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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海沧溟孕育了广东开拓、进取、开放、创新的海洋文化精神，在这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
地，曾经先后涌现出像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勇立历史潮头的寻梦人，他们不甘民族沉沦，为
强国富民进行了苦苦的求索，在近代中国掀起变革图强的惊天巨浪。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20世纪70年代，中国再一次将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梦首先赋予了这一片火热的土地
。
　　1978年12月18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
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50号文件，决定在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
办经济特区。
广东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按照中央提出的“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要求，以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大
无畏精神，充分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先后创办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大胆引进外
资，积极开展城市流通体制、价格体制、所有制结构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股份合作制等
方面的改革，大力兴办“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建立经济开放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开放地带，迅
速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第一轮热潮。
　　1992年初春，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南下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对广
东的改革开放实践给予了充分肯定，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国人的姓“社”姓“资”问题，强调指出“
发展才是硬道理”，深刻阐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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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幸福包含两方面：一是幸福指数，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
量的核心指标；另一种就是每个人最直接的幸福感受，个人的内心满足与平衡。
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的幸福指数如何，提升还是下降？
30年来，我们每个人内心最直接的幸福感受又是如何？
比以前更幸福还是感觉幸福日益变得奢侈？
本书是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反映改革开放30周年的图书重点选题之一。
本书系统阐述了幸福感的概念、幸福感的影响因子、幸福感的历史变迁及如何增进人们的幸福感等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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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理性主义幸福观　　理性主义幸福观强调人的精神快乐和理性能力，认为人的幸福必须在理性
指导下才能实现。
其主要代表有古希腊伦理学家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伊壁鸠鲁、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
他们把幸福定义为“灵魂平静地、安泰地生活着，不为任何恐惧、迷信或其他情感所扰”（第欧根尼
·拉尔修）和“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伊壁鸠鲁）。
他们还特别强调德行对于幸福的意义，提出“给人幸福的不是身体上的好处，也不是财富，而是正直
和谨慎”（古希腊罗马哲学，1957），充分肯定了幸福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德。
　　赫拉克利特认为，人生的目的就在于追求理想的幸福生活，人的精神快乐高于肉体快乐。
“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是幸福的。
”（章海山，1987）　　德谟克里特十分强调高尚的道德在幸福中的意义，他认为感官肉体的快乐是
短暂的，容易消失，没有太大的价值，而精神的快乐就是追求灵魂上的善，就是用理性去认识自然的
必然性，这才是真正的快乐。
他说：“给人幸福的不是身体上的好处，也不是财富，而是正直与谨慎。
”（周辅成，1964）　　伊壁鸠鲁继承和发展了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里特的思想，他认为生命有限而
欲求无限，人的欲望永远不会得到满足，唯有节制，才能从精神上获得快乐与自足。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生幸福要具备三个条件：身体、财富和德行，而德行最根本。
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性和美德，就绝不会有幸福，幸福就在于善行。
他把善行分为两类，一种是实践的或包含在具体职业活动中的善行；一种是理智的善行即包含在为整
体事业而从事的活动中的善行。
前者是一般的或较低级的善行，所以是一种有限的幸福，后者是完全的善行，是至善，所以它是绝对
的、至上的幸福。
　　柏拉图认为，快乐和享受不是幸福，幸福在于把灵魂从肉体欲望的坟墓中解脱出来，在于对理念
的回忆（张静，2008）。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均主张德行就是幸福，而德行必须有理性的指导，他们一致反对
把感官的享受当作幸福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幸福论，与中国儒家的幸福说更加接近了。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至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但幸福不是柏拉图式的脱离具体现实生活的“理
念”、“形式”，而是“人类的兴旺”，是“生活得好”，“行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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