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的智慧这本书读后感 人生的智慧读
后感(优秀8篇)

今天，我代表全体员工发表我们的心声和诉求。发言时要注
重语速和声音的抑扬顿挫，使自己的发言更具有吸引力和表
现力。希望大家通过阅读以下的发言稿范文，可以更好地理
解和掌握演讲的要领和技巧。

人生的智慧这本书读后感篇一

幸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很难求之于自身，但要想在别处
得到则不可能。

—尚福尔

本书中，所谓“人生的智慧”含义完全是形而下的方
面；“人生的智慧”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如何称心、愉快地
度过一生这样一门艺术。关于这方面的教诲在哲学上可称
为“幸福论”。因此，这本书教导人们如何才能享有幸福的
生存。而这样的“幸福生存”，从客观上审视，或者更确切
地说，通过冷静。缜密的思考（因为这里涉及主观的判断），
都可以定义为肯定要比非生存好。既然“幸福生存”是这样
的定义，我们就可以这样说：我们依恋这一生存，就是因为
这一生本身的缘故，而不是出于是否活着能够与如此定义的
生存相吻合，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幸福论的这种肯定答案是基于人的一个与生俱来的错误，很
多人对很多著作已经给予了批判，但是要完成这一类型的著
作，就只能放弃更高的、属于形而上和道德的审视角度——
而真正的哲学本来就是要引领人们进入这样的审视角度。因
此，书中所作的评论是从平常、实用的角度出发，并且保留
着与此角度相关的缪误时，那么，这些议论就确确实实经过
了折中的处理。因此，它们的价值就只能是有条件的。其



实，eudamonologie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委婉词。另外，这些
议论还说不上完整彻底——其中一个原因是我所讨论的主题
难以穷尽；另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我要全面讨论这个主题，那
么，就只能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话。

卡丹奴斯的《论逆境》其目的与这本书相似，它可以作为这
本书的补充。虽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中，掺进了
简短的幸福论方面的论述，但那些只是老生常谈。当然，一
般来说，各个时代的智者们，都说过同样的话语，但是很多
人却在做着相反的一件事，因此，伏尔泰说过：“当我们离
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照样愚蠢的邪恶，跟我们
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多发现的并没有两样。”

人生的智慧这本书读后感篇二

幸福本身就是一个委婉词。

人的内心快乐抑或痛苦首先是人的感觉、意愿、思想的结果。
外在事物只能间接起作用。

全书重点把幸福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如何做好自己，
让自己感到快乐，让自己免受他人外物的影响。老子和孔孟
也有一些类似的描述。

同一样外在事物和同一境遇，对于每一个人的影响都不尽相
同；处在同一环境中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我们能忍受纯粹外在的灾祸，但由我们自身所致的不幸却咬
牙切齿。我经常焦虑和害怕自己轻易被他人定义。我不能轻
松坐到自己想要的职位，做成想做的事情。而跟我在同一环
境的其他人可以做到的时候，我就很容易产生落差感和嫉妒
心。因此产生焦虑和敌对的情绪，焦虑情绪影响自己的情绪，
敌对情绪影响自己与他人的相处方式和关系。



正是生活中细微的谈话和行为流露出的差别对比和无限重复，
让我备受煎熬，难以自拔。而虽然我也有目标和追寻的方向，
但我却惯常的陷入这些日常氛围和情绪中，消耗了大部分的
精神和能量去找到那个相对平和舒适的相处状态。这时，人
已经累了，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做对自身更迫切更重要的
事。所以，把自己抽离出来，把自己的内心控制起来，把自
己当作工具人，没有情感，没有思想的工具人是一个比较好
的方法。别让生活的手段影响了生活。

我们的幸福主要取决于我们自身，取决于我们的个性。每个
人都囿于自己的意识，正如每个人都囿于自己的皮囊，并且
只是直接活在自己的意识中。正是由于人与人自身的差别，
我们会对他人自身的优点产生嫉妒，并将它小心隐藏起来。
因为优势本身就会对处于劣势的人产生自卑，进而为了隐藏
自己的自卑，不敢承认他人自身的优秀。

曾经我就是这么狭隘，这么自我中心，这么想当然。但似乎
却是没办法，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体，自然而然关注自己更
多，自恋，自大，自负都很容易产生。然后，在与他人交往
的时候，就会产生以自我中心的带来的束缚和牢笼。比如，
讨好型人格，过度在意外表，隐藏自己真实面目。但困扰你
的始终都是自己的意识和想法。所以，换个角度，换一种思
考方式很重要。很容易陷在一贯的思维误区出不来，毕竟，
身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狭隘和偏见，而愿意掏心掏肺交流
的人又无处寻得。

没有人能脱离自身个性。你就是你，你无法逃脱你自己。一
个人能得到多少快乐，已经由一个人的个性所决定了。个性
包括健康，力量，外貌，气质，道德品格，精神智力，潜在
发展。一个人的精神力的界限尤其决定性的限定了领略快乐
的上限。我极其容易想活成别人的样子，这就是想当然和幻
想的快乐。不得不说，我的精神力确实不够。这个世界并没
有怎么样，是人自己把它看成了那样。世界有很多种样子，
但人不愿意去相信其他的样子。或者，没办法经历其他的世



界。第一种，是懒惰，在逃避去认知的困难。第二种，这就
是无力感。

一个人的出生，经历，环境，已经上了底色，如果恰好自己
又懒又不聪明，缺乏内驱力，又缺乏适当的引导，那又会比
别人少了许多色彩。我经常都会羡慕他人，因为身边的他人
太多了，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常常让我产生对比和落差感。
而我做不到安于现状，情况又不允许我停止努力。因此，我
过得特别压抑，特别不自在。而优秀的人始终具备闪闪发光
的魅力，始终生活在我的周围，不断的提醒我，刺激我。而
往往我关注的却只是他生活精彩的表面，忽略了背后的原因。

我们都在生活的舞台上各自扮演了各自的角色，差别是外在
的一面，表面之下都是各有其痛苦和烦恼。如果，我的快乐
已经被自身性质决定了，总量就那么多，我不能只盯着别人
快乐的地方或者因为别人快乐的总量大于自己，就抱怨或者
是放弃去获得自己那份快乐的能力。这不就等于放弃了自己
的生命吗。之前也看到过一句话，人不能与别人相比，而是
与自己的过去相比，换一种评判幸福的标准，确实没那么偏
激。昨天看到了一个话题，穷留下身上的痕迹。因为从小学
就受到贫富悬殊带来的差别，那种感觉深深地烙在了心里，
像一个火团亮在那里时刻都在提醒自己，穷，很穷，特别穷。
然后，很难交际，也怕花钱，怕别人觉得自己很穷，也很在
意外表。后来，才发现，气质这种东西是装不出来的，特别
是没有内外加持的情况下，装起来特别傻，装得谁都不是。

无欲则刚，那会减少特别多无用的纠缠和计算。（也可能是
我懒，不想去计算妥协和委屈背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过
后能获得的利益）但愿，那些努力算计过的朋友，最后都有
成为赢家。

我们生存的真实性在此时此刻，连接着两段无尽的时间，过
往和将来。有希望可以放在将来。但不能只盯着将来，或者
为了将来更大的快乐放弃此时此刻的快乐，因为此刻是瞬间



流逝的，选择不快乐等于放弃现金，选择可能无法兑换的支
票。

扰乱人们的不是事情，而是人们对事情的看法。尽量减少自
己的偏见和狭隘，在对他人和事情进行客观了解和权衡之前，
不要过多做猜测和评判，只能是增加自己的主观情绪和偏见。

仅此作为自己对本书的理解和自我反思。书里面还有很多内
容，也有很多其他学科的知识点，有空再回味。书中，建议
和格言部分也很精辟，有很多参考性和可行性。

人生的智慧这本书读后感篇三

作者一生衣食无忧，不是一定要靠著述维生的。

幸不幸福，由内在机制决定？环境对内在机制的影响不考虑？

问题太多，怎么解决？

问我自己什么是幸福？或许幸福是苦少乐多，预期大多实现，
欲望大多满足。

智力上的乐趣是高级的乐趣，低级的乐趣乐一辈子，不是幸
福吗？

最长篇幅的-你在他人眼里是什么样的？中的基本观点，即不
管他人怎么看我们，都与我们的幸福无关。说的太绝对，个
人非常不同意。人是群居动物，和同伴建立良好的关系帮助
我们生存下来。生活中的社交和我们的幸福息息相关。何况
每个人的需求和喜好和性格相关，不是自己能左右的，也不
容易轻易改变，别人的眼光客观对待就好。

我自己就深受其害，然而怎么办呢，说不理会他人的目光根
本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得让自己更强。



不过这部分有一点说的对：少和傻瓜打交道。

人生的智慧这本书读后感篇四

发现一个现象，不论男女，都需要有个精神寄托来抵挡「无
聊」和「匮乏」带来的痛苦。可叹的是，女人总是寄托于人，
在偶像、伴侣或者孩子身上寄托生活的意义和乐趣。但是任
何被作为「寄托客体」的人身上都隐藏着巨大风险，他们会
死，会离开，会变质，会让你的生活风雨飘摇。这种寄托总
是要伴随着人的呼吸而存在，因为无聊和匮乏之苦永存。

我羡慕拜金的女人，因为他们追求不变的物质，在年轻的时
候暂且不必面临任何形式的「死亡恐惧」。

我羡慕大多数男性，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根植一种追逐名利色
的价值观，他们对这价值观可以心安理得地从一而终，不必
有什么疑惑。他们不会感到纠结的，只有失败的沮丧和痛苦
罢了。

我最心疼追求纯粹的人，无论是纯粹的感情，纯粹的理想还
是纯粹的其他。「聪明人」称那些人为「笨蛋」，因为「聪
明人」对聪明的定义是做有益之事，而纯粹无利。难过的是，
世界上或许并无纯粹，我要说这才是笨蛋最笨的地方。

人生的智慧这本书读后感篇五

非常好的一本书。阅读过程中有时会恨自己为什么不是叔本
华，不能那么从容地看破本质，有时又感慨自己幸好不是叔
本华，因为在他的价值观里少了很多在世的激情。他真的看
透了太多东西，认为人生的真实是痛苦、人世的必然是虚无。
不能说完全认同所有观点，但是80%认同而且佩服他说得如此
畅快、深入。这里金句频出，好多段落如同利剑揭开表面的
外衣，直指里面赤裸的真实。



《人生的智慧》一方面多少让我醒悟，明白幸福来源于个体
的内在，与他人头脑中我们虚构的形象没有多大关系；明白
人无需羡慕名声，因为我们崇拜的从来是名副其实的思想而
非虚有其表的赞美；明白快乐是否定而痛苦是肯定，幸福是
避免痛苦而非寻欢作乐、同时也要不致无聊。

明白青年时期常有的幻灭源于意欲常起而又看着它们一个个
抛空……另一方面，我没有真正领悟他说的，尽管我很多时
候非常认同。

若全按书上去做，那么人一生会变得太难，叔本华自己也意
识到了，所以他说：人要么庸俗，要么孤独。哲学带来的清
醒是伴着寂寞的，入世的盲目却是带来圆融的，人很难违反
自己的动物本性抛弃后者。所以孤独与圆融形成了两面反差，
我在其中摇摆不定，并且按照中庸之道的教育两端都难以到
达。

人生的智慧这本书读后感篇六

今天读了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受益非浅。这本书有点
心灵鸡汤的味道，但依旧不影响到它的经典。它所讨论的事
情与我们的世俗生活很接近，如健康、财富、名声等。许多
生活中的困惑，经叔本华深刻而透彻的讨论之后变得清晰简
明。

近一年来对原先感兴趣的事提不起兴趣，对生活不再积极乐
观。对工作也失去热情。不断从外界找原因，却忘记从内部
探寻。而今天看到叔本华所写，才恍然大悟。他写道：我们
从我们自己那里汲取的快乐远比从我们周遭所获得的要多更
多。最高级的、最多样的、最持久的快乐是那些思想上的快
乐。而思想上的快乐，主要源于思想的力量。

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是最快乐、幸福的？恋爱时和另
一半一起在地里摘西红柿，一边欣赏美丽的晚霞。在泰国时



和朋友们一起旅行，坐在皮卡上肆无忌惮的高声唱歌嬉笑。
元旦联欢会时和学生们一起跳舞、游戏。大学时，周末在图
书馆阅读的一个下午。高一时，在课堂上心无旁骛的听课。
还有安静的夜晚写出一篇好文章的时候。

他人会带给我快乐，但并不稳定，也不容易达成，需要天时、
地利、人合。但思想上的快乐却相反，不需要别人的配合，
独自一人就可以实现。无论你是有钱还是没钱，是身处要职
还是处于底层，只要你打开书，静下心来去读，就能有所收
获。

他还写道：人类幸福最基本的要素——事实上也是唯一要
素——是他的内在的构成，他心灵的构造。因为这是个人感
觉、欲望和想法引发的内心的满意或不满的直接源头；从另
一方面，他周遭的环境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媒介或者是一种间
接的影响。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的两个死敌。欲望不满足
就痛苦，满足就无聊，人生如同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动。
我总认为是环境的改变导致现在的倦怠状态。但仔细分析下
来却不是这样的。大概是因为当初所设下的目标大部分达成
了，下一个人生阶段又尚未来到。长远目标过于遥远，近期
目标没有设立。

于是，我找到了答案。环境可以改变人，但最主要的还是源
于内心的充盈，不断的学习，阅读和思考才是让人快乐的法
宝。是因为停下这些思想上的步伐才导致无所事事的不快乐。
所以，即便是毕业以后、工作以后依然不能忘记学习、阅读。
精神食粮所带来的满足大大超过物质上的享乐。不妨暂且把
近期目标设定为每天阅读，坚持写作。就算写得不好，也是
一种对生活、对思考的认真记录。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只要
能每天多记录一点点、多思考一点点、多进步一点点，就是
好的。



人生的智慧这本书读后感篇七

一个具有深远和高贵思想的人，不应该允许自己的精神思想，
完全被私人琐事和低级烦恼所占据，以致于无法进行深远、
高贵的思考，因为这样做确实是“为了生活而毁坏了生活的
目的”。

我们关心的只是，如何使一个人以本性的内容和特质所允许
的方式发挥他的本性，既不应该希望改变他人，也不可以干
脆谴责别人的本性。真正伟大的思想者，就像雄鹰一样，把
自己的巢穴建筑在孤独的高处。

——叔本华《人生的智慧》

据说列夫·托尔斯泰当初一读叔本华的这本书，就喜欢得不
得了。在给友人的信中自称，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给他
所带来的愉悦是“从来未曾体验过的”。

叔本华《人生的智慧》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强调人的内心世
界的丰富对于人的幸福感的极端重要性，认为独处与思考是
开发这种内在精神世界因而提高一个人自我品味的前提。一
个不甘于平庸的人应该爱好独处，站在时代的最顶端。这样
他才能看的更远，思考的更深。

以下是我在读完《人生的智慧》以后所总结的6点个人感悟。

叔本华认为，穷人痛苦，富人无聊，是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增
长时所面对的两大问题。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的两大死敌。
每当我们脱离其中的一个时，我们也就在接近另一个。一个
社会的穷人越多，这个社会的苦难就越深重。饥饿、疾病，
甚至战争，都和贫困贴得很近，有些原本就是贫困的原因和
结果。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穷人脱离贫困而走向富



裕，富人群体日益庞大，无聊的人群也开始逐渐增加。无聊
的人会生出许多无聊的事，无事生非是人的本性。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的人现在越来越多，所谓温饱思淫欲，正在变为一
种我们这个社会的常态。

吃饱了总得找点事做吧，不然太无聊了，于是乎女人就成了
目标之玩物，毒品就成了精神麻醉之寄托。

所谓人生智慧，就是关于人的一生怎样过得幸福的智慧。叔
本华认为，最可靠而持久的幸福源自自爱，自娱自乐，源自
一个人的内在精神。即帕斯卡尔所说的，独处是一种能力，
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无法学会一个人独自安静地呆在房间里。

对于人生幸福，叔本华指出，决定普通人命运的根本在于3个
内容：

1.人的自身，即在普遍意义上属于人的个性的因素，包括人
的健康、力量、外貌、气质、道德品格、精神智力及其潜在
发展。

2.人所拥有的身外之物，亦即财产和其他占有物，比如房产、
车、固定资产等等。

3.人向其他人所显示的样子，亦即人们对他的看法，主要是
荣誉、地位和名声。

在《人生的智慧》中，叔本华说：“一副健康良好的体魄和
由此带来的宁静和愉快的脾性，以及活跃清晰深刻、能够准
确把握事物的理解力，还有温和节制有度的意欲以及由此产
生的清白良心，所有这些好处都是财富、地位所不能代替的。
”“人自身拥有的优势，如伟大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感，与人
的地位出身以及优厚财富等诸优势相比，犹如真正的国王与
戏曲舞台上假扮的国王一样。”这些话告诉我们，心灵和情
感对于一个人的影响远远胜过地位、出身以及财富。因为心



灵是人自身所拥有的，而地位出身等则属于身外之物，并不
属于人的本性。

一个人精神丰富的程度决定着一个人是平庸还是高贵。因为
他精神能力的范围决定性地限定了他领略高级快乐以及是否
能感知幸福的能力。

叔本华说，能够自得其乐的人最幸福。没有相当程度的孤独
就不可能有内心的平和。

他的原话是：“一个精神丰富的人独处时，沉謦于自己的精
神世界，自得其乐。但对于一个冥顽不灵的人，接连不断地
聚会、看戏、出游消遣都无法驱走那折磨人的无聊。”“一
个善良温和节制的人在困境中不失其乐，但贪婪妒忌卑劣的
人尽管坐拥万千财富却难以心满意足。”

坏人容易形成团伙，小势力，伟大的人卓尔不群。真正伟大
的思想者，就像雄鹰一样，把自己的巢穴建筑在孤独的高处。
实际上，叔本华一生大半时间都过着半隐居生活。在柏林大
学和黑格尔pk之后，他便辞去教职避走他乡，在法兰克福远
郊的一个小镇住下，著书立说，直至去世。

珍爱自己的精神个性，耐得住人生的寂寞，做一个卓尔不群
的人。叔本华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能够享有自
己卓越的与众不同的精神个性所带来的乐趣，那么，普通大
众所追求的大部分乐趣对他来说，就是多余的，甚至是一种
烦恼和累赘。

苏格拉底看到街上摆卖的各种各样的奢侈品时说，我不需要
的东西可真多！

一个人喜欢与人交往的程度，与其思想的平庸和贫乏程度一
致。对此，叔本华很明确的提出：“人生，要么选择独处，
要么选择平庸。”他说：“一个人若有了卓越而伟大的精神



思想，就会造成他不喜欢与人交往的性格气质。因为这种人
坚信，一百个傻瓜聚在一起也产生不了一个聪明的人。”

大致而言，一个人对与人交往的爱好程度，跟他的智力的平
庸及思想的贫乏成正比。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么选择独处，
要么选择平庸。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选择了。对于大多数
人来说，闲暇只会造成一个无用的家伙。

在《人生的智慧》中，叔本华表明了一点，即能够自得其乐
的人，能够按照自己的天生才能发展并取得成就的人，最后
能获得幸福。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一个人若能够按照自己天生
的才能不断发展，并借助这种才能从事某种活动取得成果，
就能享有幸福。幸福属于那些能够自得其乐的人。因为幸福
的外在源泉不受我们控制。人到老年，几乎所有的外在源泉
都会枯竭，此时此刻，一个人的自身拥有，比起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重要。因为只有我们的自身拥有才能够在我们各自
的生命中保持得最为持久。

对此，歌德也说，谁要是生来就具备某种才能并为此而生活，
那他就由此而找到了最美好的人生。

叔本华认为，抛弃今天的人，不会有明天。没有人生活在过
去，也没有人生活在未来，现在才是生命确实占有的唯一形
态。

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忽视眼前的美好事物，或者说眼前事
物的美好，直到有一天这种美好消失时，我们才后悔没有珍
惜人生每个被它闪耀的瞬间。我们不能因为触手可及，俯拾
即是，就不去珍惜眼前的美好。要知道万物属无常，有生便
有灭，好好珍惜当下，我们才能享受生活，收获幸福。

生命就像一条奔腾的大河，有人沉，有人浮，沉下去的化作



一摊泥，浮上来的随波逐流，在这沉浮间，我们还能剩下些
什么，还能追求些什么？逝去的已成为过眼云烟，未来的还
无法揣测，只有珍惜现在，珍惜拥有的一切，才是幸福。

叔本华用他一生的哲学所学和体验之智慧，让你我懂得：在
明天和意外之间，我们永远不知道，哪个会最先到来。

人生的智慧这本书读后感篇八

斯托拜阿斯说：“幸福就是施展、运用我们的技巧，并且获
得希望的结果。”他还特别指出，他用古希腊文字来说明的
是所有需要使用技巧和能力的活动。大自然之所以给予人们
力量，最初就是为了让人们有能力和周围的匮乏进行搏斗。

第一类是由机体新陈代谢能力带来的快乐：包括进食、消化、
休息和睡眠。一些国家认同这类快乐，甚至是全民的娱乐方
式。第二类是运用肌肉力量带来的快乐：包括走步、跳跃、
击剑、骑马、跳舞、打猎和各类体育游戏；甚至包括战争和
搏斗。第三类是发挥感觉能力带来的快乐：包括思考、观察、
感觉、阅读、冥想、写作、学习、发明、演奏和思考哲学等。

出色的感觉能力让我们得以享受认知方面，也就是精神思想
方面的快乐。情感能力越是突出和优秀，我们享受到的这一
方面的快乐也就越强烈。如果想要让一个平庸的人热切地关
注某件事，只能通过刺激他的意欲来使他对这件事产生切身
兴趣。但是，意欲如果保持长时间的兴奋，就无法保持纯净，
总是会有杂质，与痛苦紧密相连。

一个拥有卓越的思想的人过着双重生活，第一重是他的个人
生活，第二重则是思想领域的生活。逐渐地，第二种生活变
成了唯一目标，而第一种生活则沦为了实现其目标的手段。
普罗大众却总把希望寄托于身外之物上，希望财产、地位、
妻儿、朋友、社会人群能够带给自己生活的快乐；在这些东
西上面寄托了他一辈子的幸福。所以，一旦这些东西没有了，



或者得到这些东西的希望破灭了的话，他的幸福也就随之消
逝了。

为什么这类极为少见的天才，就算本身性格脾气很温和，但
是对朋友、家人和集体也缺少其他人所拥有的那种息息相关
的兴趣。他们自身拥有丰富的内在，所以就算其他所有东西
都消失了他们也能够得到安慰。所以，他们总是有一种孤独
的气质；特别是当他人从来未曾真正、完全地使他们满足的
时候，这种特质就表现得更为明显。所以，他们无法将其他
人看作自己的同类。确实，如果相互之间的差异巨大的话，
他们对于作为人群中的另类生活其中也就习以为常了。

任何时代的杰出的精神人物都把闲暇看作人生至宝：因为对
于每一个人来说，闲暇的价值就等同于他自身的价值。“幸
福似乎就是闲暇”

那个天赋异禀的人就能够获得更高级的生活，亦即这种生活
摆脱了人生的两个互相对立的痛苦根源：匮乏和无聊。换言
之，他不用再为了生存而苦苦奔波，也不会无法承受闲暇
（闲暇就是自由地生存）。只有人生的两种痛苦互相抵消和
中和，人才能够摆脱两者的烦扰。

索福克勒斯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
作家之一。对于这种问题就有着两种相矛盾的看法：对于幸
福来说聪明的头脑是最重要的。以及想要拥有轻松愉快的生
活最好拥有简单的头脑。

菲利斯坦人的巨大痛苦就是，任何理念性的事物都不能给予
他们快乐。为了避免无聊，他们对于现实性的事物有着无穷
无尽的需求。但是，因为现实性的东西很快就会穷尽，这种
情况一旦发生，这些东西所能带来的就不再是快乐而变成了
厌倦。此外，这些东西还会招致灾祸。相较之下，理念性的
东西确是无穷尽的，而且它们本身是无邪无害的。



但是，如果一个拥有百倍财产的人，一旦他对某种东西有了
需求又无法得到它的话，他就会感到郁闷。

荷马在《奥德赛》第十八节所表达的意思与这里所说的相类
似。这一节的最后两行如下：平凡之人的情绪起伏不定，就
像神、人之父所赐予的日子。

人们对财富的尊重要比对其他任何东西的尊重都要更多、更
真诚，甚至近乎崇拜，这也不足为奇。甚至连权力也只是获
取财富的工具而已。同样不值得奇怪的是：为了实现获得财
富这一目标，什么东西都可以被推翻、被抛弃。比如，哲学
教授就是这样抛弃了哲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