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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范畴可以从几个基本概念入手进行规范分析" 公民是宪法上的一般主体$这就意味着$公民

基本文化权利是普遍性权利" 基本权利是居于核心!基础和优先地位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高位阶性!

固有性和不受侵犯性" 文化权利是%年轻&的权利类型$二战后$世界各国对文化权利的性质!内容和重要性等方面的认识才

得以深化和拓展$其核心内容才真正发展为公民基本文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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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或类似的词语越

来越多地出现在公共媒体和学术文献当中$不过$

对公民基本文化权利这一范畴的认识$仍然更多地

停留在对政策文件的解读上$学理上的规范分析是

很欠缺的* 由此导致的问题非常多$例如$一些人

误认为$只要是与文化有关的权利都是文化权力$

可以将它划分到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等范畴中去$

这就模糊了公民基本文化权利与其他权利的范畴

界限#有的认为$公民基本文化权利就是要加强政

府文化投入保障$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问题* 鉴于

此$从法教义学的角度$对公民基本文化权利进行

规范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既有利于深化理论认

识$也有助于推动文化立法*

本文拟从几个基本概念入手对公民基本文化

权利范畴展开分析$这些概念应当包括%公民)权

利)基本权利)文化权利)基本文化权利* 这些概念

都是理解和界定公民基本文化权利范畴的极为重

要的线索$每一条线索都需要我们细加考究* 当

然$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法学甚至大部分社会科学

都极为常见的术语///-权利.的概念$我不准备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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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中进行分析* 一方面$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

权利一词已被普遍认可和接受$即使在此不进行界

定$也大致能被人们感知和认定* 另一方面$权利

本身也的确难以做精确的界定* 正如康德在谈及

关于-权利.如何定义时所说的一样$-问一位法学

家$0什么是权利4&就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一个众所

周知的问题0什么是真理4&同样使他感到为难* 他

的回答很可能是这样$且在回答中极力避免同义语

的反复*.

+!,费因伯格也对此观点鲜明$即不可能给

权利下一个-正式的定义.$而应该把权利看作一个

-简单的)不可定义)不可分析的原初概念*.

+%,

因此$为了讨论能够继续下去$我们完全可以

像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前提假设一样$以-权利.

前提假设$悬置对权利的-元范畴.的探讨$抓住其

他一些概念线索$展开对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规范

分析*

具体来说$本文将首先对公民和公民基本权利

这两项存在一定争议的基本概念进行辨识和界定*

在此基础上$对文化权利这一核心概念进行剖析$

追寻其发展脉络$梳理二战后迄今的文化权利保障

制度的演进$以这些概念为基础$公民基本文化权

利这一概念才能清晰地呈现出来*

##一#公民及公民基本权利

公民!NASAWRH"$通常是指具有某个国家国籍的

个人* 公民一词自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被使用

了$不过$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各不相同* 在

古希腊)古罗马国家$只有奴隶主)自由职业者和外

来居民等少数市民才可称之为公民$而奴隶们仅仅

是-会说话的工具.* 在封建时期的欧洲君主国家$

隶属或臣服于君主的不同等级身份的人$被称为臣

民$这其中$只有居住于城市中的少数臣民才被称

为公民或市民* 总的来说$-公民这个称谓普遍地

适用于社会全体成员$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

阶级国家建立而逐步实现的*.

+B,!'!

在我国$公民是-宪法所确定的宪法权利的一

般性的主体.$是我国宪法所特有的用语*

+$,%D%宪法

第 BB 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过$公民一词并非我国

原产$而是舶来品$它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才从日本

引进中国的* 在公民一词在宪法意义上固定为宪

法权利主体之前$我国宪法和宪法学上还使用过

-国民.-人民.等词* 自 !CK$ 年宪法开始$-公民.

一词才作为基本权利主体被沿用至今* 与我国不

同的是$美国宪法采用-人民.![R:[;R"一词指称宪

法权利的一般性主体$德国宪法采用-德意志人.

-德意志国民.或-任何人.的表述$日本宪法则沿

用-国民.这一称谓$但在其正式的英译本中又将

-国民.译为- [R:[;R.*

+$,%D% I%DB从我国目前的法律

文本或其他党政官方文件来看$-国民.一词已经基

本上被弃用$-人民.一词仍然大量使用$不过$-人

民.与-公民.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差异非常大$不可

混同*

+K,

有些学者认为应将-公民权利.改为-国民权

利.$在我看来$对于已经约定俗成的概念$我们完

全可以继续使用$不过$在使用这些概念的同时$需

留意-公民.概念可能导致的误用和误会* 例如$有

的学者担心$-公民.概念可能使人认为$-只有预

先成为构成国家的社会成员才享有这些权利.$-而

没有肯认基本人权也可能在前国家意义这一侧面

上所具有的固有性)不可侵犯性和普遍性*.

+$,%D$对

于公民基本文化权利而言$我们也应注意$要极力

避免忽略该权利的固有性)普遍性和不可侵犯性*

-公民基本权利.和-公民.一样$许多国家的

用语并不一致$不同学术文献中的解读也不一样*

在德国$和公民基本权利相当的术语是-基本权利.

或-基本权.!8Q=H@QRNOSR"$英美则更多地使用-人

权.!O=XMH QA>OSG"一词$日本常见的说法是-基本

人权.$有些国家使用的词语是 V=H@MXRHSM;O=XMH

QA>OSG$这点和日本的用语类似*

+$,%KB我国现行宪法

第 % 章专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宪法

学上一般据此将-公民基本权利.指代公民在宪法

上享有的权利$即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最核心

的权利* 在少数文献中也有使用-公民权.的$

+B,!'B

不过$韩大元等人认为$这一术语可能在国际上引

起歧义$因为在许多西方国家$传统上的-公民权.

主要是指作为国籍法意义上的公民的资格*

+$,%KB很

多学者都看到了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的紧密联

系///从范畴来看$公民基本权利主要是实定法或

更准确的说是宪法上的权利$人权则是自然法上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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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

+D,从历史来看$-公民基本权利.是资产阶级

革命以来人权宪法化和具体化的体现$其实质还是

人权* 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不应割裂公民基本

权利的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不能将公民基本权利

绝对地等同于实定法权利$也应从自然权利或天赋

人权的角度加以强调*

+",

在现代法治国家$公民基本权利在整个权利体

系中都居于核心)基础和优先的地位$-关于基本权

利的规定构成了宪法内容的核心和主轴*.公民的

基本权利仅仅是一种底线性权利$不否认)不排斥

其他的更多公民权利$例如$美国联邦宪法第 C 条

修正案就曾规定$-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

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人民保有的其他权利.# 德国

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是由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和从联

邦宪法法院发展而来的具体性权利组成的*

+',

公民的基本权利被认为具有两个基本的属性*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 !CK' 年的吕特案!该案直接

涉及公民基本文化权利"判决中曾较早对此进行阐

述%-基本权利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个人自由免受

公权力的干预*.

+C,换言之$基本权利强调对国家权

力的约束$既是主动权$更是防御权和抵抗权*

公民基本权利一般涵盖政治权利)经济权利)

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等主要范畴$这是我们现今关

于人权的基本共识$不过$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建

构使命仍然没有终结$这些主要范畴仍然需要继续

加以清晰辨认和框定* 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公民

基本权利的这些主要范畴是逐步演变出来的$尤其

是社会和文化权利更是二战后才凸显出来的#其

次$这些权利范畴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且各类权

利之间的界限迄今为止也尚未完全明晰* 因此$对

于某些具体权能$我们不能以静止和片面的眼光来

看待$不能仅仅从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视角来加以

保障$而忽视了从其他权利层面加以重视和保障的

可能性*

##二#文化权利

所谓文化权利$可以简单地界定为以文化为客

体的权利* 不过$也恰由于文化的复杂性$

+!&,难以

对文化权利进行简洁而又精准的定义* 事实上$迄

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不存在争议的

-文化.定义* 既然如此$与其纠结于正面解答文化

权利定义的难题$毋宁从不同层面来了解)观察和

分析文化权利*

从权能层面来说$有的学者认为$文化权利-大

体相当.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所

指的文化权利$

+!!,!K"即$人们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

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以及对其本人的任

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

的利益享受得到保护的权利* 不过$在应然的角度

上看$文化权利也许应该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换

言之$文化权利应当至少包括上述各项权能$但又

绝不能仅仅限于这些列举的权能*

从权利主体来看$文化权利可以分为集体文化

权利和个体文化权利$我们所说的公民基本文化权

利就属于个体文化权利* 个体文化权利和集体文

化权利有密切关联$两者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

转化* 在文化权利的制度保障上$个体文化权利和

集体文化权利都可以从同样的制度文本中获得保

障* 目前国际上关于文化权利保护的几个主要文

件$都采用了个人主义视角$即$将包括部分集体文

化权利在内的文化权利视为个人的权利来加以保

护*

+!!,!K" I!K'例如$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 %" 条规则下获得保护的主体是-少数群体.

中的个人![RQG:HGYR;:H>AH>S:XAH:QASARG"$而非-少

数群体.或-少数人集团. !XAH:QASARG"$

+!%,不过$这

类规定同样也是对集体文化权利的保护*

从权利演化来看$文化权利的产生是一个历史

的过程* 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不仅基本上不存在

文化权的保护$而且$人们常常在文化方面受到种

种限制)禁锢$甚至因此而招来杀身之祸*

例如$我国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明清时期$有着

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字狱历史$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控

制人们的思想* 欧洲中世纪对文化的管制也是比

较严格的* 罗马教廷一贯严厉禁止异端邪说$宗教

裁判所从 !B 世纪开始一直是正式的教会法庭$异

教徒)自由思想者等不被认同的文化主体$都可能

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在当时的西班牙就有 B 万

人被判以火刑处死* !% 世纪到 !B 世纪$天主教和

罗马教廷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大大加强了$教会逐步

确立了对世俗政权和社会的全方位干预* 当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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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社会具有典型的宗教化特征$宗教教义成为所

有思想学说的根源* 西欧国家的所有学校长期掌

握在教会手中$ 教会制定教学大纲$ 挑选学

生*

+!B,!!B I!!$人们发现$到 !! 世纪初$欧洲文化发展

的脚步明显停滞了下来* -神职人员不识字$人们

普遍愚昧无知*.-设在教堂和修道院里的文献传抄

所日渐衰败$教堂和修道院的藏书室也很不景气$

书籍稀少而且非常昂贵$一部'语法(的价钱可以买

一座房子外加一块地*.

+!B,!!K

可见$中外文化权利的发展都是一个历史演进

的过程$早期人们的文化活动方式和文化内容都受

到不同程度的压制* 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后$人们

在文化方面也应该拥有天赋的人权才逐渐成为共

识$这种共识也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而在法律

层面得以体现* 文化权利的立法最早出现在国内

立法中$

+!$,B%C一般认为$德国于 !C!C 年 " 月 B! 日

通过的'魏玛宪法(在历史上第一次比较明确地规

定了公民的文化权利*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这一

时期人们对公民文化权利的认识还属于起步阶段*

##三#从公民文化权利到公民基本文化权利

二次大战后$人们对人权的重要性和人权保护

的紧迫性在更大程度上取得了共识$对人权内容的

丰富性和复杂性也逐步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加强

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了这一时期以来人权领域的重

要特征*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在总结各国文化

权利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涉及文化权

利的法律文件*.

+!$,BB&二战后的数十年间$人们越

来越认识到文化权利的重要性$逐渐明确了公民文

化权利的主要内容$并将这些内容纳入公民基本权

利范畴之中$正是在这数十年间$国际法和国内法

上的文化权利保障才有了长足进展$公民文化权利

才进化为公民基本文化权利*

!C$K 年'联合国宪章(曾对联合国的根本宗旨

有这样的表述%-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

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学者们据此认为$此时的宪章中就-已开始包含有

关文化方面的纲领.*

+!K,B$%

!C$' 年 !% 月 !& 日$第 B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 %% 条和第

%" 条进一步强调了公民文化权利作为人权的重要

性与普遍性* 不过$这一时期对公民文化权利的认

识仍然不够深入$尤其未能全面认识到公民文化权

利的性质和内容*

'世界人权宣言(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因

此$联合国开始启动起草国际人权公约的程序* 但

与人权宣言起草过程中的争论如出一辙的是$-资

本主义国家只想规定反映资本主义民主和自由观

念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认

为$应该考虑所有国家在发展人权和自由方面所取

得的成就$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的成

就*.

+!K,B$% IB$B两方的观点又一次发生了冲突$而且

难以调和* !CK& 年$人权委员会将关于个人的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保护的公约草案提交第 K 届联大

审议* 大会审议后$认为这一公约尚不完整$缺乏

对'世界人权宣言(中所提及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的保护$因此$草案必须进一步补充修正*

!CK% 年$第 D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印度和黎

巴嫩提出的起草两个公约分别对两类人权予以保

障的倡议* 大会在 !CK% 年 % 月 $ 日通过的第 K$B

!21"号决议中责令人权委员会编制两份条约草案$

而不是一份盟约$其中一份陈述公民和政治权利$

另外一份阐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人权委员会

于 !CK$ 年完成了此项工作$不过$直到 !% 年后-政

治时机最终趋于成熟之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这两份-目标远大的文件.才得以在 !CDD 年 !% 月

!D 日第 %! 届联大上以 !&K 票一致通过*

+!D,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 条作了

原则性的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 他们凭这

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

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第 !K 条对每个人应

享有的文化权利进行了具体详细的列举%-!甲"参

加文化生活#!乙"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

利益#!丙"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

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权

利*.同时$第 !K 条还规定了国家保护上述文化权

利的义务*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

条也对文化权利作出了规定* 这两份文件的问世$

标志着人们对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性质和内容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 从范畴上来说$公民基本文化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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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与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其

他权利是不同的$尽管这一时期起至今我们都仍然

没有将这些权利范畴完全界分清楚$但是$至少有

了一个初步的区分* 从性质上说$公民基本文化权

利是普遍的)不可剥夺的人权$它既是消极自由权$

又是需要国家提供保障的积极权利#它既是主动

权$又是防御权和抵抗权* 从内容上来说$它至少

包括文化参与权)文化成果共享权和文化利益保

障权*

在深化对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认识)促进对该

权利的保障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挥了重要而

积极的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版权

公约('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

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

'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公约(以及'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公约积极推动了文化权

利的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通过了'墨西哥文

化政策宣言( '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等多部有关

文化权利的宣言和倡议书等文件$来提高对文化权

利的重视$促进文化权利的保护* 通过上述公约)

宣言和意见书等文件$教科文组织保护并发展了文

化认同权)受教育权)信息权)参与文化生活的权

利)创造权)享受科学进步的权利)保护作者物质和

精神利益的权利以及国际文化合作的权利等权能

内容*

+!",二战后关于公民基本文化权利范畴的认

识不能说已经尽善尽美$仍然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

和提炼* 但是$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公民基本文

化权利并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口袋$并非任何与文

化有关的权益都可以往里边装*

二战后的数十年间$各国国内立法也发生了显

著变化$公民基本文化权利作为基本权利的内容被

写入许多国家的宪法之中*

+!',发展到今天$放眼世

界各国宪法$-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还是社

会主义国家的宪法$都有文化制度方面的内容$文

化制度是宪法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C,

而宪法中文化制度的核心部分就是公民基本文化

权利* 例如$!CC& 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第 ! 章-基本权利.部分明确了信仰自由)出版自

由)广播电影自由和艺术自由等消极自由的内容#

西班牙宪法第 $$ 条则体现了公民基本文化权利作

为积极权利的一面$该条第 ! 款规定%-公共权力推

动并监督所有人有接触文化的权利.* 在我国$-文

化制度一向是我国宪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宪法

既明确了公民基本文化权利在基本权利体系中的

地位$又突出了其消极自由和积极权利的双重属

性* !CK$ 年'宪法(第 CK 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

文化活动的自由* 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

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

励和帮助*.此后的历次宪法修订$除了 !C"K 年'宪

法(第 B 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删除了公民文

化权利的内容以外$都对五四宪法的上述规定进行

了拓展和进一步明确* 公民基本文化权利写入各

国宪法$意味着人们日益强调文化权利中的一部分

是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是人的基本权利的重要

组成部分* 当然$各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对公民基本

文化权利范畴的界定也不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存在

较大的差异$这也给今后的理论研究预留了重要的

课题*

上述几个部分的讨论$我们将公民基本文化权

利拆分成几个相关的概念$如同拼图一般$先是辨

宗识流)追根溯源$然后力图拼合出一个基本的范

畴来* 我们可以对上述几个方面的讨论进行简要

的总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公民基本文化权利

的范畴*

首先$-公民.是宪法上的一般主体$具有一国

国籍者$都可以平等享有基本文化权利$而不论其

阶层类别)族群归属)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和语言种

类$这就意味着$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是普遍性权利*

其次$-基本权利.是在整个权利体系中居于核心)

基础和优先地位的那些权利$这就意味着$公民基

本文化权利的价值位阶是高于一般性权利的$同

时$这种权利是固有的和不受侵犯的* 此外$-文化

权利.可以分为集体文化权利和个体文化权利$公

民基本文化权利属于个体文化权利$但又与集体文

化权利存在密切关联#文化权利是人权谱系中较为

-年轻.的权利类别$从人们认识到这一权利的重要

性$到宪法上明确保障该权利$都是比较晚近的历

史现象* 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对文化权利的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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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重要性等方面的认识才得以深化和拓展$文

化权利的核心内容才真正发展为公民基本文化权

利$并得到许多国际法文件和国内立法的普遍

保障*

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难以对不断发展的

公民基本文化权利作出精确的界定* 不过$根据现

有的认识和立法经验$我们大体可以认为$公民基

本文化权利是公民普遍)平等享有的以文化为客体

的基本人权$其权能内容主要包括文化参与权)文

化成果共享权)文化利益保障权和文化选择权等方

面$它既是消极自由$又是积极权利* 同时$还应指

出$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是一个历史性范畴$随着世

界各国在人权理论认识和人权立法实践上的不断

发展$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内涵和外延还可能得到

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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