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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凡作序者，非名重一时的学术泰斗或达官显要，即能堪称皓首穷经的德高望重者。
而此类者我皆不是！
　　《易》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因为人的心理，本就是重远轻近，重高轻低，这也就是所谓的“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道理。
故禅宗古德马祖道一曾经感慨：“学道不还乡，还乡道不香。
”　　正是本就怀有这样的认知，当老友关教授今华先生要求我为他和蓝潮永先生合作的宏著作序之
时，我唯恐逃之不及。
以我一介凡夫俗子，哪有什么资格为两位学者作序。
然关教授就是这样的一股学究气，当如他那执拗的治学精神，不答应他的要求，竟然就跟我急！
在两位学者当中，我认识关教授之矣，故于他多说几句。
　　17年前，今华先生毅然决然地脱下法袍，告别了法官生涯，从而开始一个他所热衷的探求学术的
人生。
谁都没能想到．当年他个人的这一跳槽，竟造就了他日后对我们国家法学研究事业的重大贡献。
二十多年来，关教授在法学理论领域所取得的累累硕果，有目共睹，特别是其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的独到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法学理论的空白，也有力地指导了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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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人权与法治”的专著，书中在重点论述了法治和人权的一些基本问题时，改变以往
教材式的写书思维，采取一般论证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既有一般的理论阐释，又有大量的实证
论述，从而达到理性和感性的有机契合，让读者从不同角度去体悟人权和法治的主题。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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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人权的形态　　它指人权主体所享有的各种正当的抽象和具体的权利种类或状态。
一般指人权概念的外延，具有很大的包容性。
不同国家的法律、人权文件和国际人权约法里，规定的人权形态是不同的。
如果归类，人权的形态有一份长长的清单，这里简要介绍两种方法的分类：　　第一种，按国际人权
法的分类，人权形态可分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
这就是在人权新概念中，人权主体的形态指“在各方面”所享有的正当权利和自由。
之所以强调“正当”一词，是指在一般人的观念和大多数国家看来，人权主体所要求的权利和自由，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条件为人们所认可或确信，符合人的基本价值和人性要求。
如堕胎和同性恋自由，在一些国家是正当的人权，在另外一些国家被视为不合法，难以形成共识，是
有争议的权利或自由。
这些正当权利或自由．既可以是独立的，又可能有互相交叉重复之处。
比如，公民权利里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权利，反之，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利中包含公民个
人的权利。
限于篇幅，不再具体叙述之。
　　第二种，按权利理论进行分类，人权形态可根据不同的理论分为应然权利、实然权利，自然权利
、历史权利，普遍权利、特殊权利，积极权利、消极权利，个人权利、集体权利等各种权利形态。
　　（三）人权的属性　　它指人权所具有的性质、特点。
人权作为一项权利或自由的构成要素，可以由多种权利或自由形态显示其属性，因此人权属性揭示了
人权概念的内涵。
人权概念的发生史告诉我们，人权具有以下几个主要属性：　　（1）人权的第一个属性是对抗权利
或自由。
从人权概念产生的社会历史过程来看，人权是人们反抗政治专制、人身依附、阶级特权、统治压迫、
剥削和宗教精神禁锢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权利，称之反抗权或对抗权。
尽管现在看来，当时的人权作为反抗权利，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和主体的有限性，但是有一点是不
容置疑的，那就是，反抗权反映了弱势方（弱者）享有的本质属性，人权不可能是天生的，是必须争
取才能实际得到的，不论是议会型的和平方式，还是起义型的革命方式，或者是时代进步型的演变方
式，都说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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