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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在脱离了希腊化的时代之后，进入了中世纪长达千余年的沉睡，直到被启蒙运动彻
底唤醒。
启蒙本质上是人类在思想认识领域中进行的一场自我革命，按照康德的著名定义：启蒙就是人类脱离
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而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启蒙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陷入若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运用自
己理智的蒙昧状态。
没有启蒙就不可能有自我清明的人生状态，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个人的幸福；没有经过启蒙的公民，
也就不可能有合乎人类根本目的的社会生活；没有启蒙思想推动的科学发现，就无法应用、评估和改
进我们的各项制度和技术，并使之造福人类社会。
一言以蔽之，18世纪前后发生的启蒙运动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面目，造就了今天的世界。
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它强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的自我认识，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以及人类应有的
自信与尊严。
与此前曾经发生过的各种人类解放运动不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其特有的方式牢固地确立了世界—
—自然的世界、人的世界、精神的世界的可认识性的观念，指出了人类摆脱自我蒙昧状态的方法和方
向。
启蒙时代的人们，无论是理性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或情感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无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差
异如何深刻，如何看上去多么不可调和，都截然不同于以往。
他们具有对人类自我认识能力及其限度的高度自觉和自信，甚至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也可看做是总体
上和谐的启蒙大合唱的一个必要的声部。
我以为，这也正是启蒙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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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历史的视角梳理了当代哲学的各种方法论，并以此解释了斯密的法学观，这种法学观是对大卫
·休谟的发展和回应。
作者认为在各种影响斯密的理论中，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是最为重要的。
作者详细研究了斯密的社会和政治思想，清晰地阐释了《道德情操论》中的道德理论、《法学演讲》
和《国富论》的社会历史理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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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努德·哈孔森，英国苏克塞斯大学教授，爱丁堡皇家学会、丹麦皇家学会、澳大利亚社会科学学会会
员，并在波士顿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担任荣誉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近现代早期的道德、政治和法律思想史及启蒙运动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从格老
秀斯到黑格尔的自然法、各种权利理论及康德之前的哲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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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前一个论辩是“与债的形式相同，惩罚是由于犯罪行为的实施，而不论它是将对公共机构的还
是个人作出的，这种惩罚都应该被合理地处以在这样一个时效期间之内，即要比一个人生命的长度短
”。
在前一页中，斯密已经解释了诉讼时效与债和其他契约责任之间的关系，并已经强烈地暗示了，通常
处以的四十年可能太长了。
但是，无论这种时效将会是多长，对犯罪的惩罚同样应该有时效终止，这显然同样是因为关于惩罚的
旁观者原则。
斯密的第二个论辩是，“受到损害的人和他的亲属们的憎恶⋯⋯必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减；一个
曾经犯下严重伤害我的罪行的人，不可能在20年以后还能够像罪行刚刚做出时那样，引起我如此之多
的憎恶。
因此根据这一原则，很显然对犯罪的惩罚不应该被延伸至一个太长的时限。
”但是，斯密并没有完整地陈述出他的论辩，他的观点显然是，一旦我们已经处于憎恶的范围之外了
，那么我们就处于惩罚的自然尺度之外了，即处于一个不偏私的旁观者能够赞同的憎恶之外了。
但是一旦惩罚的自然原则溃坏掉了，那么就向武断的惩罚打开了方便之门。
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在对私人的犯罪与对叛国罪同样地适用了这一推理。
斯密对于警务违反各种法律而施加惩罚的批判已经被详细地解释过了，而所有重要的例子都在我们上
文关于惩罚的一般原则的讨论中被引用过了。
如我们所见的，一般的观念是，惩罚的方法取决于约束该惩罚的法律必要性。
如果在实际施加的惩罚与自然正义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冲突，那么后者应该具有优先性，除非受到该惩
罚保护的法律对于社会的存续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以至于它本身比正义的法律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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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翻译缘起于曾晓平教授的举荐。
桂劲秋先生审读了部分译稿并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意见。
在此一并致谢。
因为译、校者的个人事务及翻译工作中遇到的诸多困难，交稿时间超出预期。
出版社赵琼女士对此表现出的耐心和宽容，译、校者表示感谢。
本书的翻译对译者在历史、法学、哲学和语文学方面的功力都颇具挑战，所得、所失自由读者诸君判
定。
唯望于其中可能的错讹之处，有方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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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某种意义上，这部杰出作品的目标就是完成亚当·斯密所计划的最后的伟大著作⋯⋯作为对斯密的
法律和政治哲学的第一个重大研究，这本书研究了《法理学讲义》的最新版本，有技巧、有说服力地
重构了斯密式的正义和实证法理论，展示了对后者而言，前者的批判地位是成立的⋯⋯同时，由于其
对斯密研究所作出的第一流贡献，该书本身在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上就是一个重要论述。
　　——麦考密克（D.N.Maccormi ck），《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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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立法者的科学: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的自然法理学》：启蒙运动研究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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