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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斯密的自然概念可从三个层次上理解。在造物主的概念中,斯密通过对神的预定论的假 设,将报应论纳人道德情感

秩序的确立之中,将最高的善理解为一种宗教性的目的,将斯多亚主义的观念 重新置人神学之中。在大写的自然概

念中,斯密提出了自然的本原性解释,明确了人在自然意义上的存 在论含义,确立了人的情感能力的自然基础。在从

人出发的自然概念的讨论中,斯密通过对同情的论证, 提出了基于人性基础而实现社会秩序的道德机制,所谓“公正

的旁观者”正是通过情境性的同情机制逐次 加以展开的。正是通过上述三个层次的自然概念,斯密最终确立了神

学、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三重维度 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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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e Conceptual Meanings of Nature in Adam Smith's Social Thought 

Qu Jingdong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Adam Smith's thought could be understood in three dimensions :By the 
concept of Author of Nature ,Adam Smith confirmed the Providence in natural law,upgraded theidea of 
Destinyin Stoics ,and brought retaliationintothe establishment of moral order .By the concept of 
Nature ,Adam Smith clarified the ontological principle of Nature as the natural elements of a 
sentimental faculty of man .By the concept of human nature ,sympathy is considered as the 
elementary moral mechanis m of justice in society ,in which impartial spectator w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ituational iudg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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