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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在于沉思
张力文

黑龙江科技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22；

摘要：本文基于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克伦理学》的阅读感悟，以“幸福在于沉思”的主题为出发点，阐释了沉

思作为最高等的实现生活形式，具有自足、纯粹且持久的特点。与其他需要依赖外在条件的德行实践不同，沉思

摆脱了外在重重因素的束缚，让人可以依靠个人内在的精神活动来获取独特的快乐与幸福。在当代社会，人们过

度关注外在物质和人际关系，为追求物质享受和人脉关系折了腰，却忽略了沉思的重要性，导致对真正的幸福的

理解产生偏差。文章分析了沉思在现代社会的缺位现象，阐述了沉思从被动到主动的进阶过程，以及其对发现自

我、追求不朽的重要意义，最终指出幸福与沉思同在，沉思本身即为幸福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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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如今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极易在物质诱惑

中迷失，在人际交往中失真，被外界的形形色色所裹挟，

在碌碌无为中丢失了对幸福本质的探寻。只有当我们敢

于撇开这些阻力，沉下心来阅读经典，审视自身，才能

体验到沉思带来的快乐。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

《尼各马克伦理学》中“幸福与沉思”这一主题，如同

一束智慧之光，照亮了我们追寻幸福的道路，为我们重

新审视幸福提供了深刻的哲学视角。这一主题虽看似抽

象遥远，却与当代人类内心深处对真正幸福的强烈渴望

高度契合，引发其对生命意义和幸福本质的探索思考。

本文将围绕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深入探讨沉思与幸

福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沉思在实现幸福生活中所具有

的独特价值。

1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启发下的幸福沉思之缘

《尼各马克伦理学》
[1]
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

著作，该书以“善”为出发点，探讨人类幸福的本质，

提出“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书中阐释的

观点对当代人类追寻和理解真正的幸福生活和价值人

生具有极大的借鉴和现实意义。我阅读了该书的大部分

内容，虽然不能完全读懂，从中获得较高层次或最高层

次的理解，但是书中的很多地方都引发了我或多或少的

遐想，而最让我印象深刻并且给我带来较大的思想冲劲

和情感韧性的是“幸福与沉思”这一主题，因为它尽管

有些许朦胧，甚至又觉得相隔很远，却与我自身所求比

较迎合。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一个

举足轻重的事情，它或许不会带给我更多物质上的享受

和快感，却会带给我巨大的快乐与幸福，而这种快乐与

幸福或许是其他无法替代和抵达的，是独属于我自己的，

是最独一无二的。

2 沉思：自足性最高的幸福生活形态

沉思是最幸福的生活。沉思是最高等的一种实现生

活，沉思中含有最多的我们所说的自足
[2]
。公正的人还

需要其他某个人接受或帮助他作出公正行为，节制的人，

勇敢的人和其他的人也是同样。而智慧的人靠他自己就

能够沉思，并且他越能够这样，他就越有智慧。有别人

一道沉思当然更好，但即便如此，他也比具有其他德性

的人更为自足。德性的实践需要许多外在的东西，而且

越理想、越高尚、越完美的实践需要的外在的东西就越

多。但是一个在沉思的人，就他的这种实现活动而言，

则不需要外在的东西。相反，这些东西反倒会妨碍他的

沉思。纵观当今的社会，除此之外的所有实现活动都是

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做出的，都是在遵守交易与需要

方面的适合每一种场合的实践与情感，而所有的这些都

是人的实现活动。我们似乎更加擅长与他人关系的维持，

或是受他人的牵绊，情感意志被别人所束缚，外界总总

因素的结合占据了我们大脑的绝大部分内容，外界对我

们产生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我们自身的内在动力发挥

的作用。沉思的长期缺位及对其的忽视，让我们不习惯

甚至不能更好地与自我交流，外在因素与我们无时无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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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我们更多的快乐与幸福的

获得都根系于外界的物质,
[3]
而不是从自身去挖掘、探索、

获取幸福的本质。外界形形色色的事物对于我们而言似

乎有更大的吸引力，不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也

成为外在因素的附属品，让我们为之不惜一切代价地求

取从而获得短暂的、肤浅的快乐，而这种做法却是舍本

逐末。或许是我们的认知太狭隘，或许是我们本身的沉

思不够，抑或是对快乐与幸福的认识产生了扭曲，最终

我们失去的却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当然，有时

候我们会和自己信任的人一起谈天说地，谈论世界、国

家、社会，甚至我们自己。有人愿意给我们沉思的方向

和动力，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可厚

非的行为，因为它的动机可能是善的。特别是对于长期

缺乏沉思思维、没有较高沉思能力的人来说，这或许不

失为一种更加具有实施性的方式，当然前提是以善为目

的，在别人的引导下，我们可以逐渐敞开心扉，并主动

探求适宜自身的思考路径，对自我的行为、与自我相关

的事物甚至完全不想干的事物进行深入的剖析，让我们

逐渐在沉思中找到更重要的东西。就我自身而言，我觉

得尽管自己应该与以上这类人有相似之处，具备沉思的

思维，但沉思的能力和水平却比较低下，沉思的体系也

略显稚嫩，十分不成熟。更多的时候是在老师、父母和

同学的引导和帮助下才会被动地进入沉思的状态，对某

一事物进行思维的判断和分析，随之由被动转为主动的

过程。而要达到自发沉思的高度，则需要不断的观察、

探索与思考。即便如此，有他人参与的沉思可能是抵达

沉思的最高境界的一个方式，具有辅助的功能，但是我

认为真正的沉思应该是由个人完成的，因为我们很难做

到不被他人的思想所影响才形成自己的思维，我们也无

法判断这只是他人的价值输入还是完全自我的价值输

出，最终沉思得出的结果终究会携有他人思想的影子。

当然，通过别人的提点，我们能够在反复的吸收、转化、

创造的过程中得出一个完全属于自我的认识，这则为一

种更高层次的能力。

3 沉思的纯净持久特质与神性生命追寻

沉思是纯净且持久的，一个人不是以他人的东西，

而是以他自身中的神性的东西，来过这种生活。我们应

当努力追求不朽的东西，过一种与我们身上最好的部分

相适合的生活。
[4]
因为这个部分虽然很小，他的能力与

荣耀却远超过身体的其他部分。最后，这个部分也似乎

就是人自身。因为它是人身上主宰的、较好的部分。沉

思似乎是唯一因其自身的缘故而被人们喜爱的活动，它

是纯净的，因为，它除了所沉思的问题外不产生任何东

西。这也是我坚持沉思由个人完成这一观点的原因之一。

在实践的活动中，我们或多或少总要从行动中寻求得到

某种东西，抑或带着某种明确的目标和诱人的利益来针

对性地展开实践活动，急切渴望从中谋得好处，而在沉

思的活动中则不然。沉思在很大程度上或者甚至可以说

完全摆脱了外在因素对其的控制，让我们的关注点只停

留在沉思问题本身，让我们可以主宰它，甚至找到神性

的东西，过自身神性的生活。我觉得不仅这一动态的过

程是纯粹的，而且它所带给我们的最大的能力和荣耀便

是让我们能够懂得纯粹的内涵和价值，并且长久地保持

灵魂的纯粹，让这份纯粹能够从沉思本身过渡到人类自

身直抵心灵深处，在最深处扎根成长，并且伴随我们整

个身体和全部人生，这才是我们应当努力追求并且竭力

做到的最有价值和最不朽的事情。或许大部分人跟我一

样还不具备这么强大的能力，抵达不了如此高深的境界，

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放弃对它的探寻，我们可以放弃任何

其他的事物，唯独对不朽的追求是万万不可的，因为这

是我们存在的终极意义。一旦你因怯懦、诱惑或者享乐

放弃了对其的追求，那么你可能一辈子都将与“过真正

的人生”失之交臂，最终堕入蓄谋已久的深渊。现在的

你或许和我一样有些迷茫，面临很多的选择，被生活伤

得遍体鳞伤，被日常琐碎所烦扰，被人际交往所羁绊，

甚至做了许多事与愿违、身不由己之事，但那又如何，

只要我们还有追求的勇气和坚持的毅力，敢于重头再来，

敢与外物抗争，甘于自我的忠诚，那么，你所做的这一

切违心之事都微乎其微，因为与不朽相比，我们整个生

命都相形失色，而我们还能够具有探求的资格与抵达的

可能，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那么无论经历过

什么伤痛，最终结果如何，我们都无怨无悔，因为追寻

的过程让我们整个生命都是热烈而催人泪下的。单看生

命本无意义，是沉思让它“苏醒”，让它有了广度，让

它向纵深发展。即便生命如流星般划破长空后便稍纵即

逝，坠入无垠暗夜，沉思却让终究烧尽的生命之光在长

夜之上拼力燃尽自身，落下之时为混沌宇宙投下自己渺

小却炽热的倒影。对于我而言，过程中的努力与坚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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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具有与结果相当的价值意义。

4 幸福与沉思的内在统一性：基于沉思本质的

幸福观

幸福与沉思同在。越能够沉思的存在就越是幸福，

不是因沉思所带来的外在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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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思除本身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并且有其本身的快乐。

我觉得要感受到或得到真正的幸福，必定是找到其本身

所带来的那份快乐。对于我们而言更是如此，只有我们

自己本身便具有幸福感，我们才能有更加持久的快乐。

最初，我们因为自身对外界的影响或外界带给我们的改

变而感到快乐，这种形式的快乐必定是依附于外在的种

种因素才能实现的，当我们与外面某种因素的关系不复

存在时，我们的快乐往往也会随之消逝，这一变化可能

带给我们更多的痛苦，甚至远超过我们先前已经经历过

的快乐，我们抱怨着快乐的短暂，想要将其紧紧握在手

中。而欠缺对真正的幸福的感知力和判断力，只会让我

们离理想的生活越来越远。后来，我们逐渐向独立思考

迈进，我们不仅仅看重外在事物本身对我们是否有价值，

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外在事物对我们本身沉思状态的影

响，我们可以将由外界环境支撑的沉思活动转化为仅仅

依靠自己就能完成的深度思考，这时我们基本具备了不

受外力羁绊追随本心进行思考的能力。最后，经过一系

列持续性、系统性的自我锻练与摸索探求，在一定程度

上，我们具备了就对于自身而言的最高水平的沉思能力，

可以由我们灵活掌控各种变化并得出独立性的思维，体

悟沉思本身所具有的魅力与荣耀，感受沉思本身带给我

们的思考和力量，因为沉思本身而感到快乐，获得幸福。

沉思是一个发现自我、改变自我、享受自我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与外界平衡相处并保持纯粹本心的过程，也

是一个不懈追求不朽灵魂的过程，沉思与幸福同在，幸

福在于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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