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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由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萧昆焘教授、王育殊教授创
立，90年代初开始组建一支由青年博士构成的年轻的学科梯队，至90年代中期，这个团队基本实现了
博士化。
在学界前辈和各界朋友的关爱与支持下，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自20世纪末以来，我本人和我们团队的同仁一直在思考和探索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团队应当和可能为
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怎样的贡献？
换言之，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应当形成和建立什么样的特色？
我们很明白，没有特色的学术，其贡献总是有限的。
2005年，我们的伦理学科被批准为“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这个历史性的跃进推动了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经过认真讨论并向学界前辈和同仁求教，我们将自己的学科特色和学术贡献点定位于三个方面：道德
哲学；科技伦理；重大应用。
以道德哲学为第一建设方向的定位基于这样的认识：伦理学在一级学科上属于哲学，其研究及其成果
必须具有充分的哲学基础和足够的哲学含量；当今中国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诸多理论和现实课题必须
在道德哲学的层面探讨和解决。
道德哲学研究立志并致力于道德哲学的一些重大乃至尖端性的理论课题的探讨。
在这个被称为“后哲学”的时代，伦理学研究中这种对哲学的执著、眷念和回归，着实是一种“明知
不可为而为之”之举，但我们坚信，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学术资源和学术努力。
科技伦理的定位是依据我们这个团队的历史传统、东南大学的学科生态以及对伦理道德发展的新前沿
而作出的判断和谋划。
东南大学最早的研究生培养方向就是“科学伦理学”，当年我本人就在这个方向下学习和研究；而东
南大学以科学技术为主体、文管艺医综合发展的学科生态，也使我们这些9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新生
代”再次认识到，选择科技伦理为学科生长点是明智之举。
如果说道德哲学与科技伦理的定位与我们的学科传统有关，那么，重大应用的定位就是基于对伦理学
的现实本性以及为中国伦理道德建设作出贡献的愿望和抱负而作出的选择。
定位“重大应用”而不是一般的“应用伦理学”，昭明我们在这方面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只是试图在
伦理学应用的某些重大方面和重大领域进行我们的努力。
基于以上定位，在“985工程”建设中，我们决定进行系列研究并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严肃而审慎地推
出以“东大伦理”为标识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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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技伦理的定位是依据我们这个团队的历史传统、东南大学的学科生态以及对伦理道德发展的新
前沿而作出的判断和谋划。
东南大学最早的研究生培养方向就是“科学伦理学”，当年我本人就在这个方向下学习和研究；而东
南大学以科学技术为主体、文管艺医综合发展的学科生态，也使我们这些9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新生
代”再次认识到，选择科技伦理为学科生长点是明智之举。
如果说道德哲学与科技伦理的定位与我们的学科传统有关，那么，重大应用的定位就是基于对伦理学
的现实本性以及为中国伦理道德建设作出贡献的愿望和抱负而作出的选择。
定位“重大应用”而不是一般的“应用伦理学”，昭明我们在这方面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只是试图在
伦理学应用的某些重大方面和重大领域进行我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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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教育的人文关怀使命“性善”和“原罪”的共通与互释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在生命伦理中的契合社
会公正视域下政府的医学责任论权力运作方式下的性禁忌伦理从女性主义视角看生命伦理学反思医院
泄露病人隐私现象医学生临床见习教学的伦理困境及其解决生命伦理学是爱的伦理儒家思想和基督教
思想对中、西方医患关系的影响伦理生命的三重世界及其秩序——庄子道德哲学的形上原理及其实践
理性法则公正伦理视域下的平价医院研究试论精神与医学伦理精神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初探
论医患关系调整中的公正构建人类生存困境的关切和焦虑——对蒂里希《根基的动摇》的解读患者隐
私权问题的伦理冲突与分析梁漱溟生命伦理观释意《新约》伦理智慧初探苟子生命观探析基因革命的
伦理难题及其“发展伦理”应对直面生命科技，何以归责？
——论生命伦理中的道德责任基于原罪观念的生命伦理学论技术社会人道化问题——弗洛姆技术伦理
思想研究柜中人渴望出柜——中国社会同性恋现象及其困境的生命伦理分析人类基因组研究中道德风
险的理性认知中国道家的生命伦理思想克隆人的伦理问题生命之自然与生命科学技术一种可疑的性爱
论——福柯眼中的古希腊人同性之恋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实践难题的伦理思考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难
题及其生态超越农村医保中的伦理呼唤善行背上的“污点”——骨髓捐献志愿者失信引发的伦理思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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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方面，支持自杀的、为人堕胎的医生被看成是杀人犯或自杀者的帮凶。
另一方面，这些医生又被奉为是不公正、被迫妊娠和终极苦难的解放者。
如加拿大存在的，有人试图强加一种全球适用、单一付费、平等的卫生保健系统，却被看成是人类基
本权利和市场自由化的侵犯者。
另外，那些支持人们享有不同水平的基本卫生保健的人被看成是人类基本平等权的破坏者。
作为一种描述性的伦理学，我们发现对于道德正直的理解分歧很大。
道德多元化不可避免。
六、为什么存在道德多元论和生命伦理学的多样化。
在生命伦理学和卫生政策的实质问题上，不仅存在着明显的道德争论，而且这些诸多的争论，是不能
通过正常的理性论证得到解决的。
一方面，正如已经提到过的，这些诸多的争论源于各自不同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信仰，比如关于流产、
用于研究的胚胎生殖以及杀婴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涉及的实体是否应被认为是与正常成人一
样的人）。
大多数这些形而上学的争论，只有通过承认特定的最初前提和论证规则才可能被解决。
另一方面，即使基本的形而上学问题不成问题，争论将转向对价值的不同评定。
另外，在尚未认清争议的焦点是什么时，人们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正如伊曼努尔·康德充分指出的那样，就形而上学的问题而言，涉及超出日常经验范围之外的事件，
是很难下断言的。
争议开始时的范围限于对价值等级的正确评定，随后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已经认识到争论的焦
点是什么后，才能解决这样的争论。
这也就是说，如果回避这个问题，循环论证或者无穷后退，这些争论将无法消除。
在不知道怎样评价有关不同道德偏好的不同观点（比如有关自由、平等、财富和安全的偏好）的影响
时，将无法得出结论。
一个人也不能不假思索地满足自己的偏好，除非他已经知道应该怎样改正偏好，并把理性的偏好和狂
热的偏好相比较，以及计算随着时间流逝偏好满意度的折扣率。
求助于公平的观察者、假设的选择者或假设的订约人也是没有用的。
如果这样的决定者真正地公平，他们将什么也不选择。
为了以一种特定的方式选择，他们必须具有个人的道德意识或者起码的善恶观。
直觉与相反的直觉可能相遇。
任何断言的特定平衡都可以被其他达到平衡的方式反驳。
为了获得道德理性的引导，我们必须确保这个道德理性具有了规范的内容。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生命伦理学正在被后现代性的拷问困扰着。
刺耳的道德多样性讨论，决定了对于医疗的所有实质议题的争论不休；而且，大体而言，没有充分的
理由使人相信：这些争论可以处于有原则的方式之中，并能够以正当的理性论证来结束这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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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论文集分为三个部分（会议论著举要；东南大学青年学者论坛；东南大学学人论著典萃），共计91
篇，包括参加会议并交流的学术论文、东南大学的学者以往从事生命伦理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以及伦
理学专业的在读和已经卒业的博士、硕士们的生命伦理学习作等。
这些文章除反映当今国际学术界生命伦理学的最高研究水准（如恩格尔哈特教授在中国大陆此次大会
首发的最新标志性论文《道德全球生命伦理学：共识的瓦解——对全球性的探求：生命伦理学，文化
战争和道德多样性》）外，还有国内哲学界学者关于生命伦理学的长期思考的、富有个性的、宝贵的
研究成果（这在以往的很多正规的论述中极少见到）。
我们还欣喜地看到，我们的学生、我们身边的青年学者、我们的伦理学后继人的富有创见性的生命道
德文章，尽管略显幼稚，但给了我们一个辉煌的未来。
我们这次论坛，是国内学界关于生命伦理话题的一个最广泛领域的、具有历史感的、语义附形深刻的
交流；是以道德哲学语言作为基础，把实践问题和现象作为载体，由“异乡人”互认多元的生命伦理
语汇，最后回归到高端理念中去。
我们愿意各自保留自己的话语权利，但又互相理解与尊重，在一个最好的思想宽容的生活中，构结一
个最有效的伦理中轴，坦诚并忠实地追求德行的美好与自由。
为了生命的明天与明天的生命，我们的行动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将继续完成与哲学、科学以及其他
学科和文化领域的融合，使生命伦理学有一个真实的突破。
这部文集，是在原有会议论文集基础上，集结一些散乱的文字，花费了编者很大的心血与劳动，从征
集论文到校对书稿，有很多青年人默默地积极参与奉献。
本文集由樊和平、孙慕义教授总体策划，由孙慕义教授主持和组织、设目建序、披阅全稿。
郑勇、马晶参与翻译，邵永生、肖媛、程国斌、王进、刘剑等参与编辑，张志斌、张廷干、许启彬、
殷强、岳正伟、钟文娜、胡娜、张卫红、李井贵、艾环环等参加校对等工作；最后由孙慕义、林辉、
程国斌、张廷干、许启彬在会议休会之后统一编辑成书；他们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获得了人生意义的意义和伦理生命与伦理精神的净化以及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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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伦理研究(生命伦理学卷·2007-2008)(套装上下册)》：“2007南京生命伦理学暨老年科学与伦理学
国际会议”由国家“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东南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医学人文学系主办，于2007
年11月5日至8日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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