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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一向认为，阅读经典是提高素质的最佳途径之一。
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这套面向广大读者的经典导读系列图书，帮助各界人士尤其青年人走近社科经典
，其用心正合我的想法，我欣然为之作序。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前进中也暴露了诸多问题，显示了改革的艰难。
分析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我们最缺少、最需要的东西，一是信仰，二
是法治。
事实已经证明，没有精神文化转型和社会秩序转型的配套，经济转型绝不可能孤立地成功。
然而，要真正解决信仰和法治的问题，实依赖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
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必须由精神素质优良的个体组成。
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必须由具备公民觉悟的成员建立和维护。
因此，归根到底，中国的前途将取决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所谓提高素质，就是要使我们身上那些人之为人的属性——这就是“素质”的含义——得到健康生长
。
成为人性意义上的优秀的人。
人是凭借精神属性成其为人的。
按照通常的划分，精神属性可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亦即理性思维、情感体验、道德实践这三种
精神能力。
人类的这些精神能力在极其漫长的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其生物学的基础，而后在相当漫长的文明演
进过程中展现出来并得到发展。
作为人类的一员，每一个个体的人通过种族的遗传即已具备这些精神能力的生物学基础，在此意义上
，我们说它们是人性中固有的禀赋。
然而，它们尚处于种子的状态，唯有在人类文化的环境中，种子才会发芽，潜在的禀赋才能生长为现
实的能力。
文化环境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环境，对它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当下的一时一地。
几千年来，人类的精神探索形成了一个伟大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包容了又超越了一切时代和民族，对
于人类每一个有心提高自己精神素质的成员来说，它都是最广阔也最深刻的文化环境。
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这个传统呢？
我的回答是：到经典著作中去，因为经典著作正是这个传统的最重要载体。
把人们引领到经典著作的宝库里，让大家了解、熟悉、领悟存在于其中的传统，受其浸染，加入到人
类精神探索的伟大进程中去，在我看来，不可能有比这更有效的国民素质教育的途径了。
具体地说，与精神属性的三个方面相对应。
国民素质教育也可分为智育、美育、德育三个方面，而在这三个方面，经典著作都是极好的教材。
智育的目标是培育自由、独立的头脑。
在这方面，经典作家是最好的榜样。
他们首先是伟大的自由思想者，不受成见束缚，勇于开拓前人未至的新领域，敢于挑战众人皆信的旧
学说。
尤其在社科领域，权力、利益、习俗、舆论往往据有巨大的势力，阻挠着对真理的追求和认识，而他
们能够不为所动，坚定地听从理性的指引。
从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学到的不只是一些社科知识，更是追求真理的勇气、智性生活的习惯和独立思
考的能力。
美育的目标是培育美丽、丰富的心灵。
在这方面，文学艺术作品诚然是基本的教育资源，但人文和社科经典著作也能给我们以美好的熏陶。
我们会发现，凡大思想家决不是单面人和书呆子，他们从事研究的领域不同，性格各异，但大多具有
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对于人类情感每每有或博大精深或微妙细致的体验。
这一点也体现在文风上，许多经典作家是表达的大师，读他们的作品，只要真正读进去了，你绝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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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枯燥，只会感到是一次愉快的精神旅行。
德育的目标是培育善良、高贵的灵魂。
在这方面，经典作家尤能给我们良多启示。
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在这个领域中，起支配作用的不只是理性思考和实证观察，
更是价值定向和理想愿景。
每一位思想家都心怀提升人类向更好状态发展的愿望，一切思考最终都指向最基本的价值问题：怎样
的人生是好的人生？
怎样的社会是好的社会？
虽然价值观正是最充满争议的领域，但是，通过阅读经典，自觉地思考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确立自
己的人生坐标，做一个有道德、有信仰的人。
国民素质的提高，人人有责。
精神财富的享用，人人有份。
可是，即使用严格的标准挑选，社科经典的绝对数量也是非常大的，叫一个普通读者如何下手？
怎样才能把经典中的理念变成社会多数成员的通识和基本教养？
我认为，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本系列图书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是一项真正造福国人的事业。
该丛书将选收古今中外社科人文类的经典名著分批推出，出版社为该丛书预定的特点是：绝对经典，
轻松好读。
按照我的理解，“绝对经典”就是要求选目精当，不够格的绝不选入，最够格的绝不遗漏，同时应适
合于中学生的接受能力。
“轻松好读”则是要求选人得当，专家也必须是够格的，对于相关的著作确有研究，融会贯通，从而
能够把导读做得既准确又深入浅出。
这是很高的要求，愿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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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
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
错过《资本论》，你可能不懂社会主义。
不读《国富论》，你不会了解资本主义。
财富从何处来？
又根据什么在人群中自发分配？
经济臣人的理性之作，一读就令你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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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亚当·斯密 合著者：赵海波亚当·斯密(Adam SmiCh)生卒年月：1723.6.5－1790．7.17国
籍：英国社会职业：伦理哲学皋，西方经济学说之上第一个使经济学体系化的人。
家庭情况：生于一个普通但尚属殷实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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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作者简介　爱走神的单身汉　教学、游历与著述　安享“人生三乐”二、《国富论》的故事　一
部“包罗万象”的大书　“启蒙时代”与“自然秩序”　“工业革命”的前夜　《国富论》与“经济
学”　《国富论》与中国三、精彩导读　第一篇　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　第二篇　资本理论和货币
思想　第三篇　经济史和经济制度　第四篇　建筑在“批判”之上的大厦　第五篇　政府的权限和财
政收支　探寻《国富论》中的宝藏四、大家跟帖五、拓展阅读　“看得见的手”　孪生兄弟——《道
德情操论》　杨小凯与新兴古典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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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爱走神的单身汉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一个小镇——柯卡尔迪。
他是一个遗腹子，母亲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
亚当?斯密的父亲是一位律师，曾做过苏格兰的军法官和柯卡尔迪的海关监督；母亲名叫玛格丽特，是
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的一家大地主的女儿。
小斯密的父亲去世时，他的母亲还很年轻，可以想见，她对这个唯一的儿子有多么珍爱，并寄予了很
大的期望。
值得一提的是，斯密一生都和母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而且，就像牛顿、康德、尼采等人一样，斯密本人也是终生未娶。
弗洛伊德的信徒们肯定会猜测说，这与他对母亲的依恋有关系。
但对斯密来说，这似乎并不公平。
尽管只是中等身材、相貌淳朴，但斯密性情温和，有着敏感的气质，在巴黎的沙龙中也曾是一位颇受
女性欢迎的学者。
事实上，孝心也并没有阻碍他至少两次坠人情网。
斯密是一个瘦小的孩子，从幼儿时期就有爱走神和自言自语的习惯。
斯密心不在焉的脾性，确实成了人们对他一致的评价。
对他娓娓而谈的客人有时会发现，斯密根本没有听到刚才所说的一切。
后来，在担任海关专员时，斯密还因走神把公文上的签名写成前一个签名者的名字。
据说，斯密四岁时，曾在去看望外祖父的途中被一群吉卜赛人拐走。
幸亏家人及时寻找，加上好心人帮助，才算被救了回来。
大学者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精神高度集中，出神凝思或许是一种普遍表现；抑或是斯密沾染了吉卜
赛人的什么神秘气息吧。
在受过良好的中学教育后，1737年，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接着于1740年，升入牛津大学。
在格拉斯哥大学，斯密喜欢的学科是数学和自然哲学（物理学），他在这些学科的才能体现在其关于
天文学史的论文中。
而且，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还碰到了对他一生都影响巨大的道德哲学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他所教授的
伦理学、法学和经济学为斯密在这些领域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斯密对牛津大学倒是非常失望。
他在《国富论》中甚至还评论说，那里的大部分教授，简直连一点门面上的功夫都懒得去做了。
尽管牛津的教师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但图书馆里储量颇丰的藏书，却赢得了斯密的青睐。
在这里，他不仅广泛地阅读了希腊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以及法语文献，而且还阅读了许多当代哲学著
作，其中包括他的苏格兰同乡大卫，休谟新出版的《人性论》。
经哈奇森引荐，斯密还成了休谟的好友。
“在苏格兰，人人都是哲学家。
”这句俗语至少在他们身上是应验了的。
教学、游历与著述1748年，斯密25岁，成为爱丁堡大学的讲师。
讲授英国文学；1750年到1751年冬天，讲授经济学，倡导自由贸易学说；1751年受聘担任格拉斯哥大
学逻辑学教授，但之后不久（1752年4月），他就接替去世的托马斯，克雷吉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
学教授。
在这一职位上，他一干就是12年。
在此期间的1759年，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
这部书一出版在伦敦立即就获得了成功，并为斯密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都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现在更多地是被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为人所熟知，但斯密生前却是以哲学家著称的
，与《国富论》相比，他也似乎对自己的《道德情操论》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也更为重视。
斯密是一位负责任的、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
不仅如此，他在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方面也并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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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拉斯哥大学任职后期，他担任教务长和副校长。
并担任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
无论何时，当学校不得不和外部团体，如格拉斯哥市议会或伦敦财政部，进行棘手的谈判时，往往都
是请斯密出面。
尽管有着心不在焉、粗心大意的名声，但是在处理实际事务的时候，他总是头脑冷静，而且很有效率
。
1764年1月，斯密离开格拉斯哥大学，接受了一项新的工作：为巴克勒公爵当私人教师，并陪同他到欧
洲各地（主要是法国）旅行。
在此期间他开始着手《国富论》的写作。
巴黎之行，斯密至少和伏尔泰见过五六次面，并对他极为推崇。
因为与休谟的友谊，斯密也进入了英国和法国的贵族阶层（休谟当时正在英国的驻法大使馆工作）。
除了参加沙龙与崇尚文学的贵夫人聊天、去剧院之外，斯密还常参加魁奈在巴黎或凡尔赛宫寓所的聚
会，并与重农学派的另一重要人物——杜尔阁相识。
与重农主义者的交往，丰富了斯密的经济思想，至少是使他能够更深刻地思考在去法国之前就已经确
立的自己大多数的经济思想。
三年之后，斯密结束了私人教师的工作，回到故乡柯卡尔迪，并在隐居般的生活中，全力倾注于《国
富论》一书的写作。
1776年春天，《国富论》出版，反响强烈，立即获得了成功。
第一版在六个月内全部售完，又以很快的速度连出数版。
老友休谟在给斯密的信件中，表达了自己的赞赏与欣慰：“太棒了！
好极了！
亲爱的斯密先生，我对您取得的成绩非常满意。
细细读完，我如释重负。
这是您本人、您的朋友及公众都给予极大期望的一本书，我一直惦念着它的出版，现在总算放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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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富论》由著名学者周国平作序推荐，别怕，我就是一读就懂的经典！
有统计表时，少年时期是否接触过经典，关系到人的一生，最好的礼物就是为孩子种下一棵知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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