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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下的中国有两个问题颇受人关注，一个是儒学（或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命运，一个是人
权在中国的发展。
这两个问题表面看似相互无涉，但实际上是纠缠在一起的。
前者所遇到的困境主要是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文明的冲击。
后者则是现代公民社会在儒家背景下的中国有无可能形成，如何形成等问题。
因此，可以说这两个问题是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即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代公
民社会的文化发展问题。
众所周知，人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大成果与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其理论首先发达于西方文明，尽
管自其产生至今有不少人对其持批评态度，但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不可能完全抛弃它，批评、反思
的结果是人权在继承以往的优秀结果的基础上更好地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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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军，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200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
2008年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指导教师。
2009年至2010年在美国圣地亚哥大学（UniversityofSanDiego）访学。
　　主要从事社会正义、公共生活理论、应用伦理学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等研究。
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全球正义视域中的转基因问题研究》（2011年）、中国政法大学
校级课题《非政治公共生活领域伦理秩序建设机制研究》（2009年）等项目研究。
参与了教育部基地重点项目《中国传统道德生活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德国情调研
》（2008年）等课题研究。
参与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教材《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职业高中思想
政治教材《职业道德与法律基础》（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保险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广州
信平出版社，待出版）等教材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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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伦理文化意义上的人权概念第一节 人权产生的伦理文化一、人权：近代社会的产物二、
人权产生的伦理文化氛围第二节 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一、道德权利二、道德权利的人权本章小结第二
章 儒家仁学中人权资源第一节 人道主义之“仁”一、仁学总精神与宇宙观之“仁”二、人学之“仁
”与人的尊严三、伦理规范之“仁”第二节 仁政与民主、人权一、仁学的政治伦理：仁政二、民本与
人权本章小结第三章 仁学背景下人权观念的生成第一节 近代意义权利的出现一、威权、国权、“内
在”权利二、民权：参政之权与救亡图强第二节 从仁学开出人权观念的努力一、康有为：仁-人权-大
同二、谭嗣同：仁-通-平等第三节 西方人权观念“真义”的引进一、严复：“民之自由，天之所畀”
二、陈独秀：“自主自由之人格”三、人权派：人权与民主、法治本章小结⋯⋯第四章 仁学背景下的
人权理论发展结束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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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道德权利　　说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恐怕会立即遭到一些人的质疑，尤其在中国。
因为在多数人眼里，权利是一个法律范畴，伦理学是研究义务的科学，所以，我们在此有必要对道德
与权利做一些分析。
　　（一）规范伦理与权利　　规范伦理万俊人曾将道德类型分为信念伦理、规范伦理、美德伦理三
种。
信念伦理是“指一种纯粹理想或终极目的层面上道德精神”。
美德伦理是“指以个人内在德性完成或完善为基本价值（善与恶、正当与不当）尺度或评价标准的道
德观念体系”。
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类型中最重要的一种类型，“是整个近现代西方伦理学的主导形态。
在其他较晚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伦理学的发展情形也大都如此”。
麦金太尔认为这种伦理是现代性伦理。
麦金太尔主张他所谓的德性伦理而批评现代性伦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伦理道
德进行了批评。
从他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窥见现代性伦理的一些特征。
　　他指出，现代性伦理的“主要的问题是规则问题：我们应当遵循什么规则？
我们为什么应当服从这些规则？
⋯⋯规则成了道德生活的基本概念”。
万俊人进一步指出：“关于社会的制度安排及其道德正当性确乎是规范伦理学中最为根本的课题。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伦理学有着不同的基本概念与主题，规范伦理的基本概念是规则
，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制度安排的道德正当性，而这种正当性的标准在现代社会多数人看来是现代
人权。
　　这三种伦理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存在，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这三种伦理在社会中所
处的位置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在古代社会，美德伦理占主导地位；在宗教主导的社会，信念伦理居主导地位；在公民社
会，规范伦理为社会中的主导伦理。
我国目前正努力建设公民社会，规范伦理也就自然成为主导伦理。
制度伦理在我国的兴起，以及陈瑛先生所说的政治伦理成为我国当前伦理学的显学等都从一个侧面说
明了在我国美德伦理、信念伦理让位于规范伦理的变化。
　　方军从人的社会关系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
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关系已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因此仅依靠传统的修身道德已不
能有效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当今社会需要一种制度伦理。
我们知道，修身道德是一种个体道德，类似于万俊人所说的美德伦理，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做
人、如何成人的问题，它坚信只要一个人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就会有一个好的生活。
修身道德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时，走的路径是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引出社会关系的协调，
如传统儒家的“修一齐一治一平”就是如此。
　　但是，在一个以平等、自由、自主的个人为基本细胞的公民社会里，整个社会的个人人生目的与
修身问题是无法得到系统解决的。
在这些问题上，个人可以自由地赞成什么和反对什么，从而将自己塑造成具有不同“特色”的个体，
这时，社会如果依赖个体的自身修养就很难实现社会关系的协调。
在这种情形下，社会要想实现人际关系的协调，伦理道德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就应更加关注人的外
在行为，通过规范确定每个人的合理行为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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