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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微信的东西都是转来转去的。要公开道
歉？不可能！”在编发了别人原创的内容后，一个

名叫“悠然生活”的微信公共账号如是答复。这个
账号的态度，折射出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火爆背后的

一大困境：抄袭、剽窃行为大量出现，而且难以追
究。

抄袭现象突出 困扰新媒体原创用户

重庆王先生是某微信公共账号的管理员，以发布原创
的读书内容为主，但设立不到一年，就多次受到抄袭行为的

困扰。
最严重的一次，他发表的一篇原创文章被点击十万次，

转发7000多次，多家官方微信、微博账号也进行了转载。因为
传播效果好，这篇文章被多个账号涉嫌二次创作甚至抄袭，其

中包括一家电视台知名栏目的公共账号。公共账号“悠然生活”
也涉嫌抄袭了这篇文章，几乎一字不改，用于自己账号的推广宣

传。
这样未经原作者同意擅自进行二次创作甚至抄袭并用于推广宣

传的行为在新媒体平台上并不鲜见。网友“你开开开什么玩笑”
说：“营销微博真无耻！把别人的微博配个图就不算抄袭了？那拍电

影也用不着注明原著了！”

再短的原创作品都依法享有著作权

早在2011年，知名作家六六状告《读者》杂志社未经许可擅自刊
载其微博内容，让众人开始意识到新媒体的著作权问题。

在传统的著作权保护领域，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少数作家拥有
著作权。而在微时代，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黄汇认
为，一篇原创博文、一条 140字以内的微博，甚至是一张原创图
片，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不需要登记授权，只要满足独创性要
求，原作者都依法享有著作权，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

但是微时代自由转发评论的传播特点给侵犯著作权行为的
认定增加了难度。黄汇认为，直接抄袭且不注明原作者必然
算侵权，而二度创作演绎本身不违法，但是如果未经许可用
于传播甚至盈利就属于侵权。

如何解决新媒体中屡见不鲜的著作权侵权问题，黄汇
认为，各方都必须做出努力。“普通网友和机构在转载传
播他人原创内容时，要增强法律意识，必须注明来源，
尤其是原作者声明禁止转载的，必须尊重原作者权
利。”“和传统著作权侵权行为认定一样，实质性相似
是判定侵权的标准。原作者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问题。”

保护著作权要与促进信息共享保持平衡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新媒体中的著作权
问题。近日，国内著名网络问答社区知乎网
联合国内几十家媒体和科技类原创内容网站
发出倡议，保护新媒体中原创作者的著作
权。但是也有人提出质疑，新媒体的发展
壮大有力地促进了信息的传播与共享，
如果受到著作权问题的过分制约是否会
影响这一初衷？

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小强认
为，微时代既要保护原创作者的著作
权，也要保护新媒体促进信息传播与

共享的作用，两者应该形成有机平衡。
张小强建议在新媒体领域中，按照

国外设立网络著作权避风港原则的经验，
首先要适当地扩大作品“合理使用”的范

围。为了促进信息共享，法律可作出规定，
除非明确表示不允许转载，否则就应该允许共

享传播，但必须尊重原作者的署名权并保护作品
完整权。另外，可以将普通网民的引用转载与机

构团体的行为进行区分对待，将非盈利目的和盈利
目的区分对待。

中韩影视合作

迎来“蜜月期”
彭 茜

清水祖师与妈祖、保生大帝分别被称为“雨
神”、“海神”、“药神”，是台湾三大民间信仰。从清
水祖师出生地福建永春岵山镇，到驻锡地清水
岩，到千家清水祖师庙堂，再到分布全球数以
亿计的信众，清水祖师文化信俗给世人塑造
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千座分炉亿信众

“本清水岩，名淡水寺；辟草莱地，造
蓬莱山”，“佛是祖师，我先人已称弟子；
岩乃清水，此淡地好溯源流”。在台北的
万华清水祖师庙的两副楹联，道出了闽
台清水祖师信仰的源和流的密切关系。

“安溪清水岩是台湾和东南亚众多清
水祖师庙分灵祭祀的祖庙。”据安溪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刘锦川介绍，世界上有清水祖师
文化信仰者上亿人，分炉分庙数千座，分布在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个逾亿人口的“清水
祖师信俗”文化圈。其中，仅台湾就有1000多万人，
分炉分庙578座，成为台湾第一大宗教信仰。

厦门福茂宫、漳州龙应岩、台湾台北石泉岩、新加
坡金兰庙、马来西亚蛇庙、印尼兴水宫、泰国灵慈宫、缅
甸清水祖师庙……如今，清水祖师信仰成为海外华人团
结的凝聚力，与祖籍国联系的纽带，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
重要途径。

“祖师如一位千岁老人教诲我们从善如流，他的精神博
大精深，信众各取所需，代有传承。”安溪县委书记朱团能说，
依托千座清水岩分炉、逾亿信众的庞大网络，清水祖师文化如原
子裂变，向世界各地辐射，释放出大善的感召力量，越来越多人在
学习祖师多做善事。

两岸共同的民间信仰

今年初，在安溪清水岩举行的首届世界（安溪）清水祖师文化联谊
会，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常委纪国栋率200多名信众到场进香拜谒。“身如菩
提，心似明镜。”纪国栋说。

“20多年前担任乡镇长开始，我就经常参加清水祖师的各种庆典活
动，深深感受到两岸民众对清水祖师的顶礼膜拜。”纪国栋说，近年来，
两岸民间的祖师文化交流越来越热络，希望借助这个共同的文化信
仰，加强两岸的文化双向交流。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清水岩祖庙接待朝拜团体共 2368
个，组团拜祖近55万人，接待境外游客100多万人，其中台胞约
占85%，是大陆吸引台胞最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应中国道教两岸交流协会的邀请，清水岩管委会多次组
团入台访问，走访了台湾 11 个市县的祖师分炉，与各庙宇
主事进行文化交流。

中华两岸交流促进会副主席陈联真表示：“今后，台
胞和海外乡亲回乡寻根问祖、投资、旅游、回归祖庙朝
圣将形成四股永不消退的热潮，并会愈演愈烈。”

▶▶▶相关资料

清水祖师俗姓陈，名荣祖，法名普足，宋
仁宗庆历四年 （1044 年） 出生于福建永春县
小姑乡 （今岵山镇） 铺上村。据史志记载，
祖师修桥、行医、绿化、祈雨，祖师持续
为民做善事，成为了善的化身，成了众人
心中的佛，被宋朝廷赐封为“昭应广惠
慈济善利大师”。

清水祖师文化：

大善传扬两岸
吴清远

近日，中韩影视界喜事连连，先有中国女演
员汤唯与韩国导演金泰勇订婚，紧接着传出热门
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导演张太维将赴中国执导合
拍电影的消息。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期与韩国文化体
育观光部签署的中韩电影合拍协议，无疑将促成更多
中韩影视合作的“美好姻缘”。根据该协议，中韩合拍影
片将在中国市场享受国产片待遇，不再受进口影片条件
限制。业界预计，中韩影视合作将进入“蜜月期”，合拍片
数量将不断攀升，合作层次也将进一步加深。

张太维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自己之所以选择
赴中国拍片，是因为中韩电影人深度合作的时机已经到来。
对于韩国导演来说，签署中韩电影合拍协议是非常利好的
消息。未来，他将频繁往来于中韩两国的工作地点。

韩国首尔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姜明求对记者说，该协议
将大大拓展中韩电影的合作层面，促成中韩电影界在制片人、
导演、编剧、灯光、技术、造型等多方面进行深入合作。

从2000年起，中韩影视界就开始频频“联姻”。2000年，上影
集团与韩国导演金荣俊、韩国演员金喜善合作拍摄《飞天舞》，韩
国“第一美女”金喜善也因此被中国观众所熟知。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韩国电影研究专家范小青告诉记
者，中韩电影合作最初的模式是韩方来中国取景，中国提供当地制
片服务。而徐克导演的《七剑》、成龙主演的《神话》和张之亮导演的

《墨攻》等影片，使中韩合作上升到资金和演员方面的互补。
2007年，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开启中韩技术合作的新时代。韩方

“性价比”高的现场和后期技术团队开始频繁助力中国电影制作。随着
中国电影市场日趋活跃，韩国导演也开始进军中国市场。吴基桓的《分手
合约》取得不错票房，安兵基的《笔仙》系列也树立了惊悚片标杆。不过，也
有一些韩国电影因为不符合中国观众欣赏品位而未能获得成功。

在范小青看来，无论是从电影产业、地缘关系、历史情感还是外交关
系来看，韩国都是可以同中国并肩与好莱坞肉搏的最佳队友。与已有的
积极民间合作相比，政府间的协议会更加有效。

范小青预测，协议签署后，未来的合作模式也许是一种“雇佣合
作”的关系，主要由中国主导，韩方先进的技术、人力、资源等，包括
政府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扶持政策，都可以“为我所用”。而韩方看重
的则是中国电影市场这块“大蛋糕”。

穿 过
国家大剧院

迷 宫 般 的 后
台区，走进音

乐 厅 的 时 候 ，
一群中国孩子正

在 舞 台 上 认 真 排
练。随着指挥的每

一个指令，优美舒
畅的乐曲从他们的手

中流淌而出，仔细一
听，音乐里有熟悉的中

国 曲 子 ， 也 有 陌 生 的 、
带有异域风情的音符。音

乐时而欢快，时而悲伤，
似乎每个音符都在讲述一个

动人的故事。

充满中国元素的创作

这是来自澳大利亚新金山交响
乐团的 50 几名华裔孩子。新金山交

响乐团是澳大利亚新金山中文学校主
办的、以该校学生和校友为主体的交

响乐团，也是至今唯一一支由海外中文
学校创建，以华裔青少年为主体的交响

乐团。 作为 2014 年澳大利亚华裔青少年
“中国寻根之旅”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新
金山交响乐团在 7 月 8 日登上中国的最高艺

术殿堂——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为听众献上
一台精彩的音乐会。

正如著名指挥家曹鹏先生对新金山交响乐
团演出风格的点评，当晚音乐会“巧妙地将东西

方音乐融汇一体，听起来亲切自然。华裔孩子们
的演奏热情奔放，很有朝气”。记者数了一下当晚

演奏的9支曲目中，有6支曲目充满中国元素，其中
大部分为澳大利亚著名华裔作曲家于京君博士专为
新金山交响乐团创作的曲目。

如展现了澳大利亚风情画的 《澳洲风》，乐
曲以土著人吹管和桉树棍的敲击开始，经过圆
号吹出的带有本土风味的旋律，能隐隐约约地
听到 《剪羊毛》 的曲调，澳大利亚风情尽
显。但到后来，旋律渐变成中国风，《喜洋
洋》的曲调又成主宰，京剧的快板也在其
中呈现。

《铁树金花》 将澳大利亚充满愁绪
的“被定罪的女佣”和中国充满浪漫
的“茉莉花”民歌交织在一起，表
达了 19 世纪怀着梦想到澳大利亚
的中国人的悲哀与失落；《袋鼠
舞》 把澳洲的乡村音乐、土著
艺术和中国民间音乐元素糅合
在一起，乐曲欢快有趣，让
听众充分沉浸在东西方文
化融合的听觉魅力。

钢琴协奏 《中国狂
想曲》， 虽然采用了
狂想曲这样的西方架
构，但却将数个中
国 古 典 名 曲 如
《苏武牧羊》、《夕
阳箫鼓》、《满江

红》 等旋律融入到
钢琴演奏里，展现了

一系列中国古代英雄
的形象：荆轲、刘邦、

苏武、岳飞……

让 华
裔新青年
体会中华
文化魅力

最 令 人 “ 惊
艳”的，还数当晚
的 压 轴 之 作 ——

《新金山交响诗》。全
曲分 3 个乐章：“淘金
梦”、“出国潮”、“金山
颂”，分别描写了 19 世
纪中叶华工的苦难生活和
为开发澳大利亚所做出的
历史贡献、改革开放后新移
民的创业史，还有新一代华
人子女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
的社会里茁壮成长的故事。最
后一个乐章里，加入了一段经
过改编的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
歌》 旋律，将当晚的整部交响诗
引向高潮。

音乐会的节目单介绍说，新金
山交响诗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
的结合。也许大家有所不知，中国的
传统音乐有3000多年的历史，与近现代
受欧洲影响的音乐有着相同的音阶 （八
度十二音）。因此这首乐曲可以从中国传
统民乐唢呐天衣无缝地转入由钢琴独奏伴
奏的女声合唱。

去年在上海观看过新金山交响乐团演出
的上海音乐学院常务副院长、著名作曲家徐孟
东教授对 《中国狂想曲》、《新金山交响诗》 等
曲目的创作和演奏都称赞不已。他说，生活在海
外的华裔青少年能对中华文化艺术有如此深刻的
理解实属不易，演奏水平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程
度。

据新金山交响乐团艺术总监何永昌介绍，
乐团里的华裔青少年都受过严格的专业训
练，很多都是澳大利亚所在大、中学校乐
团的主要乐手。把东西方音乐巧妙地编排
在一起，不仅很受听众的欢迎，也让这
些孩子受益匪浅。“由于团员们都是在
校学生，学习中文的同时，参加乐团
的排练和演出。这样做不但没有影
响他们的中文学习，相反更加提
高了他们学习中文的兴趣，因为
这支乐队的特色就在于它主要
演奏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曲
目。” 新金山中文学校校长
孙浩良表示。

正因如此，交响乐团
也 得 到 许 多 家 长 的 支
持。乐团大贝斯手徐啸
天的妈妈告诉记者，
孩子很喜欢钢琴和
大贝斯。在新金山
交响乐团里，可
以用西方器乐演
绎富有中国元素
的音乐，让孩子对
中国的传统音乐有
新认识，体会到中国
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
穷魅力。这般被寄予的厚
望恰好也正是新金山交响
乐团想要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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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年中，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系列文化活动进程过半。文化部表
示，截至 6月底，在“纪念中法建交 50周年”框架下举办的文化项目
近 90 个。下半年，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文物、当代艺术、文
学、手工等门类的80余个项目，将在中法两国多个城市举办。

中法两国民众将迎来一批亮点项目：《汉风——中国汉代文物
展》 将于 10 月 22 日在巴黎吉美博物馆开幕，为期 5 个月，通过
150组、456件汉代的陶、金银、木、丝织、简牍、碑拓等珍贵
文物展现“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汉代雄风；《罗丹艺术回顾
展》于11月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向中国观众讲述这位雕塑
大师传奇的创作生涯；中国国家京剧院一团将携保留剧目
《白蛇传》 赴法，在巴黎、马赛、昂热三个城市演出五

场，或再现50年前中法建交伊始该剧赴法演出引起轰动
的辉煌；大型机械龙马将游走于北京的街道，以科技与艺
术的完美结合呈现法兰西的浪漫情怀与丰富想象。

中法两国的艺术节也携起手来，为展现对方国
家的文化提供平台。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与阿维尼
翁戏剧节 OFF 单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当
代戏剧精品展演”与“阿维尼翁的味道”戏剧
单元将分别于 7 月和 9 月登陆阿维尼翁和北
京；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艺术节开辟了专门
的法国板块，将推出巴黎交响乐团音乐会、
马赛国家芭蕾舞团演出、图卢兹歌剧院芭
蕾舞团演出和 《大师与大师——徐悲鸿
与法国学院派大家作品联展》 4 个项
目。 （周 玮）

中法建交50周年

80余项文化活动

下半年精彩上演

新媒体时代

谁来保护著作权

新媒体时代

谁来保护著作权

新金山
交响乐团团
员在天津参
观茶艺表演

团 员
张 安 妮 和
她 弟 弟 在
国 家 大 剧
院后台
杜明明摄

新金山交响乐团7月8日下午在国家大剧院彩排 郑 娜摄新金山交响乐团7月8日下午在国家大剧院彩排 郑 娜摄

赵宇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