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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亚当·斯密的代表作。
本书共七卷，每卷有一至四篇不等，主要论题依次为：行为的合宜性，优点和缺点，正义和仁慈，良
心和责任感，效用与美，道德与风习，个人品质，诸种道德哲学体系等。
该书是英国近代情感主义伦理学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对沙夫茨贝利、哈奇森、休谟等人的情感主义伦
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亚当·斯密在继承和发展其老师哈奇森的“道德感”学说和休谟的“同情”学说的基础上，阐述了以
“同情”说为基础的、包括“公正的旁观者”说和“良心论”的道德评价论，以及以审慎、仁慈、正
义、自制为主的德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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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经济学的创立者，被奉为西方现代经济学
的鼻祖。
     
　　亚当·斯密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同时还提出了经济发展应当以“公民的幸福生活”
为目标的伦理思想。
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不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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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说本书是理解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和西
方近代文明进程的基础著作。
     
　　亚当·斯密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为《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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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卷 论行为的合宜性　　第一篇 论合宜感　　第一章 论同情　　众所周知，自私是人类的天
性。
但在人的天赋中除了自私的本性之外，还有一种本性也是客观存在的。
那就是怜悯或同情。
这种人类本性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去关心别人的命运，感受别人的幸福，同情别人的苦痛。
这种原始的情感遍及每一个人类个体，并非为品行高尚的人所独享，即使罪大恶极的恶棍，我们也无
法否认他拥有怜悯和同情的本能。
　　那么，同情是如何产生的呢？
同情需要建立在我们对别人的感受有一定的理解之上，只有理解才能让我们对别人的遭遇有一种设身
处地的情绪体验。
如果缺乏直接经验，我们就必须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充分运用移情才能体会别人的感受。
尽管我们借助想象所模拟得到的这种感官印象，并不是我们移情的对象所得到的完全的感官印象，但
这种移情的想象力却能让我们将心比心地将自己化为移情对象，并且自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对象的躯
体，我们的喜怒哀乐就是他的全部感受。
从一定程度上讲，我们已经和移情对象融为一体，他的痛苦会让我们觉得烦恼和悲伤。
因为我们借助移情和想象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与我们想象力大小成比例的类似情感。
　　如果这样解释还不容易理解的话，那么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由于我们同情别人的痛苦，尽可
能真切地揣摩体会受难者的痛苦，我们才能体会受难者的感受及其受到的影响。
当我们看到别人身体的某个部位遭受重击时，我们的身体会产生条件反射；当我们观看舞蹈表演时，
也有舞动的欲望；当我们看到乞丐裸露的脓疮时，会觉得难受；还有当我们看到溃烂的眼睛时，也会
产生一种非常明显的疼痛感。
同样，我们为英雄的幸运而高兴，为他们的不幸而悲伤。
凡此种种，在人们所能拥有的各种激情中，旁观者都是通过他们的移情想象来体会受难者的情感的，
并认为自己的体会与受难者的感受是一致的。
　　“怜悯”和“体恤”是用来对别人的悲伤表示同感的词汇。
而“同情”可以用以表示对任何一种激情的同感，即无论是悲伤还是快乐的情绪体验，我们都可以用
“同情”指称。
同情似乎仅来自于对别人情绪的察觉，激情似乎可以在个体之间相互感染。
笑脸使人轻松愉快，愁容令人失落伤感。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激情在我们尚不知其发生原委时，引发的不是同情，而是厌恶和抵触。
发怒者的狂暴让我们由衷地讨厌他本人而不是讨厌他的敌人。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发怒的原因，所以使我们对发怒者的移情和想象发生障碍而难以获得他内心真实的
情绪体验。
但我们却能目睹他发怒所指的对象并且能体会到对方可能遭受的伤害。
因此，我们同情的是后者的惊恐，并一致反对发怒者。
　　别人高兴或忧伤的表情通过情绪感染使我们联想到他们的命运遭遇，但愤恨却使我们联想到更多
相关者。
我们同情一个人命运的好或坏，却不能同情一个人的暴怒，在知晓详情前我们对暴怒都是抵触的。
其实，即使我们对别人的悲喜产生了同情，这种同情往往也是不到位的。
号啕者除了表示他非常痛苦外，带给旁观者的与其说是同情，倒不如说是探究的好奇心和准备加以同
情的倾向而已。
　　因此，同情并不直接来自对方的激情，而是来自对方激情产生的环境。
我们同情一个人实际上是按我们的思路和想象进行的一种自我情绪体验，这往往与当事人的感受存在
相当的差距。
比如为别人的粗鲁举止而羞愧，为疯子丧失理智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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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们的感受是来自一种想象推测，并不是对方真实的自觉意识。
　　一位母亲因孩子被病痛折磨而心如刀绞，其实母亲的恐惧来自对孩子疾病后果的担忧，而不是当
下孩子身体不适的真切体验。
再如我们对死者的同情主要来自对他们生命消失后他可能面临的不幸景况的想象，而不是死者本人的
真实境遇和体验。
但我们不能由此否定想象的意义，可能正是由于对死亡的恐惧想象抑制了人世间很多不义之事的发生
。
　　第二章　论彼此同情的快乐　　建立在同感基础上的同情往往使我们欣慰不已，因为我们会觉得
生命并不孤单，我们会获得关切和帮助。
如果失去同情，我们会觉得非常无助。
　　同伴与我们一起快乐，一同悲伤，我们会觉得非常幸福。
这是欢乐和悲伤产生的其中一种情况，但是，同伴表示同情时所增添的欢笑并非愉快的全部来源，而
得不到这种愉快时的失望之情也不是痛苦的全部来源。
欢乐具有很强的延伸性，如果同伴对我们喜爱的东西表示赞赏，我们也会得到莫大的快乐，反之我们
就会非常失望。
无论怎样，同情都会使快乐倍增，使悲伤消减。
们更愿意与朋友一起感受悲伤而不是分享快乐。
朋友对我们痛苦的理解会使我们得到莫大的安慰，如果他们漠然置之则令我们难以接受。
　　不幸者会因为找到一个能让其倾诉悲伤的倾听者而感到无比欣慰。
他甚至会觉得自己的痛苦由于对方的倾听而得以减轻。
其实，倾诉不过是使倾诉者重新沉湎于伤感之中，但他会因为得到同伴的同情而备感安慰。
对倾诉者来讲，最害怕的不是对过去苦痛的再度回味，而是同伴对他们灾难的漠视。
如果说对同伴的快乐处之淡然只是一种失礼的话，那么，对同伴的痛苦缺乏同情无疑就是一种非常残
忍的行为了。
　　我们完全可以原谅朋友对我们的成功无动于衷，却绝对不能容忍他对我们的痛苦漠然置之。
我们不会苛求朋友对我们给予同情，但一定要求朋友与自己同仇敌忾，否则我们的友谊将无法继续。
爱和快乐很简单，没有朋友的祝福并不会减少我们激动的体验，但悲伤和愤恨一定需要朋友的同情才
能得以纾解。
　　同情，当事人因为得到它而高兴，反之则感到失落，我们也因为能给予对方同情而满足，否则会
觉得遗憾。
我们既祝贺别人的成功，也同情别人的不幸，如果我们的同情无从表达，我们会觉得不安。
如果一个人遭受痛苦时的反应过于强烈，我们会觉得非常惊讶而不能理解，甚至会把他看成胆小鬼和
懦夫。
同样，如果一个人因为一点小小的成就而过度激动，我们也会难以理解，会认为他非常浅薄和轻浮。
因此，同情的给予需要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第三章　论感情的一致性是我们用以判断别人行为是否合宜的标准　　当旁观者的情绪体验与当
事人完全一致时，他们会赞同和理解当事人，反之，旁观者则会认为当事人的原始激情是不合时宜的
。
对于前者，我们说旁观者对当事人是同情的，而后者则不是。
如果旁观者和当事人双方能以各自的情感恰当地判断对方的情感的话，那么他们就能相互感染快乐的
情绪，共同体会失望的悲伤，一起感受彼此的快乐，承受彼此的悲伤。
如果双方的情绪体验没有协同一致或者契合度存在距离的话，那么他们彼此就会产生些许的不满。
因为他们都是以自我的感情作为标准来判断对方的感情的。
　　如果我们赞同和信服别人的意见，我们就会对其加以采纳；我们之所以采纳这个意见，是因为我
们赞同和信服它。
所谓赞同别人的意见也就意味着自己与别人的意见一致。
　　有人可能会提出：赞同并不能代表同情或双方拥有一致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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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赞同最终是建立在同情和情绪一致的基础上的。
比如我们和朋友共同分享一个笑话时，我们可能因为早已听说过这个笑话或者因为当时心情不佳而没
有发笑，但我们会认为朋友们的笑声是合宜的，并不会对我们的情绪有所冒犯。
　　再比如我们偶遇一个刚刚经历丧父之痛的满脸愁容的陌生人，虽然我们满怀同情却不能赞同他的
悲痛而给予些许关心。
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和他父亲，或者因为我们当时无暇想象他悲伤的种种可能的原因。
但只要我们了解情况后，一定会对其表示深切的同情，而不会对其漠然置之。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和情感流露是否得当，一是分析情感和行为产生
的原因及其动机之间的关系，二是分析这种情感和行为意欲达到的结果及其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关系。
由此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个人的言行是否合宜，并决定当事人是应该得到报答还是惩罚。
　　近年来，我们通常注意考察情感产生的动机，但对动机产生的原因却较少关注。
其实，若要正确判断某人的行为，对二者都不应偏废，这样我们做出的判断才更符合科学。
　　我们只有通过移情来判断一个人的感情及其产生的原因是否相称，如果我们换位思考后发现自己
与他的情感体验一致，那么我们就会赞同他的感情，反之则不然。
每个人都只能借助自己的官能去感受和体会别人的情绪。
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第四章　续前章　　不论情感对象与判断者有无关系，我们都可以通过别人与我们的情感是否一
致来判断其行为是否合宜。
　　第一，当客观对象与我们自己或判断其情感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时，如果对方与我们在情感方面完
全一致，我们就会欣然接纳并赞他。
但我们似乎并不应该给予其高度评价，除非他们还能进一步引导我们的情感，给我们以启迪和领悟，
我们才会觉得应该对其表示钦佩和赞扬。
也就是说对方一定要拥有超越我们能力的有用性见地，我们才能对其表示超出赞同的钦佩感。
　　第二，如果客观对象以某种特殊方式影响我们的判断，那么要使我们的判断与客观对象本身的有
用性保持一致，就非常不易。
对于我们遭遇的不幸，同伴与我们的切身感受肯定不一样。
我们很容易宽容同伴与我们在评价一幅画、一首诗或者一个哲学问题时所持的歧见，甚至在探讨中我
们还能找到乐趣，但我们却无法容忍同伴对我们苦难的漠视。
　　在以下情况中，旁观者和当事人可能存在某些一致的情感。
首先，旁观者会努力体会受害者的切身感受，理解所有的细节，并详尽描述同情得以产生的想象中的
处境的变化。
尽管如此，旁观者还是难以完全体会当事人的激动心情。
而当事人总是想获得旁观者更充分的同情，并由此得到安慰，但他也只有将自己的激情降低到旁观者
能够接受的程度才能真正得到这种安慰。
旁观者也会意识到同情感是建立在一定的想象基础上的，所以它是变化不定的。
旁观者和当事人之间的情感尽管不能完全协调，但通过努力是能够达成一致的。
　　为达成一致，旁观者和当事人需要不停地换位思考，需要不断地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观察对方的处
境，体会对方的感受。
当事人也就能够更加冷静客观地审视自己的命运，抑制自己过度激动的情感。
　　因此，当事人无论多么烦躁，朋友的陪伴会让他逐渐恢复平静。
因为同情的效应要求当事人站在朋友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
但我们不会奢望从一个泛泛之交的人那里能获得朋友般的同情，更不会对陌生人寄予获得同情的希望
，相反，我们会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异常沉着镇定。
这不是我们故意伪装，而是我们通过换位思考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所以陌生人比朋友或熟人
更能使我们平静下来。
　　因此，当我们的情绪难以抑制时，一定要通过交际和谈话来加以纾解，以此找回宁静平和的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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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群索居的人，即使他本性善良大度，也往往极少拥有平静安宁的心态。
　　第五章　论可亲可敬的美德　　当旁观者和当事人都努力调整自己的感情以期与对方相适应时，
旁观者会表现出和蔼可亲的良好品质，当事人也会表现出克制有加的令人尊敬的美德。
　　旁观者通过努力体会对方的情感，喜别人所喜，忧别人所忧，他的同伴就会感到无比欣慰和感动
。
反之，如果他对别人的遭遇无动于衷，只爱自己，我们便会厌恶他并对他的同伴产生同情。
　　同时，我们会对那些能够高度克制自己情感的人予以尊重，我们讨厌那种毫无节制的情绪宣泄。
无声和凝重的悲哀让我们产生敬意，并在无言中不断检省自身。
　　我们讨厌狂躁的愤怒，却钦佩高尚的憎恨。
高尚而大度的憎恨会促使人克制自身的情绪，从而永远保持一种合宜的状态，而不期待过分的报复和
惩罚。
正是自我克制和宽容他人的感情，使人性闪烁耀眼的光芒，唯有如此，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达成
一致。
　　只有那种罕见的超出一般品质的优越情感才足以称为美德。
美德是高于一般世俗的，并非人人所能企及和拥有的，比如仁爱、宽宏大量等，令人敬畏的美德都需
要以一种超乎常人的自制修养作支持。
　　由此可见，可钦佩和赞颂的品行与可赞同的品行是有区别的。
我们一般谈及的合宜行为只需要一般的自我控制就能达到。
比如我们会理解和赞同饿了就吃东西的行为，但却不能将其上升至德行的高度。
只有那种务必通过极大的自制努力得以完成的行为，才能赢得称赞，因为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我们在评价某一行为时往往会运用两个标准，一是最高的完美的标准，二是一般的普通的标准。
用前者来判定，我们就会发现任何行为都有缺憾并应受到责备；用后者来判定，我们就会变得宽容，
只要超出一般水准我们就会予以称赞。
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判断艺术品。
运用最高标准考察时，我们会发现永远都没有完美的作品，而运用后一标准考察时，我们会发现很多
臻于完美的作品值得赞赏。
　　第二篇　论各种适宜的激情　　客观对象引起我们同情的程度，有一个度的把握的问题，如果不
适当，过强或过弱，旁观者就不会予以认同。
譬如，受害人过度强烈的悲愤我们称之为暴怒，过度低落的反应我们称之为迟钝。
对此，我们除了表示惊讶和不解外，并不能体谅他的情感。
　　但是，关于各种激情的度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
有些场合我们必须压抑公认的难以避免的激情，但有些场合我们却可以宽容地表现过于强烈的感情。
人性中的各种激情合宜与否是与人们愿意对其表示同情的程度紧密相关的。
　　第一章　论源于肉体的激情　　对肉体的激情反应过度强烈是不妥的，因为同伴们缺乏相同的感
受，所以不能对他们的同情抱以期待。
拿食欲来讲，看到别人愉快进食我们也会觉得舒适。
我们读到书中对极度饥饿的描写时，也会觉得痛苦而产生同情。
但即便如此，我们与当事人的感受还是存在距离的。
　　同理，如果不分场合地流露两性情欲也是不妥的。
但是，在男女交往时，男性表现出应该具备的一些出于礼仪的激情则应当被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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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探讨人类追求财富的原因，让你深刻认识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的道德与财富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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