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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足1史敦會「生命文化」葯再度j!:興

艾立勤（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生命倫理研究中心t任）

甯永鑫教授寫了一本非常重要並切合時代需求的書。因為

在當代天主教生物倫理與人類生命倫理的領域裡，沒有其他問

題比「一個位格人何時開始存在？」更重要了。甯教授在書中

不但詳盡回答了這問題，更說明了為什麼教會訓導如今已有足

夠的證據得以宣告「人類接合子是位格人」。這答案是十分關鍵

的，因為數百萬仍在母親子宮中的孩子之命運是生是死，就憑

藉著這個必須正確的答案。具體的例子是· 美國最高法院在判

決墮胎合法化時，引用了聖多瑪斯「延緩的成人化過程」 delayed

hominization' 子宮內的孩子，男嬰要 40 天、女嬰要 90 天才成為人 的論

點，主張皿去確認未出世孩子的位格性，因此去律上沒有義務

給予未出世孩子屬於位格人的權利，導致做出「當雙方權利產

生衝突時，位格人 1， 母親的權利必須優先於非位格人子宮內

的孩子」的判決 c 這個「未出世的孩子並非位格人」的推論，

應用於世界各地，成為每年超過六千萬胎兒被屠殺經由墮胎

的主因。此外，這理由也將人類早期胚胎與接合子的「本體性

地位」降低至「非位格人」的身分，致使噩數正在發育過程中

的人類被刻意的製造、供作實驗後遭到銷毀的命運。

本書對人類接合子具位格性的論述既詳盡又有說服力。天

主教會早在現代生物學、遺傳學、細胞生物學與胚胎學發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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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就已針對「人的生命何時開始？」（即「一個位格人何時開始存

在 r） 」展開討論與辯論，神哲學家們只能依靠不充分、有時甚至

是不正確的科學性證據，作為探討問題的依據與基礎，就如同

聖多瑪斯根據亞里斯多德的古典胚胎學及「延緩的成人化過程」

學說，發展他對人類生命何時開始的論述。不幸的是，根據此

一在當時唯一可用、但現在已證明是錯誤的科學證據所做出的

「延緩的成人化過程」論述，已然深植於教會的思想中。

本書呈現了「亞里斯多德—多瑪斯」論述在出發點上的錯

誤，並說明教會訓導已經隱含地不再採用這個基礎上的錯誤｀

這項工作是值得讚賞的。然而，即使現代科學已明確地指出這

項錯誤，現今的學者們依舊深受影響。本書詳盡地分析了近代

教會對於早期人類胚胎與接合子位格性的相關訓導文獻，指出

教會訓導當前的立場雖然非常接近宣告他（她）們的位格性，但

是僅儻說出「如同一個位格」 (treated as a perso正這句話。這顯示

教會訓導仍未擺脫由「延緩的成人化過程」所衍生出有隅何時

「賦予靈魂」, ensoulment) 上的困境，其根本問題在於「延緩的

成人化過程」學說提出了一個條件：在理性靈魂進入（或與其結

合＼使其成為人之前，這個「尚未成人」 (not-yet-human) 的存有

物只能是某種非人類生物體，亞里斯多德稱其為一個「渾沌不

分的肉團」 (fleshlike substance)' 這造成了由古至今的學者們始終

繞著「人的靈魂何時開始存在？」這個永遠無法獲得解答的問

題上打轉。甯教授在本書中轉換了「人的靈魂何時開始存在？」

這個爭論的中心概念，並提出另一個不同、但非常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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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我們是否能夠探查出「人的身體何時開始存在？」

這關鍵性的中心概念轉換，正是教會訓導（與聖多瑪斯）的

核心教導：「精神性的靈魂本質上是身體的形式」。因此甯教授

著眼在精神性的靈魂與身體本身之間的關係；並指出教會訓導

過去已承認「在子宮中的孩子是人類」，正是基於能夠觀察到他

（她）們擁有人的身體的這「常識性」證據：因為具有人的身體，

證明了其形式—精神性靈魂一的存在。在分析了現代遺傳學、

細胞生物學與胚胎學之後，甯教授證明了「人類接合子不但擁

有、也是人的身體」是一個科學性事實。因此，藉由將焦點轉

移至「接合子是否擁有人的身體」這問題，教會訓導得以宣告

人類接合子就是一個人、一個位格人。最後，本書也根據胚胎

學與生物學的事實，答覆了一些因人類早期發育異常（如同卯雙

胞胎與胚胎的再嵌合等等）而主張「接合子不能是位格」的異議。

甯教授的書，或許對當前那些擁有龐大的世俗力量、並將

焦點與目光局限在支持墮胎、胚胎研究與人工生殖技術（這涉及

大量的製造與毀滅許多處於胚胎期的位格人）忙])__士：，可有老匯科去f里解星

本書能夠帶來的影響力和益處。換言之，當天主教會明確宣告

有關人類接合子與早期胚胎具位格性的訓導時，一個極具意義

的重大改變將逐漸展開（現今在歐美國家裡，天主教內女性與非天主教

女注的墮胎數量幾乎一樣），同時天主教徒將明白為什麼每一個人從

受孕的那一刻起就擁有其生命的權利與尊嚴。這將使當前盛行

的「死亡文化」逐漸瓦解，並使教會能夠重新建構天主所賜與

的「生命文化」再度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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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德隆（輔仁聖博敏神學院校長）

天主教接受聖經啓示而重視人的生命，從生命的開始直到

生命的自然結束，都給予重視。這個道理，實際上是任何有理

性、有情感的人可以了解、也可以接受的。人塵世的生命不是

個絕對的價值，因為畢竟有結束的一天；但基督徒相信，即

使身體死了，人並不會因此消滅，而會繼續存在。身體死了之

後，人的確變得不完整而期待身體的復活，才算已達到最圓滿

的永生狀態。

針對身體生命的結束，基督徒一方面很珍惜生命，另一方

而可以接受死亡，顯示一種自由。這是為甚麼基督徒不接受安

樂死（因為刻會造成死亡而犧牲生命），也是為甚麼能夠停止無法帶

來相稱效果的治療，而選擇安寧病房，接受死亡。

幾十年來，天主教清楚接受並促進人權的觀念，比方說支

持聯合國人權宣言，與其他宗教及善心人土肯定每一個人的尊

嚴。而所有人權當中，生命權是最基礎、不容侵犯的。

針對人生命的開始，即已經懷孕但還沒出生的生命，教會

也一直認為此生命需要被保護。大部分的人，無論任何時代、

文化或宗教都不喜歡看到小小的生命被犧牲掉。但這種事情卻

一匱在發生。要保護這小小的生命，常要接受很多的麻煩，或



xii 人類棲令 :§-~b 本體性地位

積極來說，要付出很多的愛。這也是為什麼在教會歷史中墮胎

一直是被禁止的行為，但這行為的嚴重性與小生命是否已成為

人具冇人權的是有關係的。歷代教宗的訓導很清楚確定從最

開始懷孕的時候，這個小生命就是人，我們就要接受、愛護他 I

她。教宗雖鈥沒有直接和清楚說他用了「不可錯誤的權力」宣

布此道理，但實際上這我們是應該接受的。

除了接受教會的道理外，我們遠有義務設去眞正了解—

了解這個道理怎樣既合乎人性的眞相，又合乎最新的科學知

識。甯永鑫老師是本院的專任教授，他選擇了最難的出發點·「人

類接合子」，也就是「當人還是一顆細胞的時候」，做了詳細又

完整的硏究。學術界與教會及甯老師看去不同的專家遠不少，

書中將會一－討論，讓讀者多思考，逐漸建立自己的觀念，並

有能力運用於牧靈工作或與一般社會人士旳交談土。

神學院特別感謝甯老師把原來的博士論文整理後以中文出

版。同時感謝楊素娥老師在編輯上的協助。在中文書的範圍內，

相信讀者找不到這樣詳細和徹底研究「接合子本體性地位」的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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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許多忠於天主的啓示與教會訓導的倫理神學家與生命

倫理學者們，無論是在參與公共政策辯論時或在天主教會內的

討論中，每當論述有關墮胎、胚胎幹細胞硏究、人類複製及許

多與人類早期胚胎相關的議題時，往往面臨著一個兩難的困

境。因爲在這些議題的辯論過程中，總是以人的位格性何時開

始存在，作為決定一個人類早期生命具有何種道德地位的判

準，而當這些倫理神學家與生命倫理學者按照教會訓導當前的

立場： 「人類從受孕的那一刻起就應受到尊重，並應得到如同

一個位格般應有的待遇」 1作為所有論述的基礎時，經常受到來

自於反對陣營的強大挑戰與質疑。這些秉持反對立場的學者們

總是指出：教會的訓導當局從來沒有明確地宣布與定義一個人

類接合子與早期胚胎是一個位格，因此人們並沒有道德義務給

予這些早期人類生命如同位格般的尊重與保護。其中最具體的

l 信理部，《生命的恩賜：有關尊重生命肇始與生殖尊嚴的指示》

(1987) (台北·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社會發展委員會， 1987) ' 

I-1 ;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CDF, Donum vitae : 

Instruction on Respect for Human Life in its Origin and on the Dignity 

司Procreation, AAS, 80 (1988): I-1, 79. 以下簡作《生命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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丶一個例子，即 1973 年著名的「羅伊對韋德案」 Roe vs. Wade 1 

中 2' 以布萊克門 (Blackmun) 大法官為首的多數大法官不但忽

視了胚胎學家所提出人類生命始於受精作用時的科學性證據，

反而引述在歷史上如聖多瑪斯．阿奎那 (St. Thomas Aquinas) 與其

他教會神哲學家的「延緩的成人化」思想，來對人類早期胚胎

是否為「人」提出質疑。最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 7:2 的比數，

認定德川刑法中限制婦女「墮胎權」的規定違憲，同時法院也

認定，憲法第十四條增修案中「人」這個字並不包括胎兒，也

就是說，未出生的生命並未被承認是一個具有完全意義的

「人」。這判決確定之後，美國其他各J州也出現了類似的訴訟

案件，世界各國也陸續跟進，不但自此開啓了「墮胎合法化」

的序幕，同時也成為日後許多以破壞人類早期胚胎以做為科學

研究或實驗材料之法律及條例制訂時的依據與標準。

有鑑於此， 2006 年 2 月 27 日，在對宗座生命學院 (The

Pontifical Academy for 匕fe) 第十二屆大會開幕時的演講中 3' 教宗

本篤十六世對與會的專家學者們提出一項邀請，要求他們根據

現代人類胚胎學所提供的客觀資料與證據，針對人類早期胚胎

的本體地位展開進一步硏究。本書即是根據教宗的這項要求，

2 Roe v. Wade 410 U.S. 113-178 (1973) 。本案全部文件，參閱
http:/ /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410几 13/case.html (取自

2008 年 3 月 16 日）。

3 參： Benedict XVI, "Address to the Participants at the I :!th General 

Assembly ol the Pontifical Academy For Life and Congress on'The 

Human Emb,yo In The Pre-Implantation Phase"'(27, Feb.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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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針對教廷信理部 1987 年《生命的恩賜：有隔哼重生命肇

始與生殖嶠嚴的指示》中所提出· 「有開人類胚胎的科學研究

已提供了珍蕡的證據，透過運用理智的領悟，能在一個人類生

命的起初階段即辨識出其位格性的臨在：一個人類個體怎能不

是一個位格人呢? 4」的這個邀請做出回應、並展開研究與撰

寫，按照現代人類胚胎學與生物學所提供的資料與證據，並依

據教會已頒布的相關信理與訓導，從人類接合子與早期胚胎的

本體胜地位出發，試圖釐清在歷史與傳統中尙無定論而造成當

前教會訓導尙未定義一個人類接合子就是位格的主要原因與困

擾，進而提供教會一個可行的建議，以協助訓導當局能夠對「接

合子是一個位格人」做出最終的定義與定斷。

為此，本書旨在面對當前教會訓導當局尙未定義人類接合

子與早期胚胎是一個位格人的現行立場，討論並釐清相關疑慮

與困境，最後期能提供訓導當局一個可行途徑作為最終目的。

本書隼點將著重於教會歷史與傳統中尙未解決、有關人類理性

靈魂何時存在的一些爭論，以及現代教會學者間有關接合子與

早期胚胎本體性地位上的許多辯論，因此將以教會內學者所共

同遵循的、歷代教會所頒布的相翡信理與教會訓導做為主要依

據。至於有關教會外學者在主張接合子非位格人時所提出之各

種與基督信仰無關或背道而馳的論這與立場，本書暫不討論。

本書第一章根據近代教會訓導與人類早期胚胎之種種問題

4 信理部，《生命的恩賜》 I-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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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四份重要文件：《對墮胎的聲明》｀、《生命的恩賜· 有

關尊重生命肇始與生殖尊嚴的指示》 6 丶《生命的福音》通諭＼

《位格的尊嚴：對某些生命倫理問題的指示》 8中的主要內容，

來說明當前教會訓導尙未定義「接合子是位格人」的現行立場

與其所帶來的影響為何，並提出阻礙教會訓導做出此一定義的

主要因素。接著針對這些阻礙與困境，進一步分析與釐清。最

後則討論造成當前訓導權尙無法定義「接合子是位格人」之現

行立場的關鍵胜問題，即在於傳統上教會學者對於「賦予靈魂

時刻」上無法達成共識的這個爭論。

本書第二章，將針對這個「賦予靈魂時刻」的關鍵性議題，

展開一個按照歷史脈絡的哲學性綜合分析，其範圍包括西方傅

統中的古代胚胎學與哲學人觀、初期教會觀點的建立與發展，

以及教會中相關的人學思想在中世紀之建立與文藝復興後的逐

漸轉變。最後提出· 因為古代科學技術上的限制，使得當時的

學者們陣法以肉眼觀察到微小的人類早期胚胎，因此根據錯誤

5 信理部，《對蓄意墮胎的聲明》 (1974)(台北鐸聲月刊社， 1975) ;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CDF, Declaration on 

Procured Abortion, AAS, 66 (1974): 730-747. 

6 信理部，《生命的恩賜》， AAS, 80 (1988): 70-102. 

7 若望保祿二世，《生命的福音》通諭 (1995) (台北 天主教教

務協進會， 1996 再版 1 ; John Paul 几 Emngelium i·itae, AAS. 87 

(1995): 401-522. 

8 信理部，《位格的嶠嚴對某些生命倫理問題的指示》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Dignitas Personae : Instruction on 

Certain Bioethical Questions, AAS, 100 (2008): 85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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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胜證據而做出錯謨的「延遲的賦予靈魂」與「延緩的成

人化過程」結論。藉由現代胚胎學的建立與正確的科學性證據，

這項錯誤已經受到修正並逐漸受到相關訓導文件所採用。

本書第三章，一方面說明在人學的相關議題上，歷代教會

訓導所使用的哲學推論要素，包含有關「人的本性」上的信理，

以及位格的傳統定義與「人是位格」的訓導。另一方而，根據

訓導權已經確認的有關發育中人類個體上的具體例子，提出教

會訓導實際上已經建立並使用了一個「隱含的標準」 ，即「當

人的身體開始存在的那一刻，即代表著理性蠻魂的到來，也是

一個具有身體與理性靈魂的位格人開始存在的時刻」，本書即

按此標準，對不同發育階段中的人類個體之位格性做出判斷。

按現代胚胎學的客觀證據， 「接合子是人的身體」 ，而教會訓

導實際上已經建立並使用了一個「隱含的標準」，因此我們能

夠合理地提供教會訓導一個可行的建議： 「接合子具有人的身

體，也擁有人的理性靈魂，因此能被定義為位格人」°

本書第四章，按照現代生物學與人類胚胎學所提供的科學

性證據，首先以生物體的定義與其身體所展現的各種生命現

象，說明人類接合子是一個單細胞生物體，也是人類身體與生

命的開端。進而，透過對人類有四生殖中受精作用的發生與接

合子的形成與早期發育過程的描述，說明一個人類身體是如何

形成，及其形成後所展開的發育、分化與成長詳細過程，以幫

助我們更清楚地繚解經由受精作用後所產生的接合子，的確是

一個新人類身體的開端。最後，則將指出除了經由自然生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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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還能由各種人工生殖技術製造出人類接合子的各種途徑。

這一方面說明無論是何種人工方式，所製造出來的新人類生物

體必定也是一個單細胞的身體（即接合子），而無法直接製造出

一個多細胞的身體；另一方面也再度證明了一個新人類身體的

形成，必然是從一個單細胞接合子所開始的。

本書最後一章，提出當代教會中的部分學者根據「同卵雙

胞胎與胚胎的再嵌合」丶「早期懷孕失敗」與「葡萄胎或卵巢

皮樣囊腫」等早期懷孕時期可能發生的異常現象：或是杜撰出

「前胚胎」一詞以及提出「接合子尙未發展出感覺器官與大腦，

因此不是一個高度系統化的身體」這樣的主張，以達到反對「接

合子是人的身體，也是一個位格」的這個目的。本章首先將根

據胚胎學與產科學上正確的知識，來釐清上進這些在懷孕早期

可能出現的一些異常現象與併發症之實際情形，分別說明教會

內對「接合子與早期胚胎是人的身體」提出不同異議的學者們

之主要論述內容，並提出教會內其他學者對該項異議所做出的

澄清與答覆。最後也指出，這些提出異議的學者們有些是採用

了錯誤的科學知識，有些是錯誤地運用了胚胎學上的資料，致

使最終得出的桔論皆與事實不符。此外，藉由對這些異議的立

清與答覆，再次協助與更加確定教會訓導能夠根據「接合子是

人的身體」的客觀科學性事實，並按其已使用的「隱含的標準」'

能夠合理地做出「人類接合子是位格」之最後定義與定斷。

主耶穌基督曾對我們說過： 「凡你們封我這些最小兄弟中

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封我做的」 瑪廿五 40 。而人類接合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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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胚胎，就如同我們每個人的「最小的兄弟」一般。期盼本

書所提出的分析與主張，能有效地提供教會訓導當局一個可行

的解決當前細去定義接合子為位格的困境· 並使得許多教會內

「維護生命」 Pro-life 團體與學者們，在未來各種公共政策旳

制訂與辯論中，得以更有力量地面對「死亡文化」的挑戰，並

有效地繼續發揚「生命文化」 ，以維護每一個人類生命的四嚴

與其生存的基本權利。



第一章

教會訓導對接合子定位的現行立場與分析

在近代教會訓導文件申，冇四份重要文件旳頒布與人類早

期胚胎 l之種種問題有關·

媯一份文件是教廷信理部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CDF 1 在 1974 年《對墮胎的聲职》 Dcclaralion on Procured 

Abortion'2' 主要是面對與答覆墮胎合去化的峒流逐漸在世界各

國中蔓延開來，所產生的種種問題及答覆。

其次是為回應因人工生殖技術，干預了人類生命最初階段

及其受孕過程而產生旳一連串道德問題，信理部在 1987 年頒布

《生命旳恩賜：有關摩重生命肇始與生殖尊嚴的指示》 Damon 

vuae : lnstruc·rion on Respect jar Human Life in irs Origin and on rhe Dignirr of 

I 按廿召現代人類胚胎學旳定義，胚胎期是指受構作用 I 接合子形成
開始後至瀉八週詰束，之後則稱為胎兒期 c 本文片I 「早期人類胚

胎」一詞，工要指旳是受清作用後兩週內的胚胎包含接合子 , 

而屑上待別謊明｀其餘佣·論是使用接合子或是早期肚胎｀其所代

表的官義，皆是乏指人類胚胎期的整個階段。

2 信理部，《對編會墮胎的聲明》， AAS, 66 (1974): 73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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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reation) 3 0 

第三份文件，在面對當前世界上「死亡文化」的蔓延，教

宗若望保祿二世於 1995 年頒布通諭《生命的福音》 (Evangelium

vitae) 4' 強調人類生命的尊嚴及價值，與當前存在對人類生命

的新威脅；教宗以其權威，再度肯定直接殺害無辜的人 包含

墮胎、安樂死、破壞胚胎的種種實驗等一－是嚴重的不道德。

最後一份，是信理部於 2008 年頒布的《位格的尊嚴：對某

些生命倫理問題的指示》 (Dignitas Personae : Instruction on Certain 

Bioethical Questions) 5' 主要是針對《生命的恩賜》頒布後的廿年

間，許多新興生物醫學與科技操弄與破壞人類胚胎所產生的倫

理問題。

這四份文件除了探討有關早期人類生命的許多倫理議題

外，也指出教會訓導對接合子與早期胚胎的身分、性質與道德

地位的現行立場。

本章首先陳述當前教會訓導對人類接合子定位的立場，仍

處於尙未「明確的」定義其為位格，接著說明教會訓導未定義

「接合子為位格」所帶來的深遠影響，並分析阻礙教會訓導定

義「接合子為位格」的因素；最後對訓導權所提出的定義基礎

與所面臨的困境做進一步的分析。

3 信理部，《生命的恩賜》， AAS, 80 (1988): 70-102 

4 若望保祿二世，《生命的福音》通諭， AAS, 87 (1995): 401-522 

5 信理部，《位格的尊嚴》， AAS, 100 (2008): 85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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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教會訓導對接合子定位的現行立場

教會在面對死亡文化中種種對人類早期生命的威脅，諸如

墮胎、人工生殖技術操弄胚胎、胚胎與胚胎幹細胞破壞性的研

究與實驗上，總是一方面不斷地聲明必須尊重人類生命的尊

嚴，另一方面譴責這些殺害胚胎的行為是嚴重的不道德。訓導

當局在這個立場上從未動搖過。然而，當許多世俗的學者，甚

至部分教會內的學者，提出「接合子不能是位格，並不能享有

位格的尊嚴與道德地位，因此殺害胚胎並不等同於殺人般不道

憶」這樣的主張；此時，訓導當局顒得保守許多，尙未做出一

個決定性的論斷來駁斥這些主張。以下我們藉著檢視四份重要

文件中有關早期胚胎與位格的部分，來說明訓導當局對接合子

定位的現行立場為何。

信理部 1974 年《對蓄意墮胎的聲明》中，首先肯定近代的

生物學已證明在楫卵結合後，一個人類新生命就已經開始；這

個新生命是獨一無二的，既不屬於父親也不屬於母親。而且「在

起初的那一刻超，一切的發展程序早已磑立，這個新生命將要

(will be) 成曷一個人 (man)' 一個個別的人 (individual man) 」 6 0 

然而，縱使有生物科學的依據與倫理學上的謹塡，訓導當局仍

鯽去直接肯定這個新的人類生命是否為位格人 (human person)' 

因為這是屬於哲學上的問題：

6 《對蓄意墮胎的聲明》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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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位格人 (human person) 形成的時刻或墮胎合法

與否這一個哲學與倫理的問題，並不能依靠生物科學做出

最後的論斷。但無疑地，從倫理的觀點來看，樂然封胚胎

是否启位格人 (human person) 仍存有疑惑，若冒險將其投害，

客觀地是個嚴重的罪 7 0 

在論及有關「接合子是否為位格」這問題的四份文件中，

信理部 1987 年《生命的恩賜》是著墨最多的一份文件。首章「尊

重人類胚胎」裡的首節中，便針對「人類胚胎以其本質與身分

應受到何種尊重？」開宗明義地提出答覆：「人類 (human being) 

在其存在的最初那一刻起，就必須如同位格一般的 (as a person) 

受尊重」 8 。信理部接著指出教會訓導明瞭當前圍繞在人類生命

之肇始 (the beginning of human life) 、人類的個體性 (the individuality of 

the human being) 、位格人的身分 (the 這entity of the human person) 等

問題而展開的爭論，並重申在《對蓄意墮胎的聲明》中已肯定

的「從受孕時起，一個人類新生命在精卵結合時已開始，而且

這個新生命將要成亮一個個別的人 (individual man) 」 9的訓導仍

然有效，而且獲得最新生物學上的進一步肯定： 「最新的生物

科學研究結果已確認接合子在生物學上是一個新的人類個體 (a

new human individual) 」 10 。然而與《對蓄意墮胎的聲明》的立場

7 
《對蓄官墮胎的聲明》 13 。

8 《生命的恩賜》 I-1 。

9 《生命的恩賜》 I-1 。
10 《生命的恩賜》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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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生命的恩賜》也同亶單純依靠科學性旳資料，的確皿

去證明精神性靈魂的存在，所以訓導當局對「接合子是否具有

位格性」的問題上，很小心地避免使自己直接做出一種哲學上

的肯定，因此技巧性地說出以下主張，這也是此文件中最接近

肯定接合子是位格的一段話·

有關人類胚胎的科學研究已提供了珍貴的證據，透過

運用理智的領悟，能在一個人類生命的起初階段即辨誠出

其位格性的臨在 r. a personal presence) : 一個人類個體 (a human 

mdividual) 怎能不是一個位格人 (a human person J 呢 11?

顯然訓導當局對接合子是否具有位格性的判斷，仍有一些

疑慮，所以縱使這段話是在要求一個肯定的答案｀《生命的恩

賜》在這裡還是用問話的語上｀來說明教會訓導對接合子定位

的立場。最後，在譴責任何型式的墮胎與破壞胚胎的行為上，

教會訓導做出了以下的結論·

人類 (human being) 從受孕的那一刻起就應受到尊重，

並應得到如同一個位格 las a person) 應有的待遇，因此在相

同的時刻起，他如同位格般 (as a person) 的各種權利也必須

被承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個無辜的人類 (human being 1 

都擁有的不可侵犯的生存權 12 0 

八年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頒發了《生命旳福音》通諭，

除了維持教會一貫嚴厲譴責墮胎的立場外，也表示不能認同主

JI 《生命的恩脛》 I-1 。

12 《生命的恩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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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墮胎合理化人士的主張： 「有些人想使墮胎行名合理化，他

們聲稱至少在受孕後的某些天數以內，這受孕的結果還不能算

是一個位格性的人類生命 (a personal human life) 」 13 。教宗重申並

引用《對蓄意墮胎的聲明》與《生命的恩賜》中相同的文字作

為答覆。同樣地，他也表示教會訓導不會正式介入一些科學性

的辯論與哲學上的不同主張；但他強調： 「從道德青任的幌點

來看，僅僅是有牽涉到『位格』 (person) 的可能，就足以使絕

對禁止任何投害人類胚胎的行光具有理性的基礎了」 14 。由此

看來，《生命的福音》並未改變信理部原有的立場，依然沒有

直接對「接合子是否為位格」這問題做出決定性的答覆或定斷。

《生命的恩賜》頒布後的廿年間，世俗學者主張「人類早

期胚胎不是位格」的立場未曾改變，然而因為教會訓導尙未做

出明確的定斷，因此在教會內的倫理神學家們也有不同的看法

產生。有些主張因為人類早期胚胎就是位格，所以當然應該得

到如同一個位格般的待遇；有些則認為人類早期胚胎不必是位

格，但也可以給予如同一個位格般的待遇；另有些學者主張，

人類早期胚胎不能是位格，因此並不能享有位格的尊嚴與道德

地位。這些教會學者的不同看法，至今依然沒有達成共識 15 0 

隨著科技與人工生殖技術不斷地發展，許多藉以摧毀人類

13 《生命的福音》 60 。

14 《生命的福音》 60 。
15 
參： Thomas K. Nelson, "A Human Being Must Be a Person", 

National Catholic Bioethics Quarterly 7.2 (Summer 2007): 29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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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的方法也應運而生。在面對這些新興的倫理議題與舊有的

問題上，信理部在 2008 年頒布了《位格的尊嚴》指示。這份訓

令首先指出有關《生命的恩賜》的教導依然有效，無論是其基

本原則，或是所做出的道德評估，並以此標準再提出一些當前

的問題，同時也檢視一些之前討論過、現仍有必要額外澄清的

議題。與《生命的恩賜》的格式一致，《位格的嶠嚴》開宗明

義地說出重點： 「每個人 (human being) 從受孕那一刻開始，滇

到自然死亡店止，都必須承認他有位格尊嚴 (the 山gnity of a 

person) 」 16 。這也是一個新的說法。信理部繼續引用《生命的

恩賜》來說明人類在受孕的那一刻起，就必須給予如同位格 (as

a person) 般的尊敬與對待，並承認享有位格般的權利，特別是

生存權。然而這份新文件對「接合子是否為位格」的立場，依

然與前述三份文件的立場並無不同。這份新文件就是再度強

調：人類在存在的最初一刻（胚胎）就擁有位格的尊嚴：

若是《生命的恩賜》沒有定義胚胎就是位格，乃是爲

了避免清楚陳述其哲學本賈，然而卻指出了每個人類生命

的本體幅度和獨特價值之間的內在闕聯。雖然精神性的靈

魂無法以實檢的方式觀察，有關人類胚胎的科學研究「已

提供了珍蕡的證據，透過運用理智的領悟，能在一個人類

生命的起初階段即辨誠出其位格性的臨在：一個人類個體

怎能不是一個位格人呢？」的磑，人類在整個生命幅度的

16 《位格的尊嚴》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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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 (reality) 上，因店其具有完全的人學與道德地位，無

論出生前和出生後，都不允許改變人的本贊或是把人分名

不同的倫理價值等級。因此，人類胚胎從最起初就擁有位

格的尊嚴 17 0 

毫無疑問地，教會訓導在道德上對墮胎的譴責從未改變、

也不會改變。每個無辜的人類從其存在的那一刻起，就享有不

可侵犯的生存權，因此教會做出「絕對禁止殺害任何人類胚胎

的行為」的明確訓導。但我們必須承認，縱使當前教會訓導清

楚主張每個人類從受孕的那一刻起即應受到尊重，並應得到如

同一個位格 (as a person) 般應有的對待，且這個新的人類個體也

享有位格的尊嚴。遺撼的是，現代教會訓導對於接合子的定位，

仍處於「如同位格人\ as a person) 」，而非「是位格人 (is a person) 」

的階段，縱使已經聲明接合子「從最起初就擁有位格的尊嚴」'

教會訓導也尙未「明確的」 (explicit 1 定義接合子就是位格。

第二節 教會訓導未定義「接合子為位格」的影

響：來自世俗思想的挑戰

教會建立之初，由於當時非基督信仰的希臘羅馬社會盛行

著墮胎與殺嬰風氣，因此初期教會的領導者與教父們，在講授

17 《位格的尊嚴》 5 ; 文中同時引用《生命的恩賜》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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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基督信仰對所有未出生胎兒（胚胎 l 生命的靠重時，強調天

主所建立「不可殺人」的神聖律法，總是清楚地表現在嚴厲譴

責墮胎的訓導上。透過教父們與教會的教導，墮胎總是一個重

罪，也是嚴重的不道禮，因為墮胎是殺死一個初期人類生命

(human life 1' 也是殺害一個無辜的人類 (human being) 18 。這訓

導至今從未改變與動搖過。

但教會「禁止殺害任何人類胚胎」的訓導固然明確，卻只

屬於一種消極性 (negative) 的禁令，雖然可以約束人們做出墮胎

與破壞胚胎的行爲，但仍然需要一個積極性 (affirmative) 的肯定，

也就是在論這有闞於人類早期胚胎的本體地位 (ontological status) 

時，明確地將其定義為「位格」 ，並以此定義作為「禁止殺害

任何人類胚胎」這個絕對性禁令的基礎。

但如前所述，訓導文件中未曾出現有關「明確的」肯定人

類早期胚胎具有位格性的看法或文字，未清楚將這個「人類生

命」或「人類」 ，與「擁有靈魂」丶「具有理性功能」或「位

格人」 (human person) 之間劃上等號。嚴格而論，在未明確肯定

以「早期胚胎是位格」作為「禁止殺害任何人類胚胎」訓導基

礎的清況下，雖已要求給予人類早期胚胎「如同位格」般的對

待，也聲明接合子「從最起初就擁有位格的尊嚴」，但一個存

有者不必是位格，同樣可以給予如同位格般的對待；一個存有

者擁有位格的尊嚴，也並無法證明其必然為位格。教會訓導未

18 參：《生命的福音》 58 、 62 。



18 人類棲令孑妁本體性是位

「明確的」定義接合子就是位格，在此情況下，將天主「不可

殺人」的神聖誡命擴及於未出生的胎兒與早期人類胚胎，的確

是缺乏一些說服力的。

事實上，當教會缺乏一個明確定義以作為不可墮胎的基礎

時，面對來自世俗的不同看法與挑戰，不但「禁止殺害任何人

類胚胎」的禁令不足以說服異議者， 「尙未明確定義接合子是

位格」的立場也成為異議者主張墮胎並非絕對不道德，也不能

算是殺人罪的主要理由之一。處在如此的困境中，唯一的解決

之道，就是以教會訓導的權威將人類早期胚胎的本體地位定義

為位格，好使教會在反對墮胎與殺死任何階段的人類生命的行

為時，有著穩固的基礎與強大的力量。

整體而言，天主教會的訓導權與生命倫理觀，在中世紀結

束前依然有效地領導著整個世界的道德思想。隨著中世紀的結

束與歐汎｛文藝復興運動的開始，特別是在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興起之後，各式各樣的世俗思想與倫理觀念迅速發展，在有關

人的價值與其尊嚴這課題的探討上，逐漸從一個以「天主的眞

理」為中心的思考模式轉為以「人的理性」為基準的思考模式。

於是世俗的倫理思想開始對教會的倫理訓導展開一連串的挑

戰，雖然世俗學者們基本上並不反對「不可殺人」是一個需要

奉行的普世價值觀，但在討論有關「墮胎」是否屬於「殺人」

的行為這個議題時，卻與教會的主張漸行漸遠。一些世俗學者

們開始主張早期胚胎（甚至胎兒）尙未成為人 (human being)' 也

不擁有人的靈魂；另一些則認為其並不具理性能力，即使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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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一個人(human being)' 但也不能是一個位格人(human person) 。

這些論述有一個相同的結論，就是人類早期胚胎或胎兒的道德

地位並不等同於一個位格人，殺死這樣的一個存有者也不能等

同於殺死一個「人」，因此墮胎並不等同於殺人罪 (homicide J 。

接著在十九世紀初，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 即效益主義）開

始提倡追求最大幸福 (maximum happiness)' 主張一種行為如有助

於增進幸福，則爲正確的；若導致和幸福相反的東西，則為錯

誤的。功利主義者除了繼續發展胚胎不具理性功能，因此不能

為位格這樣的論述外，更進一步將墮胎的行為詮釋成一種為達

到最大幸福的「不可避免之惡」。不幸的是，這思潮也逐漸為

教會內的部分學者所採納，開始對教會訓導中「禁止殺害任何

人類胚胎」的禁令提出不同的思考與挑戰 19 。這些教會內的學

者們陸續地發表許多與教會訓導相反的文章與書籍，不但開始

影響信友們對「不可墮胎」的教理產生疑惑，更成為世俗學者

攻擊教會時的有利武器。在此雙重影響的氛圍中，墮胎這個倫

理議題，已經逐漸從「每個人（胚胎）的尊嚴與價值是必須被尊

重，因此殺死一個人（胚胎）是嚴重的不道德」這樣絕對性的傳

統價值觀，轉變成為「因為胚胎並非位格人，也不具有位格人

所享有的道德地位，在考量他人必要之利益與權利後，殺死一

個人（胚胎）並不必然不道德」的相對性價值觀。

與教會訓導背道而馳的強大世俗思想不斷地發酵與挑戰，

19 有關教會內學者們所提出的異議與辯論，詳見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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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成功地將「墮胎是否合去」的議題推進了司法訴訟中。這

就是著名的 1973 年「羅伊對韋德案」 Roe,. Wade'20 。這個案

件主要是對美國德州政府禁止墮胎的法律提出質疑，並指控德

,j'f'[ 墮胎去違反美國憲法。在審理期間，雙方曾就胎兒是否爲憲

法第十四條增修案中所定義的「人」 person 21做出許多辯論。

以布萊克門 1. Blackmun 1 大上官為首的多數大去官首先主張，雖

蛄憲去並沒有對「人」這個字下定義，但是幾乎所有提及「人」

這個字的憲占條文中，這個字的使用都只限於出生後的人。在

接下來的訴訟過程中，布萊克門等大去官在主張禮川政府主張

胎兒是「人」並禁止墮胎的去律違憲時，更提出了一些在歷史

中哲學與神學的看法，特別是一些天主教會傳統上旳官見，試

圖說明這些看法主張因其尙未具有入理湟旳靈魂，所以胎兒並

非是人或位格 e 最後，最高去院做出僊小['[政府不可以否決婦

女的「墮胎權」，也就是「墮胎合去化」這樣的結論。這個結

論一方面改變了傳統上嚴格處罰墮胎罪的去律見解，另一方面

也在倫理判斷上造成不再視墮胎爲嚴重不道博旳後果。

20 
Roe v. Wade 410 U.S. 113-178 (1973), 本案全部文件，參．

http:/; supreme.j ustia. com1 casesifederal/u s/ 41叭 13/case.html 1 取自

2008 芷 3 月 16 日 I o 

21 這裡旳「人」 (person\' 主要是指在法律術語中的人。鈥而檢
視瓦案文件中所提出有闕占典哲學與天主教神學的巴想後，我們

發現耳實與「位格」所表達的寶義相同，因此在不同的前後文中，

我們一般使用「人」來表達其具有法人與位格的雙重官義，僅在

琴別之處使用「位格」一詞。



第一壹 菽令 f11J 墓對棲令孑定位 ~b 現行立場與台祈 21 

在「羅伊對韋德案」的法庭訴訟文件中，大法官布萊克門

主張德州政府禁止婦女墮胎違憲時，提出了一些在歷史中教會

內外的學者們的不同看法，特別是有關婦女在不同的懷孕時期

如果刻意中止懷孕，其是否屬於墮胎而被禁止實施的看法，這

些看法對日後一般法律中對墮胎判例的發展有著相當程度的影

響 22 。文件中指出，在英美法系 (common law' 或稱普通法系）中，

若是在胎動 (quickening) 之前施行墮胎，則不在訴訟的範圍之內。

胎動，通常在懷孕後的第 16-18 週出現。在有胎動之前

\pre-quickening) 墮胎不算犯罪的看法，是從早期哲學、神學、

民法與教會法對於生命何時開始的共同觀點上發展而成的 23 0 

此外，文件也引用了一些古代希臘學者如亞里斯多德、希

波克拉底與蓋倫 (Claudius Galen)' 以及早期教會內的神學家如

聖奧斯定、聖多瑪斯．阿奎那與教會法學家格拉提安 (Gratian)

的一些作品，作為論述的基礎 24 , 最後採用了所謂「間接靈化」

(mediate animation) 25的這偓論點：

這些領域不約而同地都觸及了這個問題，就是胚胎或

22 參： Roe v. Wade - 410 U.S. V, VI, (1973), 129-135, 160-161 

23 參： Roe v. Wade - 410 U.S. VI, 3 (1973), 132. 

24 參： Roe v. Wade - 410 U.S. VI, 3 (1973), 133; 167, Footnote 22 相
鬩的這些作品，詳見第二章。

25 Animation 一詞，在中文上有賦予生命、使有生命、激活或靈化

等意涵，本書統一中譯為「靈化」。此處「間接靈化」 (mediate 

animation) 的論點，另名為「延遲的靈化」 (delayed animation)' 

是相對於「直接靈化」 (immediate animation) 較晚發生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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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兒「成形」 (formed) 丶「可被認出是人類」 (recognizably human) 

的時刻，也就是「位格」 (person) 何時存在的這個闕鍵時

閭點，而這個時間點就是「注入靈魂」 (infused with a soul) 

或「靈化」 (animated) 的時刻。這些事件在成孕與活產之

間的某一時刻上發生，這個含糊的共識在早期的英系法律

中逐漸成形，這就是「間接靈化」 (mediate animation) 26 0 

這段最高法院法庭上的陳述，雖然旨在主張天主教的傳統

看法傾向於「間接靈化」 ，但也指出了一個訓導當局至今尙未

明確說明的關鍵性重點：有關於「成人化」 l hominization J 丶「成

形」丶「靈化」或「賦予靈魂」 (ensoulment) 27的時刻，也就是

「人類」 (human being) 與位格人 (human person) 開始存在的時刻。

再者，有關「只要擁有人的靈魂（成形或賦予靈魂），就是人類（成

人化），自然是一個位格人」這一個重要的邏輯，在訓導文件中

也是散見於不同章節裡，並未完整與明顯地出現在單一段落

中。有鑑於此，本書探討的重點，即在協助教會訓導當局確認

並斷定一個「標記性事件」 (mark event) ; 這個「標記性事件」

的發生時刻，同時也正是「人類接合子形成」丶「人擁有理性

26 
Roe v. Wade - 410 U.S. VI, 3 (1973), 133. 

27 Ensoulment 一詞，中文有賦予靈魂、靈入、靈化等寶涵，本書統
一中譯為「賦予靈魂」。但「賦予」二字，是指「人的靈魂由天

主所創造及給予」這項信裡，而非支持或暗示「靈魂被注入身體」

（靈魂預先被造好，鈥後被放入已經存在的身體內，即先有身體

才有靈魂）的二元論概念。再者， ensoulment 與 animation 的意義

相同，本書將按照所引用之原文不同而分別使用這兩個詞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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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與「位格人開始存在」的翡鍵性時刻，如此，教會訓導

便能夠做出「接合子是位格人」的定義。

當然，無論是在世俗思想上或是「羅伊對韋德案」的訴訟

過程中，雖然對發生的時間點意見不一致，但至少都肯定有這

麼一個標記性事件的存在。有趣的是，法庭文件中聲稱按照「基

督徒與教會法的傳統」 ，這個「標記性事件」的發生就是在男

性受孕後第 40 天，女性則為第 80 天 28時，也就是在發生「間

接靈化」的時刻。雖然去庭也說明這個教會傳統上的看法在十

九世紀時有了部分的修正 29, 可是大法官們依舊提出聖多瑪斯

將這個開始「活動」 (movement 1 的時刻定義為生命的第一原理

(first principle) 之一的看法 30 , 並認為這個 40-80 天「成形」

, formation I 或「靄化」的傳統在天主教會內有著普遍的共識，

因此主張在 40-80 天之前，胎兒仍屬於母體的一部份，而將其

毀壞並不是殺人罪 (homicide) 。

最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 7:2 的比數，認定德J州刑法中

限制婦女「墮胎權」的規定違憲。判決中並承認婦女的「墮胎

權」受到憲法隱私權的保護。同時法院也認定，憲法第十四條

增修案中，「人」這個字並不包括胎兒；也就是說，未出生的

28 參： Roe v. Wade - 410 U.S. VI, 3 (1973), 134. 

29 法庭文件中並未說明教會如何修正，但此時期正值教宗比約九世

(Pius IX) 在位，他在 1869 年取消在教會法中「成形」與「未

成形」胎兒的區別，並使所有時期的墮胎· 皆處以自科絕罰的詔

書 lApostolicae Sedis Moderationi)' 詳見第二章說明。

30 參： Roe v. Wade - 410 U.S. VI, 3 (1973),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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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並未被承認是一個具有完全意義的「人」。此後，美國其

它各州也出現了類似的訴訟案件，世界各國也陸續跟進，自此

開啓了「墮胎合法化」的序幕。

教廷信理部在「羅伊對韋德案」判決後隔年 1974)' 頒布

了《對蓄意墮胎的聲明》，針對此一造成墮胎合法化的判決做

出答覆。在這份訓導文件中，重申了初期教會的作品、教父、

主教、聖師、教會訓導文件與近代教宗們的一致看法，強調在

教會的傳統中，總是毫無疑惑地護衛生命與譴責墮胎 31 。值得

一提的是，《對蓄意墮胎的聲明》中除了再次強調教會反對墮

胎的一貫立場外，同時也是首度在訓導文件中出現有關「人類

早期胚胎」丶「人的理性靈魂」與「人的位格」這些用語，可

惜僅是在不同的段落中分別提及，並未將「人－靈魂－位格」

做一直接而明確的連結與說明。

此外，教會訓導並未否認在「羅伊對韋德案」的法庭訴訟

文件中，所提出的「教會傳統上對賦予靈魂 (ensoulment) 的精確

時刻這個問題的看法上有著不同意見」的這說法。這些問題都

直接造成了教會對「接合子是否為位格」的問題裹足不前，而

無法做出明確定義的困境，也間接影響了其他相隔的倫理議題。

3 I 

總之，《對蓄意墮胎的聲明》是教會針對捍衛早期人類生

文件中引遣了 Didach, Athenagoras, Tertullian, The first Council of 

Mainz, The Decree ofGratian, St. Thomas, Pope Stephen V, Sixtus V, 

Innocent XI, Pius XI, Pius XII, John XXIII, Paul VI and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Gaudium et spes) 等的內容。參· 《對蓄意墮胎

的聲明》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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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尊嚴與譴責墮胎閂題所頒布的重要訓導文件；在接下來的《生

命的恩賜》、《生命的福音》與《位格的尊嚴》三份重要文件

中，也以《對蓄意墮胎的聲明》中的訓導立場為基準，除了繼

續表達出教會訓導對墮胎議題的看法與立場外，也在面對其它

有關早期人類胚胎的各種倫理問題的應用上。

來自世俗思想的異議與挑戰持續在許多新興科技的倫理間

題上發酵，教會訓導當前的立場卻仍處於尙未明確定義接合子

是位格的階段，在此處境下，的確造成許多忠於教會訓導學者

們的一些困擾。首當其衝的是，當這些學者們在面對傅統的墮

胎議題與新興的有關破壞人類胚胎，例如人工生殖技術操弄胚

胎、胚胎與胚胎幹細胞破壞性的硏究與實驗等生命倫理議題

時，縱使努力地維護教會對於噏重人類早期的生命與尊嚴，因

此絕對禁止任何破壞胚胎的研究與實驗之立場，但卻無法得到

教會訓導最終的定斷作爲依據，好以「早期胚胎是位格」做為

基礎來與異議者辯論。甚至，有部分教會學者逐漸與世俗思想

妥協，開始主張一些相反訓導的立場，起而支持墮胎合法化或

是破壞胚胎的實驗。這不但給了世俗異議者提供有力的協助，

更會混淆信友們對教會倫理立場的瞭解，進而開始對教會的倫

理訓導產生質疑。

另一個更深遠的影響也已經產生。由於教會尙未對「人類

接合子形成」丶「人擁有理性靈魂」與「位格人開始存在」是

同一時刻發生的「標記性事件」做出明確定論，也沒有針對「人

－理性靈魂—位格」這一不可分割的本體論概念建立清楚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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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也就是說，教會訓導並沒有建立一個有關如何判斷「何為

位格人」與「何時成為位格人」的明確標準；如此一來，不但

無法肯定人類早期胚胎是位格，在面對有關其他人類生命階段

的倫理議題，如安樂死時，對於一些不可逆的重度昏迷者、重

度智障者或老年癡呆症等，這些無法表現出理性功能的「人」'

教會也將無法肯定他們仍然擁有理性靈魂、是一個位格人。

與前述人類早期胚胎所面臨的問題相同，若教會無法肯定

一位在生命旅途中因故而無法表現出理性功能的「人」是位格，

那麼將天主「不可殺人」的神聖誡命擴及於這些不可逆的重度

昏迷者、重度智障者或老年癡呆症患者等而譴責將他們施以安

樂死是嚴重不道德的主張，不但缺乏說服力，也將面臨異議者

的強力挑戰與質疑。因此，教會訓導必須在「人—理性靈魂－

位格」的關連性上做出清楚定義，並建立一個明確標準來肯定

「人類生命從最起初的那一刻，即接合子開始存在的時刻，就

是一個位格」的定斷，才能合理聲明生活在任何生命階段中的

人都是位格，將其殺害一定是嚴重的不道德。唯有這樣，教會

訓導才能有效且合理地答覆所有與人類生命有關的倫理問題。

第三節 阻礙教會訓導定義「接合子為位格」

的因素分析

教會面對來自世俗思想不斷的挑戰，當然不會忽視這些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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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所帶來的深遠影響，訓導當局始終也不斷透過各種文件與發

言，來答覆許多與人類早期生命有關的各種倫理問題。然而如

前一節所言，在未釐清有關早期人類胚胎的本體性地位，也就

是定義「標記性事件」與其所發生的時刻為何之前，教會的確

缺少一個強而有力的穩固基礎來有效捍衛人類生命尊嚴。我們

不禁要問，為什麼教會訓導的立場幾乎已經肯定「接合子是位

格人」，卻未實際如此宣布？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教會訓導尚未

使用其權威來對「接合子是位格人」做出最終的定斷？以下，

我們便首先藉由《對蓄意墮胎的聲明》的主要內容，來分析與

釐清教會訓導未肯定「接合子是位格」的主要原因：

天主教的傳統，常以名當衛護生命，自生命開始時，

如在生命發展的每階段一樣。教會在初期，就反針希臘丶

匯馬人的理論，以店在這事上，在天主教及希臘丶羅馬人

間，就有巨大的區別。．．．．歷史上，教會的教父丶主教及

聖師都教訓人同樣的教義，雖然他們對天主付給靈魂的時

間有不同的意見，但針不許墮胎則毫無疑惑。的確，在中

古時代，多數人主張在最初幾星期靈魂不存在，以分辨罪

過及處罰的大小輕重；著名作家對最初數星期較之後幾個

星期更月寬大，但總沒有人否認最初時期墜胎仍是大罪 32 0 

近代的生磕學亦證明久已明颜的事，與任何有靈魂的

爭辯無關……至少可以這樣說，雷前最先進的科學並沒有

32 《對蓄意墮胎的聲明》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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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那些擁護墮胎的人實賈上的支持。然而對於位格人

(human person) 形成的時刻或墮胎合法與否這一個哲學與倫

理問題，並不能依靠生物科學做出最後的論斷。但無疑地

從倫理的觀點來看，縱然對胚胎是否爲位格人(human person) 

仍存有疑惑，若冒險將其投害，客觀地是個嚴重的罪 33 0 

從以上內容，可以分析出兩個主要因素，來說明為何訓導

權至今尙未對「接合子是位格人」或是「接合子已擁有人的靈

魂」做出定論。其間接因素為：在譴責墮胎時，教會訓導的主

要目的，在於捍衛人類生命的尊嚴，而非探討接合子是否為位

格或是否擁有靈魂。其匱接因素是：歷史上在面對賦予靈魂的

時刻有著不同傳統，而訓導當局已經聲明其本身並不願意介入

這個哲學爭論。以下將就這兩項因素分別予以探討。

一、間接因素：譴責墮胎的教會訓導，其目的在於護

衛生命，而非探討接合子是否為位格

毫無疑問，縱使教會訓導尙未肯定接合子是位格或是擁有

靈魂，但這並不影響教會對於早期人類胚胎生命的尊嚴、人類

生命始於受孕之初且必須被保護與尊重的立場，以及在道德上

絕對禁止直接墮胎的結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生命的福音》

通諭也再一次地肯定了前述《對蓄意墮胎的聲明》中的主張：

信理部的聲明説得好，教會傳統從開始到現在，都明

33 《對蓄意墮胎的聲明》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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碓而一致地將墮胎形容爲一項特別嚴重的不合乎道德的行

店。……在基督宗教的兩千年歷史中，教會的教父和牧人

及教師等人不斷地教導同樣的教義。即使科學界與哲學界

對「賦予精神性靈魂的準確時刻」的辯論，也從未使教會

在斥靑墬胎的不道德這件事上起了任何猶疑 34 0 

然而在有關墮胎的問題上，教會訓導所採用的倫理原則是

一種嚴格的謹滇論證，也就是「風險預防原則」 (precaut10nary 

principle) 35 : 在這倫理原則下，只要不能確定對象一定不是人，

或者說只要是有人的可能，就不能冒險將其殺害。這可從《對

蓄意墮胎的聲明》中所言，也在《生命的恩賜》與《生命的福

音》中繼續被引用的一段話中，瞭解到教會的確是採用這樣一

個謹滇的倫理原則：

現代遺傳學提供了珍貴的證明。它表明從最初的一刻

起，一初發展程序已經確定了這個生命將要成爲的是 (will

34 《生命的福音》 61 。

35 「風險預防原則」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可用以下這個著名
的「狩獵例子」來加以說明。當一位獵人發現樹林裡有一個不明

生物在動時，他是否可以開槍射擊？在獵人做出決定前，他必須

考慮以下四種不同的清況: I那不明生物不是人，而是一隻鹿或

其他動物，而且獵人確知這一點。 2 那不明生物不是人，而是一

隻鹿或其他動物，但是獵人無法確認。 3 那不明生物是人，而且

獵人確知這一點。 4 那不明生物是人，但是獵人艇法確認。在這

四種情況下，縱使獵人有非打到獵物不可的理由，但只有在第一

個博況時獵人可以開槍。其餘三種情況皆不可開槍，因爲都具有

可能殺死一個人的風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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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 一個人 (a man)' 此一個別的人 (individual man) 的特

徵也都已經決定了。從受孕時超，這一個人類生命的探險

旅程也開始了，他的每一項能力都需要時間，需要很長一

段時間使其各就其位，並且發生作用 36 0 

雖然在這段話中，教會承認自受精作用發生後，人類生命

也自此展開；但其說法卻是這個生命「將要成為一個人 (will be 

a man) 」 37 , 並說明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好使其各種能力繼續發

展。當然，因為這個人類生命將要成為一個人，所以在「風險

預防原則」的前提下，只要是有人的可能，教會就主張禁止任

何故意危害其生命的行為。採用「風險預防原則」來處理墮胎

問題固然是正確的，但是同時卻也產生了一個邏輯上的矛盾：

「將要」成爲一個人或「可能」是一個人，並不能等同於「肯

定」那就是一個人，只能說不能肯定他不是人。那麼，究竟什

麼樣的存有者能夠擁有人類的生命，卻還不能肯定是一個人？

這樣的矛盾，間接造成教會在定義早期人類胚胎具位格性

36 《對蓄意墮胎的聲明》 13 ; 並參《生命的恩賜》 I-1 、《生命的福

音》 60 。這裡必須澄清的是，《生命的福音》中在引用《對蓄意

墮胎的聲明》的內容· 「在起初的那一刻起，一切的發展程序早

已確立，這個新生命將要成為一個『人」」時，中譯與英譯版本

都錯誤的翻譯成「位格」 (person) '按照在 Acta Sanctae Sedis 

(ASS) 中原始《對蓄意墮胎的聲明》與《生命的福音》的拉丁

原文應該為 hominem' 正確應該翻譯成「人」 (man/human)' 

而非「位格」 (personae/person) 0 

37 這裡所說的「人」，同時兼具生物學與哲學意義，詳細的說明在

本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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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記性事件」上的不確定性。目前我們只能肯定一件事，

就是受精作用的發生，也就是接合子產生的時刻，即為人類生

命開始的「標記住事件」。至於「成為人」丶「擁有人的理悅

靈魂」與「成為位格」是否也同時在這個「標記性事件」中完

成，教會目前的態度仍是有所保留的。

無論如何，縱使訓導當局對早期人類生命是否為「人」未

有定論，教會在譴責墮胎時始終採取了必要的謹慎立場，並給

予所有早期人類生命最大的保護，不願意任何「可能是人」 丶

「可能擁有人的靈魂」與「可能是位格人」的早期人類生命與

其尊嚴受到剝奪與傷害。這個作法與主張絲毫沒有不妥之處。

一個新的人類個體＼早期胚胎），即使還無法被確定是否是位格

人，但只要是在朝向「變成」位格人的過程中，就必須受到如

同位格人般的對待，因此信理部在《對蓄意墮胎的聲明》中才

會主張： 「無疑地從倫理的幌點來看，樂然對胚胎是否启位格

人 (human person) 仍存有疑惑，若冒險將其殺害，客觀地是個嚴

重的罪」 38 , 因為即使不能完全肯定， 「靈魂的臨在是有可能

的（也從來沒有人能夠反證）」 39 0 

若望保祿二世在《生命的福音》通諭中，也維持相同的看

法： 「從道德靑任的觀點來看，僅僅是有牽涉到『位格』的可

能，就足以使絕對禁止任何殺害人類胚胎的行店具有理性的基

38 《對蓄意墮胎的聲明》 13 。

39 《對蓄意墮胎的聲明》 13' 註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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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了」 40 。因此，在《生命旳恩賜》中，信理部除了指出《對

蓄意墮胎的聲明》的訓導依然有效且不可改變，也強調從接合

子形成的那一刻起，就應該給予如同位格般的對待與尊嚴：

教會雷局經常重中在道德上譴青任何形式的蓄意墜

胎。這訓導並無改變，而且是無可改變的。因此人類繁磕

的果實，從剛開始存在的那一刻起，也就是從接合子形成

的時候開始，就須受到無條件的保障，這種保障就是具有

身體與靈魂整體的人在道德上應受的尊重。人類從受孕的

那一刻超就應受到尊重，並應得到如同一個位格應有的待

遇 41 0 

教會無論是在道德上對墮胎的嚴正譴責，或是聲明人類早

期胚胎享有位格的尊嚴、應受到尊重並得到「如同一個位格」

應有的待遇，其重點都在維護早期人類生命的尊嚴與其生存權

利，而非在探討這個早期人類生命是否為位格。因此，訓導權

不急於明確肯定早期人類生命與其位格性的必然關連，也未使

用「不可錯誤的權利」來對此下定斷。雖然這皿形中也成了間

接阻礙教會訓導定義「接合子為位格」的一個主要因素。

二、直接因素：教會訓導不介入傳統上「賦予靈魂」

時刻不同的這倆哲學討論

教會訓導欲對「人類早期胚胎是位格」做出定義，就需要

40 
《生命的福音》 60 。

41 
《生命的恩賜》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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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解決「位格人何時開始存在」的問題，也就是必須確認位格

化這個「標記住事件」的意涵及其發生的時刻。上一節已提出

「賦予靈魂（靈化）」丶「成人化」與「位格化」的發生，應屬

於同一個「標記性事件」的這個概念；換言之，只要擁有人的

靈魂，就是人類，自然是一個位格人。因為一個「具有身體與

靈魂整體的人」 42 , 才是一位不死不滅、永遠長存的天主肖像

一「位格」；所以教會內的學者在探討有隔位格人的身分與意

涵時，總先將焦點放在有翡人的不死不滅、精神性的理性靈魂

上。因此，判斷與定義「人類早期胚胎為位格」的標準，就在

於「人類早期胚胎擁有理性靈魂的時刻」這個靈化（賦予靈魂）

的「標記性事件」。

然而，正如主張墮胎合法化的一些世俗思想所言，教會歷

史上無論是教父們、神哲學家們或現代學者們，對「賦予靈魂」

的時刻這個哲學問題的看法與意見並不一致。事實上，教會訓

導的確承認有一些爭論的存在，也未否定這些不同的意見。前

述所引《對蓄意墮胎的聲明》 733~734 中 43 , 已可見訓導當局

對這個與靈魂有關的爭論所做出的解釋與態度，文件指出：

本聲明刻意不講「何時賦予精神性靈魂」這個問題。

有闕此點，（教會內的）傳統並不一致，迄今學者們也意見

不一。有些主張是在受精的那一瞬間，有些則認烏在未箸

床前不能發生。這些看法不是科學可以決定的，因光一個

42 《生命的恩賜》 1-1 。

43 見本書 27 頁之註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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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靈魂的存在並不是科學這個領域的問題。由於以下兩

個原因，這個哲學問題與我們倫理上的肯定是分泣g : (1) 

假設是一個較遲的靈化 (delated animation)' 仍然還是一個人

的生命，這個生命是準備並要求一個靈魂，就是藉著這個

靈魂，從父母所接收到的本性才能夠完整； (2) 另一方面，

靈魂的臨在是有可能的（也從來沒有人能夠反證），月了投死

這個生命，而涉及到冒著投害一個人的風險，這個人不僅

是在等待靈化，而是已經擁有靈魂了 44 。

在《對蓄意墮胎的聲明》中，教會指出傳統上對於賦予靈

魂這個「標記性事件」有著兩種不同的哲學主張：一為「即刻

的賦予靈魂」 (immediate ensoulment/ animation)' 另一是「延遲的

賦予靈魂」 delayed ensoulment/ animation 1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說

明了此立場： 「即使科學界與哲學界對賦予精神性靈魂的卓確

時刻的辯論，也從未使教會在斥責墜胎的不道德這件事上起了

任何猶疑」 45 。這表示在採用倫理上的「風險預防原則」來反

對墮胎的前提下，近代教會訓導似乎較為傾向於「即刻的賦予

靈魂」的主張；但在純粹哲學性的討論而不考慮倫理原則的情

形下，教會訓導也沒有完全否定「延遲的賦予靈魂」看法的可

能性。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夠確定，訓導權在說期這個「靈

魂何時到來」的不同哲學主張時，至少也確認了「賦予靈魂的

時刻」就是「早期胚胎具有位格性」的「標記性事件」。

44 《對蓄意墮胎的聲明》 13 , 註 19 。
45 《生命的福音》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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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胚胎學所提供的寶貴資料與證據下，教會訓導已經

肯定受精作用的發生，也就是接合子產生的時刻，即為人類生

命開始的「標記性事件」。那麼，是否可以根據這個人類生命

開始的「標記性事件」 ，來定義出早期胚胎擁有理性靈魂與位

格性的「標記性事件」呢？訓導權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一

個不朽靈魂的存在並不是科學這個領域的問題」 46, 而且「雷

然沒有足夠的實驗資料可使我們體認精神性靈魂的存在」 47 0 

也就是說，「受精作用」本身是屬於一個科學性的事件與現象，

而「人類理「生靈魂的存在與否」與「何時擁有人類理性靈魂」

卻是屬於一個哲學上的討論，不能單純依靠科學性證據來答

覆： 「針一個哲學及倫理的問題，例如位格人形成的時刻．…．．

並不能依靠生物科學做出最後的論斷」 48 0 

誠如教會訓導所言，「受精作用」這個人類早期胚胎產生

的「標記性事件」屬於一個生物科學的事件，無法據此來解決

位格人何時存在的哲學問題。但不可否認的，無論是歷史上或

現代學者們，在對於「賦予靈魂」的時刻爭論不休的同時，卻

不約而同地根據這個人類生命開始的時間點，來展開對「賦予

靈魂」的這個哲學間題上的辯論。換言之，訓導權在指出「靈

魂何時到來」這個哲學爭議的內容時，的確是以「受精作用」

的發生時刻做為基準，來說明這兩種不同看法：

46 《對蓄営墮胎的聲明》 13• 註 19 。

47 《生命的恩賜》 I-1 。

48 《對蓄意墮胎的聲明》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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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刻的賦予靈魂」是指「受精作用」發生時即擁有理性

靈魂；

2. 「延遲的賦予靈魂」則為「受精作用」發生之後至出生前

的某一時刻，才擁有靈魂。

儘管教會訓導一方面在倫理上清楚地反對殺死一個人類早

期生命，也按照科學證據指出了這個人類生命起點的「標記性

事件」就是「受精作用」 ；另一方面也指出位格人存在的「標

記性事件」就是「賦予靈魂」的那一刻。然而在面對有關啁武

予靈魂」時刻的哲學爭論上，其態度卻依然是裹足不前的：「本

聲明刻恋不講何時賦予精神性靈魂這個問題」 49 ; 「訓導權至

今沒有特意地介入一個本屬哲學的肯定」 50 ; 「與人類胚胎有

關的科學爭論，以及哲學方面的討論，教會的訓導沒有正式介

入這些討論」 51 。信理部在最新的文件《位格的尊嚴》中也說

了： 「沒有定義胚胎就是位格，乃是名了避免清楚陳述其哲學

本價」 52 。顯然，訓導權並不打算直接介入「精禪世的靈魂賦

予人身的準確時刻」這個問題，也不詔為單純依靠科學能解決

此一哲學上的爭論。加上教會內的學者們在「賦予靈魂」時刻

上的辯論也始終無法達成共識，這正是直接造成阻礙教會訓導

定義「接合子為位格」的主要因素。

49 
《對蓄意墮胎的聲明》 13' 註 19 。

50 《生命的恩賜》 I-1 。

51 《生命的福音》 60 。

52 《位格的尊嚴》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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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已經瞭解到，在維護早期人類生命的尊嚴與其

生存權利的背景下，教會已按照胚胎學的基礎肯定人類生命始

於「受精作用」發生的生物學「標記性事件」。但造成教會訓

導尚未定義「接合子為位格」，亦即「何時成為位格」的關鍵，

則是取決於「何時推有人類理性靈魂」這個哲學性的「標記性

事件」上。如前所述，雖然位格人形成的時刻屬哲學問題，不

能依靠生物科學做出最後的論斷，但這兩個不同範疇下的「標

記注事件」也並非全然無隔。接下來，我們將針對近代訓導文

件做進一步的分析，試圖找出其中生物學資料與哲學分析之間

的翡連世，並釐清「賦予靈魂」這個哲學的爭論，以提供訓導

權的困境一個解決之道。

第四節 訓導權提出的定義基礎

與所面匯的囷境再分析

在不介入有關「賦予靈魂」時刻上這個哲學爭論的立場下，

教會訓導面臨著無法定義「接合子為位格」的困境。然而來自

世俗與教會內許多異議思想的挑戰未曾停歇，有關威脅早期人

類胚胎的新興生命倫理問題更是層出不窮，當務之急就是要迅

速尋求一個解決之道。現代人類胚胎學已經提供了一個寶貴的

證據，就是一個新的個體、一個新的生命，在「受精作用」所

產生的人類接合子上出現，這個「標記性事件」是不容質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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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學角度來看，人類在生命出現的那一刻起，按照本性，

即具有個別的本體性幅度與其獨特的價值，就是一位在物質與

精神上都持續不斷發展的存有者。縱使精神性旳靈魂不能以科

學實驗的方式體驗其存在，但這也無法否定本屬於人類生命、

人類個體與其位格人身分上的內在關連性。在此基礎下，加以

教會提出邀請，要求我們根據科學上的資料，並透過哲學上的

理性分析，在人類生命的起始階段辨認出其位格性的存在，最

後能夠對「人類個體是位格人」做出肯定。因此，以下首先分

析訓導文件中相關的部分，並將生物學上的資料與哲學上的推

理之間的開連性做出說明；接著釐清有關「賦予靈魂」時刻上

所面臨的困擾，並提出一個可行的解決之道。

一、對近代相關訓導文件的進一步分析

在論及有關人類早期胚胎與人類生命、人類個體性、位格

人的身分之關連性上的問題時，訓導文件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範

疇，即按照生物學的證據來說明人類生命與人類個體的肇始，

以及使用哲學性的論述來主張人類接合子應得到如同位格般的

尊重與對待。以下首先以《生命的恩賜》為主，同時也出現在

其它三份文件中的段落來加以說明：

本部重申《有關蓄意墮胎的聲明》的訓導： 「從卵子

受孕的時候起，新生命就開始了，該生命非屬父覘或母睍，

而是一個新的丶成長中的人類生命。若非他此刻已是人，

他永遠也不會成爲人。對此明頫存在的證據，現代遠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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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珍囊的證明。它表明從最初的一刻超，一切發展程

序已經璀定了這個生命將要成爲的是：一個人，此一個別

的人的特徵也都已經決定了。從受孕時起，這一個人類生

命的探險旅程也開始了，他的每一項能力都需要時間，需

要很長一段時間使其各就其位，並且發生作用。」上述的

訓導仍屬有效，且獲進一步肯定一—最新的生物科學研究結

果已確認接合子在生物學上是一個新的人類個體 53 0 

在這段話裡，信理部首先引用了《對蓄意墮胎的聲明》 I-1

號，提出來自生物學上的資料，以「受精作用」說明一個新人

類生命產生的「標記世事件」。同時，它也進一步做出了在生

物學範疇下， 「接合子是一個新的人類個體」的肯定。接下來

話鋒一轉，訓導權進入了一個哲學性範疇，開始陳進有隔人的

理性靈魂與位格匪部分

當然，沒有足夠的實撿資料可使我們體認靈魂的存

在。有闢人類胚胎的科學研究已提供了珍貴的證據，透過

運用理智的領悟，能在一個人類生命的起初階段即辨識出

其位格性的臨在：一個人類個體怎能不是一個位格人呢？

訓導權至今沒有特意地介入一個本屬哲學的肯定，教會當

局經常重中在道德上譴責任何形式的蓄意墮胎。這訓導並

無改變，而且是無可改變的。因此人類繁殖的果實，從剛

開始存在的那一刻起，也就是從接合子形成的時候開始，

53 《生命的恩賜》 I-1 。本段也被引用在《生命的福音》 6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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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須受到無條件的保障，這種保障就是具有身體與靈魂整

體的人在道德上應受的尊重。人類從受孕的那一刻超就應

受到尊重，並應得到如同一個位格應有的待遇 54 0 

這裡，教會訓導首先表明理性靈魂的存在與否，的確是皿

去用科學的方式觀察與確認的。同時為了避免介入「賦予靈魂」

時刻上的哲學爭論，乃藉由反問法來含蓄地表達「生物學上的

一個人類個體」是「哲學上的位格」的想法。最後在採取「風

險預防原則」來譴責墮胎的立場下，主張人類早期胚胎從受孕

的那一刻起，就必須受到如位格般的對待與尊重。隨後也在《位

格的尊嚴》中進一步聲明「人類胚胎從最起初就擁有位格的尊

嚴」 55 。總之，避開「賦予靈魂」時刻這個哲學爭論的後果在

於，即使是已經在生物學上肯定接合子就是一個新的人類個體

與人類生命，教會訓導對於接合子的定位仍處於「如同位格人」

與「從最起初就擁有位格的尊嚴」的階段，而無法明確定義接

合子就是位格。為解決此困境，以下根據上述文件做進一步分

析，試圖找出一些在定義接合子的位格性上訓導權已提供的基

準，以釐清一些需要解決的關鍵性問題。

（一）科學上的證據證明接合子是一亻區新的人類同體

現代胚胎學的發現與證據，已證明自精卵融合起，一個唯

一無二的「人類生物體」 (human organis珂就存在了，這新的人

54 《生命的恩賜》 I-1 : 《生命的福音》 60; 《位格的尊嚴》 5 。
55 
《位格的尊嚴》 5 。



第一生 釹令 $11] 導悮棲令孑定位 ~b 現行立場與令祈 41 

類個體自始即依循著一個一致且連續無中斷的發展過程，從接

合子起，歷經胚胎、胎兒、嬰孩、青少年、成人、老人而至死

亡。換言之，按現代科學知識，一個人類個體發展過程的每一

階段，都是人類生命的具體展現。這個人類生物體將持續展現

其生命活力，直到死亡的那一刻才劃下句點。

現代教會藉當代實驗科學提供有關精卵融合與胚胎發育過

程的證據，以科學的語言，證明了人類接合子是一個新的人類

生命，且具有人類身體的最初樣貌： 「人的身體從最起初就絕

不能降格店只是一囹細胞。胚胎階段的人類身體會根據其目的

因，依著既定好的程序逐漸發展，如同每個嬰兒出生後的成長

一樣明顔」 56 。因此，根據生物學所提供的寶貴資料，訓導權

得以肯定，在「受情作用」與人類接合子所產生的這個具體時

刻，即是一個新的人類生物體、人類個體與人類生命開始存在

的「標記性事件」。這個生物學上的「標記性事件」 ，也是訓

導權所提出的一個在「定義接合子位格性上」不可或缺的基礎。

（二）訓導權對「生物學的人類」與「哲學的人類」之關
連性上的模糊與困境

在訓導文件的相關內容中，包含著生物學與哲學的不同討

論範疇，這兩種範疇中同時都使用了「人類」 (human being/ human) 

這個名詞，有時並不容易分辨出所指的是哪一個範疇或是兩者

兼具。前文提及，訓導權雖肯定人類早期胚胎是一個生物學上

56 《位格的尊嚴》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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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但在哲學範疇上卻尙未確定其為「人」。這造成了

《生命的恩賜》中出現「除非他此刻已是人，他永遠也不會成

烏人」 ，但同時也說「這個新的人類生命將要成启一個人」這

樣有著些微矛盾的話。類似情形也出現在其他訓導文件中。

基本上，生物學範疇上的「人類」，是指經由受精作用產

生的接合子開始，不斷發育與成長，直至死亡的一個「人類生

物體」 (human organism) 。而哲學範疇上的「人類」，是指兼具

物質性身體與精神性靈魂這個整體的「位格人」 (human person 1 0 

事實上，訓導權並未對這兩種範疇中的「人」之間的關連性做

出解釋，僅僅使用了「接合子是一個新的人類個體（生物學範

疇）……一個人類個體怎能不是一個位格人呢？（哲學範疇）」

這句話將其連結。顯然是因為精神性的靈魂無法以實瞼的方式

觀察，同時「賦予靈魂」上的哲學爭論也未曾解決的緣故。訓

導當局無法清楚說明如何將「人類生物體」與「位格人」之間

劃上等號。這困境導致教會訓導只能聲明「每個人類在其存在

的最初那一刻起就必須如同位格一般的受尊重」 57 丶「人類從

受孕那一刻開始，滇到自然死亡启止，都必須承認他有位格尊

嚴」 58 , 卻無法定義「每個人類從受孕的那一刻起就是位格」°

（三）哲學上的分析與推輪是必須的

即使處在無法定義接合子是位格，也不能介入「賦予靈魂」

57 《生命的恩賜》 I-1 。

58 《位格的尊嚴》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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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爭論的困境中，教會訓導還是暗示著問題並非無法解決：

「人類胚胎的科學研究已提供了珍貴的證據，透過運用理智的

領悟，能在一個人類生命的起初階段，即辨識出其位格性的臨

在」
59 

前述已經說明一個新的人類生物體、人類個體與人類生命

開始存在的「標記性事件」，並根據最新生物學所提供珍貴資

料的佐證下，訓導權已確認就是在「受精作用」與人類接合子

所產生的這個具體時刻。在這項不可或缺的科學亞基礎上，教

會訓導要求我們「透過運用理智的領厝」來突破目前的困境，

在「人類生物體」與「位格人」之誾劃上一個等號，以達到最

後的目標，做出人類個體產生的時刻就是位格人開始存在的「標

記性事件」這結論

我們的確需要一個合理的哲學分析與推論，並與生物學上

的資料互相配合，才可能得到所要的答案。然而在相關的四份

教會訓導文件中，除了提及「賦予靈魂時刻」上的哲學爭論外，

並未給予一個「明確的標準」 (explicit standard 1' 以做為如何在

人類生命的最起初辨識出其位格性的臨在的依循，也未提供具

體的例子可供類比，好讓我們能有效地應用在哲學分析與推論

上。因此一方面，我們必須重新檢視在教會歷史中，當出現的

一些有關人學議題上的討論時，教會訓導使用了哪些哲學推理

的基本要素 (elements) 來答覆這些議題；另一方面，過去教會

59 《生命的恩賜》 I-1 ; 《生命的福音》 60; 《位格的尊嚴》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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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在實際處理其他發育階段中的人的問題時，已經採用了一

些原則來檢驗並判斷他們具有靈魂，我們需要提出這些例子，

以供類比並應用在接合子上。最後根據這些基本要素與可供類

比的例子，推論出一個實際上已經存在於教會訓導中的「隱含

的標準」 60 , 藉此「隱含的標準」來幫助我們在接合子位格性

的問題上，建構出一個有效的哲學分析與推論。

經過上述分析後，我們有了一個具體而清楚的方向，為協

助訓導當局能期確定義人類接合子是位格人，「生物學的資料」

與「哲學的分析與推論」是缺一不可的兩項基準。這兩項定義

的基準不但要互相配合，也必須有著內在的緊密連結，因為它

們實際上都是指向同一個「位格性的人類存有」，好解決教會

訓導所面臨的困境。不過在此之前，我們必須釐清有關「賦予

靈魂」上的爭論，以避免接下來將要進行的哲學分析與推論受

到不必要的困擾與誤導。

二、對「何時賦予精神性靈魂」爭論的釐清

教會至今仍無法定義接合子具位格性，最直接的原因就在

信理部《位格的尊嚴》 5 號這句話中： 「沒有定義胚胎就是位

格，乃是名了避免清楚陳述其哲學本賈」。這個訓導當局刻意

避免陳述的哲學本質問題，從初期教會起就一直存在著，即對

60 本文中所使用的「隱含的標準」 (implicit standard) 一詞，是指
相對於「明確的標準」 (explicit standard) 而言，主要是指教會

訓導雖鈥在字面上沒有提及、但實際上所根據並使用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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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精神性靈魂的準磑時刻」 61的不同意見與爭論，誠如上

述引用《對蓄意墮胎的聲明》 733~734 、 738 號中已說明過的 62 0 

正因這個「賦予靈魂」的爭論，從古至今始終存在於教會

中，即使現代胚胎學已提出許多有開一個新的人類生命與人類

個體如何產生的證據，但由於「一個不朽靈魂的存在並不是科

學這個領域的問題」 63 , 而且「噹然沒有足夠的實險實料可使

我們體認精神性靈魂的存在」 64, 因此教會訓導的立場便是「對

一個哲學及倫理的問題，例如位格人形成的時刻……並不能依

靠生物科學做出最後的論斷」 65 。接著，又在《生命的恩賜》

中與「賦予靈魂」的爭論保持距離： 「訓導權至今沒有特意地

介入一個本屬哲學的肯定」 66 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生命的

福音》中也說： 「與人類胚胎有關的科學爭論，以及哲學方面

的討論，教會的訓導沒有正式介入這些討論」 67 。顯然教會本

身並不願意介入這個屬於哲學上的爭論，也不打算使用訓導權

威來做出對「賦予靈魂」時刻上的定斷。甚至除了《對蓄意墮

胎的聲期》中對其爭論內容有所描述，之後的文件中多以「哲

學上的討論」帶過。

61 《生命的福音》 61 。

62 見· 本書 27 、 33 頁。

63 《對蓄意墮胎的聲明》 13' 註 19 。
64 《生命的恩賜》 1-1 。

65 《對蓄意墮胎的聲明》 13 。

66 《生命的恩賜》 1-1 。

67 《生命的福音》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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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不多談也不介入的態度，使「賦予精神性靈魂的準確

時刻」這問題依舊存在，而教會學者們持續的辯論也無法達到

共識，同時教會訓導也無法確認位格人開始存在的「標記性事

件」為何。其實，這個「賦予靈魂」時刻的爭議本身，包含了

「精神性靈魂的存在」的前提，與其「何時開始存在」的問題；

兩者息息相翡。以下便針對「賦予靈魂」的問題加以分析，試

圖釐清在這爭論中不必要的盲點與限制，最後提出一個解決困

境的方向與途徑。

（一） 「精神性靈魂的存在，無法以實驗的方式觀察」衍
生出的盲點與限度

按照訓導當局的邏輯，既然科學性的實險資料無法證明一

個精神性靈魂的存在；那麼，當然細法根據這些資料來得到精

神性靈魂何時開始存在的時間點。這個邏輯的推論本身並沒有

什麼鐠誤，怛其巨生出的盲點與限制，卻造成了在探討人的位

格問題時，將現代人類胚胎學所建立旳科學事實排除在外；而

其後果，就是教會訓導本身產生了一個矛盾：一方面提出「位

格人形成的時刻，並不能依靠生物學做出最後的論斷」 68的觀

點，另一方面卻又提出「人類胚胎的科學所究已提供了珍貴的

證據，透過運用理智的領悟，能在一個人類生命的超初階段即

辨識出其位格性的臨在」 69的要求。

68 
《對蓄意墮胎的聲明》 13 。

69 
《生命的恩賜》 1-1 ; 《生命的福音》 60: 《位格的尊嚴》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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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這邏輯衍生出的盲點在於，事實上教會早已肯定了「每

個人都有一個個別的丶不死的靈魂」 70這項信理，所以一方面

訓導當局並不需要經由科學肯定靈魂的存在；另一方面，即使

科學性的實瞼資料無法證明一個精神性靈魂的存在，也毋需把

胚胎學的科學事實排除在探討人的位格問題之外。然而在上述

的邏輯中，的確是將生物學的部分排除在討論的範圍之外，這

也限制了在探討「位格人存在時刻」時，將隼點全部集中在位

格人的「精神性靈魂」的範疇上，而忽略了位格人也同時具有

的生物吻質性範疇。何況，教會已經肯定在「受精作用」與

人類接合子所產生的這個具體時刻，即是一個新的人類生物

體、人類個體與人類生命開始存在的「標記性事件」。

（二） 「賦予靈魂時刻」的問題兼具生物學與哲學的範疇

「賦予靈魂時刻」與生物性的「標記性事件」最直接的關

係，出現在「賦予靈魂時刻」爭論上的兩種不同立場「即刻的

賦予靈魂」與「延遲的賦予靈魂」上，因為這兩種不同立場就

是以「人類成孕的時刻」作爲區分的，這個「成孕時刻」，在

歷史中有著不同的表達方式，例如「成形」與丶「成人化」 71 0 

而按照現代人類胚胎學的術語，就是「受精作用」或接合子產

生的那一刻。「即刻的賦予靈魂」是指在「受精作用」發生時

70 奧脫 (Ludwig Ott) 著，王維賢譯，《天主教信理神學》（台中
光啓， 1965) , 167 頁。

71 有關「成形」與「未成形」丶「成人化」與「延緩的成人化」等
名詞，詳見第二章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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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擁有靈魂，同時「成形」與「成人化」 ；而「延遲的賦予靈

魂」則為「受精作用」發生之後的某一時刻才擁有靈魂，因此

才有「成形」與「未成形」 (unformed) 之分，與「延緩的成人

化」 (delayed hominization l 這些說法。

這個以「靈魂」的存在與否來辨別身體是否成形、是否成

爲人，並據此判斷位格性的哲學推理，就是教會訓導沒有介入

的「賦予靈魂」的哲學討論。然而在信仰上，我們雖已肯定每

個人的靈魂都是由天主所造 72' 但除了哲學上的討論外，並沒

有其他方面是能夠說明天主何時造了這個「精神性」的靈魂，

而這也就是產生爭論的主要原因。為了離開這個無法解決的哲

學困境，我們回到《生命的恩賜》中的一段話來重新思考：

人類繁磕的果實，從剛開始存在的那一刻超，也就是

從接合子形成的時候開始，就須受到無條件的保障，這種

保障就是具有身體與靈魂整體的人在道德上應受的尊重。

人類從受孕的那一刻起就應受到尊重，並應得到如同一個

位格應有的待遇 73 。

這段話不僅說明了我們應給予人類接合子「如同位格般」

的尊重與對待；而且指出另一個重點：這種對待與尊重，是屬

於「具有身體與靈魂整體的人 位格」的：

人是按照天主肖象而受造的，是一個同時具有特賈和

72 參 鄧辛格著，施安堂譯，《天主教教會訓導文獻選集》 (DS) 

3896 。

73 《生命的恩賜》 I-1 ; 亦參· 《生命的福音》 60; 《位格的尊嚴》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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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存有，人的理性的靈魂在人之內建立一個生命的本

原 (principle)' 人的身體由它得到一坊生命與感覺，在死

亡時靈魂與身體分離，但並不因此而泯滅，並會在末日復

活時，重新與身體結合 74 0 

教會在此整體人學的幅度下所做的訓導，肯定「精神性的

靈魂」與「物質住的身體」是構成一個位格人缺一不可的基本

要素。那麼，在面對「何時擁有人的精神性靈魂」的困境時，

我們自然能合理地將探討隹點，轉向一個可以透過生物學證據

辨認出的「人的物質性身體」上面。

現在我們獲得了一個解決困境的方向與途徑，就是從生物

學的範疇開始，藉著人類胚胎的研究所提供的珍貴證據，運用

理智展開一個哲學範疇上的分析與推論。試圖將「接合子形成」

這個生物佳的「標記性事件」與「人擁有理性靈魂」丶「位格

人開始存在」的哲學性「標記性事件」相結合，才能在一

個人類生命的起初階段即辨識出其位格性的臨在。

結 五
D

-mo 

教會訓導對接合子的定位，正從目前「如同位格人」的位

置，朝向「是位格人」的最終定斷中。但受到來自一些傳統上

74 
參： DS 657, 2833, 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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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賦予靈魂的時刻」的哲學爭論所阻礙，導致訓導權處於一

個無法定義「接合子具位格性」的困境。本章對此提出分析，

並進一步釐清了在「賦予靈魂的時刻」爭論上的盲點與限制。

雖然訓導本身並不介入有關「賦予靈魂」上的哲學討論，但是

邀請我們根據現代人類胚胎學所提供的資料與證據，藉著哲學

上的分析與推論，進而得出一個合理的判斷，這個判斷就是在

人類生命的最起初能夠辨識出位格性的臨在。

為更清楚瞭解傅統中有關「賦予靈魂的時刻」爭論的歷史

背景與起源，並證明這個爭論同時兼具生物學與哲學的範疇，

本書第二章將做一個有關整體人學歷史脈絡上的綜合性分析：

透過從古典胚胎學出發，經由古代的哲學人學發展， 值［到教

會建立後的神學人學發展，最後建立一個清楚的思想脈絡與合

理的判斷，以提供教會訓導能夠徹底解決「賦予靈魂的時刻」

上的爭論所帶來的困境。接著第三章，本書將檢視教會歷史上，

訓導當局使用了哪些哲學推理的基本要素來答覆有關「人的本

性」與「人的位格」的問題，以證明教會訓導在其與人學有關

旳一些議題上，其實已建立了一個「隱含旳標準」。而過去教

會訓導在實際處理其他發育階段中旳人的問題時，的確也使用

了這個「隱含的標準」來判斷出他們確實是人，也擁有靈魂。

根據這些基本要素與可供類比的例子，建議教會訓導對「接合

子為位格」做出最終的定義。



第一章

從胚胎學到人學：按歷史脈絡的哲學性綜合分析

人類發展史中，有關人類生成的問題，總深深地吸引著學

者們在各種不同領域中不斷地探討與研究。一方面，學者們透

過對其他生物以及對人類自身的生殖作用的觀察，漸漸發展出

一些對胚胎產生與發育過程上的描繪，而建構出胚胎學的雛

形。另一方面，對那些造成與推動生命現象的不可見因素，學

者們也開始根據所能觀察的與其變化過程，運用哲學上的推論

而做出解釋。這些來自胚胎學上的觀察與哲學上的推理，慢慢

建立起一套有關「人」與人類生成上的人學思想。

前章說明了教會訓導當前尙未定義「接合子為位格」的立

場，主因於對「賦予靈魂」時刻上的意見不一，訓導當局本身

對此也採取保留的態度，不願介入此哲學上的爭論。但教會同

時也要求我們根據最新的胚胎學證據，運用理智的領悟，以便

在一個人類生命的起初階段即辨識出其位格性的臨在。為有效

答覆教會的這項邀請，本章透過歷史性分析，來檢視「賦予靈

魂」時刻上的爭論的由來，並藉此分析出造成爭論的原因與背

景，最後提出一個可行的建議以釐清並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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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首先透過古代西方世界對胚胎生成與發育上所做的描

述與記載，同時說明其相關哲學的發展與建立，流傳並持續影

響教會建立前猶太人旳思想與典籍，以及教父們的看法。進而，

對中世紀逐漸形成旳亞里斯多博－多瑪斯 (Aristotle-Thomas) 「延

遲的賦予靈魂」學說作一個說明與分析。鍶後，針對文藝復興

後生物學與胚胎學上的快速發展，以及教會訓導在現代胚胎學

建立後的一些轉變與修正，作一個綜合性措遣。最後則回應教

會訓導的要求，根據現代胚胎學所提供「科學性證據」提出一

個合理的哲學推論與主張。

第一節 西方傳統中的胚胎學與哲學人觀

主前六世紀，希謄哲學家開始以一種嶄新的眼光來看世界

一視宇宙間萬物的運行，遵循著某些不變的自然法則，而非由

鬼神或超自鉄力量所主宰．雖妖他們仍相懦神與造物者的存

在。他們試圖用自鉄旳因果津來解釋物質世界的所有現象，摒

棄宗教或迷信的解釋；於是，一個理庄旳哲學系統形成了，並

開始影響其他領域的學問，特別是在有閥生物的生成、發育，

以及醫學的領域。在古代的西方世界，許多自然哲學家對生物

個體的起源問題大感興趣，他們利用了對照的方法，將不同生

物的個體發育進行相互比較，雖然受到科學技術上的限制，只

能就肉眼所見的事物加以描述與記錄，但對胚胎發育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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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比較系統性的探討。

古希臘與羅馬的學者們對胚胎學所做的貢獻中，以希波克

拉底、亞里斯多德、蓋倫所做的記載最為詳細與最具代表性，

對後代胚胎學的影響也最為深遠。除了醫學上對胚胎的發生與

發育有所研究，在生物學上也有著更多的發展，同時也與哲學

思想互相結合，形成了一套綜合性的人學理論。事實上，古代

西方學者在探討人類早期生命的種種議題時，正是根據生物學

上所觀察到的證據，再運用哲學上的分析與推論，最後建立起

一套理論。這種發展模式，正好與第一章所提到的，教會訓導

要求我們完成的「在人類生命的起初階段辨認出位格性的臨在」

這個工作十分類似。因此，透過對古代西方傳統形成的分析，

不但可使我們瞭解所要解決的問題的緣由，也可以幫助我們按

照古人的哲學思考模式，配合現代生物學的證據，最終獲得有

效的解決方法。

一丶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460-377 B.C.) 

被稱為「醫學之父」的希臘醫生希波克拉底，在當時自然

哲學基礎上，把醫學從迷信中解放出來，賦予它理性的面貌。

疾病不再是鬼神作祟，而是自然的因素所致。在其著On the 

Generating Seed and the Nature of the Chi/cl中！，他給古典胚胎學

Hippocrates, On the Generating Seed and the Nature of the Child, 

trans. I.M. Lonie, 1978, in G.E.R. Lloyd ed., Hippocratic Writ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3) 以下簡作 On the Generating S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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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立了一些基礎。為瞭解人類胚胎是如何發育的，希波克拉底

首度有系統地研究動物胚胎發育的方法，並用雞蛋進行實驗

拿廿個或更多的雞蛋，讓兩隻或兩隻以上的母雞逛行

孵化，從第二天超到有小雞孵出之前，每天移出一個蛋，

打破並進行檢查。你將發現種種情況都和我所説的相籽，

因爲在某種程度上，鳥類的特徵與人類的極馬類似2 0 

希波克拉底認為，胚胎發生的過程始於男性與女性「種子」

(seed) 的混合，男胜種子由整個身體分泌而出，女惶種子則在

性交時與水分一起分泌至子宮中。若男、女種子混合並被保留

在子宮內，則懷孕發生；若住交後立刻被排出則不會懷孕3 。生

成後的胚胎由經血提供營養，經血流入胚胎然後凝結，肉、骨

骼與血液等結合在一起，並形成胚胎的肉體 (flesh) 4 0 「氣息」

（靈魂， Pneuma) 的到來則是身體開始成形的必要條件，胚胎因

此而開始發育；女性胚胎的器官與四肢完全成形要花 42 天，男

性胚胎則需要 30 天，這是一個大約的範圍，會因個體不同能有

所誤差。在器官與四肢成形後，指甲與頭髮便開始生長。最後，

未出生的男性胎兒在第三個月時、女性胎兒則於第四個月開始

運動5 。英國胚胎學家若瑟．尼德漢 (Joseph Needham J 將希波克

拉底的胚胎學說中有關人類生成的部分，歸納為三個重點＼

" Hippocrates, The Nature of the Child, 29 
3 
參： Hippocrates, On the Generating Seed, 3~6. 

4 
參：印ppocrates, On the Generating Seed, 14. 

5 參: Hippocrates, The Nature of the Child, 17~18, 21 

6 參 Joseph Needham, A 祏story of Embryology (N.Y.: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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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胚胎由男性與女性的「種子」混合而成，「種子」則由身

體所分必。

2. 在起初並無器官與四肢的出現，在氣息（靈魂）的影響下，

身體的各部分逐漸形成並結合在一起，直到第四十天左

右，胚胎才完全「成形」 \ complete formed , 0 

3. 大約在受孕三或四個月後，胚胎開始運動。

有關人類的生成過程，希波克拉底主張有四個要素：男住

與女性的「種子」、經血與氣息靈魂＼。與其他傳統稍有不同

的是，希波克拉底認為女性也會分泌「種子」 ，這點與現代胚

胎學較為相近。而經血的功能不在於與精液結合，而是提供兩

個「種子」結合後的胚胎養分與組成生體的原料。前三個來自

於男女的生殖要素，可由肉眼觀察到，唯有氣息（靈魂）是無去

觀察的。無論如何，希波克拉底雖然不是哲學家，但他認為一

個人的產生，需有可見的成形身體與不可見的氣息（靈魂）皆備，

胎兒才能繼續成長與開始運動。

二、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 

亞里斯多德對胚胎發生與發育的問題更為隔心，堪稱這一

領域的眞正先驅；他做了許多具深遠影響的開拓性工作，被稱

為胚胎學的創始人，其影響持續了兩千多年，向到十九世紀現

代胚胎學建立之前。史上有關個體發生發育問題的爭論，幾乎

University Press, 1943),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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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與其觀點有關卟捆勺「延緩的成人化過程」 (delayed hominization 

學說，甚至在今日仍受到部分學者的支持與繼續論這。

亞里斯多德認為胚胎發育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預成論」

(Preformation)' 即胚胎中的每件東西從一開始就預先形成好

了。以人體為例，小型胎兒會逐漸變大，最後成為嬰兒，但是

過程中胎兒的形狀並沒有太大變化。而且這些胎兒含有成體所

擁有的一切，發育期間只是簡單地放大。另一種是「漸成論」

(Epigenesis)' 認為在個體形成之初，存在的是尙未分化的物質，

經過不同的發育階段後，才生長出新的部分。這兩種個體發育

理念對後來的學者產生了深刻影響，直到十八世紀，「預成論」

和「漸成論」仍是科學界爭論的焦點7 0 「預成論」已被現代胚

胎學證明錯誤，但仍可以應用在遺傳學上有關基因的概念。「漸

成論」雖與現代胚胎學的證據一致，但其影響更常見於哲學上

有關「延緩的成人化過程」與「延遲的賦予靈魂」的主張中。

亞里斯多德有關胚胎發生與發育的論述，主要出現在他的

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與The History of Animal兩部書中。

雖然他做過許多觀察與實驗，不過他也十分重視理論上的探

討，而且許多理論上的解釋是建立在他的哲學基礎上的，特別

是形質論 (Hylemorphism) 。舉例而言，他之所以強調雄性在動物

發生時所起的作用要比雌性大，是因為「雄性提供的是形式

(form) 和動力因 (efficient cause)' 而雌性提供的是肉體和賈料

7 參: Neil A. Campbell, Biology, 6th ed. (Redwood City: Benjamin 

Cummings Pub Co, 2002), 99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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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 」 8 。與希波克拉底所主張的胚胎由男性與女性的「種

子」混合而成不同，亞里斯多德相信只有雄性提供「種子」（精

液， semen)' 而雌性僅提供經血9' 雄性精液在雌性經血中就像

牛奶在胃中被凝結成形一樣10 。倘若精液（種子）在性交後停留

在子宮內七天，經血與精液融合後就會受孕，一個新生命於焉

產生日。亞里斯多德根據這樣的想法，建立了一套生物的發生

理論，並且將其應用於對人類生殖上。

亞里斯多德繼續描述胚胎發育的過程：所謂「孕體」 (KUEµct,

conceptus) 12' 是由雌雄兩性的要素混合而成 13 ; 孕體最初形成

後，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蛋狀物 (egg-like)' 體液被包裹在精緻

的膜中，很像去掉殼的蛋，這就是人們把該階段孕體的流產稱

為「出流」 (EKpUCTELCT, efflux) 的原因 14 。糯夜形成孕體的過程要花

七天 15 , 在第七天時有了「生命」，然後器官開始一個接一個

出現，首先是心臟 16 。接下來胚胎內部的器官逐一形成，同時

8 參： Aristotle, 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 Book I, 729a, 9-10. 

9 參： Aristotle, On the Generation 司Animals, Book II, 733b, 19-20, 

Book I, 727a, 26-31. 

lO 參： Aristotle, 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 Book II, 739b, 20-26. 

n 參： Aristotle, The History of Animals, Book VII, 583a, 28-583b, 2 

12 「孕體」 (Conceptus) 在亞里斯多德的觀念中，並不等於「胚胎」
(Embryo, Embrua) '而僅為胚胎產生前的一個有生命的個體。

13 參: Aristotle, 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 Book I, 728b, 35 

14 參： Aristotle, 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 Book III, 758b, 1-5. 

15 參: Aristotle, 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 Book I, 731 a, 19-20, 

The Histo吖 ofAnimals, Book VII, 583a, 24-25. 

16 心臟不但是營養器官，也是發育的第一本原 (first principle)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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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具有營養與感覺的功能，按照亞里斯多德哲學思想中有關「靈

魂的等級」的學說，此時的胚胎已經具有「生魂」 (vegetative soul 

與「覺魂」 (sensitive soul J 。然而，胚胎外部肢體卻尙未成形，

因而仍不具有「人」的形體，也並未擁有「人」的「靈魂」 ' 

即理性靈魂 (rational soul) 。亞里斯多德說明了這種「漸進性」：

蕾一種動物生成時，不會立即成光人丶馬或其他特殊

種類的動物，這是由於生成的目的或囿滿是最後階段才完

成的，每一種類所特有的屬性是其生成過程的目的 17 。

在判斷母體子宮中的胚胎何時成為人的問題上，亞里斯多

德提出了兩個可觀察到的標準， 「開始活動」 first movement) 

與「成形」 (formation) : 

男嬰通雷在四十天左右在子宮右側翻動，女嬰則大約

在九十天左右在左側開始轉動。．．…．大致在此一時期胚胎

開始分化成形；在此之前，他僅僅是個渾沌不分的肉團

(fleshlike substance) 。．．．．．．在四十天時流產出的男胚．．．．．．只

有一隻蚺蟻的大小，他的所有肢體，包括生磕器，均已分

明可見，其眼睛也如同其他動物一樣的極其隙著。而女胎

由於感覺 (sense) 的本原也在於心臟，因此心臟是整個動物中最

早生成的部分。心臟的出現，可謂「動物階段」的開始。此時的

「胚胎」雖鈥不夠完善，但能夠不斷吸取營養與繼續發育，不但

是一個潛在意義 (potentially) 上的動物，且能繼續生長，直到成

為一個完善的動物。參： Aristotle, On the Generation 司Animals,

Book II, 740a, 4-23, 735a, 15-26; 743b, 25-26; 740a, 24-25 

Aristotle, 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 Book II, 76b,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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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三個月內夭折，多數情況下都尚不見分明，但只要在

第四個月開始時寸更已經開始分化且很快就會各個成形 18 0 

亞里斯多德有關人類發生的學說，綜合其胚胎學觀察與哲

學理論的相互解釋與說明，建立了古代西方傳統中一套完整的

人學思想，直到現在仍具影響力，這學說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19 : 

1. 「孕體」的產生是來自被精液活化之後的經血，在受精時

男性精液除了「形式」 （不同等級的「魂」）之外，沒有提

供其他東西，而全部的「質料」 （身體）皆由女性經血所

構成。這個過程大約是七天。

2. 「孕體」在七日後成為胚胎，心臟是第一個發育形成的器

官，也是營養與感覺的器官。此時胚胎內部的器官繼續逐

一形成，同時也具有營養與感覺的功能，此時的胚胎已經

具有「生魂」與「覺魂」。

3. 在內部器官發育形成後，外部的肢體也開始發育，此時人

類的身體（胚胎）並非馬上「成形」 ，而是要等到四十天

後，男性胚胎才算完整存在，女性則需九十天。在此同時，

也能夠察覺胚胎「開始活動」。按照亞里斯多德的觀點，

此時的胚胎才具有「人」的形體，也才擁有「人」的「靈

魂」，即理性靈魂。

亞里斯多德對人類生成的看法，同樣需具備來自男女雙方

的要素（精液與經血）：來自男性精液中的「形式（魂）」與由女

18 
Aristotle, The Histo吖司Animals, Book VII, 583b, 1-24. 

19 
參 Needham, A Histo吖司Emb吖ology, 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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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經血所提供的「質料（身體）」，兩者凝固成為一個「未成形」

的胚胎，這個胚胎藉由「人的形式（靈魂 l 」而「成形」與「成

為人」。這樣的胚胎學與其不同等級「魂」的轉變之哲學思想

結合後，建立了一個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學說，即在胚胎的發育

過程中，從「尙未成人」 (not-yet-human) 到「人」 (human) 的一

個基本的差異： 「未成形」 (unformed) 與「已成形」 (formed) 

的差異。直到目前為止，這個「延緩的成人化過程」學說，仍

受到部分學者的支持，並以不同的型態出現在許多辯論中。

三丶蓋倫 (Claudius Galen, 130-201 A.O.) 

古羅馬時期的著名學者蓋倫，是一位醫學科學家與解剖學

家；他繼承了希波克拉底的傳統，加上初具科學觀念的解剖、

生理知識，建立了完整的疾病理論體系。他在醫學和生物學方

面有許多著進和新的發現，被後世一千多年來奉為權威。蓋倫

的學說受到當時人們的歡迎，影響極大，主因於古代人對醫學

知識較之其他方面的知識更為需要20 。蓋倫也十分關注人類的

發生與發育間題，著有On the Formation of the Fetus一書。

或許因其年代稍晚，蓋倫在人類生成理論上似乎分別採用

了來自希波克拉底與亞里斯多德的一些觀點。在對胚胎發生要

素上，蓋倫的觀點與希波克拉底類似而不同於亞里斯多德。亞

里斯多德認為發生中精液的作用要大於雌性性物質的作用，蓋

20 
參: Needham,A 祏story of Embryology, 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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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則認為雌性也產生「精液」，兩種「精液」同樣重要，它們

在子宮中相互混合，然後形成胎兒。蓋倫也使用了希波克拉底

的「氣息」（靈魂， Pneuma) 概念與亞里斯多德的三種等級的「魂」

的學說。但與亞里斯多德不同的是，蓋倫把這三種靈魂的說法

與人體的解剖學、生理學知識創造性地結合起來，提出所謂「自

然靈氣」 (natural spirit) 丶「生命靈氣」 囯ta! spirit) 丶「動物靈

氣」 (animal spirit) 的理論。他認為這三種靈氣，在人體分別位

於消化系統、呼吸系統和神經系統。它們都發源於「氣息」（靈

氣， Pneuma) 。「氣息（靈氣）」本來存在於空氣中，人體通過呼

吸吸進「氣息（靈氣）」，再隨著血液傳至身體各處，從而獲得

活動 21 。綜合有關蓋倫的胚胎發生與發育理論，可結論如下 22 : 

1. 首先是未成形的混合精液階段。

2. 精液的混合引起器官的發生，首先是肝臟，然後是心臟與

腦。其他部分也逐漸形成，直到其清晰可見 (clearly viaible) 。

3. 在其他部分產生的同時，胚胎也由經血成形，並藉由來自

臍帶的血液而逐漸清晰可見。此時「氣息（靈氣）」經由

血液的流動充滿人的身體，不同的靈氣分別到達其位置，

21 參： Vivian Nutton, "The fatal embrace: Galen and the 扣story of 

ancient medicine", in Science in Context, 2005: 18 (1), 111-121; 

Karenberg A. and Hort I., "Medieval descriptions and doctrines of 

stroke: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select sources. Part I: The Struggle for 

terms and theories - Late antiquity and early middle ages (300-800)",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urosciences, 1998: 7 (3) 162-173 
22 
參 Needham, A History of Embryology,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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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開始發生功能與作用。

4. 男胎的成形較女胎來的快速，開始活動的時間也較早，而

男胎在子宮內部的右側活動，女胎則在左側。

身為一位醫學家與解剖學家，蓋倫對人類生成的過程有著

更多屬於科學角度上的描繪與用語。首先在肉眼可觀察的部分

上，無論稱其為「種子」或「精液」，蓋倫主張由男女所提供

的生殖要素同等重要，這一點與希波克拉底看法類似。「精液」

混合後開始發育成胚胎，各個器官逐一發生，身體也由經血逐

漸成形，透過來自胎盤、臍帶母體的血液，胎兒逐漸成長而清

晰可見。至於不可見的部分例如「生命力」，蓋倫則嘗試使用

哲學上的術語並結合實際的生理活動加以解釋，指出經由呼吸

作用「氣息（靈氣）」進入身體，並透過血液循環而到達全身，

當不同的「靈氣」使身體各部位不同的生理系統發生作用後，

整個身體充滿「生命力」 ，最後可以察覺胎兒開始活動。

蓋倫也主張男胎在子宮右側活動，女胎則在左側，這一點

與亞里斯多德的看法一致。重要的是，蓋倫對人類生成的描這

中，無論是胎兒的成形或生命力（氣息）的傳播，血液循環均有

著很重要的地位。以現代生理學角度來看，的確養分是藉由血

液輸送至身體各處的，而氧氣也是經由呼吸作用與血液循環送

至身體每一個細胞。蓋倫能於近兩千年前即精準地使用「生命

力（氣息）」來描繪出維繫人類生命、肉眼無法觀察到的養分與

氧氣，並將其與哲學性的生命第一本原「靈魂」做結合，足見

他在古典醫學與生物學上的權威性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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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分析

古代胚胎學藉希波克拉底、亞里斯多德與蓋倫等古希臘、

羅馬學者有隅胚胎發生與發育上的學說而奠立基礎，同時加入

哲學思想，形成有關人類生成的整體人學概念。古代的學者在

沒有顯微鏡的情況下，僅能靠肉眼進行檢視，自然無法觀察到

非常微小的精子、卵子與早期胚胎，而僅能根據所觀察到精液、

經血與較晚期的胚胎，或依靠觀察其他動物的胚胎加以推論。

這樣的限制，直到十六世紀顒微鏡發明之後才有突破與轉變。

這個主宰了兩千多年的古代胚胎學說與哲學思想的結合，

對人類生成有以下的基本概念：由於僅能觀察到由人體生殖系

統所產生的一些分泌物（種子、精液與經血），加上對自然界其他

現象的觀察＼如牛奶的凝結 I , 古代學者們認為受孕是經由性行

為後男女的分泌物混合而發生，且起初只是一共液狀物體，之

後逐漸凝固成團狀的胚胎，直到能被觀察到為止（約四十天左右＼

才稱爲「成形」的胚胎。相對而言，在此之前這個「渾沌不分」

的肉團則稱為「未成形」的胚胎。「氣息」\ PneumaJ 或靈魂的

出現，除了賦予形式而使「未成形」的胚胎「成形」外，也推

動及指導著身體各部分繼續發展與發育，人的生命從而產生，

胎兒也開始有所活動。

從現代胚胎學的眼光來檢視這個古典的概念，當然會發現

許多錯誤，但從當時僅能純用肉眼觀察到的事物與現象而言，

古代胚胎學已經發展到一個很高的水準。以「經血」為例，現

在已知經血的產生，是由於子宮壁充血後未有胚胎著床（或著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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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而崩落所致，這代表著沒有懷孕現象的發生。古代學者只

能就其所觀察到的事實，也就是在性行為發生後若不再有經血

排出，則代表受孕成功，因此推論經血必然存留在子宮內並與

胚胎的生成有關，自然經血就成了來自女性的生殖要素之一，

這是根據可觀察到的證據加以推論而得的結論。至於那些無法

觀察到的現象，例如造成身體各部生長與成形，或是形成生命

力的原因，學者們就採用哲學思想與術語來加以解釋。「氣息」

與靈魂進入人體，使胚胎「成形」，有生命並開始活動，在這

情形下與胚胎學結合而成為一套人學體系流傳下來。

古代西方學者們在此人學體系上，探討人類生成的奧秘，

有下列幾項一致的共識：

1. 必須有來自男女雙方的要素相互結合；

2. 身體（胚胎）產生的過程，是由「未成形」的階段逐漸「成

形」 ，這個變化與靈魂（氣息）的到來有直接的關係；

3. 藉由成形的身體、靈魂的到來，與運動的發生，可以判斷

出一個有生命的「人」存在。

這個由當時科學證據與哲學思想共同發展出的人學體系，

在探討人類生成的課題上形成了一個對後世影響極深的概念：

人的身體、人的靈魂與人的存在，是在受孕一段時間後才發生

的。這樣的概念也就是「延緩的成人化過程」與「延遲的賦予

靈魂」這些理論的雛形與起源。至此，我們可以結論如下：

首先，古代學者們探討「人何時開始存在」的方法與目的

非常簡單，就是在當時的科學基礎上，根據肉眼所能觀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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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加以描述，並運用哲學分析與推論來解釋那些不可見的精

神性現象，竭盡所能找出「人類生成時刻上的最早可能性」＇

最後建立出一套有關人類生成的輪廓與學說。雖然受到科技上

的限制，造成對於肉眼無法觀察到的早期人類胚胎有一些不正

確的結論，但是相較於現代某些因為支持墮胎與破壞胚胎的實

驗，因此極力主張早期人類胚胎沒有靈魂也不是位格，與試圖

將「人類生成的時間點盡可能後延」的學者們，古代的學者們

的出發點與態度卻是更加客觀多了。

再者，在當時不夠精確的科學證據下，對「人何時開始存

在」所提出的「標記性事件」，做出的結論為受精一段時間（四

十天左右）後才發生。這個發生較晚的時間點，也就是「延緩的

成人化過程」或「延遲的賦予靈魂」的觀點，雖然不吻合現代

胚胎學所提供的確切證據，但仍舊確立了一個重要的觀念，就

是無論這個「標記性事件」的發生時刻是早是晚，至少代表了

古代學者們認為「人的生命」丶「人的身體」丶「人的靈魂」

與「人」開始存在的時刻是相同的。

最後，這個「標記性事件」成為人類身體（胚胎） 「成形」

與「未成形」之間差異上的判斷標準，「人的身體（胚胎）在受

精後某個時間後才成形」的學說，也成為當時各古老文化中胚

胎學與人學上一致的主流思想。有關「未成形」的肉團與「已

成形」的胎兒之間的差異，更代表著一種「科學性」的權威，

這使得無論是在宗教信仰或倫理哲學論述上，都直接採用這侗

「科學上的證據」來討論有關早期墮胎的法律與道德問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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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這個不會懷疑與挑戰「科學證據權威」的氛圍與共識下，

「未成形」與「已成形」的標準便直接進入了早期猶太人的經

典、宗教思想與法律中，更成為後來教會的教父們在考慮早期

人類生命的問題，特別是關於「早期墮胎是否為殺人罪」上的

認定時所參考的「科學性」根據。接下來，我們便繼續分析有

關這個人類生成的古代傳統，對基督宗教的觀點所帶來的影響。

第二節 傳統教會觀點上的建立與發展

教會建立在一個希臘化的猶太人世界裡：一方面身處在來

自古希臘羅馬的人學氛圍中；另一方面信仰的主要內容也建基

在猶太人的傳統上，而其中「梅瑟五書」是非常重要的典籍，

因為其中很大的部分是梅瑟給猶太人宣布的生活準則與法律，

此外，在羅馬帝國統治之下的猶太地區，《七十賢士譯本》也

成為猶太教與初期教會最重要的聖經文本。

《七十賢士譯本》中，有一段關於傷害孕婦而導致腹中胎

兒死亡的描述，並以「未成形」與「成形」來區別不同程度的

處罰標準，這不但形成了當時猶太人的法律，也在日後成為初

期教會的教父們在譴責墮胎時判斷其是否為殺人罪的依據。此

後，教父們建立了他們自己對於人類生成時刻上的哲學推論，

有些認為胚胎要在受孕一段時間後才成為人、才有靈魂，有些

則主張在受孕的那一刻就具有人的身體與靈魂、就成為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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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信理部在《對蓄意墮胎的聲明》中，表明教會訓導不介入

在傳統上有關「即刻的賦予靈魂」與「延遲的賦予靈魂」的爭

論。本節便就此說明與分析於下。

一、教會建立前的傳統：《七十賢士譯本》

《七十賢土譯本》 (Septuagint, LXX) 是約在主前二～三世紀

所完成的舊約希臘文譯本，並在新約時代流通於猶太人地區，

其內容不但為新約作者們所引用，也是初期教會教父們講道與

倫理教導的主要根據。即使教會在 1546 年特利騰大公會議, The 

Council of Trent) 時，採用了由希伯來文直譯為拉丁文的Vulgate

版本為權威譯本，《七十賢士譯本》仍不失其參考價值與重要

性。然而，在《七十賢士譯本》的《出谷紀》第廿一章中，由

希伯來文翻譯至希臘文的過程上卻出現了錯誤，將希伯來文r邙

1, harm/ mischief, 損害）一字翻譯成希臘文的E~ELKOVLOµEVOV (formed, 

成形 1 23 。《七十賢士譯本》的中譯文如下·

23 

如果兩人打架，撞傷了孕婦，使得未完全「成澎」的

胎兒流出，傷人者爲這罪應按女人的丈夫所提出的，判官

所斷定的，激納罰款。但是假如胎兒已「成形」，就應以

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

參: lmmanuel Jakobovits, Jewish A1, cal Ethics (New York: Bloch 

Publishing Co., 1959), 173-174; Ge1main Grisez, Abortion: The 

Myths, the Realities, and the Argument (New York: Corpus Books, 

1972),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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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還烙，以傷還傷，以疤還疤（出吐一 22-25) 24 0 

思高聖經學會按希伯來文直譯的中文舊約聖經譯文為：

假使人們打架，撞傷了孕婦，以致流產，但沒有別的

「操害」，傷人者启這罪應按女人的丈夫所提出的，判官

所斷定的，繳納罰款。若有「才員害」 ，就應以命償命。以

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

傷還傷，以疤還疤（出廿一 22-25) 。

這段經文是在梅瑟頒布「十誡」後，繼續為猶太人所建立

的法律，而第廿一章 12-27 節是有鵾殺人或傷人的賠償法。經

文中，主要的對象為孕婦而非腹中胎兒；討論的重點也在傷人

者應依照該孕婦所受傷的輕重給予賠償，如果孕婦死亡則該償

命，其餘的傷害按傷害的部位予以補償。《七十賢士譯本》雖

在此段翻譯上發生錯誤，但誤譯成的字吒E LKOV wµEVOV (formed' 

成形）卻與上一節指出的古代胚胎學說吻合，這很有可能是當時

負責翻譯的賢士們受到當時所流行的胚胎學概念影響，加上將

主要對象誤認為是腹中胎兒所致。無論誤譯的原因為何，這個

字的誤譯造成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區分一－對造成「成形」與「未

成形」胎兒之死亡所應受的懲罰上的差異。殺死已「成形」的

胎兒等於殺人，應受死刑；而殺死「未成形」的胎兒並不等於

殺人，僅需繳納罰款而已。如此一來，這個根據《七十賢士譯

本》所建立的一個「成形」或「未成形」來判斷胎兒是否為人

24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eptuagint, Retrieved March 4, 2007, 

from http://ccat.sas.upenn.edu/nets/edition/02-exod-ne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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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別，便成為日後猶太與基督徒學者在法律上判斷早期墮胎

是否為殺人罪所依據的重要標準。

最明顯的例子，出現在斐羅 (Philo of Alexandria, 20 B.C.-50 A.D.) 

的著作中。斐羅是生於亞歷山大城的猶太哲學家和政治家，當

時首先嘗試將宗教信仰與哲學理性相結合，被視爲希臘化時期

猶太教哲學的代表人物和天主教神學的先驅，在哲學史和宗教

史上享有獨特地位，對猶太教和基督宗教的發展也有極深遠影

響。他根據《七十賢士譯本》，在其著 The Special Laws 中陳

述有關造成「成形」或「未成形」胎兒流產所應受的不同處罰：

如果任何一個人與孕婦爭執時，打傷她的腹部而導致

流產，倘若她所懐的胎兒尚未成形，他將被處以罰款。…．．．

但是如果所懐的孩子各個部位已瘟定有清楚的成形（出廿一

22)' 而且能認出其闕連性與特賈，他就必須處以死刑 25 。

這個斐羅的法律作品，與《七十賢士譯本》譯文中「成形」

與「未成形」胎兒之間存在著差異的傳統，正好也符合了前述

古典希臘與羅馬學者們在胚胎學上對「成形」與「未成形」胎

兒的描述。因此，這個由當時的胚胎學、宗教與法律上的經典

所建立起的一個在人類胚胎發育過程中「成形」與「未成形」

的區分，不僅影響了希臘化的猶太人在法律及傳統的看法，更

在初期教會的教父與其後的神學家們對胚胎何時成為人的判斷

25 
Philo, The Special Laws, Book Ill, X広 108, Online Text for Philo of 

Alexandria, Retrieved April 15, 2007, from 

http://www.earlyjewishwritings.com/text/philo/book2 9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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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標準」。

二、初期教會的作者與教父們觀點上的發展與分析

教會建立後，初期教會的領導者與教父們在面對古代希臘

羅馬社會與異教容許墮胎、阻止成孕 (contraception) 丶殺嬰與通

姦等的文化與風氣時，採取講授嚴格的教義以維護信仰。特別

是在講授有闞反對墮胎的教義上，初期教會的領導者與教父們

明確地將墮胎的罪行定義為殺人罪 (homicide 1' 這一點是無庸

置疑的。然而當時的古代胚胎學與《七十賢士譯本》譯文的傳

統，是主張在受孕一段時間後胚胎才「成形」、才成為人，這

多少影響了教父們在判斷早期墮胎是否為殺人時的看法。有些

教父接受了古代胚胎學與《七十賢士譯本》譯文的傳統，有些

教父則認為這些傳統與天主創造人的工作並不符合，因此發展

了自己的哲學推論，並採用一些類比的例子（如「種子」的概念）

來對「未成形」的胚胎做出論這。以下分別介紹幾份教會最早

期的作品，以及如戴爾都良 (Tertullian) 、聖巴西略 (St. Basil) 丶

聖熱羅尼莫 (St. Jerome) 、聖額我略· 尼撒 (St. Gregory of Nyssa) 

與聖奧斯定 (St. Augustine of Hippo) 等具代表性教父的論這，來說

明初期教會中對人類生成時刻上的不同看法。

《十二宗徒訓誨錄》 (Didache, 80 A.D.) 是新約聖經後基督徒

的第一部教理講授與教會法律最早的來源之一，也是教會建立

後最早也最明確反對墮胎的教導。其中清楚記載： 「汝不可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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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墮胎來殺害孩子」 26 : 「下面是死亡之路：這條路悪劣至極，

充滿了可咒罵之事……殘投新生嬰兒者，以及將天主的受造物

施行墮胎者」 27 。

另一篇有關墮胎的文獻是Epistle of Barnabas' 作者佚名，

約成於主曆 130 年。幾個世紀以來，這部作品受到極高的評價，

特別是亞歷山大的神學家們。這封書信的作者將禁止墮胎視為

兄弟愛德法律的延伸： 「你應該愛你的近人更勝過你的靈魂。

你不該用墬胎來殘害胎兒；再者，也不該在出生後將其投害」 28 。

另有一位雅典哲學家阿得那哥拉斯 l Athenagoras of Athens 1' 

在一封致羅馬皇帝Marcus Aurelius的書信（約主曆 170 年）中說：

「凡是造成墮胎者都犯了殺人罪，他們店了墮胎要承擔天主的

指青，就如同殺人一樣」 29 。

在教會歷史上的前兩個世紀，這些教導並沒有像古代胚胎

學與人學的傳統、《七十賢土譯本》、斐羅與《塔木德》 (Talmud'

一樣，對早期胎兒有著「成形」與「未成形」的分別，只是單

純地對墮胎與殺嬰的行為提出指責，以建立與異教文化有別的

信仰與倫理教導。這樣嚴厲譴責墮胎的傳統，一直在教會中延

續下來，未曾改變。然而，正如本書第一章中所提出的「譴責

墮胎的訓導，其目的在於護衛生命，而非探討胎兒何時為人或

26 
疝dache, II, 2. 

27 
Didache, V, 1-2. 

28 
Epistle of Barnabas, XIX, 9-10 

29 
Athenagoras of Athens, A Pleaji.Jr the Christians, XXXV,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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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有靈魂」的情形一致，固然表達了教會基於對早期人類生

命的捍衛與尊重而反對墮胎，但對於肯定「早期人類是否為人」

這個關鍵問題上，卻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另一方面，在嚴厲譴責墮胎之餘，有關懲罰墮胎的法律也

開始在教會中建立，使「墮胎是殺人罪」的傳統概念具體化成

為法律。在此需求與氛圍下，來自聖經中既有的律法就成為主

要參考對象，於是《七十賢士譯本》中「殺死已成形的胎兒等

於殺人，而殺死未成形的胎兒並不等於殺人」的概念再度出現。

同時，教父們在發展人學時，對有關人類生成的問題，雖然對

「人是在受孕一段時間後才開始存在」這個當時所流行的胚胎

學與哲學觀點有所質疑，卻也無去直接挑戰這個來自「科學性」

的證據與權威，但教父們依然必須顧及縱使尙未成形、卻仍是

天主所眷顧的早期胚胎。因此，教父作品中除了有「成形」與

「未成形」丶「成為人」與「將要成為人」的思想外，也試圖

對「未成形」的胚胎做出一番探討與解釋。

拉丁教父戴爾都良 (160~240 A.D.) 是一位著名的北非律師。

他在面對外教人誣指教會做活人祭獻、密謀殺人、殺嬰及其他

令人髮指的罪行時，曾積極在其著 Apology 中為教會大力辯護：

在我們的情況，謀投是徹底永遠地被禁絕。我們甚至

不能損毀母胎中的胎兒，儘管尚未成人，卻已從身體其他

部位獲得血肉來維生。妨礙生育不過就是較快速的投人；

你將已出生者的生命奪走，或是將尚未出生者的生命摧

毀，這都不是重點。他即將成烏一個人了：就像果實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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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含在種子中了 30 0 

這裡戴爾都良清楚地主張損毀母胎中的胎兒即爲殺人，但

未說明成形與否的問題，只是使用「種子」與「果實」的比喻

來解釋這個生命「雖然即將、但是尙未成為一個人」的概念。

然而在DeAnima一書中，戴爾都良則跟隨《七十賢土譯本》關

於「成形」與「未成形」間有所區別的傳統： 「胚胎在子宮中

完全成形的那一刻起即成月人。梅瑟的法律確實要懲罰那造成

流產的人，因爲這個有生命的人已經存在」 3 l 。戴爾都良在譴

責墮胎為殺人罪的同時，根據了當時的生物學與《七十賢士譯

本》傳統，同意在判斷胚胎「成為人」的時刻在於身體「成形」

與否，並據此做為懲罰的標準。

在 De Anima 的同一個段落裡，戴爾都良也提出與前這作品

Apology 中相同的看法，使用了生物學上顯而易見的「種子－

果實」的常識來做出哲學性推論：以「種子」的概念來類比「未

成形」的胚胎，以解釋這個「未成形」的胚胎「將要成為人」

的說法，而這個「將要成為人」的說法也就是第一章所提到現

代教會訓導說法的根源。戴爾都良的哲學推論如下：

30 

31 

靈魂已潛在地安昰在人體中，胚胎靠人的自身能力而

產生，它的種子針人類來試從一開始就是一致的，靈魂的

種子也是一致的。……靈魂與身體同時被播種在子宮

中．．．這兩種基賈形成胚胎在時間上是不可分的。 ．整

Tertullian. Apolog_1'. IX, 8 

Tertullian, De Anima,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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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播種丶成形丶在子宮中育成胚胎的過程，無論用的是什

麼方式，無疑地是因爲天主的首意所產生的某種力量32 。

戴爾都良巧妙地使用「種子」的生物學概念，將「未成形」

與「成形」胚胎間的隔係作了一個哲學胜的聯繫。他主張靈魂

與身體共同存在於胚胎的「種子」中，這個胚胎的種子（未成形

的胚胎）在子宮中會開始萌芽、成形，而成為人。這個「種子」

的概念也被使用在他說明一個人的孕育及其身體與靈魂的形成

上，在 De Anima 裡，他主張羆論是人的身體或靈魂，都是在

受孕的那一刻即開始存在：

我們殯實堅持，靈魂與身體的孕育丶成形和成全是相

同時地丶一起誕生的。它們的誤生沒有瞬間的間隔，因此

不能説它們的誤生何者店先。…．．．這兩種實體 (substance)

由於生命而結合的規則是同時發生的。我們現在允許生命

從受孕開始，因爲我們認启靈魂也從受孕開始，生命開始

的時候也就是靈魂開始孕育的時候33 0 

縱使當時的科學無法觀察到微小的胚胎，因此做出的哲學

推論是其身體尙未成形、靈魂也不存在，因此遠不是人。戴爾

都良在此建立起自己的哲學思想，主張人的身體、靈魂的存在

與生命的開始，都在「受孕」的那一刻以「種子」的型態發生。

為戴爾都良而言，「胚胎在子宮中完全成形的那一刻起才成月

32 
Tertullian, De Anima, 36, 37. 

33 
Tertullian, De Anima,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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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34與「人的身體丶靈魂與生命從受孕開始」 35這兩種看法間，

其實並沒有矛盾，因為靈魂在受孕時即存在「就像果實已經蘊

含在種子中了」 36 。但在無法直接否定古老的胚胎學與《七十

賢士譯本》傳統的前提下，如同「種子」需要一些時間萌芽、

開花與結果，胚胎從「技術上來看」也要等到身體（與靈魂）完

全成形後才成為人。因此，就「技術上」而言，殺害早期胚胎

雖然不構成殺人罪，但卻等同於殺人，因為這是殺死一個已經

擁有人的靈魂的人類胚胎，即使它遠處於「種子」的型態中。

一個世紀後，在聖巴西略 (330-379 A.D.) 的作品中，也出現

了有關胎兒「已成形」與「未成形」的看法。但他認為人在已

成形與未成形之間的區別太微小，因此在道德與懲罰上不能有

所區別： 「蓄意敍死未出生孩子的婦女應受到謀投罪起訴，我

們並不會去調查胎兒是否完全成形或尚未成形。……破壞胚胎

就是一種謀投的罪行」 37 。他雖在此提及了有胎兒「已成形」

與「未成形」間的差異，卻不認為這項差異能左右墮胎是殺人

罪的裁決。

在古老的胚胎學與《七十賢士譯本》的雙重影響下，胎兒

「已成形」與「未成形」間的差異已然成為第四世紀時的一個

主流傳統，並出現在許多作品裡。例如《宗徒憲章》 (The Apostolzc 

34 
參 Tertullian, De Anima, 26, 37. 

35 
參 Tertullian, De Anima, 27, 36. 

36 
參 Tertullian, De Anima, 36, 37 

37 
Basil, Epistula, 18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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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ons, 約 380 A.D.)' 在重申《十二宗徒訓誨錄》譴責墮胎

與殺嬰的立場時，並未提及早期懐孕時的墮胎行為，而將譴責

的範圍界定在殺死「已成形」的胎兒： 「汝不可藉由墮胎來殺

害孩子，也不可以投死那已出生的；因店那每個已成形的

(shaped)' 皆已從天主得到靈魂，如果它被投死，將如同那不

義的殺人一樣」 38 。

在答覆Aglasia所提出有關墮胎的問題時，聖熱羅尼莫

l 347-420 A.D.) 寫道： 「（殺死）那在子宮中逐漸成形的種子，

不被認爲是投人罪，崖到那些要素混合在一起，而取得了已成

形的外表，他們才成曷人」 39 。這裡聖熱羅尼莫指出，若一個

胎兒尙未能夠被辨認出來（未成形），還不算是一個人，直到那

些分散的組織聚合起來（已成形）為止。這觀點與希波克拉底、

亞里斯多德與蓋倫所建立的古代胚胎學及《七十賢土譯本》的

看法一致，而使用「種子」概念來形容「未成形」的胎兒則與

戴爾都良相同。

聖額我略．尼撒 (335-394 A.D.) 也有兩種看似不同卻能彼此

協調的看法。首先他在反駁壞疑聖神的神性的 Macedonius 時，

以「未成形的胚胎」不能稱其為人，只能是個「潛在的人」為

例，來主張追隨 Macedonius 的人不能稱為基督徒：

正如不可能稱呼未成形的胚胎是人，僅是個潛在的人

38 
Apostolic Constitutions, Book VII, Sec. I, iii, Retrieved April 18, 

2008, from http:/ /www.piney.com/DocAposConstitu2.html 
39 

Jerome, Epistles 1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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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one) 一樣，假定它被完整（成形）以便出生時出現，

但啻它處於未成形時期時，只是某種事勃而非人；所以那

些不頤接受我們信仰的眞實形式與尊重整個奧秘的人，我

們的理智無法認可他是一個基督徒40 0 

這段文字是聖額我略．尼撒在譴責那些在信仰上有所動搖

的人時所提出的例子；不過他顯然認為「未成形的胎兒不是人，

只是潛在的人」，這看法是當時人普遍都同意的共識，因此他

才使用這看法來譴責追隨Macedonius的基督徒。雖然如此，聖

額我略．尼撒還是在The Making of Man一書中詳細解釋了他對

「未成形」胎兒的理解，並主張「在天主預知的大能 (the power 

of God's foreknowledge) 中，整個完整的人是預先存在的」 41 。在此，

聖額我略·尼撒並不是說人在受孕前就存在，而是指人在受孕

後「未成形」胚胎的階段時，已經以某種形式存在了。與戴爾

都良一樣，他也以「種子」為例加以說明，指出根、幼芽、開

花及結果這些過程的陸續發生，是一株植物從種子內開始整體

地逐漸顯露出來，而非其他物質外加的結果：

40 

41 

正如我們所提到的麥子或任何其他穀子，他們的整個

植株潛在地包含了葉子丶桿丶節丶芒，不能説其中的某一

樣有預先的存在，或者比其他的先存在，而應該說種子中

所包含的力量是以某種秩序展現出來的，絕非事後來的性

Gregory of Nyssa, On the Holy Spirit, Against the Followers of 

Macedonius. 

Gregory of Nyssa, The Making of Man,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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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加入到它裡面去了。同樣地，我們認店人的胚胎也擁有

它潛在的所有性價，在一開始存在的那一刻就在它旌面

了，隨著自然的秩序展露並顔示出來，從而走向它的完美

狀態，並沒有運用任何外在的東西作爲石階 (stepping-stone)

來達到完美42 。

聖額我略．尼撒在面對古老的西方胚胎學上「未成形」的

胚胎只是一團液狀的混合物，在若干時間後才逐漸凝固「成

形」、成為人的傳統時，爲了不與教義上「天主創造與預知的

大能」的神學性概念產生矛盾，於是使用「種子」為例來做出

他的哲學推論：他王張縱使在一個「未成形」的階段，胚胎在

其完全成形前必須經歷所有必要的過程，而推動這個必要過程

的力量，並非由外界進入，而是在受孕的那一刻起就存在其內

部了，為人而言這個力量就是靈魂。

聖額我略．尼撒也認為，如果人的可見要素（身體）與不可

見要素（靈魂）是一個先出現，另一個後來才加入，那麼天主創

造人的能力就顯得太不完美了，好像不能在同時完成整個創造

工作似的43 。因此他認為，無論是身體先於靈魂存在，或是靈

魂先於身體存在的說法都是不合理的。因為「天主在創造個體

的時候，不會有哪些元素先造，哪些元素後造，既不會靈魂先

於肉體，也不會反過來」 44 。為此，他認為靈魂在一開始就已

42 
Gregory of Nyssa, The Making of Man, 29.3. 

43 
參: Gregory of Nyssa, The Making of Man, 29.2 

44 
Gregory of Nyssa, The Making of Man, 2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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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在這「未成形」的胚胎中，而且與身體同時存在、一起發展：

無論説靈魂先於肉體存在也好，還是訊肉體在沒有靈

魂的情況下存在也好，都是不正確的，我們只能説這兩者

有著同一開端。根據天上的觀點，這個開端乃是天主在最

初的意志中作曷它們的基礎莫定下來的；根據地上的幌

點，這兩者是在創造的那一刻同時存在的。

在身體尚未成形之前，我們在胚胎之中並不能清楚地

看到四肢；同樣，在靈魂開始活動之前，我們也不可能在

其中看到靈魂的屬性。沒有人會懐疑是內在於它裡面的柬

西形成了四肢與內臟，不是依靠任何外在的力量進入到裡

面去，而是居於裡面的力量使它表現出這種機能。同樣我

們也可以推想，靈魂在尚未依靠展現自己的活動而變得可

見之時，它也絕不會不在其中；甚至可以試那未來的人的

形式 (the form of future man) 也潛在於其中，只是由於在未經

必要的秩序之前，它無法變得可見。那麼靈魂也同樣，儘

管不可見也仍然存在在那裡，並且隨著與身體的同步成

長，它會通過它自己的丶適當的丶天然的活動而展現出來45 。

我們可以如此推論， The Making of Man中的這一段話，表

現出聖額我略·尼撒事實上並不同意「延遲的賦予靈魂」的觀

念。亞里斯多德所主張的「三種不同的魂（形式）」分別到來的

「延緩的成人化過程」哲學學說，認為胚胎在「成形」之前按

45 
Gregory of Nyssa, The Making of Man, 29.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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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先擁有「生魂」 ，然後有「覺魂」，也就是需要先歷經植

物性與動物性兩種存有的階段之後， 「理性靈魂（人的形式）」

才會到來，此時胚胎才成形、成為一個人。但為聖額我略．尼

撒而言， 「未成形」的胚胎身體只是代表著還無法觀察得到，

胚胎依靠自身力量而形成自己的四肢、器官與完整身體；人的

理性靈魂（人的形式）在起初也就存在，而且這個靈魂同時具有

滋養、感覺與知覺、理性這三種力量，它們將按照自然的秩序，

分別開始展現其適當的活動46 。在另一作品On the Soul and the 

Resurrection中，聖額我略．尼撒對此有一番詳細的說明：

每個人自己都會明白，沒有哪個無生命的或無靈魂的

事物能夠擁有運動和成長的力量，而胚胎無疑是在子宮旌

不斷成長且到處移動的。因此我們只能認曷身體與靈魂同

時開始其存在。我們還肯定，從人身上分泌出來的像種樹

人種下的那種子，在一定程度下本身就是一個生命體 (living

thing)' 就像把他排出來的那個男人一樣擁有靈魂，並且能

夠自我生長。如果試這個幼芽由於非常微小而未能一開始

就包含靈魂的所有活動和運動的話，我們也不必感到奇

怪，因名從麥子中也不能馬上看到麥穗。……就像種子的

成長並達到完美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一樣，在人的形成

過程中，他的靈魂的力量也是隨著他身體的成長而增長

的。他們從胚胎發育成形，表現出營養與成長的力量，接

46 
參： Gregory of Nyssa, The Making of Ma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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箸在生物體 (organism) 中表現出感知的能力，達到了這一

步之後，他們又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推理功能，就像有些成

熟植物的果實那樣，不是一下子全部長出來，而是伴隨箸

植物的生長而搆續地發展。既然從一個生命體分泌出來作

店另一個生命體之基礎的那種東西不可能是死的（因為死來

自於生命的喪失，而喪失不可能先於擁有） 。從·這圭些思考，我們

就可以領會這樣的一個事噴：在兩者（靈魂與身體）結合而

成的禛合體中，它們同時開始存在，沒有哪一個先於另一

個，也沒有哪一個後於另一個47 。

與戴爾都良「即將成為一個人」的說法一樣，聖額我略．

尼撒使用「潛在的人」來形容與說明「未成形」的早期人類阡

胎，其目的都在努力地將當時流行的古老胚胎學，與信仰上天

主創造人的奧秘之間做出一種調和。與古希臘、羅馬的學者的

學說相較，同樣處於古代科技上的限制，聖額我略．尼撒所做

的哲學推論卻有著顯著的不同：他強調在受孕的那一刻起，一

個人無論是在物質上（身體）或精神上（靈魂）所必要的元素都

已經同時完備了，只是在起初是以「種子」的型態出現於「未

成形」的胚胎上。聖額我略·尼撒使用「潛在的人」來描述「未

成形」的胚胎，其意義並非在於「未成形」的胚胎只是擁有潛

力成為人或有可能成為人，而是那未來的人的形式已潛在於這

個「未成形」的胚胎，按照天主所創造的秩序逐漸發展，只有

47 
Gregory of Nyssa, On the Soul and the Resurrect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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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方向，就是一個「人」。而「未成形」的意義也只在於無

去觀察到其外在型態的改變與內在活動的展現的早期發育階段

而已。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聖額我略．尼撒肯定了人的身體

與靈魂同時開始存在的時刻，就是在受孕時這個「標記性事

件」，在此時一個人類新生命的旅程也隨之展開。

柑較於戴霸都良與聖額我略，聖奧斯定的立場比較傾向於

古代胚胎學與《七十賢士譯本》傳統。雖然聖奧斯定在不同時

期的作品中皆譴責墮胎的行為，但對他而言，有關人的生命何

時開始或賦予靈魂的時刻為何的這個「標記性事件」 ，與胎兒

的成形與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甚至在聖奧斯定自己的作品

中也有著與古代學者極為類似的胚胎學描述。

在反駁 Pelagian 的作品 Marriage and Concupiscence 中，聖

奧斯定嚴厲地批評那些只為享受肉慾而不願生育孩子的夫妻，

使用一些殘酷的方式來達到不想要孩子的目的，並認為這些行

為都是違反婚姻的罪行：

採取一些服用藥物使其不孕的方法來阻止成孕：一旦

失敗，他們便採取某些方法來扼投與破壞那已在體內孕育

中的胎兒。他們希望其子女在活著前即被破壞，或者，倘

若它在子宮中已經活著，他們也想要在出生前將其投死48 0 

聖奧斯定在此指出了二種違反婚姻的罪行：阻止成孕、破

壞在成形或「活著」之前的胎兒、殺死已活著（成形）的胎兒。

-18 
Augustine, Marriage and Concupiscence, Book I,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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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他認為胎兒在生命開始的那一刻成形 I 前後，的確有些區

別。在同一時期的作品 Enchiridion 中，聖奧斯定談到了因流產

而死亡的胎兒是否也會復活的問題時，提出了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因流產兒死亡的，必須是已完全「成形」的胎兒：

這些胎兒已在母胎之中活箸，但沒有生存到能夠出生

的地步。如果我們認定他們也將要復活，針於那些已經完

全成形的胎兒來説，還可以說得過去。至於那些尚未成形

的胎兒，人們會更易於相信，它們會像沒有受精的種子一

般，趨於滅亡49 。

毫無疑問，聖奧斯定認為所有具有生命的人，包括已成形

（具有生命）的胎兒，在死後都將復活，然而對尙未成形的胎兒

則不然。不過，聖奧斯定也承認這個在子宮中的胎兒何時開始

有生命（完全成形），這問題是非常難回答的：

雖然我不知道以人的能力是否能有解答，接下來的問

題必須非常謹慎的研究與在學者們之間討論，那就是：在

什麼時刻起，在子宮中的胎兒開始具有人的生命？在展現a

出它是具有生命的活動之前，是否有某種隠藏的生命形式

存在？……無論從什麼時刻一個人開始具有生命，從那個

時刻起他也有可能會死亡。人既然死了，不拘他在何處死

亡，我看不出他怎能與死人復活之事無闕 50 。

雖然承認回答人的生命何時開始是一個困難的問題，聖奧

49 
Augustine. Enchiridion, 85. 

50 
Augustine, Enchiridion,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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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定仍然保持著自己對人的生命何時開始或賦予靈魂的時刻，

必定有著一個能夠將其釐清與區別的「標記性事件」，也就是

胚胎（身體）成形的那個時刻。

與其他教父們不同的是，聖奧斯定也對早期胚胎的發育過

程，做了一些與當時胚胎學吻合的描遠；他甚至刻意地結合了

聖經中曾出現過的數字，認為胚胎在受孕後第四十六天時才完

全成形，這說法後來也被聖多瑪斯所引述5! 。聖奧斯定寫道：

以下所説明的是人類胎兒發育滇至完成的模式：在第

一個六天時（胚胎）類似於牛奶般的液體，接下來的九天中

它轉變成血液，然後需要十二天凝結成塊。在接下來的十

八天中，胚胎的各部分開抬出現，最後完全成形。然後接

下來的時間，胚胎只是逐漸長大造到出生。……如果你將

6 丶 9 、 12 與 18 加起來，然後再多加一天，總和是 46 天，

這與建造聖殿所使用的年數相符52 0 

這個描述與當時的主流胚胎學思想一致，只是聖奧斯定更

願意在其中表達出「人的身體如同天主的宮殿」 （格前三 16-17 l 

這樣的宗教色彩，以突顯人類身體的神聖性與其不可任意毀壞

的依據。聖奧斯定總是嚴厲地譴責墮胎，因為這殺死母胎中的

孩子，不但是殺人的惡行，更是故意毀壞天主的宮殿的罪行。

51 

52 

參： Thomas Aquinas, Scriptum super Libras sententiarum magistri 

Petri Lombardi episcopi parisiensis, Book III, d. 3, q.5, a.2, 

Responsio. 

Augustine, Eighty-three D而rent Questions , 56 建造聖殿的年數

為四十六年，參若二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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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註釋出廿一 21-25 時，聖奧斯定顯然跟隨了《七十

賢士譯本》的譯文，認為在「已成形」與「未成形」的胚胎之

間的確存在著某些區分，而這個區分與「靈魂賦予」的時刻息

息相關。根據《七十賢士譯本》中梅瑟的法律，只有殺死「已

成形」的胎兒才算是殺人，而早期的墮胎並不構成殺人罪；因

此，聖奧斯定的確接受了「未成形」的胚胎尙無靈魂、也不是

人的看法：

如果在那時期的某種生命形式是未成形的丶無定型的

事物，則殺人的法律將不能應用，因爲當這個身體是如此

地尚未成形，所以也尚未具有感覺，因此不能說在那缺乏

感覺能力的身體中能有活箸的靈魂53 0 

雖然聖奧斯定並不否認早期胚胎具有某種生命的型態，但

顯然他認為那並不是人的生命，因此也不能稱其為人。總括來

說，聖奧斯定根據當時胚胎學的證據與《七十賢上譯本》所給

予的區分標準，認為成為人 (hominizatio正的「標記性事件」正

是身體完全「成形」的時刻，也就是受孕後的第四十六天。這

與戴爾都良或聖額我略·尼撒認為「標記性事件」在於受孕的

那一刻旳思想相距甚遠；聖奧斯定認為「未成形」的早期胚胎

不能是人，也與他們使用「將成為人」或「潛在的人」來形容

「未成形」胚胎的看法十分不同。因此可說，聖奧斯定的主張，

是贊同「延緩的成人化過程」或「延遲的賦予靈魂」這個學說

53 
Augustine, Questions on the Heptateuch, 80, 



86 人類棲令孑 ~b 本體性延位

的，而在他之後的神學家們，也多半採取這樣的立場。

三、綜合分析

在教會建立之初的五個世紀中，教父們雖一致同意墮胎是

一項嚴重的罪行；但對早期墮胎是否為殺人的判斷上，則取決

於對胚胎成形、成為人這個「標記性事件」發生時刻之早晚而

有所不同，同時也是根據當時的科學性證據來分別發展出哲學

上的不同推論。而胚胎是從「未成形」的狀態逐漸發育至「成

形」的這個概念，就是當時主要的「科學性證據」°

歷史上，生物學或醫學的發展，特別是有關人的各種生理

現象與變化，是學者們根據觀察到的事物加以描述與記載而流

傳下來。然而，顯微鏡直到十六世紀末才發明，在此之前以肉

眼所能觀察到的事物極為有限，因此當時的人們不但無法察覺

到早期胚胎的存在，也不能分辨出其身體上的許多細微變化。

礙於古代科技的限度，人類胚胎要等到早已存在一段時期後才

能被當時的學者觀察到。以亞里斯多德所主張的 I 男匡胚胎需

要四十天才「成形」的時間點為例，按現代科技已觀察到人類

早期胚胎發育上的實際清況來看，受孕後四十天的胚胎縱使已

經發育出四肢，卻也僅只一公分左右大小而已。從這角度來看，

在當時能被肉眼所觀察到的，自然已是「成形」的胚胎了。

古代學者無法看到人類精子與卵子的存在，自然也不會知

道受精作用的發生。唯一可被肉眼所觀察到、與人類生殖有關

的事物，就只有男性的精液與女性的經血這兩種分泌物；而且，



第三圭 從胚眙學到人學：按歷史縣 1各 ~6 哲麐性 1全合．今祈 87 

學者們對「新生命是來自精液與經血混合後的產物」的描遑，

也是根據受孕成功後女性不會再有月經發生的生理現象，來推

論出經血已留存於子宮內並與精液混合而受孕成功。從可見的

「 k倡夜與經血」混合直到可見的「成形」胚胎產生之間，許多

生理變化是無去觀察到的，學者們只能藉由觀察其他動物的生

成清形與模擬一些自然現象，來做出一個「科學性」的推論。

也就是胚胎發育過程中，起初是精液、經血的品合物如同牛奶

成爲奶酪般凝固成團塊狀，接著器官與四肢逐斯出現，最後才

完全「成形」。這推論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是足以令人信服的。

就此角度， 「成形」的意義在於「能被觀察到」的科學性

證據：「未成形」則只是相對於「成形」這概念所產生的用語。

遜概念直接影響了當時學者們對靈魂何時開始存在的判斷，因

為既然無去觀察到這個物質性的存有物（未成形 ，自然陣法經

由「它」來推論其精神性的靈魂已經存在於內。唯有在一個「成

形」旳人類胚胎被觀察到後，透過其身體上的活動與成長，才

能察覺到來自靈魂或生命力上的舌動與發展。而當學者們開始

以哲學思想來說明一些科學所駰法解釋的靈魂活動與現象，即

以科學性證據為基礎，並結合哲學思考，最後建構出一個有關

人類生成的人學思想。這思想一方面說明由於靈魂是人的形式

與動力因，藉著靈魂的到來，人的身體獲得它的形式而「成形」：

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看不見的靈魂必須透過「成形」的身體才能

展現其活動與力量。學者們因此主張一個「未成形」的身體並

不具有人的靈魂，也尙未成人汀直到身體「成形」的那一刻靈



88 人類棲令孑 ~b 本體性速位

魂才開始存在，同時也是因爲靈魂的到來身體才能夠「成形」'

此時人的生成目的與圓滿才算完成，也就成為一個「人」了。

至此，我們總結以下兩個概念：第一、可被觀察到之「成形」

身體的出現，是一個判斷其「已成為人」的「標記性事件」 ; 

第二、當「標記性事件」發生時，人的物質性身體與精神性靈

魂同時開始存在，並一起開始活動與發展。

按此觀點，初期教會的教父們開始從不同角度與出發點來

展開他們對人類生成問題上的論述。以《七十賢士譯本》為主

要依據與基礎的教父們，在判斷早期墮胎是否為殺人罪時，採

用「未成形」與「已成形」的區分標準為出發點，接受了在受

孕後一段時間才有「標記性事件」發生的看法，認為唯有完全

「成形」的胚胎才有人的身體與靈魂，是判斷「人」開始存在

時刻的標準。而這，即是屬於「延緩的成人化過程」或「延遲

的賦予靈魂」的一種哲學主張。

另有些教父雖不否認有此區分的存在，但為了與信仰上「天

主造人的工程及預知的大能」的教義互相調和，他們發展出一

個不同於當時傳統傾向於「標記性事件」必須發生於受孕的那

一刻的哲學推論：在受孕時，人的靈魂與身體就已經以「種子」

的形式存在於「未成形」的胚胎之中，這個胚胎必須按照天主

在最初的意志中已建立的自然秩序，經歷所有必要的發展過程

才能完全「成形」，而「成形」僅僅是整個胚胎發育中的一個

階段，因為「成形」後的胚胎依然繼續不斷地發育與成長直到

出生。這個整個人（包含身體與靈魂）在起初就已經存在的思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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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就是「即刻的賦予靈魂」的哲學主張。

儘管有「延遲的賦予靈魂」與「即刻的賦予靈魂」兩種哲

學主張，教父們皆同意在有隔於「人何時開始存在」的問題上，

的確有著一個「標記性事件」的存在。無論是以「種子」或以

「成形」的概念來表達，這個「標記性事件」不僅說明了一個

人生命開始的時刻，也成為人的身體與靈魂開始存在的一個重

要指標。因此合理地說，教父們對「人的身體與靈魂同時開始

存在」的思想，是採取肯定的立場，只是在其發生時刻上的早

晚，有著不同的思考與看法而已。

以戴爾都良與聖額我略·尼撒為代表所提出的「即刻的賦

予靈魂」哲學思想，將受孕的時刻作為「標記性事件」 ，主張

「種子」已經在受孕之初存在於「未成形」胚胎中，並由其本

身的內在力量使身體與靈魂開始發展與活動而得以「成形」。

以現代胚胎學與遺傳學的角度來看， 「種子」的概念可被理解

成接合子中來自於父母雙方的遺傳基因，其準確性更勝於胚胎

是由「精液與經血」混合、凝固成形的概念。但此推理無法獲

得來自當時的「科學性證據」，因為「種子」無法藉由觀察而

證明確實存在，只是一個推理的概念；而由精液、經血所「成

形」的胚胎卻在當時可被肉眼所見，是一個實際可見的客觀證

據。於是，在以「科學證據權威」為主的氛圍下， 「延緩的成

人化過程」或「延遲的賦予靈魂」的論點漸漸成為當時的學術

思想主流，而「即刻的賦予靈魂」論點的影響力則逐漸式微。

即使現代胚胎學已證明當時的「科學性證據」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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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後來整個中世紀在胚胎學上並沒有什麼突破性的發展，

加上當時神學家們開始將討論隼點放在對「賦予靈魂」時刻上

旳不同意見，因此「延緩的成人化過程」或「延遲的賦予靈魂」

成了神學主流意見，也影響後世一千多年來教會訓導對早期胚

胎是否為人的看去。

第三節 中世紀思想的建立與文藝復興後的轉變

整個中世紀一千多年的歷史中，以亞里斯多德為主的古代

胚胎學與哲學思想，影響西方世界對人類生成上的看去；而《七

十賢士譯本》對胚胎「未成形」與「已成形」的區分，也纜續

經由教父們的作品與教會對懲罰墮胎的去律中流傳下來。由於

中世紀戰亂頻繁，科學發展，特別是胚胎學，幾乎沒有什麼新

的發展，因此中世紀的神學家對人類何時生成、何時具有靈魂

的探討，自然就只能在亞里斯多德的學說與《七十賢士譯本》

譯文的胚胎區分的基礎上繼續發揮。「延緩的成人化過程」或

「延遲的賦予靈魂」的主張成了當時普遍被接受的學說，特別

是聖多瑪斯在接受亞里斯多德的古代胚胎學與哲學思想並將其

發展成自己的系統化學說後，教會內學者們的關注與探討，便

開始由注重身體與靈魂一致性旳思想模式，逐漸轉移至賦予靈

魂的時刻上。

直到文藝復興的開始，代表著星暗時期的結束，也使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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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科學研究與觀察迅速發展起來。隨著顯微鏡的發明，人們開

始觀察到之前肉眼所無法看到的各種事物，現代胚胎學即在精

子、卵子與受精作用的發現中建立了起來。直到十九世紀，整

個胚胎學上的發現與研究，徹底推翻了許多古代胚胎學的錯

誤。古老的亞里斯多德學說中精液與經血混合、凝固、胚胎從

「未成形」發育至「成形」而成為人的這個過程，不再被當時

的學者們所接受。至此，教會訓導也開始有了轉變，最後終於

不再接受早期胚胎有「未成形」與「成形」上的區分，而將其

從教會法有關對墮胎處罰的條文中取消。以下一一予以分析。

一、中世紀亞里斯多德－多瑪斯「延遲的賦予靈魂」

思想的興起

中世紀初期歐洲進入了黑暗時期，不但戰亂頻傳、社會動

盪，各種學術思想發展也受其影響而較緩慢。之後羅馬帝國一

分為二，在西羅閂帝國滅亡之後，古希臘許多珍貴思想與文獻

流傳到東羅馬帝國而被保存下來。第九世紀時，這些思想與文

獻也傳入了回教世界，隨著伊斯蘭帝國逐漸強盛壯大，許多有

關亞里斯多德的自然科學與哲學作品，被當時伊斯蘭學者翻譯

成阿拉伯文並詳加註釋，最後在十二世紀左右，透過數次的十

字軍東征而重新流傳回西方世界54 。這使得中世紀後期亞里斯

多德的思想成為當時學者們主要研究的對象，最後也主導並塑

54 參臂仰如，《亞里斯多德》 台北東大， 1989 I'5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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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整俑中世紀的學術思想。透過許多士林學者，亞里斯多德

的思想最終也與教會的神哲學結合，其影響力一直延伸到了文

藝復興時期，甚至到現代。

中世紀歐？州的生物學也發展得很慢，有關胚胎學的硏究更

少；隨著亞里斯多德的古代胚胎學重新流傳回歐洲尸使中世紀

的學者幾乎沒有脫離由希波克拉底、亞里斯多德與蓋倫等學者

所建立的胚胎發生與發育學上的人學理論。另一方面，《七十

賢士譯本》的譯文與聖奧斯定等教父們對胚胎「未成形」與「已

成形」的古老區分傳統，也已在教會內成為主流思想。這情形

持續到十三世紀時，聖多瑪斯以亞里斯多德與聖奧斯定為代表

的兩種傳統人學，做了思想整合，並系統化地論述出來。

聖多瑪斯 (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 並沒有建立自己對胚

胎學的看法，而是採用亞里斯多德的胚胎學與哲學為基礎，來

展開有關人類生成問題上的論述。這些論這，大多是在他在維

護基督降生成人、取了人性的信仰道理時，所做出的一些有關

人類胚胎如何成孕、發育成形與獲得靈魂的一些問題上。譬如，

他對人類身體是如何產生的，便是於 Summa Theologiae 中討論

有關「基督的肉身是否由眞福童貞的至潔之血而成孕」時指出：

基督的成孕有符合人的本性的部分，即是祂生於女

人；可是也有超越本性的部分，即是祂生菸童貞女。在本

性上，即是在動物的生磕中，雌性或女性供應賈料，而雄

性或男性則提供主動的原動力，正如哲學家在 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中所證明的。……那屬於超越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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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是在這生成中的原動力，是超越人之本性的天主德

能。而那符合生成之本性的部分，是其形成身體所取用的

原料，與其他女人使胎兒成孕所提供的賈料彼此相同。按

哲學家在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所言，這一價料就是

女人的（經）血，不是任何一種血，而是那種適合於成名受

孕質料的血，它需要先接受母視的生磕能力達到進一步的

完美階段。所以，基督的身體是由這種賈料而孕育的 55 0 

聖多瑪斯在此採用亞里斯多德的「經血提供形成身體的質

料」一說，認為取了人性而降孕的基督，在形成其肉身的質料

來源上，也必須符合人的本性，因此祂的身體形成必然與「一

般人」 56無異，皆來自於母體的（經）血。既然基督身體的質料

來源與「一般人」相同，於是有些學者開始主張祂也必須與「一

般人」一樣，在受孕一段時間之後才成形、成為人。但聖多瑪

斯在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Sentences駁斥了這看法，並主張

基督在因聖神降孕的那一刻，已完成身體的成形並獲得靈化：

55 

天主子因聖神降孕的同時，已取得人性與完整的肉

身，下列的事情也在基督成孕的利那間完成：血成爲肉身

及身體的其他部分與器官、身體的成形丶成形身體的靈化丶

靈化身體與祂的天主位格合一。然而對一般人而言，這些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ae, trans. Fathers of the English 

Dominican Province (London: Bums, Oates, and Washboume, 1936), 

IIIa, q. 31. a. 5. 以下簡作 ST

｀本節主要說明聖多瑪斯對人類生成上的主張，有關介於耶穌基督
其「一般人」生成時刻·上的不同與矛盾處，將在本書第三章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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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則必須在不同的階段程依次完成。按照「哲學家」在

The history of animal中所言，男人在受孕後直到第四十天

才達成，而女人則需要在受孕後造到第九十天。而根據聖

奧斯定寫給聖熱羅尼莫的信件，他也認爲人的身體要能誠

別出其完全成形，還要加上六天57 0 

聖多瑪斯認為「一般人」的身體是漸漸成形的，顯然是完

全接受了亞里斯多德的人類胚胎 40-90 天的生成學說，並且以

聖奧斯定的相似看法加以佐證。他認為「一般人」的胚胎在起

初還不是眞正的身體，待其發育至某一階段時才成形為人的身

體。聖多瑪斯也採用了亞里斯多德對不同等級靈魂與形質論上

的哲學思想，以對人的身體在「未成形」到「成形」之間的一

些變化做出解釋。他認為在形式（人的靈魂＼來到質料（人的身體）

內時，需要這個質料（人的身體）有相稱或應有的份量，人的身

體一旦完備成形，靈魂就會傾注於人，這個標準適用於每一個

人，包含基督在內。他在 Summa Theologiae 中繼續說明，在有

關傾注靈魂上，基督與「一般人」的標準雖然相同，在時刻上

卻有所不同，因為基督的身體在成孕的第一刻就已成形，同時

也獲得靈魂；而「一般人」因其身體是漸漸成形的，所以靈魂

傾注的時刻比較晚。他也對造成不同的原因做出了以下解釋：

57 

所謂靈魂傾注 (infusion) 的開始，可從兩方面來看。第

一，根據身體的狀況；如此，給基督的身體傾注靈魂的開

Thomas Aquinas, Commenta吖 on the Book of Sentences, Book III, d. 

3, q.5, a.2, Respons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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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與給其他人的身體傾注靈魂的開始並無區別。因曷正

如在其他人內，只要人的身體已經成形，靈魂就立刻傾注：

同樣地，在基督內也是如此。第二，若是根據時間來看所

講的開始；如此，由於基督身體完整成形的時間較早，所

以祂獲得靈魂的時間也較早。

關於一般人的生育，哲學家試的有其道理，因店身體

是以連續性的方式形成與爲靈魂做準備。所以它先是有如

羋備不完全的身體，領受不完全的或不完美的魂：後來卓

備完全時，才領受完全的或完美的魂。可是，基督的身體

由於主動者的無限能力，在頃刻之間就已經準備完全。所

以祂在第一時刻就立即獲得完美的形式，即理性的靈魂＇＼

按照亞里斯多熜對在人類胚胎需要 40-90 天的生成過程這

個學說，聖多瑪斯相信人的身體在受孕時尙不完備，這個「未

成形」的身體必須經由其他較低等的形式逐漸完成其發展與完

備，才足以領受最完美的形式 「人的靈魂」的到來59 。至於

這些較低等的形式為何，又是如何使「未成形」的身體發育至

完備的，聖多瑪斯在The Summa Contra Gentiles中根據亞里斯多

德三種不同「魂」的學說，主張在受孕後的「未成形」胚胎起

初只有生魂，其後發展成覺魂，最後才成為擁有理性靈魂的「成

58 
Aquinas, ST, IIla, q. 33, a. 2, rp. I, 3 

,9 
參： David Jones, The Soul of Embryo: An Enquil)'into the Status of 

the Human Emhlyo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123. 以下簡作 The Soul of Embryo 0 



96 人類棲令孑 ~b 本體性圯位

形」人類胚胎。這個與亞里斯多德「漸成論」一致的「漸進式」

的成人過程，說町了在身體「成形」時由天主創造並賦予人的

理性靈魂，而此時胚胎達到完成與完美，同時也擁有了人的本

性 成為一個人：

人的成形過程中，有許多階段，形成實體的種類也有

所不同，最初是精液的形式與本性，然後是血液，歷經植

物性與動物性，最後達到完成的階段，即人性生成。……

在實體變化中，新體的出生乃是舊體的滅亡，生魂是首先

出現的，這時的胚胎擁有植物般的生命；雷生魂腐壞後，

取而代之的是更完美的覺魂，有著營養與感凳雙重功能，

這時胚胎擁有動物般的生命；最後當覺魂腐壞後，則是由

外來的理智靈魂接替主導。必須要注意的是，生魂與凳魂

的新生，是生於父親精液內的生育能力，理智的靈魂卻是

生於外在的原因，被創造而賦予胚胎已成形的身體之內 60 0 

這裡聖多瑪斯認爲在身體完全「成形」前的存有物，其形

式與本性不斷在轉變，而這些不同階段中的存有物，在成為「人」

之前並不能是一個人，而是以某種植物或動物的形式存在，因

此這個存有物雖然在一段時間後會獲得人的靈魂而成為人，但

現在仍然不是人，也不是一個潛在的人。同時他也主張人的靈

魂，不是和精血一起經由生殖作用流傳孳生的，精血的流傳是

60 
Thomas Aquinas, The Summa Contra Gentiles, trans. The English 

Dominican Fathers from the latest Leonine Edition (London: Bums, 

Oates and Washboume, 1928), Book II, Chapt. 89. 以下簡作 SC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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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體的生殖為目的，依靠精液產生的只有生魂與覺魂，這兩

者也主導了身體的生長與發育。人的靈魂不是採用形體生殖的

方式，而是「天主造生人的靈魂，人的靈魂才能開始生存」 61 0 

在此觀點下，聖多瑪斯不但反對Apollinaris與其追隨者主張之

猶如肉身由肉身所生一般，靈魂也是由靈魂而生的學說62 ; 他

也認為主張靈魂以某種「種子」的型態已存在於精液中，只是

因為缺乏必要器官而無法展現其能力的說法是錯誤的63 。

對聖多瑪斯而言，在一連串自然世代和腐壞中，新舊 I 或

高低）的形式或覺魂取代生魂，最後提升至最完美的形式—－人

類理性的靈魂。此過程中，中間的形式只是暫時性地，非永恆

狀態。「因月這中間的階段沒有一個完整的種類 (species)' 而

只是朝向一個種類」 64 。換言之，聖多瑪斯主張有一連串的魂

按照次序出現，先有營養的植物性生魂，再來是產生感覺與運

動的動物性覺魂，最後在受孕後至少四十天之後身體終於成

形，才擁有由天主所造的人類理性靈魂。在此之前，「未成形」

的胚胎沒有人的身體，也不屬於人類的一員。換言之，身體的

發育必須達到一定完美與完全的程度，也就是「成形」的時刻，

人的靈魂才會到來。

聖多瑪斯將亞里斯多德的胚胎學與形質論思想完全融入其

61 
Aquinas, SCG, Book II, Chapt. 87. 

62 
參 Aquinas, SCG, Book II, Chapt. 86 

63 
參: Aquinas, SCG, Book II, Chapt. 89 

64 
Aquinas, SCG, Book II, Chapt.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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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思考中，主張經血被精液活化後才開始形成胚胎，而在身

體成形前，主導一切發育與成長的力量形式＼是來自父親的精

液，而非胚胎本身。父親的精液主導胚胎身體發育、功能增加

與成形的能力，也就是胚胎的生魂與覺魂；直到身體發育完成

後，天主所創造的人的理智靈魂才進入胚胎，使胚胎成形、成

為人。這個論點與戴爾都良或聖額我略．尼撒等教父提出靈魂

與身體的「種子」在受孕時就存在胚胎中的思想截然不同。此

外，聖多瑪斯同意人是物質性身體與精神性靈魂的完美組合的

個實體，但是並非在受孕之初就如此，因為身體孕育與成形

的目的，只是為了準備與迎接靈魂的到來，而在此之前人的身

體與靈魂皆不存在。

總之，對聖多瑪斯而言，他更注重「天主創造並傾注豎魂

於人身」的時刻，並認為有關人類生成的隼點並不在於「身體

成形」，而是在「靈魂傾注」的時刻。因為產生人類身體的質

料是取自於女人的經血，而「成形」的能力是由父親精液中的

生魂與覺魂而來，雖然這個能力是來自於天主所創造的第一個

人「亞當」的身體而來的65 , 但是成為人的關鍵還是在於「天

主親自創造並賦予人的靈魂」這個「標記匪事件」上。這轉變

影響了田受的神學家，導致他們旳思考方向與焦點，漸從教父

們由重「身體與靈魂同時產生」的一致性，轉向純粹探討「賦

予靈魂的時刻」的問題上66 。

65 
參 Aquinas, ST, Ia, q.91., Illa, q.31, a. 1,2. 

66 
例如： Joseph F. Donceel S.J., "Abortion: Mediate v. Immed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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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聖多瑪斯主張成為人的「標記性事件」發生在受孕後

的 40-90 天「賦予鹽魂」時的這個看法，加上來自古代胚胎學

的「科學性證據」與《七十賢士譯本》的「聖經譯文傳統」的

雙重影響。在如此的氛圍中，由亞里斯多德－多瑪斯的系統化

人學思想所產生的「延遲的賦予靈魂」學說在教會內成為一種

主流思想。這學說不但在中世紀廣被接受與採納，相信人的靈

魂是在受孕後四十天左右，人的身體完全「成形」時才被賦予；

甚至今日，這學說無論在教會內外，仍受到部分學者的支持，

並以不同的型態出現在許多辯論中67 。

二、中世紀教會訓導的逐漸轉變與發展

教會自建立後一直到中世紀，一方面受到來自古代胚胎學

的「科學性證據」的影響，二方面接受了教父們普遍對胚胎「未

成形」與「成形」上的區分，而發展出有關人類生成上「延遲

的賦予靈魂」的神哲學思想，三方面承襲《七十賢土譯本》譯

文對墮胎處罰上的傳統，也就是殺死「未成形」的胚胎並不等

同於殺人罪的概念，致使訓導當局雖嚴厲譴責墮胎的立場未曾

改變過，但對有關早期墮胎是殺人罪的判斷上，卻仍然僅適用

Animation", in Continuum, 1967:5 167-71; and "Immediate 

Animation and Delayed Hominization", in Theological Stud比s, 1970: 

31, 76-105. 

67 有關現代教會內學者們根據亞里斯多德－多瑪斯「延遲的賦予靈

魂」學說所提出的許多類似的主張與辯論，詳見本書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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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已成形」的胚胎上。

然而，隨著中世紀結束後，古代胚胎學上的「科學性證據」

已經被現代胚胎學所推翻，《七十賢土譯本》也於 1546 年被由

希伯來文直譯為拉丁文的 Vulgate 版本取代為權威譯本，教會

訓導立場於是開始有所轉變，並具體地在教會法條文的修改上

展現出來。

主曆約 1140 年，著名的教會法學者格拉提安 (Gratian) 收

集與編成了第一部教會法典，在《教會法彙要》 (Decretum) 中

的法典Aliquando裡答覆「墮胎是否為殺人罪」時68 , 格拉提安

引用聖奧斯定與聖熱羅尼莫的看法，認為胎兒在成形之前並沒

有靈魂，因此做出「唯有在胎兒成形後，墮胎才是殺人罪」 69的

結論。相同的觀點也出現在 1211 年教宗依諾森三世 (Innocent III) 

的書信Sicut ex litteratum與 1234 年教宗額我略九世頒布的Si

aliquis裡。在這些文件中，成形的胎兒是指具有靈魂 (vivified,

ensouled, animated) 的胎兒，殺死這樣的胎兒就是殺人罪70 0 

主曆 1546 年，特利騰大公會議批准了由希伯來文直譯為拉

丁文的 V咄Jgate 為聖經的權威譯本後，雖然《七十賢士譯本》

中「成形」胎兒的錯誤翻譯不再是一個「聖經的傳統」，但由

68 

69 

70 

Gratian, Decretum, 2.32.2.7, in Corpus Juris canonici, E Friedberg 

ed. (Leipzig, 1879-1881) 

Gratian, Deere/um, 2.32.2.8-10. 

參： Innocent III, Sicut ex litteratum; Gregory IX, Si aliquis, 5.12.20, 

in Corpus Juris canonici; cf. Noonan, "An almost absolute in 

History", 20-21; Grisez, Abortion,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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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七十賢士譯本》已通傳了近兩千年，加上當時尙未建立現

代胚胎學，無法提供相對應的佐證，因此這個修正酉到十九世

紀才眞正在教會內產生影響。

接下來的時代裡曾經出現短暫的變化，教宗西斯篤五世

\ Sixtus V) 於 1588 年的詔書E.ffi·aenatum中認為，包括以藥物施

行阻止成孕 (contraception) 在內，在懷孕過程中的任何時期的墮

胎都是殺人罪，並應受到絕罰 (excommunication) 71 。不過，教宗

西斯篤五世只是認爲殺死「未成形」的胎兒也屬於阻止成孕的

一種形式，並與其他阻止成孕的行為一同納入絕罰的範圍，因

此就沒有區分「未成形」與「成形」胎兒的必要性，所以並不

是眞正取消此一區別。三年後，下一任教宗額我略十四 (Gregory

XIV 隨即於 1591 的詔書Sedes apostolica中廢除了西斯篤五世的

規定，恢復成原有「沒有成形或沒有靈魂就不是投人罪，絕罰

只限於已成形胎兒的墮胎上」的規定72 0 

在十七世紀以前，現代胚胎學尙未完全建立起來，教會訓

導與學者們仍處於亞里斯多德－多瑪斯的受孕後的 40-90 天

「延遲的賦予靈魂」學說的氛圍中，認為「未成形」的胚胎並

不是人，殺死這個時期的胚胎也不構成殺人罪。儘管如此，在

這段時期中從來沒有人暗示過「未成形」的胎兒是可以被犧牲

71 
參: Sixtus V, Effraenatum, in Codicis iuris fonts, P. Gasparri ed 

(Roma, 1927), vol. 1. 308 
72 

Gregory XIV, Sedes apostolica, in Codicis iuris fonts, vol. I, 

3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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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會也始終認為人類胚胎絕不該被蓄意攻擊，直接去傷害

胚胎從來就沒有被視為合法過，只是將其歸納在阻止成孕的罪

行中，在處罰上較輕微而已。

画到十六世紀末顯微鏡的發明之後，一些學者開始懷疑亞

里斯多德是否正確，並試圖在顯微鏡下找出一些端倪。可是這

段時期的顯微鏡仍相當原始，當時的科學家們常因誤認在顯微

鏡下所看到的物體而做出錯誤的描述，而自以為已經觀察到完

全成形的早期胚胎形體。這情況造成了為期一百多年的有關「精

源論」與「卵源論」這兩種「預成論」上的爭論73 , 但同時也

使得主張「預成論」的學者們，如格拉夫、雷文霍克與斯帕拉

捷，開始認為亞里斯多德在「必須要在受孕一段時間後，身體

才能完全成形」的舊有說法是錯誤的74 。簡言之，一些新形成、

更接近事實的概念，造成亞里斯多德的古代胚胎學與人的生成

學說開始瓦解，同時也促使教會開始思考有關「即刻的賦予靈

魂」這種學說的可能性75 。

73 簡言之，十六世紀末光學顯微鏡發明後，整個生物學研究產生了

一個革命性的突破與快速發展。隨著精子與卯子的先後被發現，

學者們分別主張人類是由精子發育而成的「精源論」 (spermism)'

或由卯發育而成的「卵源論」 (ovisme) '這兩種學說都主張胚

胎中的每件事物從一開始就預先形成好了，發育過程中胎兒的形

狀並沒有太大變化，只是體積漸漸長大。這便是所謂的「預成論」

(preformation) 。

74 參： Needham, A History of Embryology, 139, 185, 222. 

75 參 James Rachels, Elements of Moral Philosophy, 3rd ed. (Boston 

McGraw-Hill, 1999),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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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之後，現代胚胎學持續的發展，人類的精子與卵

子已經被觀察到，胚胎形成是透過受精作用的機制也被確認，

同時「預成論」與亞里斯多德的古代「漸成論」已被證明是錯

誤的，取而代之的是綜合現代胚胎學、胚胎發育學與細胞學說

的「新漸成論」。雖然這個新的科學發現依舊無1去認定賦予靈

魂的時間點，但可確知的是，人類的受孕並非是由經血被精液

活化、凝固而後逐漸發育為「成形」胚胎；同時不論是精子或

卵子，都只是生殖細胞，噩法單獨發育而成為一個人，人類是

由精子與卵子經受椿作用結合，形成人類的第一個細胞「接合

子」發育而成的。這個在胚胎學上的重大發現與改變，重新建

立了一個新的「科學性證據」並證明舊有的證據是錯誤的。這

個新的證據對訓導權所帶來的第一個影響，就是「聖母始胎皿

染原罪」信理的頒布76 。

在醞釀了數個世紀之後， 1854 年 12 月 8 日，教宗比約九

世 (Pius IX) 頒布了Ineffabilis Deus' 將「聖母始胎無染原罪」

\ Immaculate Conception 宣布為信理，其主要內容為：「榮福童貞

瑪利亞，在她成孕的第一刻時，藉著全能天主所賜予的特恩與

殊寵，忍箸人類救主耶穌基督的功勳，得以免受原罪的一切沾

染」 77 。不少神學家們在這項信理頒布之前，曾有許多不同的

76 
參： Thomas K. Nelson, "A Human Being Must Be a Person" in 

National Catholic Bioethics Quarterly 7.2 (Summer 2007), 307. 
77 

Pius IX, Ineffabilis Deus (8, December 1854), DS 2803; Pii IX 

Pontificis Maximi Acta, I,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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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與討論，其中除了神學上的不同意見外（主要是有鬩原罪與基

督救贖的普遍性問題），另一疑慮則與古代胚胎學有關，也就是在

於人的生成時刻與是否「已成形」的問題上，及其所衍生出的

「賦予靈魂」時刻的問題上78 。

十九世紀之前，依亞里斯多德—多瑪斯的「受孕後的 40-90

天成形後才成為人、才有靈魂」的學說，聖母在成孕之初尙未

「成形」、還不是「人」，也沒有靈魂，一直要到胚胎發育至

90 天「成形」時才成為人、靈魂才被傾注。正因為原罪與聖化

恩寵都必須以具有靈魂的理性受造物「人」為主體，在亞里斯

多德－多瑪斯學說的考量下，自然就沒有所謂的「始胎」無染

原罪的問題了。這個生物學上的疑慮，隨著十九世紀現代胚胎

學的建立、精卵的發現與胚胎發育機制的確立後受到澄清，從

而解決了「聖母始胎無染原罪」信理在胚胎學上的這個障礙。

在馮貝爾於 1827 年發現人類卵子、確認人類是由由卵子受精後

發育而成與早期胚胎的發育機制，並推翻了亞里斯多德的古代

胚胎學的廿七年後，教會便根據這個現代胚胎學所提供的「科

學性證據」，確定了瑪利亞在受孕的那－刻起就已經有了「成

形」的身體，並由此推理出她也具有靈魂、已成為人。最後在

1854 年，當這些胚胎學與神學上的疑慮都獲得澄清之後，教會

訓導即隆重地頒布了「聖母始胎無染原罪」信理。

78 參· 周克勤， 〈聖師多瑪斯論聖母始胎槭玷〉 《神學論集》 143
期(2005 春）， 80-82 頁 Nelson, "A Human Being Must Be a Person",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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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後，教會訓導在處罰墮胎的觀點上也有了重大的轉

變， 1869 年教宗比約九世在詔書Apostolicae Sedis Moderationi 

中廢除了教會法在處罰早期墮胎中胎兒「未成形」與「成形」

之間的區分，並宣布從受孕的那一刻開始，對故意將胎兒殺死

的行為上的處罰，與胎兒發育中的任何階段是否具有靈魂無

關： 「凡是設法墮胎而已遂者，皆處以自科絕罰」 79 , 從此教

會法中再也沒有「未成形」與「成形」胎兒之間的區分。教會

訓導此一重大的修訂，也在 1917 年首次由教廷出版的《天主教

法典》 2350 條第一項中再次重申 80 , 同樣的條文也保留在 1983

年修訂的新版《天主教法典》 1398 條中 81 。自 1869 年後，這個

存在了兩千多年，來自《七十賢士譯本》錯誤譯文上「未成形」丶

「成形」胎兒的區分標準所帶來的影響，在現代胚胎學上客觀

的「科學性證據」的協助下，終於不再為教會訓導所接受。

其實，古代與中世紀學者們的哲學推論，在方法與過程上

並無太大問題，只是採用作為基礎以發展哲學推論的胚胎學資

79 

80 

Pius IX, Apostolica Sedis moderationi (12, October 1869), Acta 

Sanctae Sedis 5 (1869), 317, Retrieved April 16, 2008, from 

http://w向.vatican.va/archive/ass/documents/ASS%2005%20[ 1869-7 

0]%20-%20ocr.pdf ; cf. Roger J. Huser, The Crime of Abortion in 

Canon Law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nterican 

Press, 1942), 71-78; Noonan, "An almost absolute in History", 39; 

Grisez, Abortion, 177. 

參： Codex Iuris Canonici, 1917, Can.2350.§1. 

81 參 《天主教法典》 (1983 J (台北· 中國主教團秘書處， 1992
再版） ， 1983 條。



106 人類棲令孑 ~b 本體性圯位

料是錯誤的「科學性證據」 ，因此才導致了一個不正確的結論

與學說。隨著新興科學的發展與發現，教會訓導果斷地採納了

現代胚胎學所建立的新「科學性證據」，並開始逐步修正來自

傳統上的一些錯誤看法。

然而，物質［生可觀察到的事物，可以隨著科學上新的發現

而迅速修正錯誤；但關於一些無法觀察到的精神性事物，縱使

已經瞭解當時採用了錯誤的科學資料而導致不正確的結論，這

些經由推理而逐漸形成的哲學性思想卻不易改變。這也正是為

什麼教會訓導即使在十九世紀已經肯定了人類早期胚胎發育中

並不存在著「未成形」與「成形」間的差異與界線，卻仍然對

「賦予靈魂」的時刻上採取保留態度的原因之一。畢竟要完全

改變一個流傳已久的「延遲的賦予靈魂」思巴，旳確需要更足

夠的資料、思考與論述，甚至建構出另一條推理途徑，才有可

能達成最終的目的。

三、綜合分析

聖多瑪斯是一位神哲學家，而非生物學家，因此有關胚胎

學上的種種知識與資料，他是引用初期教會如聖奧斯定等教父

們所接受、並在中世紀普遍流行的以亞里斯多德為主的古代胚

胎學內容。聖多瑪斯對當時的「科學性證據」並皿加以分析、

探討或做出更深入的研究，也沒有提出什麼質疑與批判，只是

單純的引述而已。中世紀的學術發展，本來就是以教會的信仰

內容為主要的研究範圍，而有隅靈魂的種種問題，是當時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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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討論上的主題之一。在此氛圍中，聖多瑪斯對推動人類身體

形成過程的不可見因素之探討，有著極大的興趣與發禪；他將

亞里斯多德的哲學，特別是形質論與三魂說的思想，與教會的

信仰內容結合起來，做出系統性說明，因此在其作品中對有開

生魂、覺魂與靈魂這些使身體逐漸「成形」的非物質性形式的

論這與解釋，要比純粹說明物質性的身體時，有著更多的篇幅。

但其實對聖多瑪斯而言，最重要的「標記性事件」是在「賦

予靈魂」的那一刻上，因為此時胚胎的身體才成形、才成為人。

天主創造人的精神性靈魂，並在受孕後適當時刻將其傾注於物

質性的身體；在此之前，身體是由來自父親精液中的生魂與覺

魂主導著發育與生長，直到一切完備而「成形」 ，以迎接靈魂

的到來。這樣旳思考模式，加上古代胚胎學已提出與說明身體

發育過程上的「科學性證據」，使得整個神哲學上對探討「人」

何時生成時，自然將焦點集中在「傾注靈魂」的時刻上。如此，

來自亞里斯多德的「延緩的成人化過程」概念便逐漸轉變成亞

里斯多德—多瑪斯「延遲的賦予靈魂」的思想，並且成爲日後

學者們引述與討論的主要對象。這轉變，不但造成現代學者們

在辯論接合子是否為人、是否具位格性時，產生「延遲的賦予

靈魂」與「即刻的賦予靈魂」上的不同看法，同時爭論的焦點

也多集中在「賦予靈魂」上，而漸漸不再討論有隔身體的部分。

當前學界在辯論「接合子是否為位格」的問題時，這個對

「賦予靈魂」時刻上的不同意見，也是導致無法達成共識的主

要原因。而這個爭論，也就是教會訓導聲明不介入「精神性靈



108 人類挂令孑 ~b 本體性地位

魂賦予人身的準確時刻」的問題，同時也是澶接造成阻礙教會

訓導定義「接合子為位格」的主要因素。

隨著中世紀的結束，在文藝復興後，發生了幾件生物學史

上極為最重要的事：首先是顯微鏡的發明，結束了幾千年來科

學家們只能用肉眼觀察萬物變化的時代；接著是細胞的發現與

細胞學說的建立，使人們瞭解到構成一個生物體的基本單位與

其運作機制為何。而在胚胎學方面，隨著精子與卵子的分別發

現，從此確立了授精作用所產生的接合子，正是一個人類得以

存在的第一個細胞，這個細胞（接合子）開始不斷分裂與分化，

也被詳細觀察與記錄，進而確認了胚胎在早期發育過程上的變

化與機制。在現代胚胎學與有關人類生成的新「科學性證據」

建立之後，主宰了兩千多年的亞里斯多德古代胚胎學已然成為

歷史，人類胚胎不再被認為是由精血混合後的液體如牛奶凝固

般而產生，接下來的發育過程中也不再有所謂的「未成形」與

「成形」之分。

胚胎學從十七到十九世紀短短的兩百多年中，產生了巨大

的改變，因應這些新證據的發現與新學說的建立，教會訓導當

局也在謹滇的分辨與思考後，開始在一些相關的問題上做出一

些修正。這些修正顯示出教會的確跟髓客觀的科學腳步而越來

越朝向正確的方向，當現代胚胎學確立了人類發生的機制與過

程後，古代胚胎學所帶來的疑慮獲得解決，而後教會也頒布了

「聖母始胎無染原罪」信理，及其後廢除了教會法對早期墮胎

是否為殺人罪上「未成形」與「成形」的判斷標準。這都說明



第三素 從肚眙墨到人學：按歷史縣 1各 0护哲蘑性倧令令祈 109 

教會訓導接受了「從受孕的那一刻起一個新的人類與其身體即

開始存在」的看法。

總之，經由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幾個重要的概念：

1. 人的產生是由精卵結合而來，經由受精作用所產生的接合

子，是人類身體的第一個細胞，一個成熟的人類身體完全

是由這個細胞分裂與分化而來。

2. 早期胚胎的發育過程中，並沒有所謂「未成形」與「成形」

之分，從起初就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

3. 「具有身體與靈魂整體的人」 82是探討人類生成問題上的主

體，而可見的身體是確知一個「整體的人」存在於世的唯

一途徑，因此胚胎的產生與發育，是對人的生成展開哲學

性推論所必要的「科學性證據」與基礎。

4. 有關探討人類生成的歷史性分析證明，即使所使用的哲學

推理方式與邏輯是正確的，然而若是採用了錯誤的「科學

性證據」作為基礎，最終所做出的哲學結論與主張必然也

無法是正確的。

5. 最後，按照現代教會訓導所提出的邀請：「人類胚胎的科

學硏究已提供了珍貴的證據，透過運用理智的領悟，能在

一個人類生命的起初階段即辨識出其位格性的臨在」 83 。

為此，接下來我們的工作，就是要使用正確而客觀的「科

82 信理部，《生命的恩賜》 I-1 。

83 《生命的恩賜》 I-1 ; 若望保祿二世，《生命的福音》 60; 信理部，

《位格的尊嚴》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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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性證據」為基礎，透過理智的哲學推理，最後做出一個

正確的哲學結論與主張。

結 五
C
J

1111[] 

本章針對「延遲的賦予靈魂」思想之來龍去脈，做了歷史

性綜合分析。其實這思想是來自古代學者探討人類生成問題

上，根據肉眼所觀察到的事物提出的「科學性證據」，進而展

開一系列的哲學推論與探討後所產生的。然而，不但「賦予靈

魂的時刻」鯽丟藉由「科學性證據」做出答覆；而且從歷史上

的分析來看， 「賦予靈魂的時刻」這爭議也是由錯誤的「科學

性證據」所導致、產生的。

一侗有趣的問題曾被教會的學者所提出：假使聖多瑪斯得

知現代胚胎學知識和研究的成果，他是否會改變他對延遲的賦

予靈魂的主張 84? 畢竟古代的學者們與教會訓導，是根據能被

觀察到的「成形」胚胎來判斷一個「人」才開始存在，並推論

出這個「人」同時才擁有精神性的理性靈魂。「成形」的概念

雖已被證明為誤，但這整個哲學推論的方法與邏輯卻沒有錯

誤。在現代胚胎學提供了許多正確的新「科學性證據」之後，

我們自然也可以重新使用這個哲學推論的方法與邏輯，做出「一

84 
參: Stephen J. Heaney, "The Human Rational Soul in the Early 

Embryo", in The Thomist, 1992:56,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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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人的身體被觀察到，便能推論出他同時也擁有精神性的理性

靈魂，而足以判斷這個人的確存在」這樣的哲學性主張。

下一章，我們便要檢視教會歷史上，訓導當局使用了哪些

來自傳統上重要的哲學性基本要素，來說明一個具有身體與靈

魂整體的人，按照「人的本性」上身體與靈魂彼此之間的關連

性，以及有關「人的位格」上的一些看去與立場。進而提出一

些具體的例子，以說明教會訓導其實已經在處理其他發育階段

中的人的問題時，使用了根據新「科學性證據」而重新推論出

的哲學主張做出判斷。根據這些已建立的哲學性基本要素璵可

供類比的具體例子，論證出教會訓導的確有一個「隱含的」標

準。最後，期望能協助教會解決在面對「賦予靈魂的時刻」的

哲學爭論中所遇到的瓶頸與困境，並能以足夠證據與立場對「接

合子為位格」做出最終的定義。



第三章

訓導權已建立的隱含標準

教會訓導對我們提出一個邀請： 「人類胚胎的科學硏究已

提供了珍貴的證據，透過運用理智的領悟，能在一個人類生命

的起初階段即辨誠出其位格性的臨在」 l 。這邀請正好呼應了上

一章的結論：對於與人類存有及人類生成上相關的議題展開一

個哲學性推理時，應瞭解其探討的主體對象必然是一個活著的

人類涸體 (a living human individual) ; 因此，來自生物學與胚胎學

對一個人類所提出的科學性知識與資料，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原

則與基礎。教會訓導在此前提下，對處於發育階段最初期的人

類接合子與早期胚胎，以生物學的話語做出以下的描述： 「人

的身體從最起初就絕不能降格店只是一圈細胞。胚胎階段的人

類身體會根據其目的因，依箸既定好的程序逐漸發展，如同每

個嬰兒出生後的成長一樣明限」 2 0 

為此，本章首先說明教會訓導在定斷「人的本性」與「人

的位格」的相翡信理時，所使用的一些哲學推論要素，並指出

I 《生命的恩賜》 I-1 ; 《生命的福音》 60; 《位格的尊嚴》 5 。
2 《位格的尊嚴》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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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已確立人類本體上的基礎意義，是在於「人是一個具有身體

與理性靈魂整體的位格」。接著提出教會訓導在判斷不同發育

階段中的人類個體是否符合上述位格人的基礎意義時，已經使

用一個「隱含的標準」在一些可供類比的具體例子上。根據這

些哲學推論要素與「隱含的標準」，並按照現代胚胎學所提供

的客觀科學性證據，我們將建立一個在判斷位格性上的哲學推

理方式與邏輯；然後再據此對人類接合子與早期胚胎是否為位

格做出一個檢視與判斷：最後，對教會訓導所提出的邀請，做

出合理的回應與提出一個可行的建議。

第一節 訓導權所使用的哲學推論要素

之一：人的本性

本性 1 nature I essence 1 是指一個存有物之所以是該物，而非

其他種類之他物的根本要素、原理與規定特徵；是事物的一切

行動、發展、生成的根源，一切行動都從本性而來。本性也是

內在動態的力量，按照它內在的結構，使每個存有物達到其圓

滿的目的。而「人的本性」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 是指人之所

以是人，且有別於其他萬物的最基本要素3 。但在教會訓導「耶

穌基督取了人性、降生成人」奧蹟啓示的光照下，人的本性的

3 參曾仰如，《形上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8) , 193-1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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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素為「物質性的身體與精神性的理性靈魂」，並且其間

的關係為「理性的靈魂本質上是身體的型式」。根據這兩項信

理所做出的定斷、教會訓導所接受的聖多瑪斯「形質論」思想，

並針對亞里斯多德「延緩的成人化過程」與聖多瑪斯「延遲的

賦予靈魂」理論，本文將重新提出一個正確的理解與說明。

一、人本性之基本要素：物質性身體與精神性靈魂

教會訓導有關「人的本性」的信理上如此定斷： 「人的本

性基於兩個要素，即物閱的身體和精神的靈魂」 4 。梵二大公會

議說明人的基本構造時，也指出「人是由肉體與靈魂所紐成的

一位」 5 。這項定義主要是來自於拉特朗第四次大公會議 (1215

與梵一大公會議 (18701 在重申教會啓示信理時的宣告：

--i:JJ 可見及不可見的、精神及物質的創造者：祂以自

己全能的力量，在時間之始，從無中同時製造了兩種受造

物－~精神的及物賈的受造物……且於最後，還創造了具有

靈魂與肉體的人類，宛如由精神與物賈所共同構成的 6 0 

人是按照天主肖像而受造的，是一個同時兼具物質性和精

神性的存有。人有一個具理往的靈魂，這個精神性的、理性的

靈魂在人之內建立一個生命的本原 i principle)' 人的身體由它

4 奧脫著，《天主教信理神學》， 165~166 頁。
5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14 。以下簡作《牧織憲章丶

6 鄧辛格著，施安堂譯，《天主教教會訓洱文獻選集〉 以下簡作

DS)• 800 、 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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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一切生命與感覺。每個靈魂都直接由天主所造，而非由父

母所「產生」，且是不死不滅的。在死亡時，靈魂與身體分離，

但並不因此而泯滅，並會在末日復活時，重新與身體結合7 。教

會在歷屆大公會議中，面對許多有關基督論的異端，為維護「道

成肉身」奧蹟中有關耶穌基督具有完整的人性時，對「人的本

性就是具有理性靈魂與肉身」有著十分清楚的信理上的定斷＼

這裡以厄弗所大公會議\ 431 J 中所頒布的內容來加以說明：

聖言按照位格，和具有理性靈魂的肉體結合光一的時

候，便以無可言喻丶無法澈悟的方式成光人，被稱爲人

子。．．…．聖言就在貞女胎內，與肉體結合，但按肉體而言，

祂可就是受生者，因爲聖言，已把這肉體的誕生，作名自

己的誕生。……那由聖童貞所生的具有理性靈魂的聖的身

體，已與天主的聖言合成一位：故聖言，按其血肉而言，

也可說是受生的＼

耶穌基督取了完整的人性，而成為一個具有理性的靈魂與

身體的眞人。同一個祂，按著天主性而言，是與天主父同一實

體的；按著人性而言，是與我們人同實體的，即在各方面與我

們相同，只是沒有原罪 10 。誠如梵二《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

憲章》所言： 「除非在天主聖言降生成人的奧蹟內，人的奧蹟

7 參： DS 657, 2833, 3896, 4314, 4469. 

8 參: DS 250,251,272,301,402,404,405,801,900. 
9 

DS 250,251. 

10 參：《牧職憲章》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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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從解釋的。……一切眞理，均以基督爲基石丶店極峰」 11 0 

因此，藉耶穌基督降生成人奧蹟所啓示的眞理，我們才能理解

與肯定，「人」在其本性上的定義就是「物質性的身體」與「精

神性的理性靈魂」兩個要素所結合成的存有，兩者缺一不可。

二、理性的靈魂本質上是身體的型式

聖多瑪斯在討論人的靈魂與身體的關係時，所使用的「科

學性證據」是來自當時通行而現已被證明為錯誤的古代胚胎

學，因而做出了「延遲的賦予靈魂」的錯誤結論；不過，他所

使用的哲學推理方式與邏輯，基本上是正確的·且他針對人的

靈魂所做的分析與主要論述，也受到教會訓導的接受與採用。

聖多瑪斯主張人在本性上是由精神與身體所結合成的圓滿

實體 (complete substance) 12 。他跟隨並繼續發展亞里斯多德的主

張，視靈魂是理性活動的根本，所以也是一個非物質性的自立

體 (subsistent) 13 。聖多瑪斯認為靈魂不是一個身體，因為唯有

靈魂才是生命的第一本原 (first principle)' 身體不因其自身而有

生命或活著，而是由於這個身體的本原－—它的實現 (act) 而活

著。所以生命的第一本原不是身體，而是身體之實現＿靈

n 《牧職憲章》 22 。
12 
參： Aquinas, ST, Ia, q. 75, q. 76. 

13 參： Aquinas, ST, Ia, q. 75, a. 2,3 : 另參： Aristotle, On rhe Soul, Book 

III, 4, 429a, J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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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14 。理性靈魂以有生命的人 (living human being) 的第一本原與

他的身體結合成為一個圓滿的實體 人。聖多瑪斯借亞里斯多

德的用語指出：「這個有生命的身體（人）的第一本原不能是另

一個身體，它必然是身體的型式 (form) ……因此理性的靈魂是

以實體型式 (substantial form) 與身體結合」 15 。這個理性的靈魂

同時也是不朽的(incorruptible)' 並不會隨著身體的死亡而消滅巴

維也諾大公會議 (1311) 爲維護人在本性上的統一性，採用

上選亞里斯多德－多瑪斯學說中有關「形質論」的概念。「形

質論」是由亞里斯多德建立，聖多瑪斯與士林神哲學將其完成

的形七學理論。認為自然界一切事物均由型式 (form 1 與質料

matter 1 兩種形上因素所組成。若將「形質論」應用在人學上，

則：人是以精神性的理性靈魂為型式，並以肉身為質料，兩者

同時產生，並依照本性結合成一位有生命的人。維也諾大公會

議作了以下的定斷：

14 

15 

16 

〔論基滑的兩個本性〕在公教會信仰的基礎之上，我

們堅決認同，偕同慈母教會明白地宣布，天主的獨生子，

在天主父所存在的一切中，偕同父永遠地存留；祂自己身

曷眞天主，在自立體與位格的統一之中，將我們人性的部

分與祂結合，而成亮眞人：在時間中，在貞女母胎中，祂

參 Aquinas, ST, la, q. 75, a. 1 

Aquinas, ST, Ia, q. 76, a. 1, 6; 參 Aristotle, On the Soul, Book II, 2, 

414a, 14-19. 

參 Aquinas, ST, Ia, q. 75, 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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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人可受苦的身體及理程或理性的靈魂，此靈魂本身及

本贊地是身體的型式 17 0 

〔論靈魂是肉身的型式〕並且，根據神聖大公會；；義的

贊同，我們拒絕一切錯誤的及相反於公教會信仰眞理的教

義及冒昧的主張或懐疑，説理性或理智靈魂的實體並非眞

實及本身地是人身體的型式。乓使一+JJ人認識眞實信仰的

眞理，及阻擋一切可能入侵的錯誤，我們定斷，不拘誰若

固執地主張丶保護或肯定，理性或理智靈魂本身及本贊地

不是人身體的型式，那麼，這樣的人，應被視月異端者 IX 0 

在「耶穌基督降生成人、取了完整的人性、並擁有理性的

靈魂與身體」的啓示眞理光昭下· 並藉此眞理所揭示的人的奧

秘，教會訓導才能夠宣布「按照人的本I生，人的存在是由理性

靈魂與身體所結合，而理性的靈魂本質上是身體的型式」這項

信理。兩個世紀後，在拉特朗第五次大公會議 1513 中，譴責

有關於全體人類只有一個理性靈魂旳主張時，除了再度重申此

＾信理外，也強調毎個人都有一個個別的、不死的理性靈魂，

並透過身體的存在而展現出來·

17 

18 

我們由這神聖大公會；；義的贊同，對有以下一切主張：

「認乓理智的靈魂是可死的，或全人類只有一個理性靈魂

以及對此有懷疑」的人們，一律予以譴責及拒絕。正如在

美好回憶中，我們的前任者教宗克萊孟五世 (Clemens V) 在

DS 900. 

DS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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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諾大公會議的法典中所説，靈魂不但眞實及本身地是

人身體的型式，而且理性的靈魂也是不死的，及按著身體

的多數而可倍增的丶已倍增的，及應倍增的，而且過去是

如此，將來也是如此 19 0 

人的理性靈魂和身體按照其本性如此密切的結合，使人基

於靈魂與物質所結合而成的身體，以一個三舌生生的人的身體」

(living human body J 的型態生活在物質世界中。我們可綜論如下：

1. 人的靈魂是人的身體的型式，而非人的身體的有機物質的

型式。因此人的靈魂與身體的關連性，在於一個人並非某

個某種具有身體的「事物」· 他是一個以靈魂為其型式、

而有一個特別的、個別的身體而舌生生的人 20 。一個沒有

靈魂的身體，也不能是人旳身體或任何一種型式的身體，

而只是屍體或者一堆無生命的有機的物質。

2. 靈魂作為實體型式與身體結合，但鹽魂並不能先於身體而

存在。靈魂不能存在，［全非個體化 Individuation) 21 ; 而個

體化的官義就在於靈魂之所以是靈魂，正因它是「某人」

的靈魂 22 。因此靈魂的個體化，必須要與「某人」的身體

結合才能完成，所以靈魂的存在與個體化同時產生，也就

19 
DS 1440. 

20 
參： Anthony Kenny, Aquinas on Mi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28. 
21 
參： Aquinas, SCG, Book II, Chapt. 68,69 

22 參：袁廷棟，《哲學心裡學》 （台北· 輔仁大學， 1985)'5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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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某人」具生命的身體產生的同一時刻。

按照上述兩點，可以總結地說：按照其本性，當人的理性

靈魂與具生命的身體因結合而同時開始存在的那一刻，一個活

生生的人也就存在了；這個時刻正是成爲一個人的「標記性事

件」。而從一個「整體的人」 23的幅度來看，這個「標記世事

件」說明了一個重要的概念：擁有人的靈魂就有人的身體，而

擁有人的身體自然也就擁有人的靈魂。

三、對「延緩的成人過程」理論的正確理解

前已說明，從亞里斯多德「延緩的成人化過程」學說發展

出的「延遲的賦予靈魂」概念，至今依舊受到部分學者的支持，

而教會訓導也尙未對此做出決定性的宣告。聖多瑪斯接受亞里

斯多德的古典胚胎學與「魂（型式）」有其不同等級的理論，主

張「人的胚胎」在受孕後起初只有生魂，其後發展成覺魂，最

後才成為擁有理性靈魂的人類 24 。對聖多瑪斯而言，此種形式

的接替與取代，在一連串自然世代和腐壞中發生，最終提升至

「最完美的形式」 由天主創造並賦予的人類理性的靈魂才完

成 25 。因此，從起初只是一個「尙未成人」 (Not-yet-man) 的「未

成形胚胎」，至少需在受孕後四十天，人類理性靈魂的到來才

使得人的身體成形，此時這個「成形的胚胎」才具有人的本性，

23 參· 《生命的恩賜》 79 。
:4 
參: Aquinas, SCG, Book II, Chapt. 89. 

,, 
－參 Aquinas, SCG, Book II, Chapt.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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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個「人」 (man 。簡言之，這理論認為「成人化」與「傾

主靈魂」的過程是漸進的，而非在最初就直接發生與完成。

但為聖多瑪斯而言，這個「延緩的成人化過程」或「延遲

旳賦予靈魂」的理論，卻不能應用在取了完整人性的耶穌基督

身上。教會的禮儀傳統中，刻薏將慶祝「聖母領報 Annunciation 」

的節日訂在 3 月 25' 皿疑地是按照一般人懷孕九個月的時間，

從 12 月 25 日 I 耶涎節向前推算出的耶穌受孕日期。這個節日

彌撒中的經文，也都集中在聖子取了人性、降生成人的奧蹟上，

因此天主聖言既然取了人性而成為眞人，自趴就應與「一般人」

皿異地在母胎中發育九個月後誕生26 0 

聖多瑪斯的看法與教會博統一致，主張在受孕的那一刻

起，耶穌就擁有人的靈魂。而按昭理性的靈魂本質上是身體的

形式的形質論標準與「道成肉身」的信理， 「成了血肉的天主

聖言」是指耶穌在降生成人時即具有人的身體與理性靈魂，並

沒有接替與取代的中間物 (medium 出現27, 自然也不會有「未

成形」的耶穌（胚胎＼身體存在2R' 因此主張基督的身體在成孕

的那一刻就獲得人的靈魂，因此擁有人的生命與身體29 0 

這裡，聖多瑪斯毫皿疑問地維護著「基督是眞天主也是眞

人，在降生的那一刻即具有人的身體與理性靈魂」的教會信理。

26 參趙一舟，《我們的節慶》， 228-229 頁。
27 
參 Aquinas, ST, Illa, q. 6, a. 1 

2~ 
參 Jones, The Soul of Emb1yo, 134-135 

29 
參 Aquinas, ST, IIIa, q. 6, a. 4; ST, IIIa, q.33. 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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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前所述，在論述其他「一般人」時，聖多瑪斯卻認為其

他人的理性靈魂在身體成形（至少四十天）後才存在，這個延遲

是因為「在一坊受生物之中，在時間上那不成全者先於那成全

者」 30, 一個人並不是一開始就存在，必須經過一連串的轉變

而到達最終的成全 由天主賦予靈魂的成形胎兒3 I 0 

聖多瑪斯在此出現了一個矛盾：耶穌基督取了人性，並~

照人性」在受孕的那一刻就具有人的身體與靈魂· 但為一般人

而言，早期胚胎的階段四十天前並不具有人的身體與靈魂，

也尙未成為人，這個階段的「未成形胚胎的本性」也不能是「人

的本囯的一部分心能說是「人性的前奏曲」(the preamble of human 

nature J 32 。聖多瑪斯一方面解釋耶穌基督的身體是藉由聖神皿

限的能力、由童貞聖母瑪利亞胎中成孕而成為人，這個降生成

人的奧蹟，是按隰創造了人與其本性的、全能的天主所成就的。

皿限的天主取了人性而成為有限的人，不但是奇蹟式與超越性

的，也必然要符合自然與人的本性33 。但聖多瑪斯也按照亞里

斯多德的薏見，說明「一般人」生成的先後順序，首先是生物

(vivum.1' 後來是動物，最後才成為人34 0 

聖多瑪斯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矛盾，使他對「一般人的人性」

30 
Aquinas, ST, Illa, q. 33, a. 3, obj. 3 

31 
參: Aquinas, ST, Ia, q. 118. 

32 
參 Jones, The Soul of Embry·o, 134 

33 
參: Aquinas, ST, Illa, q. 33. a. 2,3 

34 
參: Aquinas, ST, Illa, q. 33, a. 2; Aristotle, 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 Book II, 3, 736b. 25-737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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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耶穌基督的人性」做出不同解釋，乃因他無法挑戰當時芒

通行的古代胚胎學與人類生成 (40-90 天）的學說而受到限制｀

卻也不能接受降生成人的天主子，必須經過「未成形」、尙未

有靈魂的這個階段的如此主張。

其實，亞里斯多德與聖多瑪斯會誤認為在受孕四十天前尙

未產生人的身體，因而沒有理智的靈魂的存在，也沒有人的產

生；這種造成「延遲成為人」的觀點，主因於「觀察」不到人

的身體而推論其尙未「成形」，導致無法判斷一個有靈魂的人

已經存在，要直到能觀察到「成形」的身體後才能做出判斷。

但隨著現代胚胎學所觀察到的事實，這一矛盾已獲得了解決：

「一般人」與那取了人性、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穌基督相同，

同樣是「按照人性」在受孕的那一刻就具有了人的身體與靈魂。

四、綜合分析

教會訓導藉著耶穌基督降生成人奧蹟所啓示的眞理，肯定

「人」在其本性上，是「物質性的身體」與「精神性的理性靈

魂」兩要素所結合成的存有；而且人的理性的靈魂本質，也是

物質性身體的唯一形式，使得這個身體成為人的身體，理性靈

魂與人的身體同時產生、結合而成為一個整體的、有生命的人。

亞里斯多德與聖多瑪斯對人類生成的哲學思想基本上也與

教會訓導的立場一致，雖受當時科學上的限制而做出錯誤的「延

緩的成人化」或「延遲的賦予靈魂」結論，卻也提供給我們一

個有價值的思考方向：固然精神性的理性靈魂無法以科學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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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其存在，但透過「可被觀察」到的、有生命的人的身體，

便足以推論出其理性靈魂的存在、這個「人」也存在。簡言之，

人的身體與靈魂是同時開始存在的，只要能確認其有人的身體

存在，就能確認也有人的理性靈魂存在。

訓導文件曾提出「一個不朽靈魂的存在並不是科學這個領

域的問題」 35 丶「沒有足夠的『臉實料可使我們體認精神性靈

魂的存在」 36的疑慮；然而根據訓導權對「人」的基本定義與

要素，並按照人的本性所做出的哲學推論之後，這疑慮已獲得

了合理的解決。科學性資料固然無法「直接地」使我們體認到

精神性靈魂的存在，但訓導權已按照人類本性上的定義，並根

據現代胚胎學的證據，在確定了人的身體存在後37 寸更足以「間

接地」確認其精神性的理性靈魂也同時存在；而且，每一個具

有「理性靈魂與身體整體的人」，都是一個位格。

第二節 訓導權所使用的哲學推論要素

之二：人是位格

藉天主子降生成人的奧蹟所啓示的眞理，我們才得以領悟

35 《對蓄意墮胎的聲明》 13' 註 19 。
36 
《生命的恩賜》 I-1 。

37 參：《生命的恩賜》 I-1 : 有關現代人類胚胎學上所確立的人類胚
胎早期發生與發育過程，將於第四章中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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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奧秘與意義：耶穌基督取了人

性，並將人性提升至受造物中最崇高的地位，人按其本性是一

位具有理性靈魂與身體的存有者，他分享了造物主的位格性生

命而成為一個位格，因此一個位格人最高的價值與尊嚴，就是

能與位格性的造物主在愛中建立永遠的位際性關係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因為位格在傳統上的實質定義，便是一個以理性

為本性的個別實體；不過，位格人的實質定義，是建立在其具

有理性的本性，而不是在其所能表現出的理性功能上；最後，

教會訓導將位格的實質定義運用在所有的人類上，按照人的本

性，只要是人就必定是一個位格。分述如下：

一、位格的傳統定義：具有理性本性的倡別實體

天主教哲學和神學傳統中，位格 I person) 起初是教父們在

討論天主聖三與基督降生成人等道理時所使用的名詞。最初的

概念建立於主曆第五世紀的一位神哲學家波伊西斯 I Boethius'1' 

他將位格定義為「具有理性本性的個別實體 (persona est rationalis 

naturae individual substantia) 」 38 。聖多瑪斯接受此定義，首先用來

解釋天主的位格：「位格所表示的是那在整個本性中最完美者，

即那在理性本性中的自立體 (persona est in natura intellectuali distinctum 

subsistens) 」 39 ; 既然位格是整個本性中最完美的，所以此名稱

38 
Boethius. De duabis naturis III, PL.64, 1286A; quoted by Aquinas, 

ST, Ia, q. 29, a l. 
39 

Aquinas, ST, Ia, q. 29, 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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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應歸於天主。然而，聖多瑪斯進一步說明在使用「位格」

這個字稱呼三位一體的天主時，在巻義上與相對於創造神的受

造物不同，而是有比受造物更高更卓越的意義40 0 

聖多瑪斯也使用「位格」一詞，把具有理性本性的實體與

其他實體區分開來： 「在位格的定義中，所謂的個別實體意味

箸一個獨立自存的完整實體，並且有別於其他實體」 41 。按此

定義，位格必須：一是具有理性本性 rational nature 丶二是一個

別的實體 l individual substance'' 兩者缺一不可。

在所有的受造物中，位格以極其優越的方式，被應用於以

理性作為本性的天使與人類，因為唯有天使與人類分享了天主

最高的美善與理胜，而有別於其他鯖理性的受造物42 。聖多瑪

斯也認為所有的人類都是位格，他指出： 「人之所以爲位格乃

理所蕾然，因馬所有具人類本性之主體即可稱之店位格」 43 0 

作為一個按照天主肖像所造的受造物，人類成為一個理性的、

有形的個別實體，因此人不僅與其他受造物有別，藉著分享天

主無限的位格，人也成為一個有限的位格。

40 
參: Aquinas, ST, Ia, q. 29, a. 3 

41 
Aquinas, ST, Illa, q. 16, a. 12; ST, Ia, q. 29, a. 1. 

42 參祁爾松 (Etienne Gilson) 著，沈清松譯，《中世紀哲學精神》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2001)'190-191 頁。
43 

Aquinas, ST, Illa, q. 16, a.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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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格之實質定義是建立在具有理性本性，而非實

際上表現出的理注功能

位格是一個以理性為本性的「個別實體」，個別實體的意

義在於單一的、完整的、完全在己的實體，也就是聖多瑪斯所

說的「自立體」。自立體即為在己存有，不必依賴他物而存在

且他物存在於其上44 。然而，不是任何「個別實體」或「自立

體」都能是一個位格，唯有以理性作為本性的「個別實體」或

「自立體」才能是位格。

前已說町，本性的定義為一存有物的根本要素，一切行動

都從本性而來，而理性本性的行動，則包括了理智、自由意志、

自我意識、語言與認識的能力等等。那麼，對於一些尙未或無

法展現出理性行動或功能的人，要如何判斷他們是位格？或

者，他們只能是一個「潛在的位格」 (potential person) 或「前位

格」 (pre-person)' 而非實際上的位格45 ? 換言之，我們判斷一

個人是位格，是因為其具有理性的本性，還是他必須表現出實

際的理性功能？

就此問題，聖多瑪斯以腦部尙未發育完全的初生嬰兒、睡

眠中或有精神疾病的人為例，說明即使不能完善地運用理智或

展現理性的活動與功能，也不能說一個人不具理性本性：

理性之運用與感官之運用相關，若感官有故障，內部

感官能力受到干擾，人便不能完善的運用理性，例如睡眠

44 參曾仰如，《形上學》， 228 頁。
45 
參 Nelson, "A Human Being Must Be a Person", 3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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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或有精神疾病的人，感官能力乃是身體器官的一種能

力。若其器官受阻，其活動必然受阻，因而理性之作用也

受阻。……孩子們的這些感官能力有障礙，因爲大腦的濕

氣 (hum汕ty) 太大，故此他們尚不能完善地運用理性，正

如他們也不能完善的運用其他肢體一般46 0 

理性本性的存在是理性活動的本原，按照聖多瑪斯「行動

跟隨存有」 (agere sequitur esse J 的原則，即有怎樣的存有，才有

怎樣的行動，行動是被存有所限制及決定的47 。但事實上，並

不需要依靠實際表現出理性的功能與活動，才能證明理性本性

的存在。按照「位格是一個以理性作為本性的個別實體」 48這

個傳統定義，以本性而論，其重點在於本性為一物種 (species)

之所有成員所共有，而不是其成員在特定時刻上才有的一種力

量 (power) 。因此可以確定，人按其本性，是一個具有理性的、

有形的個別實體，因此是一個位格。而所有的人無論其實際上

是否表現出理性功能，他都不能只是一個「潛在的位格」或「前

位格」，而是一個「具潛能的位格」 (person with potential) 49 0 

聖多瑪斯從未認為一個活著的人不是一個位格。在他的思

想中，因為一個「未成形」的胚胎還不是人、也尙未具有人的

46 
Aquinas, ST, la, q. 101, a. 2. 

47 
參： Nelson, "A Human Being Must Be a Person", 303. 

48 
參: Boethius, De duabis naturis III, PL.64, 1286A; quoted by 

Aquinas, ST, la, q. 29, a 1. 
49 
參： Jones, The Soul of Embryo,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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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因此「未成形」的胚胎不是一個位格勺）。同時，人在本

性上包含理性靈魂與身體，所以人不是靈魂，而是靈魂與身體

的完美結合，既然靈魂是屬於人的本性的一部分，所以也不能

說靈魂是位格51 。只有在由天主所創造與賦予的理性靈魂來到

並成為身體的型式，此時的胚胎成爲一個人、具有人的理性本

性，才能是一個位格。因此按照聖多瑪斯的看去，成形的胎兒、

剛出生的嬰兒、智障的成人、或睡眠中或有精神疾病的人，當

趴也包含一般正常的人在內，他們實際上已具有人的本性，即

使是他們在某些時候無去自由的運用理智，他們仍然毫羆疑問

的是一位以理性本性作爲本性的個別實體 位格。

三、訓導權肯定並應用位格之實質定義在所有的人類

上：人是位格

在論及人的肇始 origin 、身分與意義 identity l 時，教會

訓導總是從「人是天主旳肖像和模樣\ the image and likeness 」的

啓示眞理談起： 「天主照自己的肖像創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

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囿尸 27 I 。這句簡潔卻富含啓示

旳聖經話語，不但是整個教會的人學上不變的基礎與眞理，也

說明了人是整個創造工程的頂點與高峰。聖經接著說： 「你們

要生育繁磕，充滿大地，治理大地」（創- 28 。因為在一切有

形的受造物中，唯獨人能認識及愛慕自己的造物主；因此造物

50 
參: Jones, The Soul of Emb1'Vo, 220 

51 
參 Aquinas, ST, Ia, q. 75, 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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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把冶理大地的權能託付給人類，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分享了

造物主的無限位格，成為一個有限的位格。藉著這個共同的「肇

始」 ，人獲得其尊嚴和聖召，並由此啓示眞理，說明了每個人

都是一位具有極高尊嚴的位格。教會訓導在此基礎上，因而常

以位格稱呼一個人，以表達人不只是一個受造物，且是一位有

別於其他受造物、具有理性靈魂與身體的人＿天主的肖像。

譬如，教宗若望廿三世在 1963 年《和平於世》通諭中，以

基督信仰的原則對尊重人權的重要性予以肯定和承認。通諭中

談到每一個位格人 (human person) 都是權利與義務之主體時，提

出了一個作為一切基礎的原則，就是每個人都眞實是一個位格：

每一個個別的人，都眞實地是一個位格，人在本性上

天生擁有理智與自由忿志。因此，人本身具有權利與義務，

是由他的本性疽接及同時流溢而出的。由於這些權利與義

務是苦遍與不可侵犯的，因此不能以任何方式予以放棄。

如果我們由天主啓示的眞理來看人位格的尊嚴，就不能不

將它看得更店尊高；因爲人是藉基督耶穌的血而被救牘，

藉著由上而來的恩龍而成名天主的子女與朋友，被立店永

恆光榮的癢承者52 0 

這裡若望廿三世說明了按照人的本性， 「人是一個具有理

性的位格」這個實質定義，來說明人的權利與義務是屬於人性

尊嚴的一部分，而這個尊嚴是來自於降生成人的救世主耶穌基

52 DS 3957; 若望廿三世，《和平於世》9; John XXIII, Pacem in terries, 

AAS, 55 (1963):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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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所啓示的奧蹟，因此具有其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幅度。同樣，

在梵二《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中談到人的位格尊嚴時，

也重申了此一奧蹟是人的位格與其尊嚴的來源與基礎：

第一個人：亞當，是未來亞蕾：主耶穌基督的預像。

新的亞蕾：基督，在揭示聖父及其聖愛的奧蹟時，亦替人

類展示了人之光物和人的崇高使命。無怪乎，一切上述眞

理，均以基督曷基石丶光極峰。祂號稱名「無形天主的肖

像」（哥一 15)' 是一個完人；祂將因原罪損壞的相似天主

的肖像，給亞雷子孫恢復起來了。就因爲祂曾取了人性，

而並未消滅人性，故我們所有人性，亦被提昇至崇高地位。

因爲天主聖子降生成人，在某種程度內，同人人結合在一

超53 。

再如，若望保祿二世是歷代教宗裡對位格的意義陳述最多

的一位。在他就職教宗後所頒布的第一部通諭《人類救主》(1979)

中，跟隨著降生奧蹟的啓示基礎，在論及基督的奧蹟與被救贖

的人之間的緊密關連性時，特別對人的意義作了一番說明：

53 

此處所討論的是人的全部眞理和人的重要性。我們並

不研究「抽象的」人，而是眞實的、具體的丶歷史性的人。

我們是討論「每一個」人，因爲每一個人都包括在救睛的

奧蹟中，並且基督藉著此奧蹟永遠與每一個人結合在一

起。每一個人經由在他母視胎中的懷孕並自他母親而誕生

《牧職憲章》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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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世界，而託付給教會的，正是救贖的奧蹟。……我們

是談每一個人，他的存在和行爲丶理智和意志丶良知和心

都是完整而獨一的實體。因爲他是「位格」 54 0 

若望保祿二世也認為位格人是一個行動中的王體，他在

1981 年《論人的工作》通諭中，解釋了「你們要生育繁磕，充

滿大地，治理大地」（創一 28) 這段話，指出人在世界上要完成

的行動。人是天主的肖像，因此從造物主領受了治理和管理大

地的命令。因為執行此命令，「人 每一個位格」，反映了造

物主本身位格性的行動，因此藉由工作可以瞭解從位格人本體

開始、而指向外在物體的活動：

人要治理大地並且統治它，因烏人既是「天主的肖

像」 ，他是位格，就是他能以有計畫的和理智的方式來行

動的主體，能爲自己作決定並且有自我實現的傾向。身烏

位格，人因此是工作的主體。身启位格，他工作丶實行屬

於工作程序的不同行曷；撇開行爲的客觀內涵，這些行店

應該有助於實現人的人性，完成人之所以爲人的使命55 。

甚且，在面對相反教會訓導的一些倫理神學上的潮流時，

若望保祿二世在 1993 年頒布的《眞理的光輝》通諭裡，指責物

54 若望保祿二世，《人類救主》 (1979) 通諭（台北 天主教教務

協進會， 1979) 13-14 ; John Paul II, Redemptor Hominis, AAS, 71 

(1979): 13-14, 282-286. 

55 若望保祿二世，《論人的工作》 (1981) 通諭（台北· 天主教教

務協進會， 1981) 6; John Paul II, Labo rem Exercens , AAS, 73(1981): 

6, 58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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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主義及自然主義 (Physicalism and Naturalis珂違反自然道德律

Natural law) 的傳統觀念，把倫理行為與實施此行為的身體幅度

分裂，而以純粹生理定律作為倫理定律。他因而重申了自然道

德律的眞正意義，在於人的原始固有本性一「人類位格」的本

性；人在本性上就是身體與靈魂合一的位格，而位格更是一個

人倫理行為的主體：

這些倫理論證是與有關人及自由的眞理不相符合的。

這與教會關於人的一體性的教訓也是不合的，因店有理智

的靈魂本來在本質上就是身體的形式。靈性的和不死的靈

魂，是人一體的本原，因此身爲一個位格，人整體存在，

「身體和靈魂是一體」 0 • …．．位格，包括身體在內，完全

委託給人，靈魂及身體一體，成名他倫理行店的主體。……

事實上，身體與靈魂是不可分的：它們在位格丶在意志的

主體丶在故忿的行岳中，它們一起堅守，或者一起失敗。

現在可以明白自然道德律的眞正意義：它歸因到人的原始

固有的本性，就是「人類位格」的本性，就是靈魂和身體

合一體中的位格，就是在靈性連同生理傾向的一體中，以

及其他爲達到目標所需特點的合一體中的那個位格56 0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清楚地指出了一個事實：天主按照祂自

己的肖像（位格）創造了人（位格），並將自己位格性的無限生

56 若望保祿二世，《眞理的光輝》通諭 (1993) I、台北 天主教教

務協進會， 1994 J'48-50; John Paul II, Veritatis Splendor, AAS, 85 

(1993): 48-50, 1171-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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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分享給人，每一個有生命的人，從他開始存在的那一刻起，

就是一位由理性靈魂與身體完美結合的個別實體 位格。爲

此，教會訓導與神學思想均肯定位格的實質意義的傳統教導與

定斷，而且「一個具有身體與理性靈魂整體的、有生命的人是

一個位格」並非只是一個結論，更是作為一切與人學有關之探

討的原則與基礎。

四、綜合分析

教會在啓示的光照下，體認到人的本質意義在於天主以自

己的肖像造了人。人受造成爲一個以理性作為本性的個別實體

「位格」 ，不但分享造物主位格性的永恆生命，也被召叫與天

主聖三在愛中建立永遠的位際性關係，這正是每個身爲天主肖

像的位格人存在於世的目的，也是作為每一個受造的人類位格

存在的意義。教會訓導根據上述兩個哲學推論的要素，得到一

個對「人」的意義的完整論這：位格性的造物王按造自己的肖

像造了人，透過天主聖子降生成人、取了完整人性這個奧蹟的

啓示，每一個人類存有按照其本性、也就是「人類位格」的本

性，都是一個具有理性靈魂與身體整體的「位格人」。這個論

述提供了我們在哲學推理上，判斷一個存有者是否為位格的邏

輯與標準：如果證明人的身體存在，便能確認其理性靈魂存在、

一個人也存在；如果一個身體與理性靈魂整體的人存在，這個

人就是一個按阻天主肖像所造的「位格人」。以下，我們便要

來檢視教會訓導在一些具體例子中，已按照並使用這標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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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在不同發育中的人類個體是否具有理性靈魂、是否為位格。

第三節 訓導權已確認發育中的人類個體之例

人按其本性，是由身體做為物質、理性靈魂作為形式的一

個存有，也是受造為位格性天主的肖像，因此每個人都是位格。

這個有關人類位格的實質定義，本當應用在所有的人類成員

上，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其原因一方面在於前兩章所做的分

析，來自亞里斯多德—多瑪斯所主張的「延緩的成人化」與「延

遲的賦予靈魂」理論，以致在判斷位格人形成的「標記性事件」

上，其思考方向侷限於「賦予靈魂」的時刻上，造成教會訓導

至今並未正式否定「延遲的賦予靈魂」的主張，也聲明不介入

「賦予靈魂時刻」的哲學爭論的立場57 。

另一方面，雖然現代教會訓導已經將「每一個人類成員按

其本性上皆為位格」做為在談論與人的地位與尊嚴有關的問題

時的原則與基礎，但訓導權並未針對發育中不同階段的人類個

體，分別做出「明確的」 (explicit) 定義並說明其為一個具理性

靈魂的位格人。因此，我們有必要對一些已建立的訓導例子加

以分析，並證明教會其實已經確認了這個事實。

現代人類胚胎學的建立，不但幫助我們釐清了亞里斯多德

57 參·本書第一章第三節，《對蓄意墮胎的聲明》 6-7 、 13' 註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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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瑪斯思想中的錯誤部分，也使我們可以根據正確的「科學

性證據」來進行一個新的哲學推理。同時這個「科學性證據」

也證明了一個新的人類個體自精卵結合起就開始存在，這個新

的人類體自始即依循著一個一致且連續無中斷的發展過程。也

就是說，一個人類從接合子起，歷經胚胎、胎兒、嬰孩、兒童…．．

直至一個成熟的個體，都是相同的一個存有。

根據這個人類胚胎發育的科學基礎，本節將說明在一個人

類個體發育過程中的不同階段（「成形」胚胎、胎兒、嬰孩、兒童、

成人 ），以一些具體實例，說明教會訓導已經間接地判斷他

們是一位具身體與理性靈魂整體的位格人。換言之，訓導權事

實上在判斷一個「人」是否是一位具有理性靈魂的位格時，已

經使用了一個作為判斷的「隱含的標準」 (implicit standard)' 而

此標準就是前兩節所指出的： 「如果證明人的身體存在，便能

確認其理性靈魂存在、一個人也存在，因此他就是一個位格」°

一、成人與兒童

教會訓導雖未明確而直接地定義一位成人或兒童是具有理

性靈魂的位格，但從一些具體例子中，教會事實上已做出了認

定；而「人有原罪」與「聖洗聖事」這兩個主體對象在「人」

的信理58 , 就是最好的證明。

58 本節以「原罪」與「洗禮的領受者」兩信理為基礎，說明教會事

實上已「隱含地」確認人是一個有理性靈魂的位格，但不論及有

關「原罪論」丶「恩寵論」與「聖洗聖事」的神學性概念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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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利騰大公會議 1. 15461 做出了這樣的信理定斷：「原罪是

指第一個人亞當觴犯天主所犯的罪，並藉自然傳生而傳遞給所

有人類，是人人所固有的，這罪就是靈魂的死亡」 59 。因此原

罪的後果，除了指失去超性恩寵與恩賜之外，也造成人的本性

上的損傷： 「人性上的損傷累及身體與靈魂」 60 , 同時「帶有

原罪離世的靈魂不能享見天主」 61 。由此信理中，可以得到一

個可作為基礎的事實· 「原罪的主體必須是一個具有理性靈魂

的人，同時每個人都有原罪」這個基本原則。

另外，聖冼聖事是由耶穌基督所親自建立，「使人能藉著

水的洗滌，並因呼號天主聖三的名字，在精神上獲得重生」 62 0 

洗禮的功效在積極面上是「給予成義的恩寵」 63 , 使人獲得聖

化與更新，而由不義者成為義者：消極面的效果則為「洗禮免

除一 -1:JJ 罪罰，即永罰與暫罰」 64 。因著耶穌基督的恩寵，冼禮

赦免人的原罪與本罪，而獲得新的生命。同時一個有效的冼禮，

「在領洗者的靈魂上，印上了一個不可磨滅的精神記號，即洗

禮的神印」 65 ; 藉此神印，人成為「教會－基督奧體」的一份

59 
DS 1511-1152. 

60 奧脫著，《天主教信理神學》， 192 頁 參 DS 1511-1516 。
6] 奧脫著，《天主教信理神學》， 193-194 頁參 DS 854-856, 926, 

1306 。

62 奧脫著，《天主教信理神學》， 557 頁: DS 1601 。

63 奧脫著，《天主教信理神學》， 564 頁 DS 1528-1529 。
64 奧脫著，《天主教信理神學》， 564-565 頁: DS 1515, 1316 。
65 奧脫著勻《天主教信理神學》， 565-566 頁 DS 16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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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重生為天主的子女。因此， 「自福音被弘揚以來，所有人

的得救，必須經由水的洗禮，毫無例外」 66 。《天主教法典》

對聖洗聖事與其領受人（成人與兒童），有著以下的規定67 : 

· 法典 849 條：洗禮是其他聖事的門，黑論實；克或至少願；'t'

為救援皆是必須的。籍；｀先樘，＾獲i名罪赦，重生為天主的子

女，亞因不減的神印緒令於是督而加入教會。恨有籍真正的

水；｀先，亞記令指定的經文，才能洧效的泛行洗禮。

．法典 852 條 1 項：法典中有關成年＾洗禮所規定的條文，

噹應用於所有超出嬰孩期，而能使用理堵的＾。

2 項：黑緝別能力的＾，對有關洗禮事項，钅見同嬰孩。

· 法典 864 條：恨有未領過：克禮的＾，才能領；克禮。

．法典 865 條 2 項：處於死亡危險中的成年＾，只妻對信仰

的主妻真理咯洧認識，以任何一程方式表示願意領妥洗禮，

虻許下邊守基督宗教的誡命，便可領妥；克禮。

按照教會訓導對聖洗聖事領受人所頒布的信理： 「一物尚

未受洗的旅居現世的人，都能有效的接受洗禮」 68 , 其中「旅

居現世的人」亦即所有活著的、具有身體與靈魂整體的人69 , 

66 奧脫著，《天主教信理神學》， 566-567 頁; DS 1514, 1524, 1618 。
67 《天主教法典》， 849-865 條。

68 奧脫著，《天主教信理神學》， 570-571 頁：參· 《天主教法典》，

864 條。

c< 參 《生命的恩賜》 I-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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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點是只有「人」才能領受聖洗聖事，獲得原罪的赦免。按

照《天主教法典》的定義，在洗禮的主體中，成人是指所有超

過嬰兒期（包含兒童），而能使用理智、具識別能力的人。而教

會之所以能確認一個成人或兒童能夠為聖洗聖事的領受主體，

是因為他們的確眞實地生活在我們周遭。換言之，藉著可被觀

察到、活生生的人的身體，教會訓導事實上已經對成人與兒童、

甚至無識別能力之人（如瘋癲、智障或老年失智等）做出判斷，認

為他們確實是一位具有身體與理性靈魂整體的位格人。

二、嬰兒

嬰兒期的定義，是從出生後至兩歲的這個階段；其中出生

後至滿月時也稱為新生兒，而兩歲後則進入兒童期。本段將藉

由教會傳統中「嬰兒的洗禮」丶「帶原罪去世的嬰兒」與「諸

聖嬰孩瞻禮」這三個例子，來說明教會訓導事實上已經確認嬰

兒是一個具有理性靈魂的位格人。

（一）嬰兒的洗禮

按《天主教法典》對嬰兒洗禮的規定，其對象是指非早產

或流產的新生兒與嬰兒。按照傳統神學，給尙未達到理智年齡

的嬰孩施洗是有效的；特利騰大公會議在定斷有關原罪的信理

時，首先指出罪惡因著亞當的不義而進入了世界，接著特別探

討了有關新生嬰兒洗禮的意義和必要性： 「嬰孩在誕生時已有

墮落的人性，並被原罪所玷污，因此他們也需要在聖洗聖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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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好能由黑暗的權勢中獲得解放，被帶入天主子女的自由

國度，因爲全人類都蒙召進入這國度」 70 。以下是《天主教法

典》中以嬰兒為受洗之主體，在不同情況下的相關規定71 : 

．法典 867 條 1 項：父毋洧青任，使乓嬰兒於~1.後敗星期

內領洗；在嬰兒士後，恙至士前，應盡快找塗區主任，為嬰

兒請求泛洗，虻作適噹的準備。

2 項：如累嬰兒在死亡危險之中，應立刻為他泛行洗禮。

· 法典 868 條 2 項：天主教信徒父母，恙至非天主教信徒父

毋之嬰兒，在元亡的危險中，即便父毋不同意，仍能令法地

為嬰孩~;~。

· 法典 870 條：被遺紊或被尋獲的嬰孩，除非經仔細調查，

磴知乙領洗者外，應為之泛行；~fl 。

按特利騰大公會議的教導： 「第一個人亞當觸犯天主所犯

的罪，並藉自然傳生而傳遞給所有人類，是人人所固有的」 72 0 

嬰兒誕生在這世界上，自然成為人類成員的一份子，同時也承

襲了原祖父母所流傳下來的原罪。而本身還不能犯任何罪過的

嬰兒，並非為獲得自己的罪過赦免而領受洗禮，他們為獲罪之

赦免與得到永生而受洗，是因為「染有亞當流傳下來的丶並藉

70 奧脫著，《天三教信理神學》， 571-573 頁 DS 1514, 1636 。
71 《天主教法典》， 867-868 、 870 條
72 

DS 1511-1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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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的洗禮才得以消除的原罪」 73 , 因此與其他具有理性靈魂

的位格人一樣，嬰兒藉冼禮而成為天主的兒女與教會的一份子。

（二）帶原罪去世的嬰兒

第二個與嬰兒相關的例子，是傳統的原罪論中有著「帶有

原罪離世的靈魂不能享見天主」 74的基本概念。這是來自聖經

中「人除非由水和聖神重生，不能進入天主的國」 若三 5) 的

教導；因此聖洗聖事的主要功效，乃是在於「店進入永生，必

須以重生的洗禮以消除原罪」 75 。那麼， 「尙未領洗而帶有原

罪的嬰兒（包含兒童 1 死亡之後的命運」就成為一個必須被解決

的問題。這問題曾一度在教會歷史中被激烈討論著，「靈薄獄」

\ Limbo 是否存在的神學辯論也在此情形下出現76 。

對有關未領洗嬰兒去世後的命運，特利騰大公會議並未做

出一個正式的教導或宣告 77 。現代教會已不再討論有關靈薄獄

DS 1514 。

74 奧脫著，《天主教信理神學》， 193-194 頁: OS 854-856, 926, 1306 。
75 參·奧脫著，《天主教信理神學》， 566-567 頁 DS 1514, 1524, 

1618 。

76 訓導當局從未正式地承認過有豎直獄的存在·特利騰大公會議在

討論有關原罪上的信理時，僅僅勸誡辯論雙方只能將靈薄獄的存

在與否做為神學上的討論和交談的資料，切勿抱有因而控訴對方

為異端的行為。參: P. Gumpel, "Limbus", in Lexikonjur Theolog民

und Kirche VI, Geofffrey Chapman, 1964, 238 : 張春申，《基督信

仰中的末世論》 I 台北 元啓文化， 200] I'203-207 頁。

參：昷保祿，《原罪新論》＼台北：光啓文化， ]993 I'18-19, 98-100 

頁· 奧脫著，《天主教信理神學》• 19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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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的問題，因為靈薄獄問題的產生，主要還是在避免未

繻先而帶有原罪的嬰兒死後下地獄的不幸結局78 。而在 1992 年

出版的新編《天主教教理》中，教會正式對「尙未領冼而帶有

原罪的嬰兒死亡之後的命運」這個問題，做出了以下的教導：

至於還未受洗而夭折的兒童，教會只好把他們託付給

天主的仁恩，一如在他們的葬禮中所表達的那樣。事實上，

天主的仁恿是那麼偉大，祂预意所有的人得救，而且耶鯀

這麼喜愛孩子，袍曾誌： 「讓小孩子到我跟前來，不要阻

止他們」（谷十 14) 。因此，我們有理由希望這些未受洗而

死去的兒童，也有得救的途徑。不過，教會仍迫坊地再三

要求：不可阻擋兒童藉著聖洗的恩賜，來到基督跟前79 0 

關於尙未領冼而帶有原罪的嬰兒死亡之後的命運，與靈薄

獄是否存在的神學辯論，以及《天主教教理》的教導內容，其

所針對的主體都是一個曾經生活在世上、有著理性靈魂與身體

的嬰兒，正因如此，才存在繼續探討他們在「帶有原罪的情況

下死亡之後的命運」上種種問題的必要匪。

（三） 「諸聖嬰孩」贍禮

接下來的例子雖然皿關乎原罪及冼禮，卻是在教會早期就

已存在的一個以嬰兒為主體的重要禮儀傳統。根據福音記載，

耶穌誕生後曾有來自東方的三位賢士來朝拜祂，他們迟（路，

78 參 張春申，《基督信仰中的末世論》， 207 頁

79 《天主教教理》， 126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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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到當時的猶太王黑落德那裡詢問。賢士們在朝拜了聖嬰之

後，於夢中得到指點，並沒有回到里落德那裡向他報告；黑落

德非常氣憤，同時為了除去新生的「猶太人君王」 ，因此下令

屠殺白冷城及其周圍境內兩歲以下的嬰兒（瑪二 16-18) 。教父

們稱這些無辜被殺害的嬰孩為殉道者的花朵，他們不憧成為耶

穌的見證者，更是以耶穌的「代表者」的身分死亡80 0 

大約在第五世紀時，教會首先開始了「諸聖嬰孩」 (The Holy 

Innocents) 的敬禮；主曆 485 年左右，諸聖嬰孩節日出現在一本

稱為Leonine Sacramentary的手冊中。 505 年在北非迦太基城所

出的年曆，已有此慶節的存在；同時第六世紀羅馬禮儀的《聖

事禮書》中也有這個慶節的經文81 。教會把這些嬰兒視作殉道

者，因為他們是為了耶穌的緣故而遭殺害的，並把他們的瞻禮

列在耶誕後的八日慶期內 (12 月 28 尸，就是以諸聖嬰孩的犧

牲去代表無辜犧牲者的見證。諸聖嬰孩節彌撒的集禱經指出，

那些無辜被殺的嬰孩，不是以言語，而是以捨生致命為耶穌作

證。他們雖不自知，卻已參與了耶穌為人類受苦的奧蹟。在教

會博統上，已將這些遭受殺害的嬰兒視為具理性靈魂的位格

人，因而在特定的節慶中以隆重的殉道聖者的禮儀來紀念他們。

80 夾
多： Augustine, Sermo I Ous de sane tis. 

81 參趙一舟，《我們的節慶》（台北·見證月刊社， 1989)'208~2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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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嬰兒是一屆具有理性靈魂的位格人

以上三個實例中，無論是面對「嬰兒洗禮」的信理、「帶

有原罪去世的嬰兒」的教導，或對「諸聖嬰孩」的傳統敬禮，

討論的主題內容雖有不同，但主體對象皆為嬰兒。不難發現，

在面對一個由母親九月懷胎所生的嬰兒，縱使其理性功能與行

為尙未展現出來，教會從未懷疑他們是一個具有理性靈魂的位

格人。原因是，倘若嬰兒沒有理性靈魂或不是位格人，就根本

沒有「染有原罪而必須經由冼禮、並獲得重生」的相關信理與

教會法典被頒布，也沒有死後命運的問題需要被探討，更不會

有為耶穌基督而殉道的諸聖嬰孩被紀念了。因此可以確定，教

會訓導藉著可被觀察到、活生生的人的身體，已經肯定嬰兒是

一個具有理性靈魂的位格，並將此視爲一個必然的基礎與原

則，在此基礎與原則上，才有討論上述相關議題的必要性。

三、早產或流產的胎兒

人類妊娠期的算法有兩種· 若從最後一次月經週期 (last

menstrual period, LMP 發生日算起，為 280 天或四十週，這是以孕

婦為基準的算法；另一算法則是以胎兒為主，推估LMP開始兩

週後排卵，因此從受精作用後（接合子產生）到出生的妊娠期通

常是 266 天或者卅八週82 0 「早產」是指第廿週 (LMP廿二週 I

82 參 Keith L. Moore and T.V.N. Persaud, The Developing Human 

Clinically Oriented Emb吖olo卽严 ed. (Philadelphia: Saunders, 

2003), 104; William J. Larsen, Human Emb1yology, 3rd ed.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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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卅六週 LMP卅八週，即預產期前兩週）之間因某種因素而提前產

出旳胎兒，通常早產的發生率介於 5~10%之間，但其所造成的

新生兒死亡率不含嚴重胎兒畸形則有 75-85% 83 。隨著醫療照

顧的進步，廿六週 LMP廿八週之後出生的早產兒存活率已日

漸增高；但因呼吸系統與中樞神經系統尙未發育完全，通常在

廿六週 (LMP廿八週＼之前早產的胎兒存活的機會並不大。「流

產」是指妊娠不到廿週 (LMP廿二週 ，非人為因素1,4導致胎兒脫

離母體，此時產出的胎兒，通常出生不久後即死亡 85 0 

本段所探討的對象，主要為未滿卅六週 LMP 卅八週的早

產胎兒與未滿廿週 \LMP 廿二過 I 的流產胎兒，當然也包括人工

流產 i 墮胎的胎兒：並按照出生後是否有繼續存舌下去的可能

性，大致以廿六週 (LMP 廿八週為一個分界，來分別加以說明。

（一）早產而有存活希望的胎兒

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廿六週 LMP廿八週之後出生的早

產兒存舌率越來越高。然而不幸地，隨著出生的時間越早，其

死亡率也隨之增高。教會視早產兒與一般嬰兒皿異，有關冼禮

旳相關規定自然是比照一般自然產的嬰兒。由於這個階段的早

York: Churchill Livingstone, 2001), 481. 

83 參楊合正等著，《當代周產期醫學》＼台北合記書局， \993 I' 

331 頁。

84 如果是人為因素導致，則稱為墮胎或人工流產。
X5 
參: Moore, The Developing Human, I 03; Larsen, Human Embryology, 

48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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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胎兒依舊處於死亡的危險中，為避免尙未受冼即去世的情形

發生，《天主教法典》有著下列的相關規定86 : 

· 法典 867 條 2 項：如累嬰兒在死亡危險之中，應立刻為他

泛行：．先f墨。

．法典 868 條 2 項：天主教信徒父毋，恙至非天主教信徒父

母之嬰兒，在死亡的危險中，即使父毋不同意，仍能令法地

為嬰孩~;1先。

（二）早（流）產而無存活希望的胎兒

由於廿六週 1LMP廿八週之前出生的早口荒產兒，幾乎沒

有存活下來的機會，通常在出生後數小時之內即會死亡，而許

多不幸被墮胎的胎兒，有時離開母體時也尙未死亡 87 , 面對這

些情形下的胎兒，《天主教去典》中所提出的處理方式為：

· 法典 871 條： 「流產枱兒如累仍；治者，應盡可能為之旋fr

洗禮」°

去典的精神，在於認定流產胎兒也是人，因此只要仍然活

者，應盡可能為之施冼以免除原罪，這點是無庸置疑的。但是

在這個階段中的胎兒有著較為複雜的情凡， 1983 年的新法典中

並沒有說明，因此需要參考 1917 年舊版《天主教法典》的內容，

86 《天主教去典}'867-868 條

87 有些較晚期的墮胎勺已上＾「計產」而非先行破壞胎兒旳方式實施，

胎兒在產叫受有時仍鉄仔启著，亻旦f這即遭到故寶棄置而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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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法典 871 條加以解釋88 : 

· 法典 746 條 1 項：在毋找中的艙兒，如累有正帝出士的充

分希望，不可先行妥洗。

2 項：怡兒出士時有死亡危險，焓霎出頭部，立即在其頭都

泛以；克禮。倘焓出士後未死，亦不必重新~;克。

3 項：在死亡危險中，焓霎出頭部外的肢體，噹在該肢體上

泛以洧條件的洗禮。倘焓出士後未死，如累出士後仍士

存，則有條件的再行洗禮。

4 項：焓孕婦元去，而拾兒經手術取出後仍然存淆，噹然必

須泛以洗禮。焓是1. 9e. 不睛，則有條件~;克。

5 項：有死亡危險的怡兒焓在母及中受．先，出士後如尚士

存，應再泛以有條件的洗禮。

· 法典 747 條：應注意流主的拾兒，黑論何時出 1. J 只妻磴

定仍淆箸，應立即~;}t. J 焓是士死不明，則有條件旋洗。

· 法典 748 條：畸彬或異帝的怡兒，只妻仍；洽箸，即應洧條

件~;克。若不磴定為一＾或多＾，則一＾恩黑11§,;件受洗，乓

他咐加條件受洗。

88 參 Edward N. Peters ed., The 1917 or Pio-Benedictine Code of 

Canon Law (San Francisco : Ignatius Press, 2001), 276-277, 

Can.746-748 ; Augustine Chas, A Commentary on the New Code of 

Canon Law (St. Louis: Herder Book Co., 1920), Vol. IV, Book III, 

48-52, Can.746-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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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廿六週 (LMP 廿八週）之前早（流）產的胎兒幾乎無法存

活，但對於這個時期的胎兒，教會依然將其視作自然產的嬰兒

一般看待。同時只要是胎兒仍然活著，或者在無法確定已經死

亡的情形下，教會也主張盡可能地給予施洗，以避免胎兒帶有

原罪而死亡。特別是在一些緊急的狀況下，縱使只有部分肢體

露出，也可以有條件施洗，甚至在胎兒畸形或是連體嬰的清況

下也不例外。這些例子說明了一個事實：早流產或是被墮胎

的胎兒，無論其外型是否正常，只要仍然活著，教會訓導都依

據其事實上已經被觀察到的（胎兒）身體，將其視為一個具有靈

魂的位格人而予以施洗。

四、「成形」的胚胎

從以上《天主教法典》中的相關規定上可以確認，在面對

早（流）產胎兒的洗禮間題時，特別是在面臨死亡危險時，即使

是毫無存活下去之可能，但只要胎兒尙未被確認已經死亡，教

會訓導也要求盡可能地給予洗禮。爲此，教會訓導將早口釕

產胎兒視為一個具有理性靈魂的位格人，並據此作為施以洗禮

基礎與原則，即使是早（流）產胎兒存活的時間非常短暫，也不

會放棄使其經由聖洗聖事而得救的機會。因此我們可以確定教

會事實上已經肯定那些本該在子宮中繼續發育，卻因某種原因

而導致早（流）產的胎兒，以及那些尙未出生而處於相同發育階

段的胎兒，是一位具有理性靈魂的位格人。

其實教會自建立以來，無論在傳統或法律上，始終是嚴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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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譴責墮胎的行為，這是無庸置疑的；然而有一個明顯的區別

出現在有隅墮胎是「殺人罪」的判定上，那就是只有殺死具理

性靈魂的「成形」胚胎的墮胎才是殺人罪，而殺死不具靈魂的

「未成形」胚胎雖然也是嚴重的罪行，但並不是殺人罪。換言

之，教會判定墮胎是「殺人罪」的標準，是在於所殺死的是否

是一個已經具有理性靈魂的「成形」胚胎。

前一章中已經詳加說明了有關「成形」與「未成形」胚胎

的觀念，早在教會建立之前就已經存在89 。簡言之，當時教會

傳統上對「成形」與「未成形」胎兒的區分，大致以 40 天左右

為準，其判斷標準是依據能夠被肉眼所觀察到的身體。在主曆

十世紀前所出現的一共地方教會的法律中，有關墮胎的處罰，

即是以 40 天後的成形胎兒的墮胎懲罰較重，而未成形胎兒的懲

罰較輕90 。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教會訓導的普遍看去依舊是

認為胚胎在成形之前沒有靈魂，因此「唯有在胎兒成形後，墮

89 簡述其來源有二· 一是以亞里斯多德為代表的占典胚胎學理論，
認為人類身體！胚胎 非馬上「成形」，男性胚胎需要四十天、

女性需要九十天才算完整存在，其二是來自《七十賢士譯本》之

《出谷紀》第廿一章中，對造成「成形」與「未成形」胎兒之死

亡所應受的懲罰上的差異而產生。這兩個傳統觀念影響了戴爾都

良、聖巴西略、聖孰羅尼莫、聖額我略·尼撒、聖奧斯定等教父，

以「胚胎在子宮中完全成形的那一刻起即成為人」的基礎來譴責

墮胎為殺人罪。中毌紀時，聖多瑪斯也接受亞里斯多德的胚胎需

要 40-90 天或如聖奧斯定所主張的 46 天才成形的理論。在亞里

斯多德－多瑪斯的觀點下，「延緩的成人化過程」或「延緩的賦

予靈魂」的理論於是產生。

90 參： Grisez,Abortion, 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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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才是殺人罪」（）］。匱到十九世紀現代胚胎學界者藉顯微鏡的

發明，能觀察到受精作用與早期胚胎的發育過程後，教宗比約

九世才於 1869 年廢除了教會法在處罰早期墮胎中「未成形」與

「成形」胚胎之間的區分92 。

總之，十九世紀前，教會訓導雖不認爲「未成形」的胚胎

是人，但卻肯定－個有著「已成形」身體的胚胎是一個有靈魂

的位格人，因此判決殺死這胚胎就是殺人罪。藉著這個具體的

例子可以確認，從教會建立之初，教會訓導事實上就已經肯定

已成形的胚胎是一個具有身體與理性靈魂的位格人。

五、綜合分析

本節以回溯發育過程的順序，逐步從成人與兒童、嬰兒、

早\ i茫產胎兒一匱到成形的胚胎為止，說明教會訓導在這些可

91 
參 Gratian. Decretum, 2.32.2.8-10; Innocent IIL Sicut ex litteratwn; 

Gregory IX, Decretum, 5.12.20, in Cmpus Juris canunici; cf. John 

Noonan, ed., "An almost absolute in History", in The Morality of 

Abortion: Leg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Mass 

Han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20-21; Grisez, Abortion, 152-153; 

S八tus V. Ef(,·ae11atum, in Cod瓦is iurisfonts. P. Gasparri ed. (Roma. 

192 可. \ ol. l. 308; Gregory XlV, Sedes apostolica. in Codicis iuris 

fonts. \ ol. I. 330-331 

92 參 Pius IX .. .Jposrolica Sedis moderationi (12. October 1869), Acta 

Sanctae Seclis .. .JSS 5 (1S69). 317: cf. Roger J Huser. The Crime of 

Abortion in Canon Lem I\\ ash111gton D.C.: Catholic l'ni\ ersity of 

American Press, 1942), 71-78 、 oonan. ..An almost absolute in 

History", 39; Grisez, Abortion. I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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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類比的例子上，已經根據「科學性的證據」對不同階段的人

類個體是否符合「每個人都是一位具有理性靈魂的位格人」這

個基礎定義，分別進行了哲學上的推理而做出了重要的判斷。

而在這些具體的例子中，教會訓導已以「隱含的」方式呈現其

哲學推理與判斷。

以「原罪」與「聖洗聖事」的信理為例，教會雖然在這個

訓導內容中說明「人人都有原罪，必須經由洗禮才能得救而獲

得永生」的信理，但我們透過這個信理內容，便能確認「唯有

一個具有理性靈魂的人」才會有原罪、才需要領受洗禮這個「隱

含的」原則與基礎。而且，根據《天主教法典》中所定義能夠

受洗的主體：「成人、兒童、嬰兒與早（流）產胎兒」的這些具

體例子，也可證明教會訓導事實上已經「隱含地」肯定了他們

皆為一個具有理性靈魂的位格人。這說明了教會訓導傳統中，

的確有一個「隱含的標準」存在，訓導權也根據這個「隱含的

標準」 ，分別對一些發育過程中的人類個體是一個擁有理性靈

魂的位格做出判斷。

其實，教會訓導根據「科學性證據」進行哲學上的推理，

做出「不同的階段的人類個體都是一位具有理性靈魂的位格人」

的重要判斷，是根據兩項非哲學性的「科學性資料」 : 

1. 一切發育階段中的人類個體，皆來自人類雙親所生，或至

少必須要有來自生物學上的親代基因 93 。遺傳學已經證

93 人類是行有性生殖的生物體，在自然惰況下需要經由性行為而繁

衍後代，然而人工生殖技術的產生，使得人類軀須經由性行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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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個物種所產生的後代只能是同一物種，不可能會出

現不同物種的後代。因此，由人類雙親所繁衍的後代也必

然是人類，即使透過生物科技以無性生殖所產生的個體，

也不能悖離這個科學上的事實。

2. 無論是在生長發育過程中的哪一個階段，透過普遍的常識

或科學的檢驗，每個人類個體都具有可被觀察與檢視到的

身體。前已說明，「成形的胚胎是一個有靈魂的人」，而

且已為教會傳恍與法律所接受；至於早（｛盯產胎兒、嬰

兒、兒童與成人，更是毋須透過精密科學檢驗來確認其為

人類個體，憧需以其可被觀察到的活者旳身體，即能按照

常識來判斷出這是一個人類，而非其他物種。

至此，我們可以確定，經由科學上的檢驗與哲學性的推理，

過去訓導權已經建立並使用了一個「隱含的標準」 ，而對處於

不同發育階段中的人類個體是否為位格做出了判斷。簡言之，

如果證明人的身體存在，便能確認其理性靈魂存在，一個人也

存在；而如果一個身體與理性靈魂整體的人存在，這個人就是

一個按照天主肖像所造的位格人。

可在體外產生下一代，但輝論如何皆需要來自於雙親的生殖細

胞。另外，體細胞核轉殖（複製技術）的發明，雖鈥不再需要來

自父親旳清子參與，但是所形成的接合子中，仍鈥具有來自於「供

核者」雙親的遺傳基因。這個部分將於第四章中洋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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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提供教會訓導＿园可行的建議

透過上選分析，現在我們將要說明這個「隱含的標準」在

現代生物學與人類胚胎學所提供的最新證據下，同樣能夠應用

在人類接合子與早期胚胎這個最初發育階段的人類個體上。本

節首先要回應現代教會訓導當局所提出「在人類生命的最起初

能夠辨識出位格性的臨在」的邀請，同時指出訓導當局不介入

的「賦予靈魂時刻」上的哲學爭論困境已獲得一個解決的途徑。

接著要將訓導權過去已使用之「隱含的標準」 ，具體應用在人

煩個體最初期的發育階段，即接合子與早期胚胎的判斷上。最

後將根據這個「隱含的標準」 ，對訓導當局在思考「定義接合

子與早期胚胎的位格性」的問題上，提出一具體可行的建議。

一、對教會訓導文件的回應： 「賦予靈魂時刻」哲學

爭腩的解決之道

經過本書第二章的詳細歷史性分析後，我們已知「賦予靈

魂時刻」哲學爭論的產生與凸革，是受到當時科學技術上的限

制，亞里斯多憶與聖多瑪斯等學者對受精作用的發生與早期胚

胎發育過程並不瞭解，同時也無法觀察到人的身體已存在的事

實，最後導致了錯誤的結論，誤認為在四十天前尙未產生人的

身體，因此沒有理智的靈魂的存在，也沒有人的產生。縱使如

此，亞里斯多憶與聖多瑪斯所使用的哲學推論方去與邏輯，仍

陝具有參考價值，同時也呼應了教會訓導的邀請，即根據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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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證據進行一個哲學性的推理來尋求最後的答案。

此外，亞里斯多德與聖多瑪斯對身體與靈魂同時產生的這

個概念，與教會訓導已建立的「人的身體與理性靈魂是同時開

始存在」的哲學推理要素也是一致的。雖然精神性的靈魂皿法

以科學方式檢驗出，也皿去以實險「直接」證明其開始存在的

時刻為何，但教會訓導已提供了另一條「間接」而合理地判斷

「賦予靈魂時刻」的方式，就是根據能夠被觀察到的一個曰舌

著的人的身體」 Ii,ing human bod、 · 可以確認其理性靈魂同時
也存在。這也就是教會訓導過去在判斷一個具有理性靈魂的位

格人時所使用的「隱含的標準」，也是一條解決「賦予靈魂時

刻」哲學爭論的途徑。

二、教會訓導「隱含的標準」在接合子的位格性判斷

上之應用

本段將根據前兩章中對教會訓導文件與歷史脈絡上所做旳

分析，以及本章指出的教會訓導所使用的哲學推理要素與「隱

含的標準」，配合科學性證據，對教會訓導已經建立的判斷「位

格人」與其本質行義之內容做一個脈絡性的綜合說明，並歸納

一個具體的哲學推論方式對人類接合子是否具位格性加以檢視

與判斷，最後做出人類接合子是－個具有靈魂的位格人的結論。

（一）與生物學資料互相配合的哲學分析：位格是一位具

有身體與靈魂整體的人

前已說明，人是按照天主肖像而受造的，是一個同時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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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性和精神性的存有。藉耶穌基督降生成人奧蹟所啓示的眞

理，我們能理解與肯定「人」在其本性上，就是「物質性的身

體」與「精神性的理性靈魂」兩個缺一不可的要素所結合成的

存有。而其中，「物質性的身體」是我們可以確認一個人類個

體生活在世界上的眞實基礎與唯一途徑。因此，來自生物學上

的資料提供了一個人類個體的組成與構造，並說明此體的確是

屬於人類這個物種的成員之一；而來自胚胎學上的證據，則能

說明一個人類個體與其身體是如何發生與發育的整個過程。

整體來說，教會訓導在啓示的光照下，按照來自客觀的科

學性證據與資料，經由理性的哲學推理，完整說明了關於「人」

的整體意義：每一個人類存有按照其本性、也就是「人類位格」

的本性，都是一個具有理性靈魂與身體整體的「位格人」。

（二）教會訓導已經使用的「隱含的標準」：身體的存在

足以判斷位格人的存在

教會訓導雖然一方面已經指出受精作用的發生，就是接合

子產生的時刻，即為人類生命與身體的開端。但另一方面對「擁

有人的理性靈魂」與「成為位格」是否同時在接合子形成時完

成，其態度卻是有所保留的。然而，在現代人類胚胎學與科學

技術發展的協助下，我們已能推翻「延緩的成人化」或「延遲

的賦予靈魂」的錯誤性結論。儘管如此，古代學者、教父及中

世紀的學者們認為「成為人的身體開始存在的那一刻，即代表

著理性靈魂的到來，也是一個具有身體與理性靈魂的位格人開

始存在的時刻」，這個哲學推理的方式與邏輯，是正確無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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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一個可被觀察到的身體，是一切以人類為主體的人

學探討上之本質基礎。身體的存在，即表示理性靈魂的存在，

這個哲學原則在客觀科學性證據的協助下，已為教會訓導所接

受。藉由一些可供類比的具體例子，教會訓導過去在判斷一個

位格人上，已使用這個哺巻含的標準」；而這個「隱含的標準」'

已足以成為一條能夠合理解決「賦予靈魂時刻」哲學爭論的途

徑。因此可以確認，在不同階段的人類個體都是一位具有理性

靈魂的位格人：只要證明人的身體存在，便能確認其理性靈魂

存在，一個人也存在；如果一個身體與理性靈魂整體的人存在，

這個人就是一個按照天主肖像所造的位格人。

（三）接合子具有人的身體，也擁有人的理性靈魂，因此

能被定義為位格人

首先，在以下《生命的恩賜》的這段話裡，信理部引用《對

蓄意墮胎的聲明》中所提出來自胚胎學上的資料，陳述並說明

「受精作用」的發生，就是一個新人類個體與其身體形成的具

體時刻：

本部重中《有闕蓄意墮胎的聲明》的訓導：「從卵子

受孕的時候起，新生命就開始了，該生命非屬父親或母親，

而是一個新的丶成長中的人類生命。若非他此刻已是人，

他永遠也不會成爲人。封此明颜存在的證據，現代遠傳學

提供了珍貴的證明。它表明從最初的一刻超，一初發展程

序已經確定了這個生命將要成爲的是：一個人，此一個別

的人的特徵也都已經決定了。從受孕時起這一個人類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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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險旅程也開始了，他的每一項能力都需要時間，需要

很長一段時間使其各就其位，並且發生作用。」上述的訓

導仍屬有效，且獲進一步肯定 最新的生物科學硏究結果

已確認接合子在生物學上是一個新的人類個體94 0 

其次，信理部於 2008 年最新的文件《位格的尊嚴》中，期

確做出這樣的肯定：

「人的身體從最起初就絕不能降格月只是一團紐胞。

胚胎階段的人類身體會根據其目的因，依著既定好的程序

逐漸發展，如同每個嬰兒出生後的成長一樣明頻。 95 」

現代教會訓導已藉當代實險科學提供有隔受精作用與胚胎

發育過程的客觀證據，以科學性的語言證明了人類接合子是一

個新的人類個體，且具有人類身體的最初樣貌。事實上，由受

精作用而產生的這個細胞「接合子」，與其他身體內的體細胞

全然不同，因為人體的所有細胞與其衍生物，皆是由接合子這

個細胞不斷分裂與分化後而產生的，因此接合子不但是人的第

一個細胞，更是一個全新、獨一無二的人類身體之開端。因此，

根據生物學所提供的珍貴資料，訓導權得以肯定：在「受精作

用」與人類接合子所產生的這個具體時刻，即是一個新的人類

身體與人類生命存在的開端。這個來自客觀的科學性證據之人

類身體開始存在的事實，即為訓導權使用「隱含的標準」來判

94 
《生命旳恩賜》 78 ; 參 《對蓄意墮胎的聲明》 12-13 。本段同時

也被引用在《生命的福音》 60 。
95 
《位格的尊嚴》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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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在接合子之位格性上不可或缺的基礎。

可見，根據現代胚胎學所提供的寶貴資料與證據下，教會

訓導已經肯定受精作用的發生，也就是接合子產生的時刻，即

為一個新的人類身體開始存在的具體時刻。再者，按照教會訓

導「每一個人類存有，按隰其本性、也就是人類位格的本性，

都是一個具有理性靈魂與身體整體的位格人」，人類接合子是

每一個人類存有的必經階段，整個人體也是由接合子所發育而

成，因此做為人類成員中一份子的接合子，按照人的本性，確

實是一個具有身體與理性靈魂整體的位格人。最後，教會訓導

曾對不同發育階段中的人類個體做出判斷時，使用了「隱含的

標準」：「如果證明人的身體存在，便能確認其理性靈魂存在、

一個人也存在；如果一個身體與理性覈魂整體的人存在，這個

人就是一個按照天主肖像所造的位格人」。至此，我們同樣也

可使用這個「隱含的標準」來檢驗接合子。現代人類胚胎學已

經證明接合子是一個全新、獨一無二的人類身體，同時教會訓

導也肯定了這個客觀的科學性證據，因此人類接合子的身體存

在，其必然擁有理性靈魂，而這個具有身體與理性靈魂的人類

接合子，就是一個按照天主肖像所造的位格人。

三、提供教會訓導一個具體可行的建議

本書分析至此，加以訓導權已建立的隱含標準，現在可以

針對教會訓導的邀請，提出合理的回應與可行的建議如下：

L 有關「每一個人類存有按照其本性，也就是人類位格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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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都是一個具有理性靈魂與身體整體的位格人」的基礎

定義，是來自教會訓導已經建立的「人的本性」與「人的

位格」教義中，所使用的哲學推論要素。

2. 有關「只要證明人的身體存在，便能確認其理性靈魂存

在，一個人也存在；如果一個身體與理性靈魂整體的人存

在，這個人就是一個按照天主肖像所造的位格人」這個判

斷位格性的標準，一方面是來自古代學者與教父們對人類

生成探討上的一個歷史脈絡的分析，另一方面則來自教會

訓導過去在判斷不同發育階段中的人類個體位格性時已

經使用的「隱含的標準」。

3. 有關「賦予靈魂時刻」上的哲學爭論，在現代人類胚胎學

的建立與其所提供的客觀科學證據下，並根據前述兩點來

自於教會訓導本身已建立的原則與基礎，已經獲得一條解

決的途徑：只要證期一個人的身體存在，便能確認其理性

靈魂的存在。因此在受精作用完成、接合子產生的同時，

「即刻的賦予靈魂」才是一個合理而正確的哲學主張。

4 現代胚胎學所提供的珍貴科學性證據，可以確定人類接合

子是一個具有可被觀察到身體之新的人類個體。而透過理

智的運用與哲學的推理，按照人的本性，這個新的人類個

體以一個「身體與理性靈魂整體的人」存在於世，是一個

按照天主肖像所造的位格人。

現在，重新省思在第一章中所提出教會訓導的提問： 「有

關人類胚胎的科學趼究已提供了珍貴的證據，透過運用理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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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悟，能在一個人類生命的起初階段即辨識出其位格性的臨

在：一個人類個體怎能不是一個位格呢? 96」顯而易見地，在

訓導當局的心目中已有了一個清楚而堅定的答案· 按照人的本

性，人類接合子本體上的地位 (Ontological Status of Human Zygote .i' 

不僅僅是如同位格人一般\ as a person 1' 而實實在在的是一個位

格人口s a person) 。正因人類接合子是一個位格人，教會在近代

訓導文件中一再強調的「每個人類在其存在的最初那一刻超就

必須如同位格一般的受尊重」 97與「人類從受孕那一刻開始，

造到自然死亡月止，都必須承認他有位格尊嚴」 98這兩句話，

才能顯示出其眞正的意義與重要性。

結 五
C
J

__ __0 

本章根據對人類生成問題探討的歷史脈絡分析，配合教會

訓導所使用的哲學推理要素，說明了「人」的整體意義在於每

一個人類存有按照其本性，都是一個具有理性靈魂與身體整體

的「位格人」。而根據教會訓導在過去曾使用做為判斷位格性

的可供類比的具體例子，說明了教會訓導已經使用的「隱含的

標準」，就是只要一個人的身體存在，其理性靈魂就必然存在，

96 
《生命的恩賜》 78-79 。

97 
《生命的恩賜》 77 。

丶 亡咯的尊嚴》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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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個身體與理性靈魂整體的人就是一個按照天主肖像所造

的位格人。這不但協助訓導當局解決了「賦予靈魂時刻」上的

爭議，也進一步地說明了現代胚胎學所提供的客觀證據已經證

明人類接合子具有人的身體，只要按照哲學推論的要素加以分

祈，並以訓導權所使用的「隱含的標準」來加以檢瞼，如此便

可得出人類接合子就是一個具有理性靈魂的位格人這個結論。

教會訓導因此能夠根據以上所提出的分析與邏輯，對人類接合

子是否具有位格性的問題上，做出一個肯定的定義與定斷。

下一章將按照現代人類胚胎學所提供的科學性證據，對人

類接合子與早期胚胎做一詳細介紹，以幫助我們更加清楚瞭解

人類在發育過程中最初階段上的種種變化，並藉此證明一個單

細胞人類接合子即為一個人的身體。同時，有鑑於現代生物科

技的發展，人類接合子身體產生的方式，已不再侷限於只能

經由性行為與體內受精發生的自然途徑，這使得除了一匱存在

的墮胎問題與墮胎性「阻止成孕」\ contraception 之外，來自於

人工生殖技術、胚胎及胚胎幹細胞研究等新興科技也對早期人

類胚胎帶來更多的生命威脅。因此，我們將詳細說明在自然情

品下受精作用發生與身體形成的機制；並說明以現代輔助生殖

技術與細性生殖技術製造人類接合子身體的一些途徑；最後

將對人類身體，即單細胞接合子的早期發育過程做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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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性的證據：接合子是人的身體

現代生物學與胚胎學提供了許多寶貴知識，幫助我們瞭解

一個人類個體身體的形成與生命是如何開始，及其身體在出生

前每一個階段的變化、發育及成長。若缺乏人類胚胎學的知識

作為基礎，在任何哲學、生命倫理學、神學的研究及論進，甚

至公共政策與去律制訂上，都將會不夠客觀與完整，甚至會產

生錯誤。本書第二章已經說明，在現代胚胎學建立之前，以亞

里斯多德－多瑪斯為代表的古代人學對人類生成時刻上的錯誤

結論，就是一個清楚的例子，即使其哲學推理方法與邏輯是正

確的。這也與我們在第三章中，根據教會訓導已經使用的「隱

含的標準」所提出「可被檢驗出的人體存在，其理性靈魂就必

然存在，而一個身體與理性靈魂整體的人就是一個位格人」這

樣的可行建議一致。因此本章將針對教會訓導的邀請］，進一步

說明一個單細胞接合子不但是一個人類生物體生命的開始，同

時也是其身體形成之開端。

本章首先將根據現代生物學對「生物體」的定義及所具有

l 即《生命的恩賜》 I-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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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生命現象，來說明父母的精卵在受精作用後形成的新人

類個體 接合子，就是一個新人類生物體其身體的開端。由於

此形成與整個發育過程皆是十分重要的證據，因此接下來將按

昭現代人類胚胎學，詳細說明一個人類身體（接合子）是如何經

由受精作用而形成，並透過身體形成後，在早期（十四日）與胚

胎期（八週）中，進一步說明此單細胞接合子是如何在很短的時

間內，發育、成長與分化成為具有各種複雜組織與器官的胎兒。

最後，由於人工生殖技術與新興生物科技的不斷發展，一個新

的人類身體也能經由人工方式，包括沒有性行為發生之人工授

精、體外授精與其他輔助生殖技術，及一些最新的人工無性生

殖技術， 「製造」出一個人類接合子。這種以人工方式製造出

來的人類接合子，無論其形成的方式與途徑為何，都與自然生

殖所形成的接合子完全一樣，是一個會繼續不斷生長與發育下

去的人的身體，因而也再一次證明了接合子就是人的身體這個

生物學上的事實與證據。

第一節 人類接合子是一1回單細胞生物體

生物體 (organism' 又稱生命體或有機體）泛指一切有生命的，

能實現全部生命活動的生物個體，包括原核生物、眞核原生生

物、植物和動物等。地球上的生物體有數百萬種，各種生物體

的型態大小差異甚大，基本能分成兩大類：單細胞生物體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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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生物體。但無論如何，只要是生物體，就應具有一些共同

的生命現象，否則就是無生物（佃機體）了。「生物體」這個中

文名詞要較英文 organism 更為貼切、更具意義；它適切地說明

並指出一個重點：一個有生命之物體的身體。誠如本書第二章

曾說明的，古代學者們是以「肉眼」所能觀察到的物體而建立

了生物學與胚胎學，進而發展出整個對人類生成的哲學推理，

而「肉眼」所能觀察到的生物，正是其「身體」。因此「生物

體」一詞包含了雙重的重要意義：一是生物本身這個存有，二

是其能察覺、可被觀察到、活著的「身體」。

一、單細胞與多細胞生物體的身體

根據現有的化石證據顯示，最原始的生命 單細胞原核生

物體 (prokaryotes) 在地球上約出現於 35 億年前；原始的生命是

以單細胞的型式存在，而單細胞眞核生物體 (eukaryotes) 2則是

在 14-25 億年前出現3 。之後大約在 5.5-6.5 億年前，因為環境

的變異以及單細胞本身的基因產生變異，使得許多單細胞生物

體群聚一起而有利於生存，例如外層細胞可以形成一個保護

層，使內部細胞不易受到環境傷害，或是外層細胞可以讓個體

「原核生物體」 (prokaryotes) 指的是其細胞構造上缺乏核膜，所

有的染色體都裸露在外，同時也缺少粒腺體或葉綠體。其餘的生

物體都屬於「眞核生物體」 (eukaryotes) 。

3 參： Joseph S. Levine & Kenneth R. Miller, Riolo頲圧scovering L成
(Lexington, D.C.: Heath and Co., 1995), 24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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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好在惡劣的環境中更容易獲取食物。這樣的群聚與功能

性改變，就是「分化」現象 (differentiation) 的發生，讓身體不同

部位的細胞經由「分化」而成為具有不同功能的細胞。「分化」

現象，一方面是由於基因的變異加上環境選擇所產生的結果，

另一方面也是多細胞生物體出現的主要原因＼

匱到現代，地球上的生物體種類雖然繁多，但其基本構造

卻一樣，都是由細胞構成的。有些原始的生物體僅由一個單細

胞構成，叫做「單細胞生物體」 (single-cell organisms)' 如細菌、

矽藻和眼蟲等，它們都具有代謝、生長、生殖和感應等生命現

象；但大部分生物體則由許多細胞組成，稱為「多細胞生物體」

(multicellular organisms)' 而多細胞生物體體內不同的體細胞，其

負責的功能各不相同，所含有的胞器也不完全一樣，它們彼此

分工合作，以維持整個生物體的生命現象。

無論是單細胞或多細胞生物體，每種細胞都有其一定可辨

認的大小、形狀，具有細胞膜\ plasma membrane l' 可將其細胞

內的物質與外邊環境分離。細胞內還有許多胞器\ organelles l' 

如中心粒、基粒、粒線體、內質網、核醣體、高基氏體、溶體、

液胞等。細胞核則可藉染色方法被看見。有特殊的絲狀物，叫

染色體 chromosome 1' 由核酸和蛋白質所組成，在細胞分裂的

時候特別明顯。核酸以去氧核糖核酸 (DNA1 為主，裡面有基因

參: Werner A. Millier, Developmental Biolo忠,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Inc., 1997), 259; Levine & Miller, Biology: Discovering Life, 

256-258. 



第四圭 科學性妁鐙~牻：殺令孑走人妁身體 167 

gene I 遺傳的單位，為一切生命現象最原始的動力。

在行有注生殖的多細胞生物體中，為確保子代的染色體套

數維持與親代相同之雙套 (diploid)' 親代雙方必須先行產生單

套 (haploid 1 染色體的生殖細胞＼精子、卯子 ，透過受精作用而

形成一個擁有雙套染色體的單細胞接合子。因此，任何行有性

生殖而產生新個體＼子代）的多細胞生物體，其本身都必然是從

一個單細胞接合子來展開其生命的旅程與身體的發育。換言

之，所有的多細胞生物體，都必然是以一個單細胞身體（接合子

的形式開始存在於世，而它無論在其生理功能或生命現象上，

皆與一個單細胞生物體相類似5 。在受精作用完成後，接合子隨

即展開第一次有絲分裂而成為一個雙細胞的身體（下詳＼，之後

經過無數次的有絲分裂後，細胞數量不斷增加，身體也開始快

速長大、發育，最終成為一個有著無數細胞的成熟身體。

總之，每個成熟人類生物體的身體，皆是由最初一個細胞

的身體直細胞接合子＼經過不斷的分裂，逐漸發育、分化與成

長，而成為一個擁有數十兆細胞的身體。

5 參: Werner A. Muller, Developmental Riolo卽,, 114, 151; Levine & 

Miller, Biology: Discovering Life, 354. Keith L. Moore & T.V.N. 

Persaud, The Developing Human: Clinically Oriented Emb吖olo題

(Philadelphia: Saunders, 2003), 2, 14; William J. Larsen, Human 

Emb吖ology (New York: Churchill Livingstone, 2001), I, 11; Claude 

Alvin Villee, Biology, 7th ed, (Philadelphia: W.B. Saunders Co. Ltd, 

1985), 166-167: 李文權，《人類遺傳學》（台北藝圖書軒， 2002 l , 

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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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物體的意義：具一亻目能表現出生命現象的身體

一個生物體之有別於無生命的物體，在於其擁有一個能夠

表現出許多「生命現象」的身體；我們尙可根據其身體的各種

生理性質來特性化，如大小、形狀、化學成分、舌動性與其可

供觀察到的特性，加以分析後得到一些共同特殊性質，來界定

生物體的意義。反之，一個沒有生命現象的物體（非生物體）不

會有一個「身體」；而一個死亡不再表現出生命現象）的生物體

的「身體」 ，只能稱為屍體或是一堆有機物質，也不能再是一

個生物體。這個具有特殊性質的生命現象，對單細胞生物體而

言，已是一能表現出單一生命現象的身體。而對多細胞生物體

而言，體內許多的「體細胞」雖也有其基本生命現象，但與其

整個身體的生命現象截然不同；一個多細胞生物體在其體內各

種不同的體細胞間，各司其職、分工合作，整個身體表現出複

雜而單一的生命現象。因此，所有的生物體，無論是單細胞或

多細胞，都必須具有下列共同的生命現象特徵，包括特殊的組

織、運動、新陳代謝、生長與生殖。一般多細胞生物體的個別

體細胞，除了維持其細胞的基本運作能力外，並不眞正具有這

些特徵。而作為多細胞生物體開端的單細胞接合子，在形成的

那一刻起，與其他以單細胞型態生存的生物體一樣，已具備了

一個生物體所有的生命特徵6 。分別說明如下：

參 Neil A. Campbell, Biolog (Redwood City: Benjamin Cummings, 

1990), 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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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殊的組織

生命的最小單位稱為細胞。任何生物體的身體都有一定的

外貌，即大小、形狀、構造等，都是由不同的細胞所組織的。

一些較高等的生物體，是由幾千萬、甚至幾兆的細胞所組成；

而其整個身體，即為所有體細胞之協調、整合，成為一個有生

理機能並表現出生命現象的個體。人類的身體由數十兆個細咆

構成，許多功能相同的細胞組成組織 (tissues)' 不同的組織又

組成器官 (organs) 、不同的器官又組成系統 (organ system)' 所

有的系統、器官、組織與細胞整合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分工

合作地維繫著身體的生理運作並展現出其生命現象。例如：人

類的呼吸系統由鼻子、氣管、肺、橫隔膜等組成，而每個器官

有不同組織。這些體制是非常嚴謹與整合的，身體才會有效地

運作。而整個身體與其體內所有的系統、器官、組織中的細胞，

皆是由起初的那一個身體（單細胞接合子）發育、分化而來。因

此單細胞接合子不但已具有一個特化單細胞生物體細胞必要的

特殊組織，也將隨著不斷的發育與分化，逐漸成長為具有複雜

的細胞群 組織、器官與系統的整個成熟生物個體的身體＼

（二）運動

高等多細胞動物的運動都靠肌肉作用，較低等的動物如海

7 參: Villee, Biology, 27; Levine & Miller, Biology: Discovering Life, l; 

George B. Johnson, Holt Biology: Visualizing L浪 (Orlando,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9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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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珊瑚、水蝗、牡蠣及一些寄生蟲，則靠絨毛 cilia 1 或鞭毛

flagella) 的擺動來獲取食物。微小的單細胞原生生物體也靠鞭

毛或其細胞質的緩緩流動，例如變形蟲運動 (amoeboid motion 1 來

移動。而接合子在形成後，一方面本身繼續不斷地發育，另一

方面則由輸卵管漫慢運動至子宮，最後於子宮內膜著床＼

（三）新陳代榭

每一個生物體內皆會不斷進行各種化學反應，以供其本身

生長、維持、修補與自我更新，這些化學反應的總和便稱為新

陳代謝 l metabolism 。新陳代謝可分為同化作用與異化作用兩

種，這是互相對立卻又密不可分的兩種作用，是生命現象的基

礎，也是一個生物體最重要和基本的特徵。新陳作用 1 anabolism l 

也稱爲同化作用，是指生物體不停地從外界攝取物質和能量，

將它們轉化為自身的物質並貯存可利用的能量。代謝作用

catabolism 1 又稱為異化作用，則是一個相反的過程，是生物體

將存在於分子內之能量分解，並轉變為動能和熱量，以供生命

活動與維繫生命之需要，同時產生並排除廢物。這兩種作用密

切結合在一起，從而構成動態的生命現象。

事實上，所有的生命現象均是靠新陳代謝而彰顯出來的。

新陳代謝是嚴謹有序、由一連串的動態機制所構成，如果此動

態機制中某一部分被阻斷，則整個過程就會被打亂，生物體的

8 參 Villee, Biology, 28; Levine & Miller, Biolo嬰圧scovering Life, 2; 

Johnson, Holt Biology,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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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也將會受到威脅，嚴重時甚至會導致生命的終結。而接合

子在形成之初，即開始以代謝作用維繫其生命：當著床完成後，

方面繼續代謝作用，另一方面則能透過母體而得到所需的養

分而開始新陳作用 9 。

（四）生長

生物體依靠外界吸收食物而生長；但吸收的食物在化學成

分上常常與自身不同，它用化學方法把這些食物轉化為自身的

一部分。當同化作用所組成的物質超過異化作用的消耗時，生

物體就有生長現象。人類從受孕時的單細胞接合子，到出生時

只有幾公斤的體重，直到成年後有幾十公斤，甚至幾百公斤，

這便是生長。生物體的生長，可能是單一細胞的體積增大，也

可能是細胞數目增多，造成生物體本身質量的增加。

測量生長是生命現象重要的一環。對於單細胞的微生物而

言，每個個體會長大，不過大小之間差別並非如動物一樣大：

而細胞數目的增多，則是屬於單細胞生物體的生殖現象。對多

細胞生物體而言，生長現象則包括了單一細胞的長大與細胞數

目的增多兩種。接合子的生長一直到桑楳胚期時，只有細胞數

量的增加，而自囊胚期透明帶消失後，則體積與數目皆開始增

加。大多數動物都有特定的生長期，待生物體成長到一定大小

時便停止；而生長過程中，每一器官皆持續執行其功能，這是

9 
參： Villee, Riolo頲， 26; Levine & Miller, Riolo忠·: Discovering Life, I; 

Johnson, Holt Riolo箜，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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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作用顯著的現象之一10 0 

（五）生殖

生物體生長到達成熟程度，就能透過生殖作用產生出新的

世代。若說沒有新陳代謝，生物體不能稱為「活的」 ；而若沒

有生殖現象，「活的」生物體也不能繁衍下去。因此，生殖之

目的在於延續種族；生殖使不能長存的生物個體得以延續。生

物體具有遺偉性，每個生物物種都能把原有之種族特性維持下

去 (species conservation)' 即生物體（親代）可以生產出新的同種

個體（子代），而子代與親代在基本上總是一致的。

生殖過程因各種生物體不同，主要有「無性生殖」和「有

性生殖」兩種。無性生殖不涉及性別，沒有受精過程，如單細

胞生物體的分裂，或多細胞生物體的出芽生殖，近年來所發展

出的「複製」 (cloning) 技術也屬於無性生殖的一種。有性生殖

的模式是由兩個來自於親代的生殖細胞融合為一，成為一個單

細胞的接合子，接合子再繼續分化、發育成為子代的成熟個體，

並繼續產生生殖細胞以進行新一世代的有性生殖。

與無性生殖相比，有性生殖的後代遺傳性狀是父母雙方遺

傳世狀的組合，而且子代必然是從一個單細胞（接合子）開始發

育而成；無性生殖產生的子代的遺傳性狀與其親代幾乎完全相

同，子代則根據物種的不同，而有單細胞或多細胞生物體的兩

10 參： Villee, Biology, 29-30; Levine & Miller, Biology: Discovering 

Life, 2; Johnson, Holt Biology,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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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可能性n 。生殖作用是生命現象最重要的一環，沒有了生殖，

一個物種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下去的12 。

總之，人類單細胞接合子與其體細胞不同：一個體細胞除

了僅具有維持一個細胞的基本功能外，其主要存在目的是為所

屬的整個生物體中某些特殊生命現象之運行而工作，例如肌肉

細胞負責生物體的運動、神經細胞負責感應與傳遞訊息；而接

合子的存在，是作為一個生物體與其身體的開端，其目的只有

一個，就是按照所擁有的遺傅訊息，指導著（自身）整個生物體

的生長、發育與分化，直到成為一個成熟的個體。因此，一個

生物體才能具有的生命現象，能夠在一個單細胞生物體（接合子）

上陸續展開與持續發展。

三丶人類身體的開端：單細胞接合子

人類的身體，經由雙親的生殖細胞經由受精作用結合而

成，此時這個單細胞的身體（接合子）所表現出的生命現象，遠

遠超過一般的體細胞。因為每個體細胞的基本生命現象皆是為

整個生物體身體的生命現象而存在，而單細胞接合子的生命現

象與其他單細胞生物體的狀態一致，皆屬於整個生物體身體的

II 舉例而言，單細胞生物體的無性生殖為有絲分裂，由一個細胞分

裂為二，成為兩個單細胞生物體。有些多細胞動物，如水蝗的出

芽生殖，則是在原來個體上長出一新個體，之後斷開成為兩涸多

細胞旳生物體。

12 參 Villee, Biolo忠, 30; Levine & Miller, Biolo卽釖scoi-ering Life, 3; 

Johnson, Holt Biolo卽，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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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現象。不同的是，在受精作用發生後的數週內，這個單細

胞接合子將不斷地快速分裂、發育與分化，形成數千個乃至於

數百萬個細胞而形成胚胎，最終成長為一個具有數十兆個體細

胞的成人。其誾身體雖然在外形上經過許多型態上的改變，但

仍然是同一個身體，最後則從肉眼所無法觀察到的微小胚胎身

體，一匱發育到如同你我般的成熟身體。

按照現代生物學所提供的寶貴資料與證據，每一個人的身

體從起初開始，沒有任何其外來的添加物質，全都是由當初的

一個單細胞接合子發育而來。人類單細胞接合子以其本身的生

物體生命現象不斷地發育與分化著，組成人顆生物體的各種細

胞各就其位、各職所司及分工合作，使得這個新人類生物體繼

續展現其特殊的生命現象。這個來自科學上的珍貴證據，正是

在信理部《位格的尊嚴》的指示中，教會訓導對處於發育階段

最初期的人類接合子與早期胚胎所做出的明確描述： 「人的身

體從最超初就絕不能降格爲只是一圈紬胞。胚胎階段的人類身

體會根據其目的因，依著既定好的程序逐漸發展，如同每個嬰

兒出生後的成長一樣明頫」 13 。因此，按照生物學所提供的科

學性證據，我們可以再度確認一個單細胞的人類接合子，不但

是一個新的人的身體，更是一個新的人類生物體生命與存在的

開端。

13 《位格的偉儼》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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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類身體的形成與成長：

接合子的產生與早期胚胎的發育過程

由父母的精子與叩子發生受精作用，結合而成的微小、單

細胞的人類接合子，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其發育與生長過程又

如何，這正是其身體存在或「成形」的關鍵，也是本節的主要

論這宗旨 14 0 

一、體內受精：人類的自然生殖作用

在人類的有性生殖中，「生殖作用」是親代個體 I 父母＼經

由性行為的發生而產生同種類的新個體子女的一個過程。一

個新人類個體的發育始於受精作用\ fertilization 1' 也就是當男性

的精子與女比的卵子結合而成一個單細胞接合子 zygote —－人

的身體。這個高度特化、全能性 l totipotency 並充滿潛力的單細

胞生物體，就是我們每個人成為獨特個體的開端。接下來我們

將說明在人類有性生殖中，有關配子的產生、受精作用的過程

與接合子身體的形成。

14 編者按本節主要參考 Moore & Persaud, The Developing Human : 

Claude A. Villee, Biolo忠·, 7th ed, (Philadelphia: W.B. Saunders Co 

1985) : Larsen, Human Embryology ; Muller, Dei·elopmental 

Biolo忠: Levine & Miller, Biolo卽， Discovering Life 及 Linda J 

Heffner, Human Reproduction: at a Glance (Boston: Blackwell 

Science Ltd., 2001) 等書，由於頁數和細節分散，不另行標出，請

讀者自行參閱 e 其他參考資料，將隨各要點旳說E月中再做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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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殖細胞的產生

精子與卵子是高度特化的細胞，是男女個體性在其成熟

後，通過減數分裂 (meiosis) 生成的，所以僅含有體細胞染色體

的半數，為單倍體 (N) 。精子、卵子一方面是父體和母體的產

物，一方面則是子代身體的來源。

L 精子的形成

睾丸是男性產生精子的器官，精子是在睾丸的精曲小管中

生成的。精曲小管上皮中的精原細胞 (spermatogonium) 是最原始

的生精細胞。青春期以前，它是精曲小管內唯一可見的生殖細

胞。青春期之後，精原細胞不斷通過有絲分裂 (mitosis) 來增殖，

部分細胞分化為初級精母細胞 (primary spermatocyte J 。初級精母

細胞的染色體數目與體細胞一樣，為二倍體 (2N)' 核型為 46,

XY 。隨後每個初級精母細胞進入減數分裂，每個初級精母細胞

形成兩個次級精母細胞 (secondary spermatocyte)' 每個次級精母細

胞有 23 條染色體，為單倍體細胞 (NJ 。這些次級精母細胞很

快進行第二次減數分裂，每個形成兩個精細胞 (spermatid)' 一

個初級精母細胞經減數分裂形成了四個單倍體精細胞，其核型

為 23, X或 23, Y 。精細胞經變態，細胞由圓形逐漸分化，核變

得極度濃館，頂體逐漸形成，多餘的細胞質丟失，變成靈活的

蝌蚪形精子。男性性成熟後，精原細胞可不斷增殖、生長、經

減數分裂，變態後形成精子。精子數量很大，每次排精有 3-4ml

精液，達兩億多個精子，男性一生中產生的精子總數為 1012'

即一萬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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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卵子的形成

卵巢是女性產生卯子的器官，卵子是在卵巢皮質部發生

的。卵細胞是由卯原細胞 (oocytc) 發育而來，胚胎在母體子宮

內發育約第三個月時，胚胎的卵巢中卵原細胞開始進行細胞分

裂，發育成初級卵母細胞 (primary oocyte) 。初級卯母細胞的染

色體數目與體細胞一樣，為二倍體＾ ，垓型爲 46, xx 。胎

兒出生前，所有卵原細胞已發育成為初級卯母細胞。女性出生

後，不再形成初級卯母細胞。直到青春期，初級卵母細胞才能

完成它的第一次減數分裂。初級卵母細胞細胞質的分裂是不均

等的，分裂後其中之－幾乎獲得全部細胞質，體積大，稱次級

卵母細胞 (secondary oocyte 1 。另一個稱第一極體 first polar body i 0 

次級卵母細胞和第一極體的染色體數減半，為單倍體 (N) 細胞。

排卵時次級卵母細胞開始第二次減數分裂，並在輸卵管中繼續

進行，但進行到細胞分裂的中期就停止，直到受精後，才完成

第二次減數分裂，進入子宮。次級卵母細胞經第二次減數分裂，

也形成大小不同的兩個細胞，細胞質多，體積大的稱為卵細胞

(ovum)' 即成熟的卵子，另一個細胞是第二極體 (secondary polar 

bodyl 。第一極體和第二極體是無功能細胞，不久就退化消失。

因此，一個初級卵母細胞經減數分裂後形成一個成熟的卵細胞

和三個極體，它們都為單倍體細胞，核型為 23,X 。女性在嬰兒

期大約存在 200 萬個初級卵母細胞。在兒童期大多數退化了。

在青春期時，只剩下四萬個。在這些殘留的初級卯母細胞中，

只有 400 個左右達到完全成熟，排卵時排出，其餘皆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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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性成孰後每月一般只排一個卵。

（二）受精作用前：精子的活化作用

在性行為發生後，數億的精子被射出，然而大多數精子無

去抵達子宮頭 cervix 1 : 抵達子宮頸的精子一般可以存活約

24-72 小時，並需要 2-7 小時通過子宮 uterus)' 到達受精的場

所－＿輸卵管 1 oviduct 。然而，剛射出的精子並無上和卯子結

合，它們必須經過活化作用 i capacitatio正的過程。在此過程中，

黏附在精子頭部表層尖體acrosome) 15上的醣蛋白類 i glycoprotem 

和精液蛋白 i seminal proteins 將被移除；經過占化作用後的精子

外觀並皿改變，但后動力加強了許多。精子的活化作用需花費

數小時並必須在尖體作用開始前完成，尖體作用即為受精作用

的開始。

（三）受精作用：人類身體形成的第一天

經過了漫長的旅程，許多精子在抵達卵子前就已經死亡，

懂有數百個能到達輸卵管。每個精子都有能力附著上卵子，但

只有一個能穿透它。受精作用是一個複雜而連續的過程，開始

於精子與卵子的接觸，結束於接合子的第一次有絲分裂前。一

般而言，受精作用的過程需要 24 小時，受精過程大致如下：

I. 精子的尖體反應 1 acrosome reaction 1 及透明帶 (zona pellucida 1 

15 尖體是一種蓋囊狀胞器，覆蓋於精子頭部端約三分之二處，內含

數種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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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穿透：當精子接觸圍繞在卵周圍的放射冠 (corona radiata 1 

時，會進行一連串的複雜改變，導致尖體產生小的穿孔

I perforations) 並將酵素釋出，這就是尖體反應。這是受精

作用中極為重要的過程，若餌此反應，精子便及有能力穿

透放射冠。同樣地，尖體中所釋放的多種酵素也能使透明

帶發生溶解，形成一條通道讓精子通過。

2. 防止多重受精 I block to polysperm、 當第一個精子穿過透

明帶，卵子的細胞膜將會發生退極化 depolarize)' 其目的

是為阻止其他情子進入卵子，這主要是為防止多重受精機

制。第二重防止多重受精機制則是透明帶發生帶反應 I zona 

reaction)' 透明帶將被破壞以困住其他多餘的精子。

3. 精子與卵子的細胞膜融合—－接合子的形成．精子及卵子

的細胞膜連結並在連結處分解。當人類雄性配子＼精子＼

與讎性配子 I、訌的細胞膜融合時，人類接合子與最初的

人類身體就形成了。精子的頭和尾皆進入卵子的細胞質，

但將細胞膜遺留在外。在精子進入卵後，尾部會退化消

失，頭部則膨大形成精原核 I male pronucleus) 。以幹細胞學

的術語來說，接合子是「全能性」的 它能夠繼續發育

與分化成為一個完整的人類個體 16 。

16 當精子和卯子結合成接合子後的前兩三天中，接合子在這段時間

會一分爲二、二分為四 不斷的分裂，這段期間內早期胚胎中

的細胞只有量的增加，並沒有功能上的特化現象發生，這個時期

的任何一個胚葉紐胞若放入成孰女性的子宮內都有形成一個完

整胎兒的能力，在幹細胞研究的術語上，具有這種能力旳絀胞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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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卵母細胞完成第二次減數分裂並形成卵原核 (female

pronucleus) : 此一過程將確保新形成的接合子僅擁有雙套

(diploid) 染色體 17 。在精子進入卵子後，卵母細胞隨即完

成第二次減數分裂，第二極體形成並隨即排出接合子外，

因而使卵原核與精原核一樣為單倍體 (haploid) 18 。在卵母

細胞第二次減數分裂完成時，成熟卵母細胞的細胞核稱為

卵原核。在受精作用展開後約 18 小時左右，精原核與卵

原核開始融合，當接合子的雙套染色體細胞核形成之後，

隨即展開生命中的第一次有絲分裂。

總之，經歷了受精作用後，人類生命、生殖與發育史上的

第一個大事件便完成了。接合子是經由受精作用所形成，由兩

個單倍 (N) 體生殖細胞（精子與卯子）所結合的雙倍 (2N) 生物

體 (organism) ; 他（她）已然是個獨一無二的新人類個體，一半

基因來自父親，一半來自母親，全部發育所需要的遺傳訊息皆

已備齊。這個接合子，正是一個新的人類身體與生命的開始 19 0 

二、人類發育的景初兩週概況

當接合子形成時，一個新的人類身體的發育過程隨即展

為全能性幹細胞 (totipotent stem cells) 。

17 雙倍染色體是體細胞的正常型態，例如 46,XY 或 44,XX 。
18 單倍體是生殖細胞的獨有的特殊型態，即生殖細胞僅擁有單套染

色體，例如 23,X 或 23, Y 。

19 亦參： Eldon J. Gardner, Principles of Gene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75),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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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一連串息息相關、連續的成長與分化步驟，不中斷地朝向

每一個既定的目標進行，直到成為一個成熟的人類身體爲止。

（－）接合子的第一次分裂：人類發育的第二～三天

接合子完成第一次有絲分裂是在受精後約 20-30 小時，分

裂後的兩個相等的細胞稱為分裂細胞或胚葉細胞 (blastomeres) 。

隨即大約每 12 小時分裂一次，二變四，四變八，一直分裂下去，

同時接合子也從輸卵管往子宮方向移動。由於這分裂過程受到

透明帶的包裹，胚葉細胞只有數量的增加而沒有生長，體積則

逐漸減小，這階段也稱為卵裂期。在八細胞期 (8-cell stage) 後，

胚葉細胞們改變外型並彼此緊密地擠在一起形成一個細胞球。

受精後大約三天，接合子已經分裂為 12-16 個胚葉細胞，這個

發育中的人類稱為桑棋胚 (morula)' 桑棍胚的體積與接合子相

同，確保其能順利通過輸卵管。

（二）囊胚的形成：人類發育的第四～五天

受精後四日左右，桑楳胚通過輸卵管進入子宮，並分裂至

32-64 個分裂細胞。此時桑樁胚中央細胞發育出一充滿液體的

空腔稱為囊胚腔 (blastocele) 。由於透明帶尙未消失且保持原有

大小，分裂細胞變得扁平而緊密地排列在囊胚腔四周。隨著囊

胚腔的出現，卵裂期結束，此階段的胚胎稱為囊胚 (blastocyst 1 0 

囊胚的出現代表兩層不同型態細胞的產生：胚體層 embryoblast ! 

細胞和滋養層 trophoblast) 細胞。胚體層是位於囊胚中央的內細

胞團塊 (inner cell mass 1' 未來將發育成胚胎本身，即所謂的「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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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幹細胞」。滋養層則是由囊胚外表的牆狀外細胞團塊 1, outer cell 

mass 組成，此層將構成部分的胎盤。囊胚將在子宮內的分泌液

中自由地漂凈約兩天，其間透明帶逐漸退化直至消失，此時囊

胚決速增大並準備好著床作用的開始。

（三）著床作用開始：人類發育的第六天

胚胎的著床作用 1 implantation 約於受精後第六天開始，這

是人類生命與發育史上的第二件大事。囊胚附著於子宮內膜的

上皮層，滋養層細胞分必酵素腐蝕子宮內膜，以利囊胚順利植

入。緊接著這個自由的囊胚將在子宮內膜建立一個固定的處

所，從而取得母體的營養和保護，並與母親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著床作用進行的同時，滋養層細胞會分必人類絨毛膜促性腺激

素 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 hCG 促使卯巢繼續分必孕酮

Progesterone 以維繫母體之懷孕狀態。位於著床點的子宮內膜

也將增厚且微血管增生以迎接囊胚的植入，並經由血液供應囊

胚成長所需之大量養分。

著床的過程相當複雜，囊胚的發育必須與子宮內膜的改變

同步，才能順利發生著床。同時著床作用也是一個深刻的變化

過程，母子雙方暫時的結合，是將兩個在基因型上和在發育階

段上不同的生物個體統－起來，兩者既緊密聯繫又保持各自獨

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胚胎著床與同種異體移植過程十分顆

似。子宮對胚胎這個「異體」不僅不排斥，反而能夠容納並保

護其正常發育，直至分娩。



第四產 科墨性約 1奎拉：棲令孑走人妁身體 183 

（四）著床作用的摘要：人類發育的第七～十三天

令 第七天：很快地囊胚開始埋植於子宮內膜上皮層，滋養

層細胞開始快速增殖並逐漸分化成內外兩層細胞型態

外層細胞間的細胞界線肖失，稱做合體茲養層

(syncytiotrophoblasts I 。內層由單層立方罰胞組成，稱做細

胞滋養層 cytotrophoblasts c 後者旳細胞通過細胞分裂使

細胞數目不斷增多，並補充合體滋養層。

令 第八天：具腐蝕性的合體細胞滋養層侵入子宮內膜結締

組織，細胞滋養層是一層單核的細胞群，有絲分裂占躍

並增生新的滋養層細胞以力D入快邑增大旳合體細胞茲養

層。同時囊胚正墁慢地植入子宮內膜。

令 第九天．合體細胞滋養層之陷窩 1. Jacunae 中充滿母體旳

血夜，整個囊胚已陷入子宮內膜上皮層。

令第十～十一天：合體細胞滋養層吞併及破壞子宮內膜士

皮層之血管，並允許母體的血液在陷窩網絡 lacunae

networks\ 中參入或滲出，從而建立了子宮—胎盤間的血

液循環及促進微血管的增長。

令 第十一～十二天．子宮內膜上皮層之缺口逐漸消失並復

合起來，囊胚已完全埋入上皮層之下。至此，著床作用

已全部完成。

令 第十三天：細胞滋養層和合體細胞滋養層形成初級絨毛

膜絨毛 primary chorionic \ illi ,'最後發育成胎盤 placent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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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雙層胚盤與三層胚盤的出現：原腸胚的形成

在著床作用期間，胚體層（內細胞團塊）也同時分裂與發育，

並迅速地形成一種雙層構造，稱爲雙層胚盤 (bilaminar embryonic 

disc 戸雙層胚盤由內、外兩個胚層組成：外胚層(embryonic ectoderm) 

為鄰近滋養層的一層柱狀細胞；內胚層 (embryonic endoderm) 是

位居胚泡腔側的一層立方細胞，兩層緊貼在一起。第三週時，

雙層胚板將發育成為胚胎的三個胚層，此時原腸胚 (gastrulation)

開始形成。原腸胚形成也是身體形狀發育的開始，第一個特徵

是原條 (primitive streak) 的出現。三胚層分別為：外胚層 (ectoerml 丶

中胚層 (mesoderm) 及內胚層 (endoderml 。從第四週至第八週這

三個胚層將分化及發育成人體的所有組織及器官：

令外胚層可分化出：中樞和周邊神經系統；腺垂體、神經

垂體；皮膚表皮及附屬組織；眼結合膜、角膜上皮、晶

狀體、視網膜；外耳、內耳膜迷路、外耳道上皮；腎上

腺髓質和腮腺上皮。

令 內胚層可分化出：消化道上皮；消化腺上皮；呼吸道和

肺上皮；中耳上皮；甲狀腺和甲狀旁腺上皮；胸腺上皮；

膀胱和陰道上皮等。

令 中胚層可分化出：體壁的骨骼、肌肉、結締組織和血管；

消化呼吸系統的肌肉、結締組織和血管；胸腔、腹腔和

心包腔；其他肌肉組織、結締組織和循環系統；泌尿生

殖系統；腎上腺皮質。



第四素 i才學性 ~b 鐙牻：挂令孑尖人 ~b 身體 185 

（六）原條與脊索的出現：人類發育的第十四天

原條 I, primitive streak) 是原腸形成的開始，並將發育成未來

人體的軸心。原條一出現寸更能鑑別出胚胎的頭尾軸 (craniocaudal

ax瓦與左右；原條的頭端略膨大，為原結 (primitive node) 。從

原結向頭側遷移的間充質細胞，形成一條單獨的細胞索，稱脊

索 (notochord !'它在早期胚胎起一定支架作用。脊索向頭端生

長，原條則相對縮短，最終消失。當原條出現後，除了連體孿

生 (conjoined twins J 的罕見情況外，一般同卵雙胞胎 identical twins) 

的清形將不再發生。

三丶人類胚胎期的各階段劃分與特徵

近代對人類胚胎發育的分期貢獻最大的是G. L. Streeter• 他

在 1942-1951 年間，將卡內基胚胎研究所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Embryology) 所收藏的發育前八週不同階段之

人類胚胎標本，劃分歸納為廿三個群組，稱之為「Horizon 」 20 0 

1973 年Ronan O'Rahilly在Streeter的基礎上，充實與補正了一些

內容，仍將早期人類胚胎發育的前八週劃分為廿三期，並於

1987 年重新出版的Developmental Stages in Human Embryos 21-

20 

21 

# 多： G. L. Streeter, "Developmental Horizons m Human Embryos", in 

Contributions to Embryology (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ion, 

1945) vol. 30: 211-245 (1942); vol. 31: 27-63 (1945); vol. 32: 

133-203 (1945); vol. 33: 149-169 (1949); vol. 34: 165-196 (1951). 

Ronan O'Rahilly & Fabiola Muller,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Human 

Embryos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Institution,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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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做了詳細說明，這就是目前胚胎學界仍然採用的「卡內基

分期砉」 C \ ameg1e stages 1 0 

根據「卡內基分期表」 ，當受精作用開始、精子成功進入

卯子起，一個新的、店生生的、遺傳上獨一無二的、－位個別

旳單細胞人類存有 (individual single-cell human being 1 自此便開始存

在了 22 。以下按照「卡內基分期表」對人類胚胎身體發育的

前八週所做的廿三期，劃分與描述「人類胚胎發育之對應時間

表」
23 

週數

-' 

22 

23 

胚胎齡 卡內基 身長
特 徵

＼日 I 分期 <,mm' 

1 1 0.1-0.15 受精發生，精卵原核融合

細胞分裂 (2-16 亻同胚葉細胞 ，桑堪胚

2~3 2 0.1-0.2 
細胞繼續分裂，此時胚葉細胞數量增

多而體積減小，胚胎總體積不變。初

期囊胚形成內外細胞團

4-5 3 0.1~0.2 失去透明帶，囊胚游離於子宮中

5-6 4 0.1-0.2 囊胚成孰，倢備著床

7-12 5 0.1-0.2 著床完成，雙胚盤與初級卯黃囊產生

13-15 6 0.2 胚外中胚層、初級絨毛與原條產生

參: John B. Shea, "Only a Cell", in National Catholic Bioethics 

Quarterly, 10, 2010:2. 253. 

本表內容參 Streeter, "Developmental Horizons in Human Embryos", 

、ols. 31-34 (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ion, 1945); Ronan 

O'Rahilly & Fabiola Muller,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Human 

Embryos, 3: Moore & Persaud, The Developing Human, 4-6: Larsen. 

Human Emb1:i·o!o忠•, xviii-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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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 7 0.4 
原腸、脊索開始形成，胚胎開始進行

養分肖化

17-19 8 1-1 .5 初級神經調與神經板出現

體節產生，神經核於即將形成的腦囊

19-21 9 1.5-2.5 中出現，初級心血管逐漸形成，胚胎
中血管開始分備

神經摺開始融合，心肌形成、心臟開

22-23 10 2-3.5 始跳動，肺與肝雄形出現，眼的原基
與視神經調出現 ; 

23-26 11 2.5-4.5 
顱裨稈孔裂閉合· 視神經囊與眼窩形

成， l肢開始突出

四 尾索神經孔裂閉合，顱內是動神經核出

26~30 12 3-5 現，脾臟與尿道開始產生，耳囊、鼻凹

與眼部水晶體出現，下肢開始突出

28-32 13 4-6 
脊辛神經開始分裂，心臟＇丨、月瓣 淋囊
巴管與註狀血管開始成形，次級腦

開始成形

31-35 14 5-7 
排泄與牛殖管道出現，眼球形成，顱 I

五
內感覺與負交感神經節開始形成

7-9 iI 口腔與鼻腔會合，生殖隆起出現，手部35~37 15 
開始發育，視網膜色素與聽覺小丘產生

38-42 16 
8~11 初級肺部、氣管分節出現，心臟分隔

土 發展完全，下肢足板形成，小腦形成 I
／丶

42-44 17 11-14 I 手指分隔明顯，眼臉出現，齒槽形成丨

44-48 18 13-17 骨骼開始成形，眉毛、足趾、五官形成
七

16-18 I 泌尿生殖隔膜裂開，體幹延長伸直，48-51 19 

51-53 20 1s~22 I 上肢於肘部彎曲，外生殖器開始分化
53-54 21 22-24 兩側手足可於身體中線處互相碰觸 I 

八
眼臉與耳部發育更加成孰54-56 22 23-28 

56-60 23 27-31 頭部變圓，府化道之各管腔近乎元整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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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內基分期表」藉時間順序，透過身體外觀上的變化（身

長與內部各種組織與器官的逐漸形成，簡潔而清楚地描述了

一個人類的身體，從一個單細胞接合子快速地在八週內發育、

分化，並生長成爲具有無數細胞、各種組織與器官的胎兒。這

一切的開端，都來自於高度特化、全能性 (totipotency) 並充滿潛

力的單細胞人類身體—接合子—所擁有的能力與遺傳資訊，而

按照其既定步驟不間斷地成長。然而，一個新的人類個體要能

順利繼續發育下去，必須要有適合的母體環境供其成長，以下

便繼續說明接合子是如何在著床前通知母體做好懷孕的準備。

四、早期胚胎著床與成功懷孕的關鍵

本段將著重廈孕機制的開始，特別是描述早期胚胎本身與

其母親間賀爾蒙的 (hormonal) 訊息偉遞，以及母體如何覺察自

身的懷孕。事實上，在受精後與成功著床間，早期胚胎僅有不

到兩週的時閒來抑制來自於母體免疫系統(maternal immune system) 

的攻擊，以及終止母親的月經週期。若缺乏這兩種重要的行動，

早期胚胎將會被毀滅且隨著下次的月經排出。因此，早期懷孕

因子 (early pregnancy factor, EPF) 及人類絨毛膜促性腺激素 (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 hCG) 的分泌成為關鍵，它們不僅有助於母體

懷孕的診斷及確認，更是早期胚胎存活下去的決定性因素。

早期攘孕因子 (EPF) 24是一種免疫系統抑制蛋白 (immuno-

24 
亦參: Alice C. Cavanagh, "Identification of early pregnancy factor as 

chaperonin 10: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its role", in Review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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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ressive protein l' 由滋養層細胞所分泌，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懷

孕檢測因子。 EPF在受精後 6-48 小時即能在母體血清中發現，

高峰期維持在懷孕期的最初三個月，存留於母體循環系統中唐

至分娩後消失。在成功的IVF-ET療程後約 48 小時也可在母體

血清中檢測出。由於EPF不易從血清中分離出來，目前是使用

花環抑制試驗 (rosette inhibition test, RIT)' 雖然此檢測法既昂貴又

複雜，在未來EPF仍將是一種非常有價值的著床前妊娠測試和

遺傳硏究。無論如何，隨著在母體血清中EPF的出現，提供了

母體生理系統自受精起，已著手準備迎接胚胎的著床及繼續維

持懷孕狀態。這是接合子對母親所發出的第一個信息，也意謂

著接合子正在抑制來自母體免疫系統的排斥。

然而，僅靠 EPF 是不足以讓早期胚胎順利著床的，它仍舊

需要終止母體的月經週期並將子宮改變成為一個滋養的環境。

人類絨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 是早期胚胎滋養層細胞的早期產

物之一，也是通知母體已經懷孕的必要訊息。~-人類絨毛膜促

性腺激素 (~-hCG l mRNA 可以在八細胞期階段就偵測得到，完

整的人類絨毛膜促性腺激素則在受精後 5-7 天在母體的血液或

尿液中測得。 hCG 檢測法是目前最普遍的一種妊娠測試。

排卵後，卵濾包壁 (ovarian follicle) 和卵泡鞘 (theca folliculi 

崩潰並形成黃體 (corpus luteum) 。黃體分泌孕酮 (progesterone) 並

Reproduction, 1996: I, 28-32; Hall Morton et al., "Early pregnancy 

factor", in Seminars in Reproductive Endocrinolo卽， 1992, vol. I 0, 

No.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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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精後繼續分泌直到胎盤形成。孕酮為維持壞孕不可或缺的

要素，其一是使促性腺激素 gonadotropin 1 持續分必，維持黃體

以確保其他濾泡不會成孰而排卵；其二是轉變子宮的環境，促

進子宮內膜增厚使其充滿營養的血液，為著床做好準備。在女

性的正常生殖週期中，促性腺激素將逐漸減少而黃體消失，最

後增厚的子宮內膜崩解產生月經。胚胎阻止這個過程的方式，

是分泌 hCG 改變激素平衡以維持黃體。因此， hCG 的主要生物

學角色是「救援」黃體，以避免它在排卵後 12-14 天就被中止。

由於 hCG 的化學構造與黃體成長激素 1 luteinizing honnone, LH) 非

常類似， hCG 能與黃體細胞上的 LH 受體 (receptor l 相結合以使

黃體得以繼續存在，並在 14 天後繼續分泌卵巢黃體激素(ovanan

progesterone) 以維持早期的懷孕。

要達到一次成功的懷孕，發育中的早期胚胎本身就必須解

決來自母體生殖系統的雙重功能（排卯與分（必丨生激素所帶來的問

題· 首先要暫停母體的生殖週期和改變內分必，而將子宮轉變

為一穩固而適合懷孕的環境；同時必須送出訊息至母體，以抑

制來自免疫系統的排斥。這一方面能確保早期胚胎自己在受精

兩週中的安全，另一方面則能使母體確認及接受他』肛的存

在。因此我們能深刻的體認，每次的成功壞孕皆需要兩方的共

同配合，正如同懷孕需要一位母親，同時也需要一位孩子。換

言之，在受精作用後兩週內，孩子與母親的第一次親密交談已

經展開，不是用口頭的語言，卻是用身體賀爾蒙｝的語言。

總之，人的身體在其最初數週中的各項發育、生長與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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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精密而複雜的，餌論是胚胎本身的發育或母體上必要的

配合，任一環節上的錯誤都可能導致懷孕失敗與胚胎死亡。同

時除了單細胞接合子之外，其他任何一個體細胞或生殖細胞，

即使給予相同的環境，也不可能發育成為一個人類個體。因此

我們可以更加地肯定，一個單細胞人類接合子，從其存在的那

一刻起即是一個人的身體，這個身體中每一個既定的內在發育

步驟與外在環境的配合，都是為一個新的人類生物體順利發育

至成孰個體所設計與預備的。

第三節人類身體形成的其他途徑：

以人工有性與無性生殖方式製造接合子

隨著各種人工生殖科技的不斷發展，長久以來人類的生殖

作用只能透過性行為發生的這個模式，已被人工授精所取代，

而本來在體內\ in vivo 完成的受精作用也被移出體外 Im vitro 

發生；整個接合子的形成與早期發育都能夠在實驗室中完成，

最後胚胎才被重新植回母體。甚至在複製技術與基因工程技術

產生後，人類接合子也能經由人工無性生殖技術被製造出來。

這些人工生殖技術的存在與其成功的關鍵，都是以製造出一個

新的單細胞人類身體為唯一目標。特別是無性生殖技術，除了



192 人類棲令孑 ~b 本體性她位

人工胚胎雙生技術是模擬自然同卵雙胞胎 25的產生之外，其他

如體細胞核轉殖與其衍生出的複製技術，雖然不再需要來自父

親的精子，卻仍然必須使用卵子來製造出一個單細胞的身體（接

合子），而無法直接製造出一個多細胞的身體（早期胚胎）。

這事實說明了無論是何種人工生殖技術，都無法跳過製造

出一個單細胞接合子的必要步驟與過程。因此，本節所提出的

各種人工生殖技術，除了說明接合子能由其他非自然生殖的途

徑而產生外，也再次突顯了做為一個新人類生物體產生的開

端，一個人類接合子必然是人的身體之有力科學性證據。

本節將分別就人工授精技術、體外受精與其他相關之輔助

生殖技術，以及人工無性生殖技術做說明。其中人工授精技術

除了取代了性行為之發生外，受精作用仍是在體內並自然發

生。而體外受精技術則不但沒有性行為發生，同時也將受精作

用移至體外發生，再將接合子培養數日後重新植回體內。至於

人工無性生殖技術，則是連受精作用也沒有發生，而以其他人

工方式製造出接合子。

由各種人工技術製造出來的生殖形式，而衍生出的法律、

道德、宗教及mi會問題，不在本書的討論範圍內。但這些由人

工生殖技術所製造出來的接合子，無論是在其生理構造或其本

25 即使是自然清況下所發生的同卯雙胞胎現象，也必須要先有一個

接合子存在，然後胚胎在發育的早期階段中分裂，同樣，人工胚

胎雙生也必須要先有一個由接合子發育成的早期胚胎來加以分

割。有關同卵雙胞胎的發生過程，詳參本書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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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道德地位，皆與自然生殖所形成的接合子一樣，並沒有、

也不能有任何區別，他（她）們同樣會依照人類自然的既定程序

繼續發育、分化與生長，因此也同樣享有位格人的尊嚴。

一、維持體內受精之人工生殖方式

人工授精技術取代了自然生殖中的性行為過程，只是並沒

有以外力影響受精作用在體內的自絪發生。目前維持體內受精

的人工生殖技術有兩種：人工授精 1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AI) 26與

精卵輸卵管植入 (gamete intra-fallopian transfer, GIFT) 。此類生殖技

術是以人工的方式將生殖細胞注入母體（精卯輸卯管植入為植入精

子與卯子·人工授精則只有精子），在：輸卵管受精達到受孕目的的一

種方法。無論如何，實施AI與GIFT技術所期待的唯一目標，就

是受精作用能夠自然發生而形成一個人類身體，並期待接下來

這個接合子能夠按照人類早期胚胎的自然發育過程著床、成長

與發育，最終一個孩子得以順利出生。

1. 人工授精 (AI) 是指將排出體外的精液或精子注入女性生

殖道內，以獲得妊娠的助孕方法，就像一次性行為後射出

的精液進入女性生殖道一樣。為了提升成功率， AI 一般

均在女方排卵前後的可孕期進行。使用此法之基本要求為

受術婦女的子宮及至少一條輸卵管功能正常（能自鈥排

卯）。當精液注入女性生殖道後，接下來則與性行為後之

26 「受精作用」 (fertilization) 是指精子與卵子結合形成接合子的連
續過程· 「授精」 (insemination) 則是指使精卯相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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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精作用發生、接合子形成、發育、著床與繼續生長等所

有過程皿異。

2 精卵輸卵管植入 I GIFT 則是將卵子和精子分別由體內取

出，一起直接經由腹腔鏡放入受術婦女的輸卵管中，並等

待自然受精作用發生。 GIFT 的受孕成功率因人而異，若

一切符合期望，受精作用將在輸卵管中自然地發生，接合

子形成後也將會繼續發育、著床與生長。

總之， AI與GIFT取代了人類自然生殖中性行為的發生。在

AI中，當精子被注入女性體內後，無論輸入精子的位置為何 27'

接下來精子的運動、受精作用的發生與接合子的形成，皆與自

然生殖中的發生過程相同。而GIFT則是直接將精卵置於預備受

精的輸卵管處，倘若受精作用發生，接下來也與自然受孕的過

程相同，所形成的接合子將開始發育，並由輸卵管往子宮中移

動，最後於子宮內膜著床。然而AI與GIFT技術中，需要先行將

生殖細胞取出體外，皿論當前生物科技如何發達，這些技術一

方面干預了人類自然的生殖行為，另一方面對療程中被取出及

植入的生殖細胞所造成的可能傷害與影響是無法評估的，這一

點可以從偏低的成功率得到證明 28 0 

27 根據輸入未青子的部位之不同，可分為陰道內人工授精 (Intravaginal
Insemination, IVI) 、子宮頸內人工授尸目 (Intracervical Insemmat10n, 

28 

ICU 、子宮腔內人工授精 (Intrauterine Insemination, IUI 1 和輸卯

管內人二授精 (Intratubal Insemination, ITI) 四種。

參 Sarah Brewer, Gamete intra-Fallopian Transfer (GIFT) ex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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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使用 Al 與 GIFT 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以

人工方式協助人們產生後代，也就是得到一個新的人類單細胞

生物體 接合子。唯有在這個新的人類個體能夠順利發育、成

長直至出生，這－次的 AI 或 GIFT 療程才能算是成功。因此，

Al 或 GIFT 技術的存在，說明了在人類生殖科技與醫學上，清

楚地認為一個單細胞接合子就是一個新人類身體。

二、體外受精與相關之輔助生殖技術

世上第］固俗稱試管嬰兒的體外受精(in "itro fertilization, IVF J 

嬰兒露易絲．布朗 Louise Brown 於 1978 年 7 月 25 日出生後，

在體內自然發生受精作用的人類繁衍形式從此被改變。 IVF是

由英國的派翠克· 史戴普托 Patrick Steptoe 1 和羅伯．愛德華茲

Robert Edwards 1 所發展出來的一種人工生殖的一系列療程 29 , 

包含收集精卵，在實驗室內使其受精，挑選受精後的胚胎置入

子宮。 IVF技術旳發展，取代了在人類的自然生殖中，性行為

與體內自然受精旳過程。由於造成不孕的原因很多，在冶療上

也有相當的難度，體外受精及與其相關之輔助生殖技術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民s, AR瓦的發展，已成為人上生殖的主要方

式。當然，在整個IVF療程中，首先必須要確保受精作用成功

蘇淑媛， 〈不孕症冶療知多少? \'2008 年 5 月 14 日取自

http://w3.tyh.com. tw/medweb/upload/casebook/20040429 _ 04 .doc 

29 參： Patrick C. Steptoe & Robert G. Edwards, "Birth after the 

reimplantation of a human embryo", in Lancet 1978: 2,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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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而能得到一個新的單細胞人類身體 接合子，之後才能

夠繼續進行其他步驟。而IVF的最後目的，在於植入的胚胎能

夠順利著床、發育，一直到其出生為止。

L 體外受精：即使是AI或是GIFT' 整個受精及早期發育的過

程也必須在母體內 (in vivo) 自然地發生及完成。但是經由

IVF所形成的接合子，雖然也是經由受精作用而形成，然

而整個過程與之後的胚胎早期發育，卻都是在體外 (in

vitr正的實瞼室中完成，再依所訂的計畫，將不同發育階

段的胚胎植入母體子宮後著床。整體而言，實施IVF的臨

床懷孕 (clinical pregnancy) 率大約 25-35% (每次療程），但

活產率僅為 15-25%30 0 

2. 其他相關之輔助生殖技術：人類接合子在由IVF技術產生

之後，即在體外繼續培育，其本身的發育與生長的步驟，

與經由自然體內受精之接合子無異。醫療人員按照所選用

的人工生殖療程，將培養天數不同的早期胚胎植入體內，

同時也會對胚胎進行一些檢測，以挑選最合適的胚胎植

入；至於多餘的胚胎，則保存下來以備在下個療程中繼續

使用。這些方式統稱為輔助生殖技術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R Ts J 31 。這些輔助生殖技術有接合子輸卵管植

30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九十五年協助生殖技術年度報告》，

Infertility Treatment Authority (ITA), 2004 Annual Report, 2006 年 9

月 14 日取自 http://www.bhp.doh.gov.tw/ 。

31 楊友仕、陳思原，《試管嬰兒》（台北：正中書局， 2000)'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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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zygote intra-fallopian transfer. ZIFT 1 、胚胎輸卵管植入 (tubal

embryo transfer, TET) 、胚胎植入前的基因診斷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山agnosis, POD) 與胚胎冷凍 (embryo cryopreservation) 等。

總之， IVF與ARTs技術旨在將受精作用的發生移至體外，

並在體外模擬出與體內自然生殖類似的環境以培育胚胎，同時

試圖以許多生物技術培育出「符合需求」與「最佳」的胚胎以

供植入。綜合各項數據顯示，在IVF與ARTs技術的實施過程中

所產生的所有人類胚胎中，僅有不到 4%的IVF-FET胚胎能順利

發育與出生 32 。其餘那些被「製造」出的新人類個體中，有的

在一些診斷技術如PGD 「篩選」後不符需求將被銷毀；也有許

多會在著床前後，或者過程中喪失生命；有的也許在被冷凍－

乾燥—解凍過程後，從未倖存；或因超過保存年限而被銷毀；

甚至被主張在解凍後成為實驗的對象。因此在IVF與ARTs技術

中所製造出來的新人類個體－－接合子，除了極少數的幸運兒

外，其餘的都將面臨死亡的命運。

然而與 AI 及 GIFT 技術相同， IVF 與 ARTs 技術之所以不

斷積極發展的最終目的，毫無疑問是要在體外以人工方式培育

32 

頁；台灣生殖學會 (TSRM J , 2006 年 9 月 8 日取自

http://www.tsrm.org.tw/ 及 http://www.ivf.com/ 。

Bureau of Health Promotion (BHP), Department of Health, Executive 

Yuan, Taiwan, The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卽,Summa吖 2010

National Report of Taiwan. Retrieved September 8, 2012, from 

http://w囧'.bhp.doh.gov.tw/BHPNet/English/file/ContentFile/2012 l 0 

020413361250/2010%20ART%20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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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個新的人類個體，以協助不孕夫婦獲得孩子。而其療程中

的首要目標，就是在成功的以 IVF 得到一個活著的人類接合

子，並期待他（她繼續發育、成功著床酉至出生。因此透過

IVF 與 ARTs 技術，事實上已經證明一個人類單細胞的身體－－

接合子，就是一個新的人類身體。

三、無性生殖技術

無性生殖是指生物體不通過受精作用（生殖細胞的結合＼，而

直接產生出新個體的生殖方式。換言之，在無性生殖的過程中，

不需要精子與卵子的結合，而且只有一個親代，子代與親代並

具有相同的基因組 33 。在自然情兄下，單細胞生物及較低等的

動物中無性生殖現象非常普遍，而在高等動物中罕見的同卵雙

生 1, identical / monozygotic twins ! 則是唯一的例子，兩個分裂出的生

物體個體有著幾乎一樣的基因組合 34 。而無性生殖技術 1 asexual 

reproduction technique\ 指的是由人工方式，在沒有受精作用發生的

情形下由單－親代個體， 「製造」出一個新的、個別的生物體

1 new individual organism 1' 且理論上與親代為「基因組合相同」

33 在單扭胞生物及較低等的動物中，當鼴性生殖發生一段時間後，

已經皿去分辨出親代與子代，這裡指的親代與子代，其用薏在於

表明個體產生的時間先後。

34 在雙生過程中，由於 DNA 複製 (replication 時可能發生一些小
錯誤或環境因素所致，即使是同卯雙胞胎，也會有些微小的基因

差異。參: Clon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Online, 2008 年 10 月 6

日取自 http II : www.bntannica.co血eblarticle?eu=248 l 9&toc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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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netically identical I 35' 因此又可稱為「複製」 (cloning) 技術 36 0 

在 1997 年，哺乳動物複製技術獲得了重大突破，位於蘇格

蘭的羅斯林硏究所 (The Roslin Institute, Scotland) 的伊安·魏爾邁 (Ian

Wilmut\ 與他的團隊成功地使用非胚胎遺傳物質＼成體乳腺細胞＼

複製出一隻綿羊「桃莉」 (Dolly I 37 。這說明了能經由成體動物

細胞複製出新個體。在IVF技術改變了體內受精為哺乳動物的

唯一生殖方式的十八年後，體細胞核轉殖 1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SCNT :, 技術的成功，證明了哺乳動物包含人類個體）不必

經過有往生殖與受精作用的發生，而經由人工無性生殖＼複製

技術產生也可以被「製造」出來。

其實人類餌性生殖技術已經被應用在不同研究項目中，特

別是在胚胎幹細胞硏究上所謂的人類「醫療性」複製 human

"therapeutic" cloning I 。另外，信理部 2008 年頒布的《位格的嬌嚴：

對某些生命倫理問題的指示》 28-30,33 號中，提及了一些新興

35 
複製接合子 (cloned zygote) 中粒線體 (mitochondria .1 來自去核

(enucleated) 卵子（供卯者），而非體細胞（親代，供核者＼，

若供卯者與供核者不冏，則子代會有些微差異。

36 生物複製技術是一連串複雜而新興的科技，在過去幾年中已成為

生物技術與生物醫學上的熱門話題。按所複製的對象不同可分為

基丙複製 (gene cloning) 、分子複製 (molecular cloning) 、細胞

複製 (cell cloning) 丶整個生物體複製 (whole organism cloning 1 

四種，本段僅討論與本文主題有關之生物體複製。

37 參: I. Wilmut, A. E. Schnieke, J. Mc Whir, A.J. Kind, K.H. Campbell, 

"Viable offspring derived from fetal and adult mammalian cells", in 

Nature, 1997:385, 8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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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工無性生殖技術，即透過製造人類接合子（或早期胚胎）以

獲取胚胎幹細胞供作研究的一些方式，以下亦將一併介紹。本

節旨在提出並說明除了有性生殖外，經由人工鉺性生殖（複製）

技術所製造出來的新人類生物體，也必定是一個單細胞的身體

翌合子），而無法直接製造出一個多細胞的身體，這也再度證

明一個新人類身體的形成，必然是從一個單細胞接合子開始。

（一）體細胞核轉殖與生產胚胎幹細胞的人類「醫療性」

複製

體細胞核轉殖 \SCNTl 技術是使用已分化 (differentiated) 的

成體細胞核進行複製，其中最著名的是「羅斯林技術」 (Roslin 

Technique)' 也就是複製出芬多賽 (Finn-dorset) 綿羊「桃莉」 (Dolly)

的著名技術 38 。它的主要方式是取得供核者的體細胞 (somatic

cell 1' 將其植入已除去細胞核之供卵者卵子，藉由電融合作用

electrofusion) 使去核卵子及植入之細胞核融合 (fusion)' 並激

活 \activation) 使其開始發育。經核轉殖及電融合後所激活的「複

製接合子」 (cloned zygote) 39' 具有與受精作用產生的接合子相

38 
參： Ian Wilmut et al., "Viable offspring derived from fetal and adult 

mammalian cells", in Nature, 1997: 385, 810-813; Ian Wilmut, Keith 

Campbell, Colin Tudge, The Second Creation: The Age of和ological

Control by the Scientists Who Cloned Dolly (UK: Headline Book Pub 

Ltd, 2000), 301-334; C-Science, 1997 Top breakthrough: the cloning 

研'Dolly", Retrieved September 9, 2008, from 

http://www.cscience.com/txt/tc/top/t97 /97ten0 I sc.htm 

39 「複製接合子」一詞之使用，只為說明其形成過程並陣受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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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細胞結構及所需的遺傳訊息，以及發育成胚胎直至成體的

能力。倘若此「複製接合子」能存活，接下來的程序則與傳統

的IVF-ET相同，培養數田受便將其植入代理孕母的子宮中。以

「桃莉羊」的製造過程為例，代理孕母（另一隻蘇格蘭里面母羊）

的生理狀況與正常懷孕的母羊並無不同，若一切順利，一隻「複

製」供核芬多賽綿羊的小羊「桃莉」就誕生了。

這項技術也開始被應用在生產醫療研究目的所使用的胚胎

幹細胞上，也就是所謂的人類「醫療性」複製 I human "therapeutic" 

cloning) 。因為幹細胞如果移植入病患體內，與一般器官移植一

樣，發生排斥的機率相當高。解決排斥作用的最好方去，就是

所移植的幹細胞與接受移植病患的基因粗合相同 genetically 

identical) : 問題是病患本身並沒有可供自體移植 autologous 的

幹細胞，人類SCNT則提供了可能的解決方法 40, 因爲胚胎幹細

胞能由複製病患後所製造出的囊胚中取得，所以在基因上與病

患完全相容，這種技術即所謂的「醫療性」複製。此過程包含

創造一個與病患基因組合相同的 (genetically identical J 複製接合

子，培育至囊胚期的胚胎後，取得內細胞團之幹細胞株 (ES Cell 

Line) ; 然而在取得胚胎幹細胞的同時，該胚胎也將遭破壞。

總之，無論是「醫療性」複製或「生殖性」複製，為了與

人類有性生殖所形成的單細胞身體一接合子—完全一致，因此

發生，事實上與一般接合子並無不同。
40 
參: J. 8. Gurdon & Alan Colman, "The future of cloning", in Nature, 

1999: 402, 74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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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NT 技術必須使用卵子，並以一個體細胞核取代了在有性生

殖中情原核與卵原核所結成的接合子細胞核，最後形成一個複

製的單細胞身體。換言之， SCNT 所製造出來並激盾後的「複

製接合子」 ，與有性生殖所形成的接合子中所具有的胞器及染

色體數目並羆不同，就如同是供核者的同卵雙胞胎般的一個單

細胞人類身體。

事實上，對「複製接合子」本身的生理構造與發育、成長

能力而言，並沒有所謂的「醫療性」複製與「生殖性」 reproductive l 

複製上的區分；整個「醫療性」複製程序的目的是製造一個接

合子，並培養至囊胚期的胚胎，將其破壞後做為供應胚胎幹細

胞研究的來源，但是並不允許這個新個體囊胚期的胚胎＼繼續

存活及發育下去。然而，同樣的複製接合子或囊胚也能被植入

人類子宮，在理論上有能力繼續發育世至出生，這就是「生殖

性」複製。換言之，只要是經由 SCNT 技術而來，無論其被製

造出來的目的為何，只要在激活成功之後，與經由受精作用後

形成的接合子一樣，這個「複製接合子」便已經是一個能夠繼

續發育、生長下去的新人類身體。

（二） 「改變的核轉殖」與「協助卵母細胞重編程」

威廉．赫巴特 (William Hurlbut) 在 2005 年美國總統的生命

倫理委員會 (the President's Council for Bioethi瓦提出的白皮書中 41 , 

41 
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White Paper: Alternative 

Sources of Pluripotent Stem Cells, Washington, D.C., Ma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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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兩種生產複能性幹細胞旳新技術，稱為「改變的核轉殖」

1. Altered Nuclear Transfer, ANT)~2與「協助卵母細胞重編程」 l Oocyte 

Assisted Reprogramming, OAR l 43 。赫巴特聲稱此一技術避免了傳統

取得胚胎幹細胞上，先製造一個早期胚胎再予以銷毀的過程。

ANT 與 OAR 的概念是根據 SCNT 技術．在植入供核者旳

細胞核之前，利用慢性病毒載體 lentiYira巨ector 攜帶的 RNA 干

擾序列 RNA interference, RNAi 改變細胞核中的某個 DNA• 然後

將這個細胞核移入－個已經移除細胞核的卯細胞並將其激活及

融合。 ANT 是破壞其細胞核內的 Cdx2 基因，隠合後新產生旳

42 

4.l 

Retrieved July I l. 2008, from http八n,,v. bioethics. gov /reports/ 

white_papcr,index.html; William B. Hurlbut, Paper presented to 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Altered Nuclear Transfer as a 

Morally Acceptable Means for the Procurement of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Dec. 3, 2004. in The National Catholic Bioethics 

Quarterh-, 5. 2005:l. 145-151. Retrieved July 11. 2008, from 

http://ncbcenter.metapress.com media/fl9xa52yxp4wwp55pn5u/ 

contributions/6/5/5/l/65510082px847544.pdf; William B. Hurlbut, 

Personal Statement,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Human 

Cloning and Human Dignity: An Ethical Inquiry, Appendix, July, 

2002, Retrieved July 11, 2008, from http://www.bioethics.gov/ 

reports/cloningreport/appendix.html#hurlbut; The Official ANT 

Webside: http://alterednucleartransfer.com/ 

Alexander Meissner & Rudolf Jaenisch, "Generation of nuclear 

transfer-derived pluripotent ES cells from cloned Cdx2-deficient 

blastocysts". in Nature, 2006:439. 212-215. 

Hadley Arkes and others, "Production of Pluripotent Stem Cells b_i 

Oocyte Assisted Reprogramming: Joint Statement", 58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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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接合子雖然可以形成胚囊，並產生胚胎幹細胞，但是無法

正常著床及繼續生長。OAR 則是添加了在接合子與桑楳胚中尙

未出現、而於囊胚期胚胎中的內細胞團（即胚胎幹細胞）才會出

現的 Nanog 基因，因此所複製出的接合子只有如胚胎幹細胞所

具有的複能性，而失去其全能性，雖然會繼續成長與發育，但

是不會形成囊胚外成之滋養層細胞，而只能形成內細胞團（胚

胎幹細胞）。這兩項技術，也造成了教會學者們之間的激烈辯論。

（三）人工胚胎雙生

另一種不同於SCNT的簡單無性技術稱為人工胚胎雙生

(artificial embryo twinning)' 是將早期胚胎分割成單個細胞(individual

cell) 或細胞群 (groups of cells)' 就如同在自然情形下的冏卵雙胞

胎一樣。劈開後的每個單獨細胞或細胞群皆有能力發育成一個

新胚胎，然後植入代理孕母子宮中直至出生。胚胎劈開技術已

成功地實施在許多哺乳動物 44以及人類 45上，以做為人工生殖

44 

45 

S.M. Willadsen, "The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blastomeres from 4-

and 8-cell sheep embryos", in J Embryo! Exp Morphol, 1981: 65, 

165-172; S.M. Willadsen, "Cloning of sheep and cow embryos", in 

Genome, 1989:31 (2), 956-962; K.P. Agrawal, C. Polge, "A protocol 

used for splitting mouse embryos into two halves", in Indian J Exp 

Biol, 1989:27 (7), 607-610; A.W. Chan, T. Dominko, C.M. Luetjens, 

E. Neuber, C. Martinovich, L. Hewitson, C. R. Simerly. & G. P 

Schatten, "Clonal propagation of primate offspring by embryo 

splitting", in Science, 2000:287, 317-319. 

J. L. Hall, D. Engel, P. R. Gindoff, G. L. Mottla , R. J. Stillman, 

"Experimental cloning of human polyploid embryos using an arti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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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胚胎幹細胞實驗中使用。依照早期胚胎發育階段的不同，

胚胎劈開技術可分為分裂細胞（或胚葉細胞 分離 (blastomere

separation) 與囊胚劈開 (blastocyst splitting) 兩種。

（四）人工孤雌生殖

孤雌生殖 (parthenogenesis) 是一種無雄性基因參與、無減數

分裂 (meiotic division) 發生的雌性自我產生後代的生殖方式；它

在許多無脊椎動物中是一種常見的生殖模式，也在少數較低等

的脊椎動物中發現 46 。人工孤雌生殖 (artificial parthenogenesis) 技

術則是在十九世紀末開始發展 47 。 Gregory Pincus在 1939 年以

溫度控制及化學刺激方法，成功將哺乳動物的卵子激活而發生

體外孤雌生殖 48 0 

zona pellucida", in The American Fertility Society conjointly with the 

Canadian Fertility and Andrology Society, 1993 Abstracts of the 

Scientific Oral and Poster Sessions, 1993 :SI, Abstracts 0-00 I. 

46 無脊椎動物中如蚜蟲、蒼蠅，螞蟻及蜜蜂等，而較低等的脊椎動

物中則有壁虎、蜥蜴、蛇、角、鳥類及兩棲類（蠑螈及蛙類）等。

47 

48 

參： B. R. Schmidt, "Sexual and asexual reproduction in vertebrates", 

in Tren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1996: 11, 253-254. 

參： Jacques Loeb, "On The Nature of the Process of Fertilization and 

the Artificial Production of Normal Larvae (Plutei) from the 

Unfertilized Eggs of the Sea Urchin",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1899:3, 135-138. 

G. Pincus, "The Comparative Behavior of Mammalian Eggs in Vivo 

and in Vitro, IV: The Development of Fertilized and Artificially 

Activated Rabbit Eggs", i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Zoology, 1939, 

82-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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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實驗中，哺乳動物的卵子能經由人工誘導（電擊或化

學媒介＼而發生孤雌生殖；但成功率及生存能力依生物種類而有

所不同 49 。評多研究報告已證實人類的孤雌生殖體能發育至囊

胚期或更久，但從未有繼糟正常發育直至成人的例子 50 。人類

的孤雌生殖體＼胚胎可以經由將次級卵母細胞 secondary oocyte 1 

與第二極體 (second polar body 1 融合而成，或是如前述的動物實

瞼以人工誘導方式產生。雖然這些胚胎的存舌機率微乎其微，

因為一些致命的基因 lethal gen瓦將導致他她們的死亡，但

是仍不能改變經由人工孤雌生殖而產生的人類接合子是一個新

49 

50 

在實驗室中，豬的孤雌生殖體 1 Porcine Parthenotes 能發育全激

冶後第 29 天＼已進入肢芽期 Limb Bud Stage' 有早黽心跳發生 · 

反之，免子的孤雌生殖體僅能發育至 10-11 天在靈長類動物中，

絨猴 1_ Marmoset, Callithrix Jacchus 1 則能發育至著床時· 最新的

實驗報告以成功的從食蟹猴 I. Macaca fasciculari 1 孤雌生殖體中

取得多效叱幹綑胞 I. Pluripotent Stem Cells 1' 證實該孤雌生殖體

已經開始分化。參·黃毌東等，＼成郭培養夜之濾泡夜含量和受

情處理對誘發豬卯母細胞產生孤雌生殖致舌之影響〉《中國畜牧

學會會誌》， 1999' 第 28 卷，第 3 期， 359-372 : J.P. Ozil, "The 

parthenogenetic development of rabbit oocytes after repetitive 

pulsatile electrical stimulation'', in Development, 1990: I 09, 117-127; 

V. S. Marshall, L. J. Wilton, M.D. Moore, "Parthenogenetic 

activation of marmoset (Callithrix jacchus) oocyt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moset parthenogenones in vitro and in vivo", in 

Biol Reprod, 1998:59, 1491-1497: Jose B. Cibelli et al., 

"Parthenogenetic Stem Cells in Nonhuman Primates", in Science. 

2002:295, 819. 

參: Moore & Persaud, The Developing Human,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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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個體的事實。

綜合本節所提出的各種人工皿性生殖技術，皿論是所謂的

「醫療性」人類複製技術，或其他各種人類艇性生殖技術，雖

有許多的規定、條例或去律來禁止生殖性目的，人類接合子或

早期胚胎依然在許多國家或實驗室中被創造出來，以作為獲取

胚胎幹細胞研究的材料來源。按昭相關去律，他』匝們將必須

在原條出現前或十四天內被銷毀，且嚴格禁止私自將其植入子

宮之中 51 , 所以這些人類接合子與早期胚胎從夫有過機會繼續

存盾下去。雖然如此，禁止「生殖性」複製的去律，已經證明

了這些由人類無性生殖技術所「製造」出來的人類接合子，與

有性生殖所形成的接合子一樣，都是一個新的單細胞人類身

體。若將他＼她們植入母親的子宮中，毫皿疑問地，他她

51 以台灣《人類胚胎及胚胎幹細胞硏究條例草案》 I, 2008 I 為例，

其第一條第／款中定義研究用人類胚胎 「研究用人類胚胎（以

下稱硏究用胚胎）：指依本條例規定得供研究用之胚胎细織及分

裂未逾十四日且為出現原條之人坯胚胎」。其條文說明中更清楚

指出依據英國「藥政大戸專家委員會建議報告」 2000 年 、

瑞典可 15 號法案」 1991 年 及我國「胚胎幹細胞研究的倫理

規範」 I 2002 年 i 規定之「十四日規則」，以原條出現爲胚胎發

展成為人類個體之分界線，禁止對已發育超過十四日，或出現原

條之胚胎進行相關研究。參行政院衛生署《阡胎幹細胞研究的

倫理規範》， http:/ /dohlaw.doh.gov.tw/Chi/FLA W/FLA WDAT0202. 

asp : 行政院衛生署《人類胚胎及胚胎幹經胞硏究條例草案》，

http://archives.ey.gov.tw/Upload/WebArchive/O 1 ey/20 l l 12 l 4/www.e 

y.gov.tw/public/ Attachment/8731108571.doc 1 皆取自 2009 年 3 月

15 日 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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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依然有著很大的機會繼續發育、分化與成長，直至出生。

+ID ̀ 
五
n

___
_C 

教會訓導曾在《位格的尊嚴》中，對處於發育階段最初期

的人類接合子與早期胚胎所做出的清楚描述與主張： 「人的身

體從最起初就絕不能降格爲只是一囿綽胞。胚胎階段的人類身

體會根據其目的因，依著既定好的程序逐漸發展，如同每個嬰

兒出生後的成長一樣明頫」 52 。而來自生物學、胚胎學、生殖

科技與其他生物技術上的證據，正說明了無論是以自然或人工

的方式、體內或體外受精、有性生殖或無性生殖（人工），一旦

一個單細胞人類接合子形成的那一刻，一位新的個別的人類存

有的身體發育與其生命就展開了。

精卵在受精作用時結合（或無性生殖技術中空核卵子植入體細胞

激活後），產生了本質上的改變 (substantial change)' 一個新的人

類生物體的身體—接合子—形成；此後，整個發育過程中僅能

有非本質性的改變 (accidental change) 發生 53 , 也就是除了一個已

經存在的人類生物體與其身體之發育、分化與成長之外，其本

身再也不能轉變成他種生物體的存有或身體。因此在這個科學

性的證據與基礎下，可以更加深刻地體悟教會訓導在《生命的

52 《位格的尊嚴》 4 。
53 
參： John B. Shea, "Only a Cell",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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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賜》中所說的這段話：

本部重申《有關蓄意墮胎的聲明》的訓導： 「從卵子

受孕的時候起，新生命就開始了，該生命非屬父睍或母視，

而是一個新的丶成長中的人類生命。若非他此刻已是人，

他永遠也不會成名人。針此明颜存在的；；全據，現代遠傳學

提供了珍貴的證明。它表明從最初的一刻起，一切發展程

序已經璀定了這個生命將要成店的是：一個人，此一個別

的人的特徵也都已經決定了。從受孕時起這一個人類生命

的探險旅程也開始了，他的每一項能力都需要時間，需要

很長一段時間使其各就其位，並且發生作用。」上述的訓

導仍屬有效，且獲逛一步肯定 最新的生物科學趼究結果

已確認接合子在生物學上是一個新的人頻個體 54 0 

據本章所得到之客觀的「科學性證據」 ：單細胞人類接合

子不但是一個新人類個體生命的開始，更是一個新人類生物體

的身體的開端。按照上一章中所說明之教會訓導已經建立並使

用的「隱含的標準」 ：只要證明人的身體存在，便能確認其理

性靈魂存在、一個人也存在；如果一個身體與理性靈魂整體的

人存在，這個人就是一個「按照天主肖像所造的位格人」。

至此，我們可更加確認地對教會訓導在定義「接合子的位

格位格性」上提出一個可行的建議： 「在接合子形成的相同時

刻，由天主所創造的靈魂即刻地與其身體合而店一，於是一個

54 《生命的恩賜》 78 ; 本段也被引用在《生命的福音》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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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丶個別的位格人自此開始存在。這個新的位格人所有的理

性功能，也必當按照人的本性，在發育過程中逐一展現出來」

然而，在提出這非個可行建議的同時，教會內部分學者對

人類接合子與早期胚胎是位格仍然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並根據

人類胚胎早期發育階段中有可能發生的一些異常現象，提出一

些關於接合子不能是人的身體的異議。下一章，我們將逐一說

明這些提出異議的學者們，有的是是採用了錯誤的科學知識、

有的是錯誤地運用了胚胎學上的資料，因此並不認為接合子與

早期胚胎能夠是人的身體，這都將導致他們做出錯誤的哲學結

論，認為接合子還不能是一個位格人。



第五章

當代天主教學者對「接合子是人的身體」

的異議與答覆

本書第三章已況明教會訓導對位格人所做的定義爲「位格

是－位以理悅作為本性的個別實體，而每一個人類個體都是一

位具有身體與理性靈魂的位格人」 ：同時根據教會已經使用的

「隱含的標佳」 ，提供教會訓導－個可行的建議以對「人類接

合子具位格性」做出最後的定斷。第四章也說明了根據現代人

類胚胎學與發育生物學所提供的事實，一個單細胞的人類接合

子，就是一個剛形成的人類身體，這身體已具有足夠的遺傳訊

息及能力，能夠按部就班地繼續分化、發育與成長，各種器官

與組織逐漸出現與完備，最後發育成郭。人類生命與身體之產

生，多數是始於自然的體內受精作用所形成的接合子，谨少數

人是由體外受精 !VF 產生，或由無性生殖如複製技術而製造

出的接合子。因此，肌論一個人類接合子形成旳方式為何．他

題都已經是一個具有人類身體與理世靈魂的位格人。

人類個體生命中的第一件大事，是在受精作用發生後開始

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第二件大事則為這個新的人類個體必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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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地著床，並與自己的母親建立起緊密的關係。唯有這兩件大

事都順利完成，一個新人類個體的生命旅程才能繼續下去。就

孩子而言，由於人類接合子是一個高度特化、全能性並充滿潛

力的單細胞生物體，形成接合子的受精作用是一個非常複雜與

精密的過程，這過程中只要有一個小環節錯誤，或是形成基因

異常的接合子，即可能導致早期發育過程中這個新人類個體的

死亡。例如部分性葡萄胎與一些與胚胎有關的早期懷孕失敗；

亦或是受精失敗而只產生一個異化的卵細胞，根本無法形成人

類接合子，如完整性葡萄胎與卵巢皮樣囊腫（畸胎瘤）等。而來

自母體的因素也非常重要：一方面母體的免疫系統必須獲得通

知，以接納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內分泌系統也必須有效地維

持子宮與母體，以保持適合懷孕的狀態。這兩個因素任何一佢

異常，都將導致一次懷孕的失敗。

在一個新人類個體早期的發育中，有時也會出現一些罕見

的異常現象，例如早期胚胎本身自然的分裂而發生同卵雙（多

胞胎的現象，或是兩（多）個早期胚胎融合成一個而產生再嵌合

現象。然而，誠如本書第一章指出的，由於當前教會訓導尙天

對「接合子是位格」做出最後的定義與定斷，因此上述這些空

見的異常現象，使教會內部分學者陸陸續續提出了一些相反E

意見，有些試圖貶低接合子與早期胚胎的道德地位，有些甚至

直接否定其是一個人類個體，因此也不能具有位格性。

這些異議的主要焦點，集中在接合子與早期胚胎並非一丐

人的身體，所以也不符合位格的「一個具有理性本性的個月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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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基本定義。有些學者主張接合子與早期胚胎的個體性

(individuality) 極不穩定，因此接合子與早期胚胎不能是一個人

的身體與「個別實體」，自然不能是一個位格。另一些學者則

認為接合子與早期胚胎並非一個具高度系統化的身體，因其尙

未發育出大腦與感覺器官能讓理性靈魂運作的高度感覺活動，

也就不會有眞實的理性靈魂存在，因此早期胚胎不能是位格。

這些學者在提出不同異議時，都採用了一些胚胎學上的資料，

試圖為其論述做佐證。然而，他們在反對「接合子是人的身體」

這個科學事實時，有些是採用了錯誤的科學知識，有些是錯誤

地運用了胚胎學上的資料，因此最終所做的結論皆與事實不符。

為此，本章首先根據胚胎學與產科學上正確的知識，來隆

清上述這些在懷孕早期可能出現的一些異常現象與併發症之實

際清形。接著說明教會內對「接合子與早期胚胎是人的身體」

提出異議的學者們之主要論述內容，再提出教會內其他學者對

該項異議所做的澄清與答覆，之後做一綜合分析。

第一節 有關「前胚胎」一詞的錯誤及澄清

根據現代胚胎學與生物學所提供的事實，無論是經由體內

受精、體外受精，或是經由複製技術而產生的接合子，皆為一

個新的、基因上獨一無二的人類生物體。這個擁有 46 條染色體

的單細胞人類接合子不但是一個新的人類身體，且已具有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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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傅訊息自行展開其本身的生長、發育及分化。在發育過程最

初兩週的不同階段中，胚胎學對於這個新的人類個體有著許多

不同的稱呼，如接合子、分裂或胚葉細胞、桑榻胚及囊胚等等。

這些名稱是胚胎學家為描述在人類早期發育中的許多不同階

段，而使用既定且毫無爭議性的胚胎學術語，其意義與在描述

出生後發育的許多階段，如嬰兒、幼兒、兒童、青少年、青年

及成人等名稱是一樣的。

然而，因有些學者仍然主張接合子與早期胚胎尙未成為人

的嶠，也並非人類個體，因此「杜撰」出「前胚胎」 pre-embryo

一詞來重新命名人類早期胚胎，試圖將其與胚胎之間做一生物

學上的區隔，以做為發展對人類早期胚胎不具位格性的哲學論

證之「科學性」基礎，最終做出「前胚胎」不能與其他發育階

段中的人類個體享有相同的道德地位的結論。

一丶「前胚胎」一詞的產生及其目的

「前胚胎」一詞，是由當代兩位天主教學者克里佛．格羅

斯坦 Clifford Grobstein 、I 與理查．麥考密克 1， 和chard McCormick. S.J. 

所提出與大力推廣的。格羅斯坦是一位硏究蛙類胚胎學的發育

生物學家，他在 1979 年撰述了"External Human Fertilization"一

文，並「杜撰」出「前胚胎」這個新術語來主張早期人類胚胎

還不能是「胚胎」 l 。同年，麥考密克在為美國衛生教育福利部

參 Clifford Grobstein, "External Human Fertilization", in Scientific 

4merican, 1979: 240, 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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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HEW 1 所屬的倫理諮詢委

員會 1. Ethics Advisory Board, EAB'i 撰寫Report and Conclusions: HEW 

Support of Research lnmlving Human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yo Transfer的報告中，也採用了「前胚胎」旳說法2 。

格羅斯坦在其著Science and the Unborn中為「前胚胎」一

詞做出辯解，聲稱該名詞的使用是「非常半碓地描述哺乳動物

及人類發育的最初階段」 3 。稍晚，麥考密克在 1991 年"Who or 

what is the pre-embryo'?"4文中提出 「採用「前胚胎 j 一詞，

是因曷在哺乳動物發育階段的最早期，主要是建立非胚胎的滋

養層 (non-emb1yonic trophoblast J' 而非形成胚胎本身」 5 0 他解懌

這個多綽胞實體，稱店裴胚，具有外部的紬胞牆 (outer

cellular well) 丶中心充滿液體的空腔 (fluid-filled ca、ity) 以及稱

月內綽胞固塊的紬胞小群。發育學研究已經：全明位於外部

綽胞牆的綽胞會形成滋養層，也是之後成色胎盤的先張

(precursor J 。最後，所有的紬胞在出生時被拋棄6 0 

：參 Ethics Advisory Board. Report and Conclusions: HEW Support of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n-o Transfer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Dep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1979), 101. 

Clifford Grobstein, Science and the Unbor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61 

Richard McCormick, S.J., "Who or what is the pre-embryo?", in 

Kennedy Institute of£1hics Journal. 199 I: I, 1-15 

McCormick, "Who or what is the pre-embryo?". I 

McCormick, "Who or what is the pre-embry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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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考密克認為，囊胚的內外兩層細胞彼此之間沒有絕對性

的關係及互動，這個「實體」還不能是一個「發育中的個體」

developmental individual)' 它僅僅是一個「遺傳上的個體」 l genetic 

mdividual) 而已。因此這個發育階段，只能稱為「前胚胎」而非

胚胎或早期胚胎，不是一個人的身體，當然也不能是一個「位

格人」。麥考密克不但宣稱他建立了早期人類胚胎一個「新道

德地位」：「『前胚胎』尚未成爲一個人類個體」 7 ; 同時也主

張原條 (primitive streak) 的出現是判斷「賦予靈魂」的時刻發生

與否的「科學性」根據，即為在受孕後的第十四天左右（下詳）。

格羅斯坦與麥考密克主張採用「前胚胎」一詞的目的，及

其後所帶來的重大影響，導致早期人類胚胎本體上與道德上之

地位被降低為「前胚胎」 ，並發展出一種與亞里斯多德－多瑪

斯「延緩的成人化過程」或「延遲的賦予靈魂」相似的所謂「延

緩的位格化」 (delayed personhood) 理論8 。此後， 「前胚胎」一

詞就受到許多世俗學者們的歡迎與採用，並在許多有影響力的

生命倫理期刊中被廣泛地討論，這導致了在過去的三十年中，

「前胚胎」一詞頻繁地出現在有關生命倫理、神學及公共政策

的文獻中，並成為贊成墮胎、破壞性胚胎與胚胎幹細胞研究主

張的學者們所採用的主要論點之一。

McCormick, "Who or what is the pre-embryo?", 1-8. 

8 參· 疝anne N. Irving, "What Human Embryo? Funniest Mental 

Gymnastics from Medicine and Research", June 9, 2009, from 

http://www.li和ssues.net/writers/irv/irv_ 82whathumanembryo I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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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胚胎學者對「前胚胎」一調的反駁

胚胎學家克雷頓．奇榭 !Clayton W 和scher 及生命倫理學家

黛安娜．艾芙琳 (Dianne N. Irving) 在其共同著作The Human 

Development Hoax9一書中，提出格羅斯坦及麥考密克「杜撰」

及使用「前胚胎」一詞的目的並清楚地加以駁斥。他們指出「前

胚胎」一詞是刻意創造出來的，其來源沒有任何人類胚胎學上

的科學基礎。奇榭說明格羅斯坦所使用的「前胚胎」一詞及其

論證不但毫無根據，也未受到生物學與胚胎學界的採用。許多

著名的人類胚胎學家，如布魯斯· 卡爾森 I Brnce Carlson) IO 、湯

馬斯．桑德勒 (Thomas Sadler) 11 、威廉· 萊森 (William Larsen) 12' 

在他們的教科書中完全沒有使用「前胚胎」一詞 13 。

凱斯· 摩爾\ Keith Moore J 雖在The Developing Human第五版

中使用「前胚胎」一詞 14 , 但在奇榭的提議下，在第五版三刷

9 
Clayton W. 和scher & Dianne N. Irving, The Human Development 

Hoax: Time to Tell The Truth (Virginia: Gold Leaf Press, 1997). 
10 
參 Bruce M. Carlson, Human Embryologi,•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New York: Elsevier, 1994). 
II 
參： Thomas W. Sadler, Langman's Medical Embryology (Baltimore 

Williams and Wilkins, 1996). 
12 
參 William J. Larsen, Human Embryolo忠'(New York: Churchill 

Livingstone, 2001). 
13 

Clayton W. Kischer, "The 和g Lie in Human Embryology: The Case 

of the Pre-emb內o", in The Human Development Hoax, 76-77. 

14 參: Keith L. Moore & T.V.N. Persaud, The Developing Human 

(Philadelphia: W. B. Saunders Co., 1993),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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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所有版本中，也已將該詞剔除而不再使用 15 。艾芙琳強調，

「前胚胎」－詢已被確認為不正確的科學用語，並且被「人類

胚胎學國際學術用語」 (International Nomenclature for Human Embryology, 

INHE) 正式拒絕使用 16 。另一位著名的瑞士人類胚胎學家羅南．

歐萊利 (Ronan O'Rahilly 不僅不使用「前胚胎」一詞，更在Human

Embryology and Teratolo忠＇一書中，提出五項理由，說明何以他

不使用這詞來描遑一個正在發育中的人類個體：

L 這個詞「定義不當」：因曷它的定義是隨著原條的出現或

神經胚軸而結束。

2. 這個詞「不正殯」：因曷純粹的胚胎綽胞如同胚盤 (embryonic

disc) 一樣，在受精後數天就能觀察到。

3. 這個詞「無法自囿其説」：因乓公認的胚胎定義，是包含

了全部的前八週。

4. 這個詞「含意模稜兩可」：它傳達了錯誤的觀念，認爲在

受精發生許久之後，一個新人類生物體 (new human organism) 

才形成。

5. 這個詞在 1986 年之後被引用「主要是乓了公共政策的原

因」……就像分娩後的年齡從出生時開始算起，出生前的

年齡是由受精時算起 17 0 

15 
參 Kischer, "The 和g 匕e in Human Embryology", 77 

16 
參: Irving, What Human Embrvo7, 2. 

17 
Ronan O'Rahilly & Fabiola Muller, Human Emh1yology and 

Teratology (New York: Wiley-Liss, 2001),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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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歐萊利在第五點中所指出的， 「前胚胎」－詞的使用

是對早期人類胚胎地位的錯誤論斷，其意圖正是為了一些相反

早期人類生命的公共政策或科學研究計畫，而貶抑這些新的人

類存有的「道德地位」 18 。換言之· 如果他她們只是「前胚

胎」而非早期人類胚胎，或只是個「遺傅上的個體」而非「發

育中的個體」，則各式各樣企圖貶低早期人類胚胎道德地位的

「延緩的位格化」論點，都將有所根據。而接受「前胚胎」 • 

詞的最後結果，將導致在早期墮胎、破壞性旳胚胎研究及其他

相閾實驗計畫提供一個所謂「科學性」的辯解。現代人類胚胎

學已經證明格羅斯坦及麥考密克所杜撰的「前胚胎」一詞在科

學事實上 scientifically 的錯誤，因此根據此一錯誤的科學論點

而產生的哲學結論，如「早期胚胎不能是位格」及「延緩的位

格化」等，也是錯誤的。正如歐萊利所明確指出的事實， 「前

胚胎」只是一個在 1980 年代為了某些理由所捏造出的－個「假

科學名詞」而已。

三、綜合分析

事實上，皿論是在體內或體外、在受精作用發生或人工無

性生殖 SCNT1 完成的那一刻起，這個擁有獨一無二的遺傳訊

息的單細胞接合子 I 生物體 ，正是一個新的人類生命與身體的

開端。而格羅斯坦及麥考密克所主張「前胚胎」並非發育個體

18 
參： Irving, What Human Embn·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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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點，意謂著將一個發育過程中生物體的身體分割成滋養層

與胚胎本身兩部分的一種概念，而不是將滋養層視為早期胚胎

身體中的一個重要器官（胎盤）的起源，這個重要器官將一匱存

在並運作匱到出生為止。雖然胎盤在出生後即失去作用而不再

需要，但這絲毫沒有貶低其在維持發育中的胚胎及胎兒生命上

的價值及重要性。格羅斯坦與麥考密克在人類胚胎學上的主

張，其實是刻意曲解並錯誤地運用了人類早期胚胎發育過程上

的事實，企圖以「前胚胎」一詞造成接合子與早期胚胎並非人

類身體的概念，以達到貶低早期人類胚胎道德地位之「延緩的

位格化」的目的。

第二節 有關「同卵雙胞胎」與「胚胎的再嵌合」

的異議與答覆

位格的定義是「一個以理性作為本性的個別實體」，但在

當代教會中一些反對接合子與早期胚胎是位格人的異議中，部

分學者將焦點放在對接合子與早期胚胎之身體是否符合「個體

性」的判斷上，而主張因爲在人類發育早期有可能會發生「同

卵雙胞胎」或「胚胎的再嵌合」的現象，因此接合子與早期胚

胎尙未具有一個「已個體化」的身體，故不能夠是一個「個別

實體」，也不能夠是位格人。同樣，這個論點也成為贊成墮胎、

破壞性胚胎與胚胎幹細胞硏究主張的學者們極為歡迎的主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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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此，本節首先簡述有關「同卵雙胞胎」或「胚胎的再嵌

合」現象發生旳情形；並藉由這些現象的發生而論述早期胚胎

尙未是一個符合「已個體化」的人類身體，因此不具位格的相

關異議內容；接著說明其他學者對此的澄清與答覆。

一丶「同卵雙胞胎」現象的發生19

同卵雙胞胎 (identical / monozygotic twins ; 含三胞胎、多胞胎等）

是一種罕見的現象，發生機率約 0.37% (1:270)' 起因於單一早

期胚胎分裂成兩個（或以上）基因上相同的胚胎，因此同卵雙胞

胎總是有著相同旳性別，以及非常相似的身體外觀。造成同卵

雙胞胎形成的原因和異卵 (dizygotic) 雙胞胎不同，同卵雙胞胎

很少受遺傳因素及促排卵藥 (fertility drugs) 影響，目前對刺激同

卵雙胞胎形成的原因仍不清楚。然而接合子在發育早期的某個

時間點分裂，是造成同卵雙胞胎的原因，不同的時間點會造成

不同型態的同卵雙胞胎；一般而言，分裂的時間點愈早，雙胞

胎（包括胎盤、羊膜及胚胎本身）分的愈開。

同卵雙胞胎可依分裂的時間點，而有四種不同的類型：雙

羊膜雙胎盤雙胞胎 (diamniotic dichorionic twins) 、雙羊膜單胎盤雙

胞胎 (diamniotic monochorionic twins) 、單羊膜單胎盤雙胞胎

(monoamniotic monochorionic twins) 和連體嬰 (conjoined twins) 。發育

19 本段主要參考: Moore, The Developing Human, 144-149; Larsen, 

Human Emb吖ology, 257-258, 480-482; Heffner, Human 

Reproduction, 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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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胚胎被兩層膜所組成的囊狀物包圍，分別是內層的羊膜

amniotic membrane 1 及外層的絨毛膜 chorionic membrane 1' 絨毛膜

即為胎盤的前身。倘若胚胎於受精後 72 小時內即分裂，每個胚

胎將擁有獨立的胎盤和羊膜 1雙羊膜雙胎盤雙胞胎 。最常見的類

型是胚胎於受構後 3-8 天內分裂，胚胎們將擁有自己的羊膜，

但彼此分享一個胎盤雙羊膜單胎盤雙胞胎＼。受精後超過八天才

分裂的雙胞胎很少見，因為此時羊膜已形成，所以兩個胚胎彼

此分享羊膜和胎盤（單羊膜單胎盤雙胞胎 。連體嬰 i 或稱暹羅雙胞

胎 Siamese twins 最罕見，大都在受精後 13-16 天才分裂，此時

著床已完成且原條已生成，因此胚胎極易分裂不完全，這是造

成連體的主要原因，在此時才分裂的胚胎也有可能造成胎中胎

, fetus-in-fetus , 的稀有情形。

總之，同卵雙互胞胎的產生為一人類特殊的無性生殖

l asexual reproduction 現象，而非來自正常情況中的有性生殖

1, sexual reproduction .1' 即受精作用，因此機率雖小，但一個早期

人類胚胎的確是有分裂並形成兩個（或多個 I胚胎旳可能性存在。

二、「胚胎的再嵌合」現象的發生

哺乳動物胚胎的再嵌合 embryonic recombination ! 實驗在 1965

年已經成功，在克里斯多夫．塔可夫斯基\ Kristoph Tarkowski 和

貝雅特里齊· 閔茲 Beatrice Mintz 所發表的硏究報告中指出，

他們成功地聚合兩個 8 細胞期小鼠胚胎並發育成小鼠，該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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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擁有來自雙重親代的細胞系 1. cell lines 的混合基因20 0 

一些新近的醫學報告也指出，在人類身體中存在兩種不同

類型的DNA是可能的，並有兩種可能旳情況：嵌合體或妄想

1 chimerization or chimera ! ; 鑲嵌體或瑪賽克 1, mosaic1sm or mosaics 1 0 

嵌合體是由發育中的兩個胚胎異卯雙胞胎',互相嵌合r. combination 

所形成的，這與同卵雙胞胎的形成過程＼由一變二）恰好相反，

這種現象有時被錯誤地稱作為鑲嵌。眞正的鑲嵌現象在起源上

與嵌合體不同，個體的鑲嵌現象是指體內的所有細胞皆為同胚

胎的起源（由同－胚胎發育而來＼，但不同的細胞群中有著不同的

基因組合21 。造成鑲嵌體的原因通常是接合子 I， 胚胎）早期有絲

分裂時的錯誤，該錯誤將造成發育後的胚胎中，產生含有不同

配對染色體的兩種以上的細胞系22 。相較下，嵌合體是由不同

20 

21 

Beatrice Mintz, "Experimental Genetic Mosaicism in the Mouse", 

in Ciba Foundation Symposium: Preimplantation Stages of 
Pregnancy, eds. Maeve O'Connor & Gordon Ethelbert Ward 

Wolstenholme (London: Foundation, 1965), 194-207; Andrzej K. 

Tarkowski, "Embryonic and Postnatal Development of Mouse 

Chimeras", idem, 183-193 

參： Andras Nagy & Janet Rossant, "C加maeras and mosaics for 

dissecting complex mutant phenotypes",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ifDevelopmental Biolo卽', 2001: 45, 577-582. 

22 在有絲分裂過程中，原始細胞會形成兩個子代細胞。錯誤會發生

在兩個染色單體 (chromatids) 中的一個發生不正確分離，或者

彼此黏附 (adhere to each other) '而導致子代細胞染色體

(chromosomes) 的錯誤配對。這將產生一個新細胞系，如此一

個胚胎中便存在有兩種（或以上＼不同的細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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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胚胎來源（兩個或多個胚胎＼的細胞所結合成的單一個體。然

而，嵌合體與鑲嵌體皆發生於接合子（胚胎）發育的非常早期，

所有的細胞仍屬於非專化細胞 (unspecialized cells)' 所以這擁有

兩種（或多種） DNA形式的胎兒仍能健康的出生。

人類在自然受精的狀況下，有嵌合體發生是極為罕見的，

因為至少需要兩個以上的胚胎，才可能有嵌合的情況產生。而

同卵雙胞胎本來就是由一個胚胎分裂為二，若發生再嵌合現

象，也僅僅是回復成一個染色體組 (karyotypes) 的胚胎。因此只

有在異卵雙胞胎的情形下發生再嵌合，才有可能經過染色體組

的檢查而發現。

然而，自從體外受精 (IV尸被廣泛使用後，嵌合體發生的

機會便增加了許多。在IVF過程中，為增加著床率，通常會置

入婦女子宮兩個以上的胚胎，這使得雙胞胎（或多胞胎）的機率

比自然懷孕要高出許多。隨著多胎壤孕機會的增加，嵌合體形

成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臨床遺傳學家大衛．邦思倫 (David

Bonthro正在其報告中已經證明，在英國有一位經由IVF所誕生

的兩性同體 (hermaphrodite) 男孩，由於再嵌合作用發生，他的體

內同時擁有 46,XX及 46,XY的染色體組23 。此一罕見的嵌合體

病例肇因於在IVF-ET療程中植入子宮多個胚胎，而發生的兩個

23 
參： Lisa Strain, John C. S. Dean, Mark P. R. Hamilton & David T. 

Bonthron, "A True Hermaphrodite Chimera Resulting from Embryo 

Amalgamation after in vitro Fertilisation", i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98: 338, 16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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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卯雙生 non-identical twin) 胚胎的再嵌合現象，導致該男孩

在出生後體內許多組織受到影響。

另一份文獻則說明了兩個個體如何在懷孕早期嵌合為一的

嵌合體證據24 。在這個案例中，一位化名「珍」 Jane) 的女士，

在 52 歲時才被診斷出是一位「雙胚型」 (heterogametic \嵌合體。

硏究顯示，「珍」的母親懷孕初期時，子宮內遠有另一個女性

（接合子胚胎，也就是「珍」的異卯雙胞姊妹，其後她與她的

姊妹發生嵌合現象，而合併成一個人－＿「珍」。

這兩份硏究報告指出，上述英國男孩和「珍」的存在皆為

兩個接合子（，胚胎）發生再嵌合後的結果。倘若再嵌合沒有發生，

以英國男孩的例子而言，將會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出生；而

「珍」將會有一位異卯雙胞胎姊妹。然而，再嵌合現象造成了

「兩性雙胚」或「同性雙胚」的嵌合個體。和同卵雙胞胎恰恰

相反，如果開始存在有兩個接合子 I胚胎］，是有可能發生嵌合

作用而成為一個胚胎的。

三丶「早期胚胎不是人的身體，也不具倆體性，因此
不能是位格」的興議

在反對接合子與早期胚胎是位格人的諸多論點中，因爲有

可能發生同卵雙胞胎與胚胎的再嵌合現象，所以接合子與早期

胚胎尙無個體性的這個主張，即成為極受歡迎的論證之一。這

24 
衰多: Claire Ainsworth, "The Stranger Within", in New Scientist vol 

180 issue 2421. 200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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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論證的主要看法是：雖然接合子是由雙親的生殖細胞精卯

經由受精作用結合而成，是為一個基因組合上獨一皿二的實體

genetically unique entity l' 然而這個具有雙倍染色體的生物體

diploid organism l' 在受精後 14 天前，仍有可能分裂成二或多

個胚胎；即使雙生 I twinning 1 或再嵌合發生的機會並不大，但

仍然代表這個接合子尙未完成「賦予個體性」 (individuation 的

過程，因此接合子不能是一個「本體性的個體」 I ontological 

individual)' 也不能是一個人的身體。

這立場主要由諾曼．福特 (Norman Ford l 在 WhenD成 I Begin? 

Conception of the Human Individual in History, Philosophy, and 

Science25一書中提出，並受到一些學者如湯瑪斯· 香儂 (Thomas

Shannon I 、艾倫．沃爾特 I Allan B. Wolter, O.F.M.) 26及理查．麥考

密克27等等的大力支持。福特在生物學上同意接合子是一個人

類細胞，同時也擁有「生物學上的人類本性」 (biological human 

nature .1' 但這並非意謂著人的位格已經存在。確切地說，他主

張雖然在受精後一個遺傳學上的人類 (genetic human being 1 已經存

在，但在「原條」出現前，一個「本體性的人類」 (ontological human 

25 

26 

27 

Norman Ford, When D成 I Begin? Conception of the Human 

Individual in 祏story, Philosophy, and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Thomas A. Shannon & Allan B. Wolter, O.F.M., "Reflections on the 

Moral Status of the Pre-embryo", in Theological Studies, 1990: 51, 

603-626. 

Richard McCormick, "Who or what is the pre-embryo?",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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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是不可能存在的28 0 

福特認為位格人必須是「具有生物學上的人類本性，是一

個清楚的丶纘續存在的本體性個體」 1 a distinct on-going ontological 

individual with a biological human nature l 29' 而雙生或再嵌合發生的可

能性正說明這樣的「繼續存在的個體」尚未出現 e 舉例而言，

一個接合子肛胎 I 若分裂爲二，皿論是原本旳接合子胚胎 , 

或是那兩個新的接合子肛胎 ，都不能稱爲是第一個個體。同

樣地，在兩個接合子胚胎 i 嵌合為一個新實體時，其原有的兩

個個體將不復存在，而這個新實體＼嵌合體 i 將成為一個新個體。

按照福特的看法，從受孕的那一刻起直到著床或原條期之前，

不可能有一個個別身體旳位格人存在 換言之，直到雙生或再

嵌合現象不能發生之前，人傾早期胚胎都不能稱為位格。

香儂和沃爾特兩人就位格的個體性問題，不但支持褔特的

主張，並且強調不可逆的「賦予個體性」的重要性是構成位格

人的必要條件之一：

28 

一個個體（接合子或胚胎）不能是一個個體，因此也不

是一個位格人。直到完成某些限定的過程，以及碓定一些

特有的綽胞出現。很清楚地，那時，而且唯有在那個時候，

另一個個體不能由這個胚胎的細胞而來。那時，而且唯有

在那個時候，這個特殊的個別的胚胎將只能是這個單一的

參 Norman Ford, When Did I Begin7, 168-177 

29 Norman Ford. When D成 I Begin7, 128 另有一芸相隔論證，參該
書 27, 92. 100.111-122. 128. 132-137. 165-166. 171-1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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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 30 0 

此外，與褔特的論點相同，香儂和沃爾特認為，一個個體

直到限定的過程（雙生或再嵌合現象不能發生後）及確定一些特有細

胞出現（原條）之後，才能稱為一個「人類個體」 (human individual) ; 

在此之前，雙生現象的可能性，以及早期胚胎細胞的全效性

(totipotentiality)' 都表明著這個生物實體 (biological entity) 不是「必

然地單一的」 (necessarily single) 31 。更明確地說，一個人類早期

胚胎，只是由一群「個體」細胞，鬆散地結合而成的一個聚集

體而已，而不能是一個個別的人類身體。

麥考密克同樣主張：即使那在受精後的產物是一個遺傳學

上的人類，但還不能是一個「發育個體」，而這個「科學事實」

也正是前述他所主張「前胚胎」的道德地位不能與胚胎相同的

基礎。他指出： 「道德地位，特別是在位格特性上的一些爭議

性問題，是與發展中的個體性 (developmental individuality) 的確立

（成爲一個個體的依據）有關」 32 。與主張位格較早出現（受精時）

的看法大為不同的是，麥考密克認為，一個位格人出現的時刻，

僅能在發育中的個體性階段發生之後，也就是當內細胞團塊的

分裂不再能夠分裂而產生同卵雙胞（或多胞）胎的個體時。最後，

30 
Shannon & Wolter, "Reflections on the Moral Status of the 

Pre-embryo", 614. 
31 

Shannon & Wolter, "Reflections on the Moral Status of the 

Pre-embryo", 613. 
32 

Richard McCormick, "Who or what is the pre-embry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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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因「前胚胎」的細胞仍屬全效性，且雙生現象仍可能發

生，所以我們無法得知將有多少「新個體」會由「前胚胎」產

生。他因而緒淪：「洫到受精後第 14 天原條出現時，也就是雙

生現象不再發生之前，沒有『個體』能出現」 33 。對他而言，

一個生物學意義的穩定主體（身體）在原胚條出現之前是不存在

的。因此胚胎位格性的出現，不可能早於受精後的第 14 天。

以上所述來自福特等人的論點，都是企圖去論證早期人類

胚胎 I 或所調的「前肛胎」 ，在原條出現約 14 天前不能是位

格人。換言之，只要早期胚胎有可能發生雙生或再嵌合現象，

他（她）就還不是一個確定的人類身體；直到其個體性已確立且

不能再變成產生其他的個體時，才能眞正地稱其為一個「身

體」 ，並享有位格人的尊嚴。如此一來，就艾有絕對的道德義

務，去保護處於被嚴重傷害或瀕臨被毀滅的一個早期人類胚

胎。另一方面，因為早期胚胎並不具位格，許多具爭議性的早

期墮胎形式，包括事後避孕丸 (morning-after p皿及許多阻止胚胎

著床的方式，只要在懷孕的最初兩週中執行，都不構成違反人

類生命的罪行，只是普通的「阻止成孕」方法罷了。當然，那

些由IVF或複製技術所「製造」出的早期人類接合子與胚胎，

也不能享有與位格人一樣的道德地位，而可以自由地實瞼後予

以銷毀。這個以原條出現（約十四天）前的胚胎不能是位格人的

理論，也在日後為世界各國與胚胎及胚胎幹細胞研究有關的去

33 
Richard McCormick, "Who or what is the pre-embry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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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被使用做為判斷胚胎何時成為人類個體的標準34 。

四、其他學者的澄清與答覆

關於福特、香儂、沃爾特及麥考密克所提出的論點，已經

有許多學者，包括傑曼· 格里賽 1 Germain Grisez l 35 、安東尼．費

雪 1 Anthony Fisher, O.P. l 36 、尼可拉斯．唐提菲利比尼 Nicholas

Tonti-F山ppini) 37 、本篤·阿思賴\ Benedict Ashley, O.P 和雅伯特．

34 以台灣《人類胚胎及胚胎幹細胞研究條例草案》 I, 2008 I 為例，

其第三條第二款中定義硏究用人類胚胎· 「研究用人類胚胎，指

依本條例規定得供硏究用之胚胎維織及分裂未逾十四日且焉出

現原條之人類胚胎」。其條文說明中更清楚指出· 依據英國「藥

政大臣專家委員會建議報告」 1,2000 年 、瑞典汀 15 號去案」

35 

36 

37 

i, 1991 年＼及我國「胚胎幹細胞研究的倫理規範」 2002 年）

規定之「十四日規則」，以原條出現爲胚胎發展成為人類個體之

分界線，禁止對已發育超過十四日，或出現原條之胚胎進行租關

研究。參 行政院衛生署，《胚胎幹細胞硏究的倫理規範》，見

http汩dohlaw.doh.gov.tw/Chi/FLAW/FLAWDAT0202.asp : 《人類胚

胎及胚胎幹細胞硏究條例草案》， http://archives.ey.gov.tw/Upload/

WebArchive/Oley/20111214/www.ey.gov.tw/public/Attachment/8731 

I 08571.doc 均取自 2010 年 4 月 19 日，) 0 

Germain Grisez, The Way of the Lord Jesus Vol. 2: Living a Christian 

L成 (Illinois, Quincy: Franciscan Press, 1993), 495; also see "When 

do People Begin?", 35-40 

Anthony 柘sher, O.P, "Individuogenesis and a Recent Book by Fr 

Norman Ford", in Anthropotes, I 991: 7 (2), 199-244. 

Nicholas Tonti-Filippini, "A Critical Note", in Linacre Quarterly, 

1989: 56 (3), 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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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傑斯奇\ Albert Moraczewski, O.P. I 38在他們的著作中對其提出

強而有力的批判，主要內容綜合如下。

首先，以單細胞生物（如變形蟲 'amoeba 的無性生殖為例，

一個個體分裂成兩個時，細胞分裂前旳個體性並不因此而被質

疑，原始細胞的生命也在分裂後旳新刑胞中延續下去。在其他

可發生無性生殖現象旳主物中，如玫瑰、渦蟲 planaria正及蚯

蚓等，如果分切位置適當，原有的個體將會形成兩個新個體身

體。正如任何能行無性生殖的生物一樣，「具雙生能力 (twinnable)

的胚胎是有可能分裂爲二的一個個體，沒有人能否定他（她）

們的個體性」 39 0 

再者，雖然同卵雙生作用與複製技術旳過程不同，但這兩

個過程的直接結果卻十分類似，如同阿思賴與莫拉傑斯奇所主

張： 「同卵雙生現象是一種發育過程中的偶發現象，兩個同卵

雙胞胎的到來，能合理地解釋成如同無性生磕（複製技術）的形

式」 40 。簡單來說，人類複製技術（體細胞核轉殖）需要從女性身

上取一個卵子，將其細胞核除去後重新植入一個新核，而這個

38 

39 

40 

Benedict Ashley, O.P. & Albert Moraczewski, O.P., "Is the Biological 

Subject of Human 和ghts Present from Conception?", in The Fetal 

Tissue Issue: Medical and Ethical Aspects, Peter Cataldo & Albert 

Moraczewski, O.P. eds. (Braintree, MA: Pope John XXIII Medical

Mor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 1994), 33-60. 

Fisher, "Individuogenesis and a Recent Book by Fr. Norman Ford", 

230-231. 

Ashley, "ls the Biological Subject of Human 和ghts Present from 

Conception?", 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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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細胞核是取自於一個成年「位格人」的體細胞。因此，以人

類生物學而論，這個新形成的個體就如同那提供細胞核的成人

的同卵雙胞胎兄弟（或姊妹）一樣。既然如此，這個原來的（被

複製的）個體其本體上的身分 (ontological identity J 及個體性，將

不會隨著複製出新個體的過程而有所改變。若說那被複製者的

實體身分及個體性，在形成一個複製品後將不再繼續存在，是

完全不合理的41 0 

如果褔特的主張是正確的：如果一個人類存有 I 經雙生作用）

成為兩個時，那原本的那個人類存有就不能是位格人。按此邏

輯，如果一個位格人（供核者）被複製後的結果是產生兩個位格

人，那個原來的人（供核者）也不能是位格人。事實非常清楚，

原來的人（供核者］所具有的本質 (essence) 、本性 l nature) 及位

格性，與這個人類存有是否會成為因為雙生或複製而成為兩

個，毫無關係可言。誠如 Fisher 所言：

當生物技術發展純熟時，腹製一個成年人類（所提供的

潑明）要比胚胎的無性生磕更具意義一—沒有人能聲稱一個

具有被襪製能力 (clonable) 的成年人類不是一個個體42 0 

最後，人類嵌合體（胚胎的再嵌合）的發生極為罕見，而且

是胚胎發育中的一種異常現象，因此並不足據此來質疑一個正

常胚胎的性質。然而在生物界能有類似的現象發生，例如將一

41 
參: Nicholas Tonti-Filippini, "A Critical Note", 43. 

42 
Fisher, "Individuogenesis and a Recent Book by Fr. Norman Ford", 

231' 亦參 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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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植物嫁接 (graft) 至另一株植物上，以培育新品種的水果是常

見的，這株嫁接植物也是一種嵌合體的形式。在嵌合小鼠或山

羊—綿羊嵌合體 (goat-sheep chimera) 體內的某些部分的基因，是

由嵌合前的一個胚胎的親代而來；叭而體內其餘部分的基因，

則來自另一個胚胎的親代。這個事實不值不能說明那兩株植物

（或兩個胚胎）在嫁接匱合前不具有個別旳生命及其個體性，

而且正好相反：嵌合前的兩個個體及嵌合後的新個體，皆具有

其各自的生命及個體性43 。如同雙生現象的邏輯一樣，主張在

經由嵌合現象形成一新個體前，原來的兩個個體並不具個體

性，這種主張完全不合理。

總之，生物學上的具體現象及例子，已證明了福特及其他

學者的假設站不住腳。同卵雙生與胚胎的再嵌合現象，並不能

支持一個新的人類個體在受精時並不存在的論點，因為一個人

類個體的發育過程是連續而不間斷的。同時在原條出現後，胚

胎仍有罕見的機會分裂而成為連體嬰。雖然少數人類個體的開

始存在（雙生與再嵌合＼是介於受精後及原條出現之間，但其產

生方式也只是偶發的特殊情形，這完全不能否定一個實體個體

與其身體能在具有所謂「無雙生能力」 (untwinab山ty) 及「無嵌

合能力」 (unchimerability J 44前（約在受精後第 14 日）即存在的事實。

43 
參 Germain Grisez, Abortion: the Myths, the Realities, and the 

Argument (New York: Corpus Books, 1972), 27 
44 
參: Fisher, "Individuogensis and a Recent Book by Fr Norman Ford", 

23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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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分析

雙生現象只是說明了人類在一些罕見情形下，能夠自然地

發生無性生殖現象；而任何無性生殖現象的發生過程中，皆是

由其親代個體產生子代個體、一個生物體的身體產生另一個新

的生物體身體，因此去質疑在無性生殖中親代或子代身體的個

體性是毫無意義的。同卵雙胞胎能被解釋為由兩個不同的世代

r, generatio瓦產生，而非一個：第一個是由平常的有性生殖而產

生，第二個則是由罕見的無性生殖過程而產生45 ; 然而也可以

解釋成在同卵雙生現象發生後，兩個位格人接替了那個停止存

在的位格人。可是對於那些從未發生雙生現象，從成為接合子

以來一直是相同個體與身體的所有人類而言，同卵雙生現象並

不表示在他（總的身體在發育過程中能有任何的中斷性46 。一

個生物體的個體性與其身體的存在，並不取決於其是否有分裂

的可能；倘若碰巧分裂，分裂前與分裂後的不同生物體，皆不

能否認其具有自己的身體與其個體性。換言之，當一個早期胚

胎分裂時，我們能簡單地說有一個個體與其身體確實存在；當

分裂發生時，這儘個體終止其存在，而有兩個後繼個體 (successor

mdividual) 與其身體的出現。或者能說，當一個個體內的一些細

胞分裂出來，形成一個新的雙生個體 I twin individual 與其身體，

而原有的個體及其身體仍繼續存在。因此，無論雙生現象是否

45 
參: Grisez, Living a Christian Life, 495 

46 
參 Tonti-Filippini, "A Critical Note",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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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起初的接合子或早期胚胎，與他 i 她）的後繼胚胎或雙生

胚胎，皆具有其個別的身體，每個身體也都具有同樣的個體性。

這些主張人類發育早期有可能會發生「同卵雙胞胎」或「胚

胎的再嵌合」現象，因此接合子與早期胚胎尙未具有個體化的

身體，所以不能夠是一個「個別實體」也不能夠是位格人的學

者們，刻意以一個哲學性旳位格定義「以理性作為本性的個別

實體」中「個體性」的意義，強行套用至人類胚胎學上罕見的

同卵雙生或胚胎的再嵌合現象之上。這是一種刻意「斷章取義」

的作法，實際卻完全與生物學上經常出現的許多無性生殖與嵌

合 i 嫁接 I 現象，或是人類複製技術所顯示出的事實不符。判斷

一個具個體往的人類身體之存在與否，是決定於一個人類接合

子的存在與否，而非取決於其後不能再發生的雙生或再嵌合現

象的時刻 i 原條出現或 14 日＼。因此這個異議不但不能影響教會

訓導判斷人類接合子是人的身體、也是位格人所使用的「隱含

的標準」，反而更突顯出倘若錯誤的使用科學性證據，其結果

必將導致錯誤的哲學結論。

第三節 有關「早期懷孕失敗」的異議與答覆

陽性的妊娠測試結果，代表了受精作用的完成、接合子的

形成與隨即而來的細胞分裂已經發生，然而這並不能保證早期

胚胎將會正常地著床與持續發育下去。因此教會內有少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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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試圖以誇大的早期嚷孕高失敗率，做為神哲學上推論「接

合子與早期胚胎不能是一個位格」的基礎，本節將對此論點提

出澄清與答覆，最後做一個綜合分析。

一丶「早期懷孕失敗」的發生

大部分異常早期胚胎的流失為自發性地 (spontaneously) 出現

在懷孕的前兩週，因此稱為「早期壞孕失敗」 (early pregnancy loss) 。

造成這些早期自發性流產的原因非常複雜，但大部分與染色體

異常 (chromosomal abnormalities) 有翡47 。除了性染色體 (XX或XY)

的數目外，早期胚胎必須毫無錯誤地繼承到 44 條 (22 對）染色

體，若有額外或缺失染色體的情形發生，絕大部分的胚胎將於

懷孕期的前三個月內死亡，僅有少數例外，如唐氏症 (Down's

Syndrome) 。唐氏症患者較一般人多一條染色體 (47,XX或 47,XY)'

此額外的一條染色體雖會造成生理異常，卻不會致命，所以唐

氏症寶寶通常能出生並發育至成人階段48 0 

染色體異常的頻率也和年齡有關，一般而言，年齡較大的

雙親，較易產生有先天缺陷的配子49 。來自母體的因素也是成

47 

48 

49 

參： Moore, The Developing Human 35, Larsen, Human Embryology, 

23; Heffner, Human Reproduction, 86. 

參： Moore, The Developing Human 37, 

參： Moore, The Developing Human, 28-29, 44, 47, 60; Larsen, 

Human Embryology, 3, 22, 489-490; Heffner, Human Reproduction, 

86-87; Gui-An Chen, "Current Progress In Early Pregnancy 

Investigation" in Chinese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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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著床及維持壤孕的關鍵，例如母體的內分泌調節系統，臨床

上許多研究皆將焦點集中於母體內分泌系統的混亂、黃體期的

異常、受精後賀爾蒙的分泌情況等，特別是孕酮在早期懷孕時

的分泌水平。孕酮是造成子宮內膜增厚的主要因子，而子宮內

膜增厚是為準備胚胎的著床。其他可能的母體因素為子宮環境

異常或免疫系統異常，這種種原因皆有可能造成早期懷孕失

敗。事實上，早期懷孕失敗的發生頻率的統計是相當困難的，

因為當其發生時，大部分的女性尙未察覺自己已經懷孕，而誤

以為是月經週期延遲。根據目前的研究報告顯示，早期懷孕失

敗的機率約在 30%左右50 0 

二丶「早期胚胎死亡率過高，故不能是位格」的異議

少數神學家，如湯瑪斯．香儂、艾倫．沃爾特及理查．麥

考密克等，根據兩棲類胚胎學家格羅斯坦所提供的資料與數

據，主張人類早期懷孕失敗率高達 55%' 這完全是由於「前胚

50 

4, 85-90; Jun-Mei Zhang, "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Pregnancy 

Complications", in Chinese Journal of Practical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2000: 6, 96-101. 

參： Moore, The Developing Human, 33, 35; Heffner, Human 

Reproduction, 86-87; D. Wilcox, J. Allen, Clarice R. Weinberg, John 

F. O'Connor, Donna D. Daird, John P. Schlatterer, Robert E. 

Canfield, E. Glenn Armstrong, and Bruce C. Insula, "Incidence of 

Early Loss of Pregnancy", in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88: 319 (4), 189-194; Barbara O'Brien, MD, "Early Pregnancy 

Loss", in eMedicine: Obstetrics I gynecology, June. 27,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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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的異常比例非常高，以及早期胚胎身體的「個體性」非常

不穩定所導致51 。他們聲稱因為早期壞孕的失敗比例非常高，

所以「前胚胎」還不足以是一個人類身體，因此接合子與早期

胚胎是一個位格人的論點是非常不合理的52 。香儂及沃爾特則

進一步表示：「受精卵 (fertilized egg) 在損耗量 (wastage) 上的問

題上產生了相雷大的困難，若將在懷孕過程中如此拙劣的事

(bungling) 歸咎於上智的造物主，這幾乎是一種褻瀆的事」 53 0 

換言之，香儂等人認為「前胚胎」還不是一個已經個體化旳人

類身體，所以會有龐大的數量在發育早期因本身異常或其他原

因死亡。高比例的早期懷孕失敗是一個事實，而天主不可能按

昭祂自己的肖像來創造一些位格人，然後讓他們如此快速地死

去。因此這些學者主張一個「前胚胎」是－個按天主肖像所造、

有著身體與理性靈魂的位格人這種看去完全不合理，甚至是對

天主的一種褻瀆。

三、其他學者的澄清與答覆

51 

52 

53 

這個以「早期嚷孕失敗的高發生率」來支持早期胚胎不具

參： Grobstein Clifford, "External Human Fertilization: An Evaluat10n 

of Policy'', in Science, 1983: 222, 127-133 

參： Shannon & Wolter. "Reflections on the Moral Status of the 

Pre-embryo", 618-619; 和chard McCormick. "Who or what is the 

pre-embryo?", 3. 

Shannon & Wolter. "Reflections on the Moral Status of the 

Pre-embryo", 618, at footnote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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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格性的論證，其荒謬錯誤已由一些倫理學神學家如威廉· 梅

爾 (William E. May l 54 、傑曼．格里賽 55 、本筒．阿思賴 56等學者

所提出，他們的答覆可綜合成以下四點·

L 雖然胚胎的染色體異常是造成早期懷孕失敗的主因之

一，但許多複雜的原因同樣會造成懷孕失敗。本書第四章

已說明一次成功的嚷孕及維持懷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取

決於母體的環境，任何來自旦體內分必控制系統上的異

常，都將導致胚胎的著床失敗。因此，並非所有早期懷孕

失敗中所死亡的皆為異常胚胎，有許多仍為正常胚胎。

2. 有關早期懷孕失敗率高達 55%的數據是估計過高的。如前

所述，目前的硏究報告指出早期懷孕失敗率是接近 30% 。

也就是說，至少有超過三分之二以上的胚胎爲正常胚胎．

且能繼續發育。將辯論焦點放在少數異常胚胎而非能正常

發育的胚胎上，並不足以證明早期胚胎不能是人的身體或

不具位格性。

3. 如果體內的染色體數目異常（具有額外的或缺少部分染色體 , 

絕大部分的胚胎會在受清後三個月內死亡：跃而，還是有

一些例外，患有唐氏症 Down's Syndrome 的胚胎，雖然比

54 

55 

56 

Willian E. May, Catholic Bioethics and the Gift 司 Human Life 

(Huntington: Our Sunday Visitor, 2000), 166-167 

Grisez, Abortion, 30-33. 

Benedict Ashley O.P. & Kevin O'Rourke O.P., Health Care Ethics: A 

Theological Analysis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7), 23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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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多一條染色體卻不會致命，所以唐氏症寶寶通常能

出生並發育至成人階段。因此生命的長短，與其是否為位

格絲毫沒有關連。

4. 梅爾及阿思賴都指出，我們並不是天主，更不知道祂的旨

意為何。我們須知，在人類歷史中的一些年代，嬰兒、甚

至成人的死亡率同樣也是非常高的，這事實上完全與他們

是否為位格毫無關係 57 0 

最後，梅爾更提出一個問題來反問香濃及沃爾特：

那些引用所謂「胎兒的才員耗量」的「事實」去支持他

們主張一個個體的丶位格性的生命在受孕時開始（這個論述）

是不合理的和褻瀆天主的人，羚道也想要去否定那些死於

嬰兒期的數百萬嬰兒們是位格人，紈後上智的造物主將會

允許如此「拙劣的事」 (bungling 在嬰兒期發生西 58 ? 

四、綜合分析

以科學性角度來看，人類早期胚胎的死亡率相對於其他發

育階段較高，是肇因於早期胚抬本身生理上的異常、著床失敗、

母體無法繼續維持懷孕狀態等許多不同之客觀的生理因素所

致，這與其是否是人旳身體、是否具有理性靈魂、是否為位格

等問題並沒有關連。事實上，在人類生命旅程中的每個不同階

57 
參: Ashley, Health Care Ethics, 235; May, Catholic Bioethics and the 

Gift 成Human Life, 167. 
58 

May, Catholic Bioethics and the Gift 卟Human Life,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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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確潛在著一些來自內在（如健康因素）或外在（如薏外事件＼

足以導致死亡的可能性。然而，人類在不同的生命階段中，無

論導致死亡之可能性因素或死亡率的高低，都不能影響他（她）

擁有自己的身體、做為人類成員的一份子，與其具有位格性的

明確事實。換言之，人類接合子亢其存在之初就已經是一個人

的身體，而這個身體始終未曾間斷地展現出生命現象，發育、

發展與運作著各種生理機能，直到死亡的那一刻才告一段落。

這個「接合子與早期胚胎不是人類身體、也不能是位格人，

因為他們在受精後的早期發育過程中，會有龐大的數量死亡」

的異議，不但錯誤地使用科學證據（誇大的早期懷孕失敗率），也

錯誤地認為尙未發育成為一個人的身體是導致接合子與早期胚

胎「損耗量」的原因，才會做出錯誤的哲學結論。反觀教會訓

導在判斷接合子的位格性時所使用之「隱含的標準」 ，則是根

據接合子與早期胚胎已經是一個人的身體這客觀科學性證據與

事實，而非接合子或早期胚胎的死亡率。因此，無論早期懷孕

失敗率的高低與否，不但與接合子是人的身體之事實無關，也

絲毫不會影響接合子具有位格性的正確哲學結論。

第四節有關「葡萄胎」與「卵巢皮樣囊腫」

的異議與答覆

前這說明使用錯誤的「早期懷孕失敗」的機率來質疑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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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的位格性相關異議，其前提在於有「正常」的受精作用發

生，也的確有接合子與早期胚胎的形成，只是可能肇因於其生

理上的異常或母體之因素，而導致在發育初期即不幸死亡。本

節則將指出少數天主教學者根據一些罕見的「假懷孕」情形，

如完全葡萄胎及卯巢皮樣囊腫的產生，而錯誤的認為這些異常

的組織是由接合子發育而來，因此主張接合子不能是一個人類

身體，也非位格。本節提出學者對這個論點所提出的爭議、澄

清與答覆，最後加以綜合分析。

一丶「葡萄胎」的成因與分類

葡萄胎, hydat汕form mole 1 是一種妊娠期滋養層異常生長疾

冉、. . 59 r '·gestational trophoblast1c disease, GTD 1 。早在主前四百年左右，

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即形容此疾病為子宮「水腫」。葡萄胎亦

稱水泡狀胎塊，是指妊娠後胎盤絨毛滋養細胞異常增生，最後

絨毛轉變成水泡，水泡間相連成串，形如葡萄而得名。葡萄胎

發生後，由於懷孕早期時hCG的分泌水平和懷孕期相同＼或更

,9 
參 Moore, The Developing Human, 72; Larsen, Human Embryology, 

42-43; Heffner, Human Reproduction, 121-122; Xiu-Yu Yang, 

"Management of 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disease", in Chinese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忠， 1998: 7, 44-49; Hong-Jun 

Song, "Triploid fetus and hydatidiform mole: antenatal diagnosis and 

cytogenetic study", in Chinese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1996: 5, 195-198 : Jing Xie, "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山sease", in 

Progress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2006: 4, 6-15 



第五圭 蕾代天 i 菽麐者對「棲令孑是人姊身體」的星 1義與答紅 243 

高 ，導致懷孕測試為陽性，在懷孕中期卻測不到胎兒心跳，

故有「假懷孕」之稱。在西方國家中，約每 1000-1500 次懷孕

發生一次，亞洲婦女則為 2-5 次 60 。葡萄胎分為完整性葡萄胎

complete hydat汕fonn moles, CHM 與部分性葡萄胎 I partial 

hydat曲form moles. PHM 兩種，其中大多數為完全性葡萄胎，具較

高的癌化率，且並師胚胎存在；少數為部分性葡萄胎，癌化情

形則較罕見，有時甚至能檢驗出有胚胎曾經出現過的證據。

（一）完整性葡萄胎

在受精作用發生後一週的囊胚期時，早期胚胎會分化出胚

體層細胞（內細胞同和滋養層細胞兩層不同型態的細胞。按昭

有關遺傳印記, genetic imprinting 的硏究顯示，滋養層細胞的發

育及分化是由來自父系的遺傳因子所控制，在正常的情兄下，

滋養層細胞會發育成胎盤，及胎兒在子宮內有關發育上所需旳

各種組織。而胚體層細胞則由母系遺傳因子所控制，未來將發

育及分化成為胚胎本身 61 。完整性葡萄胎產生的方式有兩種·

其一，由一失去母系染色體的「空卯」與兩個精子結合而成，

稱為「雙精入卵受精作用」 dispe1mic fertilization'' 接著這兩個

精子的原核發生融合，形成一個具有雙套染色體的核，其染色

體組合有 46,XY及 46,XX兩種。另一種形式則為一失去母系染

色體的「空卵」與雙倍體精子＼為單－精子，但其染色體異常複製成

60 
參： Heffner. Human Reproduction, 121 

61 
參： Larsen, Human Emb1yology,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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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套，或是第二次減數分裂失敗而具雙倍染色體的精子＼發生受精作用，

稱為「單精入卵受精作用」 (monospermic fertilization 1' 於是也產

生雙套核的結果，其染色體組合則只有 46,XX一種 62 。統計結

果指出，完整性葡萄胎的染色體組合 90%為 46, xx'10%為 46,

XY63 。雖然完整性葡萄胎含有與正常接合子相同的雙套染色

體，但是除了粒腺體中的DNA外，其遺傳物質完全來自父系，

故僅能發育出部分胎盤及許多葡萄狀水囊，並沒有接合子與胚

胎的存在 64 0 

（二）部分性葡萄胎

部分性葡萄胎則是一種嚴重的染色體異常，起因於一正常

卵子及兩個精子或雙倍體精子結合所產生的三倍體 (triploid J 異

常接合子，全部的染色體組合 (69, XXY 、 69, XXX 或 69, XYYl 皆

已發現。雖然部分性葡萄胎為一嚴重異常的三倍體，但與完整

性葡萄胎不同的是，部分性葡萄胎具有來自父系及母系雙方的

62 因為 46,YY 的基因型組合缺乏 X 染色體上的必要基因，所以不可

能產生。參: Larsen, Human Embry•ology, 42. 
63 

64 
參： Heffner, Human Reproduction, 121. 

參 Moore, The Developing Human, 72; Larsen, Human Emb,yolo紅

42-43; Heffner, Human Reproduction, 121-122; Xiu-Yu Yang, 

"Management of 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disease'', in Chinese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J1, 1998:7, 44-49; Hong-Jun 

Song, "Triploid fetus and hydatidiform mole: antenatal diagnosis and 

cytogenetic study", in Chinese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葛

1996: 5, 195-198; Jing Xie, "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disease", in 

Progress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2006:4, 6-15. 



第五素 雷代天 i;fl 學考對「殺令孑走人伷身體」伷昺1義與答紅 245 

遺傳訊息，因此在流產後的組織中，有時能檢測出曾有胚胎出

現過的證據。

部分性葡萄胎的特徵為只有局部的絨毛水腫，滋養層細胞

局部增生，但是併存的胎兒常有嚴重的先天畸型。因為同時有

兩只精蟲進入到卵子裡，無法發展出正常的胎兒，但是滋養層

細胞卻持續增長，這便造成初期的胚胎與過度增長的滋養層細

胞，同時存在並混雜於子宮中，因此稱之為部分性葡萄胎。然

而，部分性葡萄胎雖然可能曾有胚胎（或胎兒）的出現，但由於

嚴重畸形，通常在懷孕初期即無法存活，而其身體被其他繼續

增殖的異常組織所吞噬，通常在懷孕中期（第四～六月）時會因

自發性流產而被排出，在某些極為罕見的例子中，包含嚴重畸

形胎兒與異常組織之部分葡萄胎會自然分娩出來 65 0 

二、「卵巢皮樣囊朧」的成因

卵巢皮樣囊腫 (dermoid cysts) 是生殖細胞變異所衍生出的卵

巢或子宮畸胎瘤 (teratomaJ 的一種；它並非是受精作用所產生、

也沒有接合子的存在，而是來源於母系生殖細胞（卯子）異常增

生所致，發生過程中並無精子參與，屬於一種生長在卵巢組織

中由生殖細胞異常增生、集聚形成的腫瘤。絕大部分的卵巢皮

樣囊腫為良性腫瘤，只有 1%的機率會導致癌化 66 。在正常的卵

65 
參 Larsen, Human Emb吖ology, 43; Moore, The Developing Human, 

72; Heffner, Human Reproduction, 122 
66 
參： Heffner, Human Reproduction, 45; Chao-Hua Wang,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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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形成過程中，為了維持受精後接合子中染色體的正確倍數（兩

倍體＼，卵母細胞必須經過兩次的減數分裂，每一次的減數分裂

皆產生單倍體的卵母細胞與極體，最後產生皆為單倍體的一個

卵細胞與第一、第二極體。

卵巢皮樣囊腫產生的模式有下列幾種可能·在第一或第二

次減數分裂後，單倍體的卵細胞異常增生為兩倍體並繼續發

育；或者是在第一或第二次減數分裂後，第一或第二極體沒有

產生或沒有排出卵細胞外（減數分裂失敗），而產生的異常兩倍

體卵細胞；最後一種則為，雖然第一或第二極體正常產生，但

隨即又與卵細胞融合，產生兩倍體。由於產生過程中並無父系

遺傳物質（精子）參與，卵巢皮樣囊腫是屬於「孤雌生殖」的一

種。與完整性葡萄胎（全父系相反，卵巢皮樣囊腫中僅含有母

系的遺傳物質，故只能發育出胚體層細胞，而負責支撐胚體層

細胞以架構胚胎的滋養層細胞並不存在，故僅有少部分混亂的

胎體組織，如頭髮、骨骼（牙齒）、軟骨及大量油膩液體出現，

並無胚胎及胎盤的出現。

無論是葡萄胎或是卵巢皮樣囊腫的發生，都再次證明了具

有來自父系與母系的遺傅印記，是產生一個正常人類接合子與

其身體的必要翡鍵，兩者缺一不可。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 in Chinese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2002: I, 30-35; Hua-Mao Liang & Jin-Song Han, 

"Recent development of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ovarian 

neoplasms and other ovarian malignancies", in Chinese Journal of 

Practical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2003:7, 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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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丶「接合子會發育成葡萄胎或卵巢皮樣囊腫，因此

不能是位格」的異議

兩位天主教學者卡洛斯· 畢達特 (Carlos Bedate, SJ.) 和羅伯．

切法洛(Robert Cefalo 1' 在他們被頻繁引用的一文The zygote: to be 

or not be a person 67中，依據「一個生物學上的人類接合子仍可

能發育成葡萄胎或是卵巢皮樣囊腫，而非一個人類個體與其身

體」的認知，主張人類接合子並不是已先決定好 (predetermined l 

將成為一個人類存有與其身體，因此不能夠是一個位格：

然而，接合子能發育成生物實體，但那仍不是位格人，

例如葡萄胎。因此，一個個體的接合子，即使生物學上完

美無缺，本身仍不具有全部的必要物質，同時無疑地並不

具有足夠的訊息成启一個位格人 68 0 

麥考密克也採類似的看法來支持他的「前胚胎」理論。他

指出，受精作用後所形成的接合子可能發展成一個「前胚胎」丶

腫瘤、葡萄胎或惡化的絨毛膜瘤\ chorioepithelioma 1' 這代表在

著床前將失去受精後三分之二的產物，因此在受精後兩週＼著

床進行時）之前，這個處於接合子階段的「遺傳上的個體」還不

能是一個「發育中的個體」 ，而僅是一個尙未形成人類身體的

「前胚胎」，不能是位格人。

67 

68 

Carlos Bedate & Robert Cefalo,''The 芍gote: to be or not be a 

person", in Journal of M. 呻cine and Philosophy, 1989: 14 (6), 

641-645. 

Bedate & Cefalo, "The 芍gote: to be or not be a person",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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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論，這些學者們主張在早期發育中的接合子與早期

胚胎是如此不穩定，以致人類胚胎與其身體只是受精作用後的

可能產物之一而已；而其他如完整性葡萄胎和卵巢皮樣囊腫等

非生物個體的異常增生組織，同樣是來自人類接合子發育不健

全的產物。因此，有鑑於接合子的發育方向與未來極不穩定，

它不是一個人的身體、不是一個人類生物體，因此接合子不可

能是一個位格人。

四、其他學者的澄清與答覆

由畢達特、切法洛與麥考密克所提出之接合子有很大的機

會發育成非人類身體的主張，巳被一些學者，如安東尼．蘇亞

雷斯 (Antoine Suarez) 69 、黛安娜．艾芙琳 70 、派翠克．李 (Patrick

Lee) 71等所駁斥。他們指出在這個論點中，有著錯誤的經驗主

義含意 (empirical implication)' 即完整性葡萄胎和卵巢皮樣囊腫

是由生物學上的正常接合子發育而成。

事實上，完整性葡萄胎並非由一個正常的受精作用所形成

69 

70 

71 

Antoine Suarez, "Hydatidiform Moles and Teratomas Confirm the 

Human Identity of the Preimplantation Embryo", in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1990: 15, 627-635. 

Irving,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expertise: An evaluation of the 

arguments on "personhood'", in The Human Development Hoa1:, 

129-184. 

Patrick Lee, Abortion and Unborn Human Life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6), 9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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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合子發育而成，而是經由異常錯誤的受精作用（雙精子

或雙倍體精子與無核空卯結合）戶斤產生的一個雄性遺傳因子卵

(androgenic egg) 所引起。此異常的受精作用的產物，雖然與表

面上與接合子一樣具有雙倍的染色體 (46,XX 、 46,XY)' 但卻只

是一個具有兩套父系染色體、而無母系染色體的異常生物組

織，並非一個人類接合子。至於卵巢皮樣囊腫則根本沒有受精

作用發生，僅僅是一個由孤雌生殖所形成、而發展出的含有雙

倍母系染色體的異常生物組織，不但絲毫沒有與人類接合子相

同的生理功能，也不是一個接合子，更無法發育成正常人。

總之，完整性葡萄胎與卵巢皮樣囊腫兩者皆不是由正常的

受精作用而產生的人類生物體（接合子），並不是人的身體，當

然更不是由一個接合子所發育而來。至於部分性葡萄胎的部

分，則是由兩個正常精子與有核卵子融合的「雙精入卵受精作

用」所形成，有時也會經由一異常雙倍體精子與正常卵子融合

的「單精受精作用」所產生之三倍體接合子。胚胎學上的研究

已經說明，在部分性葡萄胎的例子中有時的確會發現胚胎、甚

至胎兒曾經短暫出現過的跡象，然而因為其染色體套數嚴重異

常，因此能夠存活下去的時間非常短暫，這個部分則與上一節

中的答覆相同，不能因為接合子與胚胎的存活時間不長，就否

定他（她）曾經存在過，更無從否定其位格性。

五、綜合分析

這涸「接合子會發育成葡萄胎或卵巢皮樣囊腫，因此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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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身體、也不能是位格」的異議，不但沒有任何科學上的證

據能予以支持，同時也是毫無根據的。人類胚胎學上的事實已

經證明，一個人類接合子無論如何不會發育成完整性葡萄胎或

卵巢皮樣囊腫之類的異常生物組織；一個新的人類身體（接合子）

唯一能發育成的，就是與我們一樣的成熟人類身體。即使是某

些因素，如部分葡萄胎等嚴重的染色體異常，或是其他基因異

常而導致接合子或早期胚胎行程後不久即不幸死亡，也不能改

變他覧）是一個人類生物體、人的身體與位格的事實。

完整性葡萄胎與卵巢皮樣囊腫的形成，與其之後所發展與

增生成異常生物組織的情形，與教會訓導已經使用的，根據「只

要一個人的身體存在，其理性靈魂就必然存在，因此就是一個

位格人」作為判斷接合子位格性的「隱含的標準」全然無關。

因爲從起初，完整性葡萄胎或卵巢皮樣囊腫從來就未曾是一個

接合子與人的身體，也不是從接合子發育而成。因此這個異議，

完全是按照一個錯誤的科學性證據所建立的，其接合子不能是

人的身體、也不能是位格的結論，自然也是錯誤的。

第五節 有關「位格性決定於感覺器官與大腦」

的異議與答覆

當代教會中仍有部分學者，雖已擁有現代胚胎學的知識，

也不再直接以亞里斯多德—多瑪斯思想中「未成形」人類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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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錯誤科學性證據來作為發展哲學論述的基礎，但卻仍以類似

的途徑試圖延續多瑪斯的「延遲的賦予靈魂」或亞里斯多德的

「延緩的成人化過程」思想，而建立類似的所謂「延緩的位格

化」理論。擁護此一論點的學者們將隼點集中在「一個以理性

作為本性的個別實體」之位格定義中的「理性本性」上，主張

「位格人存在的條件在於需要一個感覺器官＼如大腦）來接收理

性靈魂，而接合子與早期胚胎尙未具有感覺器官與大腦，也不

是一個高度系統化的人類身體，因此不能是位格」的看法，來

作為反對接合子與早期胚胎是位格人的論這基礎。本節將說明

此「位格決定於感覺器官的存在」異議的主要內容，並指出其

他學者們對此異議的反駁與答覆，最後做一個綜合分析。

一丶「接合子不是一罔高度系統化的身體，因此不能

是位格」的異議

這個觀點主張人類接合子與早期胚胎並不具有位格性，而

一直要等到發育中期、開始發展感覺器官和大腦，而形成一個

高度系統化的身體，以便具有能夠展現認知與意志的能力時，

才能夠成為一個位格。這個觀點主要由若瑟· 唐希爾 (Joseph F 

Donceel, S.J.} 在 1960 年代所提出 72 , 而其他天主教學者如湯瑪

斯．香儂與艾倫· 沃爾特 73等人也繼續支持這個看法。

72 
Joseph F. Donceel, S.J., "Abortion: Mediate v. Immediate Animation", 

in Continuum, 1967: 5 167-71. 
73 

Thomas A. Shannon & Allan B. Wolter, O.F.M., "Reflection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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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希爾在其早期著作Abortion: Mediate v. Immediate 

Animation中主張，人類早期胚胎不能是眞正的人類身體，因為

理性靈魂之於身體就好比圓之於球，而「胚胎就像一顆洩氣的

球，除非它是囿的，否則它不具有球的外形」 74 。他同時相信

多瑪斯學說中之形質論的觀點，能佐證他對「延遲的賦予靈魂」

或「延緩的位格化」的看法，他並且另外撰文提出進一步解釋：

主要的哲學原則如下：靈魂是人基本的形式，此基本

形式只存在於足以接收它的地方。以人類的靈魂而害，這

意味著人類靈魂只能存在於高度系統化的身體中。現在這

個哲學原則並沒有受到早期中世紀的生物學的影響，反倒

提倡了多瑪斯的人類形覧論幌點。到如今，此歲點至少封

那些能理解的人而言，仍具有相雷意義。若無此一觀點，

我們將攢續身陷於枱拉圖或笛卡兒二元論的危險之中 75 0 

唐希爾認為，人類的早期胚胎尙未「高度系統化」 面ghly

organized)' 因為「一開始並未馬上具有高度系統化的身體，也

就是未具有感覺器官和大腦的身體」 76 。所以，若沒有這些主

要器官產生能讓理性靈魂運作的高度感覺活動，身體內也就不

74 

75 

76 

Moral Status of the Pre-embryo", in Theological Stud比s, 1990: 51, 

603~626. 

Donceel, "Abortion: Mediate v. Immediate Animation", 169. 

Joseph F. Donceel, S.J., "Immediate Animation and Delayed 

Hominization", in Theological Studies, 1970: 31, 76~105. 引文為

79. 

Donceel, "Immediate Animation and Delayed Hominization",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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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眞實的靈魂存在。他最後提出自己的主要立場與結論：

除非認可人類靈魂的存在取決於是否出現感覺器官丶

神經系統丶大腦（特別是腦部皮凳 ，否則沒什麼可討論的。

既然這些器官在懐孕初期尚未成形，那麼我磑信要到數週

之後，位格才會產生－一 o

在唐希爾提片「位格的產生決定於感覺器官與大腦旳存在」

這個論點的廿年後，香儂和沃爾特為了使其「前胚胎」的論點

獲得支持，也大力提倡「延遲的賦予靈魂」及「延緩的位格化」

理論。他們聲稱提供思考能力旳必要器官，要等到受孕廿週後

才會出現。香儂和沃爾特的主要論點如下

唯有當執行與反射活動相對的理性行店所必需的生物

構造出現，才可以在哲學上有恋義地談到理性本性。生物

學的資料頻示：最快在第廿週左右，整個生物體的神經中

樞整合璀立，理性本性才會形成。這類結構的出現並非意

味胎兒開始了理性活動，而是必須在這類活動的生物學前

提下方能成立 78 0 

總之，根據唐希爾的理論，在大腦和大腦皮質有足夠的發

展之前，一個人的身體並未眞正存在，接合子與早期胚胎自然

也不會擁有理性靈魂，因此其位格性也不能存在。而香儂和沃

爾特則認為腦幹與大腦皮質整合完成的時間點約在受孕廿週

77 
Donceel, "Immediate 凶1imation and Delayed Hominization", 101 

78 
Shannon & Wolter, "Reflections on the Moral Status of the 

Pre-embryo",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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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因此主張至少要在這個時刻後才有位格人存在的可能。

二、其他學者的澄清與答覆

現代人類胚胎學已經證明，一個單細胞的人類胚胎（接合子）

即具有完整的能力主導未來的成長和發展；因為若無這個最初

的單細胞身體（接合子），整個人類生物體的發展與發育（包括

感覺器官和大腦）將無從開始。人類接合子的細胞核中具有完整

而特定的基因訊息，使其後繼細胞（胚葉細胞或桑湛胚）將如同「初

始器官」 (primitivorgan J 一般地運作，面到一週後、囊胚中的胚

胎細胞開始進行分化為止。很快地，當第二週結束時，原條與

原始的中央神經系統開始出現，胚胎的兩極 (polarity) 也顯示出

來，在這個發育階段的最後，大腦的雛形開始形成。在這個

現代人類胚胎學的科學證據下，由唐希爾、香儂與沃爾特等人

所提出的「位格至少要在大腦和感覺器官形成之後（受孕後廿過）

才能夠存在」的主張，隨即受到其他天主教學者如本篤．阿思

賴 79 、傑曼· 格里賽 80 、派翠克．李 81與史蒂芬．希尼 82等人

79 

80 

81 

82 

Benedict Ashley O.P.,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Delayed 

Hominization", in An Ethical Evaluation of Fetal Experimentation, 

Donald McCarthy & Albert Moraczewski ed. (St Louis: Pope John 

XXIII Medical~Moral Research Center, 1976), 113-133. 

Germain Grisez, "When Do People Begin?",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The Ethics of 

Having Children, 1989: 63, 27-47. 

Lee, Abortion and Unborn Human Life, 79-91. 

Stephen J. Heaney, "Aquinas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Human 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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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判與反駁。

阿思賴在其文中說明，一個單衎胞人類身體（接合子＼中的

細胞核，確實如同其他發育階段申）、類身體旳器官一般運作著：

一個存在且具橈能的個體· 可追朔自接合子的紐胞

核，廑到人類嬰孩的大腦皮贊，有一中樞器官不斷維持丶

提供成長及分化，並構成漸次生成的同一性 1 epigenetic 

83 
identity) 

格里賽則在其論文叩ien Do People Begin? 中指出，大腦的

基礎發育一直要到嬰兒出生一段時誾後才告完成；但唐希爾清

楚地瞭解，若是要等到嬰兒期時人的本質上才會轉變爲位格，

這實在是有違常理的，因此唐希爾勉強接受「位格化」發生於

胎兒大腦剛開始發展之時 84 。格里賽接著繼續反駁唐希爾旳這

個主張，說明這個被唐希爾所接受的、位格存在的時刻在於大

腦開始發展之「初始階段」細胞群的形成，而這個「初始階段」

的細胞群只是未來整個大腦發育過程中的一個「先軀者」

\ precursor) 85 。若是這個「先嘔者」能符合唐希爾的形質論理論，

Soul in the Early Embryo", in The Thomist, 1992:56, 19-84 
83 

Ashley,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Delayed Hominization'', 

123-124. 
84 
參: Grisez, "When do People Begin兄 33

85 參 Grisez, "When do People Begin'i", 33 此處 Grisez 提出的「先
驅者」，乃指同一生物實體的發育階段先後而言 以人類為例

接合子是胚怡的「先驅者」、胚胎是胎兒的「先驅者」 以此

類推。但精子、店子則非接合子的「先驅者」，因精子或卯子與

接合子並非同一生物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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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更早之前的「先驅者」必然也同樣能符合唐希爾的理論。

如果所需要的只是發育上的潛能，不單只是形成大腦及大腦皮

質的發展潛能，還有其他發展此一潛能所必需的潛能；那麼，

為什麼不能有「先驅者」的「先驅者」呢？格里賽最後歸結出

單細胞人類接合子與其身體，正是大腦發展最初的「先驅者」：

大腦發展之前，即使在接合子中，某種東西（廣義而言

是指某些「初始器官」）才靑成了整個胚胎的基本功能，這個統

一的丶整體的人類個體，一造在持續不斷的發育中。當整

體的發展進行時，構成整體的構造也同時發展鬥直至最後，

成熟的大腦與成熟個體構成整個人類個體的功能運作 86 0 

按照格里賽的看法，人類接合子已是一個完整人類個體

的身體，人的一切發展皆始於這個最初的單細胞身體，因此

這個身體已經足以符合唐希爾所提出的形質論基礎中的「合

適的、相稱的質料」。但是唐希爾卻又主張理性靈魂無法進

入未充分發展的身體中，這點與他本身提出的形質論基礎：「此

質料（身體）仍必須與其形式（靈魂）彼此相稱」產生了矛盾；

但他的結論中完全未說明這個矛盾，僅說出特定的器官必須依

序出現，而使此質料（身體）能被適當地系統化。

換言之，唐希爾提出一個特殊的主張：特定器官的出

現，才是能與形式（靈魂）相稱的關鍵，而非他同時也採用的

「合適的、相稱的質料」的形質論基礎。可見唐希爾並未脫

86 
Grisez, "When do People Begin?",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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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聖多瑪斯對早期胚胎必須具有「成形」的身體才能擁有靈魂

的錯誤認知，他只是使用了「高度系統化的身體」一詞來取代

「成形的身體」的概念而已。

在Abortion and Unborn Human Life一書中，李則是說明了

唐希爾忽略了形質論中對靈魂持有之兩種功能上的概念 87 。一

方面，靈魂擁有在特定旳時間發生作用旳「共時功能」 (synchronic

function l' 這是指此身體（質料）必須充分地組織發展，好讓靈

魂（形式得以出現。另一方面，靈魂同時也擁有在連續的時間

內發生作用的「歷時功能」 (diachronic function)' 這個觀點認爲

靈魂（形式）從發展的一開始就出現，而非在身體（質料）發展

的高峰才出現。唐希爾的分析只採用了靈魂的「共時功能」'

將靈魂視為生命體的第一實現 (first act)' 因此主張唯有在大腦

與感覺器官形成時才使得身體（質料）高度系統化，此時靈魂形

式）才能出現；但他忽略了靈魂的「歷時功能」，是一個人的

內在藍圖的根源，也是在本質上朝向其目的持續發展，並在屬

於單一的生物體（質料）的一連串短暫的不同發育事件之間，提

供了「連續不誾斷地」個體發育之可理解性與其整體性。

總之，在整個胚胎發育的過程中，除了受精作用（人類接合

子的產生）是一切事件的開端，也是靈魂「共時功能」的展現之

外，其他每一個較早發生的事件，皆不能是一個單獨存在的事

件，而是為了後續將要發生的行動而存在的事件，這也是靈魂

87 
參： Lee, Abortion and Unborn Human Life,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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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功能」之表現。因此，大腦與感覺器官的形成也只是一

連串事件中的一個，而非開端。李最後做出以下結論：

最合理的結論是：一個生物體已經存在，那就是一個

實存的整體，一個靈魂；從這些事件發生的時刻超，靈魂

就必須相稱於這個生物體的發展所能被理解之模式。這個

時刻早在那些器官出現之前就已來到，以這個生命體與它

的物種中的成員一樣，能有更成熟的功能。如此看來，唐

希爾的形覧論完全地忽視了靈魂的關鍵功能，以致於無法

自圓其詭 88 0 

此外，希尼也撰寫了"Aquinas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Human 

Rational Soul in the Early Embryo"一文，來駁斥唐希爾根據聖多

瑪斯在《神學大全》中所提出「靈魂需要感覺器官的存在，為

的是讓身體的成形能力（構成形體的能力＼來運作」的觀點。希尼

認為事實上剛好相反，聖多瑪斯曾明確地表示過，即使沒有實

體器官的出現，靈魂也能夠存在。以下為希尼提出兩黜聖多瑪

斯對此立場的陳進 89 : 

88 

89 

第一，精液旌有一股由靈魂而來的活躍力量，這股力

量即是靈魂本身的活動，它並非靈魂，也不是靈魂的一部

分。就如一張床的形成，重點不在於鋸子或斧頭等工具上，

而是在於製造床的過程。因此，這股活躍力量不需依靠器

官而存在，但它源自於存在於精液程的一種（不可或缺的）

Lee, Abortion and Unborn Human Life, 84. 

Aquinas, ST, Ia, q. 118, a. 1 ad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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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第二，胎兒的覧料由女性所提供，在這個賈料中，生

魂從起初就存在了，這並非第.:::...實現，而是第一實現，就

如同覺魂好似沈睡一般，一旦它開始吸收養分時，它就開

始在實現中運作了。

希尼認為不可揚棄這兩點陳遑旳重要巴，卫認為接合子已

經是一個人類身體（質十」 ，人旳靈魂並不需要依靠理性器官的

存在才能存在；相反地，靈魂的存在正是身體中理性器官形成

的原因與動力。希尼進一步做出更清楚地解釋：

第一點是説明，構成形體不需藉著任何器官的力量才

能運作……第二點則指出，即使沒有出現實體器官，靈魂

仍有可能存在。雷器官開始發展的同時，靈魂也開始運作。

聖多坍斯稱其月生魂，但包含營養和感覺力量的理性靈

魂，同樣也可使相同的覧料具有其形式，這是很重要的一

點 90 0 

希尼說明聖多瑪斯認為靈魂的第一實現 (first act) 是使這個

質料具有形式。第一實現準備好質料，使其開始運作，這就是

第二實現 (second act) 。靈魂的第一實現（形式化）是先於第二實

現，而且不受其支配。換言之，人的理性靈魂並不需感覺器官

已存在，即能執行其形式化的力量。如此一來，靈魂好比一種

形成質料的動因 (agent)' 使得一個單細胞人類接合子在一開始

90 
Heaney, ""Aquinas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Human Rational Soul in 

the Early Embryo",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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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在其本體性是位格人，並按照其理性本性繼續發展下去。然

而在唐希爾的分析中，並沒有提出其他適合的動因，他更將靈

魂的第二實現置於第一實現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陣條理地調換

了次序。故此，唐希爾主張在靈魂出現之前，大腦與感覺器官

有存在之必要性的這個論點，便顯得無憑無據了。

三、綜合分析

此一由唐希爾等學者所提出接合子與早期胚胎並非一個高

度系統化的人類身體，也就是未具有感覺器官和大腦的身體的

主張，試圖以「高度系統化的身體」的概念來取代亞里斯多德

－多瑪斯思想中錯誤之「已成形」身體的看法，因而發展出的

「延緩的位格化」理論，其不但與現代人類胚胎學所提供的事

實不符，事實上也並非與其所採用的、來自於聖多瑪斯之形質

論與人的理性本性思想完全吻合。

首先，生物學與胚胎學上的證據已經證期，接合子是人類

身體的首先存在，若不是起初有一個單細胞接合子的存在，那麼

人的身體及所屬的其器官的一切發展也無從開始。因此一個正確

的哲學推理應該做出「人類個體的發育，不但是個連續不斷的

過程，而且不會由一個非人類存有的生物實體（植物或動物階段）

發育、轉變而成為一個人類存有」的結論。

再者，根據形質論的基礎，經由受精作用而成的人類單細

胞接合子已經是人的身體（合適的、相稱的質料），也並沒有什麼

其他的起因或力量，能夠取代接合子本身之理性靈魂（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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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使得其不斷發育的身體中、與理性靈魂連作息息相關的

感覺器官與大腦得以形成。

最後，前已說明位格的實質定義是建立在具有人類本性、而

非實際上表現出的理性功能，且按昭教會訓導已使用的「隱含的

標準」，判斷位格涅的存在與否，是在於一個已巨存在的人類身

體，而非大腦與感覺器官是否已形成。因此，按昭科學證據與人

的本性，唯有已成為人類身體者方能生長出人傾大腦。因此在

受情作用旳當下，也就是從接合子形成時，這涸擁有單細胞身

體的人類，就已經是一個以理庄做爲木亞旳位格／、了。

士
D̀

 
五
C
l

-_--o 

本章針對教會內部分學者對「接合子是位格人」所提出旳

異議與主張，提出澄清與答覆。然而，不同於古代學者們受限

於當時的科技才做出錯誤的結論，現代教會內的部分學者卻是

在人類胚胎學已有了完整的資料與證據後，為了某些公共政策

中破壞住的胚胎之研究與其他相關實驗計畫，或是為了降低早

期墮胎的不道禮性，提供了一些所謂「科學性證據」來為其背

書或做為辯解，試圖將人類身體與其位格性產生的時刻往後推

逞，並給予人類接合子與早期胚胎一個低於其他發育中人類個

體的「道德地位」，好使一切對人類早期胚胎所做出的破壞與

傷害「合理化」與「合道憶化」。所幸教會內旳其他學者們已

經分別對這些異議提出答覆與駁斥，並再次證明了若是錯誤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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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胚胎學的科學知識，將得出與事實全然不符的結論。

雖然一些罕見現象如同卵雙生、胚胎的再嵌合，或一些懷

孕併發症如早期懷孕失敗、葡萄胎或卵巢皮樣囊腫等等，在懷

孕早期可能會發生，但並不足以影響一個單細胞人頽接合子已

經是一個「個體化」的身體這個科學性事實，自然也無去動搖

教會訓導能夠根據已經建立的「隱含的標準」來做出接合子具

位格性的判斷。畢竟，若不是起初接合子已經是人類身體，那

麼接下來身體及其器官的發展根本不會開始。

總之，從科學角度來看，人類生命與其身體上的發展，從

一個單細胞接合子存在之初直到死亡，根據來自雙親獨一陣二

的基因組合所規劃好的，並按照人類成長的自然本性，其接下

來的發育、生長與分化在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中，絕不會由一

個非人類的生物體轉變而成。這個科學性的珍貴證據與資料，

證明了一個單細胞人類接合子已是一個獨立的人類身體。因此

按照教會訓導對「每個人類都是一個具有理性靈魂與身體整體

的位格人」的定義，及已建立並使用的「隱含的標準」，教會

訓導已經足以做出「每一個人類個體，在他 I 她以接合子的型

態開始存在於世時，就已經是一個具有身體與理性靈魂的位格

人」的定義與定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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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根據近代的教會訓導文件所做的分析，不難理

解教會訓導對人類接合子與早期胚胎旳定筐，正浞目前「如同

位格人」旳位置，朝向定義「是位格人」旳發展中。但來自傳

統對「賦予靈魂的時刻」旳哲學爭論所阻礙，致使當前訓導權

正處於一個鼴去定義「接合子具位格性」的困境中而裹足不前。

縱使訓導權已聲明不介＾有關「賦予靈魂」旳哲學討論，但經

過本書從歷史脈絡上所做的哲學性分析，一方面己竺瞭解到傅

統上對「成人化過程」或「賦予靈魂」所產生旳爭論，是來自

於古代胚胎學所提供的「錯誤的科學性證據」，經由哲學的推

論過程而得到錯誤的哲學主張。另一方面，本書也根據現代人

類胚胎學所提供的資料與證據，藉著相同的哲學分析與推論，

得出一個合理的判斷，也就是在人類生命的最起初即能辨識出

位格四的臨在。

教會歷史上有關「人的本性」信理的頒布，提供了我們－

個訓導權已經使用的哲學分析要素，即按照人的本性，人是由

「物質性的身體」與「精神性的靈魂」所組合的一個整體的存

有，且彼此之間的關係為理性的靈魂本質上就是身體的型式。

接下來按照「人是位格」的訓導，更進一步地瞭解到「人」的

整體荳義，就在於每一個人類存有按隕其本性，都是一個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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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靈魂與身體整體的「位格人」。在這個「位格人」的整體

意義基礎上，並透過檢視過去在實際處理其他發育階段中的人

的問題時，教會訓導已使用一個「隱含的標準」來做為判斷其

位格性的方式。這個「隱含的標準」 ，就是只要能夠觀察到一

個人的身體存在，便能確認其理性靈魂也必絪存在、一個人也

存在；因此，每一個具有身體與理性靈魂整體的人，就是一個

按照天主肖像所造的位格人。

來自生物學、胚胎學、生殖科技與其他生物技術上所提供

的寶貴資料與證據，已經證明細論是以自然或人工的方式、體

內或體外受精、有性生殖或無性生殖人工 ，一旦一個單細胞

人類接合子形成的那一刻，一位新的個別的人類存有的身體發

育與其生命就此展開。每一個人的身體從起初開始，沒有任何

其他外來的添加物質，全部都是由當初的一個單細胞接合子發

育而來。人類單細胞身體以其本身所展現出的生命現象，使得

這個新的人類生物體不斷地發育、分化與生長著，直到組成人

類成孰身體的各種細胞各就其位、各職所司及分工合作，使得

這個新人類生物體本身再也不能轉變成他種生物體的存有或身

體；同樣地，一個他種生物體的存有或身體，也不可能轉變成

一個人類的存有或身體。

現代人類胚胎學已經證明接合子是一個全新、獨一無二的

人類身體，同時教會訓導也肯定了這個客觀的科學性證據，現

在我們同樣也使用教會訓導曾經對不同發育階段中的人類個體

做出判斷時所使用的「隱含的標準」來檢驗接合子，因為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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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子的身體已經存在，它必鈥擁有理性靈魂，而這個具有身

體與理世靈魂的單細胞人類接合子，就是一個按照天主肖像所

造的位格人。

雖然曾有一些教會內的學者，為了某些公共政策中破壞性

的胚胎之硏究與其他相關實驗計畫，或是為了降低早期墮胎的

不道德性，提供了一些所謂「科學性證據」來爲其背書或做辯

解，試圖將人類身體與其亡格性產竺旳時刻往後推逞，並給予

人類接合子與早期胚胎一個低於其池發育中人類個體的「道德

地位」，好使一切對人類早期胚胎所做出的破壞與傷害「合理

化」與「合道德化」。所幸教會內的其他學者們已經分別對這

些異議提出答覆與駁斥，並再次瞪明了若是錯誤地運用胚胎學

上的知識，或是連用錯誤的科學知識，都會使得所做出的結論

與事實全然不符。正確與客觀的科學性事實已經證明，一個單

細胞人類接合子就是一個高度系統化與個體化的人類身體。

根據教會訓導已建立的「隱含的標準」，現在我們不但能

根據現代人類胚胎學所提供的客觀資料與證據，按隕教宗本篤

十六世的要求，對人類早期胚胎的本體地位展開進一步研究 I'

也答覆了教廷信理部《生命的恩賜》 「透過運用理智的領悟，

在一個人類生命的超初階段辨誠出其位格性的臨在」 2的邀請，

I 參： Benedict XVI, "Address to the Participants at the 12th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Pontifical Academy For Life and Congre、son'The

Human Embtyo in the Pre-Implantation Phase"'(27, Feb. 2006) 

2 《生命旳恩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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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有足夠的證據與立場，建議教會訓導對「接合子為位格」

做出最終的定義與定斷。

至此，我們已能完全晾解並體認到我們每個人的「最小兄

弟」 ，就是每個具有位格性旳人類接合子與胚胎；而我們能對

這些「最小兄弟」所做的，就是透過所提出的客觀性科學證據，

以及經由哲學推理與分析所做出的結論，能有效地提供教會訓

導當局一個可行的建議，好能解決當前無法定義接合子為位格

的困境。甚且，在未來的日子裡，能致力發揚「生命文化」與

捍衛「維護生命」的立場，使天主子民在面對「死亡文化」所

帶來的各種挑戰時，能有更堅定的信仰與力量，努力維護每個

人類生命的尊嚴與其生存的基本權利。因為主耶穌基督曾對我

們說過：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

我做的」 瑪廿五 40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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