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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典通读》是一套将经典学术巨著进行全新通俗化编译的丛书，旨在引领读者轻松快速阅读学
术经典，从而普及对人类影响深远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名家名著。
 《国富论》是第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的百科全书。
亚当·斯密主张自由竞争，抨击重商主义，这对英国经济政策曾起过重大作用。
其个人在经济学界中拥有崇高的地位，直至今日，他的思想仍是所有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必须参考和借
鉴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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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替，经济学的创立者，被奉为现代西方经
济学的鼻祖。
他主张自由竞争，抨击重商主义，这对英国经济政策曾起过重大作用。
其个人在经济学界中拥有崇高的地位，直至今日，他的思想仍是所有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必须参考和借
鉴的基础。
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品为《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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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西方经济学的“圣经”——《国富论》导读第一篇 论劳动生产力改进的原因，以及劳动产品
自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们的顺序第一章 论劳动分工第二章 论劳动分工产生的原因第三章 论劳动分工
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第四章 论货币的起源及其作用第五章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第六章 论商
品价格的构成部分第七章 论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第九章 论资本利润第十章 
论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所产生的工资与利润的差别第十一章 论地租第二篇 论财富的性质、蓄积和
用途第一章 论财富的分类第二章 论货币的性质和作用第三章 论资本积累并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
第四章 论借贷资本第五章 论资本的各种用途第三篇 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第一章 论财富发展
的自然顺序第二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古代欧洲农业受到的抑制第三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城市的兴起
与进步第四篇 论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第一章 论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之原理第二章 论限制从外国进口原
本能在本国生产的货物第三章 论对我国贸易差额构成不利影响的国家的货物施加特别限制第四章 论
出口退税第五章 论奖励金第六章 论通商条约第七章 论殖民地第八章 关于对重商主义学说的结论第九
章 论重农主义学说第五篇 论君主或联邦国家的收入第一章 论君主或联邦国家的开支第二章 论社会一
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源泉第三章 论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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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论劳动分工产生的原因　　尽管人类预见到分工会使社会更加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
现社会的普遍繁荣，但使人们大受裨益的劳动分工的产生，最初并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
实际上，它是人性中某种倾向缓慢积累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
简言之，劳动分工产生的原因在于人性中进行交换的倾向。
　　交换这种倾向，既是人类普遍拥有的，也是特有的，在其他各种动物中一般是难以发现的。
两只猎犬追逐同一只兔子，它们把兔子赶往对手的方向，或者在对手把兔子赶往它那边时，力图加以
拦截。
然而，这类貌似协同的动作，只是偶尔出现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出于当时它们偶然一致的欲望，这并
不是任何契约的结果。
我们从未见过甲乙两只狗公平认真地交换骨头的情形，也从未见过一种动物，用特定的姿势或自然号
叫，有意识地向其他动物示意：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用它和你进行交换。
如果一个动物想从人或其他动物那里获得某物时，只能博得授予者的欢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小狗要吃的了，就百般讨好母狗；家犬要吃的，就故意做出种种憨态，以便引起餐桌上主人的注意。
　　尽管人类有时也会采用这种手段，但只能偶尔为之，如果想到处都用，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一个人尽其毕生之力，也难博得几个人的欢心。
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又都处处需要他人的合作与帮助，而仅靠依赖别人的恩惠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谁，只要他想与别人做交易，他首先就得提议：把我要的东西给我吧，我也会给你所要的东西
。
我们也是依照这个办法来相互帮助的。
在这里，特别强调一点：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
，而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需要。
　　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大多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来进行的，所以劳动分工最初也是由
此产生的。
例如，在一个以狩猎或游牧为生的部落中，某人很善于制造弓箭，他常常用弓箭来和他人交换牲畜和
鹿肉，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交换获得的猎物比他亲自去捕捉时还要多。
于是，他便开始把制造弓箭当作主要职业。
另有一人，他比较擅长建造房屋，故常被人请去建房，房子完工后，主人通常会用家畜和兽肉致谢。
长此以往，他发现，完全从事建房这一工作的收获更大，结果他就成了一个建房工匠。
同理，第三个人成了铁匠，第四个人则成了制革者。
这样一来，人人都能够把自己消费不了的产品，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的劳动产品。
这就鼓励了大家都逐渐去从事一种专门的职业，并在自己特定的岗位上，不断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
　　人与人之间天赋才能上的差别，实际上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小得多。
成年人在各自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迥然不同的才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劳动分工的原因，还不如
说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比如两个地位悬殊的人，一位是哲学家，一个是街上的搬运工。
在孩童时代，他们的性格是很相似的，周围的亲人和朋友.恐怕也很难看出他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别。
但此后不久，他们开始从事迥然不同的职业，于是他们才能上的差别开始显现并逐渐被放大。
由于受虚荣心的支配，哲学家一直不肯承认他们二人之间有任何相同的地方。
然而，如果人类没有互相交换的行为，人人都必须亲自生产各自的必需品，人人都必须完成相同的任
务和工作，此时，那种由于工作的不同所形成的才能的差别，也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人们在才能上的巨大差异是由于交换倾向形成的，也正是这种交换倾向才使人
们之问的差异找到了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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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点经济学，提高自己的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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