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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是西北政法大学在本校教师的研究成果中遴选出版的一套学术丛书，希望
它能代表西北政法大学的学术导向、学术风格和学术水平。
西北政法大学来源于中共中央1937年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生于战火，旨在救亡。
毛泽东就在亲自讲学时鼓励学生：因为有陕公，中国不会亡。
1949年，由陕北公学等学校合并而成的延安大学奉命南迁西安，成立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是为了给西
北地区新成立的各级人民政权培养干部，它的办学风格自然与本来意义上的大学大异其趣。
再后来院校合并，西北大学法律系并人，形成法学教育的“四院四系”或“五院四系”，“文革”中
停办。
“文革”后恢复，主管由最高人民法院而变为司法部，后变为陕西省；校名由西安政法干校、中央政
法干校西北分校、西安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最后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学校坎坷磨难，师生筚路蓝缕，总算成就了一个全国法学人才重要培养基地和法学重镇的地位，同时
形成了法学特色鲜明，哲学、经济学、管理、新闻、公安、外语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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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经验一超验关系”方法论模式研究价值，提出价值是人本身和人的自我完成的观点。
权利和正义是构建公共性和公共秩序的基石。
本书属意于心性哲学和制度哲学的分际。
在制度哲学及其公共秩序讨论中坚执正义优先于善的价值秩序，在心性哲学中则肯定善优先于正义之
价值秩序，从而使价值秩序与公共秩序之间能够建立起分层清晰的合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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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何谓“人本身”。
什么是“人本身”？
可以从否定和肯定两方面看。
从否定方面看，人本身不是神，不是物（包括动物）。
人和两种东西相区别，这就是神和物。
神是超人的存在，物是非人的存在。
超人和非人都不是人。
人和神、物都有相同处，但人不能等同于神和物。
神有创造世界的能动性，人也有这种能动性，但神没有受动性，即神不是被创造的，人则有受动性；
物有受动性，人也有受动性，但物无创造性，人则有创造性。
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而神只有能动性，没有受动性，物只有受动性，没有能动性。
这就是人和神、物不同的地方。
价值是人本身，说明价值不是神本身、不是物本身。
不能把价值等同于神本身和物本身。
在中世纪，价值等于神本身，神是价值主体，人是价值客体，人的价值在于给神增添荣耀；在机械唯
物论那里价值等于物本身，这就否定了人本身的价值。
所以马克思指出，在机械唯物主义那里，“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
①将价值等同于神本身、物本身，是对人本身是价值的否定，是神本主义、物本主义价值观，而不是
人本主义价值观。
要坚持人本主义价值观，就要否定物本主义价值观和神本主义价值观。
从肯定方面来理解“人本身”，有三个层次的内容：人格、人生、人境。
其中人格、人境都是指共性的人、一般的人，或人的共同性。
当然人格和人境也有区别。
（1）人格与人格价值这里的人格指人的共性，人的类性，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共同性。
每个人所具有的共性就是人格。
人有了人的共性，就有了人的格，就不同于动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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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2年拙著《心灵的寻索——哲学·文化价值·法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我继续
围绕价值和公共秩序问题又写了一些文字，现将其辑集起来以便读者品评。
这些文字有的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辑刊》、《人文杂志》等
刊物上发表过，有的是首次付梓。
我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形成“一体双元三维度”（“一体”是指人、个人是世界的本体；“双元”是
指人的自然生命和自为生命，即经验的人和超验的人；“三维度”是指人的自然性、社会性、精神性
以及与此三种属性相应的三大价值，即幸福、正义、崇高。
）理论和方法论框架后，就一直致力于拓展和丰富这一框架，并用其来分析和思考问题。
“一体双元三维度”可以说是贯注于我所写文字中的纲脉。
本书出版得到西北政法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得到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瀚教授、科研处处长
汪世荣教授的热情关心和支持。
本书亦凝结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校人员的辛劳和智慧，在此对他们一并致以衷心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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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本价值与公共秩序》编辑推荐：价值和秩序是哲学面对和，探讨的永恒重大问题，人本价值的确
立为公共性和公共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合理性价值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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