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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论》

前言

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发展流变中，出现过很多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穿越时空，为人们长久研
读，有的甚至影响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这套《西方学术经典文库》(英汉对照本)，精选了其
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些名著，计划达到一百部，将陆续分批出版直至全部完成。    《西方学术经典文库
》由多位专家学者指导分类选目，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
、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等类，注重权威性、学术性和影响性，收录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流
派的诸多名著。    《西方学术经典文库》中译本译自英文原著或其他文种的英文译本，以英汉对照的
形式出版，读者可以参照原文对作品有更加客观的理解，更好地把握西方学术思想的精髓。    为加以
区别，原文中的英文注释，注释号用①、②⋯⋯形式表示；中文译者注释则以[1]、[2]⋯⋯形式表示
。至于英译本中出现的原文页码和特殊索引等问题，中文译者在“译者后记”中将予以解释、说明。
另外，在英文原著中，有一些表示着重意义的斜体或大写等字体，考虑到读者可以在对照英文阅读中
看到，因此在中译文中，没有照样标出，还望读者理解。    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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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论》

内容概要

《道德情操论》(全3册)(英汉对照)奠定了斯密在伦理学的卓越地位。全书共由七卷构成，主要阐释的
是道德情感的本质和道德评价的性质。斯密在该书中继承了哈奇森的道德感学说和休谟的同情论思想
，形成了自己的道德情感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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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论》

作者简介

作者：(英)亚当·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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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论》

书籍目录

告读者(一)第一卷  论行为的合宜第一篇  论合宜感第二篇  论与合宜性相一致的不同的激情程度第三篇  
论幸运和不幸对人们判断行为合宜性产生的影响；以及为什么在一种情况下比在另一种情况下更容易
得到人们的赞同第二卷  论功劳和罪过；或者论报答和惩罚的对象第一篇  论对功劳和罪过的感觉第二
篇  论正义和仁慈第三篇  就行为的功劳与罪过论运气对人类情感的影响第三卷  论评判我们自己的情感
和行为的基础，兼论义务感第一章  论自我赞同和不赞同的原则第二章  论对赞扬的喜爱和对值得赞扬
的喜爱；兼论对责备和该受责备的恐惧(二)第三章  论良心的影响和权威第四章  论自我欺骗的天性，
兼论一般准则的起源和运用第五章  论道德的普遍准则的影响和权威，以及它们被恰当地看作大自然
的法则第六章  在什么情况下义务感应该成为我们行为的唯一原则；在什么情况下它应该同其他动机
共同起作用第四卷  论效用对赞同情感的作用第一章  论效用的外观所赋予的全部艺术品的美，兼论这
种美的广泛影响第二章  论效用的外观所赋予的人的品质和行为的美，以及对这种美的感觉在何种程
度上可以被视为赞同的基本原理之一第五卷  论习惯和风尚对道德上的赞同和不赞同情感的影响第一
章  论习惯和风尚对我们美丑观念的影响第二章  论习惯和风尚对道德情感的影响第六卷  论美德的品质
第一篇  从对自己幸福的影响来论个人的品质，或论谨慎第二篇  从对他人幸福的影响来论个人的品质(
三)第三篇  论自制第六卷  的结论第七卷  论道德哲学的体系第一篇  论应当在道德情感理论中加以考察
的问题第二篇  论对美德的本性所做的各种说明第三篇  论已经形成的有关赞同原理的各种体系第四篇  
论不同的著作家据以论述道德实践准则的方法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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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论》

章节摘录

书摘作为感激或怨恨合宜而又被公认的对象，除了那种似乎本来就是合宜而又被公认的感激和愤恨的
对象之外，不可能包括其他对象。    但是，这些情感就如同出自人性的其他所有情感一样，只有在得
到每一个公正的旁观者都完全同情它们的时候，在每一个中立的旁观者完全体会和赞同它们的时候，
才显得合宜并为人们所认可。    因此，如果他在某个人或某些人看来自然是感激的对象，而且这种感
激又同每个人内心的想法一致，那么他显然应该得到报答；另一方面，在某个人或某些人看来自然是
愤恨的对象，而且，这种愤恨是每个有理智的人所愿意接受并深有同感的，那么，他显然应该受到惩
罚。在我们看来，一种行为，每个知道这一行为的人都希望它得到报答，并且乐于见到这种报答，这
种行为显然应该得到报答。同样，一种行为，每个听到它的人都会对此表示愤怒，因此，他们也乐于
见到这种惩罚，这种行为显然应该被惩罚。    由于我们同情同伴交好运时的快乐，所以不论他们把什
么看作是这种好运的必然原因，我们都会与他们一起对此感到得意和满足。我们对他们对此怀有的热
爱和感情深有同感，并且也开始爱上它。如果这欢乐之源被毁坏，或者被放到离他们很远的地方，超
出了他们所能关爱的范围，虽然除见不到它们的快乐之外，他们别无所失，我们仍将为这样的原因而
遗憾。如果引起这个原因的是某一个人的话，是他为他的同伴带来的幸福，那么情况就更是如此。当
我们看到某人得到他人的帮助、保护和安慰时，我们对被帮助的人的快乐的同情，只是有助于我们激
起对给予他帮助之人感激之情的同感。如果我们想象被帮助者是用何种眼光看待为他带来快乐的人，
并且我们用他的眼光看待他的恩人，他的恩人就会以非常迷人和亲切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因此，
我们乐于对这种令人愉快的感情表示同情，这种感情是被帮助的人对他的大恩人所怀有的；因此，我
们很赞同他有心对受到的恩惠作出回报。由于我们完全能体会产生这些回报的心情，所以从各方面来
看这种感情同它们的对象是相适合的和合宜的。    同样，由于我们无论何时见到同伴的不幸，都会同
情其悲伤，所以我们也能体会他对引起这种痛苦的原因的憎恨和厌恶；我们的心情，由于承受了他的
悲伤并与他的心情一致，所以也会受到他的精神的激励，竭力避免和清除给他带来悲伤的原因。使我
们跟他一起分享痛苦的那种消极被动的同情，被一种更为活跃和积极的情感所取代，通过这种情感，
我们便能体会他为战胜悲伤所作的努力，也能体会他对引起痛苦的原凶的厌恶。当某个人引起这痛苦
时，情况就更是如此。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受到别人的欺压和伤害时，我们对受害者痛苦的同情，似乎
仅仅有助于激起我们对侵犯者的怨恨。我们乐于见到他还击敌人，而且不论他什么时候实施某种自卫
或复仇时，我们都会渴望和乐于帮助他。如果受害者在争斗中丧命，我们不仅同情他的朋友和亲戚们
的真正的怨恨，而且还会在想象中虚构死者心中的怨恨，并对此也表示同情，虽然死者已不会有这样
的怨恨或其他任何人类情感了。但是，认为自己设身处地，认为自己仿佛进入他的身体，在想象中使
残缺不全、血肉模糊的尸体获得重生，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在内心感受他的处境时，这时，就像在许多
其他场合一样，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当事人无法感受到的情感，这情感是通过对他虚构的同情所感受到
的。我们在想象中为他遭受的巨大而无可挽回的损失流下了同情的眼泪，这似乎只是我们对他应尽的
一点义务而已。我们认为，他所受到的伤害是我们关注的重心。我们在想象中感觉到了他应该有那种
愤恨，这是他那冰冷而又无生命的躯体如果还存有哪怕一点感知人世的知觉的话，应该会有这种愤恨
的。我们在想，他的血债期待偿还。一想到还没有为他报仇雪恨，就会感觉他死不瞑目。人们想象恐
怖的幽灵出没于凶手床边，迷信地认为厉鬼会从坟墓中爬出来向夺取他们生命的人复仇，这些观念都
是由于我们虚构了死者的怨恨并同情他们而自然产生的。在我们充分考虑惩罚的作用之前，神已经以
上述方式，使人们直接而又本能地赞同神圣的且又必要的复仇法则，将此强有力地、难以磨灭地铭刻
在人类心中。    P15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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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论》

后记

亚当·斯密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他一生的主要作品有两部——《道德情操论》和《国
富论》，二者分别奠定了斯密在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卓越地位。在世人眼中，斯密一般被看作是经济学
的创始人，《国富论》的盛誉遮蔽了他在伦理学方面的巨大贡献。但斯密还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伦理学
家，《道德情操论》是西方伦理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传世之作。斯密在该作中从个人情感的角度对道德
的根源做了说明，注重经验观察和分析，与康德具有浓重形而上学色彩的理性主义道德学说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道德情操论》的基本思想。
该书首次出版于1759年，此后，斯密又不断地修订和完善，在其生前一共出了六版，其中1790年出的
第六版修改的幅度最大，本译本第六卷的整个内容就是在该版中新加进来的。    《道德情操论》阐释
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道德的根源在于人的天性中所具有的同情的情感。同情的情感构成了道德情感
的本质，同情也是其它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据。在确立了同情理论的前提下，斯密展开了对行为的适当
与合宜性的讨论，展开了对正义和德性的讨论。并且，在诸多讨论之中，还突出了个人的道德实践和
自我控制，最后，形成了自己对道德哲学体系的看法。    这次出版的英汉对照本《道德情操论》，是
国内的第五个译本。在此之前，国内已有四个译本：一个是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蒋自强、钦北
愚、朱钟棣、沈凯璋等人合译的《道德情操论》，二是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余涌先生的
译本，第三个是200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谢祖钧先生的译本，第四个是2005年西苑出版社出版的
韩巍先生的选译本。这四个译本各有千秋，从各个角度促进了对这部经典著作的把握和理解。此外，
需要说明的是，罗卫东博士新近出版的《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6年)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道德情操论》的专著，将国内《道德情操论》的研究
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对我们的翻译都有积极的帮助，在此诚表谢忱!    经典著作的翻译是一个不断积
累和发展的工作，经常需要有多个中译本来增进汉语语境中对于大师思想的把握和理解，《道德情操
论》自然也不例外。而且，这次出版的是一个英汉对照的译本，我们的目标在于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
文的意思。不过由于斯密的叙述风格极其烦琐，描述性语言比比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深得其苦
，有鉴于此，有时因为行文的需要，我们并没有死板地恪守斯密的言说方式，而是采取了直译和意译
相结合的方法，兼顾原意的传达和行文的流畅。而且由于斯密的博学，援引了大量西方的典故，这些
典故大都年代久远，再加上中西文化有隔，对读者来说很难理解其深意，本书尽可能地按照文章的说
理需要，对这些典故进行了注释，以增进读者对文章内容的理解。    该译本是合作的产物，一至三卷
由吕宏波翻译，四至七卷由杨江涛翻译，最后由吕宏波统稿。我们尽量保持文风一致，前后统一。限
于我们的水平，译文中的错误或不妥之处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吕宏波    2006年7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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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论》

编辑推荐

亚当·斯密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道德情操论》(全3册)(英汉对照)是他一生两部主要
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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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论》

精彩短评

1、所以，我们会经常发现，在世界上具有伟大人性但是却缺乏自我控制的人，在追求最高荣誉时，
一旦碰到困难和危险，就懒惰，犹豫，容易沮丧；相反，我们也常常发现能够完善地进行自我控制的
人，没有任何困难可以吓到倒他们的勇气，没有任何危险能够惊骇他们，但同时，他们对有关正义或
人性的全部感觉似乎无动于衷。
2、非常好，非常值得收藏的一套书。。。。。。
3、看的真的要睡着了
4、前面写得好,例子有点时代感,久了,不是合适现在.
5、亚当斯密和康德的区别是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区别。在亚当斯密看来最主要的三种美德是谨慎、
正义和仁慈，对AS来说正义即合宜性--他想在情感中寻找一种规则。亚当斯密的著作章节繁琐，行文
也散文性的文字过多，有累赘之嫌。
6、中英双语很好，内容丰富，价格也便宜
7、很划算，就是有点旧，最后一套可以理解
8、这是人必看的。当你不懂得判断对错，不妨看看
9、很好的书籍，值得珍藏！！！
10、已经使用！蛮不错的书的质量还算过关！
11、斯密最重要的作品，虽然不免自相矛盾或者夸张的常识描述，绝大多数对人性的描绘深刻引起每
一个人的共鸣。在这种共鸣之中就显示出这本书巨大的价值。
12、b82-095.61
13、书的内容不错，不愧是名著，书应该是正版的，不过纸张一般，个人觉得可以为阅读购买，但不
太适合作为珍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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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论》

精彩书评

1、1，最完美的谦逊和质朴，与对同伴额尊敬一致的不拘小节相符合，应该是个人行为的主要特征
。P1252，俗话说，对自己而言，每个人都是一个自足的世界，但对比人而言，他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
已。P1973，年长者长期体验世间的邪恶与不公，已经学会了对谴责或赞扬几乎不屑一顾，完全忽略和
鄙视对他的诽谤，甚至不屑于屈尊向无聊的人大发脾气。P3414，作为人类情感产物的法律....(and
human laws, the consequences of human sentiments)。P403（值得商榷。）5，亚里士多德持这样的观点：
对任何知识的确信无疑都不能战胜根深蒂固的习惯，良好的道德并非来自只是而是来自行为。P7016，
但是，如果做某一件事是完全超出我们的能力的，我们就应当把这件事看作是所能发生的最幸运之事
，因为我们可以相信，它有利于整体的幸福和秩序；而如果我们还明智和公正的话，这种幸福和秩序
将是我们最应当去追求的东西。P7077，自爱从来都不会在任何程度上和任何方面成为一中有德行的原
则。他一旦妨碍了普遍的善，就会成为一种恶。如果它除了使一个人关心自己的幸福之外再无别的作
用，那它也仅仅是无害罢了，虽然它不值得称赞，但也不应受到什么非难。P7878，背信弃义和欺骗是
非常危险和可怕的恶行，同时也是人们非常容易去放纵的恶行，在许多情况下也是人们无所顾忌地去
放纵的的恶行，故而我们对它们的戒备更甚于对几乎对所有其它恶行的戒备。P8699，《道德情操论》
阐释了这样的基本观点：道德的根源在于人的天性中所具有的同情的情感。P894（compassion: to suffer
with。同情这种东西是人类社会运作的基础，更甚于爱情的能力，亲情间所需的能力。这也是学习一
切人文学科最基础也最最重要要训练的一种能力。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的很大灾难几乎都是仅仅因为
最基本的同情能力的缺乏与失败造成的。很难解释，或许也不需要解释。）———————————
———————————————————书写作和翻译的有些啰嗦，毕竟是几百年前些的了，可以
理解。西方社会一定还有更好更多论述道德的文章、书籍吧，慢慢去发现就好了。这种论述的近路质
朴，也更接近百姓生活的语言。比厚黑学（混社会走江湖的学问）好多了，读起来更像是一个有尊严
的人能听下去的，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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