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用倫理學研究室成立經過回顧 

朱建民
＊

 

                                                        

＊ 作者為東吳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暨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榮譽教授。 

設立於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之下

的應用倫理研究中心，為了推廣國內對於

各類應用倫理議題的關心與討論，自十年

前開始發行《應用倫理研究通訊》，以議

題為導向，一年四期，至今已持續出版了

四十期。值此階段，特將應用倫理研究中

心之前身「應用倫理學研究室」當初成立

的經過做一簡略回顧。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在 1988年創

立之初，即鎖定兩大主軸做為發展特色，

一是中國哲學的現代詮釋，另一是應用哲

學之研究。不過，由於師資專長所限，最

初兩年在應用哲學部分的教學與研究比重

較少。1990 年，我接任所長一職後，適逢

李瑞全教授應邀自香港中文大學來本所客

座，有機會深入討論應用哲學的發展方

向。當時，李瑞全教授即提到可考慮將範

圍集中於應用倫理學，一則避免應用哲學

過於廣泛的問題，另一也符合國際學術界

的新趨勢。此外，我們也從內聖與外王的

觀點，認為當代新儒學如果要繼續談外王

的部分，從應用倫理的各種議題切入，或

許可能開出一條「新外王」的道路。 

在方向確定之後，我隨即藉由教育部

補助人文社會科學改進計畫提案成立「應

用倫理學研究室」，在計畫書的「背景說

明」部分，有如下的文字：  

「在當代中國哲學界的學術研究

工作中，大多因襲傳統，而以中西哲

學典籍之研究為主。這些典籍，或者

是表現哲學家的一家之言，或者是針

對根源性的問題進行討論，基本上皆

是專注於理論的層次，而較少涉及應

用的層次。因此，這種以典籍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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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固然在學術根基的奠立上

有其正面的意義與價值，但是，哲學

研究若是局限於此，儘管闡發之義理

高妙深邃，亦難免有逐步遠離現實之

趨向；而一般人之所以對哲學有『不

切實際』、『與現實社會脫節』之

感，大多亦緣於此。 

事實上，哲學之研究原本不必局

限於此一以典籍為主之研究方向，哲

學之作用亦不只是在於抽象概念之釐

清或理論體系之建構。哲學本應有更

廣闊而生動的研究領域，一個哲學的

工作者，除了書本的問題之外，更應

該關心現實世界的問題。哲學之理論

亦不只是思辨遊戲的產物，而應該要

能對現實問題之解決有所助益。近年

來，在英美哲學界中，有不少學者開

始這方面的反省。在另一方面，也有

不少其他學科的學者發現，在許多問

題的解決上，最後往往會涉及某些基

本的哲學問題，而希望哲學界能夠提供

協助。由於雙方面的共識，遂造成近年

來「應用哲學」（Applied Philosophy）

這門學科的蓬勃發展。我們看到，他

們在著名的大學中設立了一些專門研

究應用哲學的學術機構，像是 Hasting 

Center，應用哲學方面的專屬刊物也

出現了不少，像是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此外，有叢書的出版，像是國際人文

學出版公司的應用哲學叢書；有百科

全書的出版，像是自由出版公司的

Encyclopedia of Bioethics；至於相關書

籍的出版更是不勝枚舉。由以上的現

象，可以看出國外在應用哲學方面的

研究盛況。 

反觀國內哲學界，一般仍然用心

於傳統的研究方向，近幾年雖然有少

數學者試圖突破而致力於應用哲學的

研究，但是仍然未能帶動這方面的研

究風氣。長此以往，哲學非但不能對

現實社會提供實際的助益，甚至可能

會逐漸遠離現階段的中國社會。為了

避免這種流弊，也為了使哲學能對我

們所置身的社會有更大的貢獻，我們

認為，今天的中國哲學界，除了傳統

的研究方向之外，還應該努力發展應

用哲學的研究，結合哲學理論與實際

情況，以當前的具體環境為研究對

象，回歸本土，關懷社會。基於此一

信念，本所（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

所）在發展方向上，以應用哲學之研

究做為一個重點，藉此推動應用哲學

之研究，並匯集各方面的人才，希望

藉著群體的長期努力而累積一些有益

於現實社會的具體成果。 

應用哲學的發展是一項艱鉅而龐

大的工作，主要由於應用哲學的範圍

太廣，其間涉及的問題也相當複雜。

就範圍而言，應用哲學大致包括應用

倫理學、應用政治哲學、應用社會哲

學、應用藝術哲學等領域。其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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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領域中，仍有許多分科，以應用

倫理學為例，其中可分為社會倫理

學、生命倫理學、醫藥倫理學、環境

倫理學、生態倫理學、工業倫理學、

商業倫理學等項目。我們可以由此看

出，應用哲學涉及許多層面的問題，

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不能再局限於

傳統的哲學方法，而必須大量借重自

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及其研

究方法。換言之，應用哲學之研究，

必須在哲學專業人才之外，結合其他

學科的專家學者；因此，最後勢必走

向科際整合的研究模式。 

由於應用哲學的範圍太廣，因

此，在發展之初，本所選定其中最為

基本且最為重要的應用倫理學做為研

究重點。具體的工作計畫如下：(一)

設置「應用倫理學研究室」，蒐集國

內外相關單位作業現狀、以及相關之

圖書與資料，並購置相關之研究設

備。（已以專案報請教育部就「教育

部推動大學校院人文社會科學改進計

畫」中專款補助。詳細計畫參見附件

一。）(二) 每年進行一些單項的研究

計畫，先由一些較小的個案研究開

始，逐年擴大研究的範圍並提高研究

的層次。（七十九學年度的研究計畫

參見附件二與附件三。）(三) 每隔二

至三年舉辦應用哲學的學術研討會或

論文發表會，邀請海內外學者參加，

藉此結合各方面的人才，並鼓動國內

對應用哲學之研究風氣。(四) 以專書

的方式出版研究成果，以期改進現實

社會之問題。 

經由上述計畫之實施，我們希望

能於五年後，在累積了相當的研究成

果之後，申請成立有正式編制之「應

用哲學研究中心」，使此一研究方向

得到客觀之憑藉，而能對當代中國社

會及文化的發展有更長遠而深入的貢

獻。」 

上述背景說明中提到的附件一，即是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設置『應用倫

理學研究室』計畫書」，其內容如下： 

「一、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為推動國內應用倫理學之研究，擬設

置專業性之「應用倫理學研究室」，

購置必要之研究設備，蒐集國內外相

關之圖書及資料，以配合實際研究計

畫之執行，針對現實社會問題，結合

哲學理論與其他學科之專業知識，加

以研究、分析，並提出解決之原則與

建議。此一研究室之設置係本所推動

應用哲學計畫中基本而重要的一環，

整個計畫如能成功，不僅對國內人文

社會科學之研究方向有重大之影響，

亦能對國內社會之實際問題提供根源

性的解決之道。因此，特以專案呈請

教育部補助部分經費，並盼大力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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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室設於國立中央大學

文學院，空間及桌椅書櫃等一般設備

由學校提供。 

三、本研究室之管理工作與後續

之擴充計畫由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

所負責執行。 

四、本研究室成立後，將開放給

國內外所有對應用倫理學有興趣的學

者使用。 

五、本研究室成立之初所需經

費，擬以專案報請教育部就『教育部

推動大學校院人文社會科學改進計

畫』中專款補助。」 

到 1991 年，教育部同意補助部分經

費，核撥了數十萬元購買書籍和設備。就

這樣，應用倫理學研究室成立了。依此方

向，我們辦了幾屆管理哲學和文化治療學

的學術研討會。但是，實質的內涵仍然不

能令人滿意。到了 1996年，李瑞全教授離

開香港中文大學，正式加入中央大學。在

他的主持之下，開始了《應用倫理研究通

訊》，也讓應用倫理學真正在台灣茁壯起

來。2003 年，我重新接任所長一職，有感

於所務日趨繁重，商請新加入中央大學的

葉保強教授負責《應用倫理研究通訊》，

並將應用倫理學研究室提升為應用倫理研

究中心。這幾年在葉保強教授的負責下，

相關的工作推動得益發有聲有色。謹以上

述回顧與資料，做為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