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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年創立以來，雖僅歷經兩
屆，唐獎已在當今世上快速建立起它的

地位。雖立足台灣卻放眼世界，唐獎期

許成為走在時代尖端，胸懷多元文明的

全球性獎項。儘管其成立受到已創立百

餘年的諾貝爾獎所啟發，唐獎的精神卻

是現代的：在面對21世紀的新挑戰層面，
它設立了 4項獎項，獎勵做出突破性貢
獻的成就，同時策勵未來的世代在快速

變遷的環境中，能持續反省時代的需要，

賡續文明的發展。

唐獎獎項的設立充分反映了它的

前瞻與科際整合特性。如漢學獎旨

在表彰漢學領域的成就，以彰顯中

華文化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其範圍

及於思想、歷史、文字、語言、考古、哲學、宗教、經學、文學，乃至藝術方面。生技

醫藥獎表彰具有原創性的生物醫學及藥物開發的研究，但須同時對於重要疾病的預防、 
診斷及治療有明確影響，以解決人類的疾病困擾，增進人類健康。法治獎表彰對法治理念或

實踐有創新，進而對法治的實現做出貢獻者；其所謂法治，是指促進和平、人權、永續發展

唐獎漢學獎旨在表彰漢學領域的成就，以彰顯中華文化對

人類文明的貢獻。（圖片來源：種子發）

唐獎獎項是獎勵做出突破性貢獻的成就，同時策勵未來的世代在快速變遷的環境中， 
能持續反省時代的需要，賡續文明的發展。

唐獎得主─ 
引領 21世紀永續發展

▎宋承恩

「沒有任何一個物理定律或自然法則會阻止人類追求長期的繁榮與永續發展， 

因此我們的成敗完全取決於自身的選擇，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羅森費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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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質意義的法治。而永續發展獎，則在

表彰對人類永續發展所做的特殊而重大的

貢獻，尤指經由科學與技術的創新與發展，

進而影響政策者。

由這些基本要件可見，這些獎項的立

意不僅在肯定學術成就，更要求研究的創

新能增進人類的福祉。唐獎所追求的目標

無不是當前社會所迫切需要的：漢學獎提

醒我們文化的根源、生技醫藥獎站在科學

的最前端、法治獎追求尊重民主人權的現

代精神、永續發展獎涵括了當前人與自然

環境和諧共存的總體指標。由其對領域的

寬廣界定，也可見唐獎具有科際整合的特

性：現代專業雖已高度分工，但每個人仍

應時時提醒自己，在共通的價值與精神上，

我們都還是普世人類社群的一分子。

若要進一步闡述這些理念，不妨了解

一下 2016年第二屆唐獎各個得主的貢獻。

提倡能源效率的先驅

1973年，當西方國家因阿拉伯產油國
的石油禁運，面臨能源危機時，許多人都

在問：「哪裡可以找到便宜的能源？」但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羅森費爾德，一位

傑出的粒子物理學家，則與眾不同，他是

問：「怎樣可以增進能源利用的效率？」

1974年，47歲的羅森費爾德教授決定
從物理領域轉換跑道，致力解決能源問題。

羅森費爾德的專業背景其實與能源議題無

關，他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是諾貝爾

獎得主費米（Enrico Fermi）的關門弟子，
其後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擔任物理學教

授，他所屬的粒子物理實驗室曾產出諾貝

爾獎得主 Luis Alvarez，前景十分看好，但
他卻義無反顧地投入能源效率的領域。這

個決定促成了美國，乃至全世界一系列能

源科技及政策的創新與突破。

他由提升人類建築環境能源效率的科

技入手。他在美國勞倫斯柏克萊國家實驗

室創立了「建築科學中心」，並啟動一系

列重要的科技研發，如高頻電子安定器。

這項科技使緊湊型節能螢光燈得以順利地

發展和普及。相較於傳統照明，前者不但

只耗費 1／4的能源，耐久性也超過後者 10
倍以上。另一項科技則是「智慧窗戶」，

它使光能夠穿越窗戶照亮室內，同時把熱

擋在窗外，讓建築物能消耗更少的能源卻

達到冬暖夏涼的效果。

除了能源科技創新外，羅森費爾德教

授也致力於推動新型能源政策。70年代的
美國加州因電力需求不斷上漲而面臨電力

短缺的危機，當時許多勢力都鼓吹政府應

建造更多發電廠。但羅森費爾德教授有截

然不同的想法，他認為社會大眾要思考如

何提高電力使用的效率，而非僅想到加蓋

發電廠了事。他成功地說服了加州州長及

諸位決策者通過能源效率標準，加強諸如

冰箱、冷氣機等家電的能源效率。這些新

標準的成果有目共睹，在往後的 25年中，
冰箱的耗電率下降到之前的 1／4。
羅森費爾德教授也領導發展建築物能

源分析與設計的軟體，由 1978年起建立
DOE-1、DOE-2序列，後者更發展成 Energy 
Plus，長期廣泛應用於世界各國，對建築節
能貢獻非凡。90年代，他受邀成為美國能
源部能源效率與永續能源助理部長的資深顧

問，而後又被任命為加州能源委員會會長，

唐獎獎項的立意不僅在肯定學術成就，更要求研究的創新能增進人類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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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森費爾德教授致力於推動新型能源政策，以提高電力使用的效率。（圖片來源：種子發）

在任期內進一步加強能源效率標準，管理俗

稱「能源吸血鬼」─即處於待命狀態也會消

耗能源的電器用品的能源消耗。

這一系列科技及政策影響重大：美國

國家科學院 2001年的研究發現，羅森費爾

德教授的能源創新與政策為人們省下 300

億美金的花費。這項研究並估計，到 2030

年，這些能源標準將會省下 8兆美元，並

消除了 70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等於 15

億輛汽車每年的碳排放。從 1973到 2008

年，美國人均電力用量增加了 40％，但同

一時間加州的人均電力用量卻沒有增加。

能源效率學界稱這是「羅森費爾德效應」。

2013年，美國歐巴馬總統親自頒發了

「國家科技創新獎章」給羅森費爾德，表揚

他對建築能源效率的科技及政策所做出的 

貢獻。他體現了如何以跨領域分析和行動，

解決本世紀人類社會在永續發展中面臨的複

雜挑戰。走筆至此，得知他已於 2017年 1
月間以高齡 90逝世。本文謹以他的話：「沒
有任何一個物理定律或自然法則會阻止人類

追求長期的繁榮與永續發展，因此我們的成

敗完全取決於自身的選擇，以及所採取的 
行動。」緬懷這位具遠見的行動者。

突破基因編輯瓶頸

儘管細菌非常微小，法籍科學家伊曼

紐夏彭提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卻
深信可以從它們身上學到非常多的東西。

她研究它們適應環境的方法，研究它們致

病的機制，沒想到有一天，她的研究卻產

出了生技醫藥史上的一個重大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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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幾乎在所有生物體內
都可以使用。（圖片來源：唐獎基金會）

關鍵其實來自細菌對抗外來敵人的一

種防禦機制：逃過一劫的細菌會剪一段

敵人的 DNA 儲存在自己的「CRISPR」
序列中，而以它為模板做出對應的 RNA 
（crRNA），以永遠記得敵人的面孔。假如
敵人膽敢再度出現，crRNA便會協同另一
個 RNA（tracrRNA），一起引導 Cas9內切
酶剪斷敵人的 DNA。精確度務必相當高，
否則會誤切到細菌自身的 DNA。
看來只要變更 crRNA這個導航器的

序列，就可以控制 Cas9這枚導彈攻擊的
DNA！假如你的視線短淺，只能看到細菌
一微米的盡頭，那麼這個發現就沒有太大

的重要性。然而夏彭提耶的眼光卻囊括了

生物的三大界，她要讓 CRISPR／Cas9這個
系統可以應用到所有生物，去切任何想要

切的 DNA。
她尋求美國柏克萊結構生物學家道納

（Jennifer Doudna）的合作，進一步破解
CRISPR／Cas9系統的結構與互動模式。過
程中，道納與團隊靈機一動，把 crRNA與
tracrRNA以最精簡的方式結合成單一條「單
鏈引導 RNA」，正式使 CRISPR／Cas9升
格成任何實驗室都能輕易操作的「技術」。

過去的 DNA編輯方法是用一個個蛋
白質模組組合成大分子，去辨識 DNA上
的序列，其效率好比用厚厚的紙本地圖找

目的地，換國家時還得換一本地圖。而

CRISPR／Cas9技術的出現，就好比GPS問世，
用客製的 RNA搜尋目標 DNA，幾乎跟輸入
地址一樣簡單便宜又精確。過去每個基因改

造植物或基因轉殖動物的背後，都必須付出

大量的心力，卻事倍功半，讓人卻步。如今

只要有實驗室的人都可以隨時隨地試驗，因

為成本降低、時間縮短，事半功卻千萬倍。

同一時間，麻省理工學院的張鋒（Feng 
Zhang）也在進行自己的 CRISPR研究。
緊接在兩位女科學家之後，張鋒進一步讓

CRISPR／Cas9系統成功地在人類與哺乳類
細胞中做基因編輯，甚至可以同時做好幾

個不同的編輯。這項突破讓新藥的開發得

以一日千里。

CRISPR／Cas9幾乎在所有生物體內都
可以使用，因而人們對它有許多的想像，突

然間類似「人類基因可以任意編輯了」、「寶

寶可以客製」、「長毛象要復活了」等聳動

的標語占盡版面，也促使道納挺身而出，呼

籲科學家們放慢腳步，好好思索一下我們期

望一個什麼樣的未來。

這並不影響 CRISPR技術的正面貢獻：
利用它，科學家能做出帶有特定疾病的動物

供研究使用，藥廠開發藥物的速度將大幅縮

短。在農作物與生物能源方面，它已有很好

基因體 DNA
Cas9

單鏈引導 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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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用。由於具有高準確度，未來最令人引

頸期盼的應用，是直接用在人體中治療缺陷

的基因，許多遺傳疾病將有可能永遠從地表

消失。2016唐獎生技醫藥獎頒給這 3位科
學家，以表揚他們對基因編輯瓶頸的突破，

也鼓勵年輕世代繼續他們的研究，解決更多

的科技難題以造福人群。

西方的孔子

半個多世紀以來，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一直是漢學界公認
的大師。在近 70年的學術生涯中，狄培理
透過大量編譯東方經典著作，建立了大學

核心課程，讓西方人認識孔孟、老莊，甚

至印度、日本、韓國等東方哲學與宗教思

想。他是把中國儒學引介給英語世界的先

驅，也是把東方文明的圖像完整呈現於西

方社會的第一人。

第一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余英時教授認

為，狄培理比哈佛大學的「中國通」費正清

教授更具影響力，因為他改變了美國及西方

社會研究中國思想的方式，掀起全球漢學研

究熱潮，開創儒家思想研究的新天地。

狄培理的漢學之路始於 1937年的一堂
課，這堂課開啟了他對東方文明的興趣。

在課堂上，卡門（Harry Carman）教授說：
「各位一定知道，這門課雖然叫做『當代

文明』，但其實只涵蓋了西方文明，我期

待在座有人可以把亞洲文明的部分也補

上。」聽到卡門教授這麼說，狄培理就埋

下了心願，決定當那個「把亞洲文明也補

上」的人，於是從大二開始就努力學習中

文與中國歷史。

1949年狄培理回到哥大教書，當年啟
發他的卡門教授已成為哥大大學部的院長。

卡門希望狄培理能開授東方文明與人文課

程，讓東方文明也成為「核心課程」的一

部分。狄培理接下這項任務，他必須把亞

洲國家的主要史籍、經典翻譯成英文做為

教科書，因當時西方沒有現存的譯本，狄

培理尋找相關領域最好的學者，請他們翻

譯、提供評論，並且帶領研究團隊編輯後

才完成這套東方經典編譯選輯。

這個東方經典編譯計畫至今共出版超過

一百五十多本書，涵蓋了中國、印度、日本、

韓國，甚至包括了中東文明。其中的《中國

傳統文獻》（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是全世界研究中國的學者必讀的參考書。

狄培理一生跨越兩個世紀，被譽為「西

方的孔子」。即使年紹九十餘仍每周在哥

倫比亞大學為一群可以當他曾孫的大學生

上課，帶領好幾位助教跟學生討論著孔子、

朱熹、王陽明的著作。教授已於 2017年 7
月息勞於世，令人懷念不已。

狄培理跟許多先人與後繼一樣，他努

力在東西方之間搭起一座座的橋梁，而且

讓全球各個文明自行發聲。就如他的學生

鄭義靜形容的，他像一棵大樹，一座大山，

努力鋪建起這座跨文明的橋梁，而最後他

自己也成了那座橋。

直視黑暗深淵的法律人

路易絲．阿爾布爾出生於加拿大法語

區，卻立志打入英語圈。蒙特婁大學法學

院畢業後，旋即進入加拿大最高法院擔

任大法官助理，之後在法學院講授刑法， 
同時擔任加拿大公民自由協會的副會長提

倡女權。39歲時又成為法語圈中第一位被
任命為安大略省上訴法院的法官，對人權

有更完整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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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獎得獎人所示範的，是如何以精準的眼光觀察到時代的需要， 
並以卓越的專業能力，辛勤付出，突破阻礙，堅持不懈，而獲致的成功。

她一向秉持的信念是，刑法絕不只是

為了追訴犯罪，同時在透過保障人權節制

國家權力，「讓民主社會知道自己的界限

在哪裡」。即使是少數，社會邊緣人的人

權也必須保障。由刑法至人權，阿爾布爾

把對人的關懷帶進法律世界，勇於突破既

定印象的窠臼並挑戰權威。

1993年聯合國安理會動用憲章第 7章
的強制性權力，成立了國際刑事法庭，誓言

追究發生在前南斯拉夫與盧安達戰爭罪的戰

犯責任。這是在二次大戰紐倫堡與東京大審

半世紀以後，國際追訴戰犯的司法行動。

但國際現實是，一方的戰犯可能是他

方的守護英雄。當停火和談進行之際，各

方莫不期待這些軍事政治領袖能坐上談判

桌以達成「和平」。這時，追究戰爭罪行

成為不合時宜的「白目」行動，即使眾多

跡象顯示，發生在波士尼亞或科索沃的罪

行是由塞爾維亞最高層─總統米洛塞維奇

所策劃或授意，問題是，沒有正義的和平

仍然值得追求嗎？

在這樣的背景下，有刑法專業，精通英

語與法語的加拿大法官阿爾布爾，獲得安理

會 5個常任理事國的支持，出任國際刑事法
庭第二任首席檢察官。各方原本期待這位「無

害的魁北克女子」會看風向辦事，不會壞了

列強劃分勢力範圍的大戰略。沒想到這位首

席檢察官以她鋼鐵般的意志、巧妙的手腕與

勤勉的奔走說服，在刑事法庭實現正義。

在她運籌之下，國際刑事法庭不再仰賴

列強，轉而以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為基調，

要求各國政府和軍事部門與法庭合作。並利用

北約部隊間的同儕競爭心態，說服其與法庭合

作，出動特勤部隊拘捕戰犯到庭。

在策略上，阿爾布爾巧妙運用祕密起訴，

使嫌犯無法得知自己是否已被法庭盯上，增加

其心理壓力。同時，也為嫌犯的逮捕增加突襲

的因素，並降低其武裝抵抗的風險，增進執法

人員的安全保障。隨著嫌犯逐漸拘提到案，國

際刑事法庭的運作開始活絡，帶來一連串的骨

牌效應，包括促使被起訴者自動投案、當地政

府的交付人犯等。

但指引阿爾布爾的並非素樸的正義感，而

是對法治的堅持。她堅持證據辦案，親赴前線

蒐集證據。在國際刑法圈內，阿爾布爾以其起

訴案件證據堅實而贏得稱譽。即使對眾人所指

的米洛賽維奇的起訴，仍然是證據到哪裡，辦

到哪裡。因此，在最初階段，僅以違反人道罪

而不是種族屠殺罪起訴米洛賽維奇，因為當時

的證據尚不及此。

儘管如此，當時起訴塞國現任元首的舉

動，引起西方世界震動，許多人指責她完全

沒有政治概念，不受節制，將引發巴爾幹半

島局勢動盪等。沒有人料到的是，一年多以

後，塞國變天，米洛賽維奇下台，不久後被

移交給國際刑事法庭審判。阿爾布爾不畏強

權，堅持法治，向世人證明了沒有人可以凌

駕法治之上的。

雖然在不同的領域貢獻人群，然而每位唐

獎的得獎人示範的是如何以精準的眼光觀察

到時代的需要，並以卓越的專業能力，辛勤付

出，突破阻礙，堅持不懈，而獲致的成功。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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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缺。（圖片來源：種子發）缺

宋承恩
唐獎教育基金會

藉由唐獎的平台， 
不論就展現當代台灣所認同追求的價值，增進國內各界對世界最尖端發展的理解， 
乃至提倡人類文明的進步，都發揮了正向的功能。

由唐獎的平台，肯定這些成就並邀請得主

來台親身證言，與學子交流，不論就展現

當代台灣所認同追求的價值，增進國內各

界對世界最尖端發展的理解，鼓勵後進惕

勵向學，乃至提倡人類文明的進步，都發

揮了正向的功能。

唐獎兩屆以來展現了可觀的多元面向：

第一屆得獎者帶來永續發展概念的發軔、

敦厚的史哲學風範、癌症治療的契機、 
轉型法治與正義；第二屆得獎人則展現節

能與能源永續利用、基因工程的突破、 

一生著書誨人不倦的精神、與把法治帶入黑

暗深淵的努力。期待這一立基於台灣的創舉

能繼續帶給我們驚奇，拓展我們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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