是解决幸福问题的前提。  

  其次，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经济学人性假设中的人的理性是无限的假设被证明是虚假的，因为无论是面向

“物自体”的“纯粹理性”，还是处理与自己的欲望有关的事项的“实践理性”都是稀缺的，它们都有相对明晰的边

界。市场社会以来，我们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到了对自然的改造和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上，而用于提升人的心智力量

的精神生产和精神过程却被弱化了。因此，合理地分配人的体力与智力，正确处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内在关系，

是解决幸福问题的社会保障。  

  第三，重建人文生态：通往幸福的根本道路。人文生态不仅是对人类各种文化现象的描述，而且是用来指称人们

借助于精神生产和精神活动所得到的愉悦和幸福的体验，是人的心志力量的提高和心灵境界的提升。从外部看，是社

会和他人对我的尊严、自由、个性和权利的尊重与确证；从内部看，是我对终极价值的执着追求，对理智感、审美

感、道德感、愉悦和幸福的体验，这种体验使我感受到了生活意义的存在，使我超越了生产的疲惫和物欲的牵累，这

是一种心境、一种和谐。就此而言，人文生态是一个价值范畴，它指的是以具体的人为原点的与自然、他人和自己之

间的和谐，是主体意义上的身体的无纷扰和心灵的宁静。  

  人文生态在样态上表现为精神产品和精神活动的丰富性、多样性，多种样式的精神产品和精神活动之间保持最大

程度的相融性；是主体间的信任、确证、倾听、呵护、支撑关系；行为方式上是从容，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在心态上

是自信而不自傲、尊重而不献媚、学习而不媚俗。人文生态所表达的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人文生态是鲜活的时代精神，表现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传统社会的精神气质与现代精神气质不同，巫术、禁



忌、宗教、惯例、风俗占据着人的生活的绝大部分内容，一种自然而然式的宽容养成了人的敬畏、敬仰、很少挑战、

平和的心态结构。其看待和对待事物的方式也与今天不同，他者或我们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自然、家庭、氏

族、民族、他人都是他者。而在舍勒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使已有的物质世界背后的精神基础连根拔起，还引发了早期

资本主义类型的人的怨恨情感，一种绝望的无依靠感。资本主义使人身上一切晦暗的、欲求的、本能的东西全面爆发

出来，是一场“系统的冲动造反”。在激发起来的欲望的推动下，它要利用科学和技术构造它所想构造的一切。构造

世界的同时连同先前构造出来的人类精神的产物——宗教、禁忌、惯例、习俗——一并清除了，留存下来的就只有那

个可以走遍世界的资本的逻辑和全球范围内的消费主义。在此种境遇下，人的体验结构和心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

变：孤独的主体、浮躁的心态、忙碌的生活、无义的追寻。拥有了丰足的物质世界，却把文化和心灵推向了沙漠。因

此，重建人文生态和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现代人意欲追求幸福所不可逃避的工作目标。 

来源：http://www.gmw.cn/content/2007-09/03/content_6599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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