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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儒家文化中的人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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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家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文化
，

处处闪翅着重人重 民的人文主义光芒
，

其中就含有一定的人权思想
�

这些

人权思想对世界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
。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

俪家的人权思想长期被忽视了
。

孺家文化所含的人权思

想包含在需家有关的伦理和道德之中
�

孺家并没有直接提出
“
人权

”
这个词汇

，

而是使用人性
、

仁爱
、

至诚
、

民本
、

仁

政
、

中庸
、

和为贵以及天人合一等词汇来表达其人权理念
。

因此
，

儒家思想中包含的人权思想是一种伦理型人权思

想
�

福家人权思想诞生在封建社会
，

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和时代的烙印
，

其中有不少的封建糟粕
，

儒家把人权的

实现
，

寄托在
“
道德

”
的力量上

，

依靠
“
仁君

” ，

而不是寄托在制度改革的基础上
，

这就使儒家人权的实现没有法律和

制度的保障
�

孺家希望靠
“
仁政

”
和

“
德抬

”
来实现人的权利

，

是一种消极被动的人权思想
。

但从整体来说
，

儒家文化

的人权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一
，

是中华 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

对中国和世界民主思想的发展做出过

巨大贡献
，

并且仍将对新世纪世界人权李业的发展产生影响
。

关扭词
�

俪家
�道德 �

伦理型
�人权

中圈分类号
�
����

、

����
�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一
������������

一
����

一
��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
含有一定的人权思想

，

对世界文明做出过重大

贡献
。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

儒家的人权思想长期被忽

视了
。

毛泽东说过
�“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

，

创造了

灿烂的古代文化
。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
，

剔除其

封建性的糟粕
，

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

是发展民族新

文化提高民族 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 ”
毛泽东还说

�“
今

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

我们是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

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

从孔夫子

到孙中山
，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

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

产
。 ’，�� 〕儒家文化中所包含的人权思想

，

是中华 民族

的优秀文化遗产
。

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历史新时期
，

对儒家人权思想及其世界影响进行科学的总结并给

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是非常必要的
。

一
、

俪家文化中的人权思想

儒家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文化
，

处处闪耀着重

人重民的人文主义光芒
，

其中就含有一定的人权思

想
。

儒家并没有直接提出
“
人权

”
这个词汇

，

而是使用

人性
、

仁爱
、

至诚
、

民本
、

仁政
、

中庸
、

和为贵以及天人

合一等词汇来表达人权理念
。

儒家的人权思想大多

数都包含在儒家有关伦理道德的理论之中
。

第一
，

儒家尊重人的个人意志独立和人格尊严
。

孔子说
�“
三军可夺帅也

，

匹夫不可夺志也
。 ”
儒

家提倡
“
士可杀

，

不可辱
”
的精神

，

以及
“
君子和而不

同的作风
”
���论语

·

子路 》�，

都体现了儒家对人的人

格权尊重
。

儒家强调
“
仁者爱人

”
和

“
泛众爱

” ，

提倡
“
助人为

乐
”
和

“
成人之美

” ，

要求
“
己欲立而立人

，
己欲达而达

人
”
以及

“
己所无欲

，

勿施于人
”
���论语

·

颜渊���等
。

要
“
仁 爱

”
和

“
泛众 爱

” ，

就要 尊 重 他人
，

被 尊重 的
“
人

” ，

享有被爱的权利 �要
“
己所无欲

，

勿施与人
” ，

就

要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他人人权
。

儒家主张的
“
中庸

” 、 “
和为贵

”
等处理人际关系

的方法
，

离开了对人权的尊重
，

都不可能实现
。

第二
，

在儒家人权思想中
，

存在尊重个人言论 自

由的观点
。

中国古代的自由民享有一定言论 自由的权利
。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
，

各诸侯国的自由民可以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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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政
，

诸子蜂起
，

形成了
“
百家争鸣

”
的局面

。

对此
，

孟

子称之为
“
处士横议

”
���孟子

·

滕问公下 ���
。

儒家所

指的
“
士

” ，

乃是男性平民的通称
。 《战国策

·

齐四 》

曰
�“
今夫士之高者

，

乃称匹夫
，

徒步而处农亩
，

下则

鄙野
、

监门
、

间里
、

士之贱也
” 。

所以除去国君
、

官吏和

贵族以外的 自由人
，

都可称
“
士

”
或

“
布衣之士

” ，

其中

有才有德之人
，

则为
“
贤士

” 。

后来一些文人学士
，

进一步提倡言论 自由
。

例如

黄宗羲认为
，

政治上的是非得失
，

不应 由天子决定
，

而应由学校讨论
，

学校应成为议政机关
。

顾炎武等人

则赞扬两汉时期的清议之风
，

主张清议
。

闭
‘�� ‘ ，

第三
，

人民有天赋的自然权利
。

天赋人权的思想
，
不仅西方有

，
儒家思想中也

有
。

孔子说
�“
天命之谓性

。 ”
前儒郑玄如在给 《中庸 》

作注时
，

解释
“
天命之谓性

”
说

�“
天命

，

谓天所命生人

者也
，

是谓性命
。 ……性者

，

生之质
。

命
，

人所察受度

也
。 ”
���十三经注疏

·

礼记注疏���在此
， “
天

”
和

“
命

”

并不完全是封建和迷信的东西
，

而是
“
自然

”
的东西

。

这种思想得到了国外人权思想家的认同
。

近代德国

哲学家黑格尔在 《历史哲学 》一书中就说
�“
在中国的

‘
天

’ ，

其意义无非是
‘
自然而已

’ 。 ” ��〕

在传统上
，

人们对儒家天命的解释
，

强调了其消

极的方面
，

认为它是封建的东西
，

而忽视了其积极的

含意
。

关于其积极的含义
，《中庸 》在论述至诚才能尽

性时说
�“
惟天下至诚能尽其性

，

能尽其性
，
则能尽人

之性
，

能尽人之性
，

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
，

可以

赞天地之化育
，

则可 以与天地参也 �
’，��〕这段论述对

揭示
“
人性

”
与自然规律的关系

，

是非常精彩的
。

孟子明确承认人具自然属性
。

他说
�“ 口之以味

也
，

目之于色也
，

耳之于声也
，

鼻之于臭也
，
四肢之于

安佚也
，

性也
。 ” 《荀子

·

解蔽 》中
，

荀子也认为
� “
性

者
，

天之就也
。 ”

儒家在谈
“
饮食男女

”
时

，

要求尊重人们的这种

天性和需要
，

这就更能说明儒家具有天赋权利的思

想了
。 《礼记

·

礼运 》篇说
�“
饮食

、

男女
，

人之大欲存

焉
。 ”
告子认为

“
食色

，

性也
。 ”
明儒焦循在 《孟子正义 》

中对此作了阐述
，

他说
�“
性无他

，

食色而已
，

饮食男

女
，
人与物同之

。 ”
他还说

�“
人之性受于天

，
目能视则

为 色
，

耳 能 听 则 为声
，
口 能 食则 为 味

” ，

是
“
天 赋

也
” ��〕 。

第四
，

人民有经济权利
。

儒家人权思想重视人民的经济权利
。

孟子提出

了
“
恒产论

” ，

即
“
制民之产

”
论

。

所谓
“
恒产

” ，

是指要

满足民众维持基本生存和生活所需的固定财产
。

在

上缴国家的赋税之后
，

人 民能
“
仰足以事父母

，

俯足

以畜妻子
，

乐岁终身饱
，

凶年免于死亡
” ���孟子

·

梁

，
��

�

惠王上 》�。

为达到
“
恒产

”
的目标

，

孟子主张
“
耕者

”
应

有
“
百亩之田

” ，

只有耕者有其 田
，

人民才不会背井离

乡
，

转乎沟壑
。

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
，

是孟子的一贯思想
。

他关

于满足人民物质需要的言论很多
，

例如他说
�“
禹思

天下有溺者
，

由己溺之 �极思天下有饥者
，

由己饥之
，

是以如是其急也
。 ” ���孟子

�

离娄下 》�

第五
，

儒家主张人民有受教育的权利
。

儒家强调首先要使人民
“
富之

” ，

然后
“
教之

” 。

孔

子还主张
“
有教无类

” 。

孺家文化的人权思想是十分丰富的
。

但是应该

指出
，

儒家的人权思想是在封建社会产生的
，

带有浓

厚的封建色彩
。

在儒家的人权思想中
，

普通人民则只

能在服从封建伦常的条件下
，

才能享有一定的权利
。

而且这些权利能否得到实现
，

要依靠明君和
“
仁政

” �

因此在弘扬儒家人权思想的同时
，

也要看到孺家人

权思想的这些局限性
。

二
、

偏家人权思想的特点

儒家人权思想具有不同于西方人权思想的特

点
。

孺家人权思想是一种伦理型人权思想
，
而西方人

权思想是一种智利型人权思想
。

伦理型人权思想从

道德原则来论述人权问题
，

并试图依靠道德的力量

实现人权
。

而智利型人权思想则从 自然法角度提出

人权问题
，

它要求通过斗争来争取人权
。

前者重人

文
，
不重天文

，
强调道德

，

而轻功利 �后者则更重天

文
，

讲功利
。

西方国家的人权思想家虽然主张通过斗争来争

取人权
，

但是西方国家近代人权思想在其酝酿和形

成时
，

也是从谈论道德问题开始的
。

西方著名思想家

和人权学者雨果
·

格老秀斯认为
， “
权利是一种道德

性质
” 。

他声明
，

这些权利包括
“
我们对 自己的权利

” ，

即
“
自由权

” ，
以及

“
我们对他人的权利

” ，

包括
“
财产

权
”
等

。

苏格兰启蒙主义者
、

人权学者弗朗西斯
·

哈奇

森和大卫
�

休漠也是从道德问题而不是从理性问题

开始论述人权问题的
。

在论证人权问题时
，

大卫
·

休

漠向哈其森请教道德问题
。

休漠用
“
人性

”
一词来指

人权
，

并在其人权名著《人性论 》中
，

用人性反复论证

了道德和理性
、

事实和价值等人权中的基本问题
。

他认为人性关系到人权的标准
。

由于人性并不

完全是理性的
，

有时是非理性的
，

因此评价人性的好

恶
，

有时不能只根据事实
，

而应当根据道德或价值来

判断
。

在这里他论及了人权的道德属性
。

大卫
·

休漠举例说
，

一个饥饿的小孩要吃东西
，

一个受伤极度痛苦的人发出呻吟
，
这都是事实

。

但是

要评价这两个事实是好是坏
，

那就要按照一定的道



德标准来分析
。

���

因此无论儒家文化还是西方文化
，

其人权观都

涉及道德问题
。

不过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

展
，

西方人权思想很快沿功利主义的方向发展
，

更多

地强调通过法制来保障人权
，

而由于中国的封建主

义长期存在
，

儒家人权观就仍然长期停留在道德和

伦理的范畴之内
，

发展比较缓慢
。

儒家人权思想的道德属性的特点
，

使儒家要依

靠
“
善

”
来实现其人权理想

。

儒家认为道德力量的来

源是
“
善

” ，

只有
“
善

” ，

才能
“
仁

” ，

人民才可能得到权

利
。

�《孟子
·

梁惠王上 》�孔子提倡人性善
，

他以
“
性

相近
”
与

“
习相远

”
这几个字来阐述人性的特点

，

并指

出
“
人之生也直

” 。

所谓
“
直

” ，

即
“
善

”
之意

。

后来孟子

明确提出了
“
人性善

”
的理论

。

虽然荀子主张
“
人性

恶
” ，

但是他主张克服
“
恶

” ，

使之
“
弃恶从善

”
���荀子

·

修身���
。

儒家人权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是强调人权的社会

和集体属性
，

重视人民的社会
、

经济和文化权利
。

儒

家人权的社会和集体主义的属性
，

使儒家既重视个

人的政治权利
，

更重视个人的经济
、

社会和文化权

利
。

儒家强调的人
，

不仅是个人
，

而且是社会和集体

的人
。

儒家
“
仁爱

”
的对象

，

是天下苍生 �“ 至诚
”
的目

的
，

是取信于全体人民
。

因此儒家的人权思想反映的

理念
，

更适合人类社会的需要
。

《易经 》说
� “
观乎天文

，

以察时变
，

观乎人文
，
以

化成天下
。 ’，��〕 ‘��，，

儒家强调
“
人文

”
的出发点是

“
以化

成天下
” ，

是为了社会和国家全体人民
。

这充分说明
，

在儒家的人权思想中
，

社会和集体的权利是很重要

的
。 “
公家之利

，

知无不为
”
���左传

·

嘻公九年���是儒

家的美德
。 “
公家

”
指人民的公共权利

，

包括国政
、

公

事
、

公利等 �只要是
“
公家

”
的事

，

就要
“
知无不为

” ，

反

对
“
以私害公

”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人权时
，

指出人类需要

的是社会的人权
，

他们说
�“
人权是社会的

。

人有三种

基本需要
�

即物质生活的需要
，

如需要食物
、

住房
、

穿

衣
、

休息和新鲜空气等
。

由于人不是动物
，
所以又有

自治和自由的需要
。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

有的人的基

本需要难于得到满足
，

因此就需要平等
。 ”
���对儒家

人权思想的社会和集体的性质
，

应当加以肯定
。

儒家人权思想的向
“
善

”
和服务社会和集体的精

神
，

在中国深人人心
，

成为中国社会人伦道德之一部

分
。

千百年来
，

这种精神使中国人关心社会和集体
、

关心人民的疾苦
、 “
大公无私

”
和

“
先天下之优而优

，

后天下之乐而乐
” ，

鼓舞着中国的先进思想家们
，

进

行改革和革命
。

孙中山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思想
，

在

旧民主主义革命中
，

提出了充满人权思想的三民主

义思想
。

因此儒家人权思想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历

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

三
、

儒家人权思想对近代西方思想发展的影响

儒家人权思想对近代西方思想的影响
，

主要是

伦理道德
、 “
仁政

” 、 “
德治

”
和

“
平等

”
思想的影响

。

法国传教士曾德昭在 《中华大帝国志 》中具体介

绍了儒家的道德观
，

儒家的道德
、

仁
、

义
、

礼
、

智
、

信等

人伦原则以及儒家的
“
天

、

地
、

人
”
的统一

、

天人合一
、

人天相通的思想受到他的高度赞扬
。

他要求西方学

习在儒家思想基础上产生的中国
“
圣人政府

’
���〕 。

李明在 ��中 国现状新态 》 ��������� ��������

��� �������������� �� �����
，
� ����

，
����一 ����

，
�

���
�

�中
，

赞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一种
“
民主政

治
” ，

把孔子称为
“
远东之第一圣人

” 。

在耶酥会所编的 《耶酥会书简集 》�����������

������� � ’
��������� �� ���������

，
�

�

�����
，
����一

�����中
，

有 �� 封讨论中国儒家思想的信
。

这 �� 封

信涉及的内容很多
，

包括了儒家所有的基本观点
，

给

欧洲的影响很大
，
以至 日本学者后藤末雄说这 �� 封

信
“
给 欧 洲 的 影 响 几 乎 出 乎 我 们 的 想 象 之

外
” �，�‘��卜

�“ ，。

法国教授普庐开所著《儒教大观 》�����年巴黎

版�
，

强调了儒家的
“
德治

”
和

“
仁政

”
的思想

。

著名学

者 波提埃在 《东方圣经 》中则说
� “
便是最前进的理

论
，

也没有孟子
‘
民为贵

，

社租次之
，

君 为轻
’
更激

进
。 ” �‘��

法国启蒙主义者伏尔泰对孔子十分崇拜
，

在 自

己的家里挂有孔子的画像
，

朝夕礼拜
，

视孔子
“
为真

理的解释者
” 。

伏尔泰认为
“
孔子的道德和治国学说

，

在中国已经臻于完美
，

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
” �� ‘ 〕 。

伏尔泰特别欣赏儒家的道德观中的
“
己所不欲

，

勿施

于人
”
的尊重他人人格的思想

，

并对孔子的
“
仁义

”
观

给以高度的评价
。

他说
�“
西方民族

，

无论什么格言
，

什么教理
，

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
。

孔子常说仁

义
，

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
，

地球上就不会有战争

了
。 ’，
川����“ ，

伏尔泰在其名著 《 自然法则 》 ，

要求用儒

家的道德来挽救欧洲的时弊
。

伏尔泰认为中国的政

治观念有两个优点
。

第一是人民信赖官吏
，

人民将君

主或官吏看成家长一般
，

给他尽力
。

第二是政府当局

注意人民的福利
，

以增进人民福利为第一要务
。

所以

皇帝与官厅常常要修理道路
，

开凿运河
，

保护学术与

工业的地位
。

因此人民亦不 自觉表示敬意
，

养成了服

从的美德
。

而这种顺从
，

非从专制而来
。

他认为中国

的政治制度有许多优点
，

中国的行政组织各部分互

相联络
，

官吏均须经几次严格考试才能任职
。

皇帝虽

然高高在上
，

亦不便擅行专制 �加之中国设有谏议制
·
��

·



度
，

本不能以专制国家称之
。

他说
�“
人类智慧不能想

出比中国政治更要优良的政治组织
” ， “
中国的法律

，

更充满
‘

仁爱 ” ， 。

他的结论是
“
只有中国是世界中最

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
” �，〕‘���‘ ’ 。

卢梭认 为儒家可贵之处是用
“
理性

”
反对

“
神

性
” 。

孟德斯鸡虽然并不认为儒家学说是 民主思想
，

而是专制思想
。

但是他通过批判儒家的封建主义思

想
，

来丰富他的民主和法制思想
。

这也可以看成是儒

家学说从反面启发了孟德斯鸡
，
从而对法国启蒙主

义的形成产生了贡献
。

启蒙主义的其它代表人物则

大都高度赞扬儒家的理性
、

人伦和道德思想
。

其中百

科全书派表现最为突出
。

霍尔巴赫在 ����年出版的 《社会之体系 》中
，

高

度赞扬中国的政治与道德原理
。

他说
�“
中国可算世

界上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
。 ”
他

认为这种道德政治的完全实现
，

不是世袭的君主政

治
，

而是尧舜的理想政治
。

他公然宣称
�“
欧洲政府非

学中国不可
。 ’，�� ’ 〕

迪德罗赞美儒家
，

他认为孔子教义以保存和补

充
“
天赋的理性

”
为特质

，
以

“
德治

”
为手段

，

来达到两

个 目的
�

第一
，

判别善恶与真伪
�
第二

，

修身
、

齐家
、

治

国
、

平天下
。

他强调
，

只需以儒家的
“
理性

”
或

“
德治

”

来进行指导
，

便可以治国平天下
。

��� ‘��，，’

巴夫尔在 《一个哲学家的旅行 》中说
�“
若是中国

的法律变成各民族的法律
，

地球上就成为光辉灿烂

的世界
。 ” �，〕‘�，，，，

重农学派的魁奈受儒家人权思想的影响就更

大
。

魁奈 ����年发表了划时代的启蒙主义代表作

《经济图表 》 。

但是其《经济图表 》的构成
，

完全模仿中

国古代
“
伏曦之六十四卦

”
的体例

，

其《格言 》篇的写

作
，

借用了孔子 《论语 》的写作方法
，

用提问的形式
，

向法国各州各城市发出关于经济情况的询问
，

然后

再表达 自己的观点
。

魁奈的大弟子密拉勃在魁奈去

世时发表的哀词中
，
更认为魁奈的《经济图表 》完全

是继承孔子的学说
，

特别是来 自孔子的
“
非礼勿

”
的

思想
。

中国儒家的道德人权学说对德国人权哲学也发

生了极大影响
。

歌德读过大量的中国书籍
，

他指出
，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是一致的
。

他特别欣赏儒家

的平等思想
。

他说
，

中国有王族
、

官吏
、

儒者等统治阶

级与士
、

农
、

工
、

商等被统治阶级
，

但是没有世袭贵族

的存在
。

最高位大臣的子弟如果没有才能
，
也只得列

人平民地位
。

政府要设立学校来教化人民
，

这是中国

政治制度的基础
， “
除中国外

，

任何国家都不知道有

此设施之必要
” 。

在其名著 《浮士德 》中
，

他试图体现
。

��
�

儒家
“
在一切事情中的严肃和节制

”
和讲

“
仁义道德

”

的思想
。

黑格尔对儒家思想也很推崇
。

他在《历史哲学 》

中认为中国没有等级
，

是一个平等的社会
。

他说
�“
除

却皇帝的尊严以外
，

中国臣民可以说没有等级
、

没有

贵族 �惟有皇室诸子和公卿儿孙享有一种特权
。

但这

个与其说是由于门阀
，

无宁谓为地位的关系使然
�

其

余则人人平等
。

而惟有才能胜任者德为行政官吏
。

因

此国家公职皆由最有才智与学问的人充当
。 ”
他的结

论是
�“
因此他国每以中国为一种理想的标准

，

便是

我们也可以拿来做模范的
。 ，，�，〕‘�，” ‘，

儒家思想不仅影响了欧洲的哲学家和政治家
，

还直接影响到欧洲的君主们
。

伏尔泰到欧洲各国去

游说君主们
，

要他们学习中国的君主
，

实行开明君主

制
。

他认为儒家学说的核心是
“
仁君

” 、 “
仁政

”
和

“
德

治
” ，

他要求欧洲君主学习中国的君主
，

实行开明君

主制
。

法王路易十四
、

普鲁士国王排特烈大帝
、

俄国

女皇凯瑟琳二世
、

奥地利女特丽萨等人都在不同程

度上
，

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这些观点的影响
。

例如法

王路易十五在 ����年模仿中国习惯
，

举行了
“
籍田

”

的仪式
。

普卢士国王胖特烈大帝则被认为是儒家的

信徒
，

他决心实行中国式的开明君主制
。

�������‘ ，

欧洲学者对儒家学说的了解并不深刻
，

在许多

问题上是从表面现象看问题
，

有的地方还有谬误之

处
。

例如伏尔泰认为
“
中国设有谏议制度

，

本不能以

专制国家称之
” ，

这种看法无疑是错误的
。

卢梭
、

孟德

斯鸡
、

迪德罗
、

魁奈
、

哥德
、

黑格尔等人对儒家文化和

人权思想的理解
，

也有不准确或有错误的地方
，

但是

他们用 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儒家人权思想
，

并以之作

为武器
，

反对欧洲的神权和封建主义
。

通过这种方

式
，

儒家人权思想对法国启蒙主义运动的深人发展

和欧洲人权思想的发展
，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正因为如此
，

英国历史学家赖赫准恩称 �� 世纪

是欧洲文化受儒家文化洗礼的时代
，

而孔子为欧洲

启蒙运动之
“
守护尊者

，，�，�〕 。

中英文化的友好使者李约瑟博士曾在 ����年

�月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讲演
，

题为
“
中国文明

” 。

在这

篇文章中
，

他说
�“
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

朔源于中国之事实
，

余极感欣作
。 ……十七世纪中叶

耶酥会教友
，

群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文
，

中国儒家人性

本善之哲学乃得输人欧洲
。

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

哲学家
，

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

河者
，
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

，

而曾三复致意焉
。 ”

他特别强调说
�“
吾人对于社会进步之理想…，’’ 吾人

固曾自中国获得也
’，��习 。

季羡林直接称法国启蒙运

动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间接影响
。

他说虽然中国思想



的影响只是引起法国 ����年革命的外因
，

但是法国
“
受了中国无神论

、

唯物主义
、

自然主义影响的百科

全书派
，

结果竟能应用中国思想以打倒路易王朝
，

发

起法国大革命
。 �〔。 〕 、���

四
、

结论

儒家人权思想诞生在封建社会
，

不可避免地打

上了阶级和时代的烙印
，

其中有不少的封建糟粕
，

例

如儒家把人权的实现寄托在
“
道德

”
的力量上

，

依靠
“
仁君

” ，
而不是寄托在制度改革的基础上

，

这就使儒

家人权的实现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

儒家希望靠
“
仁政

”
和

“
德治

”
来实现人的权利

，

是一种消极被动

的人权思想
。

但是儒家人权思想中却含有积极进步的因素
。

儒家的人权思想既包括了个人的人权
，
更包括 了社

会和集体的人权
。

儒家重视人民的个人意志独立和

人格尊严权
、

尊重个人言论 自由权
、

主张人民有天赋

的自然权利以及要求满足人民的经济权利和受教育

的权利
。

这些思想都是积极和进步的思想
。

儒家更

重视在处理人际关系时
，

以
“
和为贵

” 。

在
“
和为贵

”
的

原则下
，

人权就可以得到尊重
。

儒家人权思想是中华 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

对

中国人权思想的形成有巨大影响
。

儒家的人权思想

在 �� 世纪传人欧洲后
，

启发了欧洲启蒙主义人权思

想家
，

成为近代欧洲人权思想的一个来源
。

在现代社会
�

儒家的人权思想曾一度受到忽视
。

在 �� 世纪初年
，

有 的人还认 为儒家没有人权思

想
。

����但是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
，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重新认识儒家的人权思想
。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

政治稳定
，
经济腾飞

，
日益强大

。

西方学者认为
，

中国

经济的快速增长
，

正如华人文化圈的其它国家
，

如新

加坡
、

韩国等亚洲
“
小龙

”
的经济起飞

，

与西方的文化

和人权无关
，

是中国自己的价值观在起作用
。

他们所

指的价值观
，

就是儒家的集体主义的人权观
。 � “ 〕

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也强调儒家人权思想的价

值
，

提倡学习儒家文化
，
����年 �月

，

诺贝尔奖金评

审委员会在颁奖大会上宣布
�“
如果人类要在 �� 世

纪生存下去
，

必须 回 头 ��。 。 年
，

去吸取孔子 的智

慧
。 ’，��，〕目前人类社会还存在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

儒

家强调的社会和集体的人权
，

是现阶段人类需要的
，

正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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