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当代青少年来说，了解科学技术为人类生活带来的重大变化及随之而来的
科技伦理问题于自身成长发展必不可少。《开端：面向青少年的哲学》一书，从伦理、科
学、技术三个进路为青少年与广大读者介绍了科学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及其为人

类现实及未来生活带来的可能改变。当以一种哲学反思的态度看待
科技进步带来的诸多伦理问题时，我们才能够在不确定性中笃定地为
人类自身的更好发展寻求可能。

编者按

婚姻家庭与个人生活息息相
关，却有超越个体的经验，与更大
的社会结构互相影响，这使我们
很难界定出一个固定的婚姻家庭
形态。人们拥有了更多婚姻家庭
形式的选择自由，同时也面临更
多宏观制度性约束。尼霍尔·本
诺克拉蒂斯在《婚姻家庭社会学》
一书中对此予以探讨和回应，呈
现了美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变
化，为我们思考中国当前婚姻家
庭相关问题提供了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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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应令

婚姻家庭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却有超越个体的经
验，与更大的社会结构互相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文
化、教育等无不影响着婚姻家庭的变迁，这使我们很难界
定出一个固定的婚姻家庭形态。人们拥有了更多婚姻家
庭形式的选择自由，同时也面临更多宏观制度性约束。在
婚姻家庭没有统一含义的今天，婚姻家庭对个体和社会具
有怎样的意义？在爱情、择偶、同居、生养等议题上，社会
呈现怎样的新面貌？未来婚姻家庭的变化趋势是什么？
尼霍尔·本诺克拉蒂斯在《婚姻家庭社会学》（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中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对这些议
题予以探讨和回应，呈现了美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变化，
为我们对婚姻家庭的跨文化比较提供了资料和启发。

婚姻家庭之重要性

虽然家庭的定义非常复杂且具有争议性，但家庭的
基本含义还是两人及以上组成的亲密群体，成员一起生
活，彼此照顾，分享亲密情感。家庭对个体和社会的意义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满足个体的需要。这包括马林诺夫斯基意义
上个体的生殖的需要，也包括个体亲密关系、情感支持、
安全的需要。正如作者书中指出的，婚姻家庭仍然是多
数人实现自己对于爱和陪伴、生儿育女、自我实现等目标
的手段。

其二，满足社会的需要。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对合
法婚姻家庭的界定和标准，包括主流所提倡的婚姻形式
及相应的价值理念。在一些社会，孩子的出生才意味着
婚姻的合法，其强调的正是婚姻家庭所具有的“社会的继
替”作用。婚姻家庭是诸多社会传递其主流价值、文化、
制度使命的重要手段，满足的是社会的集体需要。

婚姻家庭选择之多样性

婚姻家庭不单意味着一系列制度和规则，还体现在
一系列的行为和选择上。作者在书中揭示：几乎在每一
个领域人们的行动都呈现出多样性，展现了婚姻家庭在
当前社会的复杂性。

爱情。爱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行为，往往是婚姻家
庭重要的支持来源。它包括关怀、亲密和承诺，但不同的
人对其理解并不相同。不同理论流派对爱的解读也不
同，有的看到其生物化学的基础，有的则看到成年人对待
爱情方式背后的童年印记。爱情可以是激情的，也可以
是实用、利他或友谊的，爱情不仅具有性别差异，更具有
文化差异。

约会与择偶。在社会学者看来，约会具有显功能，是
成熟的标志，具有娱乐消遣、陪伴、情感亲密的作用，同时
约会也具有潜功能，是人的社会化的方式，是提高社会地
位的手段，也能实现自我需要或性的尝试，甚至还潜藏巨
大商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约会形式不同。而不同的
理论流派对择偶的解读也不相同，在过滤理论看来，人们
往往会选择跟自己类似的人结婚，在社会交换理论中，人
们择偶是出于对付出与收益的计算，而公平理论则认为
约会和择偶是基于寻找平等关系。当前世界，不同社会
文化背景下的择偶观千差万别，其关涉的是不同的文化
传统、经济形态和价值理念。

单身、同居、民事结合与婚姻。作者以美国为例，指
出单身、未婚同居的比例不断上升，提示婚姻家庭的形态
在今天已经多样，并且其中各个类别内部同样具有多样
性。促使人们婚或不婚、怎么婚的理由千奇百怪。其原
因既有宏观层面，如技术和社会运动或战争、经济现实或
性别角色变化，也与人口性别比、婚姻挤压、社会阶层和
非婚生育等有关，还有个体原因，如追求灵魂伴侣、独身
主义等。不同族群或种族情况也不同。

生育和养育。生还是不生越来越成为世界问题。作
者以美国为例指出，出生人口不断下降，意外怀孕、流产
率比例高，自愿不要孩子的比例甚至高达22%（2010
年）。其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微观个体的原因，也
有宏观上来自经济、生殖等因素。不孕不育不断上升后，
高科技和基因工程也不断参与进来，和传统的收养行为
一起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养选择。而如何养育孩子则涉
及更多的理念与文化差异。不同的儿童发展理论背后有
不同的育儿思想，家庭养育孩子的方式因种族、阶层、家
庭模式而不同。谁来照顾孩子不仅涉及家庭成员的地位和权利，也关
系到孩子的权利保障，背后有更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渊源，如何保
障儿童的幸福和权利仍是当前世界应该共同思考的议题。

书中还讨论了家庭暴力和家庭健康问题以及分居、离婚、再婚、再
婚家庭等问题。这些议题涵盖了婚姻家庭的方方面面，从社会视角审
视了婚姻家庭之于个体和社会的意义。

婚姻家庭问题的复杂性和未来走向

婚姻家庭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尼霍尔·本
诺克拉蒂斯在该书中以美国社会为主呈现的婚姻家庭现状和问题为
我们思考中国当前婚姻家庭相关问题提供了参考。

当前中国社会最令人关注的问题是离婚率的上升和生育率的下
降，前者呈现婚姻的脆弱，后者表达了家庭意义的式微。而其形成原
因不仅有中国自身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内因，也有经济挤压、理性计算
和个体主义思潮影响等外因。无论是对待爱情、性、择偶，还是居住、
婚姻或生养，社会都出现了越来越个性化和多样性的选择和行动，且
代际之间观念和行动差异也巨大，人们越来越无法在婚姻家庭和生儿
育女上达成共识，多样和复杂已成常态。

面对多元的婚姻家庭理念和形态，需要包容的心态，也需要负责
的应对。重新找回婚姻的神圣感和家庭的意义感，是包括社会学人在
内的学界共同的使命和责任。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品鉴坊坊与青少年的哲学对话：
科技伦理与人类生活

CHINA WOMEN’S NEWS新阅读主编 蔡双喜 见习编辑 崔安琪 美编 张影 责校 王琬 2022年11月22日 星期二 7

《图像与法律》
吴志攀 张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版

本书源自吴志攀教授在北京大
学开设的《图像与法律》系列讲座。
讲座以图像为线索，为学生们讲解
图像中反映出的法律问题。主要内
容包括：网络图像传播与法律、图像
与非法集资、图像与著作权、图像与
肖像权、图像与网络暴力、漫画与诉
讼、图像与医患关系、表情包的法律
问题、图像的创意保护边界、图像与
审判、刷脸与法律、图像与证据、偷
拍的法律问题、图像时代与法治社
会。吴教授以其深厚的法律功底和
精深的艺术造诣，行走于艺术与法
学之间，讲解中既有理性的法哲学
见解，又有感性的艺术思维，适合广
大读者作为通识读物阅读。

周嘉宁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8月版

暌隔四年，周嘉宁全新中篇集，
以《再见日食》《浪的景观》《明日派
对》，完成千禧一代中篇三部曲，分别
从“天才女孩”、地下服饰、电台文化
三个主题入手，加之扎实、精确、节制
的叙事，勾勒出全球化语境下成长起
来的一代中国人的内心特质。

本书谈及集体记忆与个别的
梦，浪尖的风与好运，遗留于浅滩的
残骸，友谊与纪念碑。来自世纪初
的共振充盈着此时此刻，直至曾经
发生的热情在日渐完整的秩序中重
塑自己的形状。从偏远的美国小
镇，到南京某处名为“防风林”地下
室，从挤满罗大佑歌迷的南下列车，
到已不复存在的上海迪美地下城，
周嘉宁书写时代浪潮中的友谊、爱
情、梦想，以小说的形式，为读者提
供“一块干净明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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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翁贝托·艾柯 著
林洁盈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22年9月版

本书是意大利著名作家翁贝
托·艾柯的作品，主题为对具有传奇
性的地域或地点进行客观的历史和
考古范畴的寻根溯源，全书共15个
章节。书中提及的地域或地点均选
自经典传说或著作，如古老的东方
传说、“古代七大奇迹”传说、亚瑟王
与圣杯传说及《圣经》《荷马史诗》
《马可·波罗游记》等。在本书中，作
者从历史研究和考古认证的角度客
观地讲述存在于传说中的著名地域
的产生和被探寻的过程，列举近现
代学者对这些地域的考察情况并用
哲学思维对其真实性及发展历程进
行探讨。

《传奇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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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爱德华·N.沃尔夫 著
徐飞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7月版

本书是世界知名财富
研究专家、纽约大学经济学
教授爱德华·N.沃尔夫一项
持续了四十多年的课题研
究成果，是有关家庭和个人
财富研究的重要著作，书中
运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来
支撑作者的论点。

作者主要以数量研究
的方式分析了 1900 年至
2013年美国家庭财富积累
模式和财富不平等程度的
发展趋势。在未来存在深
刻不确定性的时代，这部
著作提供了论据充实的精
确分析，很有可能成为财
富管理领域不可或缺的资
源之一。

■ 尼莎

从古代至近世，哲学与科学经历了由一体至分殊
的过程。从源头上说，由泰勒斯、毕达哥拉斯、亚里士
多德等先哲发展而出的古代哲学的历史同时也是理
论科学演进的历史。直至19世纪“科学家”（scien-
tist）概念的出现，哲学与自然科学间才开始出现渐趋
明确的专业分工。时至今日，科技进步带来的技术伦
理问题使科技与哲学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紧密结合起
来。对于当代青少年来说，了解科学技术为人类生活
带来的重大变化及随之而来的科技伦理问题于自身
成长发展必不可少。由华中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智
慧研究院编写的《开端：面向青少年的哲学》（上海中
西书局出版社，2022年版）一书，以对话和深入浅出
的文章谋篇，从伦理、科学、技术三个进路为青少年与
广大读者介绍了科学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及其为
人类现实及未来生活带来的可能改变。

伦理：现实生活与道德选择

想要将伦理学带给青少年，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
题是，伦理学能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开端：面
向青少年的哲学》中的“伦理”部分，选取四篇文章探
讨伦理学对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

刘时工的《生命的意义》由“意义”这一概念出发，

从主观价值、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三个层面探讨了死
亡、永生与生命的意义。作者认为幸福是一个人能从
自己生命获得的最大的善，是生命是否值得存在的判
别标准。张容南的《道德困境与道德选择》通过列举
生活中一些典型的道德困境，来回答我们应如何进行
道德选择的问题。在面对具体的道德困境时，我们需
要结合具体情境，在行为的动机和后果间进行权衡。
何静的《联合行动与感知他者》则通过比较人类与其
他生物类型，如黑猩猩、海豚等的合作性行为，探究人
类何以成为地球上唯一能够进行灵活交互以及大规
模联合活动的生物。作者指出，从认知的角度来说，
通过直接感知他者而无须诉诸间接的理论化或模拟
化的直接感知理论，为我们进一步理解联合行动以及
主体间的交互性本质提供了可能，并能够帮助我们更
好地理解伦理问题。惠春寿的《从教育公平开始思考
社会正义》则探讨哲学如何对教育公平这一社会性议
题发挥作用。在作者看来，哲学能够更好地澄清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直觉和判断，探索大众对于教育
公平的共同理解和诉求。由此也能看出，哲学思考最
终可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中诸多重要实践问题的解决。

科学：科学思维与科学表达

科学对今日人类社会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
就青少年而言，如何以科学的视角进行思考与表达，
如何辩证地看待对于科学家的各类评价，关乎每个人
的成长与发展。《开端：面向青少年的哲学》选取了三
篇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

张留华在《何谓用事实说话》一文中通过对“事
实”概念的辨析向我们介绍了在日常生活中懂得筛选
与分辨事实的重要性，并告诫读者对当下的网络新闻
与统计数据类的事实需保有审慎的态度。傅海辉在
《科学能达到真理吗？》一文中探讨科学理论的功能在
于描述、解释和预言，由此谈到传统中关于真理概念的
符合论和当代的实用主义理论之争，以及关于真理观
讨论的多样性。同时，科技在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
世界的同时，也引发出越来越多的社会争议。在这些
同科学密切相关的问题在社会上日益引发激烈讨论
时，还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对科学家的怀疑。朱晶在
《为什么我们应该相信科学家》一文中指出，这种质疑
虽然有不少问题超过了科学本身的范围，但澄清公众
的误解，帮助公众建立对科学家的信任，正是科学哲学
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对科学研究过程和科学知识的客
观性进行说明之后，作者介绍了科学共同体的规范，正
是这一规范构成了我们信任科学家的基石。

技术：哲学反思与人类未来

科学研究有没有伦理上的意蕴，是否应该受到伦
理规范的制约？如何从伦理视角反思基因增强技术
及人工智能对人类现在及未来产生的影响？面对未
来可能存在的技术的过度运用，人类何为？这些问题
构成了当代哲学与技术保持关系的纽带。《开端：面向
青少年的哲学》在“技术”部分即选取了五篇文章对这
些问题作出讨论。

徐竹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与伦理反思》从现
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反思”和“伦理反思”两个层面，重
新界定了科学与哲学在当代世界中的可能联结。随
着当代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通过改变基因以治疗疾
病的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与此同时，提高基因机能
致使自我功能得到增强的手段也开始出现。蔡蓁的
《基因增强的是与非》便是从对基因增强在道德上是
否具有可接受性的讨论入手，指出人们在道德上普遍
接受的基因治疗与较之难以接受的基因增强之间做
出截然二分的困难性，以及二者之间天然的联系。信
息时代的来临，使得人类与以人工智能（AI）为主的
类人类共存的图景已然展开。如何处理人机互动这
一新型伦理关系，是当代技术哲学热议的话题。潘斌
和赵雅君在《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一文中，从分析人
工智能的定义出发，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哲学思维路径
进行了探源。就人类而言，应当从人工智能的道德设
计过程和实验成果中反思人类的道德体系和规范，形
成二者间的良性循环和共同进步。付长珍的《机器人
会有“同理心”吗？》则从“同理心”的角度出发探讨人
机区别，指出作为人造物的机器人难以产生“恻隐之
心”和“类的意识”，也缺乏基于亲情的伦常关系，不可
能真正拥有与人一样的情感，因此人机之间的界限无
法逾越。刘梁剑在《技术反思与诗意栖居》中提出，对
于防止技术的过度运用，或可通过唤起人类自身对诗
意栖居的内在渴望来达成。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如何借由一本书将科学
技术与哲学伦理带给青少年，是笔者展开此书时，脑
中首先浮现的疑问。在阅读中，发现严谨的思考、坦
诚的交流、客观的分析、通俗的讲述是对初阶者最好
的引领。无论适应与否，科技时代已来。面对未来的
不确定性，我们正应如书中童世骏教授所言：make
a virtue of necessity——把一件必须做的事变成
愿意做的事。而当以一种哲学反思的态度看待科技
进步带来的诸多伦理问题时，我们才能够在不确定性
中笃定地为人类自身的更好发展寻求可能。

（崔安琪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