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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一本书都有它的来历，这对于更好地理解书的内容大有裨益。
从20世纪初开始，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核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的生活水
平得到显著提高。
与此同时，我们忽视了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副作用以及人们对技术的恐惧。
要求承担责任的呼声，要求对科学技术特别是技术和相关领域的伦理道德问题及其影响有一个批判性
思考的呼吁，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响起。
技术的全球化引发了对技术反思的全球化。
　　伦理道德问题及其解决方式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密不可分的。
因此，需要理性地探讨和寻找一个能被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共同接受的普遍伦理规范。
然而，鉴于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群体对道德的感受不同，尽管我们期待着一种共识和普遍认可的解决
方式和答案，但不可能没有争执，这就使我们在伦理道德领域的对话和交流变得更加迫切和必要。
　　德国与中国在这个领域进行合作的构想始于20世纪90年代。
2002年夏天，柏林工业大学的李文潮教授和我访问了大连理工大学，并做了关于技术哲学的讲座。
在那里，我们和中国年青的技术哲学家进行了交流。
刘则渊教授的参与和大家具有前瞻性的共同努力，促使关于技术哲学的中德对话由一个松弛的论坛发
展成为一个活力十足的研究德国技术哲学的中心。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第一届中德科学技术伦理问题研讨会在柏林的成功召开，首先要感谢中德科学中心的支持。
这次大会由中德双方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代表组成，符合双方共同的愿望，也使我们找到了广泛合作
的基础。
感谢柏林工业大学及其副校长Blessing教授。
当然还要感谢为这次大会的准备和召开做出重要贡献的李文潮教授和王国豫教授。
第一届中德科学技术伦理问题研讨会的主题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伦理道德的挑战以及全球化趋势
，从文化和道德的角度反思技术价值和科学技术中的伦理问题，探讨对科学技术进行伦理评估的可能
性。
呈现给读者的既有共同的观点，也有尚在争论的观点。
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和我们这些出席柏林会议的人一样感受到同事间的气氛，并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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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论文集收录了2003年中德科学技术伦理问题研讨会论文共27篇。
本论文集共五个部分：科学技术伦理的基本问题，生物医学伦理，经营伦理、工程技术伦理和环境伦
理，科学技术伦理与社会，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
内容涉及对科学技术进行伦理评价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科学技术伦理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不同文
化在对待科学技术及其伦理问题上的差异，生物医学伦理、经营伦理、工程技术伦理和环境伦理中的
具体问题，个人与社会的责任等。
    本论文集可供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伦理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教师和学生阅读，也适合对科
学技术伦理学以及德国科学技术哲学感兴趣的大众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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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前，中国科技与经济突飞猛进，引起许多前所未有的伦理问题，激起学术界探索科技伦理的空
前热忱，力图在现代科技伦理的高度上复归古代贤哲“道法自然，人天谐和”的生态伦理观。
中国和德国，虽然位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但我们头顶同一片星空，心怀探求全球伦理的共同愿景
：中德两国学者携手共建，架起一座科学技术伦理合作研究与交流的欧亚大陆桥。
这次会议成果表明，柏林会议堪称这座中德学术大陆桥的奠基工程。
　　会议期间，学术氛围与宜人天气可谓如影相随。
柏林秋高气爽，风清雨疏，沁人心脾，惬意非凡；会议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高谈阔论，气氛热烈。
中德两国学者怀着关注人类生存与命运的共同责任感，对科学技术伦理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讨论：从科
学技术的一般伦理问题，到网络伦理、生命伦理、生态伦理、工程伦理等各种应用问题；由当代科技
前沿的道德哲学反思，到具有前瞻性、预防性、可操作性、可持续性的技术伦理评价、制度支持和社
会控制等决策建议。
　　令人特别高兴的是，我们中国学者有幸在技术哲学的发源地，一睹久负盛名的德国技术哲学家的
风采。
在这次会议上，他们以非凡的技术哲学视野阐述了关于科技伦理的精辟见解，让我们领略到自工业革
命以来科学技术和伦理价值与时俱进的共同品格。
　　唐代诗人云：“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伟大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发表《中国近事》300多年以来，中德两国学者始终保持着沟通交流、谋求共
识、相互理解的传统友谊。
这次会议就是这种传统的延续。
在共同研讨中，我们既认识到中国和欧洲在科学伦理上的文化差异，也发现了中西文化在当代科技伦
理建构中的共性与共识；既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合一”的思想对于现代科技伦理的价值，也感受
到德国古典哲学追求“科学王国”和“道德王国”的统一在现时代的复归。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技术伦理的跨文化对话>>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