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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用通俗的语言，为读者全面介绍了亚当·斯密的全部理论思想及其巨大影响。
　　亚当·斯密被人们称为经济学开山鼻祖，他的经济学观点主要集中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
斯密认为，看似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商
品种类和数量，通过“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此外，斯密还阐述了分工在一国财富增长中的核心作用，特别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各国通过分工形成
了各自的优势，通过相互交换可以增进彼此的福利，实现经济的增长，这便是其著名的绝对优势理论
。
斯密信奉自由贸易，反对高关税。
　　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在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处于重要地位。
从斯密思想出发，形成了诸多经济学思想和流派，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书集系统性和通俗性于一身，使读者能够轻松领略经济学大师的思想，同时学会用大师的智慧
来观察和指导生活，借助巨人的肩膀，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本书适合所有对经济学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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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思想缘起　　一、亚当·斯密小传　　（一）温文尔雅的斯密博士　　“我别无所好
，所好的只是书”，有一次亚当·斯密向他的好友卖弄他的藏书时，这样形容自己。
他不是个仪容漂亮的人，从一个大纪念章上看到的斯密是：眼皮下垂，深眼窝，下嘴唇突出，大鹰钩
鼻子。
斯密一生忍受着神经折磨，他的头摇晃不定，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怪模怪样。
此外，他还以常常处于游心于物外的状态而闻名。
18世纪80年代，斯密接近50岁时，爱丁堡居民曾在一个欢乐的场合以合乎礼仪的方式款待他们最杰出
的公民——斯密。
当时，斯密穿着一件浅色外套、短裤、白丝袜、有扣的鞋子，戴着海狸皮帽，拿着手杖，在一条用圆
石砌的路上行走，他两眼望着天空，口中念念有词，像是在唠叨些什么。
他每走一步便迟疑一下，似乎想换个方向走，甚至想倒退着走，按一个朋友的说法，他的样子就像个
在地上爬的蠕虫。
　　斯密经常心不在焉，有一天他穿着睡衣来到花园，一时竞沉溺于幻想之中，走了15英里才恢复正
常。
对斯密来说，这类事已经数不胜数。
斯密获得声望不是由于他怪癖的个性，而是由于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授和演讲者。
在讲座中，他完全即席演讲，作风平淡而真挚，从不令听众厌烦。
每一次演讲，通常包括几个不同的主题，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些命题通常是自相矛盾的，斯密则试图
解释和证明它们。
演讲开始时，斯密似乎没有把握，讲话犹犹豫豫，但是只要解释一开始，他的论据便显得非常充分，
举止变得热情而激动，表达变得简练而流畅。
因而斯密受到学生的爱戴，甚至很远的外校学生也来听讲，他讲的科学分支变得很时髦，他的意见成
为俱乐部和文学学会讨论的主题。
人们为表示对他的尊敬，喜欢模仿他那奇特的步态和说话的姿势，并在书店的橱窗里放置他的半身雕
像。
　　（二）科卡尔迪的少年时代　　亚当·斯密于1723年6月5日出生在英国苏格兰法夫郡的科卡尔迪
。
他的父亲也叫亚当·斯密，是个律师，也是苏格兰的军法官和科卡尔迪地区的海关监督。
他的母亲玛格丽特是该郡斯特拉森德利地方大地主约翰·道格拉斯的女儿。
老斯密在儿子出生之前的几个月离开了人世。
作为遗腹子，也许是对母亲怀有美好的眷恋和敬意，斯密一生和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婚。
据说斯密小时候长得非常瘦小，由于身体虚弱，激烈游戏根本无法参加，而且经常会独自发呆、自言
自语，这个习惯伴随了斯密一生。
4岁那年，斯密曾经被一群路过当地的吉普赛人拐走，幸运的是，斯密的舅舅赶紧追赶，在他人的帮
助下，拐走斯密的吉普赛人被迫将斯密扔在路边。
后人戏言，假如斯密真的被拐走，人类将缺少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9至14岁时，斯密在当时苏格兰地区一流的中学——科卡尔迪市立学校读书。
10岁那年，斯密开始学习拉丁语。
在科卡尔迪市立学校，斯密师从大卫·米勒先生，此人享有很高的声誉，培育了很多优秀的人物。
由于斯密酷爱读书，记忆力超常，加上非同一般的友善和宽宏大量，所以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成
为备受爱戴的人物。
　　从记事开始，斯密就生活在科卡尔迪。
这个只有1500多人的小市镇成了斯密了解社会的最好观察所。
这里有各色人物。
在这样一个小天地里，斯密在与各色人物的交往中成长起来，其中有贵妇人、当时仍然没有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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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穷矿工和制盐工、同波罗的海国家做交易的货主和海关官员。
斯密爱听别人讲述流传的走私故事，小镇上的各类作坊也深深地吸引着斯密敏锐的目光。
还有一两个制钉作坊，据说斯密小时候经常到那里去看工人干活，对分工最初的粗浅概念就是在那里
产生的。
不管实际情况怎样，斯密在后来的研究中，从这个他十分熟悉的特殊行业引用了分工的实例却是事实
。
而且，正是在科卡尔迪，斯密发现制钉工人领取的工资是钉子，尔后，他们把这些钉子当做货币拿到
商店去买东西。
可以说正是这个小市镇给了斯密最初观察人性和研究社会的素材。
斯密的思考材料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史学素养，二是他早年开始的人生观察。
　　（三）格拉斯哥情缘　　在学校，斯密因学习勤奋、酷爱读书、记忆力超强而引人注目。
到14岁，他在古典文学、数学等方面都已具备了进入大学的能力。
1737年1o月，未满15岁的斯密进人格拉斯哥大学读书，从此开始了他与这所古老大学的毕生情缘。
格拉斯哥大学是英国西北部一所规模很小却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学，有一批著名的导师。
在这里，斯密完成了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课程。
邓洛普教希腊语，希姆森教数学，哈奇逊讲授伦理学。
斯密从这些出类拔萃的导师那里受益匪浅，尤其是弗兰西斯·哈奇逊，他是一位极有创见的思想家和
无与伦比的讲课大师，也是对斯密学说与人生影响最大的一位师长。
在斯密交往的师长和朋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哈奇逊那样启迪他的良知，指引他前进的方向。
虽然也有人说休谟和魁奈是对斯密影响最大的人，但是要问斯密是谁的学生，大概只能说他是哈奇逊
的学生。
大约半个世纪以后，斯密被推举为格拉斯哥大学的名誉校长，他在回想起这所古老大学对他的恩情时
，深情地说道：“哈奇逊令人永世难忘。
”哈奇逊崇尚自由，思想解放，性格温良，口才极佳，深受当时学生的爱戴，他的仁爱主义和功利主
义伦理思想虽然后来受到斯密的批评，但是他对社会运行的乐观主义态度还是对斯密的理论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
例如，哈奇逊鼓吹的热爱自由和理性的观点被斯密接受；在一些具体方面，例如法学，斯密承认，他
讲授法学时提出的财产权的理论，受到了哈奇逊的启发；他的成名作《道德情操论》的思想无疑是在
哈奇逊的影响下才得以形成，据说这部书的框架在哈奇逊为其授课时就已形成；而斯密有关政治经济
学理论的自由放任主义思想最初也是由哈奇逊在课堂上首先提出的。
更有趣的是，哈奇逊为斯密树立了一个理论的靶子，通过对这个靶子的“射击”，斯密得以形成自己
独到的思想体系。
　　（四）就读牛津大学　　1741年，斯密获得格拉斯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得到了斯内尔奖学金
（每年40英镑）进入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读书，直到1746年离开巴利奥尔学院。
斯密就读牛津大学期间，正处于学校教育的黑暗时期，课堂上充斥着低劣的讲解和毫无意义的讨论。
教授们无心施教，亦无视学生要求，学生们对流行小说的兴趣远超过伟大经典，基本上是想读什么就
读什么，但学校严厉禁止学生接触近代理性主义著作。
至今，流传着斯密的一件逸事：一天，斯密阅读休谟的《人性论》被人发现，遭到学校当局的严厉训
斥，不仅书被没收，人也差点被开除，学校认为即使可能成为一名哲学家，读休谟的书也是不适宜的
。
　　这时的牛津大学派系林立，教师间勾心斗角，学术场乌烟瘴气。
因此，这一时期曾经就读牛津的很多著名思想家不仅对其没有感恩之情，反而厌恶之极。
巴特勒、吉本、边沁等许多出自这所学校的著名人物都在很多场合抨击过牛津的腐败。
斯密在其一生中许多时期都曾经谈到自己在牛津的经历和感受，认为这所英国当时最富裕、资金最充
足的学校已经成为各种陈词滥调和腐朽偏见的避难所。
斯密认为，牛津的堕落是由于这所学校的资金分配制度太糟糕。
虽然斯密对牛津大学予以强烈谴责，但是他不同于吉本和边沁，并不认为自己在牛津虚度了年华，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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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对牛津心怀感激，原因竟是巴利奥尔学院有一座牛津大学最好的图书馆。
在牛津学习期问，他不再学习在格拉斯哥大学时喜欢的数学，而是广泛地阅读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
典著作及法文文学作品。
其原因之一是斯密在牛津找不到合适的数学老师，二是巴利奥尔学院的图书馆提供了自学古典著作的
条件。
对人类天性的研究，或者说对人类政治史的研究，为斯密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满足了他的好奇心
和雄心，也为多才多艺的斯密提供了机会。
移居牛津以后，他几乎把全部精力用于这项研究并且坚持了很多年。
斯密在早期教育中的广泛涉猎不仅扩展了他喜爱的人类思维的自然进步理论内容，而且早期对希腊几
何学的爱好，也使他以后对政治学的推论更加科学、缜密。
经过文章翻译、特别是从事法语翻译的严格训练，斯密对那些仔细斟酌文章字句的人深为赞赏，也因
此大大地改进了自己的文风。
斯密仔细研究语言，在语言方面广博精深，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罗马、希腊、法国还是意大
利等不同国家诗人的文风，他都有精深的研究。
　　斯密在牛津大学阅读了大量的古典著作，由于过分用功，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作为苏格兰学生，他也常常遭受傲慢无礼的纨绔子弟的歧视。
像斯密这种性格随和、喜欢交友的人，在牛津求学六年，却几乎没有结交一个持久的朋友。
除了与较少的苏格兰人交往之外，他很少与其他人来往。
斯密后来在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时，曾担任格拉斯哥大学评议委员会和巴利奥尔学院评议委员会之
间的联系人，除在公事上偶尔与牛津大学有书信往来之外，他似乎与南方这所大学断绝了关系。
牛津大学似乎也对斯密不感兴趣。
就连斯密成为最伟大的牛津大学毕业生之后，这所大学也没有像往常那样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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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博士作序。
　　我别无所好，所好的只是书。
　　除了乞丐，没有人愿意以他人的恩赐为生。
　　劳动是财富的源泉。
　　能力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
　　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本性。
　　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
　　作为经济学创始人和经济自由主义捍卫者，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永远是人类思想
史上的伟大丰碑。
在当今世界正进一步寻求市场经济运行的最佳方式时。
斯密倡导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
　　《亚当·斯密：经济学鼻祖》用通俗的语言，全面介绍了斯密的生平、思想和影响，是人们了解
和研究这位经济学大师的重要读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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