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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 ! ! !一是完善互联网法规体系

自 !""#年起德国在 !民法典"

和!刑法典"框架内逐步建立了

涵盖 !!类法律的互联网法规

体系#以规范互联网秩序$在专

项立法方面#德国!信息自由和

传播服务法"规定#一是授权内

政部设置%网络警察&监控危害

性内容的传播# 二是明确网络

服务业者对非法内容传播负有

法律责任# 三是将对儿童有害

的网络信息定为非法$ 在普通

法律延伸适用方面#德国!刑法

典"'!民法典"'!信息自由法"'

!电信服务法"'!电脑服务数据

保护法" 等多部法律均有与网

络言论问题相关的条款# 直接

适用于网络谣言管制$

二是开展网络审查 德国

政府对待%破坏国家民主秩序&

的网络言论从不手软$ 目前#德

国有权实施%网页内容审核&的

政府部门主要有两个(一是内政

部下属的联邦刑警局)二是家庭

部下辖的%青少年有害媒体审核

署&$$%%"年#德国政府先后 !""

次要求谷歌公司提供网络用户

资料或屏蔽特定网页#数量在全

球仅次于巴西#其中 "&次要求

谷歌在搜索结果中不显示特定

网站#'%次要求屏蔽 %违法博

客&$ 此外#若涉及本地科'教'

文'卫领域问题#各联邦州政府

也可下令关闭网站$

三是基于问责制加强舆论

引导 问责制是德国政治体制

的核心理念# 向民众公开信息

是政府的法定义务$ 发生重大

公共事件时# 政府会及时启动

%标准流程&对外说明情况$ 以

$%%"年禽流感疫情为例(& 月

(%日#德国发现第一例 )*+*

禽流感患者# 德国多家相关部

门和医疗机构分别开设网页#

发布每日疫情最新进展# 从多

个层次公布当局应对措施#并

开设 $&小时热线电话以解答

民众疑问$

四是政府与媒体联手管控

德国干预网络信息的做法柔

和'隐蔽$ $,**年 &月#有员工

公开称%德国之声&编辑部内设

有%意识形态监察员&一职#所

有文章均须通过%鉴定&后方可

发表$$%%-年 $月#德国!时代"

杂志某记者因披露德国邮政公

司有关内幕消息#以%有损国家

安全&为由被杂志开除$ 宗青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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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谣言差点毁了他的生活
美国佐治亚州一男子求助法律赢回公道

! ! ! !不在背后说人坏话———这本是
一条古老的道德准则，但在网络世
界中却最容易被抛弃。不少人在匿
名或网名掩护下，心安理得地享受
“说别人坏话”的狂欢，并不考虑真
相是什么，或者可能给当事人带来
怎样的现实伤害。
美国佐治亚州一名普通男子在

网络谣言几乎摧毁一切生活希望
后，终于拿起法律武器，让躲在“马
甲”背后中伤他的人付出代价。

飞来横祸 臭名昭著
吉恩·库利从小生活在佐治亚

州北部小镇布莱尔斯维尔，小镇居
民只有 !""人左右，彼此几乎都认
识。然而，#""$年一场突如其来的
灾祸，竟使他不得不逃离这个熟悉
的小社会。
这一年，离了婚的库利带着两

个年幼儿子一起生活，靠当发型师
养家。不过幸福的曙光就在眼前：他
与带着一个女儿的单身母亲保莉
特·哈珀坠入爱河，打算不久结婚，
开始新生活。

库利对未婚妻存有美好记忆。
“她是个很棒的女人，”他在接受美
国广播公司（%&'）王牌时事节目
《("!("》电视节目采访时说，“她有
一颗美丽的心灵。”
可惜一切已成回忆。(""$年 )

月 **日，哈珀的前夫出于嫉妒，趁
她打盹的时候潜入其家中，开枪打
死了她，随后自杀。
库利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未婚妻

的遗体送回她父母所居住的佛罗里
达州。在准备葬礼期间，哈珀家人对
他的态度突然起了变化。
“他们开始问我一些奇怪的问

题，问我是不是有嗑药习惯、经常进
出戒毒中心，”库利回忆道。这种质
问很快演变成彻底翻脸：哈珀家人
把他赶出家门，并不准他参加葬礼。
对这种突变，库利一头雾水。他

不得不请布莱尔斯维尔一名治安官
替他向哈珀家人证明他的清白，这
才得到参加葬礼的机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

如此，我一点概念都没有，”他说。他
打电话给妹妹，后者告诉他，网上关
于他的谣言满天飞，在布莱尔斯维
尔，他已经臭名昭著了。

人言可畏 竟遭解雇
库利回到布莱尔斯维尔没几天

就被发廊解雇了。“就因为谣言和闲
话，他们就这么告诉我的。”库利说。
那些谣言和闲话聚集在一个叫

“"#$%&”的社区论坛上。就在哈珀被
杀后几天，该论坛出现一个针对库

利的抹黑帖，几个网名为“卡尔文”、
“嘴巴”和“呸”等用户不断“揭发”库
利是一个吸毒者、一个应该让孩子
们避而远之的变态，甚至说他可能
是哈珀被杀案中一个帮凶。偶有为
库利说话的帖子也遭那几个攻击者
的辱骂。哈珀家人就是看了这些帖
子才对库利变了脸。

据 "#$%&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
斯·托尔斯介绍，该公司成立于 (+"!

年，专门开发针对小城镇的社区论
坛，内容以新闻消息和话题讨论为
主，社区居民可以自由发帖发布自己
的见闻。"#$%&论坛已在大约 ,"""个
城镇运营，日均发布 *(',万个帖子。

布莱尔斯维尔的 "#$%& 论坛
上，除社区新闻和琐碎闲聊之外，不
乏匿名的人身攻击。只是这一次，针
对库利的攻击产生了致命的效果。
库利想辩解，却不知从何着手，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到底是谁在攻
击你，跟谁去辩解呢？”

因为怕影响两个儿子的生活，
他只能离开布莱尔斯维尔，搬到
-""公里以外的奥古斯塔市，那里
有一个朋友愿意收留他。一次回老
家看望孩子时，他拜访了当地一名
律师拉赛尔·斯图基。

斯图基后来告诉 %&'电视台，
库利把他的遭遇和盘托出后，“我简
直不能相信———太不可思议了。于是
我说，我会试着帮你打这场官司。”

律师相助 揭开真相
在见库利之前，斯图基对 "#$%&

论坛了解不多，但在背后匿名攻击
他人这种事是他不能接受的。他觉
得，有什么不满可以当面说，“要是
听了不爽，我们就该还击，这是我做
生意的原则”。

他同情库利，因为他发现后者已
经被打击得失去生活信心。“他有自杀
倾向，我很担心他，我们天天谈话。”
但他着手整理起诉时，发现要

揭开匿名发帖者的身份并不容易。
最终，他得知可以追踪发帖者上网
时所用电脑的 ./地址，到电话公司
查出所对应的电话号码，从而找到
该号码的用户住址与姓名。

斯图基花了两年时间，终于让
"#$%&公司交出攻击库利的发帖人所
在 ./地址。他们发现，出现最频繁、
最恶毒的评论均出自同一个女人：西
比尔·丹尼丝·巴柳。“卡尔文”、“嘴
巴”和“呸”等“马甲”背后都是她。库
利一开始都想不起来她是谁，后来才
发现 *+年前两人曾在布莱尔斯维尔
一家百货商店一起工作过。
库利说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让她记恨自己，只知他不是唯一的
受害者。他说审判后接到很多人的
电话，告诉他巴柳也曾中伤他们，包
括她的一位前男友。

(+*+年 *月，被控诽谤罪的巴
柳出庭受审。她承认在网上攻击库
利，为的是报复当年共事时库利对
她的某些“不适当行为”，同时也为
了保护哈珀的女儿不受库利侵害。
她还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
公民言论自由权，所以她有权发布
针对库利的帖子。
斯图基对此嗤之以鼻：“第一修

正案和诽谤一点关系都没有。”
法庭上，斯图基没有太费事就

取得胜利。“我让她站到台前，对她
说‘为你自己辩护吧’，自己往后一
站，让她对陪审团畅所欲言。结果他
们讨厌她。”
在庭上，当被问及她为何说库

利是“变态”时，巴柳说：“我一直观

察他，我能分辨出一个变态……每
次有漂亮女孩走过，他总盯着她们。
我能感觉出来。”

最后库利获判 0+'0 万美元赔
款。

赢回名誉 重回正轨
库利至今没从巴柳那里拿到任

何赔偿金，在《(+!(+》节目中，巴柳
坚持自己有理，说她“一分钱也不会
给”库利。

但库利的亲朋好友都很庆幸，
这场官司总算洗清了他的名声，他
的生活终于重回正轨。库利已搬回
布莱尔斯维尔，另找了一份工作，镇
上的人也不再对他侧目而视了。

库利说他打官司不是为了钱，
只是为了赢回名誉，尤其是想对哈珀
的家人和她现年 *-岁的女儿证明，
“我不是谣言编造出来的那个人”。

"#$%&公司事后发表声明，说它
会在“尽量尊重用户隐私”前提下事
先过滤用户发言。
斯图基的事业因为这场官司另

辟新路。他开始与全国各地的同行
合作，追踪那些利用 "#$%&社区论
坛诽谤他人的网民，让他们为此付
出代价。目前网络诽谤仍属民事范
畴，斯图基和一些志同道合者正起
草提案，呼吁将其归为刑事犯罪。
在斯图基看来，这些诽谤者内

心都有一个阴暗面，而互联网提供
给他们一个匿名发泄的渠道，这类
人为数不少，够他忙一阵子了。
“我已经逮到一个牧师的妻子，

也抓到过在法院工作的人和消防队
员。这些混蛋干了毁损（他人）人格
的事，然后就溜了，以为平安无事。
好了，他们以后别想溜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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