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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学术、音乐、艺术和电影创作中的剽窃是一个魅惑着西方文化景观的争端问题。
在本书中，美国最富影响力和争议的法律学者之一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对剽窃问题作出了简明、生动
、令人耳目一新的考察。
畅销小说作家J．K．罗琳和丹·布朗、知名历史学家多丽丝．凯尔斯．古德温和斯蒂芬·安布罗斯、
哈佛法学教授劳伦斯-揣伯、查尔斯．奥格里崔、初出茅庐的小说家卡薇娅·维斯瓦纳坦，这些人都曾
被指控过剽窃——对于智识财产的盗窃——由此激发出的种种专家意见在媒体上广泛传播。
但是，到底什么是剽窃?这个内涵出名地含混的语词的含义，作为跨越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变迁的后果，
是如何发生演变的?剽窃行为到底是愈演愈烈了，还是仅仅由于技术进步而变得更容易发现了?现如今
的表达性作品市场如何影响了我们自己对剽窃的理解?真的存在“隐藏的记忆”吗——一种对他人作品
的无意识的、非故意的盗用?剽窃者的神秘动机和古怪借口是什么?剽窃这种“罪过”触发了哪些形式
的惩罚和赦免?某些特定类型的剽窃可能有什么益处?本书对这些纠缠的问题多有讨论。
    《论剽窃》激人思辨、富于洞见，论说异常清晰、直率，是一本短小精悍的分析性杰作，是“美国
最伟大的二十位法律思想家之一”(《法律事务》)、一位以智识探险和勇于破除偶像著称的杰出法官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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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理查德·波斯纳，先后以最优生和年级第一名毕业于耶鲁大学英文系和哈佛大学法学院。
曾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联邦政府律师、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
授和讲座教授。
1981年出任美国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至今（1993--2000年任首席法官），同时担任芝加哥大学
法学院高级讲师。

    波斯纳是法律经济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同时也是“法律与文学”和实用主义法学的领军人物。
他的著作众多，辐射广泛，有所谓“一个人的智库，之称；他的法律学术和实践重塑了美国的法学和
法律。

    “他是著述最丰的联邦法官，前无古人。
任职上诉法院，仍属最高产的法学家之列，同样前无古人。
如果以引证率测度影响力，那么当仁不让，波斯纳是在世的最有影响的法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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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正在讲述的这个经济故事可能并不是人们赋予原创性越来越多价值的一种全面的解释。
个人主义以及对于原创性的崇拜携手并进，而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特征。
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创生出更多的社会角色让它的成员各司其职，而且，随着教育的传播和社
会的繁荣把人们从习俗、家庭和权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鼓励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个性
崇拜”出现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对社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因此应该得到公众的认可，而剽窃行为恰恰会损
害这种认可。
个人主义还创生了对表达性作品和智识作品需求的异质性，就像人们对有形产品和普通商业服务需求
的异质性一样；而人们对多样性的需求越大——就是需要更多的新东西，而不是对旧东西的不断改进
——对原创性的要求也就越高。
此外，在表达性商品市场规模尚小的时候，作家、艺术家严重依赖赞助人来为其工作提供经济支持—
—消费者的数量和财力还不足以提供这种支持。
和那种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解决衣食、迎合由匿名买家（还有竞争性的替代商品可供他们选购）构成
的市场的作者相比，有赞助人的作者就不那么为竞争而担忧。
随着表达性作品市场的发展壮大，为作者提供经济支持的方式由赞助转变为销售。
由于智识商品的新投资人——消费者——和原先的赞助人不一样，他们和作者相互并不认识，所以通
过作者的名字来识别商品就变得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对某作者的一本书的阅读体验就会引
导他就是否购买该作者的其他书作出决定。
我们可以通过追踪匿名作者现象的衰落来解释表达性作品市场的兴起。
为作者署名，就像标注产品制造商一样，创造了一种用以吸引消费者的品牌身份。
不过，同样也是这种标志，引发了欺诈行为，因为某位作者可能通过在不加说明的情况下复制其竞争
者或者前辈的作品来提升自己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品牌”形象。
剽窃和商标侵权——把自己的差商标假冒成知名的优质商标（请记着伦勃朗）——之间的这种相似性
并非偶然。
普通商品市场中的商标侵权对应的就是表达性作品市场中的剽窃。
随着市场的扩大并且变得非个人化，商标和作者“标记”（通过署名）是作为保护商家和消费者的手
段共同发展演变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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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原题The Little Book of Plagiarism，直译为“关于剽窃的小书”，从篇幅上看，这确实是一本小书—
—但却是一本大家写的小书。
波斯纳法官在本书中广泛地涉猎了剽窃这一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所涉及的种种纠缠的问题，他的分析
涵盖了法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简明却不乏深度和锋芒。
作者是知识产权和“法律与文学”领域的专家（当然，他的学术专长远不止这两个领域），处理剽窃
问题举重若轻；本书像他的其他作品一样，给人颇多启发和教益。
译者根据出版社的建议，为本书中译本添置了若干插图，希望能以此增加一些阅读趣味，尽管属于画
蛇添足。
我感谢波斯纳法官为本书翻译中遇到的一处疑难所作的解答；还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蒋浩先生对本书
翻译出版的支持和督促。
译文中潜在的疏误概由译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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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剽窃》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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