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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朝末季，内政不修，外患频仍，民不聊生。
传统民本思想已无力提出解决当时中国面临问题的方案，伴随欧风美雨而来的人权思想渐次萌生。
君权与民权，国权与人权，夫权与女权，集体与个人，传统与现代，落后与文明，尖锐的矛盾必然会
进发出璀璨的火花。
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就人权问题纷纷亮明自己的观点。
清末民初不惟是中国思想史上继春秋战国、两晋南北朝后第三个思想大放异彩的阶段，该阶段的人权
思想亦标志着本土化的中国人权思想之肇始。
清末的法制变革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则是中国由传统法制向以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法制转型的开端，
其间的经验教训足为今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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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梁启超关于自由的另外一点错误认识就是，他认为当时中国人已经享有自由了。
“使其以个人之自由为自由也，则天下享自由之福者，宜莫如今日之中国人若也。
绅士武断于乡曲，受鱼肉者莫能抗也；驵商逋债而不偿，受欺骗者莫能责也。
夫人人皆可以为绅士，人人皆可以为驵商，则人人之自由亦甚矣。
”在这里他明显地将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的违法行为当做自由，显然是对于自由的错误认识。
也与他前面将自由解释为服从法律的观点相矛盾，违法行为没有受到制裁并非自由，恰恰由于没有法
律限制，人民反而丧失了自由。
　　革命派的领导人孙中山对于自由的理解同梁启超也有相似的地方。
他认为中国人并不明白自由的含义。
“民权这个名词，外国学者每每把他和自由那个名词并称，所以在外国很多的书本或言论里头，都是
民权和自由并列。
欧美两三百年来，人民所奋斗的所竞争的，没有别的东西，就是为自由，所以民权便由此发达。
”“但是这个名词近来传进中国，只有一般学者曾用工夫去研究的，才懂得什么叫做自由。
至于普通民众，象在乡村街道上的人，如果我们对他们说自由，他们一定不懂得。
所以中国人对于自由两个字，实在是完全没有心得。
”那么什么是自由呢？
在他的解释中，自由指的是在团体中的自由。
“自由的解释，简单言之，在一个团体中能够活动，来往自如，便是自由。
因为中国没有这个名词，所以大家都莫名其妙。
”　　孙中山先生认为在革命道路上，中国与欧美不同，欧美以自由作为革命的目标，中国则应该以
民权为目标。
他认为在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中自由是目的，而民权是结果。
“欧美人民最初的战争是为自由，自由争得之后，学者才称这种结果为民权。
所谓‘德谟克拉西’，此乃希腊之古名词。
”因此，他认为中国人民在斗争中首先要争取的是民权，而不是以自由作为争取的目标。
“因为提出一个目标，要大家去奋斗，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肤之痛，人民才热心来附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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