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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谁没遇到过

说到被侵权的经历，作家们向记者倒起了苦水。作
家王松说：“要说侵权，哪个作家没遇到过？曾经有一家
广播电台没打招呼就把我的一部中篇小说做成了8期的广
播节目播出。我让女儿给电台的法律顾问发律师函，结
果人家根本不当回事。我又写信给台长要求他们立即终
止侵权，后经多次协商才解决。”这类未经授权使用作家
作品的情况不少作家都遇到过，侵权主体往往心存侥
幸，以联系不到作家为借口，被发现时则百般耍赖，极
力息事宁人。

随着我国文化执法部门执法力度不断加强，“剑网”
行动取得显著效果，传统意义上的盗版书近年来不断减
少。但当年的尴尬经历却让作家赵德发记忆犹新，“本世
纪初，我的‘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
欲》《青烟或白雾》） 前后被盗版成两个版本，《缱绻与
决绝》 还有两种单行本盗版本，作者全部署名为陈忠
实。”他向记者展示了保留的盗版书，《石牛原》 就是赵
德发的《缱绻与决绝》，但封面上却写着“陈忠实继《白
鹿原》 之后的又一呕心力作！”，标明为“作家出版社”
出版。这种改头换面、张冠李戴的行为无非是无良书商
想借陈忠实的名声发黑心财，但却侵犯了作者赵德发的
权益和陈忠实的名誉。“陈忠实先生当时和我通过话，他
读过我的《缱绻与决绝》，没想到竟然被不法书商安上了
自己的名字，他非常气愤。”赵德发说。

网络侵权花样多

在纯文学上网与网络文学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困扰
作家的新问题也相当棘手。在王松看来，网上的侵权行
为维权更难，成本更高。“有网络写手盗用我的名字在网
上发作品，‘假王松’简介里却都是真王松的履历；有网
站未获授权擅自连载我的作品，《双驴记》 满天飞。”王
松说，“我女儿还是律师呢，我拿侵权的事儿也没什么好
办法。”

中国作家协会社联部主任李霄明表示：“在融媒体环
境下，侵权主体非常分散，作品被侵权后，往往在各平
台上铺天盖地出现，难以找到侵权源头。”

这一点网络文学作家感触颇深。“以网络文学作家为
例，目前侵权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盗版，几乎所有网
络小说都有盗版，而且是几百个网站一起盗版，刚刚上
传更新的章节，甚至一分钟不到就会在盗版网站显示。
第二是抄袭，网络文学网站太多，还有一些新媒体 （比

如微信公众号） 等等，大火的作品几乎都有被抄袭的现
象。第三是网站侵权，这种普遍发生在小网站，比如侵
吞稿费，或未经授权转载，暗中出售、低买高卖版权
等。”网络文学作家妖夜说。同时，网络文学作家维权取
证也十分困难，“侵权方可以随时将证据毁掉，将数据更
改。”妖夜说。

在未经许可使用作家作品、拒不支付作家稿酬、盗
版问题之外，剽窃抄袭也成为作家尤其是网络文学作家
深恶痛绝的一件事。

“抄桥段特别气人，因为几乎没法取证，证明这个情
节就是作家独创的。另外还有抄袭主人公名字的。写作
的人都知道，给人物取名字可不是件容易事，而一旦被
电视剧抄袭，还容易给人造成电视剧是由小说原著改编
的印象，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王松说。

“网络文学作家面临的剽窃问题更为复杂，侵权者往
往不是单纯复制文字，而是剽窃创意、桥段、故事大
纲，甚至多部作品拼凑剪贴，通过‘洗稿’降低创作成
本，快速获利。”李霄明说。而不管是知名作家还是一般
作家，维权成本都相当高。以 《锦绣未央》 系列案为
例，11名作者联手，16位律师、60位编剧、41位志愿者
协助，历时两年半才打赢这场官司。虽然胜诉，但赔偿
额不过数十万元，这与 《锦绣未央》 小说作者所获的巨
大利润相比，相差十分悬殊。作家杨红樱也曾提到过自
己打过的一场维权官司，“花了将近 20 万元取证、请律
师，结果就获得了两万多赔偿。”

多方发力助维权

近年来，国家和有关机构都在积极推动作家权益保
护工作，解决作家后顾之忧，为他们营造安心、舒心的
创作环境。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护机构自上世纪 80
年代设立以来，常年为作家提供免费的纠纷调解和法律
咨询服务。近3年来，作协权益保护机构先后调解纠纷80
余起，为作家挽回经济损失50余万元。

“有些作家在签合同时，不注意格式合同里的条款，
把影视改编、数字版权等一股脑都卖了，最后却没有后
悔药吃。”杨红樱说。针对这一问题，中国作协权益保护
处近年来积极为作家解答出版、签约、诉讼等方面的问
题，“很多作家签约前都会对合同中的条款以及合作中的
疑惑向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护处咨询，避免落入合同陷
阱。”李霄明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作家在签约、维权方面还比较
单纯。一些作家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创作，没必要钻研法
律，版权意识不强。“尤其是网络作家，法律意识比较薄
弱。目前维权主要靠签约网站，还有请求网络作家协会、

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帮忙维权的。”妖夜说。
为了向作家普及法律知识，增强他们的版权保护意

识和维权能力，中国作协权保处先后举办“著作权保护
培训班”“基层普法巡讲”等活动，并编辑出版《作家维
权实用指南》 发放给会员，成为作家维护自身权益的重
要参考。

除了作家自身和专业机构的努力外，在全社会形成
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风气也尤为重要。

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等儿童文学作品畅
销十余年，深受一代代小读者喜爱，然而盗版问题却长
期困扰着她。“我在签售时经常遇到小朋友拿着盗版书来
找我签名的情况，当我提醒小朋友买的是盗版书时，有
的孩子非常难过，甚至当场就哭起来了，这时候我就会
把提前准备的一些照片拿出来给他们签上名字安慰他
们。”杨红樱说，“但是有些家长觉得是不是盗版无所
谓，孩子看了就行。其实不是这样的，有些冒充我名字
的盗版书，小朋友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杨阿姨的风格。”在
杨红樱看来，有些小孩子的版权意识比家长强，他们会
觉得买盗版书是一件丢人的事。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为进一步改革完善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指明了方向。意见提出，力争到 2022年，侵权
易发多发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权利人维权“举证难、周
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局面明显改观。

与此同时，现行《著作权法》也正处于修订中。“当
前著作权市场环境需要体系构建更加完备、权利界定更
加清晰、权利保护更加充分的著作权法律体系，中国作
协权保处密切关注修法进程，多次针对修正案草案提出
建议，并参加国务院参事室召开的著作权法修订调研
会，替作家发声。”李霄明说。

在各方不懈努力下，作家权益遭受侵犯的局面正在
扭转。

作家权益保护正当时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当你心情愉悦地阅读从地摊儿上买的畅销书时，是否想过它是正版还
是盗版？当你从不知名网站上阅读下载网文“大神”的最新“日更”时，
是否考虑过这是否经过作者授权？这些一般读者不在意的问题，却成了不
少作家的心病。

聚焦“95后”留学生这一新青年群体的现实题材电
视剧《鳄鱼与牙签鸟》，开播后引发了广泛关注。该剧创
作者敏锐地发现，在中国国力日渐强盛的当下，年轻人
身上有着不同以往的全球化视野和文化自信。他们决定
回归并升级现实题材创作，首次将视角放置在“95 后”
海外留学生身上，讲述了一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
人，漂洋过海求学深造、学成后归国创业的故事，展现了当
代年轻人无所畏惧的生活姿态、敢于追梦的青春激情。

《鳄鱼与牙签鸟》 的剧名看上去有些“古怪”，却契
合了“95后”身上非凡的创造力和“不追随不苟同”的
独特气质。生物学家发现，鳄鱼饱餐一顿后，会张开大
嘴，让牙签鸟在自己牙齿间啄取养分；牙签鸟不仅是鳄
鱼的活牙签，还是提前向鳄鱼发出危机预警的警报器。
因此，凶猛的鳄鱼和机灵的牙签鸟就形成了自然界里一
种共生关系，既和谐发展又融合互惠。这种共生关系也

体现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当下与未来之间、现实与梦想
之间，甚至青年情侣之间，这也恰恰契合了这部剧的环
保内核。

作品从建筑和生态科学领域切入，具有鲜明的时代
性。整个世界都面临着资源和气候问题，环保是关乎人
类健康福祉的重要课题。这部剧通过电视剧这种大众艺
术，普及环保理念，引导青少年关注生态文明。剧中一
个重要线索便是仿生学如何被利用在优化城市空间上。
几名中国留学生以社团模式孵化“空中花园”项目，在
城市建筑中模拟自然生态环境。创作者通过这样的剧情
设置，巧妙地展示了当下先进的环保观念，尤其是新青
年以“中国智造”为世界环保升级所做出的努力。

该剧开篇，两位主人公围绕“为什么留学”展开了
讨论。男主人公周尔文给出的答案是：“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指引我走向更远的地方，冲破无知的边界。你只有
站得更高，才不会被世俗困扰，被无知的贪恋捆绑，最
终才能走向人生的最高境界。”出国目的逐渐清晰的女主
人公李南恩在异国过生日时，坦言自己的愿望是“早日
回国成就一番事业”。这种人物和情节的设置既紧跟时代
又贴合现实，以小见大地描绘了在当今社会飞速发展的
时代背景下，一代年轻人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发展紧密联
系，进而用“中国智造”反哺世界的不凡历程，从而引
发观众的心灵共鸣和情感共振。

本报电 （张海磊） 2019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陈云走上革命道路100周年。11月20日，由中共文
献研究会陈云思想生平研究分会、陈云纪念馆、商
务印书馆共同主办，上海市静安、虹口、青浦三区区
委宣传部协办的“陈云与商务印书馆——纪念陈云
走上革命道路100周年”研讨会在京举行。

1919年 12月，陈云走出家乡青浦，进入上海
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
智”为宗旨，在这里，不论是印刷工人、普通店
员，还是图书编辑、经营管理者，都能在文化知
识、工作技能、人格养成等方面得到严格的培
训。从发行所文仪柜台学徒干起的陈云钻研业
务，补习中文、英语，阅读报刊书籍，学习政治
经济和社会知识。他曾说，自己在商务印书馆不
仅学会了如何做事，而且学会了怎样做人。

在这里，陈云接触到革命思想，参与组织领
导商务工人大罢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说，“此
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
而是专干革命”，最终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陈云曾说，如果自己没有到上海，没有进商
务印书馆，就没有这样的一生。

《鳄鱼与牙签鸟》剧照

《鳄鱼与牙签鸟》：

“95后”留学生的追梦青春
李明宇

“陈云与商务印书馆”

研讨会在京召开

“陈云与商务印书馆”

研讨会在京召开

创作京剧当代戏不容易，创作有地域特色的京
剧当代戏更不容易。11 月 26 日，聚焦当代都市生
活、带有浓厚本土气息的“汉口女人三部曲”在清华
大学上演，向观众呈现了京剧当代戏不一样的探索。

“汉口女人三部曲”由武汉京剧院出品，依次为
《生活秀》《水上灯》和《美丽人生》三部剧目，分别改
编自武汉女作家池莉的同名小说《生活秀》与方方
的《水在时间之下》和《万箭穿心》。剧作通过讲述
三位女性——改革开放初期汉口吉庆街餐饮一条
街上的来双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汉剧女艺人
杨水滴、新世纪汉口汉正街“女扁担”李美丽顽强坚
韧的人生故事，书写当代都市生活的喜怒哀乐以及
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写汉口女人，讲汉口故事。“汉口女人三部
曲”在题材选择上紧紧围绕武汉当地的地域文化
和人文精神，着力于对女性形象、特别是底层女
性形象的塑造。剧中不仅有武汉的黄鹤楼、汉正
街，也有竹床阵、鸭脖子、汉剧等武汉独有的文
化元素，洋溢着强烈的生活气息。剧中不同时
期、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三位女性形象，生动
捕捉到了武汉女性以及中国女性的诸多特质与品
质，秀出了人物风采，也秀出了时代风流。

作为当代题材，“汉口女人三部曲”在艺术上
大胆探索京剧现代戏表现方式的更多可能及其美
学路径。《生活秀》在唱段中把黄梅戏、流行歌曲
的音调同京剧唱腔旋律相结合，《水上灯》罕见地
采用京剧与汉剧同台演唱的形式，《美丽人生》运
用歌队来创新戏曲舞台的戏剧结构。

“三部曲中创作最晚的是 2015 年的 《美丽人
生》，最早的是 《生活秀》，创作于 2008年。那时
候京剧舞台上的现当代题材剧目并不多，我们勇
敢地迈出了这一步。”武汉京剧院院长、“汉口女
人三部曲”主演刘子微告诉记者。在她看来，创
作当代戏、创新表演形式，主要是为了吸引年轻
人。此次在三部曲中担纲主演的还有京剧表演艺
术家关栋天。自2008年以来，他一直参与三部曲的
演出。他表示：“戏曲的创新难免会引来各种议
论。经过主创团队的努力，这三部剧目有较高的艺
术水准，希望能带给观众新的体验。”

“京剧创作当代戏，尤其是现实题材剧目的难
度很大。武汉京剧院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唯
一的创作之路，‘汉口女人三部曲’为汉派京剧注
入了当代内涵，彰显了时代精神，也丰富了表现
手段。”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会长、中国剧协副
主席季国平对三部曲给予肯定。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员、戏剧评论家马
也表示：“‘汉口女人三部曲’用系列剧目和三个
女人来表现一个现代大都市的现代生活，为一座
城市造像、立传、塑形，这是对武汉的‘经验重
塑’‘意义重塑’和‘文化重塑’。这一切使武汉
这座城市生动、活跃、饱满、细致、立体起来，
它甚至可以成为武汉的文化名片和生活名片。”

本报电 （记者苗 春） 富豪小说家霍华德·斯隆
比 85 岁生日的第二天，被发现在自家庄园离奇自杀，
遗留了亿万遗产。久负盛名的大侦探布兰科被匿名人
士雇佣调查此案。当布兰科和霍华德·斯隆比家族的人
对谈时，他发现每个人都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每个
人都想得到遗产。随着一位遗产继承人的意外亮相，
真相渐渐浮出水面……由莱恩·约翰逊导演、编剧，丹
尼尔·克雷格、克里斯·埃文斯、迈克尔·珊农、安娜·
德·阿玛斯、杰米·李·柯蒂斯等主演的美国悬疑喜剧片

《利刃出鞘》11月29日起在中国公映。丹尼尔·克雷格
和克里斯·埃文斯以往分别饰演过观众熟悉的007邦德
和美国队长形象，此次出演带来了独特魅力。在北美
首映礼上，两位主演特地向中国观众热情问好，期待
电影在中国上映。

由于演员阵容强大、演技精湛，导演手法高超，
剧本精良，人物形象生动，深刻反映人性等原因，目
前影片在海内外网络上得到很高分数，我国一些业内
人士提前观影后，给予了热情赞扬。

如今，我们越来越习惯于用手机拍照片、拍短视频，
一些人甚至已经开始用手机拍电影。日前举行的第 28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系列活动之重构电影想象·手机
电影主题论坛宣布，将举办“新影像·手机影像大赛”。

专家们认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科技极速发
展，手机技术不断进步，推动影像记录迈向手机影像时
代。普通大众已不满足于单方面观赏影视作品，也要拿
起手机参与到高品质的影像创作中。大赛评委会主席、
著名剪辑师杨幸媛说，华为等国产手机已采用先进技
术，全面提升了手机动态影像的画质，满足并超出用户
预期，手机影像也得到了电影专业人士的认可。

著名演员祖峰认为，每一次电影技术的革新都是
与电影人需 求 的 对 话 ， 用 手 机 拍 电 影 也 不 例 外 。
“‘新影像·手机影像大赛’将打破年轻电影人因为
设备带来的门槛限制，让更多电影人包括新晋导演用
一种简单的方式展现自己。这对电影人来说是一件好
事。”他说。

导演曲江涛说，手机影像的出现让每个普通人都
可以去创作，“手机有电，你就是生活的主宰者”。

“现在用手机拍视频相当火，是因为静态照片和
动态影像的捕获给人们带来的感知不同，动态影像
的需求正在爆发，也是因为动态影像相比静态照片
更有整体性、多变性。”华为消费者业务手机产品线
副总裁李昌竹说，这次大赛能够让普通人看到专业
人士用手机拍摄影像的玩法，学习和探索手机的新
功能，提升大众审美水平，让普通人在拍摄技术和
影像艺术修养方面有所进步，通过手机影像去记录
生活的美好。

据悉，“新影像·手机影像大赛”由金鸡百花电影
节与华为合作推出，设最具潜力创作人奖、最佳镜头
记录奖、最佳实验影片奖、最佳艺术探索奖、最佳摄
影技术奖各1部，华为手机新影像奖3部。作品征集时
间为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颁奖仪式将于
2020年5月在上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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