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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论》

作者简介

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是18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于苏格兰法
夫郡卡柯尔迪的一个海关职员家庭；17岁时，斯密骑马来到牛津，在牛津大学的巴利奥尔学院读书，
在那里靠奖学金呆了六年。曾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1764年辞职，担任布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在陪
同公爵到欧洲大陆旅行的过程中，认识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名流。斯密生前发表了两部代表作
：《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斯密最具特色的个性是他的心不在焉，舞会上认不出自己的舞伴；
早晨起床，在花园散步，由于沉思默想，发现自己时已经离家15英里，而且身穿睡袍。正是这种心不
在焉支持着他进行持久的智力上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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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论》

书籍目录

译序One　第一卷　行为的适当1.适当感2.合适得体的各类激情3.人们在判断行为是否恰当时对顺境和
逆境的考虑，兼论为什么情况不同会造成同情心的差异Two　第二卷　优点和缺点，或奖赏与惩罚的
对象1.对优点和缺点的感觉2.正义与仁慈3.涉及行为的优点或缺点时，命运对人类情感的影响Three　第
三卷　我们评判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的基础，兼论责任感Four　第四卷　有用性对赞许感的意义Five　
第五卷　关于习惯和风尚对道德赞许情感的影响1.习惯和风尚对我们关于美和丑的看法的影响2.习惯和
风尚对道德情感的影响Six　第六卷　有关美德的品质1.个人的品质对自身幸福的影响，兼论审慎2.论
个人的品质可能对别人的幸福产生的影响3.自我克制4.结论

Page 4



《道德情操论》

章节摘录

　　第一卷　行为的适当　　1.适当感　　同情　　在人的天性中总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无论
一个人在我们眼中是如何自私，他总是会对别人的命运感兴趣，会去关心别人的幸福；虽然他什么也
得不到，只是为别人感到高兴。当我们亲眼目睹或是设身处地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时，我们的心中就
会产生同情或怜悯。我们常常为别人的痛苦而痛苦，这是无须证明的事实。像人性中所有与生俱来的
感情一样，这种情感决不是专属于良善君子，尽管他们可能对此最为敏感。即使一个无赖罪大恶极，
无视一切社会规范，他也不会完全丧失同情心。　　要想对他人身处的境遇有所体验，我们只有设身
处地地想象，因为我们无法直接了解别人的感受。只要我们自己还能置身事外，即便我们的兄弟在忍
受酷刑折磨，我们也感觉不到他们的痛苦。感官从来不会也不可能超越我们自身，只有依靠想象，我
们才能对他人的感受略有所知。而想象除了告诉我们如果身临其境会怎么样以外，并没有别的长处。
这时我们感官的印象并不是他人真实的感受，而只是对他人感受所做的模拟。我们依靠想象将自己置
于他人的境遇之中，以为自己正经受着所有同样的痛苦，又仿佛进入他体内，与他合而为一，从而在
某种程度上体会到他的感受。于是，当我们全然接收了他人的痛苦并将其变为自己的痛苦时，我们终
于为之所动，一想到他的感受就不由得浑身颤抖。任何痛苦或忧伤都会激起过度的悲哀，因此当我们
在头脑中为自己构拟出这样一种情境时，就会或多或少的带来一些与之相应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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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论》

媒体关注与评论

　　温总理五次推荐《道德情操论》　　价值中国网 张坚 　　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国富论》的
一句名言——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他的另外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却很少有人读过。他在这
本书里写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
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是发展。第二是协调发
展。我们要特别重视社会公平与正义。　　——温家宝总理接受《爱尔兰时报》助理总编采访2004
年04月29日 外交部网站　　听取了委员们的建议后，温总理发表了讲话，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
成绩和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他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
》同样精彩。”　　——《温总理荐书企业家同样精彩》2005年3.10 《重庆晚报》两会报道　　中国
总理温家宝昨日下午会见出席《财富》全球论坛的跨国公司CEO和部分港商时说，中国政府始终把发
展作为第一要务，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他表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
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在我心目中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温家宝还说﹕「我想了一夜，给《财
富》论坛提一个建议，不仅要关注世界大型企业的发展，还要关注世界上一半贫困人口的问题。」对
此，时代华纳高级副总裁傅秉德盛赞上任才两年多的温家宝政府在消灭贫困问题上「已经取得卓越成
就」。　　——《温家宝接见财富论坛商家 关注企业亦关注穷人》2005年05.19香港凤凰卫视　　温家
宝总理最近在跟文学艺术家的一次“谈心”中，特别提到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里所说的
话，即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
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温总理就此发挥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
，关心群众的利益，让每个人都享受改革和建设的成果。”这句话的“每个人”这个短语至为重要。
　　——《从“小康”到“和谐”》2007年02.10《人民日报》第08版 　　“我曾经讲过社会主义的两
大任务，一大任务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只有物质财富丰富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才有保
障。第二，我们必须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谈到这里，温总理转向在场的师生，问道，“你们读过
《道德情操论》么？”不少同学点头说：“那是亚当·斯密的书。”　温总理很高兴，接着说：“亚
当·斯密写过两部有名的著作，一本叫《道德情操论》，一本叫《国富论》。《国富论》是讲市场经
济这只看不见的手。《道德情操论》中有一段话很精彩，他说如果社会财富只集聚在少数人手里，那
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必将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我觉得这个话是对的，所以要讲公平
，要把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价值。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讲正义，这就需要我们推进改
革，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司法制度改革。”朴素的话语蕴含了深刻的哲理，热烈的掌声又一次
响起，表达了师生们的崇敬和认同。　　——《东风送春绿满园——温家宝总理“五四”青年节看望
人大学子纪实》2007年05.28日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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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论》

编辑推荐

　　●被总理多次温情向企业、学界和大学生推荐的亚当·斯密巨著　　●近300年来，它一直是每位
读者不可回避的大师经典　　●一本被经济学巨人亚当·斯密修订了六次，毕生最重视的代表作　　
●理解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堪比《国富论》的必读书　　●被诺贝尔经济学家等各国顶尖学者极力
推荐和研究的巨著　　●十分罕见的、至今唯一的一本全面、系统分析人类情感的作品　　身处于急
剧变革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每一个普通人都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企业改革，股市非理性繁荣等各种
各样的问题，人们身处其中又常常感到被自私、虚荣、妒嫉、仇恨、贪婪和背信弃义等不道德的情感
所包围，因而更加向往感恩、大度、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而这些不道德和道
德，以及衍生出以上种种人类情感的“同情感”正是200多年前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撰写《
国富论》之前，甚至在写完《国富论》之后一直不厌其烦反复思考的焦点。　　他耗费毕生的心血把
这些思考写成了这本十分罕见的，也可以说是至今唯一的一本全面、系统分析人类情感的作品，他想
告诉读者——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感念的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
这种“利他”的道德情操永远地种植在人的心灵里。而且，每个人对这种人类朴素情感的保有和维持
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和谐地运行，甚至民族的强盛将是至关重要。　　　　1759年，36岁的亚当·斯密
完成了第一版《道德情操论》后一举成名。其后的11年间，这部书稿又被这位“经济学之父”倾注极
大的心血修订出版5次，而另外一部同样对现代社会影响深远的《国富论》却只先后出版4次，修改3次
，这足以见亚当．史密斯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超过《国富论》。　　其后的200年间，这本书跨越了时
代和国界，以各种方式在西方各国的政界、学界、甚至普通民众中广为流传，影响极为深远，一度成
为在“知识界已经人手一册”的经典。书中阐述的主要精神——“全社会的财富如果不能被全社会的
成员共享，这个社会就是不稳定的。”更是被引入政府工作报告”。　　温总理与《道德情操论》：
　　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一句名言——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他的另外一本著作
《道德情操论》却很少有人读过。他在这本书里写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
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对
于我们来说，第一是发展。第二是协调发展。我们要特别重视社会公平与正义。　　——温家宝总理
接受《爱尔兰时报》助理总编采访2004年04月29日 外交部网站　　听取了委员们的建议后，温总理发
表了讲话，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成绩和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他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　　——《温总理荐书企业家同样精彩》2005
年3.10 《重庆晚报》两会报道中国总理温家宝昨日下午会见出席《财富》全球论坛的跨国公司CEO和
部分港商时说，中国政府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他表
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在我心目中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温家宝接见财富论坛商家 关注企业亦关注穷人》2005年05.19香港凤凰卫视温家宝总理最近在
跟文学艺术家的一次“谈心”中，特别提到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里所说的话，即如果一
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
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温总理就此发挥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关心群众的
利益，让每个人都享受改革和建设的成果。”这句话的“每个人”这个短语至为重要。　　——《从
“小康”到“和谐”》2007年02.10《人民日报》第08版　　谈到这里，温总理转向在场的师生，问道
，“你们读过《道德情操论》么？”不少同学点头说：“那是亚当·斯密的书。”　　温总理很高兴
，接着说：“亚当·斯密写过两部有名的著作，一本叫《道德情操论》，一本叫《国富论》⋯⋯我觉
得这个话是对的，所以要讲公平，要把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价值。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
要讲正义，这就需要我们推进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司法制度改革。”朴素的话语蕴含了
深刻的哲理，热烈的掌声又一次响起，表达了师生们的崇敬和认同。　　——《东风送春绿满园——
温家宝总理“五四”青年节看望人大学子纪实》2007年05.28日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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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论》

精彩短评

1、通俗易懂，耐得下心看，一本很适合阅读的书。
2、都是些不用看书就能基本想明白的道理
3、相当易读的理论著作，非常好！
4、说实话，读这本书倒是费了我不少的精力。谈论的主要人性，对一个人的各种品质、性格、缺点
进行说理性的研究，同时还涉及到意识形态。总之，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内容都有所
涉及，是一本需要花耐心和精力去细嚼的好书。
5、讲得其实很好，可就是翻译过来感觉特别罗嗦，很遗憾没能坚持看完
6、他娘的 字真多
7、与经济无关。斯密是哲学家。
8、书本身没什么不好 只是以前这类书读得太多 在我看来并没有新意 印象最深的就是社会文化背景（
国家、地域）对道德情操的影响那一章 野蛮人和文明人的道德情操表现 有点儿意思
9、有生之年应当多读几次的书。
10、感觉被抬的过高。。。
11、亚当斯密将人类的情感全都理论化，读起来像是本教科书
12、亚当更是一位伦理学家
13、因为是亚当·斯密所以才读的。大失所望。充满20世纪30年代的偏见以及缺乏逻辑伦理，遵从社
会所有或好或坏，对无神论者来说极度挑战耐心的一本书。锻炼了自己逻辑论证以及辩驳的能力。
14、句句值得斟酌思考
15、人的利他动机比利己动机更能反映人性吗？
16、读得还是挺累的
17、真应景
18、额⋯⋯如果我说它太钻牛角尖会不会被喷？不过很是佩服这些人的说服能力，经典的东西读读没
错的啦
19、2009-05-24 读过 补记
20、看看吧，不差~
21、喜欢这本书，不过。。差一个章节，又买了本全的  中英版的 呵呵
22、译者可以去死。我怀疑是用google在线翻译直接的。书里面的一些观点很赞同，被我用到毕业论
文去了。
23、一个影帝的自我修养
24、亚当斯密真厉害
25、我听说温老爷子在飞机上读的这本书，就买来看了，实际不在我的兴趣范围里面
26、翻译的不好，很多词都模棱两可，理解起来很怪
27、其中长段分析让我时时失去耐心。只怪自己修炼不够，尚不能读懂会意。
28、读的过程很痛苦，但却很有益。最大的收获，就是关于个人自制力的锻炼。NO.13
29、斯密教给我们处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自我与本我之间的关系的方法，告诉我们人生应该
追求的是什么。
30、这一星是打给译者的，因为根本不算看过原著。同样的理由可以适用于昆虫记，历史研究等等大
部头的巨著，怎么它们不是成了心灵鸡汤就是变成小品美文了呢？另外，可以和红本的沉思录形成一
个系列，出版社大概的确是这么想的，要“红”
31、就算是精选本，也是有读的价值的。只不过我泛读，匆匆而过。
32、强力马克
33、以我一个工科生的底子来啃这样的书真是想起当年啃英文原著的时光 不过好好歹歹是看完了 下一
本就该补国富论了  也不知道补到什么时候去才能和一个文科生谈天说地啊
34、看到温总的推荐购买的，在学习中。
35、最好的心理医生。
36、好像教科书一样的严谨语序。翻译者应该是个学术派吧⋯⋯
37、生活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更应该读读这本书，一本可以多次重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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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论》

38、偶像倾注毕生所写
39、深入浅出，读起来虽然不晦涩，但是阅读感受并不算极佳，可能还是碍于翻译的水准？能够从浅
显的人情事理顿悟出难以分辨的细节，值得融汇于生活。
40、一切都是为了虚荣
41、好书当阅 干影帝鸟事 评论又见SB
42、亚当斯密的很多分析是有独到见地的，很可惜没有能力读英文原版的，翻译版本当然要损失很多
，网友对此版非议很大。
43、2017年读完的第一本书是《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比较很有趣的是，伴随科技发展对人类
商业活动的重塑，很多《国富论》里底层的经济假设已经失色或将要失色。但《道德情操论》里讨论
的内容放在这个时代几乎零违和感。也就是说，人类底层道德水平的变化速度，至少从美国建国至今
，基本不大受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从文明的角度讲，自然科学历久弥新，而社会科学还得往回翻。
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不考虑短线套利，长期回报的关键点是对底层商业逻辑的把握，而商业逻辑在科
技变革面前又稍显脆弱，最后还是要回到人性上。所以有人喊出利用人性弱点挣钱是不道德的，不利
于人类文明的提高，这句话可能不怎么对。因为不管商业社会怎么发展，人类道德水平本来也没怎么
提高。恰恰相反，商业竞争倒逼科技发展，至少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有利于人类文明的提高。
44、讲述人性，讲述同情心
45、 因为温总理的推荐才读的
46、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推荐给大家的
47、上大学时囫囵吞枣读过，只记得好，但却不记得究竟怎样好。如今重读，很是懊悔没有放在书架
显眼处，这样的著作实在应该常常翻阅，以自省，以明礼。
48、受益良多。不过有些地方觉得有些想当然，可能是我没读透吧。
49、费解。可能是阅历不够！
50、很浅白易懂，英国式的经验主义观察，英国式的遣词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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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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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道德情操论》的笔记-第1页

        行為的合宜與否，或者說，行為究竟是端正得體或粗魯下流，全在於行為根源的情感，對於引發
情感的原因或對象是否合適，或是否比例相稱。

2、《道德情操论》的笔记-第65页

        一个人咀嚼着自己的小悲欢就以为是整个世界，但在别人看来他什么都不是。

3、《道德情操论》的笔记-第5页

        好運或厄運的籠統聯想，多少會促使我們關切遭遇到好運或厄運的人；但是，不清楚被什麽原因
觸怒的籠統聯想，卻不會促使我們對那個被觸怒者的憤怒興起同情感。自然女神似乎教我們要比較厭
惡去體諒憤怒的感情，甚至教我們在得知這種感情的原因以前，稍微傾向站在它的對立面。所以，我
們很容易對得到好運或遭遇厄運的人表示同理心，因為我們似乎能夠站在他們的角度進行一個籠統大
致的聯想。但是，如果我們遇到的是一個正在對著別人發怒的人，我們又似乎更容易站在被發怒的一
方去感受他的感受，而不是從發怒者出發。甚至，在我們對整個事情沒有一個完整的認識前，很有可
能對發怒者產生一種莫名的反感和厭惡。

4、《道德情操论》的笔记-第75页

        乐群是人类的天性，即使群体生活不一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他仍然坚信人类保持团结可以维
护自身的利益。

5、《道德情操论》的笔记-第20页

        人总是用自己的感觉去衡量别人的感觉：我只能用我所看到的去衡量你的视觉，用我所听到的去
衡量你的听觉，用我的理智去衡量的你的理智，用我的爱恨去衡量你的爱恨。除此之外，我找不到其
他更合适的方法。

6、《道德情操论》的笔记-1——6章

        适当感
p10 
       如果旁观者的同情与当事人本来的的情绪完全一致，他就会认为这种情绪是适度得当的；相反
，......那么他必然觉得这些感情过于夸张，......
        ......他只能用自己的感情作为标准和尺度来衡量我的感情。
p12
       在面对那些与我们双方都没有什么瓜葛的事物时，......由于我们各自的生活经历使我们习惯于关注
复杂事物的不同部分,或者由于我们意识的敏感性差异很大,我们常常会有不同的感受。
p16
       那些为了维护自尊、体谅他人而刻意自制，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做到处变不惊的人，他们高贵得体
的风度总是令人难忘。
        那些只会唉声叹气、哭天抹泪、吵吵闹闹来博得同情的人实在让我们讨厌。
p17
       因此，完美无瑕的人性，就是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就是公正无私和慈善博爱的关怀。唯有如
此，人与人之间才能达到感情上的沟通与和谐，才能产生得体适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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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得体的各类激情
p20
       显然，我们对于客观对象所产生的每一种激情，只有遵循中庸之道，才是合适得体的，也才能为
旁人所接受。无论感情是过于激烈还是过于低沉，旁观者都会觉得无法理解。
       ......如果我们对人类的各种激情做一番调查，我们就会发现在人们看来各种情绪是否得体适度，完
全取决于他们想对这些情绪表示多大的同情。
p21
       别人身体的欲望让我们觉得非常恶心，其实是因为我们对此没有同感。
       在对身体欲望的克制之中蕴含着被称为节制的美德。谨慎的态度把这些欲望限制在健康和财富允
许的范围内，而节制的作用让它们符合大方得体、谦和有礼的要求。
p24
       那些由于某种思维定势而产生的激情......别人如果不按照相同的思维方式就很难理解。......男女之间
两情相悦已久而自然发生的那种强烈的互相依恋就是如此。
p33
       醉心于日常琐事的点滴乐趣能给我们带来愉快的心情，而经常保持这样的心情当然是无比惬意的
。......正因为如此，年轻人的灿烂年华才特别容易使我们心驰神往。那种对快乐的向往使得青春更加
富有活力，在年轻美丽的眼睛里激起火花，......

野心的起源以及等级的分别
(本节主要讨论了对虚荣的追求,从别人的主义中得到同情、满足和赞许。）

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风气对道德情操的败坏
p47
       可是我们一旦进入社会，很快就会发现人们尊敬的不仅是智慧和美德，蔑视的也不仅是罪恶和愚
昧。随处可见，有钱有势的人受万众景仰，德才兼备之士却无人问津。

正义与仁慈
p64
       我们不能惩罚那些仅仅是缺乏慈善心的人，因为这并不必然导致真正的罪恶。......他实际上没有真
正的伤害任何人，......
p65       
        绝大多数情况下,正义只是一种消极的美德,只是让我们不去伤害别人。
涉及行为的优点或缺点时，命运对人类情感的影响
p86
       当某种行为偶然给予我们非同一般的快乐或痛苦时，我们对行为优缺点的感受会超过产生行为的
动机或感情所应得的评价。
p90
       人在生活中只能因行为而受到惩罚，不应为动机和意图而受到惩罚。
    

我们评价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的基础，兼论责任感
p95
       当我们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行为时，是否表示赞同也是取决于我们能否对影响行为的感情
和动机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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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2
       很多时候，我们吧今生的幸福寄托在对来世渺茫的希望和期待上，只有这种深深植根与人性的希
望和期待能够支持人类尊严的崇高理想，才能够照亮不断逼近的阴暗前景，并让我们在乱世的大灾大
难之中保持乐观。
p126
         即使在只有个人自由的最低的地位，也可以找到最高的地位中的一切快乐——除了某些虚荣心和
优越感的小小满足之外。
p133
        我们行动前急切的冲动往往冲昏我们的头脑，使我们难以公正地评估我们的计划。......用他人的眼
光去看待我们的处境时，我们那强烈的冲动也在不断地扭曲和夸张各种现实，使我们回到自身的立场
观点去。

有用性对赞许感的意义
p160
        论身体的舒适和灵魂的安宁，所有不同阶级的人都大体相当，国王们所为之战斗的那种安逸，大
概在路边晒太阳的叫花子也能享受到。

习惯和风尚对我们关于美和丑的看法的影响
p169
        如果人们见到两个事物经常在一起，就自然会形成由此及彼的理想的习惯，并引起我们注意的改
变。虽说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美只是一种纯然的习惯而已，......比如一套服装如果缺少了某些惯常
的小装饰，或者少了一个腰上的扣子，就会让我们觉得很是别扭。
p172
        习惯和风尚也影响着我们对自然之美的感受。
p173
        地域及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都产生了美的不同的标准。
p175
        由于职业和生活境遇的区别，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感情也很不相同。......同理,不同的生活和年龄
阶段也都有不同的行为方式,......
p194
        在互相了解之后,他们往往会发现,因为没有共同生活的基础,对方的爱好脾性和自己憧憬的完全不
同,虽然他们可能还真诚地希望融洽地生活在一起,但经历的不同已经使这些成为幻影了.他们日常的交
往和言谈很快会变得低调乏味,并且越来越少.他们也可以继续生活下去,表面上互相照料,相敬如宾,但绝
对没有自幼一起长大的人之间那种由衷的融洽、和睦、同情、推心置腹和坦诚无忌。（这真的不是在
说夫妻）

有关美德的品质
p229
        ......但骄傲和爱慕虚荣的人一般,或者绝大多数都是远远高于平常水平的人.
        反之,骄傲这个词有时会被人当成一种赞扬.......在这里,骄傲与某种高尚的东西明显密不可分.
p230      
        把这种虚荣心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正是教育事业的秘诀所在.
p232       
        虚荣或骄傲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满足.骄傲者总觉得别人名实不符而终日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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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道德情操论》的笔记-第6页

        同情感，與其說是因為我們看到某種情感所引起的，不如說是因為我們看到引起那種情感的處境
所引起的。

8、《道德情操论》的笔记-第60页

        奖赏是对别人施与我们恩惠的投桃报李，而惩罚则是对别人给予我们伤害的以牙还牙。

9、《道德情操论》的笔记-第45页

        没有什么感觉像疼痛那样转瞬即逝。疼痛一旦消失，所有烦恼都随之而去，回想起来也不会让我
们感到痛苦，因此我们也不再能体会从前所经受的折磨。
其实吸引我们的并不是爱情本身，而是由爱情产生的希望、恐惧和忧伤，正如在一本航海日记的描述
中，吸引我们的不是饥饿，而是饥饿带来的痛苦。
软弱给他带来的耻辱比他的不幸本身更为可悲。

10、《道德情操论》的笔记-第1页

        因为人们的感官不可能超越自身直接经验的限制去感受他人的痛苦与愉悦，只有通过想象，我们
才能对他人的感受略有所知。

11、《道德情操论》的笔记-第70页

        当然，即使是一个人人为我、自私当道的社会，人们之间普遍缺乏爱和温情，没有多少快乐祥和
的气氛，社会也不会消亡。因为即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漠到极点，只要达成一定的共识，社会仍然
可以由一种类似商品交换的关系来维持。

12、《道德情操论》的笔记-第30页

        旁观者在潜意识里总是觉得他对当事人处境的体会不过是一种想象，这不仅降低了同情的程度，
而且改变了同情的性质。因此，他人的同感和自己的悲伤从来就不是一回事，两者的感觉总是存在差
别。

只要我们能够控制自己，一个普通相识比一位知己更能给我们带来安宁，身处一群陌生人中间比面对
一个熟人更能让我们平静。

13、《道德情操论》的笔记-第4页

        憐憫(pity)與悲憫(compassion)，一般用來表示我們因為他人的悲傷而產生的形同的情感。同情或同
情感(sympathy)一詞，雖然原意也許是相同的，不過，現在如果用來表示我們與任何一種情感同感共
鳴，或對它產生相同的情感，或許沒有什麽特別不恰當之處。感覺像是在研究GRE詞彙和讀GRE文章
。

14、《道德情操论》的笔记-第10页

        这种对于死亡的幻象让我们如此恐惧，因而尽管我们死后不会有任何痛苦，但是生前却为此备受
折磨。对死亡的恐惧，成为人性中最根本的一项原则。它一方面破坏着人的幸福，另一方面还人类以
公平；它一方面让个人痛苦不堪，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捍卫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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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道德情操论》的笔记-第50页

        奖赏是对别人施与我们恩惠的投桃报李，而惩罚则是对别人给予我们伤害的以牙还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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