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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著作权之道：从谷登堡到数字点播机》一书的修订版由金海军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人在
此际受邀为之作序，深感荣幸。
金海军在翻译过程中与我进行了内容广泛的电邮往复，从中我知道他为此倾注大量心力，以期准确表
达出美国著作权法律与历史中的所有重要问题，以及美式语言当中的诸多特别之处。
因此，以下就本书内容跟中国在21世纪遭遇著作权这一西式事物之间的关系而写上这些几无解释的文
字时，我是深怀谦卑之情的。
《著作权之道》一书回顾美国著作权法自英格兰18世纪初期迄今之历史，展望21世纪开头几十年著作
权之未来。
本书固然以英美普通法之传统为中心，但也兼顾以欧洲大陆为根基的大陆法传统（强调作者权），并
考察了《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该公约自1886年诞生以来，致力于在这两种著作权文化之
间搭建一座桥梁（尽管它显然强调的是大陆法的这一边）。
本书虽未触及中国的经历，但其中的教训仍然与中国的情形密切相关，因为中国自1992年参加《伯尔
尼公约》（巴黎文本），并且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因此加入TRIPs协定）以来，这些规范在
中国就可以直接适用于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一如它们在美国、欧洲以及伯尔尼－WTO体系的其他国
家所适用的那样。
而且，中国于2007年参加了WIPO的两个条约——《版权条约》和《表演与录音制品条约》，从而迈
入了在数字时代为创造性作品与制品提供最先进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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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18世纪的著作权法，到当前互联网上的著作权问题，再到明天的“数字点播机”（可以点播方
式获得的图书、电影和音乐数字贮藏库），保罗·戈斯汀对著作权人与使用人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通
盘研究，尤其是通过对若干标志性案例——家庭录像案、图书馆复印期刊案、对《哦，漂亮女人》的
改写案等——进行精要的解读，全面展示了版权制度如何应对科技变革，以及著作权之于美国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引人入胜的介绍、睿智的思辨，不失学理又饶有趣味——确是“一本极好的书”（a superb book）！
 　　本书回顾美国著作权法自英格兰18世纪初期迄今之历史，展望21世纪开头几十年著作权之未来。
作者对著作权人与使用人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通盘研究，尤其是通过对若干标志性案例进行精要的解
读，全面展示了版权制度如何应对科技变革，以及著作权之于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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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保罗·戈斯汀，斯坦福大学Lillick法学讲席教授，美国著作权法领域的权威之一。
著有四卷本美国著作权法和一卷本国际著作权法专著，所撰知识产权法教材在美国法学院被广为采用
；曾在著作权相关议题的政府间会议上受邀担任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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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致谢第1章　著作权的形而上学第2章　著作权思想史第3章　花50块钱收10块第4章　私人复
制第5章　两种著作权文化第6章　“技术问题要由技术来解决”第7章　数字点播机注释索引译者附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著作权之道>>

章节摘录

从印刷机到数字点播机，每当著作权遭遇某种新技术时，都向立法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选择：扩张著
作权从而作者与出版商能够获得作品在市场上的全部价值；或者，抑制著作权，人们在此情况下就能
免费使用作品的复制件。
究竟著作权是作者权（author’s right），从而作品的原创者对于消费者愿意为该作品复制件付费的每
一个市场均得主张权利？
抑或，它是使用者的权利（user’s right），使用者得免费享用作者的复制件，除非作者或者出版商能
够表明，若无经济回报，他们将不具有任何激励来创作与出版新的作品？
虽然历经将近三个世纪的立法活动、司法判决与学术思考，这些根本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美国国会有时欢迎新的信息技术发明，将之看作一个契机，用那些尚未被立法规定的权利来填满著作
权水杯。
在其他时候，它又拒绝将一个新的市场纳入著作权法的范围。
法官们同样自相矛盾。
当国会的立法意图不明确时，一些法官就对《著作权法》作扩张解释，将新技术纳入其中；另一些法
官则严格遵守旧法中的用语。
法学教授们也各有偏袒，一些人参加“高水平保护派”（1aigh protectionists），另一些人则加入“低
水平保护派”（Low protectionists）（这些术语可都是蔑称，并非褒奖；学界人士往往将这些标签贴到
对手身上，却从不用在自己身上）。
著作权直接触及在文化、经济以及政治价值——文学艺术的愿景、自由市场的承诺、言论自由的传统
——上的冲突。
在该法律的发展过程中，吸引参与争论的不仅仅是文学思想家：约翰·密尔顿（John Mihon）在《论
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中，对政府审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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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位赫赫有名的权威学者，用简洁、透彻的笔调，加上一种讽刺的幽默感，活画出这个原本复杂得让
人生畏的主题。
　　——Jonathan Kirsch《洛杉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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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作权之道:从谷登堡到数字点播机》引人入胜的介绍、睿智的思辨，不失学理又饶有趣味确是“一
本极好的书”（a superb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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