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中被边缘化 了
丫�

因此
�

正如各个国家都需要一种

包括范围 厂 泛的民主以确保尊重人权

一样
，
同样

，

全球治理体系需要透明和

公平
，

从全球经济和技术的利益出发
，

给弱小和贫穷的国家说话 的权利
�

把

它�门从边缘化中解脱出来

所以
�

我们是否需要努力以实现

真正 普遍的人权保护
，

并确立能够更

好地考虑全��各种情况的国际法的新规

则，

这就有必要作出评论
。

部分的回

答是肯定的
，

部分是否定的
。
虽然

，

我

们需要和要求一个公正合理的经济
、

政治和其他万面的国际秩序
，

但促进

私�有效实施国际人权标准的责任在于

甸一个国家及其政府 通过全面适用

和利用现存的国际秩序规贝��
，

世界各

国包括发展中国家
，

应该努力确立包

括贸易
、

和平以及其他问题的多边论

坛的更女子的规则
�

从这个角度说
，

可以下这个结论

为了实现更好的世界人权和人类的未

来
，

包括大国打击恐怖王义
、

良政和人

权等在内的目前各国进行的各种运动
，

以及在面对紧迫的全球化的情势下
，

现存的对话可能需要通过论坛得到加

强
，

石这个论坛 上 铸个国家在对影响

他们未来的事务上有平等的发言权
卜

另一 万面
，

发展中国家不应仅仅

等待这些论坛讨论的结果
�

而应该抓

住每一个发展机遇
，

加强 自身力量 在

保护人权万面
，

所有国家都必须在本

国努力促进人权
，

并应该在实施国际

人权标准方面有效地履行其义务

维护人权也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

的参与
，

这样理解也是符合逻辑的
。。

国

际人权机构不能孤身奋战
�

传统文化
与中国的人权理念

文�沙奇光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生活
、

崇尚

理性的民族
。

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的

重要分支
。
它源远流长

，

善于兼容并

蓄
，
博取众长

，
使人民不断从中获得教

益
，
赋予他们不怕曲折

， “

自强不息
” 、

“

以柔克刚
” ，

奔腾向前的力量
。
中华传

统文化
，
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

。
而以孔

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
，

开创于����年

前
，
博大精深

。
它的人文精神

、

政治思

想
、

哲学思想
、

道德伦理观念
，
以及典

章制度
、

生活习俗等
，
在中华民族文化

发展史上
，

闪烁着不朽的光辉
，

成为民

族精神的极其重要的柱石
。

特别是其

中很多思想精华
，

具有超越地域的普

遍性和超越时代的永恒性
，

被人们公

认为
“

至圣名言
” 、 “

金科玉律
” ，
一直

承传至今
。

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是
“

仁
” ，

而
“

仁
”

的中心意义是
“

爱人
” ，
强调

“

仁

者爱人
” ，

儒家学说与人权思想在内容

和要求上的结合点
，
就是在

“

天生万物

唯人为贵
”

的
“

民本
”

思想
，

是在
‘�

尊

重人
”

和
“

爱人
”

这个共同的基因上
。

虽然
“

民本
”

与
“

民权
” 、 “

民主
”

还不

同
，

但
“

民本
”

与
“

民权
” 、 “

民主
”

又

有相通之处
。

两者都离不开
“

人
” ，

讲

的都是人与人
、

人与社会
、

人民与统治

者的关系
，

都强调
“

人本应平等
” ，

要

尊重人
、 “

爱人
” 。
如孟子所说的

“

民

为邦本
�

本固邦存
” ， “‘

民为贵
，

社楼次

之
，

君为轻
”

以及
‘ ’

君以民存
，

亦以民

亡
”

等
。
把这些思想加以引伸

、

发扬光

大
，

可以说就是
“

博爱
” 、 “

民主
” 、 “

人

权
” 。

而且 �尚书 》 中就有
“

民主
”

之

意
，

认为
’�

商汤
”

取
“

夏架
“

而代之
，

就是选为民作主之人 � 而选一人是为

百姓
，
不是有百姓只为一人

，
而且对人

民不满的暴君
，

应该撤换
。
这种

“

民本
”

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主的人权

思想
。

在人的权利和人的资任义务问题

上
，

儒家传统文化更多地倾向于要求

个人
’ ‘

修已
” 、 ‘’

利他
” 、 “

克已让人
” ，

要

求对社会
、
国家

、

民族尽责任
、

尽义务
，

而不是从一己的私利出发
，

强调个人

人权
，
这是其优势也是其局限

。
在集体

人权与个人人权问题上
，
儒家传统强

调前者重于
、

优先于后者
，
要求牺牲小

我
，

成全大我
，

强调对国家尽忠
，
对家

庭尽孝
，

对社会和朋友尽义
。
因为任何

人都离不开社会和集体
。
个人在社会

和集体中的活动
，

既是为他人
，
也是为

自己
。
如果你提供社会和集体的价值

越大
，

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就越快
，
个人

价值和利益实现的程度也就越高
。
这

也就是
“

我为人人
，
人人为我

，
的含义

。

由于儒家的
��

德治
’·

是从实践伦理
观念出发的 其

“

尊君与重民
”

是不可

分的
。

黄宗羲认为
，
父子是血缘关系

，

对
‘�

君主
”

如果我要去做官
，

则和君主

涟归�一落濡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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