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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意义上的需求论》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哲学类的图书。该书作者首次提出“人生本性需求”的思想，并论证了“需求性”是人的至
极本性。这一人性理论，将合理解释人的所有行为均是由于需求性而导致的。利用这一理论便能破解
当今世界上诸多问题。需求论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以这一世界观来看世界，可通达一种新的境域。需
求论揭示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和根本动力是人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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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庞庆利，男，1957年生，吉林医学院毕业，1982-1989在通化卫生学校任讲师，1989-1996在大连第五人
民医院任主治医师，现专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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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轻描淡写地处理--几乎就是提几句--柏拉图和黑格尔所提出的问题却很认真地讨论一本教材，这样
地谈美是一件很神奇的事。作者认为满足需求的就是美，那每个人需求不同，美的标准又在哪里呢？
人需要的很多，万物都是美的？且不论康德在判批中明确反对的就是因对象的功利性来评判美，而作
者恰恰就喜欢谈论有用的、能满足需求的就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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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首先，我非常佩服作者庞庆利能够辞掉医生的工作，而投身入“需求论”的研究之中，而且一扎
进入就是7年，在这7年里面“放弃了读书、思考、写作之外的许多欲望”，按照作者的需求论，我想
这里的“欲望”也是“需求”，实属不易啊，能专心做好一件事情。作者受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所影
响而开始研究人的需求，进而认为“需求性”是人的至极本性，我个人觉得这个观点有点把需求性拔
高的感觉，而且作者还不满足于证明出这个观点，于是进而推导出植物界以及动物界等世界上的生命
体都是具有需求性的，而且是离不开的，彼此都是为了需求而生存下来的，“需求性是物质的基本属
性”。于是，在这里，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究竟世界上是生命体先出生，还是需求性还出生，他们
之间是如何建立这种需求性的，根据作者的观点，这种基本属性是早已就有的了，但这与达尔文的进
化论就了相悖之处了。为了不显得相悖，于是作者根据自己的思路提出了“物质的需求性创造了生物
——生物进化的新假说”，试图推翻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而提出“万有需求定律”，这种野心是比较
大的。因为“需求性”不单是对物质的需求，还有对精神的需求，所以作者接着谈到了人类精神上的
需求，如敬业精神、民族精神等等，其实精神的更高层次便是幸福了，作者认为“幸福就是需求的满
足”，然后用一个简单地公式：幸福=需求×满足度。对于这个公式，我觉得这样子把幸福简单地变
成一条公式实在有点过于简单了，另外的就是需求的至高点是否和幸福等同，这个也是需要不断地验
证的。最后，我想讨论的就是作者所提出的“以需治国”是否妥当，历史中的计划经济失败了，我们
现在是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按需供求，但是我们也没有大胆到完全放开手去，而是需要政
府的控制和监管，所以“以需治国”还是有点危险的，毕竟作者他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我认为“以
需治国”的前提是所有的人类都有高超的素养，这样子才不被物质的需求所控制，这样子才不会发生
不理性的需求，但是作者所说的“人类的需求和欲望是趋于无限的，我们将人类的最大需求的满足状
态成为美的极致”。对于这句话，我还是保持自己的观点，一个是人类的需求不能无限化，另一个就
是最大需求的满足状况未必要成为美的极致，这显得有点过于理想了，另一个就是我们追求美的极致
未必要最大需求的满足。By当当特约评论员 江焕明
2、我不知道现在国内的哲学界是否已经刮起了拼凑之风，仿佛一刹那，大家都喜欢把各门各派、各
个学科领域里的主义、理论全都拼凑在一块儿，并“突破性”地发明创造出某个哲学术语或概念，打
着“假象”、“假设”的旗帜来回答一些存在于人类社会千百年的问题。当然，答案若是换汤不换药
，是会被人排斥的；那就给它们冠上个“创新性”、“首创性”的头衔来彰显这些内容在哲学界“新
颖”和“精辟”特点。我不是哲学科班出身，更没有多年研读哲学的积淀。但我知道一派哲学体系的
建立、一个理论的提出和论证、一个概念的定义势必要遵循一个严谨的过程，最忌讳的就是东拼西凑
式的挪用。那么，当我们跟随作者一起谈论这本《哲学意义上的需求论》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些
什么？我的感觉是，谈论的太多了！从学科领域来看，这本并不算太薄的专著交叉横跨了哲学（光是
所涉及的哲学种类，从时间上既有古希腊和中国各派各家的古典哲学，又有现代派哲学，自然也把唯
物论、唯心论也都兼容并蓄了起来）、经济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Sociology）、生物学等等
。不是说论证问题的时候不能引用其他学科，而是如此这般在大段大段地引用各路学说里的理论，来
证明自己的观点，然后再总结说某个词、某个概念是我首创的假说，能普遍解释人和人性之本源的问
题，我觉得颇有点像弄了个谁也叫不出名字来的“四不像”！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认定这是一种全新
的理论呢？我看未必。比如作者津津乐道用自己的“人之初，性本需求”之说来解释人的自然和社会
行为的模式，其实并不算创新。先不说佛洛伊德用性需求理论来解释人的心理动机，单是经济学大厦
两大基础的假设之一——人是自利的，早在作者的“需求论”提出之前就已经发展得极其成熟了。但
是，弗洛伊德也好、经济学大家也好，都没有认为有“人之初，性本需求”这一说，他们还是宁愿在
善恶之间找到符合自己哲学观的答案？难道是他们太傻了没有总结出有关于人的这一至高奥义么？还
是他们认为人的需求只是人性的一个表象？如果仅仅停留在人的层面，这一理论也还算得上是“有待
商榷”，但作者不遗余力地将这个理论推广至宇宙论的层面，认为万事万物皆为需求，世间存在着继
“万有引力”后的新定律——“万有需求”律！至少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我不知道对于分子、原
子这些没有脑子的“二货”来说，他们会有什么需求？是不是说在某个密闭的容器内，把激活了的氢
、氧、氮原子放在一起，当氧原子A和氢原子A、B结合成了水，就说明这两个家伙是相互需求的；氧
原子B和某氮原子结合成了另一种化合物时，有人问氧原子A或B能不能调换时，给出的答案是不能！
因为氧原子A和B都有其特定的需求，只会对某几个氢原子和氮原子感兴趣！看来电子位移位置无法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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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获得（只能描绘出运动轨迹）的难题也不外乎解释为电子有这个需求才到那个位置！看来1公斤
钚-239为什么是这1/2而不是那1/2出现衰变，只是因为衰变的这1/2有衰变的需求！试图将“需求”这
种明显带有人的主观意味的词汇，去作为解开量子力学乃至整个客观宇宙的奥秘的钥匙，我是无法接
受的。我向来认为哲学从来就不是把一堆大哲人箴言、辞书释义、名著观点排列组合起来就能自成一
派或是贴上“首创”标签的学问。哲学是一个结构严谨、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哲学家们可以疯狂地
提出仅你一家的理论，但哲学家也有义务去论证——不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信手拈来论点、论据，而
是用还未曾被世人所见识过的新想法、新思维；你在证明自己正确的同时，你还得去证明别人理论不
合理或谬误之处，同样地，你也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反驳另一个你不信服的大家，你也得用自己
的理论。以彼之矛攻他人之盾，绝非“哲学”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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