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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概念虽是在西
方文化中首先出现的，
但 中 华 文 化 中 也 自 有
其根芽和基因。“人最
为天下贵”“仁者，爱
人”……这些中华文化
中源远流长的人文主义
传统思想，就是中国人
权思想的宝贵基因。

人 权 的 本 质 是 对
所有人的普遍关爱和平
等保护，具有人类普遍
性。普遍性的人权在不
同文化和文明形态中有
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人
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
辩证统一的，不能以人
类普遍性人权思想否定
民族文化特殊性，也不
能用民族文化特殊性否
定人权的人类普遍性，
应该在普遍性和特殊性
的相互适应和相互阐释
中推进人权价值的具体
化理解和实践。

人权思想的历史文
化背景和主体根据

人权思想是建立在
人文主义历史文化形态
基础之上的。超人文的
神本主义文化和非人文
的物本主义文化都难以
形成人权思想。中国文
化早在殷周之际就告别
了神本主义文化，形成
了人文主义文化，把价
值主体从神转换为人，
肯定人本身的价值，人
的祸福吉凶善恶价值均

由 人 自 己 创 造 ， 不 由
神 定 。 因 为 “ 天 命 靡
常”“惟德是辅”，所
以必须“以德配天”“
敬德保民”。《尚书·
泰 誓 》 曰 ： “ 天 视 自
我 民 视 ， 天 听 自 我 民
听。”人、民代替天、
神成为价值主体，重视
人、关爱人成为新的价
值取向。

中 国 传 统 人 文 主
义，强调人是主体、人
是本体、人是根本。这
就为人权思想提供了应
有主体，即人。在中国
文化人文主义精神中，
价值就是人本身，不是
神或物。这是关爱人的
主体前提，是人权思想
的前提和根据。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
蕴含人权思想的观念、
内容与主张

中 国 传 统 人 文 主
义 由 于 以 人 为 价 值 主
体，所以认定在万事万
物中，人的价值是最高
的、最贵的。这与人权
思想完全一致。

中国人文主义文化
的主干是儒家文化，儒
家文化的创立者孔子十
分重视人和人的价值。
《论语》记载：“马厩
失火，子退朝，问人，
不问马。”荀子肯定“
人 有 气 有 生 有 知 亦 有

义，故最为天下贵。”
张岱年讲，贵就是我们
现在讲的价值。说人最
为天下贵，就是说人是
天下最有价值的存在。
虽然在人之外也有珍贵
的有价值的事物，但都
是因为它们对于人有利
有益，否则它们是无所
谓有价值、也无所谓无
价值的自在之物。

在 人 文 主 义 价 值
观 看 来 ， 价 值 因 人 而
是，价值因人而有，价
值因人而异，价值因人
而易，没有离开人的价
值。财产、财富等之所
以有价值都是因为它们
有益于人本身。“人最
为天下贵”的重要价值
观，是人权思想的根本
观念。

人权思想主张肯定
人、关爱人、爱护人、
尊重人。中国文化人文
主义传统特别是儒家思
想的核心价值正是“爱
人”。儒家思想的核心
价 值 是 “ 仁 ” 。 孔 子
曰 ： “ 仁 者 ， 爱 人 ”
。“仁”是儒家讲的各
种德目的总德，此总德
的涵义是“爱人”。作
为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
仁，是与关爱人的人权
概念契合的。

作为“爱人”的“
仁”，具体表现为两个
方 面 ， 即 “ 恕 ” 和 “
忠 ” 。 恕 是 “ 己 所 不
欲，勿施于人”，就是
不损害人；忠是“己欲
立而立人”，就是帮助
人。不损害人，是人权
思想的要求，帮助人也
是人权思想的要求。足
见，儒家的人文主义仁
学思想与人权思想是契
合的。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
主张人是最宝贵的，首

要意思是指人的生命价
值是最珍贵的。民间常
言“人命关天”“杀人
偿命”，是重视人的生
命的表现。现在我们讲
人的“生命至上”，也
是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的
体现。

天地君亲师，是中
国文化的信仰。因为天
地给植物庄稼以阳光雨
露，庄稼生长成熟给人
以食物，人的生命得以
存在和延续。君亲师，
给人以社会生命和精神
生命。天地君亲师之所
以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是因为这是成全人的生
命的资源和条件。人权
中最基本的内容是人的
生命权、生存权，这就
是生命至上价值观的体
现。可见中国文化人文
主义信仰，是和人权思
想相通的。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
蕴含人权思想的根据与
资源

孔 子 提 出 “ 为 仁
由己”的自由思想，是
对 人 的 本 质 的 根 本 规
定。“为仁由己”，就
是说一个人为仁还是不
为仁，都是由自己决定
的 ， 不 由 外 人 外 力 决
定。就是说人有选择的
自由，这是人的本质特
征。孔子主张“为仁由
己”，就是强调人的本

质是自由。
人权思想主张重视

人、爱护人，其根本就
是主张重视人的自由，
爱护人的自由。因为有
了自由，人才获得了自
己的本质，人才拥有了
尊严。中国文化人文主
义传统以自由来规定人
的本质，是非常重要而
根本的人权思想。当然
中国文化主张的自由主
要是积极自由而不是自
由 主 义 主 张 的 消 极 自
由。应当承认积极自由
是消极自由的哲学形上
学根据。

人权思想所要处理
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公民
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
问题。孟子提出：“民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君是国家权力的
代表，讲民为贵，君为
轻，可以说是主张对国
家权力予以限制，避免
其损害个人权利，这是
人权思想在政治上的要
求。

在中国文化人文主
义传统中，这种声音尽
管不是主流，但不绝如
缕。尽管这一宝贵思想
只是一种价值理念，但
仍然是现代人权思想的
重要传统价值资源，有
利于协调国家权力和个
人权利之间的关系，有
利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和
国家权力的发挥。

 刘进田：为什么说中华传统文化
蕴含人权思想基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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