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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从事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已有五六十年了。
开始时的主要兴趣是在科学哲学，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伦理学问题逐渐突出
，又由于1988-1990年间到英国进行学术访问所受到的启发，所以从90年代我便开始腾出一些精力和时
间注意道德哲学问题。
这种研究的逐渐积累便产生了本书的初版：《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道德哲学的探索与反思》
（1999）。
科学哲学的学者由于较为熟悉科学技术的历史及其内容，所以他们研究道德哲学时有不同的视野，能
较好地发挥学科交叉的优势，本书也力图体现这种优势。
在本书中，我是采用一种交叉视野来分析道德哲学问题的，上篇叫做“现代科学视野中的价值与伦理
”。
力图对价值问题与伦理问题进行一种科学的论证。
例如运用系统科学和生态科学的原理分析价值理论，特别是广义价值理论；运用博弈论的数学成果，
分析人类伦理道德的起源，以及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突现，以说明“经济人”是怎样变成“道德人”
的；运用生物学的“利他基因”来说明伦理学中的“仁爱”原则是有一定的生物学根据的。
不过这种做法只是将科学原理和科学哲学作为研究道德哲学的一种辅助工具和表现形式，并不企图采
取科学方法来建立道德科学。
单独使用科学和科学方法是不能解决道德问题的，例如，从自利的个人，经过多次不确定性非零和博
弈，到达道德原则的社会契约选择，中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反复学习与实践理性的提升过程，不是用
数学方法就能解决人类伦理关系之起源的。
本书下篇，我进入另一种视野，就是分析现代伦理视野中的科学与技术，主要讨论科学伦理与科学技
术发展所提出的主要伦理问题。
简言之，要用一种人文的观点来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方面我着重分析科学共同体的伦理规范，
核科技和核伦理，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的发展与生命伦理，生态科学的发展与生态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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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一种交叉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即从现代科学的视野来探索价值与伦理，
力图阐明现代科学及其方法为价值理论与伦理学说提供了什么新思路和局部辩护，例如运用系统科学
和生态科学的原理分析价值理论，特别是广义价值理论；运用博弈论分析人类伦理道德的起源，以及
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突显；又从现代伦理的视野来看待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存在哪些主要的伦理问题
、有哪些主要的伦理约束，特别讨论了科学共同体的伦理规范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核科技与核伦理
、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与生命伦理、生态危机和生态科学与生态伦理问题。
作者的道德哲学立场不是道义论的也不是功利主义的，而是整合多元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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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工具价值可以是客观的，关于这一点，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早就说得非常清楚。
他说：“价值同问题一道出现；没有问题，价值就不可能存在；价值和问题都不可能从事实推出或获
得，虽然它们往往与事实有关或与事实相联系。
”波普尔在这里所说的问题，正如大家熟知的可以是个理论问题，也可以是个动植物的生存问题，都
可以通过不断的尝试性的试探和消除错误来解决这些问题。
“价值的情况也像这样。
可以猜想，一个事物、一个观念、一个理论或者一个方法是由于有助于解决一个问题，或作为一问题
的解决而具有客观的价值。
不论那些努力解决该问题的人们是否有意识地评价其价值。
⋯⋯人们常常提出，价值只有同意识一起才进人世界。
这不是我的看法。
我认为，价值同生命一起进入世界⋯⋯所以即使没有意识，也存在客观的价值。
”①波普尔在这里所说的价值，显然是指工具价值。
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罗尔斯顿说：“当延龄草为捕食者所食，或枯死被吸收进土壤腐殖质，延龄草的内在价值被毁灭，转
变为工具价值。
系统是价值的转换器。
在那里，形式、本质、过程的真实性、事实和价值是不可分割地连接着，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穿梭般
地来回在整体中的部分和部分中的整体中运动，局部具体的价值嵌入全球结构。
”②价值不是主体与客体相互关系的范畴吗？
怎么会有离开评价主体——人类评价者的事物的客观“内在价值”？
这不是与公认的传统价值概念背道而驰吗？
不依赖于人类评价者的自然价值概念难道不是生态伦理的困境吗？
刘福森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上刊登的《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一文中
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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