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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分别探讨了中国是否具有独具特色的权利思想，以及具有不同文化背
景和价值观念的中西方进行权利对话是否可能的问题。
本书结合宋明以来中国儒家思想与19世纪后中国权利概念和权利话语的发展历程，以大量的思想史材
料证明，中国始终存在一种与自身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并且基于自身需要而产生的独特权利话语，但
这种特色并不会也不应妨碍中国与西方在权利话语方面进行密切交流和对话。
本书认为，跨文化的权利话语对话是一个动态和复杂的过程，只有具有各自独特权利话语的中西方国
家都对此持开放态度，权利对话才能成为跨越彼此观念隔阂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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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安靖如(Stephen C.Angle) 译者：黄金荣 黄斌 丛书主编：万俊人安靖如(Stephen C. Angle)，
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系博士，现为美国维思里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
2006-2007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富布赖特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儒家伦理和政治哲学、德性伦理学、宋明理学、现代中国政治哲学以及比较哲学方
法论等。
著有《人权与中国思想》、《中国人权读本》、《圣境：宋明理学的当代意义》及二十余篇学术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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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就杜威所设定之目标的渊源或正当性方面而言，读过杜威演讲的现代读者很可能会发现其相
当让人难以捉摸。
例如，他说道，他的社会哲学要优于以前的社会哲学，因为它“使人们对冲突的各种目标进行不带感
情色彩的理性讨论成为可能，并且使人们有可能对其对整个社会结构可能带来的益处进行评估”。
这是一个标准（尽管较为模糊），不过他却很少谈及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它，除了宣称它是一种将为具
体问题带来具体解决办法的方法。
然而，即便他是正确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认为，其理论能引导我们得出的解决办法肯定是正确的呢
？
同样，在另一次演讲中，他一开始就说，习惯、习俗和社会制度的“最终标准”一般都是要看“它们
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共同生活的发展和实质性改善”。
这是一个相当清晰的标准，但同样，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接受它呢？
在随后的一些段落中，杜威说道：“在这些方面（正如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我们期望的社会是一
个有最大自由交换和交流机会的社会”。
但“我们”是谁呢？
我并不想说，杜威的文章没有暗示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说出他的回答之前，我想先考虑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尽管是错误的）可能回答。
或许杜威之所以极端重视“共同生活的改善”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实现基本的人权。
他主要是在讨论社会改革需要经过的阶段时提到了人权。
一个社会开始会默认现状，接着，随着社会改变，这种现状就会受到挑战，最终改革会取得“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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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将中国人权思想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安靖如结合哲学和历史的方法，在有关中国权利话语发展及其与西方权利思想的交流方面提出了一种
崭新的观点。
他论证了权利思想的动态性和多层次性，超越了那种认为东西方只是进行了简单对抗的观点，从而为
东西方的对话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黎安友（Andrew J.Nathan）哥伦比亚大学本书在有关中国人的思想、儒家思想与人权关系的
研究上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
本书非常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中国存在一种丰富、复杂、持续的权利思想，并将中国古典时期的思想与
现代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它也表明，中国人的权利思想并不只是对西方思想的一种不成功的复制，它是随着中国人关注重心和
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陈祖为（Joseph Chan）香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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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权与中国思想:一种跨文化的探索》为政治哲学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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