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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人从诞生时起触及到的第一个伦理学概念就是人权，即他（她）拥有生存的权利。
而且如果他（她）一生都或者由于病痛没有行为能力，或者由于极端自私而从未做出过什么善事，那
么他（她）也不会因此而得不到人权的保护，享受不到做人的权利。
单从这一点我们就不难体味人权是一个覆盖面最宽、因而最基本、也就是最重要的道德概念，不难想
见人权概念在人类思想史研究中的分量与作用。
人权是人际文明相处的准则，是国家合法性的标准，是国内宪法和国际法律条约的基石。
作为国际社会政治与道德的重叠共识的核心，人权既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是一个道德概念。
在人权坚硬的法律外壳的里面，蕴涵着深厚的伦理内核。
以人权的法律形式为研究对象者，为人权法学。
以人权的道德意蕴为研究对象者，为人权伦理学。
人权伦理学研究人权的内涵、人权的论证以及人权间的冲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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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权是人际文明相处的准则，是国家合法性的标准，是国内宪法和国际法律条约的基石。
作为国际社会政治与道德的重叠共识的核心，人权既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是一个道德概念。
在人权的坚硬的法律外壳的里面，蕴涵着深厚的伦理内核。
以人权的法律形式为研究对象者，为人权法学。
以人权的道德意蕴为研究对象者，为人权伦理学。
    本项人权伦理学研究，不仅涵盖人权的内涵、人权的论证以及人权间的冲突等基本内容，凸显了人
权作为主观权利的本质特征以及普世性、基础性、道德适用性的重要性质，揭示了人权与东方文化、
人权与尊严、人权与民主、人权与法律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还从人权的视角，对平等、公正、关爱
等重要伦理范畴以及功利主义、契约主义、德性论、责任伦理、康德形式化的道德法则（义务论）等
伦理学派的价值旨趣进行了阐释与解析，同时也展现了应用伦理学的勃兴对于深化人权的伦理学研究
所起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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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甘绍平，1959年生，江西南昌人。
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伦理学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伦理智慧》，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传统理性哲学的终结》，台北唐山出版社，1996。
《中国哲学的精髓》，达姆施塔特学术图书协会（WBG）出版社，1997，德文版。
《客观理性哲学——理论与思维方式》，慕尼黑ARSUNA出版社，1994，德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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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句话，人权理念如何丰富如何发展，也改变不了人权所意味着的个体权利这一本真含义。
人权理念的核心是个体权利，这一点对于所有重群体、重义务的文化类型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可回避的
观念挑战。
接受和适应人权的价值诉求，使人权理念真正落到实处，就意味着必须实现一个从传统的以义务为本
位的文化向现代的以权利为本位的文化的根本转型。
第三，中国文化正经历着一个从以义务为本位到以权利为本位的巨大转型。
因此在人权问题上，对于所有以义务为本位的文化共同体而言，冲突与论争从本质上说并非发生在本
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而是发生在本文化之内。
中国百年来的思想发展史为此提供了明证：从谭嗣同在《仁学》中对人与人相通的平等权利的价值诉
求的凸显，到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以自立、平等和独立为主要内容的天赋人权的标举，再到梁启
超对人权乃是个人权利的强调；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人性、异化、人道主义的激辩，到80年代中
国社会思潮中主体意识的觉醒，再到近年来人权理念、以人为本观念在全社会的普及与深人人心，直
至2004年以人权入宪为标志，人权原则已经成为指导一切社会与政治行为的准绳，这一清晰的思想演
进脉络呈现的是中国社会价值观念主轴的重要转换，由人权观念引发的中国文化以义务为本位到以权
利为本位的巨大转型昭示着中国社会最深刻的价值变迁。
这种文化转型的不可逆性取决于两大重要因素。
一是人权的法律化，二是经济的市场化。
从人权的法律化来看，随着我国政府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和对《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俗称公民公约，包含了所有的权利类型）的签署，特别是随着人权的入宪，中
国已建立起以宪法为核心的比较完整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从而使得人权规范超出理论探讨的层面，
成为一种刚性化的制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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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民今天生活在她历史上最自由的国家里”。
这是1978年我刚上大学时在一本介绍西德的小册子里读到的一句话。
同样这句话在2008年的今天读起来与当年的理解显然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这句话用于描绘当今中国社会的情形也是再恰当不过的。
转眼30年过去了，我从一个哲学初学者转变成为一位哲学研究者。
如果要问，30年的哲学思考中领悟出来的一句最有力度的话是什么，我会这样回答：每个人都应享有
一种无限的精神自由，这就意味着在任何时刻、任何情况下都要让他（她）拥有一种最低程度的抵抗
的权利与能力，而人的尊严也就在于此。
对短短一句话的熟习，耗费了自己几十年的时间。
1983－1986年，作为硕士研究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追随杨寿堪教授，开始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探索
。
这是一段相当关键的基础建构期。
正是在对艰深晦涩的文本的反复研读中，我才对理论思维能力的锻炼、逻辑严谨的叙事风格的培养、
哲学语言的驾御技巧的把握等有了相当的感触与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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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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