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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从幸福感到幸福力从古至今，人类最关心的主题就是幸福。
从古希腊哲学家群舌论战大话幸福，到现代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热点解析幸福感。
幸福一直是每个时代的焦点话题。
如今，幸福学已经炙手可热。
国际心理学界的新生代学科——积极心理学对幸福感的关注和研究，引发了全球对幸福的聚焦。
各国政府在追崇着国民幸福指数；媒体在热议着幸福话题；各地政府忙着幸福城市的评选；心理学家
们为幸福感的取向在执着地研究；千千万万的民众，也在关注着“什么是幸福？
”、“为什么我的幸福感不长久？
”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幸福最初是一个哲学概念，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有两种：一种是阿里斯底波学派的“快乐主义幸福观”，即“快乐论”——幸福是
一种快乐的体验；另一种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完善论的幸福观”，即“实现论”——幸福不仅仅是
快乐，更是人潜能的实现，是人的本质的实现与显现。
两千多年来，研究者们怀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不断地丰富着幸福的概念。
幸福——幸福感的演化也经历了三个过程：从早期主观幸福感的“一统天下”，到40年前主观幸福感
和心理幸福感的“双峰对峙”，发展到如今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的“三足鼎立”，
幸福感的真面目终于显山露水了。
幸福感不是单一的泛指“主观幸福感”，它包括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三个方面。
当幸福在心理学研究者的手中演化为幸福感的时候，民众面对幸福感还是一头雾水：“幸福不就是感
觉吗？
”心理学这个身处象牙塔尖上的科学，如同镶嵌在皇冠上的明珠，神秘而又朦胧；心理学那些高深莫
测的理论、专业的术语、复杂的心理量表，以及那些让人不知所措的测量工具、干预幸福的手段，让
民众觉得幸福似乎越来越说不明白。
有没有更简单明了的说法呢？
从大方向上讲，幸福是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面对的问题；幸福感是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命题
；幸福指数是政府关注的时代课题，民众的安居乐业就是鉴别政府业绩的依据，国民幸福指数(GNH)
是衡量人民幸福快乐的标准，人民福祉就是国家的使命。
从小方向上讲，民众对幸福的需求很简单，就是通俗实用。
民众只需要简单易懂、便于学习的心理学应用方法，只关注如何才能提高自身的幸福感。
幸福是可以学习的早在几年前，国外已经开设了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幸福课”。
如今学习幸福在中国似星星之火正在燎原。
幸福是可以学习的，已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学生时代，读书的目的很简单：读书学本领，为了今后生活的更幸福。
十几年的读书生涯，一门又一门的功课、一摞又一摞的作业，我们学习了很多知识，但是，我们从来
就没有学过幸福这门功课。
当我们踏进社会，开始工作、恋爱、结婚、育子，却经常会发现，一直努力追求的幸福依然离我们很
远。
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经受了不少生活的磨难，有过许多的不快乐，也一直在困惑，如何能获得属于
自己的真正的幸福。
当我们快乐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幸福，幸福感很高；当我们不开心、不快乐的时候，觉得自己并不幸
福，甚至很不幸，根本就找不到幸福感。
如果把生活比作一双鞋子，我们的脚就是幸福的感觉，进入鞋里的沙子就是“不幸”。
同样的鞋，平日穿在脚上，很少有人去夸奖鞋子的舒服。
一旦鞋子里混入一粒沙子，人们立即会变得敏感，为沙子带给我们的不幸而耿耿于怀，甚至还会埋怨
是鞋子不好，抱怨生活总是不幸。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生活中的幸福少了，而是我们缺少了获得幸福的方法；并不是我们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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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而是我们缺少了学习幸福的能力。
幸福力是个体获得幸福的软实力幸福是什么？
如何才能拥有更持久的幸福生活呢？
先贤们告诉我们，幸福是一种感觉；哲学家告诉我们，幸福并不是存心去找就能找到的；社会学家告
诉我们，幸福的多少与财富无关；积极心理学家则告诉我们，幸福不仅是感觉，更是一种能力，幸福
是可以学习的。
积极心理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如何使生命更有意义，让人们更加的乐观、健康和幸福的学科，致力于帮
助更多的人们生活的更好。
2010年，积极心理学提出全新的心理概念“幸福力”，诣在帮助民众拥有一种看得见、用得着、学得
会的幸福能力，一种方便实用的幸福能力。
幸福力是一个人内在的心理素养，是一个人获得幸福的软实力。
这个软实力是一个人的情感力、认知力、健康力、意志力、抗挫力、微笑力和德行力的综合体现。
具备幸福力的人，能获得长久而持续的幸福，而非短暂的情绪体验。
如今，已经从幸福感的量化研究，进入了幸福力的提升应用时代。
如果说，鉴定一个人是否幸福的量化标准是幸福感，那么获得幸福的实施方案就是幸福力。
幸福力没有量化比较、没有攀比，是一种自我积蓄的软实力、是纯粹的自我能量；而幸福感则渗透着
太多自己与他人的攀比。
正如“幸福不幸福只有自己知道”所言，在提升幸福感的过程中，只有摒弃感觉，增添内心的力量，
心灵才会充满殷实的幸福能量。
幸福力的时代已经来临。
个人幸福力的提升，会带动整个社会和时代幸福指数的提高。
福祉、大爱的和谐世界，正是你我他幸福力凝聚之后的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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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幸福的能力》内容简介：幸福在哪里？
人人都在向外寻找着幸福，却不知幸福力的源头就在自己的心中。
当我们具备乐观、坚定、慈善和幸运的软实力，懂得如何调适内心世界，幸福感就会如泉水般涌来，
就能体验到长久的快乐和持续的幸福。
西哲亚里士多德曾说：“幸福是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人类存在的最终目标和终点。
”幸福靠自己，拥有幸福的能力，会让你走进明媚阳光，远离萧瑟寒秋，助你解开郁闷迷茫的症结，
踏上人生舞动的鼓点；你会成为自己心灵健康的指导师，并和《幸福的能力》的作者一样将幸福“传
染”给更多的人。

海报：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幸福的能力>>

作者简介

王薇华，博士，中国地质大学MBA客座教授、著名积极心理学专家、幸福力导师。
从基层共青团团委书记到第一批闯海人，从民建海南省委妇委会主任到企业总裁，从专科毕业生到工
学博士，从媒体策划领队人到积极心理指导师，曲折而精彩的人生阅历，极为丰富的政府、高校和企
业的演讲经验，渊博的心理学知识，使她成为积极心理学在中国推广和普及的第一人。
2010年，王薇华博士在全球率先提出积极心理学的新概念“幸福力”，倡导“幸福不仅是感觉，幸福
更是一种能力”的新观念。
2012年，在第二届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上发表重要演讲，力主将象牙塔文化与大众读者对接。
代表作有：《幸福力》（全球首部倡导幸福力的精品读物）、《幸福法则》（国内首部通俗介绍积极
心理学的入门读物）、《心理健康法则》（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权威普及读物）、《职场幸福力》（中
国职场人的首部幸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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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幸福，越幸福越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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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幸福基线水平 经常会遇见这样的问题：“我这个人天生就是悲观的人，负面情绪
就是多，我很难学会乐观，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 积极心理学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呢？
如何帮助那些天生具有悲观情节的人，让他们学会快乐，获得更多的幸福呢？
 积极心理学在研究中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条与生俱来的幸福基线，大体上是由我们的基因所决
定的。
每个人都会因为出生环境、生活经验，以及受遗传基因等因素影响，拥有属于自己的特有的衡量幸福
感程度的幸福基线。
这个幸福基线大致在我们3岁以前就确定了下来。
 有的人天生就比一般人的幸福基准线的水平高，也有的人天生就比他人的幸福基线水平低，但是无论
每个人的生命中发生过怎样的刺激性事件，我们大多数人最终都会逐渐回到自己的幸福基线。
 人的个性中，有40%是基因遗传所决定，10%由环境所决定，50%是后天教育和培养、个人努力因素等
形成的。
一个人的个性中有60%可以改变的空间，有60%的机会能提升自己的幸福基线。
 下面有两个案例。
 某个天生幸福基线水平比较低的人，最近他很幸运的中了大彩，获大奖了，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在获奖之后的三个月中，他的幸福基线水平从过去的3，提高到7和8，但是三个月之后，到半年的时候
，他的幸福基线水平依然回到了过去的3，回到他自身的那个非常的悲观或者不乐观的状态。
 同样，另外一个幸福基线水平相应比较高的人，他的基线水平在7，结果这个人不幸地遇到了车祸，
甚至可能出现一条腿会截肢了，这个人很难过。
在未来三个月里面，他的幸福基线水平也会极速下降，下降到3左右。
但是不久，半年之后，这个幸福基线水平相应高的人，很快就会恢复到5、6或者7的状态。
 学习积极心理学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获得什么？
 积极心理学能帮助我们获得个人积极情绪的提高、社区和团队整体幸福能力的提高，通过学习幸福的
方法，通过学习积极心理学，使我们的幸福基线水平相应会有提高。
 如果说过去你的幸福基线水平在3，学习了积极心理学的知识、观点以及幸福的能力，你的幸福基线
水平可能会提高到6、7或者8。
如果这个时候再碰到不幸事件，可能会回到原点，但是不长的时间里，你就会很快恢复到7的幸福基
线水平。
这就是学习幸福的奥妙，也是让我们获得长久幸福力的一个秘密。
 无论我们自身的幸福基线水平是怎样的，在生活中都会自然而然的流露各种情绪：高兴时大笑、伤心
时流泪、惊恐时害怕、忧虑时抑郁、厌恶时会反感。
当我们遇见难过的事，可以哭泣，把悲伤的情绪释放出来；遇见烦恼和不开心的事情时，也可以生气
，只是内心要有一个尺度，还有有一种让幸福基线回升的能力。
 消极负面情绪比较多的人，无须慌张和焦虑。
积极心理学会帮助我们提升幸福基线水平。
 容许自己在生活中做一个真实的人。
每个正常人都会有悲观和不开心的时候，只是不要让自己在负面情绪中逗留太久。
 态度效应 有位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不能选择命运，但可以选择心态；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有什
么样的命运。
心态决定命运。
 什么是心态？
心态是指一个人对事物发展的反应和理解。
简单一点说，心态==性格+态度。
 性格是一个人独有的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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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的。
形容性格的词语：内向、外向、英勇、刚强、懦弱、粗暴等等。
 态度是一个人对客观事物的心理反应。
不同的心态，面对同样的事物，会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状态和解释观点。
 每个人基本上会有两种心态。
一种是正面的、积极的心态，另一种是负面的、消极的心态。
 针对哲学家所说的：心态决定命运，于是心理学家和动物学家联手，通过实验来验证这句话是不是真
的具有哲理。
 心理学家和动物学专家联合做过一个有趣的对比实验：“态度效应”。
 他们选择了两只性格完全不一样的黑猩猩，一只黑猩猩性情温顺，另一只猩猩则性格暴烈。
实验人员将两只黑猩猩分别放在两个布局完全相同的房间里，每个房间的墙壁四周，都镶满了镜子。
 这只性情温顺的黑猩猩，一进到房间里，就表现的很开心。
它高兴地对着镜子里的黑猩猩友善的打招呼，镜子里的“同伴”也对它报以友善的态度，于是这只黑
猩猩很快就和镜子里的同伴们打成一片，奔跑嬉戏，彼此和睦相处，关系十分的融洽。
三天之后，当这只黑猩猩被实验人员牵出房间时，它还恋恋不舍的看着镜子里的黑猩猩。
 另一只性格暴烈的黑猩猩，在一进入房间的那一刻起，就被镜子里面的“同类”那副凶恶的态度给激
怒了，于是这只黑猩猩就与这个新的“同伴”不停地进行着追逐和厮斗。
三天后，这只黑猩猩是被实验人员拖出房间的。
因为这只性格暴烈的黑猩猩早巳在气急败坏的打斗中、心力交瘁的死了。
 在两个黑猩猩的身上，我们看见那只性格温顺的黑猩猩，它沉浸在一种积极的情绪中，表现的是欣赏
、欢乐和喜悦；而那只坏脾气的黑猩猩，对着镜子四处狂击乱打，就如同手中挥动着一只愤怒的大铁
锤，将它内心愤怒的火焰越燃越高，促使血压升高，肌肉紧张，结果是在不停的搏斗中，最后把自己
给累死、气死了。
 “态度效应”的实验，验证了那句话：事情（环境）没有好坏，完全在于你以怎么的态度去对待；你
处理事情的态度，决定事情最终的结果。
 有句话说的好：谁驾驭了自己的心态，谁就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
你的心态就是你真正的主人。
做自己的主人，是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你的心态就是你真正的主人。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你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乐观的骨牌效应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多米诺骨牌”。
“多米诺骨牌”是一位意大利的传教士多米诺先生发明的，他把自己精心制作的“骨牌”作为珍贵的
礼物送给自己心爱的小女儿。
随后“多米诺骨牌”这个游戏就逐渐流行起来，风靡欧洲，成为一种很高雅的运动。
 后来人们将一个最小的力量，能够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现象，称为“多米
诺骨牌效应”或“多米诺效应”。
 乐观的心理作用它也会有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把念头比如为一张牌，一个正面思考的念头，
就是一个乐观的牌，第二个念头乐观，再传递给第三个、第四个，随后的念头都是乐观的，引发的就
是“乐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一分钟乐观的情感会传递一分钟乐观的情绪，会导致下一分钟的乐观，并影响到再下一分钟的喜悦感
觉和乐观情绪的延续。
 乐观情绪是可以传递的。
 大家知道复印机吧，我们放一张笑脸的照片，我们按键复印十张，复印机就会复印出十张笑脸，我们
的大脑也会记忆笑脸，就像一台高速复印机，笑脸复制笑脸。
 生活就像一台复印机，乐观的人复制的是自己的笑脸，悲观的人复制自己的哭脸。
所以说：快乐是自己找到的，烦恼是自己寻来的。
 乐观会让人感到快乐，悲观会让人感到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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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烦恼是自己寻得 喜欢自寻烦恼 有句话说的很有意思：没吃饱，人只有一个烦恼；吃饱了，人
就有无数个烦恼。
人是不是喜欢自寻烦恼呢？
 有一位心理学家针对“烦恼是自己寻得”这个话题，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实验。
 他在一个周日的晚上召集一群自愿者，要求他们在未来的三周里，把自己认为将发生的，所有能够想
到的烦恼事，都写下来，然后投入到一个“烦恼箱”里。
 三周过去了，又是一个星期天，这位心理学家在所有参与实验的人们面前，打开了那个“烦恼箱”，
请在场的每个实验者逐一核对自己的每一项“烦恼”，查看一下这些烦恼是否在过去的三周里困扰了
自己，结果发现，其中有九成的烦恼根本就没发生过。
 心理学家又要求大家，把剩下的那一成烦恼写在一张字条上，重新装入信封丢入纸箱中，并请大家在
随后三周的时间里，思考一下解决烦恼的方法。
三周后的又一个星期日，心理学家当着大家的面再次打开箱子后，实验者们发现自己那一成的烦恼，
已经不再是什么烦恼了。
 心理学家在这次实验中总结了这样一个道理：一般人的忧虑和烦恼，有40%是属于过去，有50%是属
于未来，只有10%是属于现在。
而90%的忧虑和烦恼，在当下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剩下的10%的烦恼，则是一般人能够轻易应付的。
 这个实验也证实了“烦恼是自己寻来的”这句话。
自寻烦恼，其实就是拿昨天和明天的事情来折磨自己；只有积极的情绪才能给生活带来更多的美好。
 烦恼是自己寻得，快乐是自己找到，幸福不幸福，自己来做主。
 积极情绪让生活更美好 自寻烦恼、负面情绪比较多，是老祖宗留个我们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我们无法改变昨天的历史遗留，但是，并不是不能去改变今天的现状。
 积极心理学带给人类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正面思考的力量，来帮助人们改变消极情绪，增强更
多的积极情绪。
 有人说，我知道自己不应该自寻烦恼，需要多点积极情绪，可是我的脑子里似乎总是有那么一个“喋
喋不休的人”，一会说东，一会说西，说的东西总是消极的比积极的多。
事情还没有发生，我就会联想到不好的结果；我内心的那个“喋喋不休者”总是喜欢抱怨，总是对不
好的事情耿耿于怀的、对不开心的事情记忆犹新⋯⋯ 心理学家在研究中也发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人
的大脑中，平均每天会有四、五万个想法浮现又消失。
人们醒的时候，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内心与自己进行着默默的对话。
内心的对话常常是负面想法比正面想法多。
 心理学家南迪·内森说：一般人的一生平均有十分之三的时间处于情绪不佳的状态。
因此，人们常常需要与那些消极的情绪作斗争。
 从远古时代开始，我们聪明的祖先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便开始拥有了一些积极和良好的感觉
，慢慢的体会到喜悦的心情，为了生活的更好、更开心，于是又逐渐进化出更多的积极情绪。
 积极情绪这棵灿烂的种子，让人们感受到：喜悦、感激、宁静、兴趣、希望、自豪、逗趣、激励、敬
佩和爱。
 积极情绪改变了我们祖先的行为，提高了他们的生育质量和生存概率；积极情绪帮助祖先们在财产、
能力和有益的特质上均获得了发展。
 积极情绪这朵美丽的花儿，从一粒种子开始，生长、发育、欣欣向荣的“开放”，不仅传递芬香，还
能感受到更多美好的东西；让人们的感觉更好，生活的更亲密、更和谐。
 积极情绪的好处：“让我们更快乐；诱发更多乐观的生活态度，给我们带来开放的思想、柔和的性情
、放松的肢体和平静的面容。
” 积极情绪让我们的生活欣欣向荣；消极情绪使我们的生活枯萎凋零。
 积极与消极情绪3：1 有人会问：积极情绪要多少才能够？
是不是要彻底的消灭消极情绪，人们才是最快乐的？
 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拥有七情六欲。
如果要求一个人去要体验百分之百的积极情绪，这是违背和否认人性的，这意味着你要像鸵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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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脑袋埋在沙子里，最终会让其他人远离你。
 是不是积极情绪越多越好，消极情绪越少越好呢？
 绝非如此，适当的消极情绪会让你脚踏实地，知道自己是一个正常人。
 积极心理学家芭芭拉·费雷德里克森在《积极情绪的力量》一书中的建议：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
例是3：1。
每当你承受一次撕心裂肺的消极情绪，就需要体验至少三次能够让你振奋的积极情绪。
未必是每时每刻，或是每天能达到这个比值。
只要在一周或者是一段时间里，尽力达到或超过3：1的比值就可以。
 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会遇见一些女孩子，常常陷入负面情绪不愿自拔。
女孩最常用的方法：不吃饭、哭泣、自闭、抑郁，这些都是笨女孩才做的事。
聪明的女孩子。
不会为了任何人、任何事来折磨自己。
当然，偶尔傻点笨点有必要，人生不必时时太聪明。
一定要学会承受痛苦，把痛苦当做一次成长的经历。
 聪明的女孩子，会好好的爱自己。
即使没人会心疼你，你要自己疼自己。
如果不开心，就找个角落或者在被子里哭一下，你不需要别人同情可怜；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也无须随便跟人发脾气、耍性子的，要接受和容纳自己不完美的地方。
全世界只有一个你，就算没有人懂得欣赏，你也要好好爱自己。
 有人问：“是不是好情绪可以无限增加，没有上限？
” 当然，并不是积极情绪越多越好，消极情绪也并非越少越好，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上限是11：1
左右。
11件快乐无比的事情，有一件不开心的事情，你就是一个超级快乐的人了！
 即使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在失去自己最心爱人的时候，也会伤心的流泪；遇见不公平的事情愤怒；
面对危险会感到恐惧；遇见令人作呕的事会反胃等等。
 无论你的负面情绪有多少，无论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天生悲观的人、你多么擅长消极情绪，都无须太担
心。
积极心理学会帮助我们建立一种为自己打开和关闭积极情绪的能力。
建立积极情绪的关键就是培养正面思考的习惯，积极情绪能帮助我们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和烦恼。
 准许自己为人，容许自己拥有各种情绪，只是不要让负面情绪，在自己的体内驻留太久。
 对自己负责的方法很简单，让自己快乐起来，拥有更多积极的情绪。
活在当下、爱自己、做有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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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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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幸福是一种能力，这意味着你的不幸福可能有你自己的不努力或不主动的原因，王薇华老师的《幸福
的能力》一书会告诉你如何主动并努力提高自己的幸福能力。
    ——国际积极心理学会(IPPA)执委 任俊    幸福不仅是生活的目的，而且是一种可以习得的能力。
阅读此书有助于提升幸福的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刘翔平    培养幸福力，提升幸福感。
    ——南昌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苗元江    幸福是一种能力，锻炼可以让它变得强大，本书为我们提供了
锻炼的器材和方法。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学博士 汪冰    王老师讲幸福力，娓娓道来，发人深省，让人受益匪浅!    ——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 岳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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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幸福的能力》编辑推荐：越努力越幸运，越幸福越成功。
幸福的能力：乐观、坚定、慈善、幸运，国民的幸福指数与国家的进步程度息息相关。
亚里士多德：幸福是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人类存在的最终目标和终点。
2012年联合国《第65/309号决议》生效，首次将“幸福”正式列入全球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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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幸福是一种能力，这意味着你的不幸福可能有你自己的不努力或不主动的原因，王薇华老师的《幸福
的能力》一书会告诉你如何主动并努力提高自己的幸福能力。
——浙江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国际积极心理学会(IPPA)执委 任俊幸福不仅是生活的目的，而且也是
一种可以习得的能力。
阅读此书有助于提升幸福的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临床与咨询心理研究所所长 刘翔平培养幸福力，提升
幸福感。
——南昌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中国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
任 苗元江幸福是一种能力，锻炼可以让它变得强大，本书为我们提供了锻炼的器材和方法。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学博士 汪冰王老师讲幸福力，娓娓道来，发人深省，让人受益匪浅！
——国内唯一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香港城市大学教授 岳晓东我们一般人寻求幸福，有三个智
慧的源泉：经典哲学、成功人士的个人经验和科学的心理学。
相当一部分读者是在传统经典书籍和成功案例中寻找智慧之道，却忽视了时代的变迁和自身的特殊性
，在心理学日益发展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幸福与心态有关，我们有必要将最新的心理学幸福理
论介绍给读者。
当前，与幸福说联系最紧密的心理学派是积极心理学，何为积极心理学，简单来说是指利用科学的实
验和测量方法，来研究、开发人类潜能的心理学思潮。
它倡导人在面对压力时，用一种积极地心态来诠释自己的内心和周遭，进而激发自身本已存在但尚未
开掘的优秀品质和积极力量，从而定义自己幸福的人生。
如今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已成态势，在联合国首次将“幸福”正式列入全球议事日程的《第65/309号决
议》生效的前提下，在哈佛等著名学府的幸福课风靡全球的背景下，我们欣喜地看到作为中国积极心
理学推广第一人的王薇华等优秀的积极心理学作家，脚踏实地紧跟心理学的最新动态，与国际上关注
幸福问题的专家一起去探讨心理学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的发展问题，并着重与幸福学联系最为密切的
心理学理论与大众对接，同时充分吸取国内外心灵修养类、心理学类图书的优势和教训，以生活、活
泼的形式向大众读者展现全新的切合中国人实际的优秀书籍。
为此，我们期待她们能从多角度、多方位，为千千万万的读者传递幸福之道。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伯克利加州大学心理学系终身教授 彭凯平（2012年12月20日于清华大学
心理学系伟清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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