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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当代神经科学的实验结果和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进行问卷调查的统计数据，从科学的
实证观点出发，综合了现有主要幸福理论的要素，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幸福理论，并总结出了与幸福相
关的十几个特性。

　　本书分析和讨论了当前最主要的一种幸福定义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本书的快乐和幸福定义，以
及本理论的基本假设。
本书提出了脑生理状态概念；分析了影响脑生理状态的各种因素和物理脑的构成；说明了意识状态对
脑生理状态的贡献；提出了等效原理；总结出了脑生理状态的主要特性；分析了快乐的生理基础和来
源：强调了需求的时间性：建立了脑生理状态函数和快乐强度之间的对应关系：总结出了快乐强度的
主要特性：划分了情绪的三种状态：给出了幸福的主要特性；划分了影响幸福的三类因素：分析了幸
福的必要条件。
定义了需求强度和快乐强度，给出了定量估计快乐量的计算方法。
提出了测量脑生理量和心理量之间关系的实验原理和方法，并设想了几种实验方案，预期了有待于实
验去验证的实验结果。
定义了幸福量，给出了定量估计幸福量的计算方法。

　　分析了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生活满意度问卷调查表存在的问题，设计了两种测量幸福的问卷调查表
，并举例说明了含权重问卷调查表的使用方法及其特点。

　　最后根据快乐特性和幸福特性等，对一些主要社会现象和问题给出了解释，提出了提高个人幸福
和民众幸福的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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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快乐幸福的定义
　第三节 基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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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外部因素
　第五节 物理的脑
　第六节 意识状态
　第七节 等效原理
　第八节 脑生理状态的特性
第三章 快乐
　第一节 快乐的生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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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数学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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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问卷调查量表的分析
　第四节 含权重问卷调查量表及幸福指数
第七章 对主要社会现象的解释
　第一节 基本假设和观点
　第二节 对一些主要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解释
第八章 结论和启示
　第一节 本理论的要点和主要结论
　第二节 本理论包含的其他幸福理论的要素
　第三节 本理论借用的其他幸福理论的概念和结论
　第四节 本理论的创新或可能创新之处
　第五节 提高个人幸福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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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需求”强度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里需求的五个层次，也没有考虑需求的强弱程度。
在不同的时间，人的“需求”有程度的变化。
比如，我们刚吃饱了，对食物没有需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感到有点饿了。
过了10个小时后，会感到很饿了；过了24小时后，感到非常饥饿了。
也就是说一次吃饱后，24小时内不再吃食物，在这24小时里，刚吃完时没有饥饿感，即对食物的需求
程度为0。
后来有了饥饿感，然后饥饿感逐步增强，也就是对食物的需求程度逐步增加了。
　　3.具体的“需求”　　我们除了生存的基本“需求”外，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需
求”。
比如，我们想买一部手机，想去旅游一次，想去看一场电影，想去做一次美容，想去打一次球，想去
唱一次歌，想去参加一个培训班，想去办一件事，去完成一件工作，去完成一个任务等等。
具体“需求”有生理上的“需求”。
例如，饿了想吃食物，渴了想喝水等等。
“需求”还具有社会性特点，人的“需求”还产生于社会中。
人们通过相互比较，相互模仿，不断产生“需求”。
旧的“需求”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需求”。
比如，看了服装广告想买件衣服；看到朋友的一款手机很好用想买部手机；看到了黄山的风景照片想
去旅游；看到新闻里有部新电影上演了想去看电影；同事提议一起去打一次球等等。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具体的“需求”是因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
　　人在思维的状态、“回忆过去”的状态或“预期未来”的状态，如果想到了某样东西，希望得到
它，“需求”就产生了。
　　有些“需求”短期可以满足。
有些“需求”较长时间才可以满足。
有些“需求”终生无法满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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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幸福论（第3版）》根据神经科学的实验结果和幸福问卷调查的统计数据，综合了现有主要幸
福理论的要素，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幸福理论，总结出了与幸福相关的主要特性，设计了含权重幸福指
数调查量表，提出了提高人幸福和民众幸福的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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