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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幸福与社会兴利的诠释
) ) ) 伊壁鸠鲁与墨子幸福观之比较

高尚国, 王学先
¹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衡阳 421001)

[摘  要 ]  在中西方伦理学史上, 伊壁鸠鲁和墨子分别对幸福观问题做了自己的阐发, 并形成各自独特的伦理学体系。

在这两种思想基础差异较大的理论中,对个人合理欲望的肯定和对社会幸福的追求是相似的; 而对个人幸福的关注程度和实

现幸福的途径各有其不同的看法。对这两种幸福观进行比较研究,对人们关于幸福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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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幸福问题的思考, 中西方的哲人各有其见解。在

古希腊时期的伊壁鸠鲁和春秋末期的墨子,都生活在社会大

变革时代背景之下, 生逢乱世的他们对于人类幸福这一永恒

话题的思考, 更有其独特的价值和魅力。本文采用比较的方

法, 对两位先哲的幸福观进行梳理,试图为今天处于改革开

放关键时期的中国,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幸福, 提供一定

意义上的借鉴。

一  伊壁鸠鲁与墨子的幸福观概述

(一 )伊壁鸠鲁的幸福观

1、感觉主义幸福观中的理性意蕴

准则学是伊壁鸠鲁哲学的发端, 其性质是感觉主义的,

他认为, /判断真理的标准有三类: 感觉、预见和情感。而其

中感觉是绝对真实的, 是他研究真理的标准0 [ 1] 621- 622。在这

里, 伊壁鸠鲁将感觉的决定作用放置到了第一位的高度, 甚

至 /理性也不能驳倒它们 0 [ 1] 621- 622, 这种定位使伊壁鸠鲁的

快乐哲学, 一直被认为是贬低理性的哲学代表, 事实上, 伊壁

鸠鲁的哲学中, 理性的作用是有所体现的。

虽然在强调感觉的作用的时候, 伊壁鸠鲁曾有句名言:

/肚子的快乐是一切善的开端和根源, 连智慧和修养也必须

归因于它。0但是当他真正论述到实现善的目的和意义时,又

明确指出: /当我们说快乐是最终目的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指

放荡者的快乐或肉体享受的快乐 ,而是指身体上的无痛苦和

灵魂上无纷扰 [ 2] 87。

在这里, 伊壁鸠鲁对快乐和欲望进行了区分, 他肯定欲

望的合理性, 但是又表明真正的快乐是获得身体的健康和灵

魂的安宁。然而如何对欲望进行取舍来实现真正快乐的目

的,这就需要人们的理性抉择。可见, 伊壁鸠鲁快乐哲学是

以感觉的决定作用为开始,但实现人们最高幸福的路程中,

理性却是充当了向导的角色,其感觉主义幸福观中包含着丰

富的理性意蕴。

2、个体幸福的自由意志选择

伊壁鸠鲁在继承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基础上, 对其原子

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他承认原子除了直线下落运动外, 还

有偏斜运动。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偏斜学说

的意义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 /卢克莱修正确地断言,

偏斜运动打破了 -命运的束缚 . , 并且正如他立即把这个思

想运用于意识方面那样, 关于原子也可以这样说, 偏斜正是

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0/这就是说, 原子脱

离直线而偏斜不是特殊的、偶然出现在伊壁鸠鲁物理学中的

规定。相反,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

因此,不言而喻, 这一规律出现时的规定性, 取决于它被应用

的范围。0 [ 4]

事实上,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运动说的真正应用范围, 应

是体现于其伦理学方面的阐述,偏斜运动的观点为单个人通

过其自由意志来实现其个体幸福的观点提供了支撑, 尤其是

为其个体自由意志原则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伊壁

鸠鲁的快乐哲学区别于那种单纯追求感官快乐和欲望满足

的享乐主义哲学的关键所在, 因为, 自由意志可以使人们摆

脱单纯的感觉欲望的支配,使人们可以理性地选择精神上的

更高级的快乐,体现于人的道德责任意识。

3、社会幸福的契约思想

伊壁鸠鲁在社会幸福的实践途径上, 提出了 /社会契

约0的主张。在他看来, 单个人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社会,而社



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则需要以契约的形式进行协调。然

而,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并不是从属关系, /个人并不弱于社

会, 因此,个人不用处处对社会服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平

等的, 且个人通过自由意识行为选择与社会结成关系。0 [ 2] 87

伊壁鸠鲁在这里首次提出了国家起源问题上人与人之间结

成的契约的作用, 也体现了其实现社会幸福需要契约途径的

观点。伊壁鸠鲁所提出的社会幸福的契约伦理思想,在当时

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在古希腊城邦制度面临解体的社会

环境里, 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整体谋求幸福的契约理

念, 为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思路, 也为后来西

方文明个体意识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渊源。

契约精神的影响深远,最终成为 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得以

实现的重要理论武器。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伊壁鸠鲁社

会幸福的契约伦理思想, 在实现人类幸福的过程中, 成为最

有价值的幸福观理论。

(二 )墨子的幸福观

1、/兴天下之利0的社会幸福观

墨子是站在兴天下之大利的基础上,来讨论个人及社会

幸福之实现问题的。他提出了 /尚利 0的观点, 并认为个人

合理欲望是需要满足的, 但这种满足必须以不损害他人和国

家之利为前提。在这里,墨子对大利与小利进行了比较, 大

利是国家之大利, 小利则是个人之私欲, 墨子始终认为小利

要让位于大利, 个人之利服从整体之利。他把兴天下之利作

为社会幸福的核心, 所以个人在满足自身欲望的时候,必须

先考虑到天下人的共同利益。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0

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泰民安的社会幸福。只有这一社会幸

福的实现, 才能更好的实现个人欲望的满足。

墨子不仅提出 /尚利0的思想, 更由 /尚利 0, 而提出 /贵

义0的观点。 /义0就是要实现天下人的公共利益即天下之

/大利0。这里的 /义0是实现 /大利0的形式和手段, 而 /大

利0则是 /义0的目标和归宿, 无 /利0则无 /义0, /义0依 /利0

而存。故 /利人乎即为, 不利人乎即止。0 ( 5墨子 # 天志

下6 ); /墨子认为 /大利 0是 /国家之富, 人民之众, 刑政治0

的公利。而公利便体现出 /义 0内涵。由此可以看出, 墨子

把 /兴天下之利0作为实现大善的宗旨, 个人在追求幸福的

时候, 首先要体现公利思想,这也是实现最终幸福的标准。

2、实现 /兴天下之利0的途径

( 1) /兼相爱0, /交相利0

/兼爱0就是爱人如爱己, 爱人无所差别。 /兼爱0本质

上讲就是追求共同利益的实现, 故, /兼相爱0则 /交相利0。

/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0、/此自爱人利人生 0 ( 5墨子# 兼爱

下6 )、/爱利天下0 ( 5墨子# 尚同下6 )。所以, 通过无等差

的互爱实现社会大环境中的互利。 /利人者, 人亦从而利

之0 ( 5墨子# 兼爱中6 )。这是实现天下之大利的首要途径。

( 2) /尚贤0、/尚同0

墨子构建的理想国家是: /刑政治, 万民和,国家富, 财用

足, 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0 ( 5墨子# 天志上 6 )故尚

贤是国家 /治之、众之、富之0的根本体现。

/尚同0则是 /尚贤0思想的延伸。墨子的 /尚同0即要求

百姓与为政者的思想和行为相一致。 /尚同0是在综合了解

本国的实际情况,了解民意之后, 采用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

策略。故在上的为政者,能了解在下之情, 而顺民之意, 在赏

罚的方面就能 /尚同0了。/尚贤 0, /尚同0是实现天下之大

利的关键途径。

( 3) /节用0、/节葬0

墨子反对统治阶级上层 /贪于饮食0, 强调节用与节葬。

这里所说的节用, 就是要统治阶级节约不必要的奢侈和浪

费,将拥有满足私欲的财力, 用与惠民政策上。这是实现天

下之大利的重要途径。

二  伊壁鸠鲁与墨子幸福观的相同点

(一 )对个人合理欲望的肯定

伊壁鸠鲁和墨子在个人幸福和个人合理欲望的满足上

都持肯定的态度。

伊壁鸠鲁在其伦理学中论述了伦理学的中心问题, 即是

人生的问题,而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快乐。伊壁鸠鲁的名言

这样说道: /凡是有必要的,也就容易满足, , 0他所言的快

乐,包括了身体的健康, 而满足身体健康的前提, 则是个人合

理欲望的实现。伊壁鸠鲁对欲望进行了分类之后, 肯定了不

可或缺的欲望,是需要满足的。

墨子的幸福观,是站在社会幸福的大背景下提出的, /兴

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0是其实现社会幸福的宗旨。但在实

现这一最高目标之前,墨子首先重视的是个人欲望和利益的

满足。他曾说过: /凡五谷者, 民之所仰也, 君之所以为养

也0 ( 5墨子# 七患6 ) , /生为甚欲, 死为甚憎0 ( 5墨子 # 尚贤

中6 ), 从其叙述中可以看出, 墨子肯定了合理欲望的满足,

并将其作为社会幸福得以实现的前提。在这之后, 墨子从社

会幸福的宏观视角出发, 提出: /食者,国之宝也。0为实现国

家的安定幸福, 就必须满足全体国民合理欲望的满足。故

/仁者之事, 必务求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0 ( 5墨子 # 非

乐6 ), 通过这一宗旨的实施可以使 /饥者得食, 寒者得衣,劳

者得息0 ( 5墨子# 非命下6 ) ,最终实现国家的兴旺发达。

需要注意的是,伊壁鸠鲁和墨子对个人追求合理欲望表

示肯定的同时也都认为: 个人欲望的满足必须是有前提的,

并不是无休止的私欲。伊壁鸠鲁宣称, 即使在天然的欲望

中,也有一部分是不合天性的和无益处的。他提出了一些生

活方面的节制方式,崇尚一种节俭的质朴的生活。而墨子尤

其反对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并十分反对统治阶级的生

前铺张浪费的生活和死后的厚葬制度, 认为, 国家的财富必

须更多的用于利民、惠民的政策中。墨子本人也十分节俭,

作为墨式行会的巨子,他以身作则,并要求其他墨者, 保持简

朴的生活方式。

(二 )对社会幸福的共同追求

对于社会幸福的追求方面,伊壁鸠鲁和墨子都有相应的

论述,相比较而言, 墨子哲学更是以追求 /兴天下之大利 0的

社会最高幸福为目标。

伊壁鸠鲁在社会政治观上提出了 /社会契约 0的思想。

他认为追求社会的善, 就是在个人自愿的基础上, 由单个人

为单位结成社会的联盟, 这种联盟体现的是一种契约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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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是所有愿意结盟者共同遵守的, 是单个幸福的集合, 体现

的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这种思想的产生,有其特

定的历史背景: 伊壁鸠鲁生活的年代是希腊化时期, 伴随着

古希腊时期盛极一时的城邦制逐渐解体, 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所建立的城邦幸福理论失去了以往的说服力,作为之前以

城邦为生存单位的民众, 失去了心灵的依靠, 内心的恐惧和

对前途的茫然, 使得他们更加注重对个人幸福观念的探求,

但是, 毕竟希腊化时期的思想与古希腊时期的思想有着继承

性, 伊壁鸠鲁在着重探讨个人幸福的途径过程中, 也没有放

弃对社会幸福理论的探讨,故其提出的 /社会契约0的主张,

既是对古希腊时期城邦幸福理论的继承,又是根据希腊化时

期的动荡局面, 提出的对于社会幸福追求的新途径。

而墨子的幸福观, 本身就是一种体现国家整体利益的社

会幸福观, 从其提出的实现幸福的宗旨, 实现幸福的途径, 以

及对于 /利0与 /义0关系的论述上都能体现出。我国传统政

治伦理思想中, 对于社会整体幸福问题的重视和把握,从其

创立哲学体系的历史背景来看, 墨子身处春秋末期, 战国初

期, 当时的诸侯攻伐,使身处乱世的人民痛苦不堪,故从根本

上实现个人幸福的途径, 只有建立起统一、大家都可以认可

的社会幸福追求才能最终实现幸福。墨子始终站在追求社

会幸福的角度, 提出 /兴天下之大利0的主张, 以期实现对社

会最终幸福的把握。同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伊壁鸠鲁与

墨子, 在对社会幸福的追求上,也颇有相似之处。

三  伊壁鸠鲁与墨子幸福观的不同点

(一 )对幸福原则的理论支撑不同

伊壁鸠鲁站在朴素的唯物主义立场,通过继承和改造古

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理论 ,提出了其感觉主义的准则

学原则; 虽然他并不否认神的存在,但他却抛弃了对神的依

赖, 认为 /人们要相信的是自己的感觉, 而不是那些占卜、迷

信和祭祀, 因为神对于人们的生活, 是善, 是恶, 并不关

心。0 [5]由此他最终建立起以个人为起点和归宿的个人幸福

哲学。并由个人获得幸福为起点实现社会的幸福。

墨子用以支撑其实现其幸福观的理论依据,可见于墨子

关于 /天志0, /明鬼0方面的论述, 墨子认为其提出的幸福理

论, 受命于天,可获神明之支持,并且他通过宗教式的办法,

以鬼神为其代言, 令其社会幸福的主张, 得到合理合法的依

据。故其可算是一种唯心观支撑下的幸福理论。

也由此可以看到, 伊壁鸠鲁的社会契约思想, 在其之后

通过西方哲学家的传承和发展, 最终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中成为构建国家政体的合理依据。而墨子的社会幸福观, 虽

有其进步的意义, 但仍然作为一种美好的社会幻想, 在中国

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 始终得不到统治者的采纳, 依靠虚

妄的鬼神和具有剥削阶级本性的统治者,是永远无法实现下

层劳动者的幸福的。

(二 )对个人幸福的关注程度不同

伊壁鸠鲁的幸福观首先从追求个人幸福的角度出发。

他认为, /个人是一切活动的目的0, 追求个人的幸福就是追

求生活的最高的善, 他以个人幸福为起点,进而提出对社会

幸福的追求, 但是在这里他强调个人并非先天弱于社会, 也

不必事事服从社会,个人与社会是平等的。而组成社会的个

人,是以自愿为原则, 按照其个人的意志,结成契约关系。因

此,就算社会幸福的实现也都要先符合个人的意愿,体现个

人幸福的实现。

但是墨子的幸福观,却是以实现社会的共同利益为根本

原则。虽然墨子也关注个人 /利0的实现, 即个人幸福的合

理追求,但是, 当个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 与社会之大幸福

相矛盾时,墨子便主张先以社会群体的利益为重, 在必要时

个人的 /利0要服从 /天下之大利0。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中

西方对于个体意识的发展和重视程度的不同。

在希腊时代晚期和希腊化时期, 以城邦为中心的社会幸

福观逐渐解体,个体意识得以萌发,个人价值得到彰显, 虽然

之后到了古罗马时期,家族本位的思想也有所发展,但是,由

于希腊化时期,对于主体价值的发现和以社会契约论为原则

的组建国家理念,使西方文明进程中, 个体意识得到了健康

而持续的发展;但是, 在古代中国, 从奴隶时代的周朝开始,

家族本位的思想却在不断巩固和发展着, 古代中国的国家统

治模式,实质上是放大的家族统治模式, 个体意识是不能得

到合理发展的,故墨子虽然在其幸福观中, 对于个人利益的

追求持肯定态度,但是, 他仍脱离不了传统的 /家国一体 0的

观念束缚,因此, 对于个人幸福的追求方面, 其仍然以国家之

总体幸福为前提。

(三 )实现幸福的途径不同

伊壁鸠鲁幸福观的实现途径是: 采用理性分析的办法,

通过自由意志抉择实现。

伊壁鸠鲁认为,最高幸福是 /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不

受干扰0。为了追求这一至善的原则, 个人必须对生活中的

各种诱惑进行理性选择, 排除那些对身体有害的, 使灵魂不

得安宁的观念,例如 /永无休止的狂欢、美色、鱼肉及其他餐

桌上的佳肴0, /对神灵和死亡的恐惧感0 [ 1] 640。对于前者,

可以通过理性对不合理的欲望进行舍弃, 保留必要的自然欲

望的满足;对于后者伊壁鸠鲁援引其原子论的观点和其朴素

的唯物论主张,运用理性的思辨, 分析了神的存在不会像人

们所想象的那样干预世人的生活,因此不必恐惧, 而对于死

亡,人们更不必耿耿于怀。因为 /我们活着时, 死亡尚未来

临;死亡来临时, 我们已经不在了0。有智慧的人既不应厌恶

生成,也不应恐惧死亡 [ 6]。这里所讲的有智慧的人,也就是

采用理性分析后,获得心灵安宁的人。由此可以看出, 伊壁

鸠鲁试图通过理性分析的办法, 凭借个体的自由意志的作

用,来实现对自身的欲望控制和对真正幸福的把握。而墨子

对于幸福观的实现途径,无疑更具体一些。他着重从实践层

面提出了实现社会幸福的几个具体途径。即通过实施 /兼

爱0、/非攻0; /节用0、/节葬 0; /尚贤0、/尚同0等主张, 实

现 /兴天下之利0的社会幸福之最高目标。

四  伊壁鸠鲁与墨子幸福观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伊壁鸠鲁与墨子作为中、西方古代伦理思想的先哲, 较

早对人类幸福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幸

福观,在伦理思想史上影响深远。他们的幸福观思想虽然也

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创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

16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年



国, 合理地继承其优秀成份,对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幸福, 仍然

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 )对个体幸福的合理要求与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的

确立

伊壁鸠鲁和墨子在个人幸福和个人合理欲望的满足上

都持肯定的态度。伊壁鸠鲁认为 ,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

乃是幸福生活的目的;理性和美德是幸福的保障; 要使灵魂

平静, 就必须消除对神鬼、对死亡的畏惧, 还必须克制对权

势、对财富的贪欲。

伊壁鸠鲁和墨子对个人追求合理欲望表示肯定的同时,

也都认为: 个人欲望的满足必须是有前提的, 而并不是无休

止的私欲。伊壁鸠鲁宣称, 即使在天然的欲望中, 也有一部

分是不合天性的和无益处的。他提出了一些生活方面的节

制方式, 崇尚一种节俭的质朴的生活。而墨子尤其反对那种

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 墨子本人也十分节俭, 他以身作则, 并

要求其他墨者, 保持简朴的生活方式。

伊壁鸠鲁和墨子的上述思想奠定了近代西方人本主义

幸福观基础, 也对我们今天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引导

人们自由地满足自己的合理需求,具有一定启迪意义。

(二 )对社会幸福的目标追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

建

对于社会幸福的追求方面, 伊壁鸠鲁和墨子都有相应的

论述。伊壁鸠鲁在社会政治观上, 提出了 /社会契约0的思

想。他认为, 追求社会的善,就是在个人自愿的基础上, 由单

个人为单位, 结成社会的联盟; 这种联盟体现的是个人幸福

与社会幸福的统一。墨子把 /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 0作

为追求幸福的最高目标, 从其提出的实现幸福的宗旨以及实

现幸福的途径的论述上看, 都能体现出我国传统政治伦理思

想中, 对于社会整体幸福问题的重视和把握。

(三 ) /节用0、/节葬0思想与 /两型0社会建设

墨子从国家和百姓人民的幸福出发, 主张 /节用 0、/节

葬0 。墨子认为,儒家厚葬久丧有三大害: 国家必贫;人民必

寡; 刑政必乱。所以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应该节葬,

并规定了丧葬之法: /桐棺三寸, 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

覆恶。0 ( 5墨子# 节葬下6 ), 同时还应该 /节用0, /凡其为物

也,无不加用而为者, 是故用财不费, 民徳不劳, 其兴利多

矣。0 ( 5墨子# 节用下6 )这几乎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先声。

(四 ) /兼爱0、/非攻0 思想与和谐世界建设

墨子提出整个世界应该兼爱互助而非攻伐。墨子认为,

为了人类社会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人类社会应该 /兼相

爱0、/交相利0, 而 /非攻0。墨子所处的时代, 国与国之间

征伐无数,家与家之间互相抢夺,人与人之间互相残害, 生灵

涂炭,民不聊生, 这些都是天下大害,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

在于人人仅仅知道一人之幸福, 知道自爱其身、自爱其家、自

爱其国,而不爱他人之身、他人之家、他人之国。国与国不相

爱,家与家不相和, 人与人不相亲, 整个世界处于一混乱状

态,这样民众如何能够安贫乐道呢? 因而他主张 /兼相

爱0) ) ) 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 不分人我彼此,相互爱

护。他主张 /交相利0) 有力者疾以助人, 有财者免以分人,

有道者劝以教人。

墨子是世界和平的倡导者,他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

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无疑都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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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nessy of IndividualHappiness and Social Interpretation

) ) ) compar ison o f the happiness concepts of Ep icurean andM ozi

Gao Shang- guo, W ang Xue- x ian

(Univer 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 t:  In the history o f Ch inese andW estern ethics, Epicurus andM ozi have expounded their own theo ry on 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and fo rm the ir ow n eth ica l sy stem. In the ir theor ies wh ich have qu ite d ifferent ideolog ica l foundation, their v iew s on the rea-

sonable desires o f indiv idua l recogn ition and the pursu it of soc ia lw ell- be ing a re sim ilar. But the ex tent o f concerns on thewe ll- be ing

o f indiv iduals and the w ay s to ach ieve happ iness has its ow n d ifferent v iew s. The comparative resea rch on these tw o k inds of happ iness

concept has som e reference sign ificance on the so lution o f the prob lem of happiness.

K ey words:  Ep icurus;  M oz;i  happiness;  compar 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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