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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民间文艺版权保护

■专家谈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一直是国内外知识
产权立法的难点问题，近年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
直在推动保护传统文化有关条约的制定，以加强对民
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这提醒我们要加速
国内相关立法，并积极参与国际公约的制定，在制定
过程中发出中国声音。

我国在推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立法
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拘泥于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
而应当将一些理论界和实务界达成共识的部分先以法
律形式固定下来，这样可以初步构建民间文学艺术作
品著作权保护框架，对实践起到指引作用。具体而
言，在推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立法时应从
如下几方面着手：

注意将著作权保护与公法、习惯法结合起来。民
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不仅是一个私权问题，也是一个
人权问题。因此，对于一些符合《著作权法》客体条
件的对象，就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对于一些《著
作权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等公法来解决。如果上述法律都解决不了，就参
照习惯法来处理。例如，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通常是土
著群体中的多个匿名作者创作的，根据当地习惯，此
类作品的权利通常由土著群体集体享有，这就解释了
土著群体成为权利主体的问题。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
作品权利主体时，文化部门已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登记记录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在考虑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时要兼顾发展问
题。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民间
文学艺术作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方面要通
过立法来保护年代久远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人的
合法权利，另一方面要鼓励人们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的开发和利用。为此，应当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财
产权利予以一定的限制，规定合理使用制度，鼓励人
们合理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再创作。此外，对于民
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收集人、整理人、表演者、传承人
的权利以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改编人的权利也应适当
保护。

以精神权利保护为主，兼顾财产权利。目前国内
外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方面的争议主要集
中在精神权利方面，财产权利方面的纠纷较少。因
此，我国未来在立法上应侧重于保护精神权利，特别
是要防止他人歪曲篡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故意错误
标明作品出处的行为。

引入惠益分享制度。对于一些年代久远的已公开
传播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要求使用人获得权利人的
授权并不现实，反而容易引起社会纠纷。在司法实践
中，法院往往认为年代久远的已公开传播的民间文学
艺术作品已进入社会公共领域，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
用。但这样一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源地的社群成
员无法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利用中获益，也不利于
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再创造和再发展。为此，可
以从人权保护的角度出发，重点保护土著群体的发展
权，引入惠益分享制度，鼓励使用人在利用民间文学
艺术作品时给予来源地的社群成员以一定的经济补
偿，实现双方互惠互利。

坚持国民待遇原则，处理好涉外民间文学艺术作
品保护问题。一些涉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如 《格林
童话》《伊索寓言》 长期以来在我国传播和免费使
用，如果我国要制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
条例，也要考虑对这些外国作品的保护。在保护
时，应当坚持 《伯尔尼公约》 规定的国民待遇原
则，平等处理好涉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问题，
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国外也能得到
对等保护。

（作者系国家版权局国际版权研究基地副主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教授）

积极推动民间文学艺术
作品著作权保护立法
□胡开忠

观光旅游中看到喜欢的文创产品，拿起手机拍照是很多人的习惯。但贵

州对坐工坊的绣娘们面对这些习惯性举起的手机却有些苦恼，因为要不了多

久，她们精心研制的文创产品就会在市面上遇到“孪生姐妹”。一边是耗尽

心力研发的产品，一边是热情的参观者甚至可能还是熟人，夹在中间的绣娘

们感到无奈。

绣娘的苦恼映射着民间文艺作品保护的需求。民间文艺作品有其独特之

处，比如，作者为某一群体甚至作者不明，表现形式不具体而且具有流变

性，衍生作品繁多、独创性界定难等。那么，民间文艺作品究竟如何保护，

怎样处理保护与传承的关系？近日在2023知识产权南湖论坛“民间文艺版

权保护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分论坛上，与会专家围绕这些议题展开交流探索

与实践分享。

做好民间文艺保护的突破口在
哪里？周林认为，尊重是最好的保
护。他建议做好民间文艺普查登记、
个案认定，不是在保护中形成垄断，
而是给予认定与尊重。

南京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
授、江苏省版权研究中心主任梅术
文参与了扬州等地的民间文艺试
点保护和促进工作。他倡导建立网
上备案制度，而不是采用当前的作
品自愿登记制度，以期发挥民间文
艺保存、保护、促进三个方面的作
用。梅术文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
品保护的重要目的是促进和利用，
网上备案形式为后续的衍生创作
提供了数据库，同时带有更强烈的

自我规制功能。未来，不能以已备
案为理由主张某个民间文艺就是
独属于自己的作品。而且后续的备
案机制设计甚至可以进行相应的
标注。比如，多元登记、允许共存，
以利于更多口述人、表演者、记录
者参与进来，共同推动民间文艺作
品的维护、保存、发展。梅术文同时
谈道，备案是一种自我规制的手
段，需要进一步探索备案制度与作
品登记制度的衔接。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
洪波在交流中谈道，近年来，很多民
间文艺传承人、参与者的版权意识
有所提高。加强调研、宣传，有助于
民间文艺资源丰富地区的广大群众

认识到版权的价值。同时，备案登记
制度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传承，促
进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作者不明、作品处在公共领
域，既然应用现行《著作权法》开展
民间文艺保护存在困境，那就不要
只局限于《著作权法》思维，可否跳
出《著作权法》来探讨怎么去保护？”
邓社民谈道，讨论民间文艺保护还
需要关注到文化需要交流、促进人
类文明多样性等问题。在探讨经济
利益时应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
度来看问题，对民间文艺给予充分
尊重。因此他建议以精神权利保护
为主，尊重民间文化习惯，不违背、
不篡改。对于如何主张精神权利，邓
社民说，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高手
在民间，技艺最高的具体传承人可
以代表族群、集体来维护权利。

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模式
问题，卢纯昕分析认为，不论是著
作权保护模式，还是特殊权利保护
模式，都各有利弊。对此，李杨认为，
民间文艺保护可以在实践中完善。
他同样建议，优先推进民间文艺作
品的精神权利保护，同时推进备案
登记制度，在经济权利方面，优先解
决盗用、仿冒、混淆等问题。

国家版权局国际版权研究基地
副主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
权研究中心教授胡开忠也在交流分
享中谈道，民间文艺保护可以做减
法，找到一些共性。比如，涉及不同
国家的民间文艺可以通过类似“国
民待遇”的约定促进交流、传播。他
同时建议，民间文艺保护可以依据
具体情况，区分获得许可、支付使用
费用两种模式，以促进民间文艺交
流传播以及相关产业发展。

探索：以备案促创新与传承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有迫切需
求，也有操作难点。中国社会科学院
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管育鹰分析认
为，民间文艺历史悠久、形式多样，
在文学、音乐领域，其作品概念相对
比较明确；在舞蹈、曲艺等领域，会
涉及传统仪式、表演动作等内容；在
蜡染、刺绣等民间文艺作品制作中，
还要考虑技法等，这些都和非遗有
交叉。因此，民间文艺保护在客体界
定方面具有复杂性。此外，谁是可以
主张保护的主体，保护期从什么时
候开始算、到什么时候为止等，都需
要界定。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邓社民进
一步提出，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保护
的是民间文学艺术本身，还是保护民
间文学艺术作品或者民间文学艺术
的衍生品？这其中有很多差异值得探
讨。如我国传统戏剧中的脸谱，各种
人物角色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属
于族群集体智慧，不能被个人拥有。
族群对民间文学艺术享有精神权
利，即维护民间文学艺术传统和习
惯权、表明来源权和保护民间文学艺
术表现形式完整权。同时，有权禁止

他人歪曲、篡改和贬损传统典型元素
和固定程式的内容、形式等。

“探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在突出保护的同时，更强调一定的
创新。”李杨分析认为，这种创新机
制涉及传承人以及与现代艺术的结
合。对民间文艺仅仅保存是不够的，
更需要以保护促进传承与创新，因
此更需要契合文化产业发展需求、
市场机制等。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要有利于
更多传承人参与进来，促进民间文
艺发展。”从这一观点出发，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卢纯昕谈
道，保护民间文艺需避免对公共领
域造成不利影响，也就是说在保护
程度上不应采取绝对保护论，而应
采取相对保护论。由此她建议在民
间文学艺术演绎性利用方面，保护
的重点是防止随意歪曲篡改行为，
尊重权利主体的署名权、保护作品
完整权等精神权利。在保障收益方
面，可以借助责任规则，借助法定许
可制度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推动民
间文学艺术可持续发展。

民间文艺保护需要更多创新。

周林建议，民间文艺保护中可以引
入“传创者”概念。比如某些民间文
学艺术作品，如果没有“翻译”“解
释”“创作”，就不能为人所知。在这
种情况下，参与“翻、释、创”过程的
人，连同“母本”提供者，均为“传创
者”，而不能生硬地将其归类于“记
录人”或“译者”。例如，阿昌族史诗

《遮帕麻与遮米麻》，传唱该史诗的
几位“活袍”连同既懂阿昌语又懂汉
语及文学功底深厚的“译者”杨叶
生，均属该史诗的“传创者”。

管育鹰认为，民间文艺保护中
使用登记和权属登记应当分开。衍
生品创作可以主张改编权，要求使
用者进行登记，并考虑付费。但类似
马面裙的民间传统服饰基本轮廓，
不构成可以主张著作权保护的作
品。这类非遗的保护应简化处理，着
重强调精神权利，仅由主管部门制
止外界不注明来源盗用问题。

赵丽莉认为，一方面要保护演
绎使用者的权利，以鼓励搜集整理、
改编。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权利的范
围与边界以及利益分配等后续相关
问题，以避免垄断。

难点：厘清保护客体与规则

弄清我国民间文艺在实践中的保护
情况是探讨保护方法与机制的前提。论
坛上，贵州省贵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
席王燕达在“民族民间版权保护如何让
贵州非遗文创走出深山”主题分享中谈
道，对坐工坊立足苗族文化，邀请各地
设计师与贵州巧匠共同打造了很多富有
现代生活美学特点的文创产品。这其
中，以创意和技法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是
核心竞争力。

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版权助
力。王燕达说，作品登记为民间文艺提
供了有力保护，也吸引了更多乡村年轻
人参与到民间文艺传承中，但现实中依
然有很多待解难题，比如，民族民间手
工艺传承，尤其是非遗传承的公共性与
版权保护之间如何界定需要明确，两者
之间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明晰。民族民间
手工艺传承的版权保护涉及面广、取证
困难，发生纠纷较难获得法律支持。对
于民族民间手工艺版权认定与维护，需
要更多有专业眼光的仲裁者。“传统可以
年轻，本土可以国际。”王燕达希望，通
过更完善的版权保护与服务，让贵州巧
匠更好地参与中国与世界创意市场。

王燕达的期待与“民间文艺版权保护
与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主题不谋而合。
针对民间文艺保护的需求与现状，中国社
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周林认为，
民间文艺保护首先应与非遗保护区分开
来，非遗保护重点是护养，而版权保护是
赋权。为此，他提出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的三个认定标准：一是流传久远，二是可
辨识、可复制，三是没有争议。

“我们需要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但是
也需要挖掘其商业价值。演绎开发过程中
会涉及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归属以及利益
平衡问题。”山东科技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副院长赵丽莉认为，民间文艺作品保护要
激励持续创新，涉及演绎开发的民间文艺
产品需要明确相关限制条件、权利义务、
利益分配，更充分、顺畅地发挥其价值。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李杨同样认
为，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不同于非遗的保
护，非遗保护关注的是保存，民间文艺版
权保护要契合产业发展的需求。

需求：
以版权保护促发展

民间文学艺术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承，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

专家：在实践中寻找良方
□本报记者 洪玉华

▲贵州广播电视台在知识产权宣传周推出的节目，关注
贵州民间文艺的传承与发展话题。 贵州广播电视台 供图

▲民间艺人们正在调试四胡。
内蒙古自治区版权局 供图

剪纸艺术是中国民间文艺的代表。 资料图片

2023年江苏省暨扬州市“4·26”版
权宣传周启动仪式现场，呈现了民间文
艺木偶表演。 江苏省版权局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