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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谈到过人性问题，前者侧重于人性的利他方面，后者侧重 

于人性的利己方面，从 而形成所谓的“斯密问题”，我们认为“斯密问题”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就以此为载体，对他的人性观进行 

探析，试图为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t'a'l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 自律型道德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凸现它应有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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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态度、 

观点和看法一样，人性观是指人们关于人性基本问题的根本 

立场、态度、观点和看法。何谓人性呢?“凡是人身上具有的 

特性和属性，都可以叫作人性”。⋯古往今来，人们对人性观 

的研究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而这种研究又直接关系到人们 

行为的价值取向，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伦理学不可回避的核心 

问题。本文以十八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 

基人、杰出的伦理学家亚当·斯密的人性观为例，试图对他的 

人性观产生的时代背景、具体内容及其当代价值给予探讨。 

一 亚当·斯密人性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当然与创造这种理论的个人密切 

相关，但从根本上说，它更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亚当·斯密人 

性观的形成也是如此，是与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 

及前人的努力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是“时代造就了斯密，斯密 

丰富了时代”。【2 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为资本 

主义发展扫除了障碍，还开辟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 

代，世界史开始进入近代史。开始于 18世纪6o年代的英国 

工业革命，使英国首先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逐渐变 

成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家。然而由于历史上的种种 

原因，英国的封建残余势力还很强大，千方百计地限制资本 

主义的自由发展，乔治三世 176O一1784年的独霸统治即为铁 

证。而英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要求是取消国家对经济上 

的干预，实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促进资本主义自由发展。 

在政治上的要求是争取独立的政治地位，获得更大的管理国 

家的权利。于是，经济上要求开放和竞争，追求最大利润，政 

治上要求独立、自由和民主便成为资产阶级那个时代的要 

求。这样，从思想文化上论证利己和利他的关系，协调个人 

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冲突问题便成为那个时代思想家、哲学家 

和伦理学家们的共同任务。 

二 亚当·斯密人性观的内核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无论人 

们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 

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 

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 

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 

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 

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 

实例来证明。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 

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 

能最敏锐。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 

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3 这里 ，亚当·斯密承认人是 自私的 

同时，又强调人是关心他人的，强调人性是利他的，并进一步 

指出利他心或者说同情心是人类的普遍本性。 

而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指出：“每个人在力图应用 

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的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 

说 ，他并不企 图增进公共之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 

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 

人的利益。”H 这里，亚当·斯密认为人性是利己的，追求个人 

利益是唯一不变的、普遍的人类动机，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 

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 

由此可知，难怪 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 

提出了所谓的“斯密问题”，即他们认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 

操论》中强调人性是利他的，而在《国富论》中强调人性是利 

己的，因而构成 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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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所谓的“斯密问题”，或者说亚当 
·斯密的这两部著作在人性问题上是否前后 自相矛盾呢?我 

们对此持否定态度。 

第一，从这两部著作的出版、修订和再版来看，亚当·斯 

密始终坚持两种人性的观点。《道德情操论》于 1759年出版 

后，先后在 1761、1767、1774、1781和 1790年再版五次，而《国 

富论》于1776年出版后，先后于1778、1784和 1786年再版三 

次，每次再版，亚当·斯密都亲自进行修订工作。如果他认为 

利己心与利他心在这两部著作中前后 自相矛盾的话，他作为 

一 个治学严谨的学者肯定不会袖手旁观，肯定早就修改了， 

对此只能认为是“理应如此”。 

第二 ，这两部著作也是亚当·斯密整个写作计划和学术 

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当时 ，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 

学讲授“道德哲学”这门课程，其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神 

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其中政治学又包括了当时所称的 

政治经济学。而《道德情操论》主要阐述的是伦理道德问题， 

《国富论》主要阐述的是经济发展问题。按照原来的计划，亚 

当·斯密想分别写完“道德哲学”这一学科的全部内容，由于 

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完成。但是他晚年仍坚持想完成 

“道德哲学”的实用部分即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部分的写 

作。正如他在1790年为《道德情操论》第六版写的新增前言 

《告读者》中指出的那样：“在本书第一版的最后一段中，我曾 

说过，我将在另一部著作中努力说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 

理，以及它们在不同的社会时代和时期所经历过的不同革 

命；其中不仅涉及正义，而且涉及警察，国家岁入，军备，以及 

其他任何成为法律对象的东西。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 

的研究》中，我已部分地履行了这一诺言，至少在警察，国家 

岁入和军备问题上。⋯⋯我承认，虽然我年事已高 ，很难指 

望如愿以偿地完成这个大事业，但我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计 

划，从打算做到自己能做的事情这种责任感出发，我希望能 

继续完成它，因而我把 3o多年前写的这段话未加改动地放 

在这里。”[5] 

最后，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来看，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 

指出，经济学只是研究人的生活的一方面，即只研究个人和 

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 

分，并不研究人的一切行为。约翰·穆勒在《论政治经济学的 

若干未决问题》一书中也指出，政治经济学“所关注于人的仅 

仅是，作为一个人，他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达到这种 

目的的各种可能性的能力。⋯⋯它将其他每一个人类情欲 

或动机完全抽象化。⋯⋯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把全部精力 

用于取得和消耗财富。⋯⋯这并不是说 ，有哪个政治经济学 

家会荒唐到这样的地步，竟然以为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 

而是因为这就是科学要前进必然采取的方式”。【6 他们认为， 

要探讨复杂的经济过程，不把人的利己心抽象出来加以研 

究，很难想象对经济规则的研究如何进行。因此，亚当·斯密 

以人的“利己心”为出发点建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但这并不 

意味着他否认人性是多侧面的，利己心仅是其中之一。 

因此，亚当·斯密这两部传世之作并不矛盾 ，也就是说， 

所谓的“斯密问题”不成立。如果说这两部著作在人性论方 

面有所不同，那么也只是研究角度的不同而已：《道德情操 

论》是从利他心的角度研究人性问题，而《国富论》则是从利 

己心的角度分析人性问题的，二者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密不可分 ，共同构成亚当·斯密人性观的重要内容。 

这里 ，还有一点令我们为之赞叹的是，亚当·斯密并不是 

将利己心和利他心等量齐观，而是在充分肯定利己心的基础 

上讲利他心的。 

第一，亚当·斯密在这两部著作中都认为利己是人 的本 

性，利己心是人性的基础。他在《国富论》中讲到：“我们每天 

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 

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 

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 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 

们有利。”n 在《道德情操论》中，他说：“对于人性中的那些自 

私而又原始的激情来说，我们 自己的毫厘之得失会显得 比另 

一 个和我们没有特殊关系的人的最高利益重要得多，会激起 

某种更为激昂的高兴或悲伤，引出某种更为强烈的渴望和嫌 

恶。”【8 这真有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理论旨趣。 

第二，利他心也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原始情感，只不过 

是居于第二位的人性倾向。前面我们已引出了亚当·斯密在 

《道德情操论》中开门见山的那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他把 

利他心也看作是人人都固有的本能，因而对人类生活来说是 

不可或缺的，因为由纯粹利己的人构成的社会是很难想象 

的，虽然这样的“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通过完 

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9 然而，也不能过 

分强调利他心在人性中的地位和作用。利他心的一个重要 

作用在于它是斯密构建道德世界的一个起点，即由人的利他 

心或同情心出发 ，引出“同感”范畴，进而将之作为道德世界 

中两性相互协调的内在机制。 

最后，利己心和利他心是同一人性中的两个方面。从亚 

当·斯密关于人性问题的一系列论述 中可以看出，利己心和 

利他心是同一人性中缺一不可的完美组合，都是天赋的原始 

情感 ，只不过利己心占主导倾 向而 已。也正因为如此，人性 

中也需要利他心，通过利他心来抑制利己心。他解释道 ：“正 

是这种多同情别人和少同情 自己的感情，正是这种抑制 自私 

和乐善好施的感情，构成尽善尽美的人性；唯有这样才能使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激情协调一致，在这中间存在着人类的 

全部情理和礼貌。”【l 

从利他心出发，人们应当多关心别人，多关心社会，促进 

社会和谐发展；但人又是利己的，又总是在追求个人利益。 

这里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受利己心驱使的个人在追求个人 

利益时，是怎样实现社会利益的呢?或者说，亚当·斯密采取 

什么方法来协调利己心和利他心的关系的呢?为此，他曾作 

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上帝就好象“钟表匠”，两根针和发条一 

旦由上帝装好，上帝就不再过问指针的运转，利己心和利他 

心就好比钟表的“两根针”，如何使这两根针协调运转是人自 

己的事情，而这一任务就落在了“发条”的身上，这里的“发 

条”就好比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其职责就是协调利己心 

和利他心的冲突，从而实现二者的“和平共处”。关于“看不 

见的手”这一短语在亚当 ·斯密的著作中共出现过三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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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是市场机制、市场调节的作用，进一步说，这只“看不见 

的手”就是客观的经济规律，是利益调节的无形力量。在《道 

德隋操论》中，它平衡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而在《国富论》 

中，它又调节了私利与公利的关系。至此，亚当·斯密人性观 

的内容即人性二元论被划上 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 亚当·斯密人性观的价值合理性 

我国开始进入重大的经济转型期，即由社会主义计划经 

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的转折期。人 

们思想意识也在发生变化：“一切向钱看”，利己主义、拜金主 

义、享乐主义等思想兴风作浪，各领域的道德失范现象屡见 

不鲜，人们陷入了严重的“道德困惑”之中。为此，我们应该 

对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集体至上观念和他律型的 

伦理思想体系进行反思，为建设与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相适应的自律型道德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研究亚当·斯密的人性观理论至少应在以下几 

个方面凸显它应有的当代价值。 

第一，亚当·斯密人性观包含有光辉的辩证法思想。他 

既强调了人性的利己方面又阐释了人性的利他方面，并且通 

过“看不见的手”这座“中间桥梁”将利己和利他联系起来，既 

客观公正又全面具体。因此说他的整个人性观体系是个有 

机整体，是个相对科学严密的思想体系，具有较强的辨证性。 

第二，这种辩证法思想必定有利于我们正确处理利己和 

利他，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 

化要义》中写到：中国传统文化之最大偏失，就是个人永不被 

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 自己的立场上说话的 

机会，有多少合理要求被抹杀，有多少生命被摧残。l】̈亚当· 

斯密主张利他心一定要建立在利己心的基础上 ，否则利他心 

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正确的个人和集体的关 

系是怎样的呢?我们认为二者应当是互为主客体的平等关 

系，即集体作为主体时可以要求作为客体的个人为之服务， 

必要时做出个人牺牲；同样，个人作为主体时也可以要求作 

为客体的集体为之服务，为个体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和 

施展才能的好机会，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为目的与手 

段的内在联系。正因为如此，个人和集体的合道德状态应当 

是“和平共处”，协调发展的，而不是什么谁服从谁，谁统治 

谁 ，无视个体价值的存在。 

最后，亚当·斯密人性观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相适应的自律型道德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前文我 

们已经指出，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 

即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到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转型的时 

代。同样，人们的思想意识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在《道 

德情操论》的第六版修订中专门加上“论道德和野心的根源” 
一 节，就可见当时道德上的堕落问题是何等严峻和急需解 

决。面对这样的时代难题，亚当·斯密提出人性二元论，从而 

回应了时代对他的挑战。他认为人性虽然是利己的，并且是 

以利己为基础的，但在人的天赋中还存在着一种利他心或同 

情心。在这儿，没有外在力量强迫他做出或不做出某种行 

为，一切选择都是由他 自己做出的，完全是 自律性的 ，不是他 

律性的。因此 ，亚当·斯密的人性观为我们建设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自律型道德社会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我们应当加强公民道德教育，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主体意 

识，强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准则意识，努力提高全体公 

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我们还要努力创设一个自由、民 

主、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营造一个自律型道德社会的良好 

氛围。这样，自律型道德社会才得以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才得以全面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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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Adam Smith's Humanity Viewpoint 

ZHOU Tao．LI Shi—b0 

(Guangxi Normd University，Guilin 541004，China) 

Abstract： It is well known that in both The Theory ofMoral Sentiments and AnInquiry intothe Nature and Causes ofthe Wealth ofNa． 

fions Adam Smith discussed humanity problems．1"he formerfocused on the altruism，the latter emphasized the egoism，which formed the 80一 

called“SmithDifficulty”．Wethinkthis di~cultyis not right
． Wewill research and analyze his humanity viewpointin ordertodealwith rela- 

fion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tightly，build socialist autonomous moral society and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ete．and show its eont- 

emporary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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