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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和 之 声 
    2011 年度第 3 期（总第 63 期） 

 

上海瑞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会团支部主办 2011 年 3 月 31 日 

【新视点】   

幸福密码：乘物以游心 

王晓燕  浙江全能教育研究院院长 

 

现在的人，似乎都在为各种追求而忙；不停地赚钱，不断地考证，拼命地写

论文评职称——按理说，如此孜孜不倦地追求，理应感到幸福充实的，可为什么

大家所感受到的，却是环境日益遭到破坏，心灵仿佛被掏空，幸福感并未随物质

生活水平提高而攀升，反而是越来越缺失了呢？ 

 

幸福其实就是一种心感能力：心为本，物为用 

民众幸福感随物质生活提高不升反降的悖论现象，其实与幸福感的来源有

关。我们一直有个认识误区：幸福是以物质的满足为基础。在生存阶段确实如此，

如果连一日三餐都不能果腹，或衣不蔽体、房无片瓦，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没

有办法满足，那肯定是奢谈幸福感的。但幸福感不是来自于这些衣食住行的满足

本身，而是这些物质条件为幸福感的产生提供了必备的保障。 

如今民众的幸福感缺失，就是因为这样的本末倒置所致。有一句话叫做心为

本、物为用，确实透彻地揭示了人之为人的世间奥秘。人与这个世界上任何生命

的不同，或许就在于这个“心”——情感、思想与精神的合一体。心之所趋，即

为感性；心之所思，即为理性；心之所动，即为灵性；这三性合一，便构成了一

个人的个性。而幸福感，就来自于这样的个人主观体验。而其他人生中所经历之

事，无论是钱财权贵、成败得失，其实都只是为心所用的外物或途径而已。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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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幸福感，必须得提升心的本质——按一位美国专家的说法，是要培养人的心

灵习性，让人的心灵更善于承受挫折，更能够感悟幸福。但遗憾的是，当今大多

数人都把物质的追求与满足当做通向幸福感的唯一路径了，结果越忙却越不知道

为何而忙，越追求外在需求却越得不到内在满足，如同缘木求鱼，只会离幸福感

越来越远。 

心为本、物为用指的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心出发，用心去衡量，看看自己

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为心所愿、所求？其他外在的一切，都只是为达到这样的心愿

服务而已。有些人并没有多少功利心，但看着别人都在追权逐利，便觉得自己也

不得不为，这样，哪怕赚到了钱或谋到了权位，也不见得会有幸福感；而有的人

其实也有自己的心愿与理想，但因为这些理想似乎得不到世俗社会的认同，便也

随波逐流地放弃自我追求，这样的人也照样得不到幸福感——而这种社会现象的

背后，却是因为改革开放的社会使得原来归整统一的价值观遭到多元性与个人化

发展的冲击，而支持民众独立判断、站稳自我的主体性却又没有得到足够的建立

之缘故。解决这个问题，还真要从“心”去努力——既要重新建立群体主导价值

的走向，变物欲追求为精神关注；又要更充分地发挥民众的主体性，使每一个人

的心智尽快成熟成长起来。 

 

幸福首先要顺应自然法则：是怎样就怎样 

众所周知，很多时候幸福感的缺失，都是来自于攀比。从物质条件的绝对值

来说，现在无论城市乡村都比过去有了很大幅度的改善提高，房子比以前打多了，

工资比以前高多了，想吃什么想穿什么，当然也都比以前更自在更丰富了，可为

什么得不到幸福感？原因还在于与别人比较而来的不平衡感：这种攀比，从积极

的角度来说是激发了民众的奋斗精神，现在大家忙这忙那，在更大程度上都是因

为不愿落后比输，这才促进了社会的快速发展进步；但从消极的意义上，却又恰

恰造成了自我追求的盲目性而使社会陷入失序迷茫状态。 

其实人间世界也如自然生态一样，树又高又矮、草有短有长、花有大有小，

一切本来就是如此多元风姿地存在，无需盲目排斥现实差异；而对于每一个生命

而言，万事万物的生长都有它各自的季节次序。不可拔苗助长而致欲速则不达；

还有，自然界的规律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轮回、循环往复，唯有用心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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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才有可能收获，不可贪念不劳而获之想，一旦想要不劳而获，必然造成患得患

失心境而影响到内在幸福感，严重的还会使人铤而走险而造成社会的混乱失序，

当前社会许多犯罪都因此而起；另外，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风霜雨雪

皆是自然之子，喜怒哀乐均为人生境遇，要以平常之心坦然笑纳，如此，自然不

会因一些负面情绪而影响到自己的幸福感。 

当然，幸福感与成功有关，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属于自己的成功与幸福，

但自然法则早已昭然在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任何一

个群体中，都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天外更有重重天，若能不以弱者悲天悯人，不

以强者傲慢自居，这样就能有效遏制盲目攀比之心，懂得尽心努力却又知足常乐，

从而获得各自生命意义上的不同的幸福感。 

终而言之，幸福的最根本之道就是每个人站稳自我、接纳社会，以独立自信又坦

诚平和之心来对待所有的际遇与存在。 

 

幸福还要遵从社会法则：该怎样就怎样 

幸福虽然建立在顺应自然法则之上，但人类同居一个空间，无时不在交错互

动，仅靠自然法则来维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遵从社会法则。这些年来，幸福

课题从哲学家的探究思辨到人们个体生活方式的选择再到当前诉诸社会运动和

制度建构的需求，这个发展历程也表明了社会法则将在民众幸福感的问题上起着

越来越明显的作用。按本人的理解，这是因为民众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从各方

力量作用于这个共存的社会，致使原来已经被结构化的社会法则收到冲击破坏，

而致使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法制问题日益凸现，并进一步造成个体幸福感的冲击，

也由此带来对于社会民生问题的迫切关注。 

社会法则与自然法则不同，自然法则“是怎样就怎样”的本然存在，唯有顺

应不可逆抗。但社会法则却是“该怎样就怎样”的人为规则，“该”与“不该”

皆为人治，只是在长期的历史行进过程中逐步形成固化结构而不易改变而已。这

种“该与不该”、“变与不变”的人为性质，就为幸福感的追求留下了极大的破坏

或建设空间。当今社会，许多人为个人谋权逐利而不择手段，结果，在自己获取

幸福的同时却牺牲了别人的利益，影响了别人的幸福，这从现实上又违反了社会

公平共享法则，破坏了社会公共环境秩序，而最终又影响到自己的幸福感，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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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当前社会“好人”、“坏人”都不幸福，穷人、富人都不快乐的现状。 

要解决这样的公众幸福问题，唯有重新认识并重塑重构原有的社会法则，在

“该与不该”、“变与不变”中做出恰当的调整。从社会整体而言，确实需要国家

和地方政府从文化引领上去建立主导型（以心为核）的核心价值观念，从法制规

范上去建立主体性（以人为本）的约束保障机制，从社会制度上建立民主性（以

民为体）的政治管理通道。 

而对于社会个体而言，我们每个人则都需要做到从唯唯诺诺的从众心理与我

行我素的个人意识之矛盾冲突，努力转向主体性和社会性兼具的公民精神上来，

这种公民精神是指，一方面要意识到自我的独立存在价值，另一方面更要意识到

自已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公共责任；既要尽最大可能发挥自我潜能，又要尽

最大努力地遵从社会规范、付出社会关爱。用一句来表达，那就是：在规范的空

间内自由飞翔。 

 

幸福更要把握生命法则：想怎样就怎样 

自然法则由自然造就非人为可变，社会法则由社会所创非个人所控，那是否

就意味著，个人的幸福将永远不可能自主创造？非也，事实正相反，每个人的幸

福感都可由自己来创造把控，其中的秘诀，便是另一个更深的法则：生命法则。 

何为生命法则？简单地说，是生命本然的力量，是生命构造于自然、作用于社会

的力量。人虽然归属于自然、受制于社会，但很显然，人也在“创造”着、维护

着这个自然世界，在推动着、建设着社会的发展，地位再渺小、身份再卑微的一

个人，对他自身而言也是一个完整的小宇宙，并对这个世界有着其独特的作用。

人的幸福感只是个人的主观感受与道路选择而已，并不由他人决定。一个成天想

着国计民生大事的人，是不可能将自己的幸福感建筑在丰衣足食这些寻常追求上

的；而一个喜欢吟诗作画追求浪漫情怀的人，也很难从柴米油盐的富足中感受到

真正的幸福感。所以，同样是对一件事的追求与获得，对一些人而言是幸福，对

一些人而言却有可能是痛苦。 

在自然法则之序和社会法则之轨中，个人想要创造最大的幸福，就必须更加

深刻明晰地了解自我的内在需求，把握自我的生命法则，从而做出最适合自己的

人生路途选择——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脚站在这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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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每一个人都可以用独有的方式来闯出自己的世界、活出精彩的真我，而这，

恰恰是幸福感持续而生的本源。 

当然，在自然因果中，在社会丛林中，想要活出这样真性而为、全然自在的

幸福感确实不容易，它需要有一种超然的灵性智慧与勇气，按古人的话说，那就

是“乘物以游心”，这里的“物”，即包括我们的身体束缚，更包括社会的物质所

限。然而，唯有驾驭物欲之上的重归于心，随心而动、应心而求，才有可能创造

最为丰富完美的内在风景，从而获得真正平和圆融的持久幸福感，正如海德格尔

所言：人人有诗意地栖居。 

综上所言，人的幸福感，归根到底，不过是恰当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人与自我的关系而已，也即是拿得起、想得开、放得下的人间真谛。只不过，这

一切，都最终归结于人心所感、人心所择、人心所向。所以，解决社会幸福感的

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文化导向和心灵培育的导向上来。 

杨国庆推荐 

 

【财税资讯】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13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

值税问题的公告  

2011.2.1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纳

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值税问题公告如下： 

    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合并、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将全部或

者部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

人，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其中涉及的货物转让，不征收增值税。  

    本公告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此前未作处理的，按照本公告的规定执

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转让企业全部产权不征收增值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2]420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值税政策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2009]585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直播卫星有限公司转让全部产

权有关增值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350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http://www.shui5.cn/article/9c/46216.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9c/46216.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9c/46216.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62/42585.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62/42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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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函发[1997]207 号相关规定是否有效？ 

2011 年 04 月 11 日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  

    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转让股权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发〔1997〕207 号）中有关“外商投资企业将其持有的中国境内、境外企业

的股权，转让给与其有直接拥有或者间接拥有或被同一人拥有 100％股权关系的

公司，包括转让给具有上述股权关系的境内投资公司的，可按股权成本价转让，

由于不产生股权转让收益或损失，不计征企业所得税”的规定，现在是否继续有

效？ 

    答：该文件目前已全文失效。针对问题中所涉及的与国税函发〔1997〕207 号

文件类似的免税规定，目前可参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

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 号）中，针对企业发生涉及中国境内与

境外之间（包括港澳台地区）的股权和资产收购的交易行为特殊性重组的相关规

定进行操作。详见该文件第六条第二项以及有关特殊性重组条件的第五条、第七

条相关规定。 

  新税法实施以后，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目前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

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698 号）规定进行操作。

该文件第九条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股权转让所得，符合财税〔2009〕59 号文件

规定的特殊性重组条件并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书面备

案资料，证明其符合特殊性重组规定的条件，并经省级税务机关核准。 

因此，企业如发生符合财税〔2009〕59 号文件规定的特殊性重组条件并选择特

殊性税务处理的，可提请备案审核按照特殊性重组进行税务处理。  

编委会摘编 

 

【党史上的当月】 

·1927 年 3月 5日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 

    1927年 3 月 5日，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随着北伐

战争的胜利进军，由广东开始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

http://www.shui5.cn/article/a7/17537.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a7/17537.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a7/17537.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a7/17537.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14/23839.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14/23839.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14/23839.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bf/43280.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bf/43280.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bf/43280.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14/23839.html
http://www.shui5.cn/article/14/23839.html


第 7 页 共 7 页 

等省农民运动相继展开。１９２６年６月，农民协会已遍及粤、湘、鄂等１７个

省，全国２００多个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会员达９１５万多人。 

 ·1979 年 3月 29 日 邓小平提出解决香港问题  

  1979 年 3月 29 日 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明确提出，1997

年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

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 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

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这次谈话后，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正式提上议

事日程。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1949 年 3月 5～13日在中国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

委员 34 人，中央候补委员 19人。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毛泽东在报

告中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阐明在胜

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由农业国家转变为

工业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基本途径。报告着

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指出在全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

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

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

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  

  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新的政治协商

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七届二中全会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

次会议为迅速取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 ， 以及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

的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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