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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应用伦理学研究室成立经过回顾 
 

朱建民（东吴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暨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荣誉教授） 
 

设立于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之下的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为了推广对于各类应用伦理议题的关心与讨

论，自十年前开始发行《应用伦理研究通讯》，以议题为导向，一年四期，至今已持续出版了四十期。

值此阶段，特将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之前身「应用伦理学研究室」当初成立的经过做一简略回顾。 
 

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在1988 年创立之初，即锁定两大主轴做为发展特色，一是中国哲学的现

代诠释，另一是应用哲学之研究。不过，由于师资专长所限，最初两年在应用哲学部分的教学与研究比

重较少。1990 年，我接任所长一职后，适逢李瑞全教授应邀自香港中文大学来本所客座，有机会深入

讨论应用哲学的发展方向。当时，李瑞全教授即提到可考虑将范围集中于应用伦理学，一则避免应用哲

学过于广泛的问题，另一也符合国际学术界的新趋势。此外，我们也从内圣与外王的观点，认为当代新

儒学如果要继续谈外王的部分，从应用伦理的各种议题切入，或许可能开出一条「新外王」的道路。 
 

在方向确定之后，我随即藉由教育部门补助人文社会科学改进计划提案成立「应用伦理学研究

室」，在计划书的「背景说明」部分，有如下的文字： 
 

「在当代中国哲学界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大多因袭传统，而以中西哲学典籍之研究为主。这些典

籍，或者是表现哲学家的一家之言，或者是针对根源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基本上皆是专注于理论的层

次，而较少涉及应用的层次。因此，这种以典籍为主的研究方向，固然在学术根基的奠立上有其正面的

意义与价值，但是，哲学研究若是局限于此，尽管阐发之义理高妙深邃，亦难免有逐步远离现实之趋

向；而一般人之所以对哲学有『不切实际』、『与现实社会脱节』之感，大多亦缘于此。 
 

事实上，哲学之研究原本不必局限于此一以典籍为主之研究方向，哲学之作用亦不只是在于抽象概

念之厘清或理论体系之建构。哲学本应有更广阔而生动的研究领域，一个哲学的工作者，除了书本的问

题之外，更应该关心现实世界的问题。哲学之理论亦不只是思辨游戏的产物，而应该要能对现实问题之

解决有所助益。近年来，在英美哲学界中，有不少学者开始这方面的反省。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其它

学科的学者发现，在许多问题的解决上，最后往往会涉及某些基本的哲学问题，而希望哲学界能够提供

协助。由于双方面的共识，遂造成近年来「应用哲学」（Applied Philosophy）这门学科的蓬勃发展。我

们看到，他们在著名的大学中设立了一些专门研究应用哲学的学术机构，像是HastingCenter，应用哲学

方面的专属刊物也出现了不少，像是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此外，有丛书

的出版，像是国际人文学出版公司的应用哲学丛书；有百科全书的出版，像是自由出版公司的Encyclope

dia of Bioethics；至于相关书籍的出版更是不胜枚举。由以上的现象，可以看出国外在应用哲学方面的研

究盛况。反观国内哲学界，一般仍然用心于传统的研究方向，近几年虽然有少数学者试图突破而致力于

应用哲学的研究，但是仍然未能带动这方面的研究风气。长此以往，哲学非但不能对现实社会提供实际

的助益，甚至可能会逐渐远离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为了避免这种流弊，也为了使哲学能对我们所置身的

社会有更大的贡献，我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哲学界，除了传统的研究方向之外，还应该努力发展应用哲

学的研究，结合哲学理论与实际情况，以当前的具体环境为研究对象，回归本土，关怀社会。基于此一

信念，本所（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在发展方向上，以应用哲学之研究做为一个重点，藉此推动应

用哲学之研究，并汇集各方面的人才，希望借着群体的长期努力而累积一些有益于现实社会的具体成



果。 
 

应用哲学的发展是一项艰巨而庞大的工作，主要由于应用哲学的范围太广，其间涉及的问题也相当

复杂。就范围而言，应用哲学大致包括应用伦理学、应用政治哲学、应用社会哲学、应用艺术哲学等领

域。其次，在各个领域中，仍有许多分科，以应用伦理学为例，其中可分为社会伦理学、生命伦理学、

医药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工业伦理学、商业伦理学等项目。我们可以由此看出，应用哲

学涉及许多层面的问题，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哲学方法，而必须大量借重自然科

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方法。换言之，应用哲学之研究，必须在哲学专业人才之外，结合其

它学科的专家学者；因此，最后势必走向科际整合的研究模式。 
 

由于应用哲学的范围太广，因此，在发展之初，本所选定其中最为基本且最为重要的应用伦理学做

为研究重点。具体的工作计划如下：(一)设置「应用伦理学研究室」，搜集国内外相关单位作业现状、

以及相关之图书与数据，并购置相关之研究设备。（已以项目报请教育部门就「教育部推动大学校院人

文社会科学改进计画」中专款补助。详细计划参见附件一。）(二) 每年进行一些单项的研究计划，先由

一些较小的个案研究开始，逐年扩大研究的范围并提高研究的层次（七十九学年度的研究计划参见附件

二与附件三。）(三) 每隔二至三年举办应用哲学的学术研讨会或论文发表会，邀请海内外学者参加，藉

此结合各方面的人才，并鼓动国内对应用哲学之研究风气。(四) 以专书的方式出版研究成果，以期改进

现实社会之问题。 
 

经由上述计划之实施，我们希望能于五年后，在累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之后，申请成立有正式编制

之「应用哲学研究中心」，使此一研究方向得到客观之凭借，而能对当代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有更长

远而深入的贡献。」 
 

上述背景说明中提到的附件一，即是「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设置『应用伦理学研究室』计划

书」，其内容如下：「一、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为推动国内应用伦理学之研究，拟设置专业性之

「应用伦理学研究室」，购置必要之研究设备，搜集国内外相关之图书及数据，以配合实际研究计画之

执行，针对现实社会问题，结合哲学理论与其它学科之专业知识，加以研究、分析，并提出解决之原则

与建议。此一研究室之设置系本所推动应用哲学计划中基本而重要的一环，整个计划如能成功，不仅对

国内人文社会科学之研究方向有重大之影响，亦能对国内社会之实际问题提供根源性的解决之道。二、

本研究室设于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空间及桌椅书柜等一般设备由学校提供。三、本研究室之管理工作

与后续之扩充计划由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负责执行。四、本研究室成立后，将开放给国内外所有对

应用伦理学有兴趣的学者使用。五、本研究室成立之初所需经费，拟以项目报请教育部就『教育部推动

大学校院人文社会科学改进计画』中专款补助。」到1991 年，教育部同意补助部分经费，核拨了数十

万元购买书籍和设备。就这样，应用伦理学研究室成立了。依此方向，我们办了几届管理哲学和文化治

疗学的学术研讨会。但是，实质的内涵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到了1996 年，李瑞全教授离开香港中文大

学，正式加入中央大学。在他的主持之下，开始了《应用伦理研究通讯》，也让应用伦理学真正在台湾

茁壮起来。2003 年，我重新接任所长一职，有感于所务日趋繁重，商请新加入中央大学的叶保强教授

负责《应用伦理研究通讯》，并将应用伦理学研究室提升为应用伦理研究中心。这几年在叶保强教授的

负责下，相关的工作推动得益发有声有色。谨以上述回顾与资料，做为纪念。 
 

台湾中央大学《应用伦理研究通讯》第41期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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