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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
作者仔细解读了斯密主要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的文本，从同情心理论、正义理论、良心理论、
效用与习惯理论、德性理论等多个方面深入研究了斯密伦理学的基本内容。
该书最大的特点是考察了斯密伦理学思想旋律在《道德情操论》第1版到第6版之间的若干变化及其主
要原因；广泛地讨论了斯密伦理学思想与前人以及当代思潮之间的联系。
　　本书问题意识突出，运用资料丰富，在若干重大学术问题上形成具有新意的新观点。
是中国学者对国际性的“斯密复兴运动”运动作出积极回应的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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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卫东，1963年8月生，浙江淳安人。
哲学博士，教授。
曾到日本、美国多所大学作访问研究。
现供职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等。
主要论著有《经济思想通史》(四卷本，合著)，《比较经济体制分析》(合著)；发表论文《经济学与
道德》、《跨学科的范式》(合作)等。
担任《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学术咨询委员以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浙江学刊》等多家
学术刊物编委，是天则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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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    一、什么是谨慎?    二、谨慎论的主旨及其演变  第二节  论有利于他人幸福的个人品质    一、个
人关心他人幸福的次序    二、个人对社会(团体)的情感序列    三、公共精神与体系精神    四、普遍仁爱
与局部仁爱  第三节  论自制    一、自制是自足之德    二、自制之德与合宜性    三、德性的两个标准：理
想的和现实的    四、高傲的人和虚荣的人    五、关于德性品质的总结  第四节  德性品质论主线的变化
第七章  财富与德性关系论的逆转   第一节  第六版修订的背景和理由    一、第六版修改的概况    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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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斯密伦理学的“神学”背景    一、早期研究者对斯密伦理学中神学元素的否认和忽视    二、最
近20年对斯密思想中神学要素的研究    三、是神意还是基因与进化  第二节  《道德情操论》和斯多亚
学派    一、《道德情操论》与斯多亚伦理学的区别    二、第六版第三卷中的斯多亚观    三、第六版第
六卷“德性品质论”中的斯多亚观    四、第六版第七卷中的斯多亚观  第三节  余论及小结    一、作为
“超人”的有德者和斯多亚式的二元论    二、人类天性和理性之间的紧张终章  第一节  斯密伦理学的
特点    一、在“美德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问题上斯密伦理学的特点    二、在“道德判断的原因和根据
是什么”问题上斯密伦理学的特点    三、在伦理学方法论上的特点    四、小结  第二节  斯密伦理学思
想的变迁  第三节  与当代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发展趋势的关系    一、关于社会科学中“人性”的基
本假定    二、道德心理学    三、经济学    四、未竟之业    五、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附录  格拉斯哥版
《道德情操论》编者导言    一、《道德情操论》的形成过程    二、理论的演进历程    三、理论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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