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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出“民权学子”的书，是藏了许久的心愿。
临到付梓，却犹豫起来。
连这篇序文，也似乎有些难以着墨。
环顾我们居住的社会，可以说，在这个称作21世纪的纪元伊始，中国已悄然步入权利的时代。
记得美国有位学者写过一本书，叫《权利的时代》，阐述的大体都是些西方的权利标本，谓之为“时
代”，体现了被视为先进文明典范的欧美传统对非欧美传统发出的某种文化召唤。
十多年前，我和学友们也出过一本书，叫《走向权利的时代》。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蹲下身子，怀抱理想主义的虔诚与苦痛，细心观察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民权
利，但我们脑子里想象的权利时代，却还是西方的模子。
这样一来，我们描述中国公民权利生长的学术努力，就成了对西方模子在中国境域里运用、解释或变
异的样本的寻觅。
我们试图缓解民众权利苦难的政治心愿，也容易被当作对西方某种时代召唤的响应。
现在，我们真的步入了一个可以称作“权利时代”的社会。
可是，还来不及踌躇满志，便发觉，中国社会里实际发生的情形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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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个权利的时代。
人权是时代的普遍观念，是惟一被共同接受的道德与政治语言。
然而，人权话语的盛行并没有能够有效兑现呵护人的尊严的承诺，在人世间实现正义。
通过追溯人权史，《人权论证范式的变革——从主体性到关系性》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人权
理论都是从主体性哲学出发的，从而都属于主体性人权论证理论。
在后形而上学的多元化时代，要指望通过人权有效保障人的尊严，建立和谐秩序，须实现人权论证范
式由主体性到关系性的转向。
归根到底，人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人权则是一种人际社会关系中的要求。
人权表达的就是如何通过主体间的规范共识，保障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与自由，实现美好生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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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海良，江苏丹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员。
2000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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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为人权与宪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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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一个权利的时代。
人权是时代最强的政治音符，最引人注目的世界性语言，是唯一得到普遍接受的政治与道德观念。
它往往被视为个性解放的护身符，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
自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发布以来，人权是无数国际条约、区域性公约的主题，更被几乎所
有国家写入宪法，奉为神圣。
同时，人权又是时代无数争端的焦点，是最被滥用的概念之一。
如何从理论上厘清人权概念引起的是是非非，向来是学术追逐的主题。
作为普适性话语，人权负载了太多的内涵，它如一枚棱镜，折射出的是包含历史与现实、国家与个人
、道德与伦理等诸多层面的光谱，并因之成为问题丛生的源泉。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人权作为一原生性的概念不可解，也并非意味着人权的论证必然流于空泛。
事实上，尽管真理并非越辩越明，对人权的不同立场与理解也并非定然能够归于消解，但它至少可以
通过理解，达成抱有距离的和解。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权论证范式的变革>>

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博士论文原名《人权论证理论——从主体性到相互性》，现改为《人权论证范式的变革——从主体性
到关系性》。
之所以把原来的“相互性”改为“关系性”，主要考虑到这样的更改可以更加恰当地表达人权论证范
式转向的内在脉络，更加贴切地传递人权论证转向的时代意义。
“相互性”源于对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这个术语的思考。
尽管这个术语如今已日益为学界认同并使用，但“主体间性”这种汉语表达确有可商榷之处。
俞吾金先生就专门撰文表达过对该术语的不满。
“相互性”这种表达方式尽管汲取了“主体间性”承载的人际关系性的内涵，但它并不是一个专门的
学术词汇。
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遮蔽了对人权论证基础进行探寻的视线。
之所以不换回“主体间性”这个表达，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它难以摆脱掉西方文化从个体本位出发来
论证人权的论调。
从存有论基础来看，与“主体性”相对应的是“关系性”，代表了人权生成的不同语法和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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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权论证范式的变革:从主体性到关系性》：《民权学子文丛》。
权利时代是青年的时代。
唯有青年，才是新时代最好的阐释者、言说者、呐喊者和批判者。
《民权学子文丛》专为研究民权的青年学子设立，已被列入“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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