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閃科找

主t圭才全 'a 因解密之後的 1&基
因 」 時代的來臨，會

不會像打開「潘朵拉的盒子」

般，在解開生命奧妙的同

峙，也同時為人類帶來災

難?

專家認為，生物科技是擋

不住的潮流，但凝聚大眾的

參與和共識，才能減少科技

進展的阻礙及對人類社會的

不良影響。 時報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余範英致詞時表示，

在科學領域中，對知識的無

止境追求是一種強大的動

力，在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

後，科學家打開的不見得是

潘朵拉的盒子 ，而是一扇無

限寬廣的大門 。 但就人文領

域來說 ， 科技文明對人類社

.透過楊寧孫生動的演說 ，讓基因科技不再令人陌生難澀 。

生命天書解闖世紀之謎
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基因解密激發希望也帶來隱憂

會帶來的衝擊，又何嘗沒有

打開潘朵拉盒子的感觸?余

執行長表示 ，人文和科技的

對話會給人們帶來勇氣， 勇

敢面對知識的追求和過程中

所遭遇的困難 。 基金會未來

十年希望扮演科技和人文溝

適的橋樑 。

中研院院士陳定信演講中

指出﹒人類醫學從中世紀的

圖書醫學，演進到近年的分

子生物學，科學家開始從細

胞內的遺傳物質，探詢 「龍

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

會打洞 」 的奧秘 。 也由於基

因科技的進展，醫學界開始

藉由找出具有基因變化的疾

病 ，進一步確認疾病基因位

置 、 選擇基因用於診斷和發

展藥物治療 。

楊寧課教授及戴華教授於

演講中相繼提到基因改造食

品的相關問題，楊教授認為

自然不日人工可以融為一體，

讓人類向上提昇，但是必須

規範科技，限制GEO的細

菌流入土壤或河流 。 GEO

未妥善標示者也不應該上

市 。 而戴華教授也強調，產

品標示只是尊重個人自主範

例之一 ，其他該做的還包括

政策制定過程透明化、廣泛

考量民眾的憂慮，以及制定

管制架構，確保基因改造食

品不會對健康或環境造成風

險 。

第一場的演講吸引各界人. r基因科技與人文議題」研討會，邀請到多位國際知名學者出席。

士參與，包括一般民眾和高

中、大專生物研究社團的學

生聆聽 。 國科會主委魏哲和

認為 ，人文和科技的系列座

談值得各界參與支持 。 國科

會副主委吳茂昆表示，科技

和人文的對話在此展開，科

技的發展將更有社會共識 。

人頓價值與自然世界

第二場座談會針對基改動

植物，由學者暢談基因科技

的迷思，以及基改動植物的

風險及對生態的衝擊，吸引

了三百多位民眾聆聽 ， 不少

人席地而坐，發問更是相當

踴躍 。

基改食品未來發展的趨向

和風險，有些是可知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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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是不可知的，更有一必帶

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 該如何

來面對這必問題，統計數字

這方面似乎沒有多大的意

義，並非說百分之三十的人

同意吃基改食物，所有的人

就非吃不可，社會大眾的感

覺、處境和信任度是很重要

的，我們需要很多的關懷來

促進彼此間的了解，而且

「不知無罪， 害怕有理 J ! 

但是逐漸認知是我們在意的

過程 ， 不斷地書怕及不認知

並不能解決問題，如果真的

有那麼多的問題需要解決 ，

樂觀地面對總比一昧地害怕

好得多 ! 至於局部與全局的

關係，科學的方法是動態

的， 一百年前的科學絕對與

今天不同，科學和藝術一樣

有真 、 善 、 美 ， 需要從整體

性的角度來看問題，才有資

格去窺探科學 。

基因組解密後的倫理問題

第=場演講所探討的是基

因組解密後的倫理問題 。 陽

明大學生化研究所副教授楊

永正指出，判斷基因優良與

否，絕對不是發展基因科技

的首要目標，基因科技是要

找出疾病基因發展醫療 。 就

算擁有幾乎相同基因的同卵

雙生雙胞胎，被放在不同的

環境成長，其發展結果也會

不同 。 就現有基因科技，要

製造 「 基因人 」 的「理想 」

也許未來一百年之內還不可

能實現，但要找出 「聰明基

因 」 、 「 智慧基因 」 則容易

些 。 儘管如此，可以推測的

是 r 自然人」憑藉意志 ，

在人的社會中可能表現的比

「 基因人 」 或 「 複製人」要

好 。 因為 ，後天環境的影響

非常重要，這也就是為何要

討論倫理，及如何建構一個

讓人人有公平競爭機會的社

會 。

中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謝

世民進一步指出 r 聖人 」

是文化的觀念 ，從接受改造

基因 ， 到成為 「 聖人 」 中間

還有一段文化的距離 。 當人

類可以透過基因干預選擇下

一代，已顛覆現有對社會正

義與機會公平 ，對下一代的

道德義務等價值觀 ，適足以

敦促人類重新思考社會正義

與公平的定義 。

基因科技與社會正義

基因科技翻開了原本只有

上帝才能閱讀的生命之書 ，

在解開生命之謎的同時，人

類社會的公平也正歷經考

驗 。 專家指出，基因科技的

發展謹守社會正義 ， 基因知

識的普及和討論相當重要，

而基因資訊的公開 、透明和

中立 ，則是第一要務 。

賴其萬教授指出， 基因科

技不能用於製造生物武器，

也不能發展成基因歧視，者11

是社會大罪的共識 。 但基因

議題並非個個有共識，像是

基因差異造成的就業歧視或

保險歧視， 一般大眾和業

。基因科技會不會引發醫學革命 ，

主 、 保險業主因立場不同，

對 「可行性 」 和 「 可欲性 」

的考量使完全不同 。 包括器

官銀行 、 基因治療 、 基因轉

殖作物、基因專利問題 ， 目

前都不是能不能做的問題，

而是該如何做的問題 。

蔡世峰教授也指出，由於

基因科技的進展，科學家正

在創造新世界，但唯有基因

知識普及 ，讓每個人都了解

基因科技，人類才會有智慧

來運用這且研究成果 。

林子儀教授則表示 ， 國內

著買令人關J心。

基因研究經常利用人體的組

織 、血液作研究，卻未告知 |

當事人， 這中間存在知識資

訊不對等 ，甚至是經濟資源

人不對等的問題，值得各界

重視 。

基因治療帶來的新希望與

人文隱憂

對於無法根治的慢性病 ，

不少人寄望於基因治療 。 專

家於演講中警告，基因治療

的確挽救許多病人 ，但美國

一年半前卻發生基因治療致

死事件，最近更發現以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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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學者針對基因醫學的問題，深入淺出地提出精闢見解。

改造後的豬心替代人心，可 | 望 ! J 當醫師這樣告訴病人

能產生新的傳染病 。 專家認 | 時，已經產生醫療倫理的爭

為，基因治療的進度還很初 ! 議 。

步，但涉及的倫理問題卻很 | 陳培哲教授指出，基因治

複雜 。 I 療帶來的問題比器官移植更

目前國內外的基因治療大 | 複雜 ，換器官只是人與人間

都沒有涉及改造精 、卵、 胚 | 的移植，但基因治療使用的

胎等生殖細胞，多集中在體 | 基因卻可能來自其他動物，

系胞的基因治療。儘管這類 | 涉及跨物種的問題 。 此外，

研究爭議比較小，但也有許 | 陳教授對於目前基因治療最

多倫理問題亟待重視 。 蔡甫 大的憂心是 ，植入基因的

昌教授指出，尊重自主、行 「只能植入 、不能取出 」。 他

善 、不傷害 、正義，是執行 表示 ，萬一病人治療後出現

體細胞基因治療的四大原 副作用，基因治療沒有倒車

則 。 他表示 ，在基因治療熱 的機會，這是不小的風險 。

門當道之時 ，患者是否被充 |揀教授更強調，醫學進步都

分告知及理解研究訊息?是 是按部就班 ，不會因為基因

否在沒有被威脅的情形參與 體序列公佈，就有革命性的

研究?如果研究療效看好而 進展 ， 基因治療還在起步 ，

吸引眾多病人參與時，選擇 民眾不能冀望太深 。

病人標準何在?參與熱門研 等瑞全教授指出， 基因治

究的病人隱私如何保護? 這 療首先要回答什麼是「基因

些問題都該受到重視 。 疾病 J ?矮個子父母生下的

基因治療的法律規範與道德 孩子只有四呎三高，高個子

限制 父母生下的孩子不巧因腦瘤

「 基因治療是你唯一的希 壓抑生長，以致身高也僅四

呎二 ，這兩個孩子到底哪一

個該接受治療?他表示，包

括基因病人和哪峙情形是醫

療和非醫療狀況，都是施行

基因治療前必須解答的問

題 。

許多人主張制定法律規範

基因治療，但楊秀儀教授卻

認為，目前談規範並不成

熟 。 以基因治療對病人的

「告知後同意」來說 ， 醫師

藉由基因檢查診斷出不治之

症 ， 是否要告知受檢者?若

檢查出遺傳性疾病，是否要

告知受檢人未婚夫或子女?

而且相關訊息要告知到何種

程度，才算善盡告知之責?

基因檢驗與優生倫理

利用基因科技做產臉， i在

許多現代人想像未來生孩子

就像在超市選購優生寶寶

般，下一代將擁有最優秀的

基因組成 。 不過，專家警

告，沒有人知道什麼是完

美，這種優生學觀念可能扼

殺了生物多樣性 。

傅大為教授於演講中指

出，過去納粹以優生為名，

屠殺猶太人及限制其生育，

這種強制性的集體干預導致

優生學成為科技和政治的禁

忌 。 六 、 七十年代基因科技

興起後，盛行一種以私人醫

療為形式的基因檢驗，傅教

授擔心跨國藥廠和保險公司

的介入下， 這種基因檢驗可

能不再是單純的個人諮商和

自我決定，可能變成一種改

頭換面的新優生學 。

鍾明恰教授指出，生物有

其多樣性，好比人的體重和

身高的分布，是個倒鐘型的

常態分布，多數人集中在中

央區域 ， 少數人分布在極端

的兩端 。 而過重、過高或或

過矮，可以被當成疾病嗎?

有暴力傾向或EQ差的人可

以在產檢時被篩選掉嗎?若

人類追求單一的完美標準，

則生物多樣性將不復存在 。

.參與研討會的民眾，專注的聆聽 、仔細的翻閱相關資料 。



基因 科技

基本人權與基因歧視

基因科技用於醫療，目前

應用最廣的應屬產前檢查 。

專家指出， 包括海洋性貧

血、血友病等疾病，已可藉

產檢有效避免病變胎兒出

生 。 但這項技術涉及的基因

缺陷問題，卻也導致夫妻失

早日，家庭紛爭和個人自卑等

問題 。

不過，柯滄銘教授強調，

目前科學界對基因的了解相

當有限，能做基因篩檢的項

目也很少，世人擔心的基因

歧視問題並不嚴重 。 但也提

醒每個人都有五至三十個基

因缺陷，每一世代也都有萬

分之一的基因突變機率，現

行科技可能無法篩檢出來，

目前能篩檢出的缺陷只是相

對容易檢查的疾病罷了，沒

有任何人擁有完美的基因，

大眾不該對此產生迷思 。

顏厥安教授指出，社會調

整通常考慮的是社會因素，

像是階層、財富、族群、性

別、區域等;至於基因或遺

傳，則常被當成個人特質 。

其實並非個人努力能達到，

但目前社會除了對遺傳條件

極差者做拯救外，並不會對

基因造成的能力差距來做補

償 。

面對基因科技，黃默教授

認為，儘管有優生考量，但

不能干涉生育自由，因為父

母和社會的利益應是吻合，

都是為了子女利益著想 。 生

育的自由涉及到世代的正

義，後代子孫的權益也該受

保障，所以這一代父母在做

生育決定時，應該給子孫多

留點空間 。

教育部部長曾志朗最後表

示:要為這場研討會做結論

是很困難的，因為會中討論

的問題層次，有很表面的、

有很深的，也有非常具有哲

學性 、 有接雜著世代的 。 世

代的正義包括我們現在從事

的或所讚揚的，都是經過好

幾世紀社會與歷史的選擇，

就如顏教授今天所提到的重

點:貝多芬的耳朵如果治好

了，或許就無法寫出那麼多

偉大的音樂了，也就是這種

行為的不確定性，才使得人

之所以為人，而值得珍視 。

基因﹒基因﹒天書猶待

尋問取

這一系列關於基因課題的

馬拉松式探討，以演講與後

續座談交錯的方式，引導民

眾認識基因科技所可能衝擊

倫理、法律、道德諸多層面

的問題，可謂開國內風氣之

先，基因科技時代已然來

臨，國民具備足夠的相關知

識與素養，是發展生物科技

十分重要的基石。

閉幕演講以「基因﹒基

因 ﹒ 天書猶待尋問取 J '充

滿詩意的講題將展望基因天

書賦予生命科學的無窮契

機。這場演講由時報文教基

金會執行長余範英執行長擔

任主持人，主題演講人黃秉

乾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也

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

化暨分子生物學教授，曾擔

任美國國家衛生院遺傳基因

群計劃執行長，這次專程由

美返國為該系列講座做閉幕

演講 。

黃教授於演講中，先是播

放國際知名的 「 自然 」 雜誌

附贈的光碟，引領聽眾了解

百年來基因科技的進展，接

著他向聽眾導覽數十個網

站，說明國外網站提供豐富

的基因相關訊息，他藉此期

勉大眾在討論基因倫理議題

前都能先自問﹒ 「我上網找

資料了沒 J ? 
黃教授說現在有很多人擔

心基因的負面影響，他希望

討論的人對基因了解更多，

如此才能討論的更精采 。 雖

然目前提供大量訊息的網站

都是英文書寫的 。 但他鼓勵

大家學好英文，將來中英兩

種語言會是很管用的工具 。

黃教授說，過去討論基因

科技可能衍生的倫理、法律

和社會問題，包括基因改造

食物的標示、天擇和人造的

平衡、生命的自主和正義的

並進、基因診斷和治療的選

擇、生命保護和父母選擇的

對立等 。 他想提出更多問

題，那就是基因揭開許多奧

秘，但這是b基因資訊屬於

誰?物種的基因又何屬?殘

缺的基因有保留價值嗎?人

.黃秉乾教授指出科學家應有文

化修養及社會責任 。

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黃教授說，人類價值 、社

會正義、希望和隱憂、權利

和義務，的確是科學家該有

的文化修養和社會責任 。 他

從「基因科技的人文議題 」

系列討論中，體認到科學和

人文有加強對話的必要，希

望原本相互間的無知可以透

過互動，促進彼此的智慧 。

余執行長表示 ，社會在面

臨衝擊時，必須要沉潛思考

自己的腳步，才能繼續走下

去 。 時報文教基金會很高興

在國科會的幫助下，餵而不

捨、共同努力，得以將資訊

社會遇到的問題，做一個策

劃性的討論 。 在目前紛擾的

時代中，需要冷靜沉潛的力

量 ，媒體有正面力量 ，可以

幫助大眾消化了解社會現

況，並將危機升華為生機，

時報文教基金會很樂意扮演

推手的角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