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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纵览《尼各马克伦理学》一书，其核心就在于对于人而言什么是幸福？如何获得幸福的论证。亚里士多

德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构建出一条理论与实践、形上与形下交叉相互的探索幸福之路，本文旨在从幸福

的旨归、幸福的条件以及幸福的实现三个方面，对亚氏的幸福做简要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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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lose examination of “Nicomachean Ethics” demonstrates that its central concern is the philo-
sophical justification of what constitutes happiness for humans and the articulation of its realiza-
tion. Aristotle constructs a nuanced pathway that integrates theory with practice, merging the 
transcendental with the experiential in his exploration of happiness.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a 
concise discussion of Aristotle’s perspective on happiness, examining three critical aspects: the ul-
timate goal of happiness, the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happiness, and the methods for achievi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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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幸福问题的讨论，并非始于亚里士多德。当苏格拉底把人的眼光从天上拉回人间，哲学从向外探索

宇宙转而向内观人的本性，苏格拉底通过对人的德性的论证，使人成为伦理主体[1]。人的幸福这一话题

就逐渐重要起来，在对这个问题的探寻中，与柏拉图用理念将世界二分，凭借灵魂的转向达到个人的完

满不同，亚里士多德从对现实的人的行为的讨论出发，以人的行为背后的目的为起点进行了对幸福问题

的讨论。以对人的实现活动的深层剖析找到了位于人的灵魂中的决定因素——德性。并以说明人的德性

的完满之途同时论证人获取幸福之路。人是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的存在，因此落实到人身上由两条路径

展开即实现人的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的完满，而最终通过努斯将两者融会贯通，获得真正的智慧，过上

合于努斯的生活即沉思的生活，在这之中实现人的本性与人的神性的合一，最终实现属人的幸福。亚里

士多德以这样一条进路，为“认真的实践者”指引出一条向着人的最高善的道路。而这一道路迄今为止

仍然适用，并对当下这一逐渐畸形的社会有着深刻的意义。以下则通过几个具体的命题为线索，梳理亚

里士多德在此书中的幸福观及其背后指出的道路，并阐释其对当今社会的意义。 

2. 幸福的旨归：幸福作为最高善 

人的每种行为背后都有一个目的，总有一个始因推动着人的生活。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每种研究

与技艺，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2], p. 1)与柏拉图将善定义为人之为人

的德性不同，亚里士多德讨论的善有两种意义：具体的善和最终的善。具体的善是一个最终的目的，但

这种善有不同的情形，有些只是作为其他目的的手段，但有些善自身则是目的，是指被看作好事物的东

西，或“善事物”。最终的善有总体的性质，包含了所有低于它的目的，是作为人最终极的、最根源的、

最高目的的善，也称为最高善。 
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就是最高善。这里的幸福，并非仅仅如其名称一样，被理解为生活得好

或做得好，因为生活得好和做得好仅仅停留在人的感觉活动即实践层面，同时也包含了人的思维层面，

即人能够沉思永恒的事物。在亚氏那里，最高善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幸福是人的一切行为背后最终的目

的，如“在我们活动的目的中有的是因其自身之故而被当作目的的，我们以别的事物为目的都是为了它。”

([2], p. 3)在亚氏看来，幸福因其自身之故而被当作目的，他的意义与价值是自身所具有的，并非人所客

观赋予的。幸福作为目的是因其自身之故而被欲求的，是最完善的目的。如亚氏所言：“我们把那些始

终因其自身而从不应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称为最完善的。与其他事物相比，幸福似乎最会被是视为这

样一种事物。”([2], p. 17)追求幸福是人的向好的本性所驱使，是人之“所是”追求人之“所为”的必经

之途，幸福能够使我们的生活值得欲求而无所缺乏，在这层面，它也是自足的。由此论证后，亚氏得出

结论：“所以幸福是最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活动的目的。”([2], p. 18)这是亚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

从人的行为的起点而言对幸福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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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则是从人的行为的终点而言对幸福的定位。幸福是人能实现的最好的善即最好的状态，即幸

福不仅能使人生活得好和做得好，也能使人活在沉思当中，活在自己的神性之中。虽然人的行为包含着

许多差异性与不确定性，但幸福作为最高善能够帮助我们寻求人的本性所拥有的确切性。使我们的灵魂

能力得到发展，使得灵魂中无逻各斯的部分合乎灵魂中的逻各斯从而能够进行好的考虑，做出正确的判

断进而做出正确的选择。使我们的欲求摆脱感情的宰制，使我们的行为与期求能够合于逻各斯。 
幸福作为最高善并非如柏拉图的善那样是分离于现实世界的，而是“人可以实行和获得的善。”([2], 

p. 15)是一种属人的善，并且是最完善的。人的善在于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部分。生命分为四个部分，生

命的营养和生长活动是所有生物所共有的，感觉的生命活动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只有“剩下的那个有逻

各斯的部分的实践的生命”([2], p. 19)才是人所特有的。而幸福作为人的善也是在这个部分实现的。由此

说明了人的行为并不是单纯的感觉冲动，而是有更深一层次的原因即逻各斯的影响。且逻各斯是人的生

命中所具有的，并非需要外求。因此，逻各斯则是人的一种德性。 
实践生命拥有的逻各斯有两重意义，“一是在它服从逻各斯的意义上有，另一则是在拥有并运用努

斯的意义上有。”([2], p. 19)而对人来说，善事物被分为三个部分，即外在的善、身体的善和灵魂的善，

身体的善是基础，外在的善是附加条件，而灵魂的善是最恰当、最真实的善。因此实践生命相当于人的

灵魂，由此可以得出“人的活动是灵魂的一种合乎逻各斯的实现活动与实践。”([2], p. 19)如果这个活动

以合乎这个活动背后特有的德性的方式完成的良好，即达到了这个活动的目的，而活动的目的则是善，

由此可知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因为幸福是属人的最高善，而德性会随着人而改变，因

此幸福是“合乎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2], p. 20)。当我么知道幸福是合乎最好的、最完

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就不禁会问，什么样的德性才是最好、最完善的呢？亚里士多德对此问题的回答也

正式向人们说明何为幸福的必经之路。对此问题的回答则涉及到两个部分的讨论，即对灵魂的分类，以

及对灵魂中的德性如何实现完满的论证。 

3. 幸福的条件：幸福是灵魂的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 

当亚里士多德将人的幸福归属于灵魂的一种活动，我们就必须对灵魂的本性做出考察，如亚里士多

德所说，“灵魂有一个无逻各斯的部分和一个有逻各斯的部分”([2], p. 33)而且“灵魂的无逻各斯部分还

有另一个因素，它虽然是无逻各斯的，却在某种意义上分有逻各斯。”([2], p. 34)因为人总是会受感情和

欲望的宰制从而做出错误的行为，而灵魂中的逻各斯则帮助人们命中正确，因为“这个部分促使他们做

正确的事和追求最好的东西，”([2], p. 205)但是，在灵魂中还有与逻各斯并列且反抗逻各斯的部分。这

一部分也是我们的努斯所在的部分。努斯是我们灵魂的眼睛，是我们直观外界的通道，“但灵魂这只眼

睛离开了德性就不可能获得明智的品质”([2], p. 35)于是我们要通过对德性的训练和培养，正确地应用我

们的努斯使灵魂的无逻各斯的部分听从于有逻各斯的部分从而达到灵魂的和谐。并且人能够在逻各斯的

指导下做出正确的判断使人能够活在正确之中，这也是幸福的必要前提。 
幸福作为一种实现活动，其活动的承接者则是人的灵魂，其领导者则是灵魂中的逻各斯和德性。考

察完灵魂的本性紧接着来探讨一下德性的本性，“德性的区分也是同灵魂的划分相应的，因为我们把一

部分德性称为理智德性，把另一些称为道德德性”([2], p. 35)既然它与灵魂的划分相应，则说明其中一部

分德性要听从于另一部分德性，“理智德性是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道德德性

则通过习惯养成”([2], p. 36)德性并非如我们的相貌一般，出生即被决定。无论是道德德性还是理智德性

都是需要人在现实生活中去培养的，取决于我们的实现活动，而我们的实现活动是随时在变化的，所以

我们要按照正确的逻各斯去做。道德德性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正确的选择，正确的选择意味着正确的考

虑，意味着选择背后的适度。“德性是一种选择的品质，存在于相对于我们的适度当中”([2], p. 50)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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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德性的完满则在于选择得好并且做得好。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如果德性是灵魂进行选择的品质，如

果选择也就是经过考虑的欲求，那么就可以明白，要想选择得好，逻各斯就要真，欲求就要正确，就要

追求逻各斯所肯定的事物。”([2], p. 183)但重要的就是保证逻各斯的真，这显然不是道德德性能够保证

的，因为“灵魂中有三种东西主宰着实践与真：感觉、努斯和欲求。”([2], p. 182)在这三者之中，感觉

不引起实践，而欲求与否则是属于理智的抉择。而努斯则是理智德性中的一部分。因此，要想知道正确

的逻各斯是什么，则需要对理智德性的深入考察。 
亚里士多德在灵魂的有逻各斯部分做了这样一个区分，“一部分思考其适因不变的那些事物，另一

部分思考可变的事物。”([2], p. 181)因为不同的事物灵魂也用不同的部分来思考。“这两个部分中，一

个可以被称为知识的部分，另一个则可以称为推理的部分。”一部分研究着不变的事物，为了解世界、

了解自身做出努力；而另一部分研究可变的事物，从而为我们的行为提供确切性，也就是获得人自身所

追求的真。如亚氏所言“获得真实是理智的每个部分的活动，但是实践的理智的活动是活动相应于遵循

着逻各斯的欲求的真。”([2], p. 183) 
由此可知，理智德性是灵魂肯定和否定真的品质。其方式有五种，即技艺、科学、明智、智慧、和

努斯。理智是这五种的总名。科学让我们知道了不变的事物。“科学的对象是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2], 
p. 186)而技艺则是在变化中创造出不变，有某种事物生成，而生成背后的依据则是逻各斯。“技艺是一

种与制作相关的、包含着真实逻各斯的品质。”([2], p. 187)科学能够助人应付自然世界，创造合适的生

存环境；而技艺能够为人们创造物质条件，换取财富和价值。这两者于人而言，是功用的善。而在人的

包含着不确定的行为背后，其决定因素的就是明智。“明智是一种同人的善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

真的实践品质。”([2], p. 189)明智能帮助时时处于善之中，明智是实践背后的依据。“明智的特点是善

于考虑他自身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2], p. 186)对自身有益的考虑能够使人作出对自己是善的选择和

行为。明智是构成理智德性中关于可变事物那一部分的德性。它不仅仅合乎逻各斯，还能够使人通过推

理而实现人的现实的善。 
但所有知识与推理的始点只能靠努斯来获得，它是连接人与外界的直观能力，它是灵魂的眼睛，它

是属人的最根本的特性。努斯是灵魂把握关于不变事物的知识，可以获得始点。努斯是人生而具有的。

如亚氏所言：”尽管不是生来就有智慧，一个人却生来就会体谅、理解，也生来就具有努斯。”([2], p. 190)
努斯是对具体事物的感觉，这也是理智德性需要培养的原因，因为经验才能够是努斯这双慧眼能够看得

正确。而智慧则能够把握知识，还能真正把握世界的真理，“智慧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必定是关于最

高等的题材的、具首位的科学。”([2], p. 191)智慧是把握普遍知识，把握存在的。智慧不仅是属人的，

并同所有存在物的善相关，是人与更高的存在物共享的，是关于永恒事物的。“智慧是德性总体的一部

分，具有它或运用它就使得一个人幸福。”([2], p. 204)智慧和努斯是形而上学层面的终极善，能够体现

对逻各斯的把握，即能够把握人的生活中的度。道德德性和理智德德性的完满能使人在实践活动中获得

幸福。“明智与道德德性完善着活动。德性使得我们的目的正确，明智则使我们采取实现的那个目的的

正确手段。”([2], p. 208)理智德性能够把握始点、把握逻各斯、使人向善从而目的正确，并指导道德德

性使其能够使人合于逻各斯的度而去行事从而采取正确手段。幸福的获得在于合乎这两部分的德性，使

得它们相互协调，共同发挥作用。但可以是我们做的好，但幸福的另一要素——活得好，则需要用一生

的时间去保持幸福的状态。 

4. 幸福的实现：幸福是沉思的生活 

幸福自身即值得欲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幸福能够给人带来快乐。亚氏则区分了三种生活，“最

为流行的享乐的生活、公民大会的或政治的生活，和第三种，沉思的生活。”([2], p. 10)前两种都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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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式的生活，是把决定自己生活状态的权力交到了他人手上，是如动物一样受他人掌控着的生活。但

善是属己的，只有在第三种沉思的生活中，才能实现属人的善，才能真正实现属人的幸福、真正意义上

属人的生活。 
如亚氏所言，“德性与努斯是好的实现活动的源泉。”([2], p. 332)，努斯是我们身上天然的主宰者，

我们正是由于努斯合于它自身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构成了最完善的幸福。而这种实现活动，也即是沉思。

是人在变化与不变当中把握存在的真的活动，是以不变事物即永恒的存在为对象的活动。“沉思似乎是

唯一因其自身故而被人们喜爱的活动。”([2], p. 335)因为沉思简单而纯粹，除自身之外没有其他目的。

它只会给人们带来真理，并且人们选择沉思只能够获得知识，获得超越人存在自身的智慧，提升人存在

的精神境界。且沉思是连续的并其他获得更为持久，沉思自身便令人愉悦，它是自足的，它给人的快乐

纯净又持久。 
沉思是努斯的实现活动，它是人不以自己的东西即明智这样为自身计划、打算的品质。而是以他自

身中神性的东西即努斯而过的生活。它是人回归自身的神性，是存在物把握存在的重要途径。亚氏认为，

“我们应该努力追求不朽的东西，过一种与我们身上最好部分相适合的生活。”([2], p. 336)而这种生活

就是沉思的生活，因为努斯是属于人存在自身的东西，它对人最好、最愉悦。沉思的活动是人与神最为

相似的部分，也是人与自己的神性最为接近的一部分。“神的生活全部是福祉的。”([2], p. 339)因为神

的生活当中不会受前、名、权等这些外在的东西烦恼，也不会落入欲望的陷阱而郁郁不满，神是始终活

在至善之中的，神的生活的高尚的、神圣的。神的快乐也是纯粹的。由此，亚氏得出结论：“幸福与沉

思同在，越能够沉思的存在就越是幸福，不是因偶性，而是因沉思本身的性质。因为，沉思本身就是荣

耀的。所以，幸福就在于某种沉思。”([2], p. 340)但亚氏在此也指出一个问题，即人的幸福仅有本性的

沉思是不够的。幸福还需要身体的善作为基础和外在的善作为辅助。“因为事实和生活是最后的主宰者”

([2], p. 340)真正的幸福绝不会脱离于现实世界，但仅仅停留在现实世界，执着于享乐的生活和荣誉的生

活，断离了人的形而上学维度，也不能得到内心真正的幸福。所以亚氏指出，“努力于努斯的实现活动、

关照它、使它处于最好状态的人，似乎是神所最爱的。”([2], p. 341)而这样的人，即是智慧的人。因为

智慧是同所有存在物的善相关的，是科学和努斯的结合，并且与最高等的事物相关。因此，“智慧的人

是神所最爱的。而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最幸福的了。”([2], p. 341)或许，正因为此，哲学才被称为爱智慧

之学。 

5.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与当下的意义 

不知从何时起，幸福逐渐被剥离了形而上的维度，成为了描述现实生活状态的词汇，灵魂的完满也

不再是人的最高追求和最终目的。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财富、倾城的美貌或至上的权力[3]。人类把自

我绑缚在经验世界，只能将眼前的所欲所求作为鱼钩去垂钓向往的“幸福”。大部分人类的灵魂只剩下

了实践维度，变成了单向度的人，沉溺于享乐的、动物式的生活之中。娱乐占据了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

分时间，并从中消磨人的意志，很多人开始变得浮躁，将生活的意义虚无化。人逐渐被异化，沦为器具

一般的存在。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并非是理论上的空谈，而是真正能够指引着实践去践行的幸福之路。在这样的社

会中，更应该放大亚里士多德的呼唤，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与生俱来的神性，看到幸福原本是理论维度

和实践维度的合一而非仅仅是物质指向。让更多人知道，与我们生命而言真正有益的善是与神同一的智

慧而非眼前的利益，明白我们更应该选择的是沉思的生活而不是被眼下的快乐所迷惑，明白我们更应该

追求的灵魂的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而不是一味的用物质去装裱我们的外表。让我们知道应该培养正

确的爱与欲求，让我们知道应该培养理智德性使我们拥有正确的目的，而不是任凭欲望泛滥去主导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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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知道应该训练道德德性使我们能使用正确的手段，而不是任性的妄为。让我们知道，作为一个

人，幸福是我们的最高善。合于完满的德性是获取幸福的前提，进入与我们的努斯相适合的沉思的生活，

开启属人的智慧，协调好外在善和身体的善，方可实现完善的幸福。 

6. 结语 

通过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物质

层面，而是深入到人的灵魂和德性之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善，是一种合乎完满

德性的实现活动。幸福不仅仅是生活得好和做得好，更是通过沉思生活实现人与神性的合一。 
在现代社会中，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盛行使得许多人对幸福的理解变得狭隘和片面。亚里士多德

的幸福观提醒我们，真正的幸福不仅在于外在的财富和地位，更在于内在的德性和智慧。通过培养理智

德性和道德德性，追求沉思的生活，我们可以实现真正的幸福。 
总之，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智慧，它不仅为个人的幸福提供了指导，也为社会的

和谐与进步指明了方向。在当代社会中，重新审视和践行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或许能让我们找到真正

的幸福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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