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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温占满赋乐以能

公元前306年，一位体质虚弱，常

年多病的中年人在自己住宅的花园里开

办学校，传授当时古希腊话语中不曾浮

出水面的话题，快乐。这位只靠面包和

水为生，却视“快乐为幸福生活的起点

和目标”的哲学家叫伊壁鸠鲁。按照我

们现在的观点来看，伊壁鸠鲁算得上一

位心理医生，他致力于帮助弟子们解读

他们自己弄不清楚的痛苦和欲望的脉搏，

从而免于制定错误的谋求快乐的方案。

自伊壁鸠鲁而下，两千多年来，人

类运用理性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

是外物的宽裕和内心的快乐之间并不成

严格的正比关系。更何况，一向节衣缩

食的伊壁鸠鲁从来不把贫富作为衡量快

乐的尺度，他甚至说，以天然的人生目

标来衡量，贫穷就是巨大的财富，而无

限财富是巨大的贫穷。实际上，法兰克

福学派的创立者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

人已经指出，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

扩张和工具理性对私人生活的侵入，大

大加速了人类的异化。当越来越多的社

会组织变成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笔下那种高度程式化的科层体系，

当我们生命中至关宝贵的时光用于朝九

晚五的工作，我们往往沉沦于职业的旋

涡之中不能自拔，还哪有闲情雅兴奢谈

快乐呢？

我们忙碌于永无止息的会议、出差、

报告和请示之中，应付着领导不断提出

的目标和客户永无止境的要求，扮演好

岗位的角色不容易，在岗位上体验到工

作的乐趣更不容易。伊壁鸠鲁所开创的“快

乐”这个在希腊文明扩张时期尚未引起

主流哲学重视的命题，在今天受到了前

所未有的关注：大众娱乐、休闲旅游、

心理治疗……一切与快乐有关的服务机

构纷至沓来，缓解也强化着现代人的“身

体之痛苦和灵魂之纷扰”。

于是我们不禁追问，快乐是何以可

能的？

答案来自毕加索的格言：你的工作

才是你生命的终极魅力所在。一天二十

四个小时，八小时用于睡觉，八小时用

于上班，留给我们的私人时间，只剩下

八小时，还要减去上、下班和吃饭的时间。

诚如上文提到的，现代理性组织程式化

的科层体系已经越来越多地侵入了私人

生活，工作的快乐代表着三分之一的人

生快乐，我们没有理由在职场上愁眉不展，

并把这种情绪带回家，带给亲人和朋友。

或许这些道理我们心知肚明，却常常力

不从心，难以改善来自工作的烦恼，我

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也没有为我们

提供理想的快乐方案，于是在工作面前，

我们既缺乏对快乐的向往也缺乏达致快

乐的能力。所以我们说快乐是一种能力，

“赋乐以能”是我们职业生涯中非常重

要的快乐解决方案。

我们赋予快乐的第一种能力有赖于

专业精神之形成，它意味着我们不可替

代的价值，创造性的劳动和承受工作压

力的耐性。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我们

应对工作场所与起居环境分离以及工作

与生活脱节等现代组织空间结构转型时

所报有的态度和情感。

我们赋予快乐的第二种能力有赖于

职业习惯之培养，我们不妨称之为“把

信送给加西亚”的能力。缺乏职业习惯

的人事实上是不能独当一面的，当上司

委托他采购一部电脑的时候，他的第一

反应是配备给他多少钱，然后要问，买

一台什么牌子的电脑，多大英寸，到哪买，

和谁一起去，派不派车……到最后终于

买了，还忘记了开发票。他这样操作下来，

实际上几乎没有为上司分担多少工作。

而那些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往

往提出多种采购方案以及自己对这些方

案的评估，上司所要做的仅仅是最终敲

定他所收集的备选方案。

我们赋予快乐的第三种能力有赖于

学习型人才之塑造，《易》云：君子藏

器于身，待时而动。我们接受过系统的

大学教育，这为我们的职业生涯储备了

普遍认可的智力资源，对很多人来说，

这还对他们当下这份工作产生了决定性

的影响。我们还要储备更多的智力和能力，

把手头这份工作做好，达到令自己和组

织满意的程度。我们更需要发挥前瞻性

的思维方式，为我们突破可预知未来的

发展瓶颈储备必要能力。

现在我们依然回到伊壁鸠鲁的快乐

伦理学命题：快乐是生活的目的，是天

生的最高的善。赋乐以能，不仅是我们

自我实现的必要路径，而且是我们专业

精神之形成、职业习惯之培养、学习型

人才之塑造过程中的善因产生的善果。

1 _公元前306年，视“快乐为幸福生活的起点和

目标”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就开始谋求快乐的方

法。

而至今日，“快乐是何以可能？”仍然是一道很

吃力的哲学命题。

1

2 _快乐是何以可能的？答案来自毕加索的格言：你的工

作才是你生命的终极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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