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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言 

 

亚当·斯密（1723 －1790 ）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大师，而且是一位

杰出的伦理学家。 

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留下了两部传世佳作——《国民财富的性

质和原因的研究》（以 

下简称《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他在《国富论》中建立

的“富国裕民”的古典 

经济学体系，已为我国思想理论界所熟知，但他在《道德情操论》

中阐明的以“公民的 

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却很少引起我国思想理论界的关

注；特别是这两部著作 

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未被人们正确理解。早在 19 世纪中叶德国

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 

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即《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

对比悬殊、相互矛 

盾的问题。他们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的行为归

结于同情，而在《国富 

论》中却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自私。他们说，斯密在《道德情操

论》中把同情作为社会 



行为的基础，而在《国富论》中，由于受到法国“唯物主义”思

想家的影响，从利他的 

理论转向利己的理论。从此以后，几乎所有论及亚当·斯密著作和

思想的论著，差不多 

都把斯密看作是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

这种观点，似乎成了 

研究亚当·斯密的传统“信条”。例如，在我国流行颇广的卢森贝

所著《政治经济学史》 

就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

情心”，而“他研究经 

济世界的出发点”则“是利己主义”。这种所谓的“亚当·斯密问

题”，其实是出于对 

斯密著作的误解，尤其是对《道德情操论》的误解。 

这里，仅就斯密生平和《道德情操论》的创作及修订再版，以及

《道德情操论》和 

《国富论》的关系，即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作一概述。 

 

一、斯密生平和《道德情操论》的创作及修订再版 

1723 年 6 月 5 日，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卡柯尔迪。他

的父亲是当地海关 

的审计员，在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母亲是大地主的女儿，

一直活到 90 岁，仅比 

斯密早死 6 年。斯密生前丧父，童年体质孱弱多病，又无兄弟姐

妹，一生未曾娶妻，同 

母亲相依为命。在长达 60 年的岁月中，斯密对母亲孝顺侍奉，报

答了她的养育之恩。 

斯密接受启蒙教育是在卡柯尔迪市立学校，这所学校在相当有名

望的戴维·米勒的 

领导下，造就了一批卓越人才。幼年的斯密在学校中以对书籍的

热爱和超人的记忆而引 



人注目。斯密在卡柯尔迪度过了中小学生活。工场手工业和外贸

相当发达的卡柯尔迪， 

使斯密对苏格兰社会有了一个朦胧的认识。 

1737 年，斯密以出色的成绩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他在该校的

3 年中，学习了拉 

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他当时最喜欢的是数学和

自然哲学，然而，这却 

不是他在其中显示才华的科学。出类拔萃的道德哲学教授哈奇森

以渊博学识与高尚人格 

给斯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奇森似乎注意到了他的天资，把 16

岁的斯密介绍给了当时 

正在写作《人性论》的哲学家大卫·休谟。 

1740 年，斯密作为斯内尔奖学金的获得者被推荐到牛津大学深造。

在那里，他致力 

于钻研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古典著作，认真研究了《人性论》等当

代和古代伟大思想家的 

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古典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基础。 

1748 年秋，他担任爱丁堡大学讲师。1749 年编写过一份经济学

讲义。在 1750 －1751 

年的冬天，讲授过一学期经济学。1751 年，他被选为格拉斯哥大

学的逻辑学教授。从 

1752 年起，他又继承他的老师——哈奇森博士任该校的道德哲学

教授，直到 1764 年辞去 

教职为止。他经常回忆起这 13 年，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有用和最

幸福”的时期。这个时 

期是他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 

1759 年 4 月，斯密以《道德情操论》为题出版了他的伦理学名著。

在斯密那个时代， 

“道德情操”这个词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本能上是自私的动

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 



能力，即作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

就是阐明具有利己主义 

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为，

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 

确立行为准则必要的社会。 

《道德情操论》出版后，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最后4 年的学术研

究，向着两个重 

点方向发展。其一，继续深入研究伦理道德理论。在这方面，他

听取了一些研究哲学的 

朋友们的意见，对《道德情操论》作了较大修改，于1761 年出了

第二版。他在这一版中 

所作出的具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是他发展了有关公正的旁观者的

理论，明确指出良心是 

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其二，加强了对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于 1763 年在格拉斯哥 

大学作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斯密在这个

演讲中，论证在经济自 

由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能够迅速地推动财富的积累，并

围绕这个中心，初步分 

析了当时英国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

基本原理，从而确定了 

他经济研究的总的方向及其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思想。因此，可

以把斯密在这次演讲中 

所阐明的基本思想，看作是他后来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古典

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雏形。 

《道德情操论》和《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这两

部著作，是亚当· 

斯密在教授生涯中进行学术研究所取得的两项重要成果。 

1763 年 11 月，斯密接受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申德的聘请，辞

去了大学教授职务， 



作为汤申德的养子年轻的巴克勒公爵出国旅行的家庭教师，进行

了为期近 3 年（1764 年 2 

月至 1766 年 10 月）的欧洲大陆之行。在此期间，他访问了法国

和瑞士的一些重要城市， 

考察了各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活

动。 

1764 年 3 月至 8 月，斯密陪同这位年轻的公爵先后访问了法国的

南方城市图卢兹、波 

尔多和蒙彼利埃。在这期间，斯密感到比较空，于是他就在长期

酝酿、构思的基础上， 

根据他已积累的资料，开始撰写他的经济学著作。1764 年 7 月 5

日，斯密在图卢兹给休谟 

的信中写道：“为了消磨时光，我已开始写一本书。”他在这封

信中所讲的已开始写的 

这本书，就是《国富论》。 

1765 年 10 月至 12 月，斯密访问了日内瓦。他怀着很大的兴趣观

察了瑞士的共和制度， 

并多次到离日内瓦约 7 公里的费尔奈会见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

尔泰，并同他就政治制 

度问题交换意见。 

在这次欧洲大陆之行中，对斯密获益最大的是对巴黎的访问。他

在巴黎逗留的十个 

月间（1765 年 12 月－1766 年 10 月），曾会见了许多著名的思

想家和政治家，如百科全书 

派成员狄德罗、达朗贝、孔狄亚克、霍尔巴赫、爱尔维修，重农

主义者魁奈、杜尔哥、 

奈穆尔、老米拉波等。在形形色色的沙龙、定期或不定期的宴会

等社交场合以及个人交 

往中，斯密经常同他们交谈经济学、哲学、文学、政治等方面的

问题，从中汲取了不少 



思想资料。在经济理论方面，对斯密影响较大的是魁奈和杜尔哥，

在巴黎期间，斯还曾 

将他正在创作中的《国富论》一书的某些观点，征求过魁奈、杜

尔哥等重农主义者的意 

见。 

1766 年 11 月初，斯密从巴黎回到了伦敦。在伦敦停留的半年时

间内，他曾利用当时 

刚刚建立的英国博物馆所藏的丰富资料，继续进行《国富论》中

所要论述的一些重要问 

题的研究，其中包括殖民地行政管理问题的研究等。1767 年 5 月

他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 

卡柯尔迪，直到1773 年 4 月的7 年间，他一直在从事《国富论》

的著述工作。 

1773 年春，斯密携带已经完成的初稿前往伦敦，原来打算稍加修

订和润饰便交给出 

版商出版，但是，他在那里看到了许多新的资料，包括1774 年以

后杜尔哥特地寄给他的 

被称为“稀世珍本”的《关于课税的备忘录》，特别是1773 年以

后不断加剧的北美殖民 

地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和1775 年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引起了

他对殖民地问题的极大 

关注。为此，他决心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而不急于发表此书，

他又用了 3 年时间阅读 

资料，继续研究有关问题，对初稿进行了广泛的修改和补充。到

1776 年 3 月 9 日，《国富 

论》这部经济学巨著终于问世了。斯密在《国富论》中创立了富

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 

系，这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斯密在创作《国富论》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放下伦理道德理论

的研究。正当斯密 



从法国和伦敦搜集了有关资料回到卡柯尔迪集中精力着手撰写

《国富论》之际，1767 年， 

他又修订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第三版。在这一版中，实质性的

修改虽较少，但和第二 

版相比改动还是相当多的。这一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将《论

语言的起源》这篇蕴含 

着巨大才能的文章，首次附印于该版的第 437 －478 页中。 

1774 年，当《国富论》进入定稿阶段时，斯密又修订出版了《道

德情操论》第四版。 

在这一版中，也作了一些实质性的和非实质性的修改，其中包含

一些有关词汇现代化的 

修改。 

1778 年 1 月，由于巴克勒公爵的举荐，亚当·斯密被诺思首相任命

为苏格兰海关专 

员及苏格兰盐税专员。斯密在担任这两项公职期间，从未停止过

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 

在任职的第一年，他就利用担任海关和盐税专员所获得的实际知

识，增补、修订了《国 

富论》中有关论述公共事务的部分，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 

1781 年，斯密又修改了《道德情操论》中不完美的细节，出版了

该书的第五版。 

1784 年，斯密又根据从事海关专员所获得的确切资料，更详细地

论述了苏格兰的渔 

业奖励制度、特许公司和非特许公司以及东印度公司等有关部分，

出版了《国富论》第 

三版。 

1786 年，亚当·斯密又为《国富论》增写了《序论及全书设计》置

于卷首，出版了 

该书的第四版，这是斯密生前审订的最后一个《国富论》版本。 

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这两部学术名著所取得的巨



大成就及其对社会 

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给他的母校格拉斯哥大学增添了光彩。

为此，格拉斯哥大学师 

生在 1787 年 11 月和 1788 年 11 月两次推选斯密担任该校名誉校

长（每次当选任期一年）， 

给了他极高的荣誉。 

斯密为了报答人民对他的奖励，实现他理想的“文明社会”，热

切地希望能做更多 

的事情、写作更多的东西。他曾对一位朋友说起，除了伦理学和

经济学著作外，他还打 

算写关于文学、哲学和修辞学方面的以及关于法律、政治理论和

科学发展史方面的大部 

头著作；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系统地阐明生存在宇宙

中的这个无限而又联系 

着的人类活动体系的整个过程，以及人类社会这架大机器的运行

机制；揭示作为自然的 

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终极目的、过程和形态。可

是，他年事已高，身体 

愈来愈衰弱，实际上已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全部写作计划了。为此，

他深感遗憾地说： 

“我原打算写更多的东西，我的原稿中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材料，

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斯密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仅完成了《道德情操论》第六版的

修订工作。这次修 

订是该书 1759 年出版以来规模最大的、也是最具有实质性的一次

修订，这是他长期深思 

熟虑的结果。1788 年 3 月 15 日，斯密在致托马斯·卡德尔的信中

谈到这次修订的情况时 

说：“我现在正在紧张地专心用功”对《道德情操论》的“每一

部分作增补和订正”， 



其中特别是：增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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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改写了第三

卷的第二、第三章 ， 

在这两章的新增材料中包含对良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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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写了整个第六卷，论述了道德理论的实际运

用，尤其是对谨慎、正 

义、仁慈和自我控制等美德的论述；重新改写了第七卷第一篇第

一章 ，将散见于以前 

各版中的斯多葛哲学，集中起来进行论述，并更充分地解释了其

他有关学派的学说，在 

这一卷第四篇的新增材料中，还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诚实与欺骗

的观点。在这一版的开 

头，斯密还有一个题为《告读者》的新增前言，简要地介绍了本

版所作的主要改动情况， 

以及重申他为什么仍要保留该书最后一段，即关于撰写阐明法和

政府一般原则的著作的 

愿望。 

由于斯密意识到这次修订是对《道德情操论》的最终审订，是使

该书“定型”，成 

为一个最完美的版本，因此，他做得非常细致。他在1788 年 3 月

15 日致托马斯·卡德尔 

的信中写道：“我是个迟钝、非常迟钝的作者，每一篇作品在我

能勉强满意它之前，至 

少要写上六七遍。”因此，修订工作进展缓慢，交稿日期比预期

的要迟得多，大约在 

1789 年 12 月才修订完毕，到 1790 年斯密逝世前几个月，这个

新版本才出版。这一版新增 

内容的“极大部分是斯密在重病之下写成的”。这说明贯串在这



 

理，对斯密产生了多么大的兴趣与责任。正如杜格尔德·斯图尔特

所说：“这些崇高的 

真理在他年轻时离开学院之际，第一次激起了他的天才的热情，

他最后的精神努力也是 

寄托在这方面的。” 

179O 年 7 月 17 日，斯密在爱丁堡与世长辞。 

 

二、《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关系 

——简评所谓“亚当·斯密问题” 

以上介绍了斯密的生平和《道德情操论》的创作及修订再版情 

况。下面在此基础之上，结合本书中阐明的伦理思想，谈谈我们

对所谓“亚当·斯 

密问题”的看法。我们认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

部名著之间存在着密切 

的联系，其论述的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就本质而言，却是一致

的。这种一致性，主要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交替创作、修订及其整

个研究、写作计划 

来看，决不能否认斯密学术思想体系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上面，我们在论述斯密生平和《道德情操论》的创作、修订再版

过程时，已提到 

1752 －1764 年间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主持的道德哲学讲座中，

曾充分利用他在爱丁堡大 

学讲授经济学时所编写的讲义，以及他参加格拉斯哥经济学俱乐

部等学术活动中所得到 

的启发与资料；而《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又都是在他的道

德哲学讲稿的基础上创 

作而成的。1759 年 4 月，斯密对道德哲学讲稿第二部分进行加工



 

为书名首次出版了对其一生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这部杰出著作

不仅从现在所说的伦理 

道德的角度，而且从哲学、法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有

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 

系的各个领域作了探讨。从 1759 年到 1774 年，《道德情操论》

共出了四种不同的版本 

（第一版 1759 年，第二版 1761 年，第三版 1767 年，第四版

1774 年）。在对该书这四个不 

同版本进行修订的过程中，斯密又在道德哲学讲稿第四部分以及

他 1763 年在格拉斯哥大 

学所作的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的基础上，酝酿创

作了《国富论》。《国 

富论》初版于 1776 年问世。1778 年，他又修订出版了《国富论》

第二版。《国富论》出 

版之后，斯密并没有停止对《道德情操论》的修订工作，1781 年，

他就出版了《道德情 

操论》第五版。1784 年和 1786 年出版了《国富论》第三、第四

版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 

年，即 1790 年，他又最终完成了《道德情操论》第六版的重大修

改和出版工作。 

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交替创作、修订再版过程，可

以看出这两部著作 

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决不能任意把它们割裂开来，以至对立

起来看待。《道德情操 

论》第六版中吸收了《国富论》的一些内容，是显而易见的。 

《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不仅是斯密进行交替创作、修订再

版的两部著作，而 

且是其整个写作计划和学术思想体系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道

德情操论》所阐述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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