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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幸福是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马克思关于从现实的人谈幸福,劳动是创造幸福的源泉,幸
福是物质和精神相统一、个人和社会相统一的幸福的观点,是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理论基础。 中华

传统文化中的以民为本,讲求自我修养,争取大多数人的幸福,是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文化源泉。 从

“两个结合”视域看,习近平奋斗幸福观认为,幸福是人民至上的幸福;幸福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幸
福是物质奋斗和精神富足相统一的幸福;幸福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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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是个人需求得到满足时产生的一种满足

感、愉悦感;幸福观指的是人们对于幸福的根本观点

以及根本看法,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看待

幸福问题上的反映。 幸福作为一个永恒的实践话

题,一直以来被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定义。 不管如何

定义,都无法跳脱“人” “活动”的范围,更有甚者认

为“神”是幸福的终极来源。 马克思将幸福从天上拉

回人间,打破了西方哲学家们把幸福归咎于彼岸世

界,提出要从现实的人来理解幸福,重新确立了此

岸世界的幸福,将幸福具象化。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

多次对幸福进行了论述,为我们理解幸福提供了理

论借鉴。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是对其的继承和发展,
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

形成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幸福观中国化、时代化的

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历史。 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突出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性,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幸福

的观点是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文化来源。 党的二

十大报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

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

必由之路。” [1]

新时代继承和发扬习近平奋斗幸福观,对贯彻

落实“第二个结合”,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追求幸福,以
及实现全人类幸福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幸福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幸福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多次在公开

场合发表关于幸福的相关论述,且这些论述始终坚

持以马克思的幸福观为理论指导。 马克思之前的哲

学家们对于幸福有不同的理解。 古希腊梭伦对幸福

进行了界定:“幸福就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在他看

来,公民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

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2]176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

是合乎自然的,是最高级的善,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

福的自然倾向,幸福是其他目的的目的。 伊壁鸠鲁

提出快乐幸福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

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

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而以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

善” [3]36。 斯宾诺莎力图定义一个永久的幸福,这种

幸福一经被发现,就可以永远享受其所带来的无上

的快乐。 马克思继承前人对幸福的理解,提出不仅

要基于现实的人考察幸福,更要以实现全人类的幸

福为己任的幸福观。

(一)幸福的起点:现实的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 唯物

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中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现实的

人的幸福是幸福的起点,幸福应存于现实世界。 一

些哲学家们把幸福蒙上了神秘主义的面纱,认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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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世界充满苦难不幸,将幸福寄居于彼岸世界。 马

克思在《黑格尔法学批判导言》中从宗教的批判、政
治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三个维度对现实世界的幸福

进行了确证。
首先,宗教以精神鸦片的形式,许诺现实世界的

人要达到彼岸世界的幸福,必须忍受此岸世界的苦

难。 但人们所需要的不是宗教世界中的虚幻的幸

福,而是现实世界中人自身的现实的幸福。 只有对

宗教进行批判,才有可能实现此岸世界的幸福。
其次,从宗教的批判转到对政治的批判,确立现

实中的此岸世界的真理,使得被压迫的人意识到自

己被压迫的事实。
最后,基于政治批判可能性的分析进行哲学批

判,从现实的人出发,让哲学成为人革命的勇气。 马

克思用思辨方式摧毁了宗教驾驭人的根基,确证了

人的现实性,阐明了幸福的主体意义,为幸福赋予了

现实的人的真实生活的内涵。
幸福的主体是现实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观察

和研究问题都是立足于现实的人。 因此,不论是原

始社会中的人,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人,都
是现实的,人的现实性意味着人能够在物质实践过

程中确证自身的本质存在,能够创造幸福。 马克思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首次对现实的人进行了规

定:“有生命的个人。”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是现实的

人,现实的人的活动以及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

着历史的进程。
习近平充分吸收了马克思现实的人的理论,明

确了幸福是每一个人的幸福,是人民的幸福,坚决反

对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生活空谈幸福。 马克思对于

幸福主体的人的理解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习近平将

马克思从事物质实践活动的人具体到每一个中国人

民,注重解决人民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 同时幸福

又需要人民群众的努力奋斗来创造,进一步深化了

幸福和人之间的关系。 “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

为人民幸福而奋斗。” [4] “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

底气。” [5]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采访中都深情地提及

人民并身体力行践行人民观。

(二)实现幸福途径:自由劳动创造物质幸福和自身

精神满足

　 　 劳动是创造物质财富的根本来源,人们在劳动

中可以体会到生活的乐趣,获得幸福。 恩格斯认为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工人身体和精神压抑的根

源。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工人追求

的幸福被束缚。 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自身能够

占有的就越少,劳动对工人来说越变成外在的东西,
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其
只有在劳动过程之外才会感到自在。 马克思、恩格

斯认为要想重新复归劳动创造幸福,就必须使劳动

自由自觉,扬弃异化,“人们不再把劳动看作是自己

以外的事情,不再因为劳动而受奴役,相反正是劳动

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快乐” [6] 。 劳动者进行劳动的根

本目的是追求幸福,整个社会“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

旋转” [7]627。 马克思认为随着物质条件不断改善,人
们在满足了物质层面的幸福之后,要更加注重精神

层面的幸福。 恩格斯同样也认为人的生存和享受的

需要是辩证统一的。 当人们生存的需要得到满足

时,享受需要的满足逐渐变成一种必需。 物质需要

的满足会带来幸福,但真正的幸福是人全面发展的

需要获得的满足。 总之,只有物质的幸福不是真正

的幸福,物质层面所带来的幸福不是持久的,真正的

幸福是物质和精神相统一的幸福。
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幸福,以及

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的观点,将劳动创造幸福时代

化,指出幸福需要人们通过不断地奋斗获得。 中国

共产党在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过程中,不仅要

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更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

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春节团拜会上指出:
“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 [8] 2019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颁授仪式上指出:“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

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

进。” [9] 2020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

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 [10]

(三)幸福的最高目标: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有机

统一

　 　 个人的幸福在本质上和社会整体的幸福息息相

关,社会整体的幸福是比个人幸福更高的幸福。 只

有为人类作贡献才是最高理想、最高级形态的幸福。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现实的人在从

事物质实践活动时,绝不会是作为孤立的单独的个

体存在的,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人与人之间逐

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社会的发展和每

个人的发展息息相关,个人通过劳动实现了物质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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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和精神幸福的同时,也会促进社会幸福的实现;共
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为全人类的自由

和幸福而不懈努力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只有每

个人都自由幸福,个人的幸福才会持久。
综上所述,马克思认为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是

有机统一的,并且社会幸福是更加深沉持久的幸福,
幸福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幸福。

习近平为全人类谋幸福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个人

幸福和社会幸福相统一的继承和发展,但是又将全

人类的幸福延伸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高度。 马克

思为全人类谋幸福的观点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私有制

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阐释。 当今世界虽然

仍处于马克思设想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

会过渡的时代,但又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 世界越

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人类的前途命运越来越休戚相

关,这些都是马克思未提及到的。 “政党作为推动人

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担起为

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 [11] 习近平

总书记的这一论述切实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为世界

人民谋幸福的中国担当、中国态度和中国决心。

二、文化渊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

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文化滋

养。 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很多关于幸

福的理解:个人通过自身修养可以获得幸福;君主为

了维持其统治,在施政时要考虑民众的幸福;墨家谋

求集体的幸福;儒家天下大同的思想,等等。 新时

代,通过对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幸福观进行挖掘,对于

我们更好地理解、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而追求幸福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注重民众幸福的根本目的:维系社会稳定

　 　 中国上下几千年虽历经朝代更替,但以民为本

的思想一直贯穿其中,不管朝代如何更替,历代君主

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的稳定以及社会的长治久安,
在施政时都无法避免地考虑民众的幸福。 以民为本

中的“民”指的是占据国家大多数的黎民百姓,从事

生产活动的活生生的人。 孟子强调“民贵君轻”,在
君民关系上,民高于君;“得民心者得天下”,赢得民

众的心,给予百姓所需要的,是获得天下最好的办

法。 《尚书》有曰:“民为邦本。”人民是国家的根本,
人民是国家稳定的关键;“君权神授” “君权人授”,

君权不是通过实行暴政或者强权就能得到的,而是

上天和人民赋予的。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重视人民的

作用,同样也包含着许多固民的措施:以民为本就要

爱护人民,君主要具有爱民之心,时时刻刻关乎人民

的疾苦;要懂得节制,为人民谋利;要学会合理利用

资源,让人民能有所依靠。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为人民谋幸福的根本目的就

是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在中国传统历史中,历代

的君主不断采取惠民、利民、安民的政策,都无法跳

出政治统治的局限性,在政治领域建立民本思想是

历朝历代的主流。 施政者得民心,是为了得天下,只
有得民心政治才会稳定。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跳出了

政治的历史局限性,不仅提出要以民为本,还指出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满意的生活。

(二)个人通达幸福的路径:自我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通过个人修养的提升,以及

精神世界的丰富,可以通达幸福。 荀子在《劝学篇》
讲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人行千里,如江海是一点一滴形成的;韩愈《进

学解》中“业精于勤,荒于嬉”,只有勤劳奋进才能成

就大业。 儒家讲求通过修德来追求幸福,把“仁“作

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并把“仁”作为实现幸福的重要

前提条件。 孔子把“仁”和“礼”联系在一起,一个人

想要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必须用“礼”来约束

自己的一言一行。 孟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 “见

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一个人要经常反省

自己,遇到贤人向其学习,遇到不好的行为反思自

己。 《论语》有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

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的幸福不在于外物的丰

富,或者利益的满足,而在于内心的富足。 道家同样

认为幸福不在于是否能够占据巨大的物质财富,拥
有多大的权力和名声,而是在于是否能够得道。 庄

子在《逍遥游》中写道:“若夫乘天地之气,而御六气

之辩,已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人们过多地追求

物质使自身丧失了本心。 只有通过义利皆抛弃,自
身精神进入返璞归真的状态,才能通达幸福。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强调物质和精神幸福相统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就个人幸福而言,强调勤奋自

省,丰富自身的精神境界,顺其自然就能成就自己。
其更加突出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对物质追求的舍

弃。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强调既要满足人民的物质生

活也要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并且随着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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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人们对于物质和精神幸福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也

要不断满足。

(三)高尚的幸福追求:大多数人的幸福

　 　 墨家强调重视集体的幸福,儒家追求天下大同

的理想幸福,这种幸福观点跳出了个人发展的狭隘,
将眼光放到人类发展的宏大视野。 墨子基于其所处

的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剥削、压迫等一切不合理的

存在,强调“兼相爱,交相利”。 “兼相爱” 指不分贫

富等级,对所有人乃至整个社会都是无差别的爱;
“交相利”指抛却个人狭隘的私利,把关注点放在集

体利益之上,主张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为了实

现“交相利”的目标,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墨家提倡要

“兼爱”,即爱他人。 墨家虽然提倡“交相利”,但是

是立足 “ 兼爱” 的功利主义,放弃了纯粹的私利。
“大同社会”是儒家追求的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在
这样的社会中人人平等,和睦相处,物质生活富足。
同时其还十分重视个人的教育,通过教育给社会培

养有理想、有才能又有道德的人才,以求达到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同样也强调社会幸福,但是

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脱离实际、空谈社会整体的

幸福。 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密不可分,社会幸福是

个人幸福的重要保障。 只有将国家、社会、集体的幸

福和个人的幸福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幸福才能更有

保障、更持久。 虽然中国传统中的这种社会理想脱

离现实,但仍为当今社会强调集体利益,坚持国家利

益至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提供

了传统智慧。

三、内涵剖析: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新发展

　 　 幸福这个永恒的话题,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

统文化中都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我们不是历史虚

无主义者,更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始终

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维护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继承者和弘扬者。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不仅一脉相承

马克思的幸福观,同时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合理部分,推陈出新,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一)幸福和人民的关系:幸福为了人民,幸福依靠

人民

　 　 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要从“现实的人”出发去追

求幸福的观点,同时将“现实的人”具体到人民,提出

幸福为了人民,幸福依靠人民。 中国历史几千年,不
停更迭,贯穿其中不变的一条主线是君主要考虑人

民的幸福。 习近平继承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合理

部分,又抛弃了狭隘的政治局限,提出“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伟大论断。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

坚持人民至上,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继

承发扬,又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深刻践行。
幸福为了人民,幸福依靠人民。 “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2]
 

“走好今天的长征

路,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 [13] 这些论述

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

发,始终坚持一切发展为了人民,幸福的实现不是依

靠某种神秘力量,而是依靠人民。 当今时代是奋斗

者的时代,人民作为实现幸福的主力军,应树立正确

的奋斗观,积极主动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党中央必须始终保持和人民的血肉联系,站稳人民

立场,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人民群众接续

奋斗,不断创造幸福生活。 青年作为新时代追求幸

福的最活跃的部分,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新

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

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4]71 列宁

认为,“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

来担负。” [15]328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青年创造幸

福的重要作用,鼓励青年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摒
弃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错误思想,勇敢地担负起历

史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为全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
青年须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 “小我” 和

“大我”之间的关系,将自身的幸福和国家民族的幸

福紧密相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来追梦、
圆梦,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综上所述,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主体是人民,幸
福实现的主力军也是广大的人民。 习近平将幸福和

人民这二者紧密相连,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

和广大人民树立正确的奋斗幸福观、创造更加美好

的幸福生活提供了理论指导。 这一理论既是中国共

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现实写照,也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

要义。

(二)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物质奋斗和精神富裕

　 　 习近平认为奋斗是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这种

奋斗是物质和精神丰富的有机统一。 中国传统儒家

思想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仁”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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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约束来提高自身的修养;道家主张自然无为,
通过义利皆弃,使自身达到超脱的境界。 马克思认

为自由自觉的劳动是创造幸福的来源,人们在劳动

中可以获得幸福。 习近平将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我修

身和马克思劳动创造幸福有机结合,提出了奋斗是

创造幸福的根本途径。
幸福源于奋斗,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习近

平将奋斗和幸福有机结合,强调幸福的来源是一步

步的奋斗实践,奋斗的结果和过程就是幸福实现的

过程。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

产党人的奋斗精神。” [16] 建党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共

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

断创造一个又一个历史性新成就,中国人民靠自己

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人

们进行奋斗的原始驱动力就是获得幸福,在获得幸

福的奋斗过程当中,同时不断地推动人类社会向前

发展。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只有奋斗者、拼搏

者,才会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 习近平的奋斗幸福

观明确了奋斗和享受幸福之间的关联:一劳永逸不

是正确的幸福观,安逸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幸福,只
有奋斗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幸福。 人们通过奋斗在创

造和获得自身需要的对象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

聪明才智,确证自己存在的意义,使自身的幸福感、
获得感不断增强。

奋斗所追求的幸福是物质和精神相统一的幸

福。 墨家“兼相爱,交相利”启示人们:要树立正确的

义利观,正确看待物质在幸福中的作用;要树立正确

的奋斗观,将个人幸福和国家的幸福结合,把国家和

民族的幸福放在更高的位置,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

和精神境界,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积极投身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马克思的幸福观强调物质

满足之后,应该注重精神境界的提升,真正的幸福是

物质和精神相统一的幸福。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转化表明,人们的美好生活不仅需要幸福的物质

生活,更需要幸福的精神生活,需要创造精神文化财

富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幸福生活的需要。 中

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不断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

时,需要注重提升人民的文化幸福感,及时满足人民

群众对文化的需求,创造出与时代相匹配的文化精

品。 文化创作需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

向,找到人民精神文化的“最大公约数”,确保文化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普及全体人民;社会价值导向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广泛宣传厚植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鼓励社会成员投身于

更高的价值追求。

(三)幸福的最高境界:民族幸福和世界幸福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幸福的相关论述中,将幸福的

实现放置到为全人类谋幸福的宏大视野。 中国传统

文化自古就有“天下为公” “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
习近平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美好构想,
以及马克思致力于全人类解放的观点,将人民的幸

福置于全球视野,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幸

福紧密联系,主张在实现中华民族幸福的同时也致

力于为全人类谋幸福。
中国梦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梦想,更是世界

的梦想;中国人的幸福,更是世界的幸福。 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设想,是习近平为全人类谋幸福

的现实践行。 当今世界格局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
与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全球化将整个世界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加深与其他国家的交流

合作,把自身的发展经验、发展成果惠及其他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为全人类谋幸福的一个实例,
通过促进和带动共建国家交流与合作,让所有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乃至全世界都能从中受益,
增进所有国家的福祉。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17] 习近平

奋斗幸福观在立足中国人民的幸福基础上,又包含

全人类幸福的宏大视野,即真正的幸福是全人类的

幸福,提倡世界各国人民为了共同的幸福努力奋斗,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习近平奋斗幸福

观将中国的幸福和世界的幸福紧密结合,体现了民

族性和世界性的高度统一,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

记胸怀天下为全人类谋幸福的高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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