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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视域下的亚当·斯密

胡怀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８３６）

摘　 要：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构建了一种同现代社会秩序相

适应的道德哲学体系，不仅为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开启的英国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其关于政治修

明、法律严正、社会包容和经济自由的学术思想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亦具有重要启发。 作为古典经济学

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围绕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普遍勤劳和资本积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等，构建了一种同现代社会秩序相适应的理论经济学体系，不仅为经济学所有之前和所有之后的发展提供了

问题和尺度，而且对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

具有一定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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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

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

色”。［１］２２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中，英国工业革

命率先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作为苏

格兰启蒙运动学者和古典经济学奠基者的亚

当·斯密，更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发轫之初就尝试

构建了一种同现代社会秩序相适应的道德哲学

体系和理论经济学体系，不仅对人类社会的现代

化作出了极具历史穿透力的理论回应，而且在某

种程度上揭示了“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值

亚当·斯密诞辰 ３００ 周年之际，在现代化视域下

重新审视其学术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

解斯密的有关学说，而且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

把握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并为新时代新征程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启发。

一、现代化的思想基础：亚当·斯密的

道德哲学

至少就主要经济体而言，人类社会曾长期处

于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多地是为了

满足生存需要，整个社会带有明显的地域性限制、

等级化特征和人身依附性，并渐次形成了与之适

应的“行政权支配社会”的传统社会秩序和治理模

式，或如马克思总结的：“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

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

关系……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

薯汇集而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

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

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

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

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所以，归根

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

会。” ［２］１４５３ 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率先打破了欧

洲传统社会的中世纪沉寂，引发了欧洲尤其是西

欧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特别是伴随着地理大

发现和重商主义的兴盛、宗教改革和民族意识及

民族国家的兴起，西欧主要国家率先在传统农业

社会的夹缝中不断积累着现代性因素，并最终催

生了直接面向现代社会秩序的 １８ 世纪启蒙运动。
对于 １８ 世纪西欧各国的启蒙运动，胡怀国曾指

出，“如果说，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冲突是宗教

改革和文艺复兴的核心，那么启蒙运动则是在此

基础之上，集中为世俗世界本身缔造现实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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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 对我们而言，前者是近乎遥远的背景音乐，
而后者则是对我们有着强烈震撼的现代摇滚。 可

以说，现代社会正是在启蒙运动的启发下不断发

展而来的”。［３］ 从某种程度上讲，１８ 世纪盛行于西

欧各国的启蒙运动，尝试构建的是一种面向现代

社会秩序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各自国家开启现

代化进程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
具体而言，１５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重商主义

的兴起，不断在边际上冲击着传统农业社会的相

对封闭与相互隔离状态，同时也为重塑精神世界

和世俗世界之间关系的宗教改革不断积累着物质

要素；１６ 世纪的宗教改革，不仅促进了民族意识和

民族国家的崛起，而且推动了 １７ 世纪自然法的近

现代转型，并最终孕育出了直接面向现代社会的

１８ 世纪启蒙运动。 对于 １７ 世纪的自然法转型，美
国政治思想史学者萨拜因曾指出，“对 １７ 世纪的

哲学来说，关系始终显得不及实体那么可靠；人是

实体，而社会则是关系。 正是这种假定的个人优

先性成了自然法理论所具有的最显著且最持久的

品格，也是现代理论区别于中世纪理论的最为明

确的地方。” ［４］如果说，１７ 世纪的自然法转型是人

类社会开启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次理论飞跃，那
么 １８ 世纪的启蒙运动则是人类社会开启现代化

进程中的第二次理论飞跃，同时也是更为根本的

一次飞跃，它们共同为人类社会成功开启现代化

进程提供了理论滋养。 特别是苏格兰启蒙运动、
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启蒙运动，不仅分别为英国、
法国和德国开启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而
且分别结出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

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硕果。 从某种程度上

讲，正是结合西欧各国现代化特别是以工业革命

率先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英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
１９ 世纪的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西欧各国启蒙运动及

其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实
现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新的理论飞跃，同时

也为 ２０ 世纪的中国成功开启和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１８ 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在人

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相对独特又不可或缺的

地位和作用。 不同于更多承袭自然法的理性主义

传统并倾向于通过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理念诱发

激烈政治行动的法国启蒙运动，亦异于更多强调

“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５］ 并倾向于借助人

的主体性、绝对精神和自由意志构建庞大抽象体

系的德国启蒙运动，以 １７２７ 年大学改革后的大学

教授为主体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更多是在对自然

法近现代转型成果进行个体心理经验主义的苏格

兰式改造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极具理论弹性和张

力并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学术性思考和整体性框

架，并率先催生了一种以工业革命和经济现代化

为基础的英国现代化进程。 具体而言，按照格劳

秀斯（１６２５ 年） “上帝也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
的自然法，人类社会必须按照“与合乎本性的理性

相一致的行为” ［６］重构现代社会秩序，格拉斯哥大

学首任道德哲学教授卡迈克尔通过评注、英译和

出版普芬道夫《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 （１６７３
年），把自然法传统及其近现代转型成果引入了苏

格兰学术界。 格拉斯哥大学第二任道德哲学教授

哈奇森利用沙夫茨伯利的情感主义对有关自然法

传统进行了心理经验主义的苏格兰式改造，初步

构建了一种“把人们引向最有效地倾向于促进其

最大幸福和完善” ［７］的道德哲学体系，并由此确立

了其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父”的历史地位。 作

为哈奇森的学生和格拉斯哥大学第四任道德哲学

教授，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１７５９ 年）中借

助于“同情” “设身处地的想象” “公正的旁观者”
“合宜”等核心概念和分析工具，构建了一种逻辑

更为严谨、体系更为完备并充满理论弹性和张力

的道德哲学体系，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秩序乃至

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更具历史穿透

力的整体性框架。
按照亚当·斯密的看法，尽管每个人“生来首

先和主要关心自己”，［８］ １０１－１０２ 但同时也拥有一种

“设身处地想象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以及由此

形成的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 “公正的旁观

者”，使得人们能够有力地“纠正自爱之心的天然

曲解”并作出“合宜”的反应，而合宜的情感和行

为就是道德哲学旨在探讨的“美德”。 在《道德情

操论》中，亚当·斯密分别从“对别人幸福的关

心”和“对自己的幸福的关心”的角度进行了考

察，其主要结论是“对自己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

具有谨慎的美德；对别人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

有正义和仁慈的美德”；［８］ ３４２其中，“行善犹如美化

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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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劝戒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 相反，正
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 如果这根柱子

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

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８］ １０６正是由于“正
义”美德的极端重要性，现代社会一定是政治修

明、法律严正的社会；正是由于“仁慈”美德对于别

人幸福、“谨慎”美德对于自己幸福的重要性及其

本身所具有的相对弹性，现代社会一定是社会包

容、经济自由的社会。 也就是说，按照斯密的道德

哲学，现代社会必定是政治修明、法律严正、社会

包容和经济自由的社会，它们互为条件、相互支

撑、共同作用，推动整个社会逐渐演变为一种现代

社会并形成一种与之适应的“最明白最单纯的自

然自由制度” ［９］ ２５２。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就是作为

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的亚当·斯密，以其道德哲

学为人类社会现代化提供的思想基础。

二、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亚当·斯密的

经济学说

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曾指出，“世界史的轴心

似乎是在公元前 ５００ 年左右” “人类靠当时所产

生、所创造、所思考的一切生活到了今天。 在人类

每一新的飞跃之中，他们都会回忆起轴心时代，并
在那里重燃火焰”“轴心时代的观点为所有之前和

所有之后的发展提供了问题和尺度。 ……从轴心

时代起，世界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持续的、或者

说持续到今天的统一性”。［１０］ 如果说，公元前 ５００
年左右的轴心时代的观点为整个人类文明“所有

之前和所有之后的发展提供了问题和尺度”，那么

１８ 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亚当·斯密在《国富

论》中系统阐述的经济学说，则为整个经济学“所
有之前和所有之后的发展提供了问题和尺度”。
对此，美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海尔布罗纳曾评价说，
“只有 １８ 世纪，才能写出这样浩瀚而又深刻的作

品。 《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以及其它少数论

文所共同显示的是，斯密绝非只是经济学家。 他

是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结

合。 在他的著作中包括人类动机、历史阶段和经

济机制。 ……它是人类自身冒险的巨大概念的一

部分。” ［１１］英国经济思想史学者罗尔在纪念《国富

论》出版 ２００ 周年时亦曾深刻地指出，“亚当·斯

密是‘现代历史的创造者之一’。 他的书之所以值

得人们注意，最重要的是由于它对当时‘那些正在

消亡的文明的原则’的批判，并制定了‘正在出现

的文明的原则’”。［１２］９

具体而言，按照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
中的研究结论，现代社会应该是政治修明、法律严

正、社会包容和经济自由的社会。 如果我们把它

视为斯密道德哲学体系的理论部分，那么同自己

幸福密切相关的“谨慎”美德及其要求的经济自由

与相应的经济学说，同别人幸福密切相关的“正
义”美德及其要求的政治修明、法律严正与相应的

政治法律学说，则构成了斯密道德哲学体系的应

用部分。 斯密的道德哲学体系的理论部分和应用

部分，尽管是理性主义传统的欧陆学者特别是缺

乏足够理论视野的德国历史学派学者所难以理解

的，但其实是密不可分、相互支撑的关系，它们共

同构成了亚当·斯密完整的道德哲学体系。 正因

如此，在完成《道德情操论》后，亚当·斯密始终念

念不忘他的政治法律学说，并在临终前修订出版

的《道德情操论》第六版（１７９０ 年）特别声明：“在
本书第一版的最后一段中，我曾说过，我将在另一

本论著中努力说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以及

它们在不同的社会时代和时期所经历过的不同革

命……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我
已部分地履行了这一诺言，至少在警察、国家岁入

和军备问题上。 我长期以来所计划的关于法学理

论的部分，迄今由于现在还在阻止我修订本书的

同样工作而无法完成……我希望能继续完成它，
因而我把 ３０ 多年前写的这段话未加改动地放在

这里”。［８］１－２从某种程度上讲，亚当·斯密的《国富

论》就是他所计划的“这个大事业”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为整个经济学“所有之前和所有之后的发

展提供了问题和尺度”，而且也为人类社会现代化

的物质基础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说明。
亚当·斯密在 《国富论》 正文的开篇指出，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

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

结果”，并认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

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

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 ［１３］５，１１也就是说，现
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有赖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其
原因主要在于劳动分工，而由此导致的产量大增

能否“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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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则以政治是否修明为重要前提。 由此出发，
斯密围绕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普遍勤劳和资本

积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等，构建了一种适应于

现代社会秩序的理论经济学体系。 首先，普遍的

市场交易和自愿互惠的交易行为，“一个动物，如
果想由一个人或其他动物取得某物，除博得授与

者的欢心外，不能有别种说服手段……但人类几

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

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 他如果能够刺激他

们的利 己 心 …… 他 要 达 到 目 的 就 容 易 得 多

了”。［１３］１３其次，经济发展有赖于人们普遍地参与

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而资本积累则为促进这种

普遍勤劳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国民财富

的增加“只有两个方法，一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

数目，一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但无论

怎样，都有增加资本的必要”。［１３］３１５－３１６最后，以“正
义的法律”为前提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一方

面，“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

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

益” ［９］２５２；另一方面，政府至少应该承担下述义务：
“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
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

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

司法机关。 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

些公共设施”。［９］２５２－２５３

三、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及其对中

国式现代化的启发

在纪念《国富论》出版 ２００ 周年之际，美国经

济思想史学者海尔布罗纳曾在《向亚当·斯密致

敬》一文中指出，“只有一个经济学家，他的学说的

广度、深度和光辉的成就能与斯密相比，这就是马

克思。 确实，这样一个比较能帮助我们对斯密有

一个适当的初步的认识。 正像马克思的情况一

样，把斯密仅仅看作经济学家是不对的”，并强调

“试图在经济学家的先哲祠内，为斯密确立一个适

当的地位是没有意义的。 读《国富论》在某些方面

像读莎士比亚的著作一样，因为我们会新发现，我
们有多少共同的习惯用语来源于《国富论》，我们

有多少基本短语来源于斯密的光辉的见解。 亚

当·斯密不只是第一个真正有哲学修养和能力的

经济学家，他是我们知识遗产的一部分，对于他，

我们怎样感谢也不过分。” ［１２］３４，４３就斯密的经济学

说而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借鉴雅斯贝尔斯

关于轴心时代的说法，对其简要评价如下：亚当·
斯密的经济学说，为经济学所有之前和所有之后

的发展提供了问题和尺度；从斯密开始，经济学获

得了唯一的结构和持续到今天的统一性；在经济

学的每一次新的飞跃中，人们都会回忆起亚当·
斯密，并在他那里重燃火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

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

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 ［１４］ 如果说，斯
密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问题和尺度，那么马克

思则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问题和尺度，而在马克

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斯密那里重

新燃起的火焰。 例如，在马克思主义“真正诞生地

和秘密”所在的《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
克思敏锐地观察到，“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
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

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 ［１５］，这显然是对斯密劳

动分工理论的继承发展和进一步深化；在作为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资本论》的初稿的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 中，马克思明确指

出，“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

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

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由此可见，资
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

的关系”，［１６］这显然是对斯密关于“无论怎样，都
有增加资本的必要”的进一步阐发和理论发展。
事实上，正是在批判继承和创新发展斯密及其追

随者有关经济学说的过程中，马克思创立了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实现了经济学的新的飞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

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１］１６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既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坚持以高质量发

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又有必

要吸收借鉴斯密道德哲学及其经济学说的有益成

果。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生产力的现代化

又是生产关系的现代化，既是经济基础的现代化

又是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它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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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式迭代升级的历史过程”，［１７］ 是一种涉及经

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乃至思想、文
化、制度诸领域现代化的复杂现实运动，斯密关于

政治修明、法律严正、社会包容、经济自由的道德

哲学分析，无疑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发；另一方

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经济发展就是要

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

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

大的效益。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

最有效率的形式。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

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

配置的经济”，［１８］ 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

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

务”，［１］２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
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斯密关

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探讨，同样能为我们提供

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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