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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先從「一對失聰同性伴侶找帶有失聰基因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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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子提供豐富賞金的父母」為例，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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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的腳步比道德的理解快速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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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正義的社會中就可以使用無虞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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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點。 

 

作者認為「基因改良和基因工程的主要問題是在逐

漸破壞人的努力」，來表達「一位努力型選手使用

藥物而帶來的反差更令人生氣」，由此可知基因改

良的罪孽就是逃避訓練和辛苦。 

再由「跑鞋和地鐵這兩項案例與老虎．伍茲的事

件」提出「設備上的創新是否改進還是模糊參賽重

要技巧的問題」。接著引申出道德難題：如果基因

改造會引起大眾的反對，為什麼卻不反對Nike 的

「高地屋訓練營」呢？接著比對毫無科技的高熱量

飲食攝取，提出：超大體型球員，不只貶低球賽也

貶低其他球員的尊嚴。 

作者再對比體育與表演之間的差別和音樂的鎮定劑

與擴音系統「判斷有無反道德行為在於是否扭曲了

比賽或藝術的本質」。 



 

作者縈繞「健康從本質上而言並不寶貴」的論點來

討論「父母是否有塑造完美孩子的義務」，接著在

表達接受愛與轉化愛平衡的重要性，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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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說明家長對孩子的過度期待與全方面保護，是

過於失控的行為，從而提出可以「指引人生」的顧

問公司。 

「表現完美的需求鼓舞了挑剔天賦的衝動」。說明

日益漸增的表現壓力，阿迪羅和利他能雖然具有短

暫聰明的效果，但12點的鐘聲一過，一切又將恢復

原狀，甚至衍生其他問題。以科技介入孩子的人

生，真的是適合的嗎？ 

 

作者先從「舊絕育法」所帶來的影響開始說起，進

而衍生至希特勒的過度優生學，思考：「真正的問

題出在哪裡？ 

只因為高壓強迫的關係嗎？或者以非強制的方法，

控制下一代的基因組成，有什麼不對嗎？」 

再藉由新加坡的優生政策切入，卻造成「國家虎視

眈眈且以嚴厲的手段侵入人們應該自由決定的生育

選擇」的反差和卵子供應及精子銀行所造成的道德

疑慮，反映出「自由市場優生學」，使孩子成為精

心設計的產品。 

接著進入「自由主義優生學」的時代，接著提出

「基因超市」的想法，可儘管強調個人選擇，卻比

剛出現意味著更多國家強制。最後說明哈伯瑪斯反

對優生學的論點。 

 

開頭先說明道德觀中的三大關鍵「謙卑、責任與團

結」。 

再提出「裸身上陣和保險」兩個例子，舉出「我們

有義務跟本身無過失卻缺乏相對天賦的人分享恩

賜」的想法。 

作者說明自己不贊成基因改良的論點可能引起兩種

反對：第一種會有人抱怨過與宗教性；第二種可能

有人抗議結果 

論的說法沒有說服力。最後提出「與其運用新的基

因權利去矯正，不如更竭盡所能做好社會和政治安

排」。 



最後作者說明新的優生學計劃，舊的優生學需要不

斷地去除不健康的人，可新的優生學是要不斷地提

升不健康人的基因水準，聯想到「饋贈為人類自由

出去枷鎖」的美好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