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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因改良的道德標準 

    作者先從 「一對失聰同性伴侶帶有失聰基因的精子捐贈者，訂製出天生失聰

的寶寶」引發社會大眾譴責的事件開始說起。又提出 「一對為了得到優質卵子提

供豐厚賞金的父母」為例。因為「道德標準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 

    接著以「表達心中的不安」這個段落說明： 「當科學的腳步比道德理解快速

時，大家很難表達心中的不安」 。思考： 「我們的擔憂是對的嗎？如果是對的，那

麼是根據什麼呢？」 

    作者緊接著說明科學的部分：「基因工程」在人類的「肌肉」、「記憶力」、

「身高」、「性別」上發展出卓越的成就。然而，這樣的成果該用在什麼人身

上？用在什麼目的上？只要確保在制度完善、公平正義的社會就可以使用無虞

嗎？作者認為「不見得」。接著他又提出「科技削弱人性、威脅人類自由與繁

榮」的觀點。 

第二章 生化運動員 

    作者以運動員為例，提出人的自由表現能力可能受到基因科技的威脅。接著

提出努力型和天賦型運動員都使用了增強表現的藥物，哪位會讓人更生氣呢？作

者認為任性的道德標準和生物科技並肩反對資賦優異的權利 ，所以基因改良的問

題在於我們對人類的能力和天賦的特質懷有的感激之情將被遺漏、破壞。 

    在「增進表現」此節中，說明了運動員利用了一些方法來增強表現 ，像是跑

鞋、高地屋、特殊飲食、醫療手術、藥物、基因干預等等，然而這些低科技與高

科技的方法，在道德公平上是否一樣？應該 「如何區分這些改變是增進比賽和敗

壞比賽呢？」 

    作者認為須著眼於運動的本質 ，並取決於新科技是突顯或扭曲最佳選手的天

份和技能。並提出一些例子說明在基因工程年代，侵蝕了許多應該被頌揚天份和

稟賦的部分，讓一些體育藝術淪為表演項目。 

第三章 父母打造訂做的孩子 

    資優的道德標準也深植於父母對孩子的教養方式 。於是作者提出孩子為恩賜

的禮物，要全心接納孩子的原貌，也就是神學家威廉 梅恩說的「對不速之客的



寬大」。 

    在塑造和觀望此節中，作者引用梅恩提出的：父母對孩子的愛有肯定孩子的

本質：接受的愛，和追求孩子的福利：轉化的愛 。然而近來，過度野心勃勃的父

母很容易再轉化的愛得意忘形。塑造孩子、栽培和改良他們的要求以追求完美，

送孩子上昂貴的學校、請家教、學各項才藝等等。那麼，藉由教育和訓練提供這

些協助，以及利用基因改良提供協助，兩者之間的差別是什麼？接著作者認為這

個時代常見強力介入孩子生活各層面的父母，他們看不到人生的意義是個恩賜，

他們是急於掌控和統治而焦慮過度的代表。導致隨著表現的壓力升高，幫助專注

力提升的需求藥物也提高。基因改良道德問題的最深切的來源是：表現完美的需

求鼓舞挑剔天賦的衝動！ 

第四章 舊的及新的優生學 

    大家都希望後代天生優良，因此利用基因改良人類的基因組成的優生學在二

十世紀初盛行 。要防止不健全基因的生育這造成了多少代價呢？最後，希特勒推

行的優生學造成了絕育，直達大屠殺造成種族滅絕，優生學聲名狼藉。作者探討，

只是因為高壓強迫的關係嗎？如果是自願控制下一代基因組成的也有不對嗎？

非自願的絕育讓自由市場與自由主義優生學崛起，但需思考的是無論是根據市場

和指示或是精確的優生學目的訂做孩子，讓孩子取得競爭優勢，這兩者在道德上

有何差別？ 

    從自由主義的優生學來看，侵犯了孩子的自主權或「開放的未來權利」的既

不是教育也不是基因改良。作者認為假如所增進的能力是「通用的」工具，也不

指引孩子往特定的職業或生活計畫，那麼，道德上是容許的。但他最後引用了德

國最傑出的政治哲學家尤爾根．哈伯瑪斯反對的觀點：訂製基因違反了自主和平

等的自由原則。一旦父母成為孩子的設計者，無可避免的也須為孩子人生負責，

這樣的關係不可能平等互惠。 

第五章 支配與天賦 

    為什麼要擔心人生在某方面是否勝利呢？我們能擺脫對基因改良的擔憂嗎？

如果生物科技化解了我們對天賦的體悟，會有什麼損失呢？ 

    作者認為如果基因改革侵蝕我們對人類力量和成就中天賦特質的感激，將會

改造道德觀中的三大關鍵—謙卑、責任與團結。在一個重視支配和控制的群居社



會裡，為人父母是學會謙卑的好機會，如果大家習慣於基因上透過科技自我改進，

社會謙卑也會被削弱。而且對命運的、對孩子的責任也會激增，反而可能降低了

我們和比我們不幸的人團結的意識。作者認為我們有義務跟本身無過失卻缺乏相

對天賦的人分享恩賜，但完美的基因控制將侵蝕人們思考他們的天分和幸運的偶

發性時，所產生的真正團結。 

   作者主張對天賦的感激之心能由宗教或俗世的源頭而來，也認為基因工程的

社會成本大於益處，因此他不贊成基因改良，但論點可能引起至少兩種反對：過

於宗教和抗議結果論沒有說服性。 

    最後作者認為，人們往往假定現在擁有的基因改良能力是生物醫學進步過程

中的無意間產生的副產品，但其實除了我們的意願外，不為我們留下任何東西可

供確認或觀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