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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权研究博士文库”是由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持编辑出版的。
这个中心成立于2004年7月，是直属于广州大学、专司人权研究的科研机构。
2007年，经广东省教育厅批准，该中心成为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在全国尚属首
例，这也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权理论研究的重视。
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是该研究中心的诸多任务与成果之一。
　　“人权研究博士文库”就其命名，有两个关键词：人权研究与博士文库。
前者是其内容，后者为其形式。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人权观念已经获得了广泛认同和传播。
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短语载入宪法。
这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今天，全社会都在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国家更迫切需要年轻一代中国学者在人权理论学科建
设和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青出于蓝，人们喜见老一辈学者为人权研究开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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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人的尊严：法学视角下人的尊严理论的诠释》是作者从哲学、社会伦理学、特别是法理学的
角度论述人的尊严的一部自成体系的理论著作。
作者从身份社会和等级制度的视角原创性地提出并论证了秩序性尊严的概念，为实现不平等社会关系
之间的和谐提供了理论支持。
《论人的尊严：法学视角下人的尊严理论的诠释》超越现有人权理论体系的限制，系统地构筑了人的
尊严理论的基本框架，明确了人权理论的价值基础，填补了人权学界在“人权终结”观点出现后的理
论空白，为我国人权建设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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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德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
究工作，专业为法学理论，研究方向为人权、宪政理论和行政法。
曾在山东省基层和中级法院工作，历任助审员、审判员、审判长、法庭庭长、一级法官。
2000年获得山东大学法学硕士学历、学位；2006年获得山东大学法学博士学历、学位。
曾在《文史哲》《安徽大学学报》、《山东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其中国家中文核
心期刊12篇，CSSCI期刊7篇。
获山东省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一次，全国法院系统优秀成果三等奖多次。
参编专著三部，参与省级以上科研课题三次。
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45批面上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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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尊严观念的历史演变　　第二节 西方社会思想中的尊严观念　　西方社会思想有着其独
特的发生、发展、演变历程，孕育于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史之中，经
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形成了自己丰富多元、厚重深邃的庞大理论体系。
对于蕴涵其中的尊严观念，本书无法一一评述。
现遴选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念进行阐释，从中探寻出西方尊严观念的闪光之处。
虽然这些尊严观念只是片面、个别的，附属于自由、平等、正义、理性等思想之中，但是，它们积淀
下的思想精髓构成了现代尊严观念的基础。
　　本节将以论述古希腊城邦时期社会思想中蕴涵的尊严观念为开端，以康德古典哲学产生为截止时
间。
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西方社会思想中尊严观念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时间可以定格为康德哲学的诞生
日。
在他以往的历史中，从没有人像他那样将尊严绝对地赋予每一个个体的人，将人格普遍地设定在每一
个主体的人身上。
　　一、自古希腊城邦时期至文艺复兴运动前的等级秩序尊严观　　（一）古希腊城邦时期社会思想
中的尊严观念　　1.古希腊城邦时期的社会背景　　在公元前12世纪末，巴尔干半岛出现了一次部落
大迁徙，一支处于蒙昧状态的野蛮民族多利斯人南下，摧毁了已经处在奴隶制社会下的迈锡尼文明，
使希腊文明出现了大倒退，希腊世界又回到了分散的部落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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