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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讲述的是我们对互联网未来所能做出的和正在做出的选择。
这些选择对于互联网能否成为一个我们所企盼的创新和发展的平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认为，时下在美国所做出的那些选择会对互联网的未来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它们会从根本上阻滞
互联网将带来的创新和发展。
将这两本书’中的论证原理应用于当前中国的讨论中，我希望对于书中相同的问题能够有不同的答案
。
　　正在做出的选择涉及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宽带接入政策，另一个是知识产权政策。
美国在这两方面所谋求的是毁损互联网未来的政策。
在这两个方面，美国正在采取行动，保护旧有工业免受互联网可能带来的竞争之苦。
　　我们业已看到这些政策的影响。
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自然是不可避免之事，但毋庸置疑，互联网发展势头的衰退部分是由于目前美
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法律规制运动。
原先，在市场激励下，投资者不得不开发新的、更具有竞争力的内容制作和发行系统。
可是，这一切完全被法律诉讼改变了。
在保护集中的、强大的旧有工业的同时，法律诉讼扼杀了技术创新。
　　世界各国应当自主选择最佳的规制互联网及其未来的政策，这一点极其重要。
尤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美国所做出的政策选择毫无正确性可言。
那些政策过于极端，有碍于创新及发展。
它们没有实质的理论依据，它们唯一的靠山就是那些鼓吹者的游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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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成为法律学、公共管理学、商学、传播学、政治学和信息科学技术专业的必读
书目。
对于政府管理者、法律执业者、ICT企业管理者、创意产业从业者和广大信息工程技术人员来说，这
的确是一本能够启迪思维的难得之作。
在众多以网络为主题的书籍中，这是一本问世近10年但居然没有过时的书！
于是，它成为了经典之作，荣膺学术名著和畅销读物两项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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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Lawrence Lessig is a Professor of Law at Stanford Law School and founder of the school's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Prior to joining the Stanford faculty, he was the Berkman Professor of Law at Harvard Law School, and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e clerked for Judge Richard Posner on the 7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and Justice Antonin Scalia on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For much of his career, Professor Lessig focused on law and technology, especially as it affects copyright. He
represented web site operator Eric Eldred in the ground-breaking case Eldred v. Ashcroft, a challenge to the 1998
Sonny Bono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 His current academic work addresses a kind of "corruption."
He has won numerous awards, including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s Freedom Award, and was named one of
Scientific American's Top 50 Visionaries, for arguing "against interpretations of copyright that could stifle
innovation and discourse online."
Professor Lessig is the author of Remix (2008), Code v2 (2007), Free Culture (2004), The Future of Ideas (2001)
and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1999). He is on the board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project, MAPLight,
Free Press, Brave New Film Foundation, Change Congress, The American Academy, Berlin, Freedom House and
iCommons.org. He is on 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Sunlight Foundation and LiveJournal. He has served on the
board of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the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and
Public Knowledge. He was also a columnist for Wired, Red Herring, and the Industry Standard.
Professor Lessig earned a BA in economics and a BS in management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 MA in
philosophy from Cambridge, and a JD from Yale.
Professor Lessig teaches and writes in the areas of constitutional law, contracts, and the law of cybe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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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代码就是法律　　大约20年前，即l989年春，苏联体制在欧洲销匿了——崩溃了，就好
像帐篷的支撑柱被抽走一样，轰然倒塌。
不是战争，也不是革命，而是自身的枯竭，使其走向尽头。
在中欧和东欧地区，新的政治体制已经萌芽，新的政治社会业已开始。
　　对立宪主义者（包括我自己）而言，这真是一段让人头疼的日子。
1989年，我刚从法学院毕业；1991年，我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芝加哥有一个研究中心，主要负责研究中欧和东欧初显端倪的民主制度。
我是该研究中心的成员。
在那之后的5年里，很多时间我都是在飞机上度过的，很多早上我都在喝着劣质的咖啡，真是不堪回
首。
　　东欧和中欧处处都是美国人，他们在教导前者如何治理国家，点子颇多，但愚蠢至极。
这些看客们，有的在向新生的宪政国家逐字逐句地兜售着宪法，有的则怀揣着无数的生搬硬套的治国
之策。
这些美国佬来自一个宪政主义运作良好的国家，但他们显然不明白其中的运作机理。
　　然而，研究中心的任务绝不是提供建议。
我们所知无几，何以为师？
我们的目的是观察并搜集社会转型和发展变迁的各项数据。
我们只想理解这一变化，而不是去指导它。
　　如果这一变化还能够让人明白，那么我们所明白的就是震荡。
苏东剧变之初，到处弥漫着反政府的情绪——强烈的反对政府及其统治的愤怒之情。
大家似乎在说：“少来管我们”，就让市场和非政府组织——一个新的社会——来代替政府。
经过那一时代，这种心态反应完全可以理解。
政府曾经是施压者。
还有别的什么办法能够释放所受到的压抑呢？
　　这种反应用一个非常恰当的辞藻来概括，就是自由主义。
让市场统治，让政府滚蛋，自由与繁荣必将成就。
万事可自理。
毫无必要，也没有地方容许政府的广泛统治。
　　但是万事未必自理，市场亦未见繁荣。
政府瘫痪了，瘫痪的政府绝非自由的灵丹妙药。
对传统政府职能——警察、法院、学校和福利——的需要并没有奇迹般地消失，私有行业也没有挺身
而出来填补这一需要。
相反地，这种需要从未被满足过。
安全失去了。
现代的但却是乏味的混乱取代了之前的生活环境：霓虹灯闪烁处是耐克公司的广告；虚假的股票交易
使靠养老金为生者失去了毕生的积蓄；银行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谋杀在大街上。
一种管理体制取代了另外一种管理体制，但哪一种都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者所称之为自由的体制。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这种“自由”的陶醉感逐渐消退之时，西方世界出现了另一个“新社会
”，对许多人来说，它正如“自由”在欧洲所允诺的社会那样令人兴奋不已。
这就是网络空间。
它源自大学和研究中心，尔后步人大众社会，现已成为自由乌托邦主义的新目标。
在这里，自由将占据统治地位。
如果无法在莫斯科或第比利斯找到，那么在这里，在网络空间，将能发现理想的自由社会。
　　这种变化是出人意料的。
网络空间诞生于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项目，也源自对某种控制架构的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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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的、单一用途的电话网络被非付费的、多用途的“包交换”数据网络所替代。
于是，人人都能成为出版者的新模式补充了旧的一对多的出版架构（电视、广播、报纸、书籍）。
人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沟通和交往。
网络空间造就了现实空间绝对不允许的一种社会——有自由而不混乱，有管理而无政府，有共识而无
特权。
用一篇反映我们这一代的宣言中的话来说：“我们拒绝：国王、总统和投票。
我们坚信：基本的其识和运行的代码。
”　　关于网络空间的最初理论认为，就像在苏东剧变后的欧洲那样，自由与国家消亡之间密不可分
。
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是“感恩至死乐队”“的词作者，还是美国电子前线基金会的
发起人之一。
在《网络空间独立宣言》中，他摇旗呐喊：　　工业世界的政府们！
你们这群令人讨厌的铁血巨人们！
我来自网络空间，一个思想的新家园。
我代表未来，要求落伍的你们离我们远点儿。
我们不欢迎你们。
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不再享有主权。
　　但是，在网络空间中，它们之间的联系远比在苏东剧变后的欧洲紧密。
对于网络空间的主张不仅在于政府不愿意规制，更在于政府不能够规制。
网络空间生而自由，政府可以威慑，但网络行为却无法控制；法律可以通过，但其对于网络空间却没
有实际意义。
建立何种政府的选择根本不存在——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获得统治地位。
网络空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
那里有约束和管理，但应从下而上建立，而不是通过国家的指导来建立。
这个空间的社会应是一个完全自我组织的实体，没有统治者，没有政治干预。
　　20世纪90年代初的夏季，我在中欧执教。
我亲眼目睹了在本章开头描述的观念转变。
因此，当1995年春，我开始讲授网络法课程并看到学生们关于自由和政府的这种与无政府权思想极其
类似的想法，我颇有似曾相识之感。
即使是在耶鲁（那里自由主义情感并不明显），学生们也似乎都沉醉于詹姆斯·博伊尔后来所称的“
自由主义诀窍”（1ibertarian gotcha）”，没有互联网的发达，就没有政府的存续；但是，没有政府能
够控制在那里发生的一切。
现实空间的政府就像最后时刻的苏联体制一样令人同情。
这就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国家的消亡，为亿万个闪耀在以太网络空间的字节所颠覆。
如此所述，网络空间只能是自由的。
自由是它的本质。
　　可是，为什么以前从未弄清楚这一点呢？
网络空间是一处政府无法控制的地方，这一观点我从来没有听到过。
“网络空间”（cyberspace）一词本意并非指自由，而是指控制。
该词并非源于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小说《神经漫游者》（Necromancer，1984年出版）
，而是可以追溯到“控制论”（Cybernetics）的领域，即对远程控制的研究。
控制论有一个完全规制的构想，它的主要动机是发现一种更好的控制方法。
对于一个旨在追求控制的架构，我们却大加颂扬其非控制性，不免让人产生疑问。
　　我说过，我是一个立宪主义者。
我所教所写的都是宪法。
我相信，这些关于政府和网络空间的最初想法，如同关于自由政府的最初想法一样，是误入歧途了。
网络空间的自由绝非来源于国家的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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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那儿，跟在别处一样，都来源于某种组织形式的国家。
在我们所建造的世界，自由并不因从社会中除去所有有意的控制而得以繁荣；在我们所建造的世界，
自由因被置于某种有意的控制中而得以繁荣。
我们建造自由，是像我们的缔造者那样，将社会置于某部宪法之上。
　　依靠“宪法”，我并不是指它的法律文本。
与20世纪90年代初在东欧的我的同胞们不同，我并不试图去兜售我们的缔造者在1787年所写的文件。
然而，正如英国人谈到他们的宪法时所理解的那样，我所指的是架构（不单是一个法律文本，而是一
种生活方式），它规范和约束着社会及法律的权限，最终保护着我们最基本的价值理念。
（有学生问我：宪法到底是协助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的手电筒，还是指引我们前进方向的岿然不动的灯
塔？
我的回答是灯塔——它指引我们确定最基本的价值理念。
）　　此种意义的宪法已在建造中，但我们却浑然不觉。
地基已经铺好，宪法却未魔幻般地显现。
正如我们国家的缔造者从革命后的混乱无序中所体会到的那样（谨记：我们的第一部宪法——《联邦
条款》，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不幸的失败之作），我们初看网络空间也是如此：这座建筑，或者说这
种布置，并非某只看不见的手的作品。
没有理由相信网络空间的自由根基会轻易出现。
事实上，如我将要论述的那样，结论恰恰相反。
如我们的缔造者所体会的，亦如俄罗斯人所看到的，我们有各种理由去相信，单凭网络空间本身，自
由的承诺将无法实现。
单靠自己，网络空间会变成一个理想的控制工具。
　　控制。
不是指政府必需的控制；也不是指必需的对某些恶魔如法西斯极端主义分子的控制。
本书的观点为：在网络空间中，某只看不见的手正在建造一种与网络空间诞生时完全相反的架构。
这只看不见的手，由政府和商务共同推动，正在构筑一种能够实现最佳控制并使高效规制成为可能的
架构。
网络世界里的斗争将不在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
可以确信的是，处于这种最佳控制的环境中，必要的自由将得到保障。
正如维德海纳森所说：　　“网络社会”将可以让人们重整他们的关系，增强他们的力量，破坏传统
社会文化的约束。
它一旦轻易地浮出水面，那么网络数字通信将不必再为解放人们的终极目标服务了。
　　本书所探讨的就是网络空间从无规制状态到规制状态的转变。
当我们看到网络空间的发展轨迹（我将在第一部分描述的一种演化）时，我们就会知道网络空间出现
伊始所呈现的诸多“自由”会在将来消失殆尽。
我们所认可的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也将不复存在。
我们所选择的这条道路，将改变旧有的网络空间。
这其中，一些改变将令人欢欣鼓舞。
但是，也会有一些改变将令人失望至极。
　　然而，无论是欢欣鼓舞还是失望至极，理解这种改变是如何发生的才是关键所在。
是什么塑造了网络的自由？
又是什么将改变这种自由？
于是，我们将通过对这些课题的研究，提出关于网络空间规则之源的另一种建议。
　　这正是第二部分的核心。
网络空间要求我们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规则的运作。
它迫使我们超越传统律师的视野去观察——超越法律，甚至超越准则。
它还要求我们对“规则”做出更宽泛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对一个新近突显的规制者加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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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志在联络法界同道着意法律与社会关联互动，俾交流、法律信息，沟通法律智慧；探究法律义理
，追问法律价值；守护社会良知，推动法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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