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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克隆时代的人的主体性

陈万求
(长沙理工大学法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6)

摘　要 : 克隆技术引发的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等方面革命性变革 ,对人的主体性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多角

度地分析了克隆技术对人的主体性的正负效应 ,为人们理性分析克隆技术对人的主体性的影响提供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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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隆技术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中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

的现象。在现代生物学中 ,克隆技术被称为生物放大技术 ,

它是生物工程中的关键性技术。克隆技术的产生来源于对

生物遗传性质的研究和利用 ,它经历了植物克隆、微生物克

隆、生物大分子克隆和动物克隆四个阶段。克隆技术以其巨

大的社会影响力把人类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 ———克隆时代。

面向这个时代的人的主体性不断受到影响和挑战。

一 　克隆技术提高人的主体性的正效应

历史上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必定会提高人类认识世

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从而逐步提升人的主体性地位。随着

克隆技术及其成果的广泛应用 ,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越来越

更多地取代迷惘和无知 ,越来越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支

配、驾驭外界事物 ,人的主体性得到空前强化。

1. 克隆技术为人的主体性的提高提供生理、心理基础

克隆技术为人的主体性的提高提供了生理基础 ,表现

在 :第一 ,克隆技术可以改善、修复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的时候先天或后天的生理缺陷 ,使生命机能有缺陷的人去

除缺陷 ,并且使生命机能完善的人更加完美。卡尔. 德尔里

说 ,“某些遗传歧视问题将可通过添加、替换、去活化或激活

某些特定基因而得到解决 ———将某些特定基因带入人体 ,以

使失去的功能得以修复。基因治疗还将使那些没有明显缺

陷的人 ,在健康和行为方面处于最佳状态。”[ 1 ]第二 ,通过基

因重组改善人的身体素质 (如体力) ;改善了人的脑力器官 ;

延长人的寿命。

同时 ,克隆技术为人的主体性的提高提供了心理前提和

智力支持。表现在 :克隆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放大了人的感

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的功能 ,同时也大大丰富了人的情感世

界 ,满足了人类精神上、情感上的追求 ;克隆技术强化了人的

艺术知觉能力 ,扩展了人的情感体验的方式、范围和质量 ;克

隆技术的进步还改变人们原有的思维定势 ,促使人们建立崭

新的、与现代科技相适应的新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定势 ;克隆

技术打破了人的“生”、“死”的心理定势 ,等等。

2. 以劳动工具的变革为中介提高人的主体性

一般说来 ,人类的生产过程是以劳动者为主体、劳动工

具为中介、劳动对象为客体的几个生产要素相互作用的过

程。正如马克思所说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

动或劳动本身 ,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2 ]在以往或传统的生

产过程中 ,劳动主体总是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直接结合在

一起的 ,而且生产力水平越低 ,所付出的体力劳动越繁重。

然而 ,克隆技术正悄悄地改变着这一切。随着原子能的发明

和运用、空间技术的发展 ,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在生产中的

发明和运用 ,尤其是随着被誉为“21 世纪的带头学科”的生物

工程的兴起 ,劳动工具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今天 ,科学技术

已经把人类的生产工具、工艺流程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克隆时代。克隆技术用于生产中显著的特点是 :一是非

独立性。农业时代代表性的生产工具是铁犁 ,工业时代是大

机器 ,信息时代是智能计算机。而克隆时代没有典型的生产

工具 ,它通过与其他的生产工具结合 ,不断对其进行渗透、改

良而发挥作用。二是广泛性 ,即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 ,尤

其对农业、食品加工、药品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三是技术

含量高 ,前景看好。如果说工业时代机器工具的使用延伸了

人的劳动器官 ,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话 ,那

么 ,在克隆时代 ,克隆技术这种“物化的智力 ”的广泛使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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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类的就是脑力的延伸 ,智慧的释放。这显然是人的理

性、智慧高度发展和主体自主自觉的确证和表现。克隆技术

在生产中的使用表现为生产力的提高 ,而生产力的提高会充

实主体现实的本质力量 ,必然会促进人的主体性的发展 ,关

于这一点 ,马克思曾说 :人“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 ,又和他

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 ,个人是什么样的 ,这取决于他们进

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3 ]“生产力和社会关系 ———这二者是社

会和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 4 ]马克思之所以当年特别看重

生产力对个人的发展的作用 ,就是他认为人的生产活动不仅

生产客体对象 ,也同时生产 (塑造) 主体本身 ,他说 :“生产不

仅为主体生产对象 ,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5 ]这里 ,马克

思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物质生产过程对人本身的塑造 ,从而揭

示了生产力与人的主体性的提高的内在联系。

3. 克隆技术通过改变劳动对象拓展人的主体性

劳动对象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所能加工的一切对象。

它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自然物 ,这是没有经过人类加工的 ,是

自然界纳入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另一类是经过了人类加工的

物体 ,是人工创造纳入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克隆技术对劳动

对象的改善首先表现在 :随着大分子克隆技术即 DNA 重组

技术的使用 ,劳动对象的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克隆技术

中 DNA 重组技术归纳起来有三种方法 :基因注入法、清除法

和替换法。基因注入法是把其他物种的某种基因注入到要

改造的物种体内 ,从而获得理想的生物。运用这种基因注入

法 ,人类可以有效地使任何一种生物具有人所需要的特征。

基因清除法 ,是把一种基因从某一种生物体内除去 ,从而使

这种生物丧失某种特性。基因替换法 ,即把 A 种生物的基因

用另一生物的基因代替 ,从而使 A 生物改变成分。[ 6 ]人类运

用这些技术 ,通过对目的基因的剪裁、组合、拼接改造和加

工 ,使遗传物质得以重新组合 ,然后通过载体进行无性繁殖 ,

并使目的基因在受体细胞中表达 ,按照人们预先设计的蓝图

产生人类所需要的物质 ———转基因产品 ( transgenics) 。这种

转基因产品不仅带有天然的优良基因元素 ,而且剔除了不良

的基因元素 ,同时又增添了多种人工植入的优良的目的基

因。因而转基因产品如基因棉、基因豆等在质地上远远超过

了非基因产品。正因为如此 ,基因产业的前景被人们普遍看

好。克隆技术对劳动对象的改善还表现在 :纳入生产过程的

劳动对象的范围随着克隆技术的使用必将不断扩大。这是

因为克隆技术运用中巨大的生产效率决定的。克隆等生物

工程技术应用于生产必将引起工农业生产的一场新的革命。

传统农业是一种种植业 ,它离不开土地和阳光 ,利用克隆等

生物工程技术 ,可以在无需土壤和阳光的工厂里生产人们所

需要的产品。通过植物组织培养 ,对植物的细胞、组织或器

官进行无性繁殖 ,在人工控制的条件下就可以生产人类所需

要的几乎一切天然的有机化合物 ;传统的工业运用物理和化

学的方法生产所需要的产品 ,效率低。利用克隆等技术 ,也

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工业品产量。[ 7 ]“劳动对象是人类征服自

然的程度、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标志之一。”[ 8 ]可见 ,随着克隆

等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 ,作为劳动对象的基因产品的范围不

断扩大 ,质量不断提高。这标志着人类在更高的程度上认识

和把握自然 ,标志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人类的创造性

得到空前的发挥。这正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体现 ,是人的主体

性的充分的展现。

4. 克隆技术使人类成为“创造万物的上帝”

在生物进化史上 ,自然选择是产生一个新的生物物种的

唯一方法 ,需要的时间至少是 3000 年。现在看来 ,克隆技术

已经把自然界缓慢创造物种的一元模式改写成为有人类参

与创造物种的二元模式。为什么运用克隆技术能够创造新

物种呢 ?“克隆技术是对常规育种技术的一种新的背离 ,它

超越了常规育种 ,它用人工构建的载体繁殖基因拷贝和转移

基因。”[ 9 ]克隆技术“已经卓有成效地为基因水平转移和重组

开辟了康庄大道 ,而以前基因转移和重组却在崎岖小路上匍

匐前进。这种基因转移的康庄大道 ,通过万能的混合管道大

肠杆菌 ,将各个生物圈、生物界的物种同微生物群体连接起

来。”[ 10 ]克隆技术借助于人工构建的穿梭载体 , 完全可以跨

越物种的天然屏障 ,实现同种不同个体之间或在分类上毫无

亲缘关系的不同物种之间基因水平转移。例如 ,把人的基因

引入动物或把动物的基因引入蔬菜。而这在自然界是根本

不可能的事。可见 ,克隆技术使人类获得了一种改变生物遗

传性状 ,创造生物物种的能力。并且可以按照人的意愿 ,在

很短的时间内创造生物新种 ,大大地加快生物进化速度 ,改

变生物进化方向。有人把它称为“人类充当了造物主”。实

际上 ,这是人类设计新生命 ,是生物学的一次伟大革命 ,是人

类创造性的在更高层次上的充分发挥。

5. 克隆技术促进了“主体的意志自律”

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赋予了人类责任。生命伦理学是

更自觉的价值理论。[ 11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 ,特别是愈

来愈广泛、愈来愈普遍、愈来愈尖锐的社会冲突中人类的社

会责任问题日益突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在当代新

技术革命的条件下 ,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突出、尖锐了。这是因为 :过去历史阶段上科学技术的进

步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包含的一些消极后果 ,在当

代正以极其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 ;新技术革命又为我们消除

这些消极的后果、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提供了新的选择机

会 ;而当代社会生活的急速发展的节奏 ,则使这种选择变得

非常紧迫。”[ 12 ] 现代技术的工具性决定了其应用的不确定

性。克隆技术本来是人们基于一定的利益与需要产生的 ,它

在给予人类带来好处和利益的同时 ,它对传统社会、法律和

伦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在这些挑战面前 ,人们必然认真地

思考 ,从而人们的权利、责任与义务意识必然被唤醒 ,并促使

人们积极行动起来 ,为主体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条件。克隆技

术等生物工程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发现、发展和应用这

些技术并处在前沿的科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看到了在实验

室通过基因重组技术产生新细菌或病毒等病原体的可能。

于是 ,科学家们采取了负责的行动 ,发表了阿斯拉莫宣言 ,呼

吁在合适的管理规则出来之前 ,暂停实验。特别是 1997 年

克隆羊多莉问世 ,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克隆人的

自然、社会和伦理大讨论。在这种情况下 ,国际组织、各国政

府纷纷制定法规 ,禁止克隆人的实验。全球从事生物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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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在论争中达成共识 ,制订了自律规范。1997 年 5 月 13

日 ,在世界卫生组织年会上 ,191 个成员国一致通过反对克隆

人的决议。可见 ,随着克隆技术的发展 ,人类凭借价值理性

制控着科学理性 ,客观上促进了人类“主体的意志自律”。

二 　克隆技术抑制人的主体性的负效应

克隆技术在使人类日益获得主体能力的同时 ,却又悄无

声息地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类失却主体性地位 ,对人的主体性

发展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1. 丧失人的主体性的异类 ———克隆人

如果克隆人真的从理论变为现实 ,仔细考察克隆人就可

以发现 :克隆人是一群丧失自我、丧失人性 ,从而丧失人的主

体性的异类。

其一 ,丧失自我。“认识你自己”一直是困扰人类的一个

问题。“我是谁 ?”的思索使个体的自我意识产生。“我”的意

识使一个人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别于外物、有别于他人

的富有个性的主体性的人。可是 ,若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

“克隆人”,他会怎样思索这个问题 ? 他不禁会发出疑问 :“我

是谁 ?”“跟我一模一样的那个人是‘我’还是‘他’?”“是同胞

兄弟还是父子 ?”不管“克隆人”在后天环境中如何被塑造 ,但

他的心理永远无法摆脱“前我”的巨大阴影的笼罩 ,他将被本

来尚未彻底解决的“我是谁 ?”的人生疑问愈益困扰 ,痛苦不

堪。[ 13 ]

其二 ,丧失人性。“你一定要这样作 :无论对自己或对别

人 ,你始终都要把人看成是目的 ,而不要把他作为一种工具

或手段。”[ 14 ]康德的“人的尊严原理”同样适用于克隆人。如

果克隆人是目的 ,克隆人就应该有人类的思想、情感 ,就有人

的尊严 ,也就是说 ,他应该被当作一个完全的、真正的人。事

实上 ,人们会按照现有的价值观来设计克隆人的自然特征 ,

诸如体形、头发、肤色、智力等等。不仅如此 ,人体器官市场

的巨大的商业利润有可能诱使少数人铤而走险 ,把克隆人当

作人体器官移植的重要来源之一。这样 ,克隆人的自然选择

基因权利被剥夺 ,他的作为人的尊严被无情地肢解、抹杀。

此外 ,在人们尚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 ,克隆人可能会受到不

公正的待遇。这样 ,克隆人的思想、情感、尊严即他的人性统

统丧失殆尽。克隆人仅仅作为满足人类自私欲望的一种手

段而已。克隆人的主体性的丧失 ,从本质上讲是人类主体性

的丧失。因为 ,克隆人也是人。

2. 主体“物化”、“对象化”的可能性在增加

克隆技术将为人类和生物界造福 :解决温饱、营养问题

的植物基因工程 ,保护和抢救濒危动物的动物基因工程 ,保

护和抢救濒危人种的人的生殖性克隆 ,自体器官移植和防止

衰老的干细胞克隆 ,根治癌症、脑心血管病、艾滋病的基因治

疗等等。但同时 ,人类生老病死的人工安排将在更大的程度

上代替自然安排 (基因干预、辅助生殖、生命维持技术) ,人体

结构、心理、行为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受人工改变 (如药物、电

和化学刺激、脑芯片、脑移植、基因操纵) ,在这种情况下利用

克隆技术的发展侵犯人权的可能性和机会也就更大更多 :个

人隐私被侵犯 ,个人的自主权或自主决定权受到侵犯 ,人被

当作“客体”、“东西”对待的可能增加 ,即人易被“客体化”。

尤其是挑战人的主体性的克隆人违背了自然的本质 ,把神圣

的人降格为物 ,从而使人成为技术操纵的对象 ,以及可以在

流水线上大量复制的产品。人仅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物质

存在 ,只是被利用和被操纵的对象。正如有的学者指出 :人

们“按照不同的需要生产不同类型的人 ,除了复制天才和复

制自己外 ,也可能复制作为商品的克隆人 ,如作为输血或供

给器官的机器 ,或者作为性奴隶与役使奴隶 ,等等。”[ 15 ]“克

隆技术是工业社会企图将雌性控制的繁殖变成由科学专家

双手控制的变态思潮的最新发展 ,这一趋势正在加速进行 ,

最后无耻的公司会将繁殖变成服务手段和商品。”“所以 ,胚

胎甚至人的胚胎 ,都可以直接转化为商品 ,或者变成提供蛋

白质、细胞以及器官的动物场的货源 ,只要你有钱 ,就可以买

到。”[ 16 ]

3. 人的异化的可能性在增长

马克思是最早对人类异化现象作过深刻批判的思想家。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 ,人和物的

对立、人和人的异化 ,普遍存在。“科学对于劳动来说 ,表现

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力量。”[ 17 ]异化劳动使“人的类本

质———无论是自然界 ,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 ———变成

人的异己的本质 ,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18 ]“人同自己

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

实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己相对

立的时候 ,他也同他人相对立。”[ 19 ] 20 世纪西方的许多思想

家 ,如胡塞尔、海德格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人与

机器关系中人被异化的现象更是关注。他们指出 ,现代社会

不是人控制技术 ,而是技术控制人。在克隆技术条件下 ,同

时存在着克隆及其技术掌握人存在的本质的可能性。

基因武器的安全性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的

武器经历了冷兵器 (以铜铁兵器为特征) 、热兵器 (以火药为

特征) 、化学武器、物理武器、核武器等时代 ,与此相适应 ,人

类的灾难和恐惧与日俱增。而今 ,克隆技术催生的新武器

———基因武器 ,将给人类的生存和健康蒙上一层新的阴影。

长期反对核武器而斗争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英国物理学

家约瑟夫·罗特布拉特 (Joseph Rotblat) 说 :“我担心其他科学

领域的发展 ,会衍生出其他形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而遗

传工程就最有可能 ,遗传工程的疯狂发展正在取代原子能的

位置。”[ 20 ]

转基因产品的安全问题。这是指由于转基因产品的生

产、处置、使用的不当 ,而对人类健康或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危

害。一是转基因产品对人类健康的安全性问题。科学研究

表明 ,转基因产品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严重的可

以致癌或导致某些遗传病。二是转基因产品对自然生态的

安全性问题。由于转基因产品是经过科学技术产生的新物

种 ,转基因产品释放到环境中 ,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新的污

染 ,即所谓的遗传基因污染 ,而这种新的污染源很难消除。

目前 ,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问题在日、美、欧等地已经成为

一个社会问题 ,消费者团体掀起了相当规模的反对转基因农

作物和食品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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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技术崇拜问题。即把基因及其技术的作用神化、扩

大化。认为 ,基因决定生物的性状 ,通过对相应基因做适当

改变 ,就可以设计和制造满足人类一切需要的生物。通过对

基因的操作 ,世界上所有的主要问题都会迎刃而解。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克里克 ,1996 年就在美国国会发表

过以下著名的言论 :“我们以前认为命运掌握在星象之间。

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的命运主要掌握在基因里。”人类基因组

创始人杜贝克也曾表示 :“DNA 就是真理 ,世界上发生的一

切都与 DNA 序列有关。”基因决定论认为 ,人的性状、疾病、

智力、行为、性格由基因决定 ,基因决定一切。[ 21 ]

基因武器的安全性问题、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问题、基

因技术崇拜问题等等负面影响 ,实质上都反映了人自身的一

种危机 ,这种危机是人的文化的危机 ,是人存在方式和实践

方式的危机。这种危机客观上消融着人的主体性。

三 　人的主体性的构建

与以往科学技术不同的是 ,克隆技术的对象是生命 ,尤

其是人类生命 ,是具有意识和思想的活生生的生命 ,任何疏

忽都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 ,克隆技术比以往任何

时候对人的主体性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换言之 ,人的主体性

构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迫切。我认为 ,在人的主体性建构

中 ,正确处理好客体理性与主体理性的关系至为重要。

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的理性 ,人是

“理性的动物”。一般说来 ,理性是相对于感性、知性而言 ,是

一种高级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状态 ,它可以分为客体理性和主

体理性。客体理性表现为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对工具的追

求、对效率的追求和对各种行动方案的正确抉择。其特点是

它的工具性和手段性 ,关心手段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相反 ,

客体理性不关心以至于忽视目的及其合理性。主体理性表

现为人们对世界的意义、道德的价值、人格尊严的追求 ,具有

明确的目的性和终极关怀性。主体理性的本质是生命理性 ,

即主体的价值理性。主体理性尊重的是人本身的价值性 ,寻

求的是主体意识的自由展现。它关心目的及其合理性 ,而不

是只限于手段及其有效性。

客体理性与主体理性 ,在人的主体性建构中都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客体理性使人能够冷静地对待客体对象并选

择有效的手段和工具。没有客体理性 ,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

就失去了依据 ,显然就不能建构人的主体性。但是 ,主体理

性在人的主体性的建构中更为重要。这是因为 ,若没有主体

理性 ,人就失去了活动的内驱力 ,失去了目的和意义 ,人的主

体性就会出现削弱 :重视手段而轻视目的 ,重视必然而轻视

应然 ,重视物性而轻视人性。

现代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技术文化 ,是一种十分重视

技术、工具和手段的文化。克隆技术就是这种文化发展的必

然产物。但是 ,在克隆技术带给人们福祉的同时 ,出现了人

的物化、异化甚至丧失人性的现象 ,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

主体理性的建构。所以 ,人类在重视克隆技术的同时 ,也要

重视主体理性的作用及其建构 ,使人们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

精神状态 ,始终追求生命的意义、人的价值、人格尊严 ,保持

一个火热的主体状态而不是冷冰冰的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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