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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人权受到空前尊重的世纪。
人活到这个世界上，都希望自己活得好，都有自己的种种需求，都期盼过着越来越幸福的生活。
在人类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人的各种利益，就具体表现为人权。
依据“以人为本”的理念，人的价值高于一切。
社会上的各种主义、政策、法律与制度，都是为人而存在，是为人服务的。
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人权受到空前的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和
基本自由是各国政府的首要责任”（《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乃是历史的必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在尊重和保障人权问题上，曾走过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与旧中国相
比，我们曾经取得过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物质与文化基本需求以及实现社会平等诸多方面的骄人成就
，但也经历过种种曲折，甚至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人权遭受肆意践踏的痛苦。
1978年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但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主流舆论仍将人权看做是一个“
资产阶级的口号”。
这种情况直到1991年才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终于被庄严地记载在宪法中。
我们作为60年来中国人权事业曲折历程的见证人和30年来飞速进步的人权保障工作的参与者，对此感
到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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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充分利用大量的史料，对罗隆基的人权理论作出了客观的考察与批评。
作者认为，罗隆基系统构建的人权理论体系，是那个时代的一座丰碑。
罗隆基的人权理论既是他一生全部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一生政治活动的基础。
罗隆基以“人权论战”起家，强烈抨击国民党“党治”下的中国没有人权，幻想对其加以改造，走上
宪政国家道路，为此提出 “第三条路线”等政治主张尽管罗隆基的人权理论有或可商榷之处，但其精
华仍对现代中国具有启迪作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现代人权论战>>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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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梁实秋反复论证，层层陈述思想统一的危害，指出由于思想只对理智和真理负责，因而决定了
思想是不能统一的，而思想自由对人类文明进步所起的作用，又证明思想是不必统一的。
对于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的思想强求统一，势必使政府采取这样一些措施：首先是从教育机关人手
，实施强行灌输，把大多数的人渐渐熏陶成机械式的没有单独思想的庸众，“这样的人容易指挥，适
宜于做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但是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决不能做共和国的公民。
”这种武断的教育，只是一种愚民政策，却不能统一思想。
其次是从宣传方法着手，以空洞的名词不断地映现在民众眼前，使民众感受一种催眠的力量，不知不
觉地形成了支配舆论的势力。
这种方法，只能造成群众的“盲从”，却不能造成思想统一的效果。
最后一种方法是利用政治的或经济的力量来排除异己，使思想不同的人不能得到相当职业，使其非在
思想上投降便不能维持生活，迫于生计，只能在外表上做出思想统一的样子。
这些方法虽能勉强维持暂时的虚假的一致的表象，却不能造成真正的思想统一，压制久了，还“不免
发生许多极端的激烈的反动的势力，足以酿成社会上的大混乱”。
②因此，思想统一运动对社会不仅无益，反而贻害无穷。
梁实秋、罗隆基都认为，思想既不能做到统一，就应该允许人们有表现思想的自由，政府就应对言论
出版自由予以充分的保障。
为此，罗隆基强调民治既然是一种“人人有份的政治”，就应允许人民对国家、政治问题有充分而自
由的讨论，以三民主义来统一思想的党化教育，虽然公开演讲的是三民主义，暗中宣传的却是共产主
义，“实际所摧残的是三民共产以外，学术上一切的真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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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人权论战:罗隆基人权理论构建》为人权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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