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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概念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

家第一次明确提出的�但是在许多文化中都有着人权思想的萌
芽�也是毫无疑问的。本文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的古朴而深
刻的人权理想作一探讨。

（一）
人权观念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平等的价值观。对平等的向往

和追求一直贯彻于中国文化的精神之中。早在形成于公元前十一
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的《诗经》中就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平等社会
（乐土）的朦胧追求。

儒家创始人孔子一方面希望建立一个符合“礼”的等级社会�
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不平等有着深切的感受�把追求平等的社会
作为自己的愿望�明确提出了“均无贫”的平等观。“丘也闻有国有
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
倾”（《论语》）。他的“均无贫”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张载说：“贫
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苛而己。”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
也往往打着这一口号号召人民起义。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平等观：第一�提出了“井田制”的设

想�即给每户五亩宅地�百亩农田�“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他认
为�做到了平均田地�就是施仁政。第二�在孔子“君子周急不济
富”的思想基础上�提出要最先关注最困难的鳏、寡、独、孤等人群
的思想。“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
者。”（《梁惠王下》）这一思想同现代人权关注的重点和发展方向
是相一致的�即最先关注社会上最脆弱的群体。
墨子作为小生产者的代表�特别反对贵族阶级的剥削和世袭

特权�提出“兼爱”的概念�主张社会成员应是一种互助互爱的平
等关系。“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
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生安宁。”（《墨子·尚贤
下》）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提倡绝对平均主义�主张 “天之道损有余

而补不足”。他所向往的社会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平等劳动�平
等享受的“玄同”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
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大胆地提出“君民并耕”的平等思想�要

求君主和一切官吏要同人民一样劳动�向往建立一个没有剥削者
与被剥削者的公平的社会。
孔子的“均无贫”、孟子的“井田制”、墨子的“分财不敢不均”、

老子的“玄同”、许行的“君民并耕”等思想都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
家对平等社会的向往。这一理想在《礼记》中的《礼运》篇中被概括
为大同理想。《礼运》是儒家社会理想的反映�实际上也是对先秦
各派思想家社会理想的一个总结。几千年来�大同思想成为反抗
剥削�反对压迫�要求社会进步的一面旗帜�许多进步的思想家、
政治家、农民起义领袖�无不深受其影响和鼓舞。
大同概念不是现代人权概念�但不可否认�它包含了丰富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的人权思想因素�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古代
的平等思想和观念�是中国人权思想萌芽的早期反映。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民主理想。许多思想

家在阐述自己的民主理想时�自觉不自觉地论证了人所具有的多
种权利。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统治者的权利来自被统治者的授予之说。早在2400多

年前�墨子就提出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授予的思想：
“君�臣、萌通约也”�这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契约论。由此出发�他
强烈反对世袭特权�提出了 “尚贤” 的政治主张：“有能则举之”�
“列德而尚贤�举公义�避私怨”；“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
（访）荐之”。他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公开批评世袭制的弊病�把
个人的品行才能作为担任社会公职的唯一条件�实际上是要求社
会成员都有平等的政治机会和权利�这一思想具有丰富的民主因
素�最接近现代人权概念的要求。
儒家代表孟子也在批判“尧以天下与舜”的天下私授说时�表

达了没有人民授权�统治者也就无权的思想。这些君权民授论同
君权神授论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二�贵民之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重视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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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民”的问题�产生了“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爱民”、“富
民”、“养民”、“保民”等众多概念和理论。孟子更是把这一民本思
想发展到一个高峰。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
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孟
子》）�“保民而王”（《孟子》）�“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孟子》）。这些思想中包含着把人民看成国家的根本�要求统治
者尊重人民�保护人民生存权的民主色彩和意义。
第三�“仁政”说和反抗暴政无罪之说。儒家创始人孔子在中

国思想史上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仁”的概念�孟子把孔子的这
一概念发展成重要的政治理论“仁政”说。所谓“施仁政”就是要关
心保护人民�反对统治者滥用权力。君王要 “与民同之” 和 “同
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
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君王若不仁政�“不教民而
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他尖锐地抨击和揭露
殃民虐民的暴君暴政�大声号召：“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反抗暴
政应当成为人民的合法权利。关于如何反抗暴君�他提出了四种
方式：一是拒绝为暴君服务；二是辞职远离暴君；三是把暴君易位
和放伐；四是诛暴君。孟子关于人民可以用暴力手段推翻暴君的
观点是大胆而深刻的�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民的地位和作
用�具有积极和进步的反封建专制的作用。美国学者特威斯认为�
这一思想是表达了“人民革命的权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
授西奥多·德·巴里认为�在维护人权依靠合理的程序意义上�
孟子的这一思想为现代人权提供了道德来源。
尽管这些思想本身不是民主理论�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能转

化为民主思想�成为批判封建专制的武器。例如�在明末清初�被
认为是“中国的早期启蒙思想家”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
等就是用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鞭挞封建专制：“天下之治乱�不在
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君以民
为基……无民而君不立”（《周易外传�卷二》）�“众为邦本�土为邦
基�财用为生民之命”。（《潜书·卿牧》）维新变法的重要代表康有
为更是把孔子的太平之世和大同理想同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

治直接相联系�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变法运动提供理论根据。
（三）

中国古代人权理想根植于中国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是中国
历史现实和哲学的产物。
一、它是古代思想家对中国历史发展现实的深刻批判性反

映。中国古代人权理想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平等社会的存
在。人类从原始民主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产生了阶级压迫和两
极分化。社会上存在的弊病�必然引起思想家们的思考和对理想
社会的向往。尽管一些属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抨击社会现实�对
在一定程度上对暴君暴政提出严厉警告�往往是为了维护统治者

的长远利益�但是�这些思想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
利益�成为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二、它是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哲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哲

学是关于人的道德哲学。它重视对人性、善恶、人的价值、人与人
的关系、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以自己
特有的形式阐发了关于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和平的人类理
想。中国古代哲学家无论是主张人性善�还是人性恶�其前提都是
肯定人们在人性和道德上是生而平等的。这一平等成为人们应在
人格、价值、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根据。例如�儒家明确承
认“人之为人”的价值�其核心概念“仁”给中国传统文化极大的影
响�“仁”肯定并要求人在尊严和价值上是平等的�强调人与人关
系的和谐�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等。这些思想通过书籍
经典、格言等广为流传。例如：“人皆可以为尧舜”“四海之内皆兄
弟”、“己所不欲�无施与人”等�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人权理想产生
的重要哲学基础。
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思想不可能发展成明确的人权概念�

其平等和民主的要求常常不可避免地陷入平均主义和人治�但是
不可否认�这些思想的合理因素一直润育和鼓舞着我国历史上无
数的仁人志士�敢于抨击和鞭鞑封建专制和社会弊病�在其影响
下出现的无数革命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使得
中国封建社会具有比欧洲中世纪开明性和进步性的一面。以致于
德国近代哲学家黑格尔指出：“在中国�实际上是人人绝对平等
的�所有的一切都和行政联带发生�任何人都能够在政府中取得
高位�只要他具有才能。”（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第
168页）

当代美国著名人权学者劳仁在去年出版的新著《国际人权的
发展》一书中提出“早期人权的观念并不是仅产生在西方�或仅与
特定的自由民主政体的形式相联系�而是产生在许多地方的文化
之中。多少世纪以来�不同文化中的思想家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
了这些人权观念。”他在该书中对中国儒家思想家孔子和孟子的
有关人权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有着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人权理想。中国传统文化
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文化中的合理价值观值得我们珍视
和爱护�使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任何一个民族妄自菲薄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是没有前途的。今
天�我们要注重研究世界的人权思想�更要注重挖掘、吸取、转化
和改造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
权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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