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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的尊严》

内容概要

日前，著名宪法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最新力作《为了人的尊严：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批判》一书
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新书倾注作者十年心血，是作者长期思考的结晶，主题是探讨
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人格尊严的思想脉络。该书的出版将为读者重新认识和解读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提供
全新的思维视角。
作者张千帆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担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
中心常务副主任等职。他还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曾任《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主编，主要研究中外宪政，并在相关领域出版专著和主编教材20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评论240多篇
。
新书内容主要是作者在美国期间发表的文章结集，最早的一篇文章发表于2000年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
授主编的英文版《中国哲学杂志》。新书重在探讨中国古典哲学传统中的人格尊严思想，并以此为核
心构建新的道德与政治理论。新书阐发了儒家道德思想的内在精髓，批判了儒家政治传统的先天不足
，论证了礼治与宪政在形式上的共通之处，梳理并评价了墨家与道家思想对尊严理念的独到贡献。作
为新的话语体系核心，尊严理念不仅是建构中国宪政大厦的起点，也是沟通中国与世界文明的桥梁。
作者认为，中国古典哲学的共同主线是人格尊严这一永恒理念。通过展开讨论儒家、墨家、道家不同
学派的诸多差异，得出三个思想流派只是体现了一个共同道德原则的不同方面的结论，那就是人是作
为目的的自身，而不是仅仅作为其他目的的手段。这种内含人格尊严的道德愿景只有通过适当的社会
和政治制度才能得以实践。
新书的现实意义在于：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衡量每一个政治体制和社会行为的合法性依据，也是重
构之后的中国古典哲学流派所共同接受的宪政原则。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写作，曾经得到张岱
年先生生前的指点与肯定。
阅读此书，反思社会与自我：和古代人相比，我们活的有尊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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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千帆，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曾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大学法律评论》主编，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宪法
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以及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外宪政，并在相关领
域出版专著和主编教材二十余部，发表论文一百一十余篇、评论二百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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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认真对待尊严　一、从权利到尊严　二、本书结构　三、致谢第一章  重构儒学——以人格尊严
理念为中心　一、引言　二、西方人格尊严理论概述　三、儒家尊严观    (一)儒家君子人格所体现的
尊严    (二)人格尊严的规范：个人修身和普世尊重    (三)“耻感文化”的尊严感　四、人格尊严的双重
意蕴——走向更为平衡的权利义务观    (一)西方自由主义中的权利至上主义    (二)儒学嬗变——从普遍
义务到普遍权利?　五、结论第二章  从仁政到宪政——诠释“仁”及其现代含义　一、引言　二、“
仁”的诠释    (一)孔子著述中的“仁”    (二)仁与人性——孟子的道德学说    (三)走向尊严伦理　三、
“仁政”的本质及其局限性    (一)福利社会理想    (二)谴责暴政    (三)理性劝君    (四)回归人性：仁政的
道德基础    (五)孟子政治理论的缺陷　四、苟子的礼治及其局限性    (一)人性及其道德转化    (二)礼的
起源与功能    (三)荀子政治理论的局限性　五、超越仁政    (一)儒家政治传统及其超越    (二)现代含义
第三章  礼、法与和谐——关于德治的功能主义论辩　一、引言　二、法家主义、理性选择及其局限
性　　(一)古典法家主义及其局限性　　(二)“囚徒困境”与国家主义方案的局限性　三、“礼”的
社会功能初探　　(一)德治——“囚徒困境”的儒家解决方案　　(二)君子是如何产生的——人性、
礼和教育　四、五四运动及其超越第四章　在自然法与一般法之间——关于“礼”的宪法学分析　一
、宪法是什么?　二、“礼”的宪法学定性　　(一)“礼”是“更高的法”　　(二)基本价值与规范的
等级秩序　　(三)基本规范的持久性与稳定性　三、“礼”、宪法与社会演变　　(一)“礼”与人治
　　(二)“礼”与平等　　(三)“礼”与社会变革　四、进步与稳定——重新与“五四”对话第五章
　平等与尊严——重读《墨子》　一、引言　二、墨家的理念与挑战　　(一)墨学对儒学的挑战　　(
二)墨学精义——功利主义、兼爱与天志　三、墨学中的平等与自由　　(一)平等　　(二)平民百姓的
中心地位　　(三)有限政府　　(四)墨家和边沁功利主义的区别及共同局限　四、墨家与政治民主　
　(一)墨学与民主　　(二)墨家政治哲学　五、结论——墨学与尊严第六章　道家的自由主义思想及
其局限　一、引言　二、“道”与自由　　(一)和传统道德决裂　　(二)自我作为终极目的　　(三)道
家世界中的人格尊　　(四)通往最小政府之路　　(五)道家思想的局限性　三、卢梭——西方道家?　
　(一)卢梭的自然状态　　(二)启蒙的腐蚀　　(三)走向公民自由　　(四)卢梭理论的局限性　四、超
越卢梭与道家的局限结语　回归人的尊严　一、人格尊严：中国古典哲学的共同主线　二、走向宪政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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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没有谁会否认，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参见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
权利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改革三十年在本质上就是中国人的权利意识逐
步觉醒的过程。作为一个宪法学者，我当然不反对谈论权利；事实上，宪法成天在谈论各式各样的“
权利”。尤其是在中国人的权利保障还很不到位、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仍然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更有
必要大张旗鼓地宣扬人权理念。但是作为一个“中庸”主义者，我自认为任何事情都需要把握一个度
，即便权利也不例外；“权利”谈太多了，也会出问题。在权利保障相对充分的西方世界，片面张扬
权利不仅未必有助于解决问题，而且可能把问题带入僵局乃至死胡同。这是因为“权利”在本质上是
以自我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而权利或利益是带有排他性的；我的权利意味着你的义务，你得到的就是
我失去的，因而个人权利的膨胀难免产生权利和权利（或必要的权力）之间的碰撞，从而产生一系列
似是而非的价值选择难题。其实西方人显然不是我们以往想象的那样纯粹自私自利的动物，基督教等
宗教文化恐怕比世界上任何其他道德教义都更强调人的义务；只是在国家机器面前，为了实现强大公
权和弱小私人之间的平衡，宪法学说才凸显了个人权利的至上地位，但是这套学说是不能拿来到处乱
用的。在面对普通私人的时候，西方人十分注重自己权利的边界，甚至十分崇尚个人对社会的奉献，
十分鄙视那种“一毛不拔”、唯利是图的“小人”品性。不幸的是，有时恰恰是某些中国人给他们留
下了这种丑陋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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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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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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