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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效用对赞同情感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 为,无论是审美还是道德赞

同,效用都不是主要的原则。我们对物的赞美、对道德的赞同,不是因为它 们有用,而是因为它们是合宜的、符合事

实的。合宜性是审美赞同和道德赞同的最主要原则。审美与 道德美的合宜性的标准来源于无偏的、全知全能的旁

观者的同情。在效用论这个问题上,合宜性不完 全是经验的观察,还体现了一种“确定的意图”。它就像一只“看

不见的手”,引导着我们对美和道德的 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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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Doctrine of Utility in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Zhang Zhengping   Luo Weidong 

Abstract: 

Adam Smith proposes a distinct perspective of "the effect of utility upon the sentiment of approbation" 
in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 his opinion ,utility is not the first principle of aesthetic and moral 
approbation . We approve of something or some virtue not as useful ,but as proper ,as agreeable to 
truth and reality .Propriety i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aesthetic and moral approbation . The measure of 
proper degree arises from the sympathy of the impartial and well-informed spectator .As for the 
doctrine of utility ,propriety is not a completely experiential observation ,and it shows "a definite 
intention" which looks like "an invisible hand" leadi ng us to the approbation of beauty and mora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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