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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口生育的深层伦理思考
) ) ) 评5现代生育伦理问题研究6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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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锋

(吉首大学 伦理学研究所, 湖南 吉首  416000)

  人口问题历来是有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
问题, 在当代众多的人口问题中, 生育问题显得尤

其突出。20世纪 70年代以来,以基因工程为主导

的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试管婴儿、人造子

宫、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等现代生育技术的发展所

引起的人口生育方式的变化, 一方面给人类社会带

来了福音,另一方面也使人类社会面临一系列前所

未有的伦理、法律难题。如何对这一系列的伦理、

法律难题作出合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需要的阐

释是相关学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肖君华教

授的新作5现代生育伦理问题研究6(湖南人民出版

社, 2004年 12月出版, 以下简称5研究6)一书正是
对这一系列难题从伦理的维度所作出的大胆理论

探索。

5研究6一书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章)是

全书的理论基础,在这一部分作者认为在对现代生

育伦理问题进行解析时, 功利论的思维路向和和道

义论的思维路向都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其中的任何

一种思维路向都不足以对现代生育伦理问题做出

完整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以支持从社会到个人的

生育选择。因此应当把功利论的解释路向和道义

论的解释路向结合起来, 既重功利和人类幸福的整

体推进,又重道义和人类精神的提升完善, 并以此

作为现代生育伦理问题的总体解释框架。第二部

分(第二章至第八章)是全书的主体部分,在这一部

分作者具体分析了适度生育的伦理问题,性别选择

的伦理问题,不婚不育的伦理问题,无性生育的伦

理问题,婚外生育的伦理问题, 生育优化选择的伦

理问题, 生育补偿的伦理问题等七个方面的现代生

育伦理问题。作者通过把描述伦理学的方法、分析

伦理学的方法、规范伦理学的方法同应用伦理学的

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的途径对现代生育伦理问题

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和分析,并在这种探讨和

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作者认为只有对现实的生育伦理问题进行深入的

认识与研究, 才能构建生育伦理学的学科体系。第

三部分是本书的结尾部分,在这一部分作者阐述了

人类生育行为经历的三大阶段,即自然生育阶段、

计划生育阶段和选择生育阶段,并阐释了各个阶段

的不同特点, 揭示了人类生育由/必然王国0向/自

由王国0迈进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人类生

育伦理会随着人类生育行为的丰富和日趋多样化

而愈加繁复, 人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亦会更加任重

而道远。三个部分有机结合、浑然一体,共同构成

了5研究6一书独特的理论构架。
纵观5研究6一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对人生存和发展问题的特别关注。作

者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责

任感,直面现代生育中的复杂伦理难题, 对涉及人

类生存和发展的七个重大生育伦理问题进行了分

析。生育方式的变化, 必然涉及人的生命、自由和

权利等基本价值,涉及人和社会和谐发展等重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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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作者认为人口生育技术包括生育控制技术、生

育辅助技术和无性生殖技术等。这三种技术在现

实生育过程中的应用无不涉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人的自由、人的基本权利、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问题。由此,人口的生育问题就不再仅仅是家庭的

事情,而已经是社会的事情。这就意味着, 现代生

育过程中人口生育方式的变化,即人口的生育从家

庭化的生育到社会化的生育, 必然引发一系列的社

会伦理问题。作者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理性的剖析

过程中,在/以人为本0的伦理理念基础上, 提出了

/功利论0和/道义论0相整合的思维路向,既重视经

验事实的证明又重视经验事实,把伦理学分析与科

学证明以及经验证明结合起来,对现代生育伦理问

题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了一些充满人文精神的原

则。如把控制人口增长, 提高人口质量与尊重生育

权利和生命权利有机合起来; 把个人权利、幸福的

合理考虑与其相应的责任要求结合起来;把考虑部

分家庭生儿育女的幸福要求与两性之间、亲子之间

的基本伦理关系以及孩子的生长不受危害的要求

结合起来;把解除人类生育负担, 优化人种的考虑

与防止人的生命异化,维护人类尊严的要求结合起

来;把保持男女性别平衡的要求与尊重后代的性别

选择权利以及男女平等的原则结合起来;把考虑个

人幸福要求以及自主要求与行为的道德合法性要

求结合起来;把目标的合目的性要求与合规范性要

求结合起来。这些原则都充满着浓厚的人文精神,

对人的生育、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伦理上的规范引

导作用。

第二 、运用多种伦理学方法分析了相关生育

问题。面对由生殖技术的进步和婚姻家庭的现代

演变所引发的现代生育伦理问题, 肖教授认为生育

伦理既同婚姻家庭伦理、人口伦理、生命伦理和现

代生物医学伦理密切相关,又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

性,并以其特有的功能、性质对相关伦理规范产生

影响,从而成为现代应用伦理学中的一门既受关注

又焕发生机的学科。对生育伦理问题的研究要用

多种伦理学有机结合的方法, 要对现代生殖方式的

变化、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作现

象的描述和理论的分析,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

对策。例如,作者在第二章对适度生育问题进行伦

理探析时,首先用描述伦理学的方法对当代世界的

人口问题呈现的/两极化0趋向进行了描述,并指出

人口问题的/两极化0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人

口压迫生产力0和/生产力压迫人口0等问题; 然后

用分析伦理学的方法对这两方面问题的危害进行

了分析, 并指出在当代只有适度的人口生育才有正

向的社会道德价值;接着用规范伦理学的方法对适

度生育的伦理问题进行道德上的价值判断,并指出

适度的人口生育具有功利和道义上的合理性;最后

用应用伦理学的方法对适度生育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具体阐释了进行生育调控的两条基本路径和两

种基本手段。以上四种伦理学分析方法不是彼此

分离的, 而是相互渗透, 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正

是因为这些方法的有利结合,才使对生育问题的剖

析更加深入, 中肯和完整 。

第三、凸显出重大的学术价值。现代生育伦理

问题实质上是人类自身生产和社会物质生产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生育伴随人类的产生而

出现,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日趋进步和文明, 人类

的生育活动不只是一种生物本能, 就其本质而言,

它是一种社会行为。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

特别是生殖技术发展、婚姻家庭关系演变、社会变

迁和文化变迁加剧的当代, 在人口和生命伦理学、

医学伦理学等相邻学科取得重大理论和实践成就

的条件下, 加大对生育伦理的研究、创建生育伦理

学学科, 既是理论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肖教授

所做的理论探索一方面有利于伦理学工作者和相

关医学工作者对各种复杂的现代生育伦理问题有

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而有益于/现代生育伦理学0的
建构及其实践;另一方面他提出的有关人的生存和

发展的原则对于/现代生育伦理规范体系0的建构

也有着明显的导向作用; 而且对人的生育权、生命

权、生育选择权和平等权等权利所作的伦理分析为

政府制定和实施有关生育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道

德支持; 同时对生育伦理问题所作的功利和道义的

理论分析也有益于发展生育主体的道德智慧。生

育伦理文化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它与人类相伴相

生并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在我国建设和谐

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加强对生育伦理问题的研究既

对更新人们的生育观念, 提高人们的生育质量, 促

进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具有较

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又对构建和发展现代生育伦理

学学科有着重大的学术指导价值。

(作者系吉首大学伦理学研究所 04级硕士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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