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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759年，36岁的亚当&midd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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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经济学之父&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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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ot;史密斯
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超过《国富论》。
 这是一部全力呼吁全社会的财富由全社会的成员共享有的伦理经典。
 本版本为双语版，买中文版赠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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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亚当·斯密唯一想留给后人的系统分析人类情感的作品，毕业倾注极大心血修订出版六次。
　　一部全力呼吁全社会的财富由全社会的成员共享有伦理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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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当·斯密（1723-1790），18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被誉为“经济学之父”
。
著有《国富论》《道德情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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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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一个人在别人看来
有多么自私，但他的天性中显然总还是存在着一些本能，因为这些本能，他会关心别人的命运，会对
别人的幸福感同身受，尽管他从他人的幸福中除了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
这种本能就是慈悲或怜悯。
这种感情产生于我们看到或设身处地地想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
我们常常因为他人的悲痛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无须用任何事例来证明的事实。
同人性中所有其他与生俱来的感情相同，同情决不仅仅存在于善良仁慈之人身上，尽管这些人在这方
面的感受可能最为敏锐。
即便是最恶劣的暴徒，即便是全然无视社会法律的违法者，也不会完全丧失同情心。
　　因为我们无法直接体验别人的感受，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想象相同的情况发生在我们身上，来体会
他们的感受。
即便忍受酷刑折磨的人是我们的兄弟，只要我们自己身处局外，我们的感官就不会告诉我们他感受到
的痛苦。
感官决不会也决不可能超越我们自身所能感受的范畴，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形成有关我们兄弟感
觉的概念。
而这种想象除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自己身临其境的话将会有什么感觉外，没有其他方式来建立我们兄
弟感觉的概念。
但我们想象出来的感觉，只是我们想象的自己的感觉，而不是我们兄弟的感觉。
通过想象，我们将自己放置在他所处的境地中，以为自己正承受着完全相同的折磨，就仿佛我们进入
了他的躯体，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合而为一，因而对他的感觉有所感觉，甚至我们会体会到一些虽然程
度较轻、但本质差不多的感受。
因此，他的痛苦降落到我们身上，当我们承受并将之转化为自己的感觉时，我们最终会被其影响，于
是当想到他的感受时，我们就会战栗。
由于无论身处何种痛苦或忧伤之中，都会感到极度的悲伤，所以当我们认为或想象自己处在相同情况
中时，也会产生类似的情绪，其程度取决于我们的想象力敏感与否。
　　我们之所以能够对别人的痛苦产生类似的感受，是因为我们能够将自己与当事人进行换位思考，
来设想当事人的感受，或者受到相应感受的影响。
如果认为以上内容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的话，那么还有大量显而易见的事实可以证实。
当我们看到瞄准了另一个人的腿或手臂的一击将要落下来时，我们会下意识地缩回自己的腿或手臂；
而当这一击真的落下来时，我们也会多少感觉到疼痛，就如同受难者所受到的伤害。
当凝视在松弛的绳索上的舞蹈者翻腾、扭动身体，竭力保持平衡时，观众会不自觉地随着舞蹈者做出
相应的动作，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就处在对方的境况下，仿佛正在绳子上，不得不如此。
神经敏感和体质孱弱的人会抱怨说，当他们看到街上的乞丐暴露在外面的脓疮、溃疡、伤口时，他们
往往会在自己身上的相应部位感到一种瘙痒或不适。
因为这种恐惧的感觉是来自于他们对自己可能受到相同痛苦的想象，他们想象有可能他们真的会成为
自己所看到的可怜人，在自己身体的特定部位受到相同痛苦的影响，因此，他们对那些可怜人的病痛
抱有的恐惧之感，会在自身特定的部位产生比其他所有部位更为强烈的影响。
这种意念的力量足以使他们脆弱的身体产生他们抱怨的那种搔痒和不适的感觉。
由于同样的原因，即便再强健的人看到受伤的眼睛时，他们自己的眼睛也会产生一种非常明显的疼痛
感；即便对于最强壮的人，眼睛这一器官也十分脆弱，要比最虚弱的人身上的其他任何部位都更为脆
弱。
　　引起我们同情的并不仅仅是那些会引起痛苦或悲伤的境况。
无论当事人对其他对象产生的是何种激情，每一个有心的目击者只要一想到当事人的处境，心中就会
翻涌起类似的激情。
当悲剧故事或传奇故事中我们喜欢的英雄们摆脱困境时，我们会感到欣喜，同样，我们在他们危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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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感到伤感，我们对他们的幸福感同身受，就如同我们对他们的不幸抱有的同情，这两种感情同样真
挚。
对于那些在英雄们处于危难之时未遗弃他们的忠实的朋友们，我们会和那些英雄们一样抱有感激之情
；对于那些伤害、遗弃、欺骗了他们的背信弃义的叛徒们，我们也会完全地赞同那些英雄心中产生的
憎恨之情。
无论内心受到何种激情的影响，旁观者总是可以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在心中产生他认为与受难者的
情感相一致的感觉。
　　&ldquo;慈悲&rdquo;和&ldquo;怜悯&rdquo;这两个词经常用于我们对别人的悲伤表示同感的情形。
&ldquo;同情&rdquo;，虽然原意也许与前两者是相同的，但是用来指代我们对任何一种激情所产生的
同感，也没有什么不恰当的。
　　在某些场合，我们只要察觉到别人的情绪，就会产生同情的感觉。
有些时候激情似乎可以在转瞬间从一个人身上传递到另一个人身上，在知道什么事情使当事人产生这
种激情之前，其他人就会受到感染。
例如，在一个人的表情或举止中强烈地表现出来的悲伤或快乐，可以马上在旁观者心中引起一定程度
的类似的悲伤或快乐。
一张笑脸令所有见到它的人都感到赏心悦目，而悲戚的面容总是给人带来忧愁。
　　但事情并非都是如此，或者说，并非每一种激情都是如此。
有一些情绪的表露，不会引起同情，而且在我们获悉它产生的原因之前，我们会对其感到强烈的厌恶
和反感。
发怒者的过激行为，很可能激怒我们去反对他本人，而不是引发他愤怒的敌人。
由于我们不清楚他发怒的原因，我们也就不会设身处地地为他思考，也不会想象到任何类似的激烈情
绪。
但是，我们可以很明白地看到他发怒的对象的情况，以及后者由于他如此激怒而可能遭受到的伤害。
所以，我们会很容易对后者的恐惧或忿恨之情产生同情，并打算立即同他们一起反对使他们面临危险
的那个发怒者。
　　我们会对这些悲伤或高兴的表情产生一定程度的相似情绪，这是由于这些表情提示我们认识到一
个基本的想法：我们所看到的人正在经历着好运或厄运。
这个念头足以使我们有所感动。
悲伤或高兴只会对那些感觉到情绪的人产生影响，愤怒的表露与他们不同，愤怒能使我们心中想起所
有我们关心的人以及与他们利益相对立的人。
因此，有关好运或厄运的基本想法会使我们对遭遇这种命运的人产生某种关切之情；而有关暴怒的日
常想法却无法激起我们对发怒者的任何同情。
我们更反对去体谅这种激情，似乎是由于天性使然。
在知道发怒的原因之前，我们对此总是抱着反对的态度的。
　　在知道别人悲伤或高兴的原因之前，即使我们对它们怀有同情之感，也总是很有限度的。
普通的痛哭流涕，除了表示受难者极度痛苦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它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感觉，算不得真正的同情，那不过是让我们探究对方处境的好奇心，顶多是某种
向对方表示同情的意向而已。
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会是&ldquo;你怎么啦&rdquo;，在这个问题得到解答之前，虽然我们会感到不安
，这种不安因为心中关于他不幸的模糊念头，更因为想弄清楚对方到底遭遇了些什么不幸，而我们的
同情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可以说，同情更多的是来自于看到激发对方激情的境况，而非因为看到对方的激情而产生。
我们有时会因为别人而感觉到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对方自己似乎完全没有感觉，因为，当我们设身
处地地设想对方的处境时，我们自己的心中就会因想象产生相应情绪，然而对方却不会因现实而产生
。
我们为别人的无耻和粗鲁而感到脸红，可是他似乎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是因为如
果我们自己表现出如此荒唐的行径，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感到狼狈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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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只要尚存一丝人性，都会认为丧失理智是所有威胁人类生存、使人面临毁灭状态的灾难中最可
怕的灾难。
他们怀着比他人更强烈的同情心看待这一人类最深重的灾难。
但那个已然丧失理智的可怜人，却也许还在说笑，完全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困境。
因此，人们看到此种情景而产生的痛苦，并不是那个患者的感情。
旁观者的同情心必定完全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如果自己陷入同样不幸的境地而又能用正常的理智和判
断力去思考（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自己会是什么感觉。
　　当一个母亲听到她被病痛折磨的婴孩只能呻吟却无法表达他的感受的时侯，她的痛苦是多么巨大
啊！
当她想到孩子承受的痛苦时，她也承受着痛苦，真正的婴儿的无助、她自己无助的感觉和她对孩子的
疾病难以预料的后果的恐惧，所有这些全都纠结在一起，形成有关不幸和痛苦的最为完整的想象，构
成她的忧愁。
然而实际上，婴孩只是一时感到不适，病情并不严重，很快就可以完全康复。
婴孩不会想很多，也不会考虑太长远的事情，反而拥有了抵御恐惧和忧虑的有利条件。
但是对成人来说，一旦心中的巨大痛苦滋长起来，理性和哲理若想抵抗，都是徒劳的。
　　我们甚至会对死者产生同情，但我们会忽视他们的境况中真正重要的东西&mdash;&mdash;等待着
他们的可怕的未来，感动我们的更主要是那些刺激我们感官但对死者的幸福没有丝毫影响的环境。
我们想象着，死者不再拥有享受阳光的权力，隔绝于人世之外，埋葬在冰冷的坟墓中，被腐烂吞入虚
无，被泥土中的爬虫蚕食，在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很快也会从最亲密的朋友和亲属的感伤和回忆中
消失，这是多么不幸啊！
当然，我们会认为，必须对那些遭受如此可怕灾难的人表示我们全部的同情，再多都不为过。
只要想到他们可能会被所有人遗忘时，我们的同情之感似乎就倍增了；由于我们自己的悲切，我们通
过加在死者记忆中的虚荣感，尽力人为地保持自己脑海中有关他们不幸的忧郁回忆。
我们的同情非但不会给死者带来安慰，似乎反而会加重死者的不幸。
我们所能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我们无论怎样去消除死者亲友的悲哀，无论怎样去消除他们对死者的
内疚和眷恋引起的伤痛，也不会给死者带来安慰，只会使我们对死者的不幸感到更加悲伤。
一切都与死者的幸福不再有任何关系；也不会将死者从永恒静谧的长眠中唤醒。
我们认为死者永远在阴沉而又无休无止的忧郁中生活，产生这种想法完全是因为我们将他们发生的变
化与自己因而产生的变化&mdash;&mdash;即我们对那种变化的个人意识&mdash;&mdash;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象我们自己身为死者的情形，说得大胆一些，我们是把我们自己活的灵魂附在了
死者无生命的尸体上；由此我们设想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所具有的情绪。
这个虚幻的想象，使我们对死亡充满畏惧。
这些有关死后情况的设想，在我们死亡后决不会带给我们任何痛苦，但是却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备受
折磨。
由此形成了人类本性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mdash;&mdash;对死亡的恐惧。
这严重地破坏了人类的幸福，同时却又对人类的不义行为产生巨大抑制；恐惧死亡的情绪，折磨和伤
害个体的时候，却在捍卫和保护社会。
　　第二章 论心心相通的愉快　　不管同情从何而来，不管它怎样产生，没有什么比看到别人发自内
心的同感更使我们高兴的了，也没有什么比看到别人情绪恰与我们相反更使我们震惊的了。
那些带着敏感自恋之心来推断别人的情感的人，总是以为根据他们自己的原则，就对一切喜怒来源全
都明了于心了。
他们说，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或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只要他们发现别人被他们的感觉感染，
就会欣喜万分，因为他由此而确信会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帮助；如果他看到相反的情绪，他就会感到痛
苦，因为他由此而认定别人会反对自己。
但是，喜怒之情总是来得十分突然，经常在那种毫无意义的场合莫名其妙地出现，因而似乎很明显，
它们不可能来自于任何自私的念头。
当一个人竭尽全力地去取悦他的同伴，但是环顾四周发现除了自己别人都不认为他的笑话好笑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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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感到窘迫；相反，同伴们的笑声则给他带来极大的愉悦。
他把同伴们的感情同自己的感情一致，看成是同伴对自己最大的赞赏。
　　毋庸置疑，有一部分愉快和痛苦的感觉确实来自上述的原因，但是似乎，愉快并非都是因为同伴
们表示赞同时所能增添的欢笑而产生，痛苦也不都是由于他得不到赞同时的失望。
一本书或一首诗如果反复读了太多遍，我们便再不能从自己的阅读中找到任何乐趣，但是我们依然会
在为朋友朗读它时感到乐趣。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其中仍然充满着新奇的魅力。
尽管我们自己再无法从中体会到那种惊喜和赞赏，但是当朋友心中产生这样的感情时，我们就会感同
身受。
与其说我们是在用自己的眼光，不如说是从朋友的角度来体会所有这些思想，并且会由于我们和朋友
志同道合而感到兴奋不已。
相反，如果朋友无法享受，我们就会非常恼火，再也不觉得向朋友朗读它们还有什么乐趣。
这里的情况与前面的事例同样证明，毫无疑问，朋友的欢乐给我们带来欢乐，当然，他们的沉默也的
确使我们失落。
虽然也许这些可以说明，为何一种场合令我们感觉愉快，而另一种场合却让我们感到痛苦，但是，这
决不是愉快或痛苦产生的唯一原因；而且，虽然看起来，我们的感情与别人相一致是愉快的一个原因
，两者之间的不同是痛苦的一个原因，但是不能由此说明解决所有问题。
朋友们因为我的高兴而来的同感确实会激起我心中更大的兴奋，但是他们对我的悲伤所表示的同情，
如果只是加重我的悲伤，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是，同情却总是能够增加快乐，也缓解痛苦。
它另辟蹊径，向我们提供另一种使人满足的源泉，增加我们的快乐，温暖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感觉那
几乎是当时唯一可接受的情绪，以此减轻我们的痛苦。
　　因而可以说：我们更渴望向朋友倾诉自己不愉快的感情，而不是愉快的情绪；朋友们对悲伤的同
情比对愉抉的赞同更使我们感到满足，而如果他们对我们的悲伤缺乏同情，则更使我当一个不幸的人
找到一个能够向其倾诉自己悲痛的对象时，他们的心中会是何等宽慰啊！
对方的同情，似乎减轻了他的一部分痛苦，说对方同不幸者一起分担了痛苦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他不仅感到与不幸者相同的悲痛，而且，好像分担了后老的一部分痛苦，从而减轻了不幸者身上的沉
重痛苦。
同时，在倾诉自己不幸的时候，不幸者在某种程度上重新经历了自己的痛苦。
那些使他们苦恼的事情再次出现在他们的记忆中，因而他们的眼泪比从前经历痛苦时流得更快，他们
会又沉浸在种种痛苦之中。
但是，他们也明显地从中得到安慰，因为他们从对方同情中得到的乐趣比剧烈的悲痛更加强烈，能够
弥补他们内心的伤痛，他们重新唤起这种痛苦，就是为了激起同情。
相反，对不幸者来说，最残酷的打击就是对他们的灾难熟视无睹，漠不关心。
对朋友的高兴没有表示只是不够礼貌而已，而如果当他们对我们诉说困苦时，我们却摆出一副没有兴
趣、心不在焉的神态，则是真正的、十足的不近人情。
　　爱给人带来愉快，恨让人产生不快；因此虽然我们希望朋友接受自己的友谊，但是我们更加急切
地希望朋友同情我们心中的愤懑不平。
即使朋友很少为我们的顺境和进步感动，我们也能够原谅他们，但是，如果他们对我们遭到的伤害表
现出漠不关心，我们就无法接受了。
因为朋友不同情自己而产生的怨恨，要远远比他们不接受我们的感激更加容易搞得我们怒火中烧。
我们可能很难和朋友的朋友成为朋友，但是很难不和敌人的朋友成为敌人。
我们对朋友与其朋友之间的不和不会有什么不满，虽然偶尔会因此爱同他们争论；但是如果他们同我
们的对头友好相处，我们就会真的准备同他们大打出手了。
爱和快乐，总是能够令人愉快，不需要任何附加的乐趣，就能让我们感到满足和鼓励。
悲伤和怨恨，却总是让我们难以释怀，令人苦恼和痛心，强烈地需要用同情来平息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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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温总理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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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ip;&hellip;　　&mdash;&mdash;2007年5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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