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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8月。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深圳举办了“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评选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
广泛关注。
经过两个月严格认真的筛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让城市因热爱读
书而受人尊重”等入选深圳“十大观念”。

在我的印象中，一座城市以“观念”为主题开展评选活动.这在全国为数不多。
这场声势浩大的评选活动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在深圳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上诞生的“十大观念”之
所以受到普遍认同，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观念唱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最强音，凝练了意气风发走向改
革开放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记忆，昭示着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史因此展开。
这些观念不独属于深圳，它是时代留存的共同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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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杨立青：与公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相比，&ldquo;文化权利&rdquo;似乎具有某种特殊性，
因为它既涉及&ldquo;权利&rdquo;，又涉及&ldquo;文化&rdquo;，而文化本身就存在着特殊性。
比如某国在批准一份人权公约时，往往会以尊重本国文化中的某些规范为由提出对公约的&ldquo;文化
保留&rdquo;，作为签署公约的附加条件，从而导致了人权的&ldquo;绝对性&rdquo;（普遍性）和文化
的&ldquo;相对性&rdquo;（特殊性）的潜在矛盾。
在世界人权发展史上，人权的普遍性和文化的相对性所导致的深层次矛盾，使得包括文化权利在内的
国际人权发展陷入了某种困境。
如何摆脱这种困境？
我们觉得米尔恩的思想值得重视。
他在《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一书中指出，所谓的&ldquo;普遍人权&rdquo;所引起的争议在相当程
度上是建立在欧美福利国家的经验基础之上的，它距离第三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太远了，普遍人权的概
念是一个所有人类社会都应努力去达到的理想标准概念，在许多国家这种理想标准却是一个乌托邦。
为此，他提出了&ldquo;作为最低限度标准的人权&rdquo;的理论主张。
认为低限标准能够适用于一切文化和文明，而不管它们之间有何种差异。
对此您作何评价？
它对中国在实现公民的文化权利方面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
秋风：在不同的文化脉络中，人们对人的理解肯定存在某些不同，由此人们对权利的看法往往会有差
异。
当然，我们可以推定，人们的看法大部分是相同的，只是小部分不同。
因为，不管什么地方的人，都是人，只要是人，他就具有人的普遍的规定性。
一个共同体或一种文化，如果要维持一种基本的秩序，使人获得作为人存在的基本尊严的话，其制度
的取向应该是大体相同的。
也就是说，人的生存活动的根本性规定的大体相同，决定了制度的趋同性。
但在制度的具体形态上，确实会有些不同。
而这种不同反而是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之所在，没有必要强求一致。
　　联合国的各种人权文件当然主要是基于西方的发展经验制定出来的，但这并不奇怪，谈不上是什
么文化侵略。
因为，在这些国家，对人权的认知是比较完整的，尤其是这些国家已经建立了种种人权保护的机制，
使他们所确立的人权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和发展。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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