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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对幸福的定义以及实现幸福的途径进行了充分探讨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幸福观。

先秦儒家认为，心怀仁爱是人们通往幸福的重要源泉，以仁节欲是人们追寻幸福过程中应执守的重要原

则，“达兼穷独”是人们收获幸福的重要途径。直至今日，先秦儒家幸福观对于营造良好社会风气、实

现社会和谐发展仍具有深刻的理论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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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early as the pre-Qin period, Confucianism explored the definition of happiness and the ways to 
achieve it, and formed a more systematic view of happiness. According to Confucianism, benevo-
lence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happiness, benevolence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to be observed in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nd “reaching and being poor” is an important way to harvest happiness. 
To this day,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happiness is still of profound theoretical inspiration for 
creating a good social climate and achieving harmonious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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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幸福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矢志不渝的美好追求。受文化背景、现实经历、物质基础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个体对于幸福的理解不同，使得人们对于幸福的定义也呈现出复杂性和主观性。截至目前，学界已

就“幸福”的概念界定开展了广泛讨论。有学者认为“不同文化对幸福的理解不同，对于幸福的定义带

有特殊的文化色彩”[1]。也有学者指出，幸福感的获得与时代密切相关，因而需将其与文化和时代相联

系加以研究[2]。早在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便已将对幸福的思索和探讨作为重要人生话题，

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幸福观思想，为中华儿女追求人生幸福提供了深邃的价值启示，积淀了浓厚的文化

蕴涵，成为鼓舞人们朝着幸福生活奋斗拼搏的重要信念。因此，充分寻溯先秦儒家幸福观的思想资源，挖

掘其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蕴示，对于今天切实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先秦儒家幸福观的核心观点 

2.1. 幸福之“源”：心怀仁爱 

“仁”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主题，贯穿于整个思想体系之中，同时构成了人收获幸福的重要源泉。

“仁”原指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十分重视将“仁”视为一种重要的理想品格

并将“仁”作为最高德行原则，从而推动“仁”的概念更为多样化和系统化。其他良好品格如忠、孝、

悌、智、善、勇等均环绕在“仁”的思想核心之下。毋庸置疑，在内敛儒家优秀传统思想基因的中国人

看来，一个人是否具有孝悌忠厚、正直勇敢等品格是人们能否实现幸福的重要先决条件和德行标准。纵

观先秦儒学的思想体系，“仁”内蕴着广泛而深刻的寓意。通过回顾孔子的仁义思想，至少可以总结阐

释出“仁”的以下两层蕴意。 
一方面，“仁”意指由外而内的克己。颜回一次向孔子请教，询问仁与礼之间的关联，孔子简明扼

要回复道“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该回答明确彰显了仁与礼之间的密切相关性。孔子认为，

君子要严于律己，使品格德行符合礼的规范，这是仁的必要前提。这也意味着，要做一个谦逊仁和的高

尚之人，必须用高标准约束自己，顺应社会主流道德观，尊重并适应社会约定俗成的礼仪要求。此外，

孔子强调“刚毅木讷近乎仁”(《论语·子路》)，指出了仁人君子应具备为人质朴实干、做事沉稳公正的

特点，如此才能“近乎仁”。另一方面，“仁”意指由内而外的爱人。樊迟询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

答两字，“爱人”(《论语·颜渊》)。这里的爱人更强调仁的发散性，一个人是否具有仁爱之心，要看其

能否将广泛的善待和爱人作为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对于这种“爱人”，孔子进一步给出解释：“居处

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这是说，自己闲居独处时要做到严格律己，处理事务要保持严

谨认真的态度，在人与人的关系层面，与人交接相处时应做到尽心竭力，待人也要做到务实忠诚。应该

看到，孔子所指的广泛的爱人并非“滥爱”，而是有其层次和序别，这样的爱更贴近人性，更契合中华

民族的道德共识，这也是儒学几千年来能够薪火绵延、代代相传的重要因素。不同于孔子思想中展现的

上述两层蕴意，孟子突出强调了“仁”的人际关系含义。他认为，“仁者也，人也”(《孟子·尽心下》)。
这里就将“仁”直接理解成人际关系。而要想达成这种“仁”的关系，待人处事就要遵循忠恕之道，这

就与孔子的“执事敬，与人忠”有了共通之处。 
依据对“仁”的理解，儒家构筑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思想体系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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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进路，而这一理想目标的前提就是怀有仁爱之心，由此才能逐渐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由近及远实现道德和精神的快乐乃至天下之人的普遍幸福。 

2.2. 幸福之“执”：以仁节欲 

先秦儒者们认为，追求物质富足和精神充盈的双重愉悦是符合人性的常情，但在物质财富层面的追

求上应执有一种理性节制，即“中庸”之道，这是说满足自身物欲要把握其“度”，而不能违背道德准

则，更不得采取损人利己的极端形式[3]。正如孔子所言：“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即是说，真正的仁人不会被物欲左右，不论身处一贫如洗或是富甲一方，依据心中恪守的道德准则，他

们始终能够泰然处之，始终以自信乐观、不卑不亢的态度面对生活。物欲带来的愉悦终究具有暂时性，

任由物欲的极端发展终究害及他人。只有身怀仁德的君子才能在贫苦的生活环境中始终保持内心的高尚

追求，而不会因为物欲做出损人利己的违反道德之事。 
孔子持有反对过分追求物欲的明确态度，并高度赞扬了淡然生活、清新寡欲的正向意义，他推崇的

是即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淡雅生活。孔子一生都

投身于致学游说，历经各种颠沛流离，非但未曾改变过其志向、摧毁其意志，反而始终以开朗豁达的心

态面对各种挫折困苦。在孔子看来，“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才是人们应持的物欲

态度和道德自律，这也充分体现了孔子对道德观和幸福观的执著。与此同时，孔子承认物质财富对于个

体存续的正面价值，在这一基础上，他不反对正当的物质需求和欲望，对于人们想要改善生活的发展倾

向予以认同，但这种追求应建立在遵守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前提之下，如通过非法或不义行为追求财

富，这种富贵就失去意义，如浮云一般寡淡了。因此，孔子说道，“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

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孟子在吸取孔子思想精髓基础上，同样非常重视仁义的重

要性，并提出了“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的道德思想，从而将“义”上升到甚至高于生命

意义的道德制高点。后世的一些有识之士和民族英雄如文天祥、谭嗣同等人，在坚守理想信念和家国大

义面前，都选择了慷慨赴死、舍生取义的伟大壮举，这种大义凛然的义利观正与儒家仁义观的一脉相承。

此外，孟子同样表达了对于反道德的利益获取行为的反驳，他指出“万事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

大焉”(《孟子·尽心上》)。即是说，对于去追寻万事万物，只有反躬自问，诚实坦荡，才能收获最大的

快乐，这种快乐即追求道德过程的快乐。 
一言以蔽之，儒家更强调“道德之乐”，他们在不否定正当追求物质欲望满足的同时，强调追寻更

为真正和长久的愉悦，这种愉悦来自于对道德的不断符合和追求过程之中。 

2.3. 幸福之“途”：达兼穷独 

在指出幸福的根源是仁爱之心，并提倡以仁爱节制欲望以追求真正的“道德之乐”的基础上，先秦

儒家昭示了通往幸福的“途径”，即“达兼穷独”。“达兼穷独”思想最早可以寻溯到孔子的“内圣外

王”思想，即君子应内备圣人之至德，并施之于外。在与弟子原宪的对话中，孔子曾指出，“修己以敬，

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这是说，真正的君子，既要做到不断完善自身内在的道

德修养和优良品质，在此基础上，向外要以促使别人安乐、促使天下百姓安乐为己任。这里的“安”指

安乐，也就是幸福。孔子传递出的“内圣外王”思想，充分体现了内在精神至高追求与外在价值充分实

现的有机统一，为人们实现幸福生活铺设了思想进路。 
继孔子提出的“内圣外王”思想后，孟子明确提出了“达兼穷独”思想。他认为，做人要“穷则独

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达兼穷独”同样强调，一个人在不得志的时候，就要洁

身自好，注重提高个人修养和品德；一个人在得志显达的时候，就要想着把善发扬光大。“独善”更强

调坚持一个做人的底线，不论在何种条件情况下，要保持一个人的本份，即非份之财不取，伤天害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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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做，同时作为一个君子，要以身作则教化他人。“济”就是帮助他人，充分体现出利济苍生的责任

意识与大爱精神。“达兼穷独”作为“内圣外王”的嬗变，对于这种由内而外的行为原则要求更为准确

和贴近现实，相较于“内圣外王”，“达兼穷独”更注重关注人的现实情况，在困苦或不得志时，必要

的是自身要恪守好道德规范，而不强调必须要利济天下；当一个人得志显达之后，这种利济的责任感更

显得必要和值得提倡。这种嬗变的灵活性与孔子关于国家治理和言行关系的讨论巧妙相通。孔子认为：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即在认真做事的同时，言辞的敢说敢当或

谨言慎行应根据国家是否治理有道而定，这也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辩证灵活性。 
综上，不论是孔子的“内圣外王”思想还是孟子的“达兼穷独”思想，均体现出儒家对于道德品行

的崇高求索以及倡导兼济天下的入世哲学，蕴含着实事求是、灵活变通的辩证智慧。它们既为身处于迷

茫困顿之中的人们指明了超脱困境的前路，又为人们通过内在提升转变为外在实现价值以致到达幸福彼

岸昭示了光明前景。 

3. 先秦儒家幸福观的当代蕴示 

直至今日，先秦儒家幸福观之于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散发着熠熠生辉的智慧光芒，其中的许多重要观

点对于如今人们追求幸福生活依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因此，必须充分挖掘儒家幸福观中的伦理智慧和

发展智慧，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切实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彰显社会公平正义提

供理论指导，成为构建团结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生态良好社会环境的精神养料。 
一是要在充分理解和继承儒家“仁”的思想内核基础上，广泛弘扬和谐友爱、拼搏向上的良好风气，

推动人们巩固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伴随经济社会发展，一些人出现了价值观迷失和偏差的现象，

逐渐倾向于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采取“躺平”、“摆烂”等生活态度，致使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风气

不断抬头。先秦儒家幸福观中的“以仁节欲”、“达兼穷独”恰恰回答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

幸福”，以及“什么是自我价值”、“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等问题，这能够为人们摆脱消极躺平心态、

明确人生奋斗方向提供关键性启发。 
二是要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们的安居乐业。儒家的“仁义”思想在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碰

撞和隔阂以及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能够发挥能动的教化作用，对于在快节奏式生活、社会竞争激烈的今

天营造一种和谐安定的社会氛围具有重要推动意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快节奏、强竞争带来的压力

所导致的幸福感降低等负面效果。此外，孔子和孟子都较为重视人民的物质保障问题，强调为人们的生

存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必须充分借鉴儒家幸福观中民生思想的可取之处，推动区域、城乡、行业协调发

展，不断保障和改善社会民生。 

4. 结语 

先秦儒家思想的幸福观蕴含着丰富的仁爱思想，系统来看，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幸福观倡导以

“心怀仁爱”为幸福的根本基础，以“仁”指导物质和精神生活实践。此外，在强调塑造理想道德人格

的同时，儒家将幸福的实现落脚到“达兼穷独”，从而更贴近现实生活，贴近人民。先秦儒家的幸福观，

从根本上树立了仁爱境界的典范，同时颇具应用性和现实性，为人们安身立命、实现价值提供了有益指

导。直至今日，儒家幸福观所蕴含的福德一致、利济天下等责任意识和大爱观念仍充满了时代价值，成

为人们追求真正幸福的宝贵思想资源。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2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浙江经验

及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KYCX22_3581)、江苏大学第 21 批大学生科研课题立项资助项目“新时代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6340


齐培全 
 

 

DOI: 10.12677/acpp.2022.116340 1996 哲学进展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浙江经验及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1C36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吴晶, 葛鲁嘉, 何思彤. 幸福感研究的本土化——浅谈道家幸福观[J]. 心理学探新, 2019, 39(5): 411-415. 

[2] 李璐. 从《论语》中看孔子幸福观的逻辑进路[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0, 4(26): 148-150. 

[3] 舒坤尧. 试论儒家幸福观及其现代价值[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1(23): 126-128.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6340

	先秦儒家幸福观及其当代启示
	摘  要
	关键词
	Tracing the Confucian View of Happiness in Pre-Qin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先秦儒家幸福观的核心观点
	2.1. 幸福之“源”：心怀仁爱
	2.2. 幸福之“执”：以仁节欲
	2.3. 幸福之“途”：达兼穷独

	3. 先秦儒家幸福观的当代蕴示
	4.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