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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 试 图 在 西 方 “主流 学 术 传 统 ”中，梳理出一 条 相 对 清 晰 的 学 术 发 展 脉 络 ， 即 “苏 亚 雷 斯—格 劳

秀 斯—普芬道夫—卡 迈 克 尔—哈奇 逊—斯密 ”之 间 的 继 承 关 系 。 从 斯 密 主 要 著 述 看 ， 斯 密 的 研 究 方

法 、 研 究 主 题 、 论 证 思 路 、 行 文 风 格 等 ， 基 本 完 全 延 续 了 自 然 法 (道 德 哲 学 )传 统 ， 但 有 很 大 的 改 进

和 重 要 的 突 破 。  

       1.研 究 方 法 。 正 如 登 特 列 夫 (2008)指 出 的 ： “格 劳 秀 斯 的 自 然 法 理 论 不 同 于 经 院 哲 学 的 地 方 ， 并

不 在 于 内 容 ， 而 在 于 方 法 。 ”(第58页 )尽 管 格 劳 秀 斯8岁 时 就 创 作 了 拉 丁 文 诗 歌 ， 但 对 数 学 却 情 有 独

钟 ， “在格 劳 秀 斯 的 学 说 中 ， 法 律 问 题 和 数 学 问 题 是 互 相 联 系 着 的 。……在自然法 学 说 后 来 的 发 展

中 ， 这 种 用 数 学 方 法 阐 述 法 律 问 题 的 倾 向 甚 至 更 为 明 显 。 ”(卡西勒，1996)格 劳 秀 斯 经 常 提 到 数

学 ，1604年 写 作 的 《 捕 获 法 》 序 言 部 分 ， 就 以9项 法 则 推 出13项 法 律 ， 而 他 在 《 战 争 与 和 平 法 》 中

关 于 “即使上帝也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 ”的 “数 学 应 用 ”，更成 为 近 代 人 文 学 科 得 以 摆 脱 传 统 经 院 哲

学 桎 梏 的 有 力 武 器 。 其 实 ， 尽 管 自 然 法 貌 似 “形而上 ”和泛道德化，但由于 它 重 视 人 的 本 性 (假 设 前

提 )、 强 调 理 性 的 作 用 (论 证 工 具 )， 故 它 实 际 上 同 数 学 方 法 是 兼 容 的 。 从 苏 亚 雷 斯 的 著 述 中 我 们 经

常 看 到 的 是 ： 概 念 辨 析 、 提 出 命 题 、 得 到 推 论 ； 格 劳 秀 斯 明 确 提 到 了 数 学 方 法 ， 而 普 芬 道 夫 则 有

了 进 一 步 的 发 挥 。  

       芬 道 夫 与 斯 宾 诺 莎 、 洛 克 同 岁 (生 于1632年 )， 他 和 大 数 学 家 莱 布 尼 兹 同 是 数 学 大 师 魏 格 尔 的 得

意 门 生 ； 同 格 劳 秀 斯 相 比 ， 普 芬 道 夫 的 数 学 水 平 要 高 得 多 。1656年 ， 普 芬 道 夫 结 识 了 数 学 家 、 哲

学 家 、 耶 稣 会 成 员 笛 卡 尔 ， 也 许 对 他 写 作 《 普 通 法 理 学 精 义 两 卷 》 产 生 了 一 定 的 影 响 。 同 斯 宾 诺

莎 的 《 伦 理 学 》 (1675)类 似 (该 书 在 形 式 上 几 乎 就 是 数 学 专 著 ， 完 全 由 假 设 、 命 题 、 证 明 等 组 成 )，

《 普 通 法 理 学 精 义 两 卷 》 基 本 由 定 义 、 公 理 (源 于 理 性 )和Observations(源 于 经 验 )组 成 。 在 其 更 具 学

术 影 响 力 的 八 卷 本 《 自 然 法 和 国 家 法 》 和 作 为 该 书 摘 要 版 的 两 卷 本 《 论 义 务 》 中 ， 普 芬 道 夫 放 弃

了 数 学 形 式 ， 但 论 证 思 路 明 显 留 有 几 何 学 痕 迹 。  

       哈 奇 逊 和 斯 密 是 苏 格 兰 人 ， 而 苏 格 兰 学 者 大 多 具 有 浓 郁 的 经 验 心 理 主 义 和 情 感 主 义 特 征 ， 他

们 重 视 历 史 (多 数 学 者 有 史 学 著 作 ， 但 不 同 于 德 法 史 学 ， 而 是 强 调 个 人 和 心 理 ， 所 谓 “推 测 的 历 史 ”

或理 论 历 史 )， 强 调 个 人 的 心 理 和 情 感 。 同 苏 亚 雷 斯 、 格 劳 秀 斯 和 普 芬 道 夫 相 比 ， 这 些 苏 格 兰 晚 辈

继 承 的 东 西 很 多 ， 但 同 时 亦 融 入 了 上 述 苏 格 兰 学 术 传 统 。 哈 奇 逊 的 著 作 ， 不 少 地 方 似 乎 是 心 理 学

著 作 ， 斯 密 著 述 中 亦 大 量 体 现 出 了 心 理 学 分 析 。 如 斯 密 认 为 ， “一 个 体 系 就 是 一 部 想 象 的 机 器 ， 发

明 它 是 为 了 在 想 象 中 把 现 实 中 已 经 产 生 的 不 同 活 动 和 结 果 连 接 起 来 ”(《天文 学 史 》 ， 格 拉 斯 哥 版

“斯密全集 ”第三卷第66页 )； “哲 学 可 视 为 一 门 致 力 于 想 象 的 艺 术 ”(同上，第46页 )。 显 然 ， 在 进 行 “想

象的 艺 术 ”的 研 究 时 ， 欧 洲 大 陆 前 辈 提 供 的 方 法 并 不 足 够 。 心 理 、 经 验 、 归 纳 、 推 理 等 ， 在 斯 密 那

里 是 相 互 兼 顾 、 相 得 益 彰 的 。 简 言 之 ， 就 研 究 方 法 而 言 ， 斯 密 兼 顾 了 自 然 法 的 欧 洲 大 陆 传 统 和 苏

格 兰 学 术 传 统 ， 是 一 种 借 鉴 、 综 合 与 提 高 。  

       2.研 究 主 题 。 从 名 称 上 看 ， 欧 洲 大 陆 的 自 然 法 哲 学 (从 经 院 哲 学 到 普 芬 道 夫 )和 苏 格 兰 的 道 德 哲

学 似 乎 存 在 很 大 不 同 ， “自然 ”和 “道德 ”似乎完全是不搭 边 的 两 个 词 。 不 过 ， 借 助 于 上 述 “研 究 方 法 ”

辨析，我 们 可 以 大 致 推 出 如 下 结 论 ： 二 者 形 异 而 神 同 ， 几 乎 就 是 一 回 事 ！ 不 论 是 自 然 法 还 是 道 德

哲 学 ， 其 假 设 前 提 (逻 辑 起 点 )都 是 一 致 的 ， 即 人 类 本 性 (自 我 保 全 、 关 心 自 己 )。 不 过 ， 在 从 自 己 推

导 到 他 人 时 (人 类 的 群 居 性 或 社 会 性 )， 传 统 自 然 法 更 多 地 借 助 于 人 类 具 有 的 “理性 ”能力，而 苏 格 兰

道 德 哲 学 (以 斯 密 为 例 )则 另 外 添 加 了 一 种 人 类 所 具 有 的 “同情 ”能力 (或 “设 身 处 地 想 象 他 人 的 能 力 ”)。



“理性 ”是人 类 具 有 的 能 力 ， “同情 ”也是人 类 具 有 的 能 力 ， 它 们 都 是 道 德 中 性 的 概 念 (在 斯 密 那 里 ，

“同情 ”是一 个 心 理 学 而 非 伦 理 学 词 汇 )， 这 也 是 欧 洲 大 陆 的 “数 学 ”或 “演 绎 ”方法 变 为 苏 格 兰 学 者 经 验

心 理 主 义 方 法 的 内 在 逻 辑 。 当 然 ， 自 然 法 和 道 德 哲 学 的 结 论 也 是 一 样 的 ： 符 合 人 类 本 性 (前 提 )和 人

类 能 力 (“理性 ”或 “同情 ”， 论 证 方 法 )的 东 西 ， 是 正 义 的 。 简 言 之 ， 自 然 法 和 道 德 哲 学 的 起 点 和 终 点

是 完 全 一 样 的 ， 只 是 论 证 过 程 略 有 不 同 而 已 ， 即 在 “理性 ”能力中加入 “同情 ”能力以体 现 苏 格 兰 学 术

界 的 经 验 心 理 主 义 特 征 。  

       正 因 如 此 ， 苏 格 兰 的 道 德 哲 学 同 “苏 亚 雷 斯—普芬道夫 ”学 术 传 统 是 一 脉 相 承 的 ， 其 研 究 主 题 也

是 大 致 吻 合 的 。 不 妨 以 哈 奇 逊 和 普 芬 道 夫 为 例 (在 文 章 选 择 的 代 表 作 中 ， 只 有 这 二 人 的 著 作 是 相 对

完 整 的 体 系 ， 苏 亚 雷 斯 、 格 劳 秀 斯 和 斯 密 的 著 述 仅 是 完 整 体 系 的 一 部 分 )。 正 如 上 文 提 及 ， 普 芬 道

夫 的 经 济 理 论 (第 一 卷 第14章 “论 价 值 ”)在契 约 和 所 有 权 之 后 ， 但 二 者 之 间 还 插 入 了 “语 言 ”(第10章 )和

“起誓 ”(第11章 )两 部 分 。 在 《 道 德 哲 学 体 系 》 中 ， 哈 奇 逊 采 用 了 完 全 相 同 的 做 法 ， 即 论 述 完 契 约

后 ， 分 别 阐 述 了 “语 言 ”和 “誓 约 ”问 题 ， 然 后 转 向 经 济 理 论 和 “合同 ”问 题 。 由 此 也 可 以 理 解 ， 为 何 斯

密 的 学 术 研 究 从 语 言 学 开 始 ， 如 《 塞 谬 尔 ·约 翰 逊 的 英 语 词 典 》 (1755年 )、 《 论 语 言 的 形 成 与 语 言

的 特 征 》 (1761年 )等 。  

       3.斯 密 思 想 体 系 ： 基 本 思 路 。 基 于 上 述 分 析 ， 我 们 可 以 按 照 上 述 “自然法和道德哲 学 ”学 术 传

统 ， 大 致 勾 勒 出 斯 密 学 术 思 想 的 基 本 思 路 。 分 析 的 起 点 是 人 类 本 性 和 “自保原 则 ”。斯密 认 为 ， “毫

无疑 问 ， 每 个 人 生 来 首 先 和 主 要 关 心 自 己 ； 而 且 ， 因 为 他 比 任 何 人 都 更 适 合 关 心 自 己 ， 所 以 他 如

果 这 样 做 的 话 是 恰 当 和 正 确 的 。 ”(《道德情操 论 》 ， 第101～102页 )因 此 ， “最神 圣 的 正 义 法 律 就 是

那 些 保 护 我 们 邻 居 的 生 活 和 人 身 安 全 的 法 律 ； 其 次 是 那 些 保 护 个 人 财 产 和 所 有 权 的 法 律 ”(同上，第

103页 )。 也 就 是 说 ， 利 己 人 性 (关 心 自 己 )是 逻 辑 起 点 ， 生 命 (首 要 原 则 )和 生 命 的 手 段 (财 产 )分 别 是

第 一 位 和 第 二 位 的 保 障 对 象 。 这 同 “主流 ”学 术 传 统 完 全 一 致 。  

       同 自 然 法 和 道 德 哲 学 传 统 一 样 ， 分 析 完 “个 人 ”后就要 研 究 “社 会 性 ”(群居性 )。斯密同 样 认 为 ，

“人只能存在于社 会 之 中 ， 天 性 使 人 适 应 他 由 以 生 长 的 那 种 环 境 ”(《道德情操 论 》 ， 第105页 )， 然

而 ， “主要 关 心 自 己 ”的人，如何才能 过 一 种 社 会 性 生 活 呢 ？ 自 然 法 哲 学 借 助 于 人 类 具 有 的 “理性 ”能

力，斯密 则 引 入 了 “同情心 ”。斯密 认 为 ， 尽 管 每 个 人 生 来 主 要 关 心 自 己 ， 但 幸 好 人 类 还 有 一 种 “设

身 处 地 的 想 象 ”(《道德情操 论 》 ， 第5页 )的 能 力 ， 这 种 能 力 就 是 怜 悯 或 同 情 。 借 助 于 这 种 能 力 ， 每

个 人 就 能 够 设 身 处 地 ， 综 合 考 量 自 己 和 他 人 的 感 受 ， 并 采 取 适 宜 的 行 为 ； 而 适 宜 的 行 为 ， 就 是 美

德 。  

       以 上 是 斯 密 学 术 思 想 的 基 本 框 架 ， 不 论 是 法 律 、 政 治 还 是 经 济 问 题 ， 斯 密 基 本 是 在 这 个 大 框

架 下 进 行 分 析 的 。 其 法 律 和 政 治 著 作 始 终 没 有 完 成 ， 我 们 无 法 了 解 其 论 证 细 节 (《 法 学 演 讲 》 过 于

简 略 )， 《 法 学 演 讲 》 的 法 律 学 之 “绪 论 ”提到了格 劳 秀 斯 和 普 芬 道 夫 的 自 然 法 ， 但 “契 约 ”则 是 欠 缺

的 ， 相 信 应 是 其 构 思 但 未 完 成 著 作 的 组 成 部 分 。 因 此 ， 就 斯 密 已 出 版 的 作 品 而 言 ， 其 法 律 政 治 部

分 明 显 不 如 其 学 术 前 辈 完 整 (尤 其 是 “契 约 ”、 “所有 权 ”和 “合同 ”等 )。道德哲 学 的 原 理 部 分 ， 斯 密 有 继

承 和 提 高 (欧 洲 前 辈 过 于 重 视 理 性 ， 哈 奇 逊 过 于 重 视 情 感 ， 斯 密 则 很 好 地 兼 顾 之 )， 更 有 大 的 改 变 。

在 其 学 术 前 辈 的 论 述 过 程 中 ， “个 人 ”(自己 )和 “社 会 ”(他人 )分得不是很 清 ， 且 往 往 先 讨 论 个 人 再 分 析

社 会 ， 但 斯 密 的 《 道 德 情 操 论 》 则 明 确 将 “他人 ”(第一、二卷 )放在前面， “自己 ”(第三、四卷 )放在后

面， 这 或 许 是 仅 仅 看 完 该 书 前 两 卷 的 读 者 ， 误 认 为 《 道 德 情 操 论 》 和 《 国 富 论 》 分 别 基 于 “利他 ”和

“利己 ”并 存 在 所 谓 “斯密 问 题 ”的原因。  

       4.亚 当 ·斯密的 经 济 理 论 。 同 学 术 前 辈 相 比 ， 斯 密 对 于 经 济 理 论 的 发 展 是 革 命 性 的 。 《 国 富

论 》 对 经 济 理 论 的 阐 述 ， 不 仅 完 全 摆 脱 了 神 学 的 影 响 ， 且 不 再 局 限 于 自 然 法 或 道 德 哲 学 的 框 架 之

内 ， 而 且 自 成 体 系 ， 对 市 场 经 济 的 方 方 面 面 进 行 了 系 统 的 阐 述 。 同 时 ， 由 于 已 经 具 有 了 坚 实 的 道

德 哲 学 (或 自 然 法 )基 础 ， 已 经 借 助 于 《 道 德 情 操 论 》 对 人 类 行 为 有 了 全 面 的 把 握 ， 因 而 可 以 直 接 探

讨 经 济 问 题 。 尽 管 如 此 ， 斯 密 的 经 济 理 论 仍 然 具 有 下 述 值 得 注 意 的 特 点 ： 其 一 ， 斯 密 经 济 理 论 同

他 的 道 德 哲 学 不 仅 是 相 容 的 ， 而 且 是 密 不 可 分 的 ； 其 二 ， 斯 密 论 述 经 济 问 题 的 思 路 和 行 文 风 格 ，

同 前 文 提 及 的 自 然 法 哲 学 和 道 德 哲 学 传 统 是 一 脉 相 承 的 ； 其 三 ， 尽 管 斯 密 的 经 济 理 论 独 立 成 篇 ，

但 仍 然 留 有 不 少 传 统 体 系 的 特 征 ， 尤 其 是 他 的 分 工 交 易 理 论 。  

       具 体 而 言 ， 同 “主流 ”学 术 传 统 一 脉 相 承 的 是 ， 每 个 人 首 先 关 心 的 是 自 己 ， 但 他 要 同 别 人 打 交

道 ， 故 而 需 要 同 他 人 进 行 平 等 互 利 的 交 换 (或 许 是 自 然 法 哲 学 的 “理性 ”能力，或 许 是 斯 密 所 说 的 “设

身 处 地 ”的 “同情 ”，斯密在《 国 富 论 》 中 称 其 为 “互相交易 ”的 倾 向 )。 人 类 交 换 的 倾 向 引 起 了 分 工 ，

而 分 工 能 够 提 高 劳 动 生 产 率 ； 在 对 分 工 交 换 的 进 一 步 分 析 中 ， 斯 密 依 次 探 讨 了 货 币 问 题 (便 于 交

换 )、 价 值 理 论 (度 量 交 换 比 例 )、 供 求 理 论 (交 换 机 制 )、 分 配 理 论 (反 馈 机 制 )等 ， 由 此 构 成 了 《 国 富

论 》 第 一 篇 的 基 本 内 容 。 除 了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提 高 ， 劳 动 者 人 数 (就 业 )对 于 经 济 增 长 同 样 重 要 ， 而 就



业 增 加 同 资 本 积 累 和 资 本 运 用 有 关 ， 此 为 《 国 富 论 》 第 二 篇 主 要 内 容 。 按 照 苏 格 兰 学 者 的 惯 例 ，

斯 密 接 着 研 究 了 经 济 史 (第 三 篇 )和 经 济 思 想 史 (第 四 篇 )， 最 后 探 讨 了 政 策 问 题 (主 要 是 财 政 问 题 )。

以 上 就 是 《 国 富 论 》 的 大 致 思 路 和 主 要 内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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