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殉道者艾伦!施瓦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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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甚至付出了生命的
代价 $ 他说 % &信息也想要自
由 '(&思想并不属于创造它们
的人'(&把信息锁在墙后)必须
付费才能获得的做法是错误
的' **在因下载和传播了被
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大量论文资
源而被逮捕之后( 他选择了以
自杀殉道"!未来简史"""从智

人到神人##$ &人格化'关系的
特点在于它是&主体间'的双向
关系( 是人对对象的同情和尊
重$ 拉德布鲁赫在谈到&物的人
格化' 理论时说%&不只是人具
有尊严( 物也要向人要求一些
东西( 要求按照它的价值给予
保护和照顾( 使人得以使用和
享受 (此外还要求一个词 %爱 $

这样**人与物的关系就和人
与人的关系非常近似了$ '"!法

哲学##

其二(&财产' 概念对应的
往往是 &权利 '(&资源 '概念则
更着眼于&责任'$ 让我们来看
看 &权利 ')&责任 '这两种视角
下的法学研究差异% 前者的研
究核心是 &权利的主体 '(是主
体对客体的支配( 后者的研究
核心是 &关系 '(是主体之间的
相互责任(即胡塞尔的所谓&主
体间性 ' "

*%(+#,-./+0(*1*(2

#(或
中国传统法上所谓的&仁'$ 前
者的问题是%我可以做什么)我
在何种限度内是自由的+ 而后
者的问题是%我当然是自由的(

但我考虑好这样做的后果和责
任了吗+ 前者除了讲法定的义
务外(也讲责任(但讲的是逻辑
演 绎 出 来 的 二 线 责 任
"

,+0$%3"#2 4*".*4*(2

# 或代入责
任 "

1*0"#*$-, 4*".*4*(2

#(而后者
讲的责任( 则是一种设身处地
的同情责任$ 前者从自我出发(

而后者则是从他人出发$

再从运作模式来看( 前者
是权利人的许可模式( 任何人
若要使用权利人的数据财产 (

都必须事先征得权利人的同意
或许可, 而后者是使用人的自
主模式( 也就是说使用人无须
他人同意便可自主使用他人已
经公开的数据资源( 但必须以
负责且可持续的方式加以利
用( 并对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承
担法律责任$ 凯文!凯利在-必
然 . 一书中说

5

&/知识共享 0

"

0#+"(*1+ 0$66$%,

#这种利于共
享的版权许可协议已被人们广
泛接受( 它鼓励人们准许他人
合法地使用和改进自己的图
像)文本或音乐(而无须额外许
可$ 换句话说(内容的共享和摘
取是新的默认模式$ '

首先(就作品而言(在数字
世界( 作品将不再是一个被作
者支配的客体( 而是一个具有
自身目的的主体$ 就像 -马赛

曲 .(自其诞生的那一刻 (就像
&带着翅膀的胜利女神' 一样(

席卷了整个法国战场( 而它的
作者鲁热 "

7$-8+(

#(尽管仍在
战斗"画着壕堑图#(但却&像是
在坟墓里一样'(听任他的歌如
雪崩一般广泛地传播$ 用茨威
格的话说(一切荣誉全&归于这
首歌本身'(连哪怕一丁点儿影
子也没有落到它的创作者身
上 $ 与鲁热的麻木被动不同 (

9::

多年后(创造了
;<

打印机
7+=7"=

的阿德里安却清醒主
动得多111他并未申请专利 (

而是使用 &开源 '(即允许他人
自由在网上共享他的设计和技
术$ 艾丽西亚评论道%&我认为
开源硬件相当于

9>

世纪的专
利制度$ 开源硬件不仅是开源
创新(也是创新民主化$ 开源硬
件不会有

9:

年的专有权$ 它的
好处是( 整个群体为你的设计
和创新做贡献( 并分享各自的
衍生产品$ 它促使原先的设计
者创造一个更好的产品并不断
完善( 而不是把它锁在一个

9:

年的僵局里$ '"!

;<

打印"""

从想象到现实 ##其次 (在数字
世界( 作者的地位和责任也发
生了改变%第一(作者是作品的
贡献者(而不是决定作品的&上
帝'(因为在作品实现自身的连
续过程中( 每一位作者都会做
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从而在作
品上打上深浅不一的风格烙
印$ 在作品上署名(并不意味作
品是其财产( 而是署名者要为
作品承担一份责任$ 就像-三国
演义. 在其形成流变的过程中
经过了无数说书艺人和文人的
不断加工( 虽然在某个特定阶
段( 作品会以某个作者的名义
相对固定地呈现出来( 但其流
变或成长的过程却并不会因此
停止$ 进入数字时代(这种原本
漫长的历史流变过程( 将会以
&快进'的方式表现出来$

第二( 作者同时成了消费
者(或者说(创作者与消费者发
生了融合$以

;<

打印为例(一方
面( 作者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向
智能系统提出自己的需求或愿
望(再由

;<

打印机去完成,而另
一方面( 他又不愧是真正的作
者( 因为正是他而不是打印机(

才给该件打印作品赋予了生命
或灵魂$ 在科幻电影-她."

?+#

#

中( 那些真切感人的信件的作
者(与其说是信件撰稿人西奥多
和他的情人萨曼莎 "人工智能
@&>

#(倒不如说是委托西奥多写
信的那些信件的真实当事人$数
字革命(将会并且正在使每个消
费者同时成为创造者111创造
的本质不是形式上的无中生有(

而是人格的展现111从而使人
们能够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
来(变成一个创造性的&诗人',

而他的消费要求( 即个性化的)

带有想象力的)带着伦理取向的

需求或愿望(就是他的最有价值
的创造$

第三(若从知识的财产性出
发(会看重交易(而从知识的资
源性出发(会看重协作$ 前者以
&契约'为基础(后者则以&共同
行动'"

A+,"66("B(

#为基础$ 我
们知道(契约是一项交易(但在
数据技术条件下(一种无需或主
要目的不在交易的大众协作模
式正在兴起$法国公法学家狄骥
曾提到一个&共同行为'的概念(

他说%&任何一个研究罗马法中
关于约定的理论的人(都能够明
确地设想到一份契约的心理特
征$ 但是(如果有几种意志在不
存在预先协议的前提下汇合到
一起(如果各方在虽不具备互相
之间的控制)但却具有一个预期
共同目的的前提下确定一个相
同的目标(那么这便不是一份由
他们所签订的契约$我们所看到
的(就是今天以/集体行动0"

"0(+

0$44+0(*C

# 或 / 合 作 0

"

0$44".$#"(*$%

#这一术语来命名(

而德国人称之为 /共同行为 0

"

A+,"66("B(

# 或 / 协 定
DE+#+*%."#-%8F

0的法律行为$ 我
们也可以用契约这个词(不过我
们是在一个与其原初含义相当
不同的意义上来用它的$ '"狄骥

!公法的变迁#$郑戈译$商务印

书馆
9:>;

年版#应该说(狄骥提
到的&共同行为'(在数字技术条
件下( 被以全新的方式重新唤
醒$ 无论是维基百科的词条编
撰(还是&开源'条件下的作品设
计和制作( 无论是资金的众筹(

还是任务的众包(都具有这种共
同协作的特征$ 这种&视而不见
的合谋'(使设计者与消费者)提
供者与使用者)作者与读者之间
的合作关系(具有了一种全新的
性质111在传统条件下(工作在
相对封闭和独立的时空中进行(

作品相对固定而完整(创作者与
消费者是分离的,但在数字条件
下(工作在开放合作的平台上进
行( 作品始终处在不断完善之
中(消费者同时变成了创作者$

数字世界的 &游戏 '模式 (

似乎摆脱了所谓 &麻将模式'(

即联合体以其全部的力量保护
每一个联合者的权利( 而每一

个权利主体在联合体中只服从
自己"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

武译$商务印书馆
>GH: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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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它进入一种全新的模
式 (即 &演奏模式 '或 &建筑模
式'$ 拉德布鲁赫拿一个建筑物
里的工人来打比方%&建筑工人
既不是通过包含他们所有人的
一个整体( 也不是通过将它们
联结起来的直接关系( 而是通
过共同从事的工作和从共同工
作中产生的共同作品联系起来
的$ '"!法哲学##换句话说(在
数字技术条件下( 人们之间的
合作(不像是在一起&搓麻将'(

更 像 是 在 共 同 演 奏 一 首 乐
曲111乐手也好(乐队也罢(目
标只一个(就是作品本身$ 正如
拉德布鲁赫所说(&共同体不是
一种人与人的直接关系( 而是
人通过共同的人的使命而实现
的一种结合**于是就产生了
**一个社会主义世界观公
式%共同体中的个性(劳动成就
中的共同体 '$ 在这一共同体
中( 以作品为中心的创作者和
利用者不再局限于你卖我买的
契约交易( 他们之间更多的是
为 了 实 现 & 作 品 价 值 '

"

I+#B'+#(+

#的共同协作$

! ! !

实体经济的特点( 是财产
的占有和垄断( 因此知识的价
值 (必须借助 &财产权利 '的概
念才能更好地实现111知识产
权的大厦( 就是这样建立起来
的$ 与此截然不同(虚拟经济的
特点( 是数据资源的流动和共
享$ 知识作为数据性的公共资
源( 只有在不断地利用并被注
入新的作品之中( 才能更好地
实现价值$ 然而(传统的知识产
权概念却禁锢了知识的自由流
动( 使数据特别是知识的资源
性价值无法充分实现111知识
产权的大厦(由此面临着崩塌$

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
形象地将&个人主义的文化'比
喻为&文学主义时代'(而将&社
会主义文化'比喻为&建筑艺术
的时代'(他说%&一本书和它的
读者(一幅画和它的观看者(都
是个人主义文化的主要形式 $

戏剧)交响音乐会)建筑都是社
会主义文化的主要形式$ **

取代文学主义年代( 款款走来
的(是一个建筑艺术时代$ ' 同
样(我们也可以说(取代知识产
权法(款款走来的(将是一个知
识资源法的时代111这个时代
将会形成一种类似戏剧)合唱)

演奏或建筑艺术中的 &同道 '

"

A+%$,,+

#关系(即&因为一个共
同的事业顺路同行'"拉德布鲁

赫!社会主义文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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