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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今中外，欲望论者可谓不少。
而把欲望作为一个问题来比较专门、集中、系统地进行探讨的却不常见。
欲望问题何以成为始终困扰人类的问题？
欲望问题何以成为人类无法摆脱的问题？
欲望问题何以成为人人关注的问题？
欲望问题何以成为人人试图解答的问题？
这正是笔者写作此书的原因。
而直接的“导火线”或者说触发点则源于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一段著名的对话：“问：‘饮食之间
，孰为天理，孰为人欲？
’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①为什么说“饮食”是“天理”，而“要求美味”却成了“人欲”？
通俗地说，就是为什么说吃喝是正常和正当的，而奢侈一点的享受却不正常和不正当呢？
从表象看，这似乎只是一个“数量”问题，而实质上，则包含了“性质”在内。
既然关系到“数量”又涉及“性质”，那么，究竟要求多少才算正常和正当？
而达到了多少就变成了不正常和不正当？
朱熹本人对此未作出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他是信口开河，还是主观臆断？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朱熹的论述中，如果属于“天理”即可“存”，一旦属于“人欲”则须“灭”。
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回答的质疑和追问，才有了笔者着手观察、体验和思考的动机和行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欲望论>>

作者简介

　　蔡贞明，男，1966年生，贵州纳雍人。
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哲学硕士。
曾在《毕节学院学报》《玉溪师范学院学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理论与当代》《领导科学》等
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参与并主持多项科研课题，参著《明代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思想研究》等。
主要从事传统哲学与贵州文化研究。
现供职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曾在《诗神》《星星》《凉山文学》《今日文坛》等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和评论。
著有诗集《狂奔》（文学笔名睁眠）。
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欲望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欲望与需要的关系第一节 欲望的主观性第二节 需要的客观性第三节 欲望与需要的关联性分析
第二章 欲望与满足的关系第一节 欲望与满足的时间空间考察第二节 欲望与满足的数量质量考察第三
章 欲望的表现第一节 缺失第二节 盈余第四章 欲望的构成第一节 自然欲望及特征第二节 非自然欲望及
特征第三节 混合欲望第四节 欲望的冲突与调和第五章 欲望的差异性第一节 个体差异第二节 性别差异
第六章 欲望的根源第一节 生存目的第二节 发展目的第七章 欲望的功能第一节 消极功能第二节 积极功
能第八章 欲望与满足的实质第一节 欲望无限性与对象有限性的矛盾第二节 欲望变动性与对象固定性
的矛盾第九章 实现欲望可能遭遇的人性困境第一节 趋利避害第二节 好逸恶劳第十章 欲望得以满足的
手段第一节 根本性手段：劳动第二节 保障性手段：制度、法律和道德r第十一章 对待欲望的态度第一
节 “纵欲”说第二节 “禁欲”说第三节 “无欲”说第四节 “节欲”说第十二章 正常欲望与正当满足
第一节 欲望的道德底线：不得损害他者利益第二节 欲望的道德上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第三节 欲望
的正常性与满足的正当性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欲望论>>

章节摘录

　　如果外在压力没有化为内在动力，外在需要至多也只能是一种仅具有参考意义的意见或建议而已
。
同是在《论语》中，就存在两种对立情形。
一种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在这里，普遍的色欲呈现压倒一切之势，神圣之“德”在主体那里似乎无法获得任何认同，甚至显
得一文不值。
另一种却是：“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固在他人看来无法忍受的物质条件，到了一个对“道”孜孜以求的“士”的眼里根本就不算什么大
不了的问题，“道”成了最高和最后的依据。
需要和欲望的不一致是显而易见的，与其紧密相连的价值观的对立也是清楚明了的。
由此可知，欲望是最终的决定因素。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欲望作为动力，什么需要都是白搭；欲望如果不曾产生，什么需要都显
得多余。
要是把人比作一台机器，那么，欲望就相当于驱动机器之能。
缺少了能，机器自然就会停止运转，更不要说充分发挥其作用了。
　　二、欲望与需要的错位　　欲望与需要发生错位是比较常见的。
如前所论，呈现主观特性的欲望与呈现客观特性的需要会在两种情形下契合，即外在要求与内在能力
相符，以及外在价值观与主体价值观一致。
由此可以推知，二者如果发生错位，就是外在要求与主体能力不符，以及外在价值观与主体价值观不
一致。
倘若再继续深究下去，我们还会发现，需要的客观特性就决定了它具有相对稳定性，无论是主体和对
象之间的关系，还是对象本身，一旦形成，它们都会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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