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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因科技

在擔任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處處長之初，我便時

常思考這個單位的角色 。 國科會的基本任務是提升國內

學術研究的水準，所以它的主要目標是如何將高深的知

識再往更深更廣的境界推進，我完全同意，這是一項最

重要的任務 。

但是做為一個人文學者，我也始終認為如何化高深

的研究為一般人所能了解的知識，是知識份子責無旁貸

的工作 。 所以就任之初便積極籌劃「人文講座」 。

我原來的構想很大、也很廣泛，我希望從人文處的

16個學門中各選出幾個雖然高深但卻是社會所關注的主

題，組成一系列面向社會的講座， r打開潘朵拉的盒

子?一基因科技的人文議題」便是初試啼聲之作 。

這裡必須說明，我對基因科技的人文議題並沒有深

入而專門的知識，但作為一個人文學者，對於一切問題

的思考，基本上是以人的主體、價值與尊嚴三條簡單的

信念為出發點 。 在這三個標準的衡量之下，任何可能產

生重要影響的議題，便應積極探討，而直覺告訴我們，

基因科技所帶來的革命性衝擊將是本世紀最大的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在過去取得重大勢力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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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都是先形成風氣，提醒人們它的重要性，然後再往

精深博大的層次推展;不是一開始就有一個精密的系

統。我們對這個講座的安排也是抱持這樣一個策略。

事實上:人類至今對基因世界的了解仍然有限， 一

部百科全書的字母是被辨認出來了，但是還不曉得如何

讀它 。 由於，基因科技的可能衝擊太大了，我們不能等

到完全讀懂了百科全書的內容後才來關心它對法律、倫

理及社會的衝擊，我們應該在它的初始階段，就現有的

知識加以推估，並勾勒出一個大概，立定研究的議題，

同時要引起社會的注意，吸引年青一輩投入 。

這本書中的內容，在5年、 10年之後說不定會被批

評，但是在這個時候，它是一個必要 。 前驅者有一個特

權，前驅者是不被過度責備的 。 因為前驅者是在一個伸

手不見五指的黑暗空間中摸索，並開出一條路來 。

在這個講座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向以下諸人致謝 。

時報文教基金會的余範英執行長，國科會吳茂昆副主

委，國科會哲學學門召集人、中研院社科所的戴華教

授、時報文教基金會的袁世敏、嚴曼麗小姐等人士、國

科會人文處的林芳美副研究員，還有所有參與這個講座

的學員 。

國科會人文處處長 王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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