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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听说 是在 年
,

当

时学校连接 的线路刚刚铺设不

久
,

我在学校的服务器上安装了微软

的某代理软件
,

却发现当几个电脑机

房同时上信息技术课程时
,

服务器根

本无法抵挡学生们铺天盖地般的上网请

求
,

往往是死机一一重启一一再死机

一一再重启
,

好不折腾
。

那时候
,

一个绰号叫
“ ”

的学生找到我
,

给我演示 了他在一台

奔腾 普通台式机上安装的服务
,

包括 匕服务器
、

代理服务器
、

邮件

服务器 ⋯ ⋯当然
,

都是跑在一种 叫

门 的操作系统上的
,

后来我用那台

机器给全校学生做代理服务
,

结果发

现不仅缓存的效率提高了
,

而且几个

月 下 来未发 生什么 大故障
。

从此 以

后
,

我开始关注起 —一种可以

从网络上获得完整源代码的操作系统
。

到今天
,

在我的办公室和学生实

验室中
,

几乎所有的机器都开始运行

起 或其他类型的自由软件了 除

了少数几台电脑
,

因为其上安装了某

著名教育软件公司开发的无法跨平台的

资源库
,

对许多人来说
,

使用

可能是因为价格低
、

无版权问题
、

服

务稳定
。

然而
,

使我最为感叹的
,

是

开源 开放源代码 精神给 发

展带来的巨大的推动力
。

一
、

何以发展壮大 —
开源的力量

年
,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年

轻人 制作了一个迷你型操作系

统
,

并将其源代码传到了 上
,

供其他计算机爱好者下载研究
。

这个

看上去很像 的操作系统被称为

意指 一 的
,

恐怕

自己也没有想到
,

随着时间的进

展
,

越来越多的程序爱好者
、

软件技

术专家加入到修改
、

完善 的队伍

中来
,

几十人
—几百人 —直到成

千上万
。

而 的应用领域也逐步扩

展一一从最早的 匕
、 、

邮件服

务开始
,

逐步扩张到诸如个人桌面应

用
、

网络安全
、

电子 商务
、

远程教

育
、

集群运算
、

网格运算
、

嵌入式系

统等各个领域
,

更是吸引了像 旧
、

、

惠普这样的 巨头积极参与到

应用的开发和推广中来
。

短短十多年里
,

就取得了令

人 目炫的进展
,

所有这一切都与开源

精神密切相关
,

若要更具体地了解什

么 是 开源精神
,

则不得不提著名的

尸

—普遍公用许可证

一 。

所有的自由软件

在发布时都必然附带有
,

限于篇

幅
,

这里只将 尸 的精髓列举如下

尸 保障用户共享和修改自由软

件的权利
。

所谓 自由
,

指的是代码 的开放
,

而非免费的价格
。

即作者可通过发布

自由软件获取利益
,

但必须向用户开

放源代码
。

原作者可不对提供的自由软件提

供担保
,

而 自由软件代码经修改后产

生的问题也与原作者无关
。

用户获得复制和修改软件的自由

后
,

在重新发布时也须同样遵守上述

要求
,

并保留原作者的信息
。

不妨用比较通俗的语句来表述整

个流程 某人创作了一个软件
,

如果

他想让更多的人共同来完善和发展该软

件
,

又想保证 自己作为原作者的权

利
,

那么就可以将软件置于 尸 的保

护下
。

当其他用户获得他发布的软件

后
,

就可 以对其继续修改
、

完善和扩

充
。

然后可遵照相似的规则
,

来重新

发布这个修改
、

完善以及扩充后的软

件
。

如此
,

自由软件就犹如滚雪球一

般越来越大 了
。

实际上
,

除 之外
,

自由软

件 的家族非常庞大
,

小至汉字输入

法
、

益智游戏 大至 匕泊 以及各类

操作系统
、

数据库系统软件
、

办

公软件
,

几乎无处不见其身影
。

自由

软件的开发汇聚了世界各地优秀程序设

计者的力量 —有些纯粹是为兴趣和爱

好来编写软件
,

有些是为了实现某 种

理想或个人价值
,

有些则是期待通过

服务模式来赢得利润
,

而近年来多家

丁业巨头开始参与 平台下的软件

的开发
,

则是一种建立在对未 来自由

软件巨大市场充分信心之上的战略性决

策
,

他们相信能够将成熟的商业模式

与自由软件的开源模式融合起来
,

走

自由软件与商业软件双赢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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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开放的不仅是代码 —开

源精神给教育资源发展的启示

在教育领域中
,

许多机构开始决

定使用 自由软件时
,

也许更多是出于

无奈
。

因为世界各地的教育机构 包

括我们国内 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一

一他们收到来自微软市场部门的信函
,

要求购买或删除超出授权使用范围的微

软的各类软件
。

于是
,

一些学校开始

将电脑操作系统由微软的 系

列更换成各种版本的
,

而且他们

在使用中发现
,

的确是一个相当

成熟的操作系统
,

能够胜任以往教学

应用上 的大部分需求
。

通过对实用

性
、

稳定性
、

核心技术
、

版权
、

价

格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平衡
,

及其

他各类自由软件的优势突显 了出来
,

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关

注
。

而在德国
、

法国及墨西哥等国
,

政府部门开始制定统一的计划
,

准备

为教育机构安装 操作系统及其他

成熟的自由软件
。

这个过程使得许多教育工作者开

始认识到 户
,

他们发现
,

这份协议

与其他商业软件协议有很大的不同
。

传统的商业软件协议一般不允许用户根

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修改和扩充软件
,

而且对共享软件资源也附设了诸多限

制
。

然而
,

静止状态下的软件资源往

往无法适应灵活多变的实际教学需要
,

并且过多的软件使用限制无法使有限的

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

一些教育工作者意识到
,

要使教

学软件和教学资源更有用
,

就要允许

其他人参与到软件和资源的修改
、

完

善和扩展中来
,

并同时保证原作者的

权利
。

而曾经促使自由软件快速发展

的 尸 模式恰恰可以做到这一点
。

与

自由软件不同的是
,

教学资源所包含

的范 围更 广
,

如各类教学软件
、

讲

义
、

论文
、

图片素材等等
,

如果仍然

沿用 自由软件的称谓已不合适
,

因此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短语 —开放教育资

源 、 。

三
、 “

思考者
”

的出现 —开

源模式带给 一 , 的新力量

既然软件
、

文章
、

图片等资源可

以进入共享
、

传播和再创造的流程
,

那么 尚未成系统的评论
、

感想
、

灵感

以及所有闪现智慧火花的思想片段
,

能否一样进入开放的
、

协作的再创造

流程中去呢 为什么不行
,

因为人类

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生物
,

正是因为人

以思想者自居
,

从而创造了文 明
、

改

造了世界
。

而现代信息技术的一个重

要贡献
,

就是使思想的传播和再创造

变得更加高效
。

也许大部分人并不会有意识地考

虑到
,

自己的思想是何等紧密地与群

体
、

社会以及前人 包括一些伟大的

思想家 的思想联结在一起
。

思想通

过语言
、

文字等油象的形式成为静照

后传播开去
,

然 后在接受者那里得到

还原和激活以及再创造
,

然后再次传

播开去 —整个流程与开放源代码模式

何其相似
。

曰 与 洲 等新生事物的出现
,

与开源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

。 试图以每个
“

博客
” 。 使

用者的泛称 为核心
,

建立起思想创

建
、

传播和再创造的流程
,

并在不同

的
“

博客
”

之间
,

连接起快捷的思想

通路
。

而 则更强调群体协作
,

通

过共同创造
,

构造出一个以某个主题

为发展方向的
、

始终处于活动状态
、

并可能不断壮大的知识网络
。

然而
,

不管是
、

湘 或者更

传统一些的 讨论组
,

都可以作为

有效的思想传播和再创建的形式 也

许将来还会有新的形式
,

然而无论

是何种形式
,

关键是要保证思想处于

活动而非封闭的状态中
,

如此
,

才会

有源源不断的智慧产生 出来
。

显然
,

。 和 并不明确区分谁是教育

者
、

谁是学习者
,

因为从开源精神出

发
,

教育者和学 习者 的地位是暂 时

的
、

相对 的
,

因为 当一个人获得思

想
,

在通过 自己的加工后重新发散出

去的时候
,

则已是将学习者和教育者

两种身份兼为一体了
。

因此
,

对于本

质上符合开源模式 的系统
,

只会有
“

思考者
”

这 样的概念存在
。

于是
,

对于 以灵活教育和终身教

育为特色的 一 而言
,

多了一

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一一思考者模式
。

没有必要将传统的教学模式与思考者模

式对立起来
,

因为两者有各 自的优势

领域和特色
,

但通过信息技术手段
,

可充分突显出思考者模式的优势有很

多 以思考者为主体
,

思考者掌握思

想创建
、

传播和再创建的主动性 由

于存在思想之间的通路
,

因此易于引

导思维的发散 保障了思想资源可被

广泛共享及重复利用
,

使有限的资源

获得最大的效益 鼓励基于优秀思想

之上 的再创造 保障了原创者的权

益
,

鼓励原创精神
。

当然
,

思 考者模式 在具体实现

上
,

还会遇到许多问题
,

例如
,

如何

正确地引导思维的发散而不是开无轨电

车 又如
,

思考者模式依托于个体的

积极思考状态
,

如果缺少个体的积极

参与
,

思考者模式就无从谈起 再

如
,

现在除 之外
,

普遍适用于开

放的教学资源以及思想片段的成文协议

仍在草稿阶段
,

尚未正式出台
,

这些

都成为思考者模式发展的制约因素
。

但笔者相信
,

作为
“

思考者
”

的人
,

必然会克服种种困难
,

在网络上建立

起完整的开放思想模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