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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亚当·斯密》

作者简介

　　尚新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市。现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主要著作包括：《凯
恩斯传》、《企业怎样走出困境》、《大论争——建国以来重要论争实录》、《世界哲学宝库——世
界225篇哲学名著评述》（译著）等。另有数篇学术论文在国内期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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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绪论 我们为什么要重读亚当?斯密
　一、斯密生平简要
　二、斯密思想溯源
　三、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读亚当?斯密
第一章 斯密与《道德情操论》
　一、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情心
　二、同情的合宜性——公正的旁观者
　三、人类美德的源泉
　四、怎样看待我们的激情
　五、幸运或不幸下的同情
　六、对富人或穷人的同情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
　七、崇富嫌贫是人类的劣德
　八、我们既需要仁慈更需要正义
　九、命运对我们道德情感的影响
　十、我们如何评判自己的情感和行为——论人的良心
　十一、道德意义上的社会规范以及我们的义务
　十二、我们能以效用来作出道德判断吗
　十三、习惯和风气对道德情感的影响
　十四、我们应该如何评判个人德行的美德品质
　十五、践行美德的自我控制
　十六、美德的本质是什么
第二章 斯密与《国富论》
　一、交换分工与国民财富
　二、国民财富应该给谁
　三、国民财富再产出财富
　四、人类在历史上如何创造自己的财富
　五、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机制——自由的市场以及干预可以增加我们的财富吗
　六、政府在财富的创造中应该做什么
第三章 斯密思想的现代启示
　一、政府与市场——我们更需要谁
　二、经济上的利己与道德上的利他
　三、建立我们可行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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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  斯密与《道德情操论》 斯密在1759年创作的《道德情操论》最重要的科学突破是提
出，人类的道德思想和行为方式是我们作为社会动物自身天性的产物，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天性德行
的探究相对于智慧教育是更好的道德行为向导，而审慎和正义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的必然的基本道德
准则。 什么是道德？何又为情操？简单讲，道德就是基于承认和保证人类社会存续的一种理念，其存
在的意义旨在限制或倡导人们行为的规范。 也可以说，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长期进化而形成的一种制
约，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情操即为人的情感
倾向和操守方式以及在情感意识下的行为方式与品行。人类社会必然存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相互关
系，而道者即为自然、社会的客观发展和变化规律，人们顺应而不背“道”而行就是“德”，只有遵
循“道”的“德”下的情感和品行，自然才会长足存在，社会才会和谐发展，人类才会健康幸福。非
正式的道德规范和正式的法律约束，均属于社会制度的范畴，但道德规范远远居先和内胜于法律。 人
们往往重于《国富论》而轻于《道德情操论》，这是人们至今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领悟斯密思想全貌
的主因，于是肢解了斯密的完整思想体系，生出了众多的斯密问题和误断。其实，在斯密的一生中对
《道德情操论》倾注了其主要精力和大部时间，远远过于《国富论》。这是因为： 第一，《道德情操
论》是斯密于1759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辞世前的1790年最后定版的一部著作。在这31年间，
斯密五次修补，构成了《道德情操论》的六个版本。第一次是对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的修订
，其最为重要的修改是他延伸了有关公正的旁观者的理论，鲜明指出良心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
。1767年在斯密着手撰写《国富论》之时，他又修订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第三版，其中最引入关注
的是将他的《论语言的起源》作为附录附在该版书后。1774年，当斯密即将完成一套有关国民经济完
整理论的《国富论》时，再一次修订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的第四版，其中包括一些实质性和非实质
性的修改，包括若干用词现代化方面的修改。1781年，斯密又修改了《道德情操论》中一些不尽如人
意的细节，以使其文字和阐述更加完美，由此形成了《道德情操论》的第五版。1789年，这是斯密在
其一生的最后一年修订《道德情操论》的，由于年事已高，重病压身，斯密预感来日无多，意识到这
是最后的定型版，因而非常仔细，直至1789年12月完成修订，在1790年斯密逝世前几个月才出版，这
就是后来人们称为最完美的《道德情操论》1890年版，也就是第六版。《道德情操论》的最后版本的
最重要修订是增加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第一卷第三篇第三章《论由钦佩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怠慢穷
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引起的道德情操的败坏》（又译为《论道德情操的堕落。堕落的原因是我们倾
向于羡慕有钱有势的人，而鄙视贫穷卑贱的人》）。此外，在1890年版本中还包括对良心、公正的旁
观者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对“自我控制”这一主题的论述，对道德理论的实际运用和对谨慎、正义
、仁慈等美德的论述等等。由此可见，《道德情操论》问世三十年间，虽然重印五版以表明了斯密对
此倾注有加，但只有1790年的最后版本才可称得上是真正的修订，1790年7月斯密与世长辞，最后的《
道德情操论》蕴涵着他对人类未来的美好祝愿和寄托，这是斯密提出富国裕民的根本所在——那是比
现世更美好，’由正直、人性和正义支配的世界。在那里，他们的不白之冤终将得到昭雪，美德终将
得到报偿，而且那唯一能使人对骄奢的恶德感到战栗的伟大原则将有效地安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无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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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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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阅。太⋯⋯那啥了，细读不进去啊
2、一个伟大的人生平，经济学和政治学都很厉害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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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论亚当·斯密》的笔记-第27页

        只有我们与他人取得值得同情和程度相近的一直前提下，才形成了我们社会的和谐与文雅。

（所谓值得同情、程度相近，是说，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我这里，我反应很大，但是你设想这事发
生在你身上时，你不可能有如此反应，于是，就觉得不值得同情了。
同样，如果我听到一个笑话大声笑个不停，超出了你们认为应有的分寸，你们会认为我莫名其妙，甚
至会大发脾气的。这就是值得同情和程度相近）

2、《论亚当·斯密》的笔记-第42页

        我们谈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学习，自己的职业时，必须有一定的节制。

3、《论亚当·斯密》的笔记-第40页

        一个有道德的人是把欲望约束在自己的健康和财力所能及之范围内，我们称之为谨慎；
一个有美德的人是把欲望限制在情理、礼貌、体贴和谦虚所需要的限度内，我们称之为节制。

4、《论亚当·斯密》的笔记-第26页

        合宜的同情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加人的愉快而兼情人的痛苦，但不能消除人类的痛苦之源。于是之
，道德的力量便是强大的，但又是有限的。

对同伴的高兴显得无动于衷只是失礼而已，而当他们诉说困苦时，我们摆出一副不感兴趣的神志，则
是真正的、粗野的残忍行为。

爱和快乐这两种令人愉快的激情不需要任何附加的乐趣就能满足和激励人心。悲伤和怨恨这两种令人
苦恼和痛心的情绪则强烈地需要用同情来平息和安慰。

5、《论亚当·斯密》的笔记-第17页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不是出自生产者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立的打算——实际上是利己主义动
机所使然。⋯⋯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人的自利的经济行为却得到利他的社会结果⋯⋯
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然引导下使每个人在追求自身的私立目的时，却始料未及地实现了增进人
类福利的更大的社会目的，利己出发的个人导致了利他结果的社会⋯⋯

6、《论亚当·斯密》的笔记-第21页

        亚当斯密的同情意味着我们必须借助于自己的想象力，是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想象他的感受，在
想象的感同身受中自然产生了一种情绪，这就是同情。
（由此可见，所谓没有同情心的人，有时可能是内心太过脆弱没法承受感同身受，有时可能是缺乏想
象力）

同情就是伴随人类想象活动中的一种自然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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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不产生于感受，只产生于想象。

同情的中立性。就同情本身的性质而言，斯密认为，这只是人们的一种自然能力，或者说是人的一种
心理机制。⋯⋯既不是出于利己，也不是出于利他，只是人的天性使然。

7、《论亚当·斯密》的笔记-第15页

        道德就是基于承认和保证人类社会存续的一种理念，其存在的意义旨在限制或倡导人们行为的规
范。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长期进化而形成的一种制约，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
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综合。

情操即为人得情感倾向和操守方式以及在情感意识下的行为方式和品行。

8、《论亚当·斯密》的笔记-第38页

        情感产生德行，合宜构成道德，道德之上为美德，道德之下为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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