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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中，人们对幸福的追寻与思索始终流淌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里。先秦儒家对幸

福有着深入思考，将“孝”至“仁”视为幸福之源，认为获得幸福的关键是以“仁”去约束人们自己的

私欲。同时，先秦儒家将社会幸福视为真正的幸福。社会幸福不仅是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最终目的，更是

整个社会所追求的共同目标。通过深入挖掘先秦儒家幸福观，对于人们正确定位个人幸福、积极营造家

庭幸福、为社会幸福而奋斗，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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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eople’s pursuit and contemplation of happiness have 
always flowed in the spiritual blood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pre-Qin Confucians had deep thoughts 
about happiness, and regarded “filial piety” to “benevolence” as the source of happiness, and be-
lieved that the key to happiness is to restrain people’s own selfish desires with “benevolence”. At 
the same time, pre-Qin Confucians regarded social happiness as true happiness. Social happiness is 
not only the ultimate goal of each individual’s pursuit of happiness, but also the common goal pur-
sued by the whole society. By digging deeper into the pre-Qin Confucian concept of happiness, it has 
an important contemporary value for people to correctly position their personal happiness, actively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1002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1002
https://www.hanspub.org/


谢杰，马玉欢 
 

 

DOI: 10.12677/acpp.2025.141002 7 哲学进展 
 

create family happiness, and strive for social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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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幸福的追寻与人类历史本身一样久远。“追求幸福”贯穿于人们不同的文化和

宗教传统之中。幸福现在是、过去是、将来永远是任何时代的人一致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中国，人们思

考幸福的历史深远悠扬。先秦的古代先贤已经对幸福有着很深的认识。而“先秦”所指的是秦代以前的

历史时期。广义的“先秦”是指秦代以前的一切历史，而狭义的“先秦”是指周分封秦国以后到秦始皇即

位的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先秦的人们并没有把“幸”与“福”组合起来使用。相反，人们更多地是用

“福”和“乐”之类的词，来表达自己对幸福的思考，比如“五福”、“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

在其中矣”[1]等。 

2. 先秦儒家幸福观的出场背景 

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

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物质生产发生变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之影响人的思想观念。

先秦儒家幸福观的形成必定是与人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人有了更多

的闲暇时间对幸福问题进行思考；同时，社会的残忍现状也让人不断去思考，真正的幸福到底是什么。 

2.1. 铁器牛耕与井田制的瓦解 

历经夏、商、周三朝，土地所有制逐步发展，最终形成“井田制”。“井田制”与周朝的分封制度非

常类似，周天子居住在都城，各诸侯王分封于全国各地。周朝的分封制度在推行之初，各诸侯王还能安

分守己，以周天子为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封制度逐渐瓦解，诸侯王割据一方，不再响应周天子

的号召。西周后期，百姓已经开始使用铁器。春秋时期，铁农具已经被广泛地区所使用。战国时期，铁器

品类和数目较多，出现了牛耕。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从而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于是，各个诸侯国

开始土地改革，鼓励百姓开荒，大大提高百姓的劳动热情。同时，由于农业用具的改进，使得百姓能够

独立地进行生产。这不但使百姓财富的增长，也为百姓节省了劳动时间，使其开始有了闲暇时间。一部

分人可以不用从事体力劳动，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百姓中的一部分人便开始专门思考人的幸福问题。 

2.2. 周王室的衰退与诸侯的纷争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地

丰富，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诸侯承认土地私有，并将其视为基本土地所有制。各诸侯国的经济和军队

得到极大发展，开始挑战周天子的权威。春秋时期，各国连年征战，礼乐崩坏。周天子的统治被打破，诸

侯相继称王，天下大乱。旧的体制正在崩溃，而新的体制却还迟迟未出现。残忍的社会现实刺激着人们

对幸福展开思考。人们不仅进行了自省，而且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的背后原因展开深入思考，思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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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才能使社会恢复到稳定的状态。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人们思考得出不同的“救世良方”。

因此，他们对幸福的看法也有所不同。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便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3. 先秦儒家幸福观的主要内涵 

早期农业生产依靠大量劳动力，血缘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血缘关系构成了家族，又慢慢演变

为初期的国家。周朝建立在以血缘关系基础的分封制之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关系已经不能再维

系其统治，社会动乱。孔子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提倡要恢复周礼，重视亲情，推崇“孝”，从“孝”到

“仁”形成了先秦儒家幸福观。 

3.1. “为人之本”的家庭之乐 

孟子认为，“父母具存，兄弟无故，一乐也”[3]。家有双亲在，兄弟皆无恙，此乃人生最宝贵的福

分。家庭之乐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也是人获得幸福的关键。首先，孝顺父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人一

出生，第一眼看到的是父母。父母抚养自己长大，人理应孝顺父母。其次，“孝”是君子所必备的品德。

人只有具备了这种最基本的道德意识，才能称之为“人”。人若连孝顺父母这样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

人的本性何在。再次，“孝”最大的作用在于安抚人心。先秦儒家以人的自然情感“孝”为基础所建立的

社会治理体系，最终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安定。最后，家庭之乐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情感之上的，这种感

情在道德方面便是“孝”，将“孝”由从自己推向他人就变成了“仁”。而“仁”已经超越了家庭的界

限，而有了普世的意蕴。孔子曾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4]。先秦儒家重视人的天然情感，看重

个人修养，当人诚恳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时，他会本能地感觉到自己该做什么。如果没有这种觉悟和诚意，

就无法成就“孝”和“仁”。“仁”是人发自内心，注重道德修养的产物。有了“仁”，人便可接触到天，

获得大德。“诚则明矣，明则诚矣”[5]。人只有真正审视自己内心，才会体悟到世界的运行规律和明确

自己的责任，便不会在意自己的得失，而是以此为己任即“义”。先秦儒家幸福观以“孝”为基再到“仁”

的超脱功利，其幸福观便有了轻“利”重“义”的特点。 

3.2. “先义后利”的精神之乐 

“义”与“利”的关系问题贯穿于先秦儒家幸福观的核心。孔子：“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君

子哉”[6]。孔子把“义”放在首位，“义”是人所有行为的最高标准。“义”通常有两层意思：一是社

会对人们的责任和义务的规定；二是指人最根本的准则。首先，在阶级社会中，“义”是有条件的。孔子

认为，“义”即当时的“礼”，也就是“仁”这一最高的道德原则和由这一原则所规定的道德规范体系。

人的行为只有符合“仁”才是有道德的，即“义”。反之，便是非“义”。其次，与“义”相对的“利”，

是指利己的行为，而非为国家或集体之利。要服从社会的伦理规范，人需要与自己的私欲作斗争。孔子

认为，人如何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道德评价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再次，在选择“利”

还是“义”时，“义”是第一位。先秦儒家提倡君子人格，认为君子不应贪图荣华富贵。人即使物质艰

难，也要保持安贫乐道的态度。“饭疏食饮水……乐亦在其中矣”[1]。人虽食粗茶淡饭，但仍在不知疲

倦地求学，这就是先秦儒家所崇尚的精神之乐。“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7]。食物可以满足口腹之

欲，美女可以满足肉体，但只是这样的话，人就和禽兽没有区别。因此，先秦儒家认为，坚持道德自律与

精神自足，远胜于物质享受。 
然而，先秦儒家对“利”并非全盘否定，而承认在特殊的情况时，如果人的利益合乎伦理，也应该接

受它。“富而可求也……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8]。相反，“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9]。孔子认为，在涉及到自身利益时，先要考虑这样做是否合乎道义。此处的“利”为个体之利，而“义”

为道德准则。“放于利而行，多怨”[10]。人如果放纵自己，只顾个人利益，一味地去追求私利，会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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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怨恨。“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11]。君子在其应得的财富和地位面前，

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反而，不合乎道义，应该弃之。其次，孟子虽提倡先义后利，但也主张给予普通民

众物质需要最基本的保障。在物质条件有限的条件下，只有“士人”才能保持较高的道德水准。对于普

通百姓而言，如果没有足够的财产养活自己，便会从事犯法的活动。孟子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

心”[12]。他认为，要想让普通人安分守己，得让他们有足够的产业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同时，孟子

反复强调，要重视民众的生活，要让民众有充足时间和条件从事生产活动，要让民众都能吃得好、穿得

暖。唯有如此，民众才能服从君主的统治，国方可安稳。 

3.3. “天下大同”的社会之乐 

孟子曾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3]。“善天下”的责任感表现为精神力量。人们哪怕

是在贫困、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能在为“天下”的过程中感受到无穷的快乐，从而鼓舞着无数的

仁人志士肩负起挽救世界的重担。先秦儒家社会理想的终极指向便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4]。在

这个社会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5]，品德高尚的人身居高位，君王以治人，人

民互相爱戴，老人受人尊敬，儿童享有好的教育，以德教化天下，人人都能获得幸福，此谓之“大同”社

会。周朝的政权以分封制为基础，周天子根据血缘关系进行分封，从而形成“家国一体”的国家形态。现

实国家变得无关紧要，反而共同体的观念变得至关重要。王朝的更替时常发生，但统一的趋势却是无法

阻止。人们心中存有更大的观念“天下”。“天下”不仅是对“天命”、“天道”的抽象表述，也是现实

中的道德伦理秩序。先秦儒家便是“天下”的弘扬者和维护者。 
先秦儒家幸福观以个人道德教养为出发点，而这种个人道德教养的出发点则是“孝”的自觉，由“孝”

的自觉到“心系天下”，即“修身治国平天下”[16]。孟子曾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7]。不管是对君子人格的重视，还是对重义轻利的坚守，都表现为先秦儒家轻物质，重精神，对

生活的磨难也能谈笑风生。其次，先秦儒家对个人幸福固然关心，但是在这种关心之上却有无法摆脱的

牵挂，那便是心系“天下”。再次，在先秦儒家幸福观中，既有忧患意识，也有乐道精神。孔子说，“君

子忧道不忧贫”[17]，忧的是大道不能为世人所用，乐的是他的心里有着任何人都无法夺走的雄心壮志。

马棚着火了，孔子不顾马的安危，反而问道：“伤人乎?”孔子展现的人文关怀，正是先秦儒家幸福观“天

下大同”社会之乐的反映。人不在乎自己的得失，只在乎天下苍生的幸福。“乐以天下，忧以天下”[7]。
不管是孔子说的“富之，教之”[18]，或者孟子所说“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7]，都反映了先

秦儒家对平民百姓的深切关爱。对底层劳动者而言，温饱问题是长久以来困扰他们的问题，在那些骄奢

淫逸、衣食无忧的王公贵族面前，他们敢于大胆地宣传自己的理念，让君王们去“仁治”，与人民一起享

受幸福。并且，先秦时期的儒家重“入世”，他们关心百姓，为其奔走呼告，将自己的社会理想付诸实

践。他们一方面是旧制度的坚定继承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因其怀有“天下”雄心壮志，先秦儒家并没

有盲目地遵从诸侯实际的统治，而是常用自己的社会理念去评价、看待诸侯。当君王变得荒淫无度的时

候，鼓励人民起义，去推翻他们的统治。 

4. 先秦儒家幸福观的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身上所蕴含的“安贫乐道”精神，即他们在求知、悟道、接受艺术熏陶的过程中，获得精神

上的幸福。对我们而言，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都不可或缺。正确处理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关系，对人

们能否通往幸福道路至关重要。 

4.1. 有利于人们正确定位个人幸福 

人的个性与才能各不相同，自然也就有了不同的需求，所以每个人对幸福的抉择是无法重复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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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作曲家，科学家，劳动者，民工，他们的职业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职业都是平等的。人们所要做

的就是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幸福道路。孔子一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五十

而知天命……”[17]。孔子发现自己并不是天生就可以寻找人生的归宿和幸福，只有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

中才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之路。当今的世界，交往沟通越来越多，人应该多出去走走，用自己的双腿、自

己的手、自己的脑子，来决定自己的生活。幸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每个人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主动

去实践、去选择，才能创造自己的幸福人生。因此，站在个人幸福的层面上，关键于在人生的实践中，勇

于抉择合乎自身的幸福道路。其次，当今社会的物质资源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人民的幸福并

没有随之得到大幅度提升。先秦儒家幸福观中的知足常乐并非让人满足于现状，不再主动地去争取幸福，

反而是要对自身的成功与失败进行理性的思考，对金钱和名利保持清醒的头脑。相反，在实际生活中，

由于利益驱使，很多人走上了非法的道路，为了获得升迁，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

为了金钱，不顾家人和道德，腐化堕落的风气之所以如此严重，就是因为人缺少满足感，到头来只是一

场镜花水月。人要拥有一颗“知足”之心，对成功和失败平淡地看待。只有在生活中保持一种“超然”的

态度，才能使心灵得到安宁，从而得到精神满足与幸福。正如孔子所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

之将至”[19]。反之，如果你一直没有满足于自己的欲望，那么你就会一直在追求一时的快感，但片刻的

快感过后，只剩下漫长的空白和枯燥，再去苦苦寻找新的乐趣，最终你永远也得不到幸福。 

4.2. 有利于人们积极营造家庭幸福 

家庭幸福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关键，和睦的家庭气氛、和谐的家庭关系会让幸福更早到来。先秦儒家

幸福观着重强调“孝”，这种自然的感情要求人对自己的内心进行真诚的审视。只要内心有真诚，家庭

就会有爱，家庭成员可以包容彼此的缺点。当你和你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把自己的负担放下来，

在家里的你是最真实的自我。在先秦儒家幸福观中，对“敬”也十分重视。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

游必有方”[9]。在当今的世界，子女有自己的生活轨迹，要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多和家人沟通。家庭

幸福是个人幸福的基石。然而，现在独居人数呈上升趋势，离婚率持续走高，但人口出生数量却持续下

滑。这是因为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人都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家人。既不能孝顺父母，也不能关

爱配偶，家庭矛盾渐渐多了起来。虽然事业很重要，但失去家人的陪伴，会让人变得孤单。哪怕是因为

工作的缘故，不能经常陪伴在父母身边，也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把自己的生活分享给他们，

对父母做到尊重。同时，作为家长也要理解孩子，让孩子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幸福。 

4.3. 有利于人们为社会幸福而奋斗 

在先秦儒家的眼中，为别人谋求幸福并不是站在功利的立场上，而是为了人民的安居乐业而努力，

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就感，只有这样人们才更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人是生活在特定的场景中的，具有子

女、父母、员工等各种社会关系，正是这些因素才形成了每一个特定的人。每一个人的幸福都是与别人

的奉献和劳动分不开的，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人所享有的一切都是通过自身的劳动而来的。人

应当主动追求个人幸福，这是由幸福的性质所注定的。但对幸福的追寻不能离开别人，更不能脱离社会。

若每个人都心怀奸诈，视别人为敌，社会幸福就不可能实现。个体幸福要在社会中去实现，社会幸福终

究是要落到每个人身上。孔孟终其一生都在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但他们却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大贡献，因

为他们将实现他人幸福当成了自己幸福的实现。人在奉献时，可以亲身感受到他人幸福，从而自己也会

产生幸福感。但想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却非常困难，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在低物质和低欲望的环境当中。 

5. 结语 

回顾先秦儒家幸福观，我们不难发现，几千年前的圣贤已经对幸福有着深刻的理解。先秦儒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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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扎根于人的血脉亲情之中，从血缘之爱拓展到普世之爱，在“义”与“利”之间的取舍中，开启了一条

从个人修养走向“大同”的入世道路。对我们而言，从先秦儒家幸福观中汲取智慧，明确前行方向，才能

让我们通往正确的幸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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