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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了人类基因干预技术的发展历史；人类基因干预技术的伦理属性；人类基因干预技术的
伦理辩护及其困境；作为“生命自创生运动”的人类基因干预技术；如何在人的生存主体性中确证技
术的伦理未来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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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国斌新疆伊犁人，1999年本科毕业于南京铁道医学院(现东南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从事临床
外科工作两年后改学哲学，2001年考入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攻读伦理学研究生，2008年获东南大学
伦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医学人文学系教师，从事医学人文学教学科研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医学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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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伦理制度变成了理性主体根据“科学”的“制作”活动以后，它就脱离了自己的原初伦理境域
，道德主体从其现实伦理生活的历史中抽象出来，成为理性的个体；伦理规范与德性目标成为一种理
性设计的产品，并且被放在一种理性设计出来的“原初状态”中加以确证--例如无知之幕笼罩下的“
原初状态”。
　　“制作”活动所产生出来的伦理上的普遍性，只能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才能够适应各种不同境
遇中产生的社会交往与合作的主体。
因此，道德就不能是一种在“伦常习俗”中养成的“习惯”，而只能是一种在理性反思中获得的“知
识”。
所以，“正义原则”或者“交往行为范式”，都只有在丧失（或者说“摆脱”）了与现实生活经验和
历史境域的直接关联的情况下，才能够摆脱人类事务的不确定性，成为“科学”的法则。
只有生产劳动过程内涵的“具体善”--把生产过程完成得好--已经被取消，让其价值完全依从于维持
生命本身这一目的，在不同社会制约条件下的劳动生产活动，才能够在符合自然节律的意义上获得必
要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在这个“客观”的基础上“科学”才能够产生。
此时，人类自我创造的活劫本身就与其产品（道德知识）及其境域（伦常习俗）相分裂，人类的本
质--全面的创造和占有自己的本质这一属性--就与人类自身的生活和生产实践相分裂，变成了一种超
越了历史和生活实践的纯粹的抽象，是在按照科学方法进行的反思中才能够获得的知识，而创造出这
一本质的东西--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却变成了被其指导和受其约束的活动。
于是，柏拉图由“哲学王”来统治的乌托邦政治学，其中内涵着“知道”真理的高级灵魂（统治者）
对身体（生产者）的专制，在现代性社会中就变成了“程序正义”在价值体系中的优先性，其中内涵
着关于正义的“科学知识”在政治活动中的权威性。
古典时代统治者们始终需要面对的人性的不确定性和野蛮的生活习惯，在技术专家眼中，是一种需要
技术手段进行调整和制约的“理性不及”的因素--恰恰因为这些因素是“理性不及”的，所以无法通
过学习和教养加以改变，只有通过技术手段来进行调整和制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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