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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幸福，是全人类每个人都关心和追求的目标。
在人类300万年漫长的历史中，人类一直把衣、食、住、行和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生活条件作为幸
福的目标而苦苦追求着，奋斗着。
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绝大多数人都有了基本生活条件——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比较
舒适的住房，有了比较好的衣食行条件，有了医疗费用、教育费用和养老费用。
人类世世代代追求的梦想在一些国家终于实现了，然而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之提高，有些人的幸福
感反而下降了。
近几十年来，众多学者对几十个国家进行了100多次调查，一个主要结论是：几乎所有人的一切都变得
越来越好，但人们却没有觉得更幸福。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是幸福？
金钱、物质与幸福是什么关系？
幸福目标怎样实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董崇山搜集了大量的统计资料，进行了潜心的研究，写出了《时代与幸福》这
部著作。
　　《时代与幸福》全书共分三篇17章。
时代篇，揭示了时代的本质与特征，揭示了幸福与时代的关系；幸福篇，提出了幸福五定律：福因转
折律、福财相关律、福欲相关律、欲望转折律和幸福转折律，揭示了幸福的秘密；修养篇，阐述了新
时代实现幸福目标的基本途径。
　　为什么首先在发达国家、继而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中，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提高，而人们的幸
福感却没有随之提高呢？
怎样才能使人们更幸福呢？
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的时代课题。
看了《时代与幸福》之后，我们认为，这个时代课题从理论上基本上解决了，阐明了。
　　我们自己读了《时代与幸福》，也与看过该书或听过对该书内容介绍的人交谈过，大家对本书都
是肯定的，认为这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著作，它的出版定会推动学术界对幸福问题的理论研究，也
会对社会、对国家确定工作方向和目标，加强幸福建设起先导作用。
　　我们认为，《时代与幸福》的主要理论贡献是：　　一、揭示了时代的本质和特征　　作者在《
时代与幸福》一书中揭示和阐明了“人们具有基本生活条件”的重大意义。
人们具有了基本生活条件，这正是人类迈进一个崭新历史时代（作者把它称为民明时代）的根本原因
。
而且，人们具有了基本生活条件，这正是新时代的本质特征。
同时，《时代与幸福》还阐明了民明时代的一系列重要时代特征——人类迈进和平阶段、发展阶段、
民主时代、民权时代、民生时代、德时代和才时代，等等。
　　我们同意作者的分析和结论：从20世纪60年代起，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迈进伟大的民明时代。
　　二、揭示了幸福与时代的关系　　作者从人类发展史、从整体上研究幸福问题，发现幸福同生产
力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紧密联系着，不同历史时代的科技水平决定幸福的性质和幸福的实现
程度。
人类历史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使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各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人率先有了基本生活条件，
从根本上结束了旧时代的贫困状态，从而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
这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转折。
时代的发展，必然带来幸福阶段的转变，即由生理欲望阶段（以生理欲望为主的阶段）转折到精神欲
望阶段（以精神欲望为主的阶段），由生理幸福阶段（以生理幸福为主的阶段）转折到精神幸福阶段
（以精神幸福为主的阶段）。
这就是说，新的时代——民明时代决定了新的幸福阶段——精神幸福阶段。
民明时代和精神幸福阶段是同一条“根”，即人们具有了基本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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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提出了幸福五定律，破解了幸福的秘密　　作者提出和阐明的幸福五定律，其中有不少开创
性的新鲜观点，其中一个基本理论是：生理欲望是有限的_÷满足生理欲望的物质条件就是有限的一
生理欲望满足之后，人们必然从生理欲望阶段转折到精神欲望阶段，从生理幸福阶段转折到精神幸福
阶段-在精神幸福阶段中，精神条件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物质条件是次要的-所以，在精神幸福阶
段中，美好心态就是幸福之源。
这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它像一根主线贯串全文。
　　四、阐明了新的幸福目标与实现途径　　幸福是人类的总目标。
各个国家的不同阶段的幸福目标是不一样的，每个人也应根据自身条件和所处环境的不同而选择不同
的目标。
从总体上讲，在缺乏基本生活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应以满足人们的生理欲望和生理幸福为主要目标，
应当集中力量发展物质生产，解决民生问题，使人们具有基本生活条件。
同时重视政治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
在发达国家，人们有了基本生活条件之后，就要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欲望和精神幸福为主要目标，加强
德、才、格修养，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使人们具有美好的心态，以获得精神幸福（差级幸福、人际幸
福和价值幸福）。
在名权利面前，做到爱财有度，取财有道，用财有义；爱权有度，取权有道，用权有义；爱名有度，
取名有道，用名有义。
同时继续搞好满足人们生理欲望的物质生产，但经济发展不再是国家、社会追求的主要目标。
因为人的生理欲望是有限的，所以满足生理欲望的物质生产也应当是有限的。
　　这部著作，我们想，如果再加上“家庭幸福”一章是不是更好？
家庭是国家、社会的细胞，家庭是否幸福，无论对国家、社会，还是对个人都有不小的影响。
家庭的最大作用，是让人可以得到归属感、支持感、信任感。
快乐有人与你共享，痛苦有人与你分担，郁闷有人听你倾诉，身心有人给你温暖。
家和万事兴，家和社会安定。
这个意见仅供作者参考。
　　《时代与幸福》就像是一碗汤，那就请读者自己慢慢地去品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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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代与幸福》共分三篇17章。
时代篇，揭示了时代的本质与特征，揭示了幸福与时代的关系；幸福篇，提出了幸福五定律：福因转
折律、福财相关律、福欲相关律、欲望转折律和幸福转折律，揭示了幸福的秘密；修养篇，阐述了新
时代实现幸福目标的基本途径。
为什么首先在发达国家、继而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中，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提高，而人们的幸福感
却没有随之提高呢？
怎样才能使人们更幸福呢？
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的时代课题。
看了《时代与幸福》之后，这个时代课题从理论上就能基本上得到解决了，阐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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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崇山，主要著作： 　　《政体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股份制与企业运行机制》(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成才方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社会主义论》(中国经济
出版社，2004年版)；《劳动社会主义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困局与突破——人类能
源总危机及其出路》(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长篇小说《红玉兰》(黄河出版社，2008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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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才能与幸福　　似乎大家都知道有才就能获得幸福，关于这个问题，好像不必多说。
　　在文明社会这个等级社会中，对于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广大劳动大众说“才能”就是幸福，这是没
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他们不可能获得才能；因为即使他们有了才能，他们也没有施展的机会；因为对于处在生理饥渴
状态下的他们而言，他们知道只有物质财富才能使自己幸福。
　　可是，在文明社会向民明时代的过渡中，在民明时代，在人们有了基本生活条件之后，人们就从
生理幸福阶段过渡到精神幸福阶段。
于是，一方面，他们有条件提高自己的才能；另一方面，才能已经成为精神幸福的基本条件。
这时，也仅仅是在这时，才能才会使人们幸福。
　　德高，可以使人的精神世界端正而高尚；才高，可以使人的精神世界丰富而深刻。
因此，德高是幸福(精神幸福)之源，才高也是幸福(精神幸福)之源。
　　人们常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好好上学读书，为了长知识，长本事，将来有个好工作，好多挣钱
，好过幸福的日子。
然而，这样说是片面的，顶多说对一半。
上学读书学习，为了提高精神境界，为了有一个美好的心态，为了对人生、对世界、对幸福有个新的
认识，有更端正、更科学、更正确、更丰富、更深刻的认识，有更新更高的心理体验。
这是幸福之源。
对于人的幸福而言，在人们有了基本生活条件的情况下，这后一半的意义，绝不亚于前一半的意义。
而且，你有了更高的才和德，有了美好心态，你就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你就会从中得到更多的快
乐和幸福；同时，你往往就会从这种服务中得到更多的回报，包括更多的收人。
为此，你就会获得更大的幸福。
　　1.在民明时代，才能是获得物质财富(A)的决定性因素。
　　2.在民明时代，才能是获得价值幸福的基本因素。
　　3.在民明时代，才能是获得人际幸福的重要因素。
因为才高、智高，就会对人生、对世界有更丰富、更深刻的认识，因而这有助于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
系。
　　4.在民明时代，才能是获得差级幸福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因为获得差级成果主要是依靠才能，同时，对人生和世界有丰富而深刻的认识，这也有助于保持差级
幸福。
　　如果一个愚者获得了幸福，那么，在这里，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他有一定的德行，他没有多
少差级欲望；二是他的基本物质条件至少得到了低水平的满足。
从而，他所获得的幸福是低层次的物质幸福(生理幸福)，他不可能享有多少精神幸福。
　　人是思维的动物，人是幸福的动物。
从一个角度而言，思维越高级，越丰富，越深刻，就越幸福。
　　有的人认为，越愚昧越幸福，“无知无欲”就是幸福。
这是没有根据的。
如果这就是幸福，那么，猪狗就比人幸福，而且越低级的动物就越幸福。
这是根本经不住推敲的。
任何人，包括傻子都不愿意做猪狗，更没有任何人愿意是低级动物。
“无知无欲”是幸福，这不过是个别哲学家凭空想象出来的一种东西而已，它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中
的具体人。
　　有的人认为，简单就是快乐，平淡就是幸福，这也是缺乏根据的。
　　我们说，人之所以幸福，从根本上说，是人有思维，思维越高，越丰富，越深刻，就越幸福。
人的头脑简单，从根本上说是思维简单。
如果说思维越简单就越幸福，那么，换言之，没有思维就是最幸福。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时代与幸福>>

动物没有思维，或思维非常简单，非常低级，因而动物比人幸福；而植物和石头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思
维，因而植物和石头是最幸福的。
这显然是荒唐的。
　　尽管幸福是一种主观的自我感受，但是，幸福的类别和程度，仍然是有客观标准的。
一个傻子整天乐呵呵的。
如果你问他：你有什么痛苦吗？
他可能回答说：我不知道痛苦为何物。
如果你据此说：这个傻子是最幸福的人，那你就又错了。
因为按照这种简单的逻辑，石头根本不知道痛苦为何物，所以石头是最幸福的。
　　人之所以是唯一幸福的动物，就是因为人是唯一能够思维的动物。
才智高的实质是思维能力高，因此，从总体上说，才智越高的人就越幸福。
　　据此，判明人是否幸福的一个基本尺度，就是看这个人的思维是浅还是深，是正确还是不正确，
是端正还是不端正，是丰富还是贫乏，是低级还是高级。
如果认为思维越简单就越幸福，就背离了这个准则，背离了幸福本质。
　　说平淡就是幸福，这也是不准确的。
这种话语的言外之意是说：轰轰烈烈不是幸福。
然而，是否幸福，并不是依据平淡和轰轰烈烈来区分的。
平淡的人中既有幸福的人，也有不幸福的人；轰轰烈烈的人中同样既有幸福的人，也有不幸福的人。
　　如果说，少欲(对差级成果的少欲)就是幸福，纯洁就是幸福，诚实就是幸福，善良就是幸福，这
则是准确的，正确的。
但是，作为社会中的普遍法则，必须是人们有了基本生活条件之后，才能够成为幸福的基本原则。
　　虽然我们不能说平淡是一种幸福，然而我们却可以说平安是一种幸福。
　　一个人的思维越高级，精神世界越丰富，越深刻，就越幸福；相反，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越肤浅，
越贫乏，越没有更多更高的精神感受，就越缺少精神幸福。
　　有的人说，才华越高的人就越是痛苦。
我们认真地分析了他们提出的理由。
我们认为，除了个别情况必须作特殊的解释之外，从总体上说，这种结论是缺乏根据的。
　　有的人说，学历越高越不幸福，特别是女性，更是如此。
这也是没有根据的。
　　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学生进行的一项关于“高学历女性幸福感”的调查显示，将近九成的女
博士感到幸福。
表示“不太幸福”、“不幸福”的人只占被调查者的8.5 ％和3.4 ％。
　　美国衰老研究所、哈佛医学院的调查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其寿龄越长，受教育超
过12年的平均寿命为82岁，而受教育不足12年的人，其平均寿命只有75岁。
研究人员分析认为，学历高的人群吸烟率低，患肺气肿疾病的可能性更小，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
享受医疗保险和服务的机会更多。
　　我们认为，研究人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但是，还有一点是应当强调的：从总体上说，学历高的人精神境界更高，心态更好，从而使他们得到
更多的精神幸福，特别是价值幸福。
而精神境界高，心态美好，享受更多的价值幸福，这是一个人健康、长寿的重要原因。
　　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有少数学历高的人、才能高的人并不幸福。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1.有些学历高、才能高的人，德的修养并没有跟上，甚至有比较严重的人格缺陷。
这是他们不幸福的一个重要原因。
　　2.有些人虽然有学历高，但其才能结构并不合理。
比如说虽然知识比较丰富，但是智能并不高，从而认识事物仍然比较肤浅。
这也可能是他们不幸福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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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些人由于缺乏修养，低层精神欲望——财、权和名的欲望过高，而又难以满足。
这也可能是不幸福的重要原因。
　　4.中国可以说是刚迈入市场经济不久的国家，由于整体来说人们的素质还不够高，市场体制还不
健全，竞争机会和分配方面都有些不平等的地方。
这也往往是造成他们不幸福的重要原因。
　　我们相信，随着法制的不断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随着人们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很
多问题都会逐步解决。
　　仁者常乐，智者常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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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时代与幸福》阐明了一条主线，这条主线的要点是：　　（1）生理欲望是有限的；　　（2）
生理欲望需要物质条件；　　（3）满足正常生理欲望的物质条件就是有限的；　　（4）这个有限物
质条件就是基本生活条件；　　（5）有了基本生活条件，生理欲望就得到了满足，就有了生理幸福
；　　（6）生理欲望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必然从生理欲望阶段转折到精神　　欲望阶段；　　（7）
随之，人们就从生理幸福阶段转折到精神幸福阶段；　　（8）在精神欲福（精神欲望和精神幸福）
阶段中，精神条件起主要　　的、决定的作用，物质条件是次要的；　　（9）于是，在精神欲福阶
段中，美好心态就是幸福之源。
　　这条主线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
这个逻辑体系的起点是：人的生理欲望是有限的；这个逻辑体系的终点是：美好心态是幸福之源；推
动这个逻辑体系贯穿到底的决定性因素是：人们有了基本生活条件。
　　站在时代最前列，纵论“幸福五定律”。
目光深邃，视野宽阔，高瞻远瞩，新见迭出。
主要理论贡献：（一）揭示了时代的本质和特征；（二）论述了幸福与时代的关系；（三）破解了新
时代幸福的秘密；（四）阐明了新时代通向幸福的基本途径。
世界至今未解决的时代课题⋯幸福之迷，基本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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