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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生效实施后的
第一个春天，作为主要为残障人士服务的全
国首家无障碍书店，善缘书舍见证了许多与

《马拉喀什条约》有关的故事。
2023年1月17日，春节前夕，善缘书

舍早早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北京市版权
局、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新闻出版
传媒集团在此联合举办 《马拉喀什条约》
在京落地实施暨迎新春版权宣传活动，旨
在为阅读障碍者更好地提供文化知识服
务，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

在当天的活动上，视障作家唐宪涛
说，对他而言，只有阅读才是自由、快乐
的。唐宪涛特别感激为 《马拉喀什条约》
在中国落地实施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感
谢他们为了丰富视障群体文化生活所付出
的努力与辛苦。视障儿童陈禹心说，因为
有了《马拉喀什条约》，今后她会听到更多
精彩的故事，欣赏到更多的有声读物。

作为书舍的创始人之一，张静之有着
更多特别的感受。她告诉《中国新闻出版
广电报》记者，《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生
效后，善缘书舍如沐春风，爱心人士助力
满满，捐赠著作权、无障碍书籍和视听作
品的人越来越多。著名艺术史论家、《论语

我注》作者刘传铭，就将自己所著的《论
语我注》一书的无障碍版本版权捐赠给了
善缘书舍。外国友人也积极参与其中。美
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获得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高度赞扬中国
在服务残疾人和支持残疾人事业方面取得
的卓越成果，他与出版方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一起，将他所著的《他改变了中国：江
泽民传》一书的无障碍版本，即大字版和
将要出版的有声书，捐赠给善缘书舍，以
方便阅读障碍者阅读和聆听。中国盲人协
会副主席何川代表中国盲文图书馆，向善
缘书舍提供了 100 部无障碍听书机；中国
传媒大学再次向善缘书舍捐赠一批无障碍
电影。这些捐赠极大地丰富了视障朋友的
文化娱乐生活。

在张静之的印象中，随着《马拉喀什条
约》实施，书香助残的公益人越来越年轻化。
4月8日上午，北京鼎石学校志愿服务队专
程来到善缘书舍，为视障朋友现场讲解电影

《你好，李焕英》。中学生志愿者何悠然、滑雪
奥、范梓萱、刘一伊、张艺铭、陈嘉旭等，为近
30位视障朋友从头到尾对电影进行了精彩
讲解。

事实上，条约实施带给残障朋友的远

远不止这些。4月23日清晨，张静之收到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副团长潘利发来的信
息：舞剧《梦的守望》在上海国际舞蹈中
心落下帷幕，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已经
很久没有遇到这样的谢幕了，一名观众是
哭着跑出去的。张静之没有想到，这个以
意外失明的少年王琦为原型的舞剧会如此
火爆。她眼前浮现了王琦年初来善缘书舍，
用萨克斯演奏《早安隆回》的画面。王琦的
演出，让很多人温暖而感动。他希望通过自
己的故事，告诉盲人兄弟姐妹们，只要坚守
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不懈努力，同样可以成
就梦想。他想借萨克斯，将《马拉喀什条约》
的春风，吹进视障朋友的心田。

张静之说，《马拉喀什条约》让视障朋友
有机会享受到更多、更优秀的作品，也点燃
了他们要写作、创作的内心火苗。正是听到
了他们的心声，善缘书舍从今年开始举办

“善缘文化大课堂”，邀请知名作家、学者、教
授，为残障人士举办写作和文化欣赏专题讲
座，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和文化素养。

“我相信，《马拉喀什条约》会在中国
这块沃土上继续生根、开花、结果，为阅
读障碍者带来更大的福音。”这是张静之的
期望，也是所有人的期望。

善缘书舍：

那些与《马拉喀什条约》有关的春天的故事
□本报记者 赵新乐

《马拉喀什条约》对中国正式生效，为
阅读障碍者提供服务有了明确的遵循和保
障。以前只是在盲文出版领域听说过这个
条约，大家都说把出版物制作成适合盲人
使用的盲文版、有声版等形式是不需要版
权方授权的，这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一种道
德要求，在相关行业中也引起过一些争
论，并且在实际操作中也很不明晰。大家
凭着各自想法在做，觉得好像只要是为盲
人等阅读障碍者提供服务就不应该受到限
制，或者版权方就应该无条件支持，这其
中有很多法律风险而且也不利于知识产权
保护和无障碍的长远发展。《马拉喀什条
约》在我国正式生效，为阅读障碍者平等
获取文化产品提供了便利，也为我国在无
障碍领域的立法和实践提供了依据。

《马拉喀什条约》对中国正式生效，客

观上推动了社会大众对障碍人群的关注。
自从《马拉喀什条约》生效以来，媒体的
报道、相关部门的各类宣传活动使大家也
了解到除了视障者、听障者，还有文字阅
读困难等其他阅读障碍者，他们都对书籍
和文化产品的形式有着特殊的需求。很多
人也是第一次知道，完全失去光明的视障
者也能通过讲述和普通人一起感受电影艺
术的魅力。在社会大众关注条约、关注阅
读障碍者需求的氛围中，社会的无障碍软
硬件发展都得到了更多支持，残障者的社
会融合度也有了更多提升。

社会各界更多力量参与到了为相关障
碍人群服务的队伍中。《马拉喀什条约》生
效以来，我参与的相关宣传活动、版权捐
赠活动、研讨交流活动就有很多。党和政
府以及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和版权拥有者个人都积极在各自的领域推
动条约落地并尝试创新。很多视频平台也
结合自身特点尝试开启了有针对性的服
务。我亲身经历了阿里文娱旗下的优酷平
台从有为视障者提供无障碍产品的想法，到
了解到条约正式生效，再到协调各方，在优
酷平台开设“无障碍影院”的过程。这是服
务提供者看到了特殊群体的需求并在条约
指引和保障下大胆尝试和创新的好的开始。

未来，《马拉喀什条约》一定会为相关
障碍群体获得文化产品提供更多便利，同
时也为我国无障碍事业发展，以及我国无
障碍发展和世界知识产权体系更好地进行
连接提供有力指引和保障。

我相信，将来有一天，那些我无法阅
读的图书，都能够因为 《马拉喀什条约》
的实施，如愿来到我的身边。

清华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梁江波：

更多力量参与到为相关障碍人群的服务中
“文字，是一种有声的风景，一

个字是一束微光。每一个人都能够
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用手指听见
世界，让文字成为他们心中的盲
杖。”4月20日，在“版权点亮生活
之美”——首都版权之夜活动现场
的文化字库展示专区，这个用汉字
和盲文写就的展板，吸引了参展者
的目光。记者在现场还看到，很多
观众在体验盲文制作，触摸着用专
业工具戳出来的凹凸不平的盲文，
大家纷纷发出感慨：太难了。

这是北京市版权局专门为《马
拉喀什条约》生效实施一周年设置
的专区，由方正字库与阿里健康为
视障人士专门定制的“阿里健康
体”，就是专区的特色之一。

为什么会想到专门为视障人士
创建这样一款字体？“在中国，超过
20万药品获得市场审批，但包装上
几乎没有盲文，其难度在于中文与
盲文之间互译成本很高。普通人难
以掌握药品包装说明，就更加无法
为视障群体在包装和社会应用中使
用盲文。”阿里健康设计负责人李超
介绍，考虑到视障群体的用药安
全，阿里健康设计发起面向全社会
的视障群体用药安全光芒计划，希
望通过创意带来更多关注和改变。

由此，阿里健康设计与方正字库
进行联合设计，开发出首套中文+盲
文+注音的定制字库——阿里健康

体，希望将光影韶华展示于视障人士
的指间，创造更加包容、和谐的世界。

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副
总裁兼字库事业部总经理张建国给
记者看了这样一段话：阅读，是将思
想和灵魂投身到精神世界的冒险之
旅……但对于视障人士来说，这却显
得极为奢侈。黑暗隔绝了世界的五彩
斑斓，视觉能力的缺失，让他们对常
规意义上的阅读望而却步。为视障人
士搭建一座沟通世界的桥梁，成为字
体无障碍设计的起点。

值得一提的是，这款字体最重
要的特征是关怀，字库将盲文与汉
语拼音对应，任何人都可以轻松掌
握，让更多人有机会去创造和参与
到无障碍设计的行动中。

阿里健康体正式发布是在2022
年6月6日，距离《马拉喀什条约》在
中国落地生效仅一个月。李超说，如
今，阿里健康体已经应用于盲文药
盒、健康品外包装、健康指南等领域。
今年3月，阿里还举办了首个以视障
为主题的公益展——“彼此的人生”，
希望更多的药品和包装设计师使用
这款字体，为视障人士生活带来更多
便利。未来，阿里健康希望携手更多
医药与设计行业合作伙伴，提供更多
无障碍服务，让健康服务普惠可及。

“阿里健康体正在免费向社会开
放公益合作，希望每一次改变，都
让世界更包容。”李超说。

阿里健康体：

希望每一次改变
都能让世界更包容
□本报记者 赵新乐 李婧璇

4 月 23 日，在中影国际影城党
史馆影院，由阿里文娱公益、阿里
影业和优酷联合主办的电影《长空
之王》 无障碍公益专场首映礼举
行。来自优酷无障碍剧场的 100 多
位视障用户，第一次体验了比普通
用户更早看到新电影。

像普通观众一样第一时间欣赏
到优秀的新热电影，对于大多数视
障朋友而言，曾经是一个听起来无
比遥远的梦想，但如今，这个愿望
实现起来已经不再困难。这一切得
益于优酷无障碍剧场的实践。

阿里文娱公益负责人陈艳玲告
诉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
优酷的工程师们做过一个小统计，
去看每天是否有视障朋友在使用优
酷APP，结果很惊讶地发现，在没
有做任何无障碍适配的情况下，每
天仍有大量视障朋友在使用优酷。

“这就像是一个人要去另一个地方看
电影，但两个地方之间道路崎岖不
堪，几乎无法行走，但还是有不少
人会艰难地穿越过去，就是为了去
目的地看场电影。”陈艳玲说，这个
数据触动了大家，这说明视障群体
对影视作品的需求并不比普通人少。

为搭建网络无障碍基础设施，
2020年，优酷的工程师们对APP统
一了组件读屏规范，围绕视力障碍
人士需求，做了深度的交互适配与
优化，当年率先完成了APP的无障
碍改造，并在2020年12月上线无障
碍剧场。相比普通人观看的电影，
无障碍剧场内的影视作品，增加了
一条画面讲述音轨，通过讲述人的
语言，对人物的表情动作、画面元
素、镜头语言进行描绘，让视障观
众通过讲述，在脑海中形成画面，
达到“看”电影的效果。

去年 5 月 5 日，《马拉喀什条
约》对中国正式生效，我国修订完
成的《著作权法》以及针对《马拉
喀什条约》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共
同为在国内制作和向阅读障碍者提
供无障碍视听作品提供了法律依据。

虽然有了条约和法律依据，但具
体操作中如何将受益人锚定在视障
群体，此前面临技术层面挑战。陈艳
玲介绍，为了解决线上无障碍观影无
法精准面向视障用户带来的版权风
险，2022年12月3日，阿里文娱公益
与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
合作，开通视障用户身份认证功能，
正式上线优酷无障碍剧场。“只要是
在中国残联登记过的视障者，进入剧
场完成身份认证，就可以免费欣赏剧
场内的无障碍影视作品。”陈艳玲说。

这也是《马拉喀什条约》在中
国生效后，以规模化阅读障碍者为
受益人，提供在线无障碍视听作品
的实例。

陈艳玲说，条约生效，也加速
了优酷无障碍剧场的内容储备。过
去一年，优酷无障碍剧场内已有超
过 400 部 （集） 影视作品，其中包
括《刺杀小说家》《万里归途》等热
门电影，以及《致勇敢的你》等剧
集和大量人文节目。

目前，剧场内保持着每周更新3
集电视剧、每月一部新热电影、定期
批量上线经典电影的频率。除了线
上观影，优酷无障碍剧场还利用内容
储备优势，开展线下观影活动，组织
视障者走进影院欣赏新热影片。

陈艳玲表示，未来，剧场将缩
短无障碍内容制作周期，逐步实现
电影网络首播同步配套无障碍版，
让视障用户同步线下欣赏新热电影
不再困难。

优酷：

视障用户同步欣赏新片不再困难
□本报记者 赵新乐

4月20日，在“版权点亮生活之美”——首都版权之夜活动现场，《马
拉喀什条约》活动专区，陈设了方正字库与阿里健康为视障人士专门定制的

“阿里健康体”。 本报记者 赵新乐 摄

《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的生效实施，
让大众越发关注残障群体对于精神文化产
品的需求。天津市围绕实施《马拉喀什条
约》开展了多项活动，为残障人士带去实
实在在的无障碍服务。

2022年4月24日，在天津市2022年版
权宣传主题发布会上，天津市残联、市盲
人协会的残障人士登台合唱《我和我的祖
国》，用歌声表达对《马拉喀什条约》即将
在我国生效的期待之情。

欢迎《马拉喀什条约》的歌声还出现
在2022年天津市知识产权宣传周版权宣传
活动的主题宣传片《在你眼中》里。宣传
片在天津全市地铁、户外LED以及16个区
的“两微一端”展映。

在 2022 年 《马拉喀什条约》 落地之
初，天津市版权局就与天津市残联、市盲
人协会以及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建立了联系
沟通机制，在全市范围积极推动相关政策
措施落地，为全市乃至全国的阅读障碍者
享用文化艺术资源提供便利。

在天津市版权局指导下，2022年11月
8日，喜马拉雅城市文化天津频道与天津文
化产权交易所 （天津版权交易中心） 达成
共识，共同制作天津首批无障碍格式版作
品，并从内容、选题、热点关注度、有声
内容改编难易度等多方面出发，由天津版
权交易中心先行筛选推荐 100 部优秀版权
作品，并由双方共同进行综合内容考量。

2022年11月11日，喜马拉雅城市文化
天津频道主播团队来到天津市视力障碍学
校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沟通，开展了发声训
练等培训。11月17日，天津市视力障碍学
校的乔加旺、张鑫瑀和王美琪 3 名学生成
为首批无障碍格式作品的候选主播。

经过紧张细致的筹备，2022 年 11 月 28
日至12月9日，天津市版权局在全市开展主
题为“版权让你听见世界”以无障碍方式向
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的版权宣传活动。

活动主要以《马拉喀什条约》《以无障
碍方式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暂行规定》
为宣传内容，组织开展录制“音乐朗读

者”版权公益宣传节目，邀请天津市盲人
协会秘书长、市视力障碍学校学生代表参
与作品有声阅读推广，并在12月3日国际
残疾人日这天在天津音乐广播进行公益宣
传。天津市版权局还在活动期间成立天津
市首家天津市无障碍阅读版权服务工作
站，为全市阅读障碍者提供版权使用和版
权登记服务，鼓励全市出版、电影、广播电
视、网络视听等机构为其拥有版权的作品同
步制作、提供无障碍格式版本。天津市版权
局对无障碍格式版服务机构在业务指导、宣
传推广、资源对接等方面给予支持。

2023年4月25日，在天津市版权局举办
的“版权让你听见世界”2023年天津市知识
产权宣传周版权宣传主题活动上，天津首批
3 部无障碍版权转化有声作品在喜马拉雅
APP上线，免费向阅读障碍者开放。这是天
津市版权局宣传贯彻《马拉喀什条约》《以无

障碍方式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暂行规定》
的首批实践成果。

同时，天津市版权局鼓励全市出版、
电影、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等机构为其拥
有版权的作品同步制作、提供无障碍格式
版本。2023年，天津市版权局为促进版权
转化而推出的“曙光计划”，专门将对视
障有声书演播者进行系统职业培训，以兴
趣实践带动视障人士参与学习有声演播，
让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文化发展
成果。

在现场，“无障碍格式版本电影”《我
和我的祖国》片花及天津光明影院计划发
布。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公益点播专区已
在天津有线电视平台上线，首期提供《我
和我的祖国》《建国大业》《金刚川》《战
狼》《八佰》等百余部特制的无障碍影片，
让视障人士“看懂”“听懂”光影世界。

天津：

首批无障碍版权转化有声作品已上线
□本报记者 韩萌萌 文/摄

在2023年天津市知识产权宣传周版权宣传主题发布活动现场，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的
3名学生对无障碍版权转化有声作品进行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