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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人权是我们共全追求的目标．

第一届雪隆华青领袖训练营
日期 ． 1989 年 5 月 6 日至 9 日

地点 ： 双文丹金龙山万佛寺

主办 雪隆华青训育联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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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雪华堂青年团
No.I, Jalan Malw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直辖区青运
雪直辖区青团运
雪隆佛青

编 辑雪华堂青年团

封面设计．叶玉佩

承 印 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atan,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血

Tel : 03-6269211 

出版日期： 1989 年 10 月 1 日

这本册子是由雪华青、雪隆佛青飞

辖区青运、雪直辖区青团运联合出版。这
四个青年团体在 I 9 8 9 年 5 月 6 日至 9

日举办了“第一届雪隆华青领袖训练营”
，训练营的主题是＄民主人权是我们共同
追求的目标。

这本册子的出版更突出这个重要的
义。

本书分别有三扁由饶仁毅律师飞

根律帅及洪祖丰居士主讲的民主人权课题费
还有我国五个主要的民权组织的介绍虔

关的图片则是训练营的活动照片。
本书有助于让更多的青年朋友认识民
人权，并以民主人权的角度关汪我国
、经、文飞教等领域的发展。

在此，我们必须感谢陈正锦飞潘来成、

林珠明、傅嫦娥、叶玉佩、张永庆等朋友，

在他们的通力合作下·这本册子才能顺利
出版。此外·全体参与训练营的七十多位
学员和筹委会成员，他们每人出十元作为
出版费用，也使到本册子的出版豫
人感到珍惜。



．出版前言

我国各活跃民权团体介绍

2 民权委员会／李成金
6 教总·董总／姚丽芳

10 妇女醒觉运动组织／黄月莲

14 社会分析学会／张永新

16 大马环境保护协会／古密星

丛飞 ... .,雹.. - ... 

19 民主与法治／饶仁毅律师

31 民权进展

—马、美两国比较／杨培根律师

41 佛教的人权概念／洪祖丰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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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委员会
主讲／民权委员会委员李成金

·李成金（左）接受筹委会代表容尼华摺送的纪
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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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背景

一九八三年三月廿七日，代表华人社会的十五

个华团领导机构在模城召开全国文化大会，并拟定
文化备忘录，接着在一九八五年，华团宣言产生。
其产生的理由如下：

（一）大马华人社会对种族极化的严重性深感不安
，认为是由政府土著利益至上之行政偏差所导致。

仁）大马华人社会极为关注贫富间日益加深的极
化现象。

芒决注我国自由及民主的受到侵蚀。

如对国阵政府及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深感失望o

为维护联邦宪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权与民主权利，华

团宣言七点为：

（一）认为政府政策需符合联邦宪法、国家原则及

联合国宣言，以确保基本人权及民主权利不受侵害o

仁）各种形式的歧视，尤其是政府基于单一种族

利益的政策，严重地侵犯了基本人权，是国民团结

的最大障碍 o

玉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及宗教

狂热行为。

如片人为平等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是促进国

民团结及国家进步的先决条件，唯有在自由、民主

及平等的基础上国民才能团结一致。

（五）要求政府尊重人民在结社、集会、言论及出

版等各方面的基本民主权利。

扒）要求政府采取有效的方案，不分种族地消除

贫穷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七）吁请全国人民，尤其是我国各政党，支持联
么比已了全
口旦口 。

在一九八六年，由全国各州总领导机构，如大

会堂及商会等成立“全国民权委员会＂。主要目的

是要贯彻及落实华团宣言。

同年，各州也成立了民权委员会，包括棕州、

森美兰、柔佛、雪州及马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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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华团

（一）废除土著及非土著的区别，反对土著至上的
经济政策。

仁）严厉取缔非法移民，以维持社会安全。

口选区划分，必须遵从“一人一票”的公平民
主原则，使各选区选民数目大致相同。

如汶化及政策的制定必须承认及接受我国社会
的多元化本质。

国公平对待各源流学校及各族语文。
（六）建立廉洁有效率的行政体系，严厉对付贪

污。

山全面发展新村，把新村发展纳入国家发展主
流。

(JV政府应尽速处理并批准符合条件的公民权申
请书。

（惶新检讨违反基本人权的法令。

（分一九八六年全国大选，民权委员会到全国进

行贯彻工作，同时也提出两党制的概念。

口与政府、各政党对话，以传达民声。

口－九八七年，在雪中华大会堂主办了展览会
（后因茅草行动，暂止了在别州举行展览的计划）
。同年，出版了一本刊物－－《认识民主民权》 o

如庆逮捕行动第一天－－民权委员会见情势紧
张，在当晚主催各民间团体的对话，并成立支援团

，向政府争取释放被扣留的人物及协助被扣者家属

至今日在茅草行动中被捕人士巳悉数获释，较
后也解除各人的限制。

民权委员会将继续争取，并为
工作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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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总·董总

主讲／教总执行秘书姚丽芳

．姚丽芳接受纪念品。

教总

全名：“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成立： 1951 年 12 月 25 日
在西马各地，共有卅二个属会 o

前身：世界第二次大战前三、四十年代就已经
存在，原意联络同道感情，谋求福利 o

1 951 钮，英殖民政府通过巴恩报告书欲消

灭华文教育，迫得各地教师会联合成立教总，团结

一致寻求对策。

成立后，即负起谋求同人福利、发扬中华文化
，特别是争取华文教育以至华裔国民在马来（西）
亚平等地位的重任， 3 3 年来，未渝此志。

董总

全名：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成立： 195 4 年 8 月 22 日

共有十个属会，由各州董联会组成。

成员包括：家教协会、校友会、产业信托人、及社
会热心人士。有广大的社会基础。长期
以来，华校董事会为民族、国家栽培人

才，为政府分担教育责任。是维护和发

展民族教育的一个重要华团。

董教总合作记录
1953—>马华，雪州董联会及教总三机构成立了马

华教育中央委员会，后因意见分歧而分裂o

1966 今成立华教工委会

1968/9 今成立独大筹委会及独大有限公司。

19 73 ➔成立独中工委会

19 76 今成立华小工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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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中工委会全称；“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独立
中学运动工作委员会”。

成立背景：七十年代初期，华文教育陷入低潮

，独中面临关闭。咄功州华教人士响起第一炮，发

起独中复兴运动，全国热烈响应，于 1973 年成立
了全国独中工委会。

工委会成员； 1 3 名董总代表， 1 3 名教总代

表，两会再委任 1 3 名校友会代表o

主要任务：贯彻“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中的

各种建议。于是，有了统一考试、母语母文编写的

课本、自己的师资教育训练计划等等。

1 

董教总配合了十三州华人大会堂－－成立十五

华团最高领导机构，完成了以下一些备忘录，呈交
给政府。

（一）国家文化备忘录

仁·)全国华团联合宣言

（勹关于检讨教育法令的备忘录

（四） 1990 年后国家经济政策备忘录

此外，十五华团最高领导机构也成立了华社资

料研究中心及全国民权委员会。

（一）羞教总三十多年的历史，是一部
迫、争取人权与民主的斗争史。

仁）在组织及斗争形式上，董教总是属于单一种
族的；在斗争的精神实质上，却是超越种族的。

仁）在语文教育问题上，我们认为；

然、直接、有效的教学媒介。

人权 o

华文教育必须纳入国家教育主流。

拥护巫语为国语，但不应作为压

展的工具。

伲謹教总的基本信念（也是林连玉先
的）是；人皆生而平等，而作为马来西亚三

的华裔公民是建国功臣之一，其权利与

应该一律平等。唯有平等共存才能团结杜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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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月莲

九八五年定为

吁各国政府在这

、财富、健康

最后一年，联合国在肯

会检计世界各国妇女的
否有改祚。

“联合国妇女十年“虽巳完结，但妇女问题的根
源，仍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计，争取妇女权益的行
动仍有待我们努力组织，应发掘各阶层妇女日常
生活中面对的问题，让我们认识妇女可以利用的
社会福利资源 o

2有关的问题，大略分为：
就业、健康、个性发展、性困扰、婚姻、生育、

育儿、社会保障、老人服务及社会参与。

3社会上改革是每一个人，包括男性都有责任，须
经过长期间的社会演进，才可解决，在脱变中的
社会，两性的地位和角色，都不断地面临冲击和
需要检计，虽然在过渡期间会构成压力，但男女
都应抱著开明的态度去面对新挑战。

弘妇女觉醒运动组织的成立过程
一九八五年三月间，有五个民间妇女组织及关注

社会问题的朋友，联合举办了“妇女抗暴”展览
会及工作营，积极的推展运动的工作。当时所计

谢涉及的有”被殴打的妇孺",“大众媒体所
塑造的女性形象”,“妇女与职业”,“性骚扰"

,“家庭与婚姻法令”。

在工作营及展览会过后，曾参与的人士都深切地

感到有必要继续推广这“妇女抗暴”概念致成一
项运动，于是来自工作营的参与者，集合研讨、

分忻，遂组成Awam筹备工委会，并申请成立一
个非营利的注册团体，终在一九八八年初获准。

11 



夕宗旨

我们既是妇女组织群的一分子，有责任提升妇女
的醒觉，维护女性尊严及权利，同时贯彻一九七五
年联合国妇女大会通过的议案。

6我们深信，可以：

(—)促进妇女间的友好情谊与谅解；
仁建立起互相支援的信仰；

曰提供一个说出心中话的场所；

如）鉴千基本人权，建立起不分性别的人性尊严；
（五）摒弃一切对宗教、种族与性别的歧视。

7 我们的展望：

（一）所有的妇女团结起来，形成一股运动的力量，

来落实争取两性乎权、真正自由，成为有尊严

，有价值的人；

仁）能改变并塑造新的妇女形象；

曰为妇女运动做出贡献；

仰妇女能勇敢的，并肩一起抗拒一切打击及面对

的压力、困扰及传统体系的阻碍，遂能成为一

个完整的“人”。

g 我们的活动面，包括：

（分与妇女交流，促进彼此间的了解、分享生活上
的经历； . 

仁片人识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

12 

俨医药、保健的认识；

四推展抗暴运动及参与修正妇女保障法令；

国举办座谈会、工作营及展览；
伉洋行训练营；

由与其他社团组织及妇女组织对话 o

。 AWAM 曾联合其他团体举行过的活动有一九八八年

在中央艺术的反暴力展览、文化之夜及在p J 的
百货市场也有类似的展览。

。关注一九八七年洪美凤被奸杀事件，及其他类似

的受害者的问题。自一九八六年起就一直与其他
妇女团体举办过工作营、研讨会。

。参与修正的强奸法律 ， 在一九八九年初通过。

0 一九八九年初出版了 《 教育手册》 o

。今年参与的重点是呼吁公众人士关注家庭暴力事

件，应将之当作是社会问题，并支持建议中的
“家庭暴力法令“能在国会从速通过0

13 

,'., 
| 

} 1 1 1, 

, I 



社会分析学会
主讲／社会分析学会代表张永新

．张永新接受纪念品。

社会分析学会简称 INSAN ，是英文 Institute
For Socia I Ana 1 y s i s, 马来文 Institute

Analisa sosial 的缩写。 INSAN 在马来文的

意义是人类，这个字的意义也概括地反映了社会分
析学会所关心的是人类和社会的问题。社会分析学
会成立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其发起成员是当时一
群甫从外国学成归来的各族男女青年知识分子。

社会分析学会是根据一九六五年公司法令注册

的一个非盈利有限公司。它的主要目标是：鼓励知

14 

识的发展和社会义务的觉醒；发扬进步的民族传统
和种学的文化；推动作为国语的马来语文运用，同

时也促进其他语文在我国的运用和发展。

根据主要的宗旨与目标，社会分析学会对我国
的各项社会课题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并且还直接的
参与了社会工作。批判和揭露我国社会现存的各种
各样贪污、腐化、滥用权力、各种不民主和非正义
的不合理现象，与此同时又和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相
结合，为促进我国社会的健全发展贡献力量。

一九七九年五月，社会分析学会出版了一份以
马来语为主的月刊，题为 "NADI INS.AN", 简
译为“脉膊＂。《脉膊》月刊对我国社会课题，如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青年、妇女等进行了科
学的分析和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到了一九八三年中
，内政部拒绝发出出版准证为止，《脉膊》月刊总
共出版了五十三期。

社会分析学会从一开始便非常重视出版工作，
至目前为止巳经出版的华巫英文书籍总共有五十本
，其中包括了四种华文书即：《监守自盗》、《季
侯风相会的土地上》、《新经济政策》和《学生运

动的回顾》 o

近年来，社会分析学会逐渐减少其他方面的活
动，而主要集中于出版工作方面，通过出版工作进

行广泛的知识传播，从而促进社会觉醒。

15 



讲／大马环境保护协会主席古密星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一日，“大马环境保护协
会”在马大举行的一项公开性会议中宣告成立。成
立宗旨是尽其所能改善大部分马来西亚公民的环境
素质。

在马来西亚，人们有时会把“大马环境保护协
会”和“大马自然之友协会“混为一谈。

“大马自然之友协会“是成立于一九七四年。
基本上，她是以筷城为中心，活动遍布全国。她在
运作上与“大马环境保护协会”有些微差异，原因
是她拥有十位全职工作人员，而我们的成员都是义

16 

务工作者。所以，大家很少从“十比坏嘟俀叩斻心，＇

听到消息，但这并不意味我们什么也没做。

目前为止·我们拥

基本上，作为一个自愿性组织，
许多的方式争取改善环境素质，但是，
仍然有许多人不知道或漠视环境问题o
虽然我们面对许多问题，我们并没有气

“大马环境保护协会“愿意为环境课题而工作，
且追究问题症结所在。我们不会满足于这是环
题的说法，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环境问题会发生
是问题的制造者？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对付之？
此，我们往住披形容为激进分子。

年来，我们成功的做了一生争；
（一）提高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醒觉 Q
仁）影响了政府的一些政策。

尸）突出了一些公共环境课题 o
四）促使一些法律的实施，

关于会员籍，我们欢迎任何人士
境保护协会”，我们欢迎大家的贡献
使到协会办得更有效 o

基本上，“大马环境技术与发展中，I、“

非营利公司。成立这间公司的目的，是为了
马环境保护协会＂赚取活动经费。

”....L 订订境保护协会”的大部分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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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公司的活动。迄今，我们进行了儿项计划：

曰－如＼六年，在Kampung Pa jar Dal am 

设立了一间有机化学农场，以便有机地耕作蔬莱。
仁｝评估巴生谷中小型工业技术转移水平。
已由一九八五年起，在大马管理学院的合作下

，成功主办了环境管理课程和工作营。

雪兰我大学毕业生协会

一九七三年大学与大专法令修正案实施后，雪
兰荻大学毕业生协会由马来亚大学生协会衍生成为
一个独立性组织。

成立以来，雪兰教大学毕业生协会在七十年代
提出了许多问题，一些较重要的问题，有：

（一）学术自由

仁）大学与大专法令
巴基本人权

我们也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劳工法令手
册》，另一本是《马来西亚人，认识你的权利》 o

目前，我们约有廿位会员。我们欢迎任何大学
毕业的马来西亚公民加入这个协会。基本上，我们
是为了基本人权和自由而奋斗。

建议中的马来西亚人权协会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在律师公会召开的一项研
讨会中，成立马来西亚人权协会的概念被提出来 o
归：马来西亚人权协会的主要目的，是要争取基本
人权，包括“国际人权宣言“中所阐明的人权，以
及争取废除内部安全法令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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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仁毅律师（右）接受筹委会代表刘育来
赠送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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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法治是今天所有稍为关心政治的人经常
听到，看到甚至自己在谈的课题。但是，真正去了
解及认识这个题目者为数不多。甚至今天在政坛上

居高位的人，很多人都是人云亦云。比如说最近教
育部长安华依不拉欣指责律师公会要求法庭判最高
法院院长貌视法庭是一项不合情理的事情，已充分

地显示出教育部长根本不了解法治的概念和基本意
义。

民主的反义是专制，而法治的反义是人治，民

主与法治并不是一项高不可测的课题，也不是从政
者的专利品，民主与法治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

生活，我们也应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体现民主与
法治！

民 公
口

、
、
，
守

民主与法治是一体两面，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
，但在体现民主与法治时，必须尊重人权，否则两

者并没有实质意义。民主的基本概念是人民作主，

少数服从多数，多：尊重少数。要推行民主，必须
先尊重人权，民主，意义并不只是在决定的那一时
刻，而是决定后以法治的精神去执行才是民主。

法治 (Rule of Law) ，法律有着最高的权威

，人们的一切权利受法律所约束。在我国民主程序
下所产生的法律，人人必须遵守，法律面前，人人

圈侥仁毅律师｀

平等，甚至连首相也不例外。权利与意务的

法治下重要的一环，法律并不是纯粹一个公

家所定的法律给予遵守的义务，同时也包括人

国家所享有的权利。

只有受法律的约束，社会才有秩序。

障人民享有基本人权，凡是法律所规定下来的东

，没有破执行或错误的执行，而影响到你的基本权

益的话，你就有权利要求法庭保障你的权利。

赋予我们权利和义务均等，每个人都有权利起诉

府或政府的每一个机关。

独立大学的斗争是我们彻底的了解权利
执行基本权利的表现，就像律师公会起诉

院长一样，成败是另一回事，只要我

我们必须对民主法治执着一定要执行应有的

压该自动自发地应用权利。



k二

．基本人权包括集会自由·

基本权利要靠争取

要争取基本权利的方式有二，（一）是通过法庭，
仁）是通过政治运动。华教运动的斗争是个很艰苦的
政治斗争，所要保障的只是基本人权。基本人权不
只包括个人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它也包括族群
与民族的基本权益o

从前的法律是单程道 (one way) ，只有义务
没有权利。今天的法律是双程递，你有义务去遵守
，你也有权利去保护自己，使到自己的权益不受侵
害。

在政府前年的茅草行动中，扣留者通过
申请人身保护令，挑战被捕的合法性来表示基本
人权被侵害，虽然多数都失败，但非立张及卡玛鲁
汀却成功取得人身保护令，这巳印证了成败是另一
回事，只要有人成功，这条路还是可以跑 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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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政府来争取及确定我们的权利是今天法治
制度下的一个基本精神。法律之前人人乎等，就算
是执法者也不例外，在我国的行政体系里，首相本
人是最高的执法者，他也必须受法律的约束。而人
民则有义务遵守法律，除了义务外，我们的基本权
利必须受到尊重。
今天政权的权力来源来自人民，法律的制度就

须以人民的意愿为依归，因此，任何重大的事情应
以全民投票来决定事情的去向。既然今天的政治权
力来自人民，必须有个方法来表示人民的意志，因
此，就产生了选举及国会。法律在国会制定后，就
交由政府妇执行。假如政府执行时没有依照法律，
就交由法官来裁决·

三权分立保障民主

我国的政治体系为三权分立，即是立法、行政

23 



不能讲心不能看、不能听的社会会可爱吗？

及司法，三机构互相制衡。三权分立是保障民主与
法治的唯一途径，因此，司法必须独立，司法独立
才能保证民主能够生长。司法也是保障法律被遵守
的制度 Q 由国会制定的法律是否有严格的执行，全
赖法官的良心、知识及勇气。法官是有权力审判及
裁决执法者是否有依照国会所制定的法律行事o
在西方国家，人民起诉政府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我国，法官代表一种权力，人民应该设法制止行
政侵略司法的事发生。

国会所制定的法律是一种条文，当这种条文应
用到实际的例子时，往往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在这
种情况下，法律的解释权就交由法官。内部安全法
惶予内政部长扣留颠覆分子两年或更久的权力。
但，什么是颠覆分子呢？对颠覆分子在定义上给了
首相也是内政部长很大的权力。像宗教及文化的宣
传者是否是颠覆分子？

政府经常利用在国会有三分二席位的优势，

行修改法令。像政府控制的土著银行及石油公司，

由于土著金融廿五亿元丑闻的发生，而国家石

司又是其主要存户，最后导致国油收购
但经营银行并不是国油的营业目标，

金朝的起诉，后来政府在国会修改法令，

营业目标上加上经营银行业。

林吉祥起诉马友乃德，卡巴星申请人身保护令

及起诉廿文丁扣留营营长，独大起诉政府，律师公

会起诉最高法院院长等种种的行动，成败是另外一

回事，但却带来启示，教育人民千万别放弃本身应

有的权利。

维护基本人权、民主、自由、平等、

会正义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我国人民应提高社会的民主与法治的

政治及法律上据理力争，接受多数人的

力争并不冲突。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尽量的了解问题

，尽量的发挥意见，这样才能产生一个多数人的

见。每一个人都应争取本身的意见被尊重。

必须彻底的了解，探讨，不要人云亦云。必须要有

了充分的了解，然后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意见，

样我们才能有深度的了解问题，然后发表意见，

种情况所产生出来的意见才是宝贵的意见，

儿个人发表的意见，而大多数人保持沉默 o

我们应在有理由的情况下作出让步，

rM了



理的强制下作让步 o

我们应该展示对民主与法治的执着与信仰，任
何没有尊重法律的行动，我们都应该自动自发的提
出挑战！

民主与法治问答录

问：人民是不是有选择法官的权力？
答：有民事法以被告的所在地，或事情的发生地开
审，刑事法是以事情的发生地为根据，如果行
政法，人民就有权利选择法官。所谓行政法是当
人民对政府的某些措施不满时，所有的高庭法
官都可开审，如巫统党庆的案件跑到森州去审
讯。

问：判例可以被推翻吗？

答：判例是可以被推翻的，但是唯有最高法院才可
以推翻判例，最高法院也可以推翻本身的判决。

问：法官之间可否讨论？
答：同庭的法官可以也应该讨论，讨论如果不能取

得一致的意见，脱各行各的 Q 如果能取得一致
的意见，就可采取一致的判决。

26 

问：请解释关于堂费的问题。

答：民法与行政法有堂费，刑法无堂费。堂费是个
非常困恼的问题，败诉者须负责堂费，像独大
案件，董总败诉须负责堂费便是一例。

问：起诉的权利问题0

答：有些人讲了一些诽谤的话，或有些人知道某些
人贪污，我们是否可以起诉他，这是个非常

复杂的法律原则问题。在目前的现行制
度之下，人类还没有进步到一个完全美
好的境界，很大的程度还需要一个人的
品格来执行这个法律，当你调查一件事情
，要不要起诉，就是取舍的问题，假如我们因

为刑事而被警方逮捕，警方捉了人不一定就能
起诉，警方一定要拥有充分的证据才能够起诉

，没有证据，他不能起诉也不应该起诉。为什
么说不应该起诉呢？假如我们给予执法者太大

的权力，虽被怀疑做错事情，警方就有权力告
你，到你家里把被怀疑者捉去，假如这种权力
祀监用的话是非常恐怖的。所以，一个人被起
诉一定达到某种水准程度，一定要有证据，然
后经过检察官批准，才能起诉，尤其是小案子

更重要，如普通偷窃案子，假如说检察官闭起
眼睛的话，警方便可以为所欲为，看到某些人
不顺眼便捉进去，先进行起诉，到法庭无罪释

放又是另一回事。所以，这个东西耽完全是平

衡权力的问题，就为了阻止法律给予警方不起
诉权，警方捉了人发现没有问题便放人，这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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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调查，调查又涉及工作人员的能力问题。

如很多人都说首相贪污，可是有谁掌握证据吗

？每个人都这样，可是栓察官有没有理由下令

捉他呢？这就看栓察官个人的人格了！同样的
，假如首相没有证据，他是不能乱捉人的！现
在基本的法律思想是尽量少捉，而不是滥捉。
尽量不要给警方太大的权力，权力大大会造成
滥用权力，因为权力一到了手上，很容易被滥
用，权力一被滥用的话，权力会使人腐烂 Q 今
天我们法律给予警方的权力巳经够大了，内安
法令捉人也是一样，决定权是在内政部长，内
政部长认为某些有煽动，会引起国家的不安，

他就可以捉人，如果他不捉人，你是没有权力
要他捉的，这是他的权力问题。但是，现在整
个法律运动是要阻止他捉人而不是要强制他捉
人！所以为了平衡，执法者的权力是不允许大

大的，法律是国会通过，不能给他们大大的权
力。

回； Rule of Law 与 Rule by Law 的区分。

答； Ru! e of Law 与 Rule by Law 的区分重

点在于法律，这个要更深一层的去了解法律，

泪聿并不是为所欲为的法律， Rule by Law 

这个 Law 跟 Rule of Law 这个 Law 两个

字意义不一样， Rule of Law 的 Law是讲究
公正的， of Law, 这个 Law必须是大家所接

受的，公正的，这个是个民主、法治的概念，
Rule by Law, 这个 Law可能是专制的，

anything Law said finish ! 

边，这两个字有着不同的含义，
by 的问题。

问；大马习惯法？

答：其实，大马习惯法是个非常不明确的概念，今
天我们法官的判例在马来亚的判例也都

的习惯法，今天提出这个问题的法院院长是政
治作祟！我们今天独立卅年，我们所推行的都
是马来亚的习惯法。今天这个问题被提出有很
多政治意味在里面。今天最高法院院长这么不
得人心，我们律师界认为他巳经超出了作为独
立司法官的角色，以及涉及到在很

协助政府在某些政治宣传上作些工作。其实
们马来西亚的法庭引用英国判例的不多了，如

有引用的话都是适合马来西亚国情的，今天马
来西亚法官的判例都是大马习惯法。

问； ISA与 OSA 抵触宪法？

答；这种东西不是没有被挑战，我们在申请人身

护令时所申辩的理由是内政部长的决定以及
I SA 本身某一部分是违反宪法的，

有个后门，即是宪法 149 条，给予五个程度

的保障。这个在整个内安法令的辩论过程当中
，他只占了一个小小的空间，所以报纸也没有

很强烈的报导这个条文。曾经有一个案件即是

叶炳在合作社失信案被控上法庭的案子，

官要把他送到高等法院去，而叶炳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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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审，结果就涉及到宪法问题，到底

检察官有无权力选择法庭，我们的刑法规定，
这类案件Section Court 初级法庭是有权力

，可是检察官一定婴送到高等法庭，而我

们的刑事法，程序法规定，检察官有权力选择

，即然这样他要选择高等法庭。结果，叶炳的

律师便提出挑战，说刑事法内说明检察官有权
选择法庭是违宪的，他的理由是，法官本身

有权力选择法庭，那一个法官要开庭是法庭
内部的事情，与检察官无关。最后最高法院同

，强调刑事诉讼法496 条是违宪的，

从此后检察官不能再选法庭。虽然这个条文是

国会通过的，不过法官宣判这个条文是违宪的
，无效的。

的关系，会不会影响法官的判决？

“人＂的问题，你骨罪某个法官，

能他的判决就对你不利，我不敢说完全没有影
言因为法官也是人，我们只阰尽屉要求法官

，法官本身有他的弱点，有他的喜、
怒、衷、乐。

、 阴

圈杨培根律师（左）接受筹委会代表际友信赠送
的纪念品。

31 



（一）

民权是公民所享有的民主权利。若要仔细加以
划分的话，则可以把民权分成两大类；

即一个国家通过法律规定下来的公民权利，如：

一个人被逮捕时，应尽早获得通知他被逮捕的理
由（宪法第 5(2)条）。在英语中，这种权利称为

RIGHTS 。

这就是人，作为一个人，本来就应享有的权利

，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这类权利，在英语

中所用的词是 LIBERTIES （可译为“自由权利 ”)o

这是一些国家，把民权仔细加以划分的情形。

但是，在我国，我们所享有的权利，并没有这么详

细地加以分清。例如：我国联邦宪法规定：“一个

被逮捕的人应尽早被通知他被逮捕的理由，同时应
允许他聘请自己所选择的律师为他辩护。＂ （宪
法第5(2)条）。

严格说来，前半段（即应尽早被通知他被逮捕

的理由）是法律所赐予的权利。后半段（聘请律师

为他辩护）则是他本来就应享有的权利。聘请自己

选择的律师是他的权利，没有

个权利。

我国宪法则把这两项权利，列

区分 o

您

，不加以

人民所享有的权利，又可分为基本权利

的权利。两者如何区分？权利在什么情况下才是

“基本”的？原来，这和宪法有关。一般的权利是

普通法律所赐予的合法权利。只要通过普通的

程序，就可以把一般的合法权利加以修改。但是，

基本自由权利则是：宪法明文保障的权利。

本目由权利，或基本人权，只有通过修正宪

，才能加以改变。在我国宪法下，

的国会议员同意，才能修改宪法条

文则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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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民权方面，一九五三年，加拿大有个判
城市（奎北市）颁布了一项条例·

民在街头分派印刷品，除非事先巳申请到警
，最高法院宣判这项条例无效。这个

自由有关。当时的承审法官说：

“严格说来，民权源自于法律。但是，言论自
由、宗教自由和人身不受侵犯的自由是本来就应有
的自由。这些自由是人类应有的特征，并且是每个

序的群体生活所应有的基本条件。＂
这判例确认：基本人权是作为人类所应具有的

基本条件。

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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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方面，美国和我国的情形，相差颇

以说是背道而驰的。美国的民权的素质

，一直在提升，而我国的民权，却恰恰相反，一

在走下坡。在马来西亚，宪法戒法令或法律被修改

叶，总是对民权的发展不利。在美国，法律被修改

的过程，就是民权向前跨进一步的过程，这里只举

出几个例子来谈谈。

一般而言，宪法上所写明的基本人权的崇高理

想，常和人民所能享受的权利，有一段距离。以美

国来说，他们的宪法是世界上最简短的宪法，只有

七千字左右。它概括了美国社会最终要达到的理

想，大家都致力于促进、维护和根据当时的社会、

经济、政洽情况来保卫这个理想。美国最高法院也

尽其所能，缩短现实和理想的距离。

就拿美国黑人为争取民权而进行的运动为例。

在十九世纪末，黑人并未能享有他们应有的平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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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面前·人＾干垒参
勺祒 铲呻

利。比如：他们不能和白人一起进同间学堂，也不

能和白人一样坐在同一个火车厢内。一八九六年

，美国最高法院在一个著名的判例中，宣判黑人

有权享受同等权利。不过，这只是为他们提供同等的

权利，如；白人坐一等火车厢，黑人也有权坐一等

＊肆• 1暖·他们不一定要在同一个火车厢内；黑人
和白人可在不同的火车厢内，享受同等权利。也就

是说，当时的法院认为，白人坐一等火车厢，黑人

可坐在另一个一等火车厢内，就算符合平等的原则o

然而，过了五十八年，黑人教育和经济地位

大改善了，以及一般社会看法也改变了。美国最高

法院又跨进了一步，确认同等但分开的设施，并不

符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院故裁

定：黑人和白人，不分种族，应享有平等而且同样

的设施。也就是说，黑人和白人可共乘同个火车厢

。这判例进一步消除了种族隔离的不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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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在民权方面，美国

院对法律的诠译和“修正＂，有利于推动民权的向
前发展。

（乙）言论自由与新闻自

在七十年代初期，美国最高法院在诠译美国有

关新闻自由的宪法条文时，作了一项重大的历史性
决宪。在有关的案件中，某家报章公开发表了美

国参与当时的印支战争的密件。（注：这些秘密文
件就等于我国目前的“官方机密法令“下的密件）。
尽管总检察长巳提呈证据，证明这些密件公开发表

·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也可能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国

家的友好关系，但是，最高法院却毅然地坚持报章

新闻自由。法官在表达他的看法时指出，政府对报

章所施加的限制，可以说“巳明目张胆，无从辩护

地违反宪法条文。在宪法条文中，先贤给予新闻自

由以保障，以期报章能在我国民主制度中，扮庾其
重要角色。报章是为｀被统治者＇服务的，

为＇统治者＇服务的。政府非难报章的权力

，而报章可 7扣远自由地批评政府。＂

对他们宪法条文的开明诠释。

反观我国的情形，你会发觉到·

闻自由的宪法条文，但是，它巳由宪法中

自由所涵盖了。言论自由也包含了新闻自由。

不过，我国的言论自由却有诸多限制，如：

峻的“官方机密法令”、"煽动法令”等。宪
规定，为了国家安生、公共秩序等，国会可施

“必要和权宜的限制”。



在美国，一九三八年的一个判例确认：“新闻

自由主要的意义在于和平时期，出版印刷品不须

要事先申请准证，也不须要检查。新闻自由不只

包含出版，也包括了分发的自由。任何刊物，即使

对社会没有任何价值，也有权得到保护”。

在我国，情形则不同。在“印刷和出版法令”

下，任何报章，每年都必须申请准证，而准证每年

必须加以重新申请（以前只须要更新而已）。部长

有绝对权力发出或取消准证，在“国家内部安全法令”
（一九六0) 下，部长在某些情况下也有绝对权力

禁止任何文件的印刷，出版，销售，分发等。（法

令第22 条）。关于检查出版刊物方面，美国，在

一九五四年有个最高法院判例：“任何形式的检查

都是不合法的，在印刷品出版前就得受到限制或监

督的检查都是不合法的＂，即使以目前来说，在英
国，和平时期，刊物出版检查，也是不可思议的事o

美国宪法条文规定：“新闻自由包含了出版刊

物不受限制的自由，把报章置于发出执照者的权力

限制之下，等于是把每个人表达感情的自由权利，

受制于一个人的偏见，因而把他制造成一个专横和
不会犯错误的判官，由他来裁定学术、宗教及政府

等方面的一切争执点。＂

（丙）集会自由

我国宪法保证公民集会的自由权利。但是，集

会自由是有限制的，一，它必须是和平的；二，它

是非武装的； 三 ，为了公共秩序、公共道德、国家

安全等，国会可以在必要和权宜的情况下，立法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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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限制。

不过，我国宪法并没明文规定或保证公开场合

会议或公开场合游行的权利，一些国家的宪法，对
这类权利则给予保障。

在美国，公共场合的会议权利，似乎得到更好

的保障。这类权利，不得以“条例＂的名堂来加以

限制。不过，条例若是合理的，而不含有歧视性则

例外。

在一九三九年的一个判例中，有项法令投权官

员发出准证，允许召开公共场合的会议。这官员有

权根据他个人的意见，自由裁定。是否应禁止公开

会议举行，以“阻止暴动和骚乱＂。然而，这样的

一项法令，却被法院宣判为无效，理由是：它可能

变成“一种工具，用来专横压制对国家事务发表意

见的权利”。

（丁）法律程序

根据美国法律，一个人若被警方扣留，他可立

即要求见其律师，同时可拒绝回答警方的盘问。他

可等到律师来了，才在律师的指引下，回答警方的

问题。这就是说，一个人一被逮捕，就有征询律师

的权利。

可是，我国人民并不享有这样的权利。在马来

西亚，一个人被逮捕后，就可被扣留一段时间，要

等到警方调查一番后，他才可以会见其律师，才有

征询律师的权利。在一九七五年的一个联邦法院判

例中，有人被扣留了十天后，才准予会见其律师。

在“国内安全法令“下被扣留的人士，则需要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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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才能见到他的律师，因为警方在没有扣留

令下，可扣留他达六十天之久。

（四）小

从上述的比较，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对民权，

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这方面，美国作为西方民主的

典范，采取的是较积极的态度。他们把宪法越修越
完善。总的趋势是利于推动民权的发展。马来西亚
则似乎在走着相悖的道路。在修改宪法和法令方面
，采取消极的态度。把保障自由权利的宪法和其他

法令，越修则越不利于我国民权的发展。这种趋势
看不出有好转的兆头。为了使我国的民主制度更健
全，更臻完善，全国上下必须作出更大努力，群策
群力，扭转劣势，为推动民主权利的进展作出贡献o
贡献。

（取材自拿督阿迪·纳哈本：《基本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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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个讲座题目是“佛教的人权观
念＂。各位可能会觉从这个题目有点奇怪：佛教是一
个古老的宗教，而“人权”是一个现代的政治词语
，两孝怎能有关系呢？是不是洪祖丰想忭新立异而
作一点怪论以立名？

其实，人权不是政冶领域的”专利品”。假如
人被医生捉起来关在精神病院里，也算

是地反人权，但那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而是一个
医学问题。假如一位教师在课室里发脾气，打学生
两三巴掌，那是一个教育问题，但却犯了侵犯人权
的罪名。所以说，人权的范围是很厂的。因为人权
的根本单位是“人＂，凡是侵犯了“人”的权利的
，便是违反人权。这不只是在政治罢了，在文化

、宗教、教育、医学等各方而，有侵犯到你的＂

的权利”的话，便是电戾人权。所以说，人权不是
政冶的专有名词。它是我们生活每个领域都用得到
的。第一点？我们可能以为“人权”这个字限是现
代化的，近代的人才用，就虷像我们认为近代才有
民主。其享早在二、三于年前就有人提出“民主”
的概念了，只不过在那个时代的社会还行不通，那

“神权”更加强盛。人权也是如此。两于多
年前人们早就有了“人权”的慨念，虽然那时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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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人权”这个字眼，不过人们巳经懂得婢重人
，已经有所谓“人权＂的存在。这么说来，佛教假

如有人权的观念，一点都不稀奇。

首先，我们要问：佛教的人权观念是建立在哪

里？我们知道，人权都是以人为本的，人权都是从

人开始。佛教的作为一个宗教，也是以人为本的，

所谓的人本宗教。所以印）领导师有说：“佛教的根

本立场是以有情和人类为本。”“有情”指一切有

情识的生物，即现代所谓的动物。我们世间的一切

回题，都是由有情与人类所产生的。就因为有这些

有情众生，才有许多问题产生；及有这些有情众生
，回题根本不存在。世问的一切学问，比如政治中，
教育扣，经济中，科学啦，．．．．等等，都是朝着解

决人类回题而展开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又讲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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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又丹金龙山万佛寺的佛堂里·我们上了宝
贵的一课＄ （（佛教的人权概念〉〉

又讲人类呢？因为人类比较特殊，我们称之为＂殊
胜＂，做人最好。为什么说做人最好呢？因为人有

几种特质。第一，我们人有何谓“梵行胜＂，即惭

愧心。因为有了这惭愧心，所以人类有一种“不充

足＂的感觉，要求能向上向善。这是人类的特点。

第二点，我们有所谓“意念胜＂，也就是有智慧。
其他的动物智慧比较低。因为人类有记忆，所以智

慧能一代传一代。蚂蚁也有集团，但它们没有记忆
，不能把记忆、讯息一代传一代，所以蚂蚁的社会

不能庾变成像人类一样的社会。因为有了纸的发明
，人类遂能把讯息一代一代的记录下来，也因此人

类的智慧得以向前开展。第三点，人有“勇猛心”，就

是能够坚韧。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顺陌利利的世界
，而是多灾多难，很多桶苦的事。但我们人类有一

个好处，就是能够＂忍＂。要是一切都太陌利了也

不好，应该要有一些阻力才好。因为在不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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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人才会有一股”进取心” 难o

以上说的是人的一些特质好处。也正因

特殊地位，所以在佛教里，我们说“诸佛世尊，皆

出自人同，非由天上来。”所以，释迦牟尼是由

而成佛的，他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

这点，“人人皆能成佛”遂建立了佛教的平等，

本观念。这观念很重要，因为从这个观念才能肯定

人的尊严，肯定人的尊严以后才能讲到人的权利，

人的自由。神本宗教，就不是这么一回事。神本宗

教里，神是伸，人是人。人死了后，再好的也不能

成为神，还是归回到人。所以这是不平等观念的

建立。神本宗教这种不平等的观念造就了神权的政

治，事事以神为依归。神权的政治，以前皇帝叫

天子，即伸的儿子。神权政治，能够恐吓人民，

我们没有我们的尊严，看到皇帝就必须叩头叩

破血流。因为我们怕神，神的儿子，天子。这神权

政治演变成后来的君权政治。神权、君权的政治

们都不能有所谓的平等，有的只是不平等。演变成

今天的人权政治，我们才来开始要求平等。

我们从佛教的人本精神建立了佛教的人权观念

以后，接下来我们看“自由民主的佛教”。方励之

先生说：“追求探索真理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

。”他也说：“任何一种理论或意识形态，无论它

多么重要，多么辉煌，也没有任何权力去限制



，配则就是宗教。”方先生辽么说，是对
九分，有一分不对，且待我解忻。为何说对
九分？的确，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讲．“我就
哩『我所讲的东西是最究竟、最究竟的了。所

以我告诉你的，你就接受。你不用再探索、追求、
调查、研究 ．等等，我告诉你的就是了。”所以

般上都自称是真理。要你信，要你接受真埋
。所以方励之先生说假如是这样，便是宗教，不是
科学。因为科学就必须探索，包括你本身的权威也
要探索。但是我说他一分有错，是因为佛教作为一
个宗教并非如此。佛教说一切的东西都要探索，即
彰本佛教的教理也一样要来探索，也要来研究，
也要来看。所以佛教里，不是讲来相信、来接受，
而是讲来知见。何谓知见？就是来看，来知道，巴
文是 Eli—Passiko(Come & See) 。虽然经由

佛陀所告诉我们的教理我们都感觉最圆满，但佛陀
也告诉我们不要盲目的信从它，要去探索它，去了
解它。在大乘佛教里，学佛有四个步骤，就是信、
解、行、证。这里面又好像第一个就是信。其实这

、解是在一起解释的，因为在巴利文是没有放
成信、解、行、证。巴利文是放成 pariyatti,
~~tipatti'pativedha 。所以，这个信、解
是在一起的。为什么信跟解在一起呢？你要了解，
相信，你相信，你才了解。两者在一起。就像
学科学，老师告诉你的，你要保持一点信心、
怀疑心。然后，你去了解它，了解以后你才相
。所以佛教里的信、你、尸

l 1j 、证四步骤的意义是

。佛教里的信心，凹利文是 sad dha ; 

是当你的心乎平静静。 Sa ddha 这个字眼有清晰的

意思 (c 1 ar it y), ，就是说你清清楚楚了解后而产

生的那种信心，才是叫作信心。佛教的信心不是说

，我告诉你如此如此道理，你接受，就是信。佛教

的信不是盲信，是知信。佛陀曾说过：”就好像一

个金匠要试一块金条，就必须要用火来试，所以我

的弟子啊，你们要了解我所教导的东西，你们本身

应该去实践它。 "(Test my teaching just 

like testing gold with fire) 所以，佛陀

甚至可以开出这样的一条路：甚至我本身的教导，

你们也可以去试验，去了解，看是不是对的。他还

说，“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只认为我

们所知道的才是真理，而其他一切的东西都不可能

是真理。这样的态度不对的。“佛陀说，“你只能

说， ＇我所知道的到这里、这些都楚真理。'”到
此为止，佛陀说，“你还是一个拥护真理的人。可

是，你假如再多说一句： ＇其他都不是真理！＇那

你便是欺骗自己了。“这就是佛教的自由思想，而

这自由思想便是人权的最基本的东西。

思想必须要有自由，思想不能自由的话，给你

民主又有何用？讲到自由，则须到达何种程度呢？

佛陀曾在一部瑙腊摩经 (Ka!amas Sutta)讨论到
“怎样去探索世同的真理”。当佛陀来到褐腊摩人
的部落时，村人向佛陀投诉说：“常有各方教士到

本村传道，每一个都炫夸自己的道理而祗谤他人的
教义，这使我们感到疑惑，不知何所适从。“佛陀

回答；“你们感到疑惑是当然的。对于任何一件事

物，你们不应该在调查清楚以前就接受它为真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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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人的话

仁）世俗传说

巳）传闻谣言

归经书教条

（归逻辑分析

伈）理由原因
山似真外表

四个人偏见

（加他人能人

（十）专家权威”

那么该如何才可相信而接受呢？佛陀说；“当

你自己真真正正的知晓它，洞察它，知道它是经由

有智慧的人所说的真理。 "(Wl1en you know it 

's e e i t for your se I f) 由此可见，佛教追

求及探索真理的态度是多么的严格、自由及符合科

学，主要是讲“知”跟“见＂。也正因为重视自由

，所以后期佛教有不同学派的产生。在佛陀涅繫以

后的儿个经典结集上，他的弟子们曾就经典上的不

同论点而进行讨论，然后以民主的方式表决，而持

不同见解的弟子也不被视为异端分子而被开除，因

而不同的学派遂可保存下来而流传到今天，这是佛

教的一个特色。

因为有了自由的观念，早期的佛教的僧团也就

有民主。根据一位被派到印度的英国人所著的一本

书里（ r几 e Legacy of India) 所透露的发现，

48 

近代西万实行的议会民主制度，事实上是根源于佛

教的僧团。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佛教僧团里面

，假如有一个意见要提出来，僧团开会首先要选出

一个议长（主席），由他来主持会议，然后再选一

个人来确保有足够的法定人数 (Quorum) 。当

人提出他的意见后，他的提议必须由一个人来附议
，所以有提议，有附议，这在两千五百年前巳经有

了。有提议，有附议，还可以有反对。提出反对意

见的话，也必须由一个人提议，再由一个人附议。

然后，可以进行辩论。经过辩论一次以后，可以

票来解决。投票以后，假如还要继续辩论，可

来第二次的辩论，第二次的提议，第二次的附议

再投票一一二读。两次以后，可来第三次，三次通

过以后才是最后通过，所以三读 (Three 口mes

reading) 是源自原始佛数的僧团。提出一
，可以有三次辩论，三次投票，然后才决定，

里可以看出早期的僧团里就巳实行民主的制度了。

今天代们谈民主，但是议会选举未必就是

，重要的还是民主的思想。要是我有民主思想，你

有民主恩想，他也有民主思想，人人都有民主思想

，那么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要落实

的思想，我想在我们目前的环境里，最迫切不过的

是一种“舍弃＂的精神 (detachment) ，一

要执着的精伸。我们很多人都有各种不同的执

一一名利的执着，地位的执着，权利的执着…P等

等。有执着，就很难有民主。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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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单元种族的路线是最好的，又某
跑多元种族才是正确的。两个人都各自执

自的主张，各走极喘，从来都不陀够坐下来协
荫。再如地位上的执着．某某社团的主席，在改选
的时刻还抱着主席的衔去不放，视其他竞选者力扽
找他地位的敌人。其父，在选举期同，阶打的职位
都有空缺，每位成员都有竞选具中任何一职的无 L
权利，何来揽忱者？、

谈过了佛教的民主与自由，接下来谈谈人权 o
佛教怎样尊重人权呢？首先，佛教没有歧视，包括
人种歧视，还有性别、语言、教育、阶级、国家等
视。甚至，及有宗教的歧视。关千教育，佛教

有享受教有的权利。印度古时的教育属
，不像现代的世俗教百。佛陀认为姆个人

都有机会成佛，阶以每个人都该有机会受教育。
时候印度妇女是不准受教育的，但佛们肌脂出妇女
也应该受教育，他因而也收了四众峈了，其中包括
性。女性也可学佛，也可受教育，这观念破天

荒破除了印度社会歧视女性的传统。佛陀这开明的
思想也同接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佛陀的侍从弟千阿
难陀曾种女性出家的回题而同佛陀．“佛陀啊，请
同女性可否成力阿罗」又？“佛陀答说．”可以。＂
“那为什么不让她们出家？“佛陀从此便让女性出
家当丘尼，但施加额外的戒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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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习惯，佛教也一一剪重。佛陀
示他的两个弟子，出外弘法不必坚持使用雅利

安语（沁yan Language) ，应该用所到地区的土

语。宗教方面，佛教主张宗教信仰自由，选择上的

自由，包沽尊重他人的宗教。佛教说，假如你批评

和污唇别人的宗教，那就像对天空吐痰，痰必降回

你身上。由以上所述，可见佛教是尊重并行合人权
的一个宗教。

`' 

其实，佛教不只婢重人权，更进一步超越了人
权。假如我们说政冶的演变是经由神权、君权进步

到今天的人权，那么接下来的发展该是什么呢？我
想是“生权＂。生权就是众生的权利。世界人权宣
言第三条这么说：“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

身安全。＂讲到人权，那应该是建立在尊重”他人

的人权”的基础上，不然的话”只顾自己的人权”
，那充其篮只是“私人权”，那很自私。佛陀说，

我们必须尊重别人的生命，即绝对不可以夺取别人
的生命。即使你是囚禁、处罚他，也不可以污唇他
。这是佛教对人的生命最基本的保护。为什么我提

到“生权”呢？因为佛陀讲到一切生物都有保护他
们生命的权利，所以我说佛教讲到“生权＂。因为
一切众生都有爱护他们生命的天性，比如说：当人

们要宰牛只时，它就会本能的流出眼泪来。近代西
方也有类似“生权”的运动，比如“反虐待动物”
的组织，“保护濒临绝种动物基金”的设立等等。

到此让我总结以上所说。佛教的人权观念是建
立在人本精神上。佛教以人为本，因此佛教的人权
观也以人为本位。佛教尊重人，应该以人最起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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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啸是自由的思考－－从自由里耽有所谓的
民主，因为有自由一定要有民主，有科学。最尼，

我提到一点就是，从过去历史我们看到佛教如何去
维护人权，以及佛数不只维护人权，而且已经朝向
维护“生权”的方向。



堂代表许博义

｀郭茠镇律师主讲青
会课题。

｀青年研讨会邀请止真诚博士

：、洪祖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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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雪华青 、背运、

佛青交流会。

＠洗碗是节目之一·

＠全体照。

＠四天三夜都吃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