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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译者序托马斯&middot;罗伯特&middot;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现代
人口学的奠基人。
在经济学领域，马尔萨斯写下了大量著作，主要有《地租的性质与发展》（1815）、《政治经济学》
（1820）、《政治经济定义》（1827）等。
但是，真正令马尔萨斯饮誉世界的，则是《人口原理》一书。
《人口原理》初版书名为：《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
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测》，主要思想是根据人的生存和生殖的两个法则，引申出二者之间的失衡，以此
探讨和解决人口增殖和人口过剩方面的问题。
该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对世界人口理论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至今在社会科学领域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由于这是一部学术专著，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免遇到难以忽略的专业词汇。
鉴于此因，笔者考虑到整体语言的通俗性，对个别词句作了适当调整。
若有翻译不妥之处，还请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译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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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口原理》是社会科学领域争议最多的一部著作，主要思想是根据人的生存和生殖的两个法则
，引申出二者之间的失衡，以此探讨和解决人口增殖和人口过剩方面的问题。
本书自问世以来，对世界人口理论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有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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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尔萨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现代人口学的奠基人。
青年时期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后执教于东印度公司学院，一生致力于经济学研究，为后世留下了诸
多经典理论。
代表作有：《人口原理》《地租的性质与发展》《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定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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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近年来，伟大的、出人意料的发现在自然哲学领域不断涌现出来：印刷术的普及加速了一般知
识的传播；执著而自由的钻研精神在整个知识界乃至非知识界空前盛行；新奇的政治见解令人头晕目
眩、不知所措，尤其是政治领域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惊天动地，如同一颗炽烈燃烧的彗星，看来注定
要给地球上畏缩不前的居民注入新的活力，或注定要把他们烧尽灭绝。
所有这一切，使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我们正跨入一个充满重大变革的时期，人类的未来命运将在某种
程度上被这些变革所决定。
人类究竟是从此会以加速度不断前进，前景远大得不可想象呢，还是注定要永远在幸福与灾难之间徘
徊，尽管作出种种努力，仍然距离想要达到的目标无限遥远。
据说，这是当前争论的重大问题。
然而，尽管一切人类之友都渴望结束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尽管勤于探索的人热切希望借助每一道光
亮以洞悉未来，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争论这一重大问题的双方，却彼此冷眼相视，看法大相径庭。
他们从未心平气和地思考对方的观点，总是漫无边际地争论不休，看起来，在理论上取得一致是根本
不可能的。
思辨哲学家一派总是被现有秩序的辩护者视为一群耍阴谋诡计的无赖，认为他们鼓吹乐善好施，描绘
更为美好的社会蓝图，只不过是为了便于他们推翻现有制度，便于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把他
们视为头脑有毛病的狂热分子，任何具有理性思维的人都不值得注意他们的愚妄想法和怪诞的理论。
人类及社会可完善性的辩护者则不仅如此，而且他们还以更为轻蔑的言辞反唇相讥，斥责现存制度的
辩护者为最可怜、最狭隘的偏见的奴隶，把他们说成是由于受益于现存制度便为社会弊端辩护的人，
说他们或者是为了一己私利而自欺欺人，或者是因智力低下，无法理解任何崇高的事物，鼠目寸光，
根本不能容开明人士的见解。
在这种混合着谩骂的争论中，真理必将会受到损害。
争论各方真正的好论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各方都固执己见，都不愿取对方之长补自己之短。
现有秩序的盟友不分青红皂白地斥责一切政治思辨，连屈尊思考一下社会可完善的理论的基础都不愿
意，更不愿费力去公正而不带任何偏见地揭露其荒谬之处。
相同的是，思辨哲学家也在做损害真理的事情。
他们的双眼只是盯着更美好的社会，用最迷人的色彩描绘这种社会将给人类带来的幸福，变本加厉地
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一切现有制度，而不运用自己的才智思考一下是否有铲除弊端的最好、最稳妥的
方法，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即便在理论上也仍存在着一些巨大障碍，它们阻碍着人类向自我完善境
地的迈进。
在哲学上，有一条公认的真理：正确的理论要由实验来证明。
可实际上却会出现许许多多阻力，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细微小事，即使知识最广博、最富有洞察力的
人也几乎无法预见到它们，因此在极少数问题上，未经过经验检验的理论也可以宣称是正确的。
但是，人们在尚未充分考察所有相反的论点和在没有清晰而彻底地驳斥相反论点之前，不能宣称一种
未经检验的理论是有根据的，更不能宣称它是正确无误的。
我已经见过一些关于人类和社会可完善的理论。
这些理论所描绘的诱人图景，让我颇感兴奋和愉快。
我热烈地期望能实现这种给人类带来幸福的改良。
但据我看来，改良的途中必将会有一些巨大而难以克服的困难。
本文的目的在于说明这些困难，但同时我还要说，虽然这些困难是一种击败革新派的因素，但我对此
却并不感到丝毫的高兴，相反，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看到这些困难完全消除。
我所要提出的最重要的论点，并不是什么新论点，这是毫无疑问的。
它所依据的原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由休谟作了说明，并已经由亚当&middot;斯密博士作了更为详尽的
说明。
华莱士先生也曾提出过这一论点，并把它应用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问题，虽然应用得也许并不是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时代阅读经典文库·人口原理>>

到好处，或者有从最强有力的观点应用它。
也许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著述提出过这一论点。
因此，如果有人已经相当令人满意地回答了这一论点，那我绝不会再提出它，即使我要从另一个角度
提它出来，这种观点也会多少与我迄今所见到的所有观点都不相同。
人类可完善性的辩护者为何会忽略了这一论点，已经难以清楚地说明。
我不好怀疑像葛德文和孔多塞这样的人的才智，也不愿怀疑他们的真诚。
在我以及大多数其他人看来，这种困难似乎是难以克服的。
可是这些公认的才智超群、眼光锐利的人却不屑于注意它，坚持按自己的思路思考，热情丝毫不减，
信心丝毫不减。
毫无疑问，我没有资格说他们故意紧闭双眼，不看这种论点。
相反，如果这些人不正视它的话，则无论它的真实性给我留下多么深的印象，我都应怀疑其正确性。
不过，必须承认，我们大家都很容易犯错误。
如果我看到有个人频频向另一个人敬酒，而后者却毫不理会，那我很可能会认为他是个瞎子或太不懂
礼貌了。
然而更为公正合理的哲学或许要告诫我说：宁肯认为是我的眼睛欺骗了我，其实根本不像我想象的有
敬酒那回事。
在讨论这一论点之前，我必须声明，所有纯粹的假设都被我加以排除，那些假设就是无法根据正确的
哲学基础推论出来的假设。
某个著述家也许会跟我说，他认为人类最终将变成鸵鸟。
我无法适当地反驳他。
不过，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同意他的看法，除非他能够证明人类的脖子在逐渐变长，嘴唇在逐渐变
硬，愈来愈往前突，腿和脚的形状每天在变化，头发也开始变成毛管。
在没能证明人类可能发生如此奇异的变化之前，就说他们变成鸵鸟会如何如何幸福，说他们能跑得飞
得如何快，说他们将蔑视一切小家子气的奢侈品，只采集生活必需，以致人人的劳动都将减轻，人人
都将享有充裕的闲暇。
毫无疑问，那是徒劳的。
我认为，我可以正当地提出两条公理。
第一，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
第二，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维持现状。
自从我们对人类有了一些了解，这两条法则，似乎一直是关于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
既然迄今为止它们未有任何变化，我们也就无权断言，于今日为然者，于将来当不为然，除非当初安
排了宇宙秩序的神对此进行某种直接的干预。
然而在目前情况下，为了创造物的利益，神仍然按照固定法则支配着世间的一切。
在这个地球上，人类最终将可以不依靠食物而生存，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著述家设想过这个前景。
但葛德文先生却推测说，两性之间的情欲总有一天会被消除。
不过，既然他声明他著作的这一部分属于推测，所以我在这里对此不想多加评论，而只想说，支持人
类可完善性的最好论据，是人类已摆脱了野蛮状态而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且很难说这种进步会止于
何处。
但在消除两性间的情欲方面，迄今却尚未取得丝毫进展。
两性间的情欲今天仍同两千年或四千年前一样强烈。
现今同以往一样，也有个别的例外。
然而，那些个别因为这种例外的数字似乎没有增加，因此，如果单就存在着个别例外而推论例外最终
将成为规则，规则最终将成为例外，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推论是很不讲究辩论的哲学方式的。
上述两项公理如果被接受，那么，我就可以说：&ldquo;人口的增殖力是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提供
生活资料的能力的。
&rdquo;如果不抑制人口，它便会按几何比率高速度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只以算术比率增加。
稍通算术的人都会知道，与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有多么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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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食物为人类生活所必需&rdquo;这是一条有关人类本性的法则，根据这条法，必须使这两种不
相等的能力保持相等。
这就意味着，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会经常给人口施加强有力的抑制，这种困难必然会在某地发生，很
大一部分人口也必然会强烈地感到这种困难。
大自然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极其慷慨地播撒生命的种子。
但她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如果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
。
但贫困这个专横且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却可以把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
植物与动物都受制于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
人类虽有理性，却也不能逃避这一法则的制约。
在植物和动物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种子不发芽，害病和夭折；在人类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苦难与
罪恶。
苦难是贫困的绝对必然的结果。
罪恶也是贫困很可能会带来的后果。
因此我们看到罪恶遍及各处，但也许不应把罪恶称为贫困的绝对后果。
可是我们可以通过历练道德，使一切罪恶的诱惑受到抵制。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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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口原理》毕竟是第一本重要的人口著作。
把这些早已被别人表达过的思想放到一个更大的体系中去，并详细证明人口增长同经济和政治发展之
间的关系，马尔萨斯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先驱者，甚至超过了他们贡献的总和
。
&mdash;&mdash;美国人口学家  威廉&middot;彼得逊关于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原理》，我在这里能有
机会表示赞扬，不胜荣幸，反对这部伟大著作的人的攻击只能证明它的力量。
&mdash;&mdash;英国经济学家  大卫&middot;李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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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上最早的人口学著作之一★迄今为止，社会科学领域争议最多的经典学术巨作★现代西方最有
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深受本书启发，将作者马尔萨斯称为&ldquo;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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