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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幸福悖论是指国民幸福感随经济增长反而下降的现象,其主要表现为部分发展中国家的

幸福指数高于发达国家、财富增长所带来的并非是幸福提升而是贪欲以及占有大量资本并未感受强

烈幸福。 幸福悖论根源于错误价值观念的消极引导、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背道而驰以及劳动的异化

和缺位。 为避免幸福悖论在我国滋生的可能,应以集体主义的价值追求支撑幸福愿景,以精神上的

美好感觉增进幸福感受,以奋斗幸福观的积极践行引领幸福追求,借此击碎幸福悖论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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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始终是人类矢志不渝的追求目标,是人对

当下生活高度认同的心理状态,对幸福的不断追求

时刻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然而,随着生产

力的迅猛提升和物质财富的不断累积,当下人们却

陷入了幸福悖论的困境,即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

更大的幸福,甚至出现相反的趋势。 近年来,众多经

济学家试图通过构建幸福指数等经济学手段来说明

并破解这一悖论。 但幸福归根到底是人的幸福,脱
离现实鲜活的个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条件来刻板地衡

量幸福注定是存在一定缺陷的。 我们应充分运用马

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对幸福悖论进行分

析,洞察当代人的现实生活需要,深刻剖析幸福悖论

的现实表现、内在根源及防范幸福悖论落地我国的

策略,为切实增强人民生活幸福感、创造新时代的美

好生活提供有效的策略支持。

一、深刻分析幸福悖论的现实表现

　 　 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于 20 世纪 70 年代发表

的论文《经济增长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民的幸福》
中提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尽管经济体量的增长

带动了国家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并改善了生活质

量,现代经济学更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

幸福增加”这个核心命题之上,但财富收入的增长与

幸福感提升并不同步的这一现实与人们通常以为的

“富人一般应该比穷人幸福指数高”的现实相矛盾,

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为幸福悖论或“伊斯特林悖论”。
幸福悖论的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发达国家的

幸福感并未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财富增长所带来

的并非是幸福提升而是贪欲以及占有大量资本并未

感受强烈幸福。

(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幸福指数高于发达国家

　 　 从国际间比较来看,居民收入与幸福感的关联

程度不高。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的研究,我
们可以看到,在单个国家内部,例如从美国这个国家

自身的数据调查和研究结果来看,收入达到某一水

平,幸福感确实是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强的。 富

人报告的平均幸福感高于穷人。 按这个调查结果进

行猜测和推断,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幸福水平

就更应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但这种猜测与一系

列现实的数据结果并不相符。
首先,部分发达国家的整体幸福水平并没有随

GDP 上升而同步增长。 伊斯特林以美国综合社会调

查的数据证明,1972—2002 年的经济增长和国民的

整体幸福感下降之间呈负相关。 他指出:“美国从

1972 年以来人均 GDP 虽然从 17000 美元增加到

34000 美元,但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值却呈下降趋

势”。[1]自 2017 年起,美国近五年的 GDP 排名始终

保持世界第一,但美国在 2020 年 5 月下旬的民意调

查显示,仅 14% 美国成年人感觉 “ 非常幸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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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同期这一比例为 31%。 同时,根据 2022 年世

界幸福报告显示,美国以 6. 977 的幸福指数排名第

16 位。 自 2018 年起,连续五年位列全世界第一幸福

国家的芬兰,五年来却从未进入过全球 GDP 排名的

前二十名。 不仅如此,这种经济发展水平和幸福水

平不相等的情况还发生在其他发达国家。 自 20 世

纪 70 年代以来,日本人均收入增长了 6 倍,但国民

幸福程度却无明显变化;根据 2022 年最新数据,
GDP 总量排名第三的日本,其国民幸福指数却排在

全球第 56 位。
其次,部分发展中国家能够位列各类世界幸福

指数排名前列。 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所提供的全球

50 个国家从 1981—2008 年的调查数据以及美国综

合社会调查所提供的 1972—2010 年的数据显示,在
发展中国家中,伊朗等多数国家呈上升趋势。 在英

国新经济基金在 2021 年发布的《幸福星球报告》中,
位列第一的是中美洲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哥斯达黎

加。 第二名是努瓦阿图,同样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幸福并不完全取决于 GDP
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部分

发展中国家的幸福指数要高于发达国家。

(二)财富增长所带来的并非是幸福提升而是贪欲

　 　 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个人的

经济实力的增强能够不断满足其物质需求,从而催

生自身幸福感,然而现实却表现为幸福感的背离。
马克思说过,“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

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

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

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

西。” [2]531 这足见物质基础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作

用。 生活于现实世界,每个个体都必然对生活条件

产生需求和欲望,其中物质欲望是最基本的。 在社

会生活资料极其匮乏的时代中,对于财富和生产生

活资料的大量占有必然能够带给主体巨大的心理满

足,从而衍生出巨大的幸福体验。 然而这种幸福体

验并不贯穿于人类社会的所有发展阶段,自工业革

命和科技革命以来,生产力呈爆炸式发展,绝大部分

人所能拥有的物质财富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然而

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大幅提升。
在西方现代化进程加速演变的过程中,经济和

财富的增长带给人们的是欲望的不断扩张而非幸福

感的不断增长。 经济增长的同时,人们对于物质的

需求标准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发展。 不仅

如此,由于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们的物质欲望呈

指数倍增长。 尽管社会大生产的繁荣、分工的精细

化和科学技术的应用都使得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

高,人的可支配收入也不断增多,但是人们的欲望也

在进一步增多,曾经只想要一台电视机,如今却想要

更多、更新、更大、功能更全的科技产品。 与此同时,
人们在与他人生活状况对比时产生的心理落差也使

自身的物质欲望愈发膨胀。 众所周知,幸福作为人

的一种感觉,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由于个人的收入、工作等差异,其生活水平和消费水

平必然存在差异,这就导致部分人群由于收入水平

和生活质量有所提高所带来的满足感在周围环境的

影响下被不断削弱,并随之对生活产生了比之前更

高的期待与欲求。 由此,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和现实

生活状况形成了无法填补的鸿沟。

(三)占有大量资本并未感受强烈幸福

　 　 在近几十年的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中获利最多

的主体是握有生产资料等资本要素的群体。 不同于

广大工薪阶层的劳动者仅仅依靠薪水来维持生活,
拥有更多资本就意味着收入来源范围更为宽广,比
如可以依靠投资、租金等多种途径获取大量经济利

益。 从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更多享乐方式和获取幸福

的手段的逻辑来讲,占有更多的资本要素将会收获

更加强烈的幸福感,但现实却表现为资产者处在物

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相互分裂的状态之中。
毫无疑问,占有更多的资本代表着物质需求已

实现一定程度的满足。 从马克思的视角来看,资产

阶级的整个人生都围绕着对资本的向往以及经济活

动所展开,对物质财富的贪欲和极度渴望是资本家

一切活动的出发点。 这促使着资产阶级不断追求物

质利益的最大化和财富积累。 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

私有化的条件下,资产阶级通过无情残酷地剥削无

产阶级来不断创造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和自身

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 这同时也导致了工人在劳动

异化状态下的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双重的缺失。 不

仅如此,雄厚的财力也为资本家带来了较高的社会

地位,这使他们享受着大量旁人所不能及的社会资

源,资本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物质享乐者。
然而,拥有更多的资本并不等同于精神幸福也

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资本家的精神幸福与物质幸福

之间存在一定的落差。 “除了对金钱资本的向往之

外,资本家没有自己的人生。 在这种意义上,资本家

自身也发生了异化。” [3]资本家的巨大物质财富及其

精神空虚程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实生活中依靠

资本要素获取财富的群体尽管过着纸醉金迷的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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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但这种过于富足的物质生活恰恰折射出其精

神生活极度贫瘠的现实状况。 在无限膨胀的逐利欲

望驱使下和商品拜物教的影响下,对金钱和商品的

占有被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他们每个人都将占有

更多的商品奉为圭臬。 然而,“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

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2]156 由于商业竞争,资本家

难免不生出忌妒心,导致这种占有还具有排他性,即
希望只有自己占有最大限度的财富和生产资料,这
种利己主义思想和行为都限制了其精神层面的丰富

程度。 不仅如此,资本家不断挥霍手中的财富,购买

奢侈精致的物品,但却在这种看似享乐的活动中陷

入空虚。 最终,物质财富的大量堆积却带来了精神

财富的匮乏。

二、科学探究幸福悖论的现实归因

　 　 尽管有许多经济数据和社会现象都在某种程度

上佐证了幸福悖论的可能。 但幸福作为一种主观感

觉,难以完全依靠冰冷而又机械的经济模型来测量,
更无法通过单一的物质满足而得到充分感受。 之所

以会出现这种悖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错误价值观

的引导、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背道而驰以及劳动的

异化和缺位。

(一)错误价值观误导了幸福取向

　 　 正确的价值观能够带给人积极向上的情感体

验,而歪曲的价值观则会阻碍人对幸福的感知力。
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生存发展和

主观感受都必然孕育于社会关系中,无法脱离社会

共同体而独立产生和存在。 马克思曾多次讲到共同

体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

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

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2]571 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而集体主义价值观能够有

效增强人的幸福感知力,充分保障这一目标的顺利

实现。 但西方资本主义推崇个人英雄主义,鼓吹个

人私有利益神圣而不可侵犯,忽视集体的力量和广

大人民群众的作用,减弱了人民对真正幸福的感知

能力。 同时,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是对特定社会经济

关系的反映。 恩格斯就曾在 《反杜林论》 中提到:
“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

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

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 [4] 在资本

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人们所奉行的价值

观主要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要求,这种价值归根

到底是为资本家服务的。 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财富尽管取得了大幅度增

长,但却不断造就现实生活中人的异化状态和不幸

福的现象。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人主义价值观造就了异化

状态,削弱了人对幸福的感知力。 这种异化状态首

先表现为人和人的异化。 商品拜物教将人之间的联

系从自然和社会关系改造成了物与物的关系。 在资

本逻辑的支配下,催生了精致利己主义,以自我为中

心、唯利是图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

高度分立状态,主体间关系的恶化和不和谐的社会

环境在极大程度上遮蔽了幸福的来路。 其次是人和

自然的异化。 资本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剩余价

值并实现资本增殖,但增殖行为无法凭空产生,“资

本的扩张必须通过物质化来实现,而物质来源离不

开一定的生态空间支撑。” [5]资本主义国家始终以牺

牲生态环境的方式来换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将生

态环境作为一种免费的馈赠而肆意使用,从而造成

了全球变暖等生态环境问题。 人在恶劣的生存环境

当中自然难以感受幸福。 最后是国家间关系的异

化,西方普世价值是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

集中体现,它始终强调其内在优越性继而将其作为

统一的文明范式进行推广甚至强加于人。 实际上只

是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活动,最终将会

导致国家之间的关系恶化甚至引发战争。 在这种异

化状态中,人必然无法感到切身的幸福。

(二)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反向发展阻碍了幸福感受

　 　 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本应为精神财富的积累和幸

福感的提升创设现实可能性,但现实却是人被物质

财富所奴役。 物质需求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和

欲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想愿景和现实期盼都会

促使人产生相应的物质需求,这种需求指导着人们

自身的行为,激励主体进行自觉的活动。 物质财富

是主体生命机能正常运转的保障。 可以说,没有了

物质财富,人的生存和生活便无从谈起,更无法谈及

幸福与否。 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人们将对

物的占有视作幸福的唯一来源,对工具理性的追捧

日益疯魔化,认为科技无所不能。 事实上,过度的物

质欲望是资本编织的美好陷阱,并非人的真实需要。
“资本逻辑为美好生活树立起虚假的、片面的评判标

准,扭曲了一些人的生活观念,即人们的真实需要完

全被消费欲望所取代。” [6] 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泛
娱乐化、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幻想不劳而获等心态

主导了人们的大脑,人们过度追求奢华无度的物质

生活条件,以浅薄空洞的感官享受替代高尚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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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境界的陶冶熏陶,只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而忽

视精神世界的塑造,逐步为“物”所奴役。 物质欲望

不断膨胀进而挤占精神世界的空间,人的精神世界

日益空洞化、浅表化,只能将幸福和快乐寄居在对商

品的购买所带来的感官享受上,甚至造成社会关系

的恶化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由此产生的幸福感犹如

昙花一现,无法得到持久和深刻的满足。
部分群体沉溺于物质和感官享受,忽视精神滋

养,存在精神需求异化现象。 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人不仅受到动物本能的支配,而且具有自身

的思想,其行为是自觉的有意识的。 人的多种物质

性活动也不断受到精神需求的支配。 当物质需求的

满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精神需求便跃升为人在需

求层面上的主要矛盾,对精神幸福的渴求便成为人

的活动的主导因素。 然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成熟

与运用、智能设备的易得性和便携性以及媒体内容

的新颖性。 人们日渐沉迷于低俗化、碎片化、娱乐化

的媒体内容,缺少深入思考,也很少有意识去培育深

层次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很容易出现迷

茫和无所适从的精神空虚。 不仅如此,精神世界的

提升必然伴随着主体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 个人内

在都具有自我发展的需求,而这种需求的满足必然

需要充足的时间。 马克思曾谈到:“时间是人类发展

的空间。 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
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

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 [7] 但由

于当代阶级压迫和剥削相较以前更加深入和隐蔽,
使得人们将本该用于创新发展的闲暇时间用于加

班,过度劳动的现象严重,导致人们的精神世界严重

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导致幸福的缺失。

(三)劳动的异化和缺位屏蔽了幸福体验

　 　 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现象严重,劳动者难

以通过劳动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 劳动本应该是个

人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更是能

够为自身带来无尽财富的必要途径。 但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工人的劳动却成为仅仅能够维持其生存的

手段和禁锢自身发展的枷锁。 可以说,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劳动不再体现为人的本能活动,社会劳动分

工的日益精细化使每一个劳动者基本上都具有特定

而相对狭隘的技术,这对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产生

了不良影响。 当下,劳动形式得到巨大发展,但这并

不意味着生产活动能带给劳动者个人自由全面发展

的机会,看似轻松灵活的工作形式实质上掩盖了无

限延长的工作时间和不断机械重复的繁琐工作,造

成了现代人更深层的异化困境。 在原有的工业资本

主义阶段,马克思就曾指出过其对于劳动者生产志

趣和生产才能的无情摧毁,如今,在科技支撑下的数

字资本主义阶段更是“将原本可供劳动者在劳动时

间以外自由支配的身体,在算法的组织和控制下异

化为可操纵的外表,将人自身异化为数字化生产活

动的一环。” [8]在这种条件下进行劳动,是在不断的

否定自我,很难为人们带来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幸

福之感。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工人生产的对象

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

品即资本的统治。” [2]157 马克思曾根据 20 世纪的状

况总结道:“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

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

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
精神遭摧残。” [2]159

当前社会不仅存在劳动异化,还存在劳动缺位

现象,人们在享乐主义中迷失自我、逃避劳动,导致

幸福感不足。 “幸福感是在劳动和奋斗中产生的,劳
动的价值在于创造,为社会发展而创造价值赋予了

人类劳动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 [9]57 享乐和享乐主

义不同,享乐是人的自然需求,而享乐主义则是资产

阶级的人生价值观,他们过度沉湎于物质享受,把享

受凌驾于劳动实践这一人的本质之上。 马克思曾指

出:“享乐哲学一直只是享有享乐特权的社会知名人

士的巧妙说法。” [10] 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

背景下,资本家的财富源于对无产阶级无尽的剥削。
在此前提下,尽管资本家的物质财富不断攀升,但由

于财富来的太过轻易,难以体会到亲手创造劳动成

果的获得感。 同时,在普遍的劳动异化状态下,劳动

者也无法感受到工作的乐趣和意义,在自身的劳动

中难以收获认同感和荣誉感,逐渐对工作感到倦怠,
企图逃避劳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环境所大肆宣扬的

享乐主义熏陶下,人们把追求个人感官享受视为人

生的最大目的,只顾当下不顾未来,逃避艰苦,不愿

奉献,惧怕奋斗,只愿沉溺于肆意挥霍和无尽享乐所

带来的泡沫式享受,最终将会导致精神上的痛苦和

社会发展的凝滞。

三、积极探讨西方幸福悖论现象扎根中国的
防范策略

　 　 幸福悖论并不是人类社会本身存在的悖论,而
是当下在私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认识出现偏差而产

生的现实社会问题。 部分人群以物质享受和占有为

快乐,以追求物质利益为人生的最高价值目标,忽视

精神上的涵养和进步,甚至造成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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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上的贫富悬殊。 可以说,在西方以资本逻辑

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的背景下,人民幸福本就不是发

展的根本目的,加之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异化状态的

广泛影响,出现幸福悖论这类经济发展高水平与生

活幸福背道而驰的现象是必然的。 当前我国已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伟

大征程,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谋求高质量发展,都是为了保障民生、实现人

民幸福。 通过积极探讨和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所

出现的幸福悖论的现实表现及现实归因,为我们积

极防范幸福悖论在我国滋生、切实提升人民的幸福

感提供了借鉴意义。 要积极防范幸福悖论在我国滋

生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以集体主义的价值追求支撑幸福愿景

　 　 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中蕴含着集体主义价值观

念。 马克思曾在书信中指出:“‘价值’ 这个普遍的

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

产生的。” [11]事物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满

足主体的需求,人们会本能性地趋近与自身价值相

近或对自身有利的事物而远离对自身不利的对象。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幸福悖论产生的原因之一就

是以资本逻辑为核心所产生的错误价值观的引导。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关注个人利益不同,社会主

义国家始终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 马克

思曾指出,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

的。” [12]邓小平也在南方谈话中曾指出“社会主义的

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

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3] 共同富裕的重点在

于共同,是不落一人的富裕,内含有保证公平正义的

集体主义观念,体现了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富

裕的集体主义意识。
我们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以集体主义意识消

解利己主义价值观,推翻幸福悖论滋生的思想温床。
共同富裕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理想愿景的伟大历史

目标和构想,不断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能

够极大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铲除幸福悖论滋生

的可能性。 在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始终坚持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

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

分配制度,保证社会公平正义。 在向着共同富裕伟

大历史目标不断稳步迈进、艰苦奋斗的过程中,每个

个体不仅能体会到自身本质力量不断涌现和得到确

证的满足,也能感受到逐步创造自身美好生活的幸

福感。

(二)以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的协同进步熏陶幸福

感受

　 　 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协同进步方能催生坚实持

久的幸福感。 幸福感受无法脱离物质基础,但这并

不意味着幸福由物质单方面决定。 尽管拥有各式各

样的商品和大量的金钱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但这

种感觉终究是短暂、片面、易逝的,由单一物质刺激

所带来的满足感将会在对物质利益的长久追求过程

中被逐渐消解。 整体而全面的幸福感受必然需要物

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发展。 人与动物的最大不

同就在于人有思想精神需要。 马克思将人的需要分

为三个层次,即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 在

物质财富能够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前提下,人必然

更加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和进步。 改革开放四十多

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人民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极大满足。 党的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 [14] ,人民对精神生活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这表明,幸福感的提升必然需要物质幸福

和精神幸福协同进步。
防范幸福悖论,我们应在为人民服务中增强精

神上的美好感觉,从而促进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协

同进步,进一步提升幸福感。 马克思曾说过,“如果

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
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

的、真正伟大的人物……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

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

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

人。” [15]马克思的观点不仅体现了他个人伟大无私

的追求,更揭示了幸福感的根源就在于对他人、对社

会的奉献以及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过程当中。 人的

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

并不是独立的,个人幸福是社会幸福的基础和表现,
社会幸福则表现为一种整体性、总括式的广大群众

的最大幸福。 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人民利益和幸福

作出贡献的过程必然能为个人带来精神上的巨大充

实,进而增强个人的持久而深刻的幸福感受。 我们

要把个人的理想追求同民族复兴、国家昌盛、人民幸

福充分融合,在为人民服务中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感受幸福生活。

(三)以奋斗幸福观的积极践行引领幸福追求

　 　 真正的幸福在劳动中方能得到充分涌现。 马克

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我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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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 [16] 劳动是

个人本质力量的生动体现,现实的人生存生活必然

无法脱离劳动。 作为人本质力量的生动体现,实践

活动能够带给人极大的精神享受。 每个人都对美好

生活有着期待和设想,这种美好愿景和既定目标是

个人劳动奋斗的精神推动力,在劳动中不断创造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接近自身的美好生活目标

时,人们的内心就会涌现出巨大的幸福感。 “经验告

诉我们,经历越大的艰难险阻,付出的辛劳越多,日
后我们反而更能收获持久的幸福感。” [9]55 不论是出

于生产的目的还是追逐自身目标的需求,只要个人

在实践活动中付出大量努力,哪怕最终并未达到本

身期待的结果,但这个过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带给

个人极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我们要大力倡导树立奋斗幸福观,在劳动奋斗

中创造和感受幸福,以真切的幸福感抵御幸福悖论

的怪圈。 西方幸福悖论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劳动的异

化,人们的劳动及其成果都不属于自己,在这个过程

中无法感受劳动所带来的乐趣。 然而,在社会主义

国家中,人民是劳动的主人,更是奋斗的主导者,是
美好生活的实践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奋斗本

身就是一种幸福。 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

人生。” [17]中华民族的历史充满了曲折坎坷,几百年

的历史就是一部受苦受难的屈辱史,然而中华民族

几经磨难却仍薪火相传的核心密码就在于从不轻言

放弃,始终坚定自身的理想信念,向着自身的美好生

活愿景努力奋斗。 同时,奋斗也是激发幸福感的坚

实动力。 “奋斗本质上就是展现人类革命性力量的

可靠手段,能够帮助人们区别于动物,确证人之为人

的本质力量,促使人们感受‘身为高级动物’的自豪。
所以,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奋斗不仅能给人带来物质

财富,也能给人带来精神愉悦,产生幸福感。” [18] 随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机遇和挑战同样

增加,树立奋斗幸福观能够激励我们直面困难,勇于

用顽强拼搏之姿打破发展困境,为满足自身美好生

活需要创造充足的条件,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积聚磅礴力量。 在致力于实现中国人民普遍幸福

的中国梦而劳动奋斗的过程中,人民的幸福感必然

得到充分涌现。
幸福悖论归根到底是对经济决定论的现实反

驳,对于幸福的感受理应建立在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协同进步的前提之上。 实践证明,在以集体

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能够保障劳动

者劳有所得,使人民在富足的劳动果实和充实的

精神感受中体验幸福。 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全新历史起点上,对幸福悖论的深入

分析能够揭示幸福的获取途径,有助于充分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个人生活的

幸福感。 相信,随着人们朝着美好生活努力奋斗

行动的现实演进,幸福悖论的怪圈必然不会降落

在中国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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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adox
 

of
 

happiness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national
 

happiness
 

declines
 

with
 

economic
 

growth,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happiness
 

index
 

of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wealth
 

growth
 

does
 

not
 

lead
 

to
 

happiness
 

but
 

greed,
 

and
 

the
 

possession
 

of
 

large
 

amounts
 

of
 

capital
 

does
 

not
 

arouse
 

a
 

sense
 

intensified
 

happiness.
 

The
 

paradox
 

of
 

happiness
 

originates
 

from
 

the
 

nega-
tive

 

guidance
 

of
 

wrong
 

valu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piritual
 

wealth
 

and
 

material
 

wealth,
 

and
 

the
 

alienation
 

and
 

absence
 

of
 

labor.
 

In
 

order
 

to
 

prevent
 

such
 

phenomena
 

from
 

happening
 

in
 

China,
 

this
 

paper
 

holds
 

that
 

China’s
 

pros-
pect

 

of
 

happiness
 

should
 

reply
 

on
 

the
 

pursuit
 

of
 

collectivism,
 

Chinese
 

people’ s
 

sense
 

of
 

happiness
 

should
 

be
 

en-
hanced

 

through
 

nice
 

spiritual
 

feeling,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should
 

be
 

led
 

by
 

the
 

active
 

practice
 

of
 

the
 

concep-
tion

 

of
 

striving
 

for
 

happiness.
 

In
 

this
 

way,
 

the
 

so-dubbed
 

happiness
 

paradox
 

can
 

be
 

avoide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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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ox;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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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reasons;precau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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