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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司马俊莲女士是我带的2005级博士生之一，她长期生活在民族地区，对民族地区的文化状况十分
关注，这种关注从感性层面推进到了理性层面。
基于当今世界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侵蚀，她欲从宪政角度上说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从而矫正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民族文化的功利性开发和利用。
在《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研究》书稿中，体现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创新性：　　第一 在研究视角上
将少数人权利保护理论纳入法理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研究很少进入法学研究者的视野。
他们关注的是普遍的平等权而忽视对&ldquo;差异政治&rdquo;的研究。
而民族学界也缺乏&ldquo;宪政思维&rdquo;，对少数民族权利的研究总停留在就事论事上。
或者是从民族学和民族法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缺乏法理学和宪法哲学的渗透和解析；他们或者只是
单纯从自治权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把少数民族权利简单地对应于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立法条目，进行
简单的对应分析和类比，缺乏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解释力与说明力。
作者将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纳入法理学和宪法哲学研究视野，从法学角度来解析少数民族文化权利
保障的正当性基础和法理依据，并从制度层面分析其与现实国家主权的张力和融合。
这既有助于深化对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研究，又为法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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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研究》介绍了：狭义上的文化权利往往就是指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
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迫切。
无论是在国际上或是在中国国内，都在不断关注对这一权利的保护。
因为它关涉文化多样性，说到底就是关涉人类自身的发展力和创造力问题。
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仅仅是&ldquo;少数人&rdquo;的兴趣；更遗憾的是
，&ldquo;少数人&rdquo;的兴趣也主要是基于现实功利角度&mdash;&mdash;经济发展角度来研究对少
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护，最典型的就是&ldquo;文化产业论&rdquo;。
但这种功利论背后显然存在着逻辑&ldquo;硬伤&rdquo;：是否形成不了文化产业的少数民族文化就没
有价值、没有保护的必要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因为少数民族文化不是因为能够带来经济效益才具有存在价值，而是本身即具有正当性基础。
因此，国家对这一权利的保护不是恩赐而是义务。
本文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来展开有关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ldquo;言说&rdquo;的。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有关的基本理论研究。
通过对有关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相关观念、价值基础、基本要素和主要内容的分析，构建一个基本的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理论体系。
其核心是从应然的价值层面分析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正当性基础。
提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的价值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人权理论、文化多样性理论和认同
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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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马俊莲，湖北省利川市人,法学博士。
现为湖北民族学院财经政法学院副院长、法学副教授，湖北民族学院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
湖北民族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学科方向带头人。
 　　1982年入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因专业为非自愿，故在大学里业余时间几乎全花在
了阅读课外书籍上，涉猎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
 　　1986年分配至湖北省恩施市市委党校从教，1989年5月调入湖北民族学院政史系从教至今。
不过。
这一当初只有十几人的小系现在已演变为湖北民族学院财经政法学院,成为拥有近80人规模的二级学院
。
 1997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法律系外国法制史专业攻读法学硕士学位。
2005年又进入武汉大学宪法与行政法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
师从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李龙先生。
承蒙恩师和本专业其他导师的指导。
使本人如期完成学业。
所在单位虽处民族地区。
但仍有英才不少。
看到他们在心智和学业上的成长。
常常幸福之感油然而生。
正是他们成为我进步的动力。
 　　虽然非常关注社会问题。
但却没有深入研究，只是在法理学和人权法学方面偶有小作。
因在学术上没有天赋，至今只在《法学评论》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编及参与编写著作3部
；主持和参与省部级以上项目8项。
其中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项。
主持和参与其他省部级项目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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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的自然属性使人权具有超越历史、超越阶级、超越地域等普遍性特点；因为人作为一个&ldquo;
类&rdquo;，在许多方面总是共通的。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有两大需要系统，即基本需要和心理需要。
基本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
心理需要包括认知需要、美的欣赏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等。
因此，在基本需要等方面人是相同的。
但人又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之中的，个体的权利是以法律共同体当中主体间共同承认的规范为基础的
。
但在阶级社会中，人权是带有一定阶级性的。
由于阶级压迫的存在，造成了人的异化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立。
它使人失去应有的尊严，不把人当&ldquo;人&rdquo;来对待。
如古罗马社会中的奴隶便被仅仅当做是会说话的工具。
资产阶级的人权虽然声称是&ldquo;天赋人权&rdquo;，但在具体的现实之中同样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
印。
黄种人、印第安人、土著人、黑人以及各种族的妇女从来都不是1628年英国的《权利请愿书》、1689
年英国《权利法案》和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等人权法规的权利主体，而这一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仅
仅是在这一世纪的年代才在社会制度上得以解决。
这表明在数百年间，不论是在现象上、制度上，还是在事实上和现实中，人权始终都是特殊的。
&ldquo;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历史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即人权宣言所宣布的人权，
从一开始就不是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少数人的特权和多数人无权的历
史&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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