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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我国积极将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成为社会建设的

重要内容，人们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幸福感问题也日益关注。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

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融入老年人幸福感的理论价值，进而从社区公共服务建设、转变传统的养老方

式、促进老年人的全面发展三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融入老年人幸福感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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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ly serious aging, China has actively promoted population aging as a na-
tional strategy, and improving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people ar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a 
special group.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content of Marxis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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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integrating the Marxist concept of happiness into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and then 
discusses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integrating the Marxist concept of happiness into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from three aspects: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 construction, transforming the tradi-
tional way of providing for the elderly, and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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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对幸福感的追求贯穿整个生命历程，然而，老年阶段的幸福感却往往受到特殊的考验。随着年

龄的增长，个体面临身体健康的挑战、社交关系的变迁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老年人的幸福成为

社会关注的重点。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对幸福有不同的界定，由此产生了许多关于幸福理论的

观点。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马克思恩格斯汲取了过去幸福理论中的精髓，并与其时代特点相结合，

对幸福观进行了发展与创新，为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劳动人民获得幸福人生指明了航向。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人是幸福的主体”，是“一个也不能落下”的社会全体成员。也就是说，习近平的幸福观体现了

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所有人对更好的生活的追求，以及所有有益于人民幸福的社会条件的总和[1]。在当代

社会，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不仅关乎个体幸福，更涉及社会公平和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背

景下，本研究旨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如何融入老年人的幸福感，以期为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制定

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启示。 

2.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幸福观为人类真正领会和理解幸福的理论核心建立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看法，为整个人

类社会实现真正的幸福指引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实践路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

之一。 

2.1. 幸福的主体是现实的人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把人作为实践的主体，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在对资本主义的

异化劳动批判的基础上，揭示底层民众不幸福的制度根源。他认为在奴役和雇佣形式下的劳动，人们“不

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2]。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人”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和社会关

系中，从事社会生产劳动的人。由于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类能够进行能动的改造自然的实践活

动，因此当人把区别于动物进化为人时就已经将自己置于社会关系中，而人类的实践活动之所以能持续

和发展，也是因为有了社会关系。首先，现实的人是自然的存在，通过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改造着客观自

然界；其次，现实的人是有意识的存在，处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存在物他们通过自身的情感和思维去了

解客观的物质世界。意识是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能动的自由意识。人类意识的发生

与发展，既有其自身的生物理学基础，也有其自身的社会生活与实践活动。最后，“现实的人”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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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物，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交往中收获幸福。实践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方式。实践不只是将人

与自然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将人和社会结合在一起，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社会性。由此，“现实

的人”不仅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且还在推动着自身完善和幸福的实现。 

2.2. 幸福的内在动力是人的需要 

人们要想获得幸福，首先必须要有获得幸福的动力，而需要正是幸福的动力。正因为人类有某种需

要，他们才会为了使需要得到满足而奋斗，进而获得幸福。从需要的内容来看，马克思将人的需要进行

了分层，人的一生中，最基本的需要的就是衣食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物质需要。最初的历史活动，就

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幸福的真正产生源自人的某种需要的满足，而满足需要

的前提条件是物质资料的满足。当人的初级需要得到满足后，更高层次的需要就会随之产生，人们不仅

依赖于物质财富，而且依赖于理想信念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比如归属、爱和发展的需要。物质需要

满足获得的幸福并不代表人全部的幸福，精神需要满足所获得的幸福也是人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更重要的部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人的需要是从低级到高级方向发展的。只有个体的物质性

需求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满足，进一步发展出其他更高级的需要，推动整个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实

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的现实幸福。从需要的实现形式来看，幸福是人类创造的劳动和

享受性劳动的结果。人类不像动物那样只是一种被动的获取需求，而是通过创造劳动来实现自己的需求，

享受自己的劳动过程和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幸福的本质是人的劳动成果的享受。“废除作为人民的

幻想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3]。从需要的主体来看，幸福是个体利益和社会总

体利益的结合。人的需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现为人的利益，而利益则是人们不断寻求幸福的真正动

因。马克思曾说：“如果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那么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能在非常少的情况下才

能实现[4]”。 

2.3. 幸福的实现方式是创造性劳动 

人类的劳动与动物的机械行为不同，它是联系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一种能动性的活动，使人类在改造

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过程中获得幸福。基于唯物史观视野中对幸福的“人”之主体和“现实”之维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劳动是开创未来的，要使幸福的生活紧紧围绕着人民，

自然就离不开劳动[5]。由此马克思对如何获得幸福即所谓“幸福在哪里”做出了回答：幸福必定是在人

创造幸福的活动中获得，劳动是人创造自身幸福的根本途径。人的劳动在实现幸福中扮演着多重而深刻

的角色，人通过劳动创造出的成果不仅是为了满足物质需求，更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恩格

斯认为，“生产劳动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充分展示自己全面发展和表现白己全部的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

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3]。因此，通过劳动不仅能创造出

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能使个体表达自己的能力、天赋和独特性，从而达到自我价值实现的目

标。通过在劳动中发挥创造性，个体能够找到对自身价值的认同感，这对追求幸福感至关重要。 

2.4. 幸福的最终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的幸福观从人的实践活动入手，以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作为幸福的最终目标。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是人幸福的最高境界，其中蕴含着实现幸福的思想理念。首先，马克思关于自由全面发展的

理论包括两个层面：发展的自由性和发展的全面性。人的自由发展是指人自身的超越和人的解放程度；

全面发展指的是人的丰富性和人“自由”的范围。二者是以各自的差异为基础的辨证的统一。共同推动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使个人的自我价值得以充分实现，从而更好地追求幸福。其次，马克思不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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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的个性发展，而且还从实践中关注到人的社会性发展。人具有社会性，是处于社会当中的人，人只

有在社会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并最终实现自身的幸福。马克思相信“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

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的条件”。最后，人的个性的充分彰显也为个体追求幸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人的个性得到全面自

由的发展，个体能够更好地发掘自己的才华和兴趣，从而在实现个人目标和追求个体价值的过程中体验

到深层次的幸福感。因此，只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整个生活的全面发展，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3.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融入老年人幸福感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实践为基础、以全人类为目标，对何为幸福的解答。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在融入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中承载了深刻的理论内涵，既是对理论的拓展，也是对社

会实践的更深层次思考。这一融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加贴近人们的实际需求，为社会的公正、平

等和全面发展提供了更为具体和有针对性的指导。 

3.1. 丰富马克思幸福观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指导思想，其在融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

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化理论，具有科学性、先进性、人民性、实践性、创新性等特点，是指导我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理论基础[6]。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理论来源的组成部分，能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7]，这不但是老年人获取幸福

的正确之路，也为进一步深化对老年人幸福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目前，对老年幸福问题

的研究和总结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其涉及的主体是所有人民，因此在研究与实践的范围与程度上具

有抽象性与概括性。因此，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融入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不仅延展了幸福观，更丰富了

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的内涵。通过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境遇，这一研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幸福的理解，

使其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老年人的需求和体验提供了理论发展的新视角，使幸福观更具包容性和人文关

怀。同时，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社会结构、福利制度对个体幸福感的理解，推动社会更加关注弱势群

体。在实践中，通过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社会可以更好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促使公正、平等的

社会结构更全面地体现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3.2. 提升老年人幸福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幸福感是综合

评价老年人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现在，老年人对于老年时期的理解都是被动的，许多人都把老年人看

作是家庭和社会的一种负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他们不但无法为自己的家庭和社

会创造价值，而且还会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更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马克思的幸福观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

依据的，它抛弃了消极的幸福观，富有深刻的情感内涵，是积极的、科学的、合理的，有助于老人养成

一种健康稳定的心态，积极乐观的心态，最大程度地发挥个人的功能，更好的适应社会，感受身边的快

乐。积极乐观的心态有助于老年人更好地适应生活变化和面对挑战。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中可能出现

健康问题、家庭变故等困扰，而乐观的心态使老年人更具韧性，更容易应对生活的各种挑战，从而享受

到更多的快乐和满足。马克思幸福观指引下的积极的心态带来更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对未来的期待。老年

人通过保持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更愿意参与社会活动、尝试新事物，从而充实老年生活。这种积极投入

的生活态度使老年人更能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感知到幸福的科学定义，进而提升幸福感，树立起

正确的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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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幸福社会 

重视人民幸福，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幸福生活的实

现与和谐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要始

终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使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让我们的

人民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老年人作为特殊群体，在构建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中更是一个不

能落下。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指引下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文化，借助先进文化滋养老年人的内心世界，发挥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有助于提升老年人

群众的幸福感。在民生方面，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保障和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全面填补民生

短板，推动社会公平、公正、提升老人幸福指数。同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致力于实现永续发展，为老年人创造更为宜居的环境，有利于构筑更为绿色、健康的社会，以共同

实现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为目标。 

4.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融入老年人幸福感的实现路径 

4.1. 强化社区公共服务配套建设，优化幸福场所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老年人对社区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而社区则是实现其生活需要的载体。

人们的需要是一个持续发展和发展的过程，因此，为满足老人需要的社区服务也应该得到相应的改进。

然而，老年人对幸福的场所依赖性强，而由于历史原因，目前，我国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低、覆盖

范围较窄，无法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要。因此加大对社区公共服务场所的建设，让老年人有较强的客

观归属感，也可以提升老年人获得感。社区服务供给一般都是由居委会自身筹资或者业主共同出资来提

供的，因此资金量小并且都得不到长期的保障。首先，国家需要划拨一定数量的财政来支持老年人的社

区服务供给，并主要用于环境的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解决那些由于老人独自在家无法解决的问题，提

高政府部门的协调能力。其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既要包括供水供气管道的维修保障，

也要包括老旧小区电梯的加装解决老人的出行问题。最重要的是在社区周边安置足够的超市和菜市场，

方便老人选购生活物资，做到居家养老及就近养老的目的[8]。这样既可以减少老人出行的距离，也可以

增加老人的去处，缓解独居时的孤独感。最后，增加社区服务人员的数量，以应对志愿服务人员不足的

情况。社区服务人员是与老人接触最多的人群，增加社区服务人员的数量有利于保障、更多更全面地了

解每一位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除此以外，开展更多有组织性的娱乐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生活，达到有

效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目的。 

4.2. 转变传统的养老方式，形成积极的老龄化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理念，转变了传统老年人的养老方式，但老年人仍然能够为

社会创造价值。所以，马克思的幸福观对老人这一群体的幸福实现途径有着积极的启迪和创新作用，这

与新时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现实原则是一致的。在现实生活中，养老保障包含着经济和精

神情感的双重满足，它不只是子女对父母的供给，还要实现父母意愿的达成，在家庭结构小型化、家庭

经济和文化重心向青年一代转移的趋势下，传统社会以老年人为核心的家族共同生活格局下的居家养老

形式必然弱化。培育子女和父母的积极互动关系，既要求青年人加强责任感，发挥敬老、爱老的主体能

动性，又要求老年人重新建构养老观念中的时代内容，培养积极的暮年养老文化。一要引导老年人积极

看待老年人生，不要把“人老了，没用了”挂在嘴上，而要看到老年人生是每个人的必经阶段。经历这

一阶段，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应有之义，自觉调整自己的心态，使自己的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保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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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状态，其心理自然就乐而无忧。二是作为被赡养的老年人也不应该固执地恪守传统的养老理念，要理

解家庭角色的转变，适应社会变化的新型伦理关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丰富暮年生活的内容，提升情

感养老的来源和质量。 

4.3.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老年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的幸福观以“现实的人”为起点，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幸福观的应有之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在物质方

面的需要逐步得到了满足，但是精神上的需要还得不到很好的满足。老年人的社会经历、专业知识、人

生阅历，都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进行老年教育可以使他们主动地融入到社会中去，用新的知识和新

的科技来增强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和创造力，保持积极向上的老龄观，通过参与社区建设和社会活动，真

正实现老有所养，促进老年群体的全面发展。第一，在教学组织方面，应重视老年人各层面的自我发展

需求，推动老年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幸福感的提高。通过建设老年人友好型社区，提供愉悦的社交环境，

促进邻里之间的互助与支持。同时设立社交俱乐部、文艺团队等组织，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交和文化活动，

增进社会参与感和社交互动。第二，在教学内容上，重点关注社会发展的时代特色和老年人的个性化需

求，课程设置涵盖传统文化课程、手工制作课程，除传统的诗歌、书法、太极拳等课程之外，增加了计

算机和手机技术应用、社交礼仪、养生保健等实用课程。第三，在教学方式方面，应根据老年人的身体

和心理特征，制订相应的课程计划，并在课堂上进行具体的实践教学。提供老年人适应新科技的培训，

包括智能设备的使用、互联网信息获取等，使其能够更好地融入数字时代。设立数字学习平台，提供老

年人感兴趣的在线课程，满足他们对新知识的求知欲。 

5. 结语 

总之，幸福是激励人类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终极目标。老年人作为感知幸福的

主体，个体的幸福观在认识和获得幸福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幸福观内容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对

于树立老年人正确的幸福观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有效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指导我国老年人生活的科学幸福观，需要多方形

成合力，共同探索有效老年人幸福感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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