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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集中、最全面、最深刻的展示，一度曾左右了舆
论界的走向。
但自由主义在中国“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再加上“时运不济，生不逢时”，虽然声势浩大，却昙
花一现。
但思想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以此来判断真理与谬误。
历史没有选择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其所有主张都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
思想史上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认识，要隔相当一段历史岁月才会看得更清。
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潮，也许我们能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它作出更加
客观公正的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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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建华（1965—），黑龙江肇东人，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黑龙江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外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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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 经济自由是人权不可或缺的内容 人权保障范围的日趋扩大，是人类文明的体现，“固足
见现代政治思想之进步倾向，然最重要者独在狭义之基本权利，而其中犹以身体自由、言论著作出版
自由，及结社集会自由为基本中之尤基本者，首须保障”。
但仅有上述自由权利是不够的，因为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人权的解决首先要解决人的生存问题，而
任何生存问题的解决都不能离开经济自由的保障。
 应该说，即使是在许多现代民主国家，人民的经济自由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连英国坚定的
自由主义者阿巴拉斯特都不得不承认：“旧的公民自由和社会秩序并无助于人民群众。
财富的增加并没有救济他们的欲望。
知识的进步将他们置于卑贱的无知状态⋯⋯对于穷人来说，最好的事情是不要出生，次好的事情是早
亡，生活在悲惨、罪与罚之中使他们遭受困难⋯⋯对于劳苦大众来说，自由不是幸福。
”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就是主权在民，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应该用自己所有的国家主权，来确定
人民经济生活的基本权利，并由国家主权来给以保障”。
 在保障人民在政治方面权利的同时，还要保障人民在经济方面的权利。
没有经济上权利的保障的人权是不全面的，甚至是空洞的人权，这就需要： 首先，要确定人民基本经
济权利的限度。
 人民基本的经济权利为衣食住行的需要程度。
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在经济史上，是个后进国家，所以在有货币与机器的情形下，在国家主权对国民经
济的规范与运用没有达到宪政时期之前，似乎仍然是患不均，也患贫，“所以我主张确定人民应有的
基本经济权利的度量分界，仅仅定为需要级，这个需要级的基本权利，是以建国大纲第二条为内容的
，并不是要回到钱币发生以前的历史上面的人类需要的生活”。
而且此种生活的基本需要是每一个人民的权利，给它定名为“人民底经济的基本权利”，也可称为“
人民的最小的经济权利”，但不是最大的经济权利。
 其次，国家要破除影响人民经济权利的因素，承担起对人民经济权利保障的职能。
 理论与现实总是存在着很大差距的，虽然没有任何人或团体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人民享有基本的经济
生活权利的经济活动，但实际上“不论其为官僚集团，财团法人，企业或团体，或个人，都是凭借他
们的私有经济手段的活动的自由权利，来剥夺赤手空拳人民凭借他的肢体脑力以求享有他的基本经济
权利的事实，以至使多数人民衣食住行都发生问题，使他们的身体与意志不能够自由，使他们不能享
有其他的政治上权利”。
但奇怪的是， “此种凭借经济手段以剥夺人民基本经济权利的人的财产的运用的最大的自由权利，都
受保护私有法律的保障，而凭借其脑力与肢体以服务社会，以求享有最小的基本的经济生活权利的人
民，倒没有确实的保障。
这种国民经济的现象，仍然是革命以前现象的延续。
这是三民主义和国父遗教所不容许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94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

编辑推荐

《194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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