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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前面：本文并非预测，无关现实，稍作讨论。

伴随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人们对控制货币把持金融的政府以及银行的信心普遍性地下降了；比特币在如此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贯彻个人意志的交换系统，这个网络实际上希望把人剔除出局。通过保障网络节点的绝对对等与足够分散，比特币已经脱离了任何单一个体的控制，成为足以载入史册的伟大成果。

我与比特币的直接接触仅有一回：从淘宝购入0.04BTC，然后将其中的一半——0.02BTC——汇入EFF（电子前哨基金会）的钱包。实际上这样的转手关系中，我大约多付出了15%的人民币，主要是被淘宝商家赚取，少部分（单笔转账收取0.0005BTC）为比特币钱包网站收取的手续费。

差不多是一年之前的事了。在交易之前我也大概做了一点功课，了解到本地钱包需要下载很大的文件，所以选择了某家美国的比特币钱包托管服务；不想通过银行转账来交易所以选择淘宝（也因为额度比较小）。总而言之，在这之后我就没有接触比特币了。

说了这么多感觉要偏题了。其实我是想表达对比特币的不喜欢来着的。原因在于，比特币的精神在我看来与我的社会理念相左。

借助于网络，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小；人接触范围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大。在今天，即使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际上也变成了世界性的活动。承认或者不承认，我们对自身的掌控能力已经缩减得近乎为零。

五千年前的人与自己的兄弟妻子一同渔樵采猎；五百年前的人可以住在父亲盖好的房子里，从祖父打下的井中汲水，穿着妻子手织的粗衣，用村口铁匠打制的农具犁田；到了时下，我们平日的吃穿用度，则几乎无一不是来自于自己的视力范围之外：厨房里的食材长自你从未驻足过的田块，手边的电子产品经数千人之手塑型，不竭的动力与清洁的水源仿佛由管线自虚无中奔涌……这个时候，我们关上家门，宣称自己是“独立”的个人，岂不是掩耳盗铃。

比特币大致就是在做这样的事。

因为网络尚未中断，电力未曾枯竭，我们认为比特币固若金汤。

有一个为人熟知的说法，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丧失信任，彼此离间，相互防备。我不是这么认为的。陌生人社会带来的，是人与人间信任的进一步提高。

显然，对陌生人的信任不是人的本能行为，我们在社会交往中学会对陌生人的信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由于社会化生产的扩张，陌生人在社会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除非选择离开社会，否则对陌生人的信任不可或缺；社会意识不可避免地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变化。即使是在冷战时期，相互敌视的两大阵营依然做着互通有无的生意。

经济危机的世界性来自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当今社会化生产的程度前所未有的高，全球性的、对陌生人的信任也是前所未有的多。可作例证的是，比特币这样完全由陌生人组成的系统也能为人接受。

虽然比特币标榜着自己能不依赖信任关系来进行交易，但实际上，比特币正是在相互信任的土壤上萌发的。我们接受贵金属货币，因为我知道它稀有而珍贵；我们接受纸币，因为我认为其他人也会认可我所持的这张薄纸，因为有国家机器会保证这些纸张的流通；我们接受比特币，除了自己的信任别无保障。

有人将比特币钱包保存在个人计算机上，有人托管在公共服务平台上；任你做多少重备份，这种信任关系看上去都是如此脆弱：你必须接受一个你不一定完全理解的理论，一个节点众多，纷繁复杂的网络；必须信任自己的计算存储设备严密无误；必须假定互联网运转正常，以及包括电力在内全部社会设施安定有序……简而言之，在信任了这个社会之后，才可以信任比特币。

所以我有点搞不懂比特币以及它的一些信徒。

借助人们对各自国家货币的不信任，也就是对自己所处社会的不信任发展起来的比特币，明明是完全不能脱离社会存在的事物，为何它会脱离这一现实而获得发展？

我认为，比特币是我们走向完全互信的一次倒退，它脱离了社会基础，可能不是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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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rinleaf说道：		

		
		
			2016年5月3日 上午2:32		


		 Google Chrome  Windows 8.1
这个观点真的是挺独到。In ZZZ we trust的确是硬伤。。。
		回复

				

				
	
				
				
						独行猫儿说道：		

		
		
			2014年2月3日 下午4:46		


		第一大段结尾有错字，接触写成解除了另外没理解你想表达什么，你所说的貌似是比特币缺陷指的如果是“人们对各自国家货币的不信任”，但是我完全感觉不到。
		回复

				

					
				
				
						一树小草说道：		

		
		
			2014年2月5日 上午12:00		


		已经订正；另，我也是看各类报道的介绍写的，我对比特币的拥护者就这类问题没有过交流。
		
				

				
	
				
				
						独行猫儿说道：		

		
		
			2014年2月13日 下午2:51		


		目前大陆大众更多的是把比特币当做投机道具使用（我也是），各类报道一般也都是在胡说八道，绝大多数人也都是云里雾里。会金融的不懂IT，会IT的不懂金融，现状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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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必填项已用 * 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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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能正常访问了，希望这次能撑得久一点。

——2021.11.04
普通的有机生命体;


beta版的智人


总是跳过OP、ED的坏孩子;


有自知之明的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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