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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法学研究尤其是法理学研究是围绕着权利问题而展开的。
权利对我来说是既通俗又神秘。
自打进入法学的殿堂，“法学之难者，莫过于权利也”（庞德语）一直激励着我前行。
  　对法理学的研究者而言，思考问题的形式尽管是纯理论的哲理分析，但其内容与实际联系很紧密
。
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判断问题时，权利始终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思考都表现为
以权利为主线索的不断追问。
例如，（1）对立法模式的思考。
中国社会处于急速转型的阶段，社会的变迁打破了传统社会简单的一元化、纵向、等级型的利益格局
，利益冲突和纠纷不断聚集和明显，能否根据市场规律和利益多元化的特征制定出良好的法律，是社
会获得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障，那么立法的内容、立法的形式、立法机制与权利之间具有什么联系、
怎样使权利得以确认而表达出来？
（2）对法治建设的思考。
法治模式和发展道路是多元化的，这是由民族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但不同的文化传统对法治的作用并不具有同质性。
我们传统的等级文化不利于权利观念的生成和发展，所以不适宜现代法律发展的需要。
相反，西方传统中的契约文化，催生了权利观念，使西方很早就形成了权利体系。
从权利观念和文化中找出与法治建设的内在联系，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
（3）对和谐社会的思考。
“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历朝的执政者大多注重社会的和谐建设。
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和谐。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社会诸多方面的矛盾，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如，贫富差距拉大、干群矛盾增多
、解纷机制不畅、人与自然不和谐。
如何解决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呢？
传统社会中的和谐注重的是结果，现代社会中的和谐注重的不仅是结果，更要注重过程，最能代表过
程的是权利的设定和行使。
（4）对新奇事件的思考。
实际生活中的很多矛盾和利益冲突，会引发很多新型奇特的事件。
例如，单身女子的生育问题、艾滋病人的结婚问题、死刑犯的结婚问题、近亲结婚问题、大学生结婚
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信仰问题、卖淫问题，等等。
实际生活中的很多现象和行为，如果单从控制角度是很难加以彻底解决的，单从问题本身角度也是很
难加以评价的，只有从事件背后所蕴涵的权利文化和权利制度人手，才能彻底地、有说服力地作出评
价和进行切实有效的解决。
    对上述诸多问题的思考，要能找出具有普遍性的分析路径、给出具有普遍性的答案，目光自然聚焦
在权利的基础之上。
学术界对权利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论述颇多。
而对权利的伦理基础研究非常少见。
所以，选择伦理基础来对权利进行深度的分析和高度的综合，自然成为本书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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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权利问题研究与伦理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应归功于“权利
问题研究”。
权利问题研究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
其所涉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权利与法律、权利与法治、权利与法学、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力、权利
与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与文化、权利的概念、权利的历史、权利与社会生活等。
研究的中心是法的范畴和法的本位问题。
以什么为“本位”，这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为法理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这个问题是1988年6月在吉林长春召开的“关于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上最早被提出来的。
当时，吉林大学法学院张光博、张文显两教授领头提出了“权利义务是法的核心范畴”、“倡导以权
利义务为法的基本范畴，重构法学理论”。
会上提出了“法要以权利为本位”的观点。
随后，在《政治与法律》等法学期刊上陆续对此问题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一些不同观点的文章。
1989年，张光博、张文显两教授在《求是》上联合发表了《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范畴重构法学理论》
一文，文中指出“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发达的现代社会，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认为我国改革开放
后的法制结构，也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新结构”取代过去以义务为本位和以刑为主的旧结构。
其后，张光博教授在《论法制模式的转换——建立民主——商品经济的法制模式》一文中指出：“概
言之，法律规范结构体系的调整，要遵循以易官权（权力）为本位为以民权（权利）为本位，以易义
务为本位为以权利为本位的精神。
”主张“权利是法的本位”的学术观点曾遭到了某些非学术上因素的干扰，有的学者撰文将“权利是
法的本位”的学术观点与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严重地影响了法理学界对此问题进
行继续深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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