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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速览■热点争鸣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中华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民间文学艺
术作品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具有重要意义。2020 年 11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及
时研究制定传统文化、传统知识等领
域保护办法”，这凸显了民间文艺版权
保护立法的迫切性。在实践中，因民
间文艺作品的收集、整理、传承、利
用、发展等纠纷频繁发生，亟须推进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立法进
程，以版权保护助力民间文艺的传承
和发展。

争议亟须通过立法及时
解决

1991 年 6 月 1 日，新中国第一部
《著作权法》正式施行，该法第六条规
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
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其后，《著作权
法》历经2001年、2010年和2020年三
次修订，但是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的条款未作任何修改和调整。2014 年
9月，国家版权局就《民间文学艺术作
品著作权保护条例 （征求意见稿）》
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但因争议较
大，该草案未公布实施。

由于缺少相关立法，给民间文学艺
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带来了不少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人民法院根据著作
权法的理论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
权案件进行了审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

但是，有些人民法院以法无明文规
定而拒绝受理，使此类纠纷难以解决。
例如，江西省广昌县甘竹镇赤溪曾家孟
戏《孟姜女送寒衣》系明代正统年间曾
紫华所创，后来只留存于赤溪曾氏族人
之中。戏曲专家毛礼镁在 2005 年出版
的《江西广昌孟戏研究》一书中附录了
曾家孟戏剧本，并注明“赤溪曾村《孟
姜女送寒衣》”。魏叶国在2016年3月

出版的 《广昌孟戏》 一书收录的“舍
溪孟戏 《孟姜女送寒衣》 ”剧本实际
上就是赤溪曾家孟戏 《孟姜女送寒
衣》 剧本，其剧本的关目、曲牌及故
事情节、人物道白与赤溪曾家孟戏基
本一致。被告魏叶国在引用上述剧本
时，未明确注明此为赤溪曾家剧本，
始终只以起源地“舍溪”冠名，称之
为“舍溪孟戏”。广昌县甘竹镇图石村
赤溪村小组认为，魏叶国的行为已经侵
犯了其著作权，也严重伤害了赤溪曾氏
族人的感情，故向法院提起诉讼。江
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涉案
孟戏系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根据 《著
作权法》 第六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
定”之规定，在国务院尚未出台正式
的保护办法之前，本院审理该类案件
没有法律依据，故应当驳回原告起
诉。由此可见，只有尽快推动民间文
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立法，才能有
效解决相关纠纷。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使用中涉及
多种争议，需要通过立法及时解决，
这些争议包括权利主体、权利内容、
权利保护期限等。例如，郭颂等人创
作完成的 《乌苏里船歌》 系根据赫哲
族民间曲调改编，但在“99 南宁国际
民歌艺术节”开幕式晚会演唱时，节
目主持人介绍，郭颂老师演唱的 《乌
苏里船歌》 明明是一首创作歌曲，但
我们一直以为它是赫哲族人的传统民
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组委会将此
次开幕式晚会录制成VCD光盘，署名
方式均为“作曲：汪云才、郭颂”。赫
哲族人认为郭颂等人的行为侵犯了其
著作权，故于 2001 年向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郭颂和电
视台以任何方式再使用 《乌苏里船
歌》 时，应当注明“根据赫哲族民间
曲调改编”。这个案件体现的是民间文
学艺术作品的精神权利保护问题。此
外，张艺谋等人在电影 《千里走单
骑》 中将“安顺地戏”传统剧目 《战

潼关》 和 《千里走单骑》 内容剪辑到
了影片中，但在影片中将以上内容称
为“云南面具戏”，也引起了有关精神
权利保护争议。

在财产保护权利方面，“刘三姐”
案、“妈勒访天边”案，都涉及在古老
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基础上演绎作品的
获酬权的保护问题。

有利于促进民间文学艺
术作品的传承和利用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传承和利用中
也涉及多种法律问题，只有确定相关作
品的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
权利保护期限以及对权利的限制，才能
正确传承和利用相关作品。

例如，白广成与其兄白大成是北京
鬃人的唯一传承人，“跑驴”是北京鬃
人的传统制作项目。2007年5月，白广
成制作完成了涉案作品“跑驴”，该作
品底座刻有“北京鬃人白”的字样。后
来，北京稻香村公司生产的“老北京”
广式月饼的包装盒和手提袋上使用了涉
案作品“跑驴”。白广成认为北京稻香
村公司侵犯了其著作权。在解决这个案
件时，就涉及这样的法律问题：“跑
驴”是否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白广
成对于“跑驴”享有什么权利？北京稻
香村公司是否有权使用该作品？其他人
是否有权制作与“跑驴”类似的作品并
享有著作权？

在“梁祝”著作权纠纷案中也涉及
类似问题。刘南薇于上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创作完成了越剧剧本 《梁
山伯与祝英台》。刘南薇去世后，刘耕
源、刘朝晖作为子女依法继承了该剧本
的著作财产权。扬子江音像公司未经授
权在其出版发行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
台》 VCD 中使用了该剧本，且未署
名，引发了相关纠纷。此案涉及的问
题包括：改编者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享有什么权利？各个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改编版本之间有什么关系？

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
迫切需要

近年来，一些国外团体不仅盗用中
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而且进行歪
曲、篡改，这不仅侵害了我国的财产权
利，而且伤害了我国人民的感情，危害
了我国的文化安全。

例如，我国民间传说 《花木兰》
本意是赞扬花木兰勇敢善良的品质、
忠孝贤德的观念以及保家卫国的集体
主义精神。但国外公司制作的动画电
影和真人电影 《花木兰》 却将花木兰
塑造为一个具有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的
形象，且服装、化妆、道具等设计更
是处处充斥着西方文化符号的滥用和
粗暴的文化嫁接，严重曲解了中国的
传统文化。在“马面裙事件”中，法
国高奢品牌迪奥于 2022 年发布的“标
志性的迪奥廓形”中长半身裙大量抄
袭和复制了中国古代服饰马面裙的设
计，却称之为“全新设计”，这种文化
挪用行为是对我国传统文化赤裸裸的
掠夺。

为了解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问
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正在加快推动制
定《保护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公约》，目
前已召开了 47 次会议。我国作为一个
民间文艺资源大国，如果在运用知识产
权保护民间文艺方面能有所突破或有所
建树，无疑会对相关国际规则的谈判起
到支撑和引导作用，从而有利于增强我
国国际话语权，更加有力地影响国际规
则的制定。

总之，为了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
品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
益，规范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播和
利用，鼓励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
和发展，促进传统文化繁荣，我国应
当加快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
立法相关立法工作。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国家版权局国际版权研究基地副主任）

亟须加快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立法
□胡开忠

众所周知，作品的类型有多种，可
以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出不同的作品类
型。很多人对“作品”概念模糊，侵权
现象在典型案例中频频出现。

日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
定一件美术作品著作权权利归属案件。
在该案中，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深
圳市云牌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牌
公司）明明进行过著作权登记，为何二
审法院不认可其所拥有的著作权权利？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梳理案件
全过程发现，关键在于，我国的著作权
登记制度不作实质审查，当事人并不因
作品登记当然享有著作权——作品不论
是否登记，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取
得的著作权不受影响。

服装上的图案雷同引纠纷

云牌公司成立于2019年6月，是一
家服装、服饰、鞋帽设计、研发、销售
公司。深圳市南山区致尚致美服饰店
（以下简称致尚致美服饰店） 成立于
2021年3月，是一家服装、服饰、鞋帽
销售机构，该店经营者刘叶曾是云牌公
司员工。

2021 年，云牌公司总经理张云发
现，致尚致美服饰店的两家门店销售的
多款服装与自己公司的产品类似，尤
其是服装上印有的花鸟图案几近雷
同。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云牌公司
分别向深圳市南山区荔秀街区 112 栋
管理处、荔秀服饰文化街区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站进行投诉。在投诉未果的
情况下，云牌公司向深圳市南山区人
民法院提起一审诉讼。

在一审中，云牌公司提交了作品著
作权登记证书、数字作品备案证书等证
据。其中，广东省版权局出具的作品著
作权登记证载明，作品名称：花鸟图，
作品种类：F美术，作者：张云，著作
权人：深圳市云牌服饰有限公司，创作
完成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24 日，首次发
表日期为2020年12月30日，登记日期
为 2021 年 5 月 24 日，证书后附有作品

样图。根据样图显示，涉案作品为两只
鸟站在花丛的图案。

此外，深圳市版权协会于2021年5
月 10 日出具的数字作品备案证书记
载，作品名称为“喜鹊花圆领裙”“喜
鹊花旗袍上衣”“喜鹊花旗袍拼接裙”

“喜鹊花套装”“喜鹊花”，申请人为深
圳市云牌服饰有限公司。

条件不足
一审判定侵犯著作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云牌公司主张
保护的涉案作品“花鸟图”为两只形态
各异的喜鹊鸟站在种类丰富的花朵和叶
子中的图案，该图案的形状和组合体现
了作者的选择、判断以及独特的个性，
通过其独特的艺术构思、构图等创作
手法使该作品具有艺术美感，属于具
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
智力成果，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
术作品，应受法律保护。涉案作品已
在广东省版权局申请了著作权登记，
其作品著作权已经初步确认，具有一
定的公信力与公示性。

经比对，致尚致美服饰店在其经营
的两家服装销售门店中销售的“喜鹊花
西装套装”“喜鹊花拼接裙”等被控侵
权服装上使用了与涉案作品实质性相似
的图案。致尚致美服饰店在未经著作权
人许可且未支付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在
其销售的服装上使用了云牌公司享有著
作权的美术作品，侵害了云牌公司对涉
案作品享有的著作权。

基于刘叶自2019年5月至2021年3
月在云牌公司任职，其离职后成立了致
尚致美服饰店。云牌公司使用涉案作品

“花鸟图”制作的服装最早发布于2020
年12月30日的微信朋友圈中，刘叶作
为云牌公司员工具有接触涉案作品的可
能性，并且结合深圳市版权协会出具的
证据综合认定，致尚致美服饰店明知或
应知销售的服装为侵权产品，不满足主
观善意的条件。因此，致尚致美服饰店
关于合法来源的抗辩不能成立，一审法

院不予采纳。

有作品登记证书
也不一定是著作权人

致尚致美服饰店、刘叶等被告不服
一审判决，于是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该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张
云是否为涉案美术作品的作者，云牌公
司是否为涉案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人。

致尚致美服饰店、刘叶辩称：被上
诉人未提交创作底稿，涉案作品非张云
创作完成，不应被认定为著作权人；上
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在被上
诉人发表涉案作品之日前，已经在其他
渠道接触到涉案作品；被上诉人提交的
著作权登记证书，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
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

根据 《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
规定，作品实行自愿登记。作品不论
是否登记，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依法
取得的著作权不受影响。故云牌公司
应对其权利基础进一步举证，比如创
作过程。

据此，法庭进一步询问张云的创作
过程，张云称其手绘了花鸟图，再交由

其他公司修改、上色。法院当庭令其
现场绘图，张云称其系服装设计，并
非美术专业，不会画画。从创作过程
来看，张云自述系其绘制手稿，但又
称不会画画，不是美术专业，前后矛
盾。云牌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为涉案美
术作品的成图，均不是证明创作过程
的直接证据。

二审裁定认为，因云牌公司提交证
据不足以证明涉案美术作品的作者为张
云、云牌公司为著作权人，故其与本
案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原告主
体不适格，二审应依法裁定驳回起
诉。致尚致美服饰店、刘叶等上诉人
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深圳市
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
适用法律均错误，二审法院查清事实
后依法裁定驳回起诉。

可以看到，著作权登记证书可以作
为证据之一，但不是作为唯一证据被法
院采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
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
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
合同等，都可以作为证据，形成证据
链，相互印证事实。

深圳中院二审裁定一件美术作品著作权权利归属案件，当事人并不因拥有作品登记证书当然享有著作权

作品登记证书是“身份证”，并非“万能证”！
□本报记者 徐平

“剧本杀”是当下时兴的一种角色扮演
游戏，其游戏剧本配有多个角色，有较多
互动性情节和对话，是以破案为主线的文
字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涉“剧本杀”作品
纠纷的侵权比对中，除局部比对外，还应
当坚持整体比对原则。如果先后作品基于
相同的人物设定、故事结构、情节排布、
逻辑推演等形成相似的整体外观，即使在
作品局部情节安排上存在部分差异，但从
整体效果上看，在后作品也可构成对在先
作品的再现或改编。我们可从对近日一起

“剧本杀”案件审理过程的梳理中明确，涉
“剧本杀”著作权纠纷，还需视侵权行为具
体内容具体分析。

大量销售盗版作品引纠纷

冯某为游戏剧本 《血》 的作者及著作
权人，该作品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创作完
成，并已公开发表。2018 年 6—7 月间，
郭某某向谭某购买游戏剧本 《画》，并提
出修改意见。此后，《画》 在郭某某的淘
宝网店、万游引力公司经营的店铺“引力
探案馆”、微信号“引力探案馆”销售。
2018 年 9 月 26 日，郭某某经营的个体工商
户必游公社与久幺幺公司签订协议，将

《画》 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电子形式的改
编权、复制权等著作权、财产权利，独
家、排他地授权给久幺幺公司，并约定了
著作权保证条款。2018 年 10 月，久幺幺
公司经营的游戏社交平台 APP“百变大侦
探”上架销售《画》。

冯某认为，《画》 完全抄袭了其作品
《血》，万游引力公司发行、复制该侵权产
品，淘宝公司作为销售平台未尽到合理注意
义务销售侵权产品，万游引力公司、淘宝公
司、久幺幺公司在线上线下大量销售侵权作
品并盈利，严重影响了其作品《血》的商业
形象，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并造成重大经济损
失，故诉至法院。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经
比对，《血》《画》 均为“剧本杀”游戏剧
本，属悬疑推理小说，故事主线基本一
致。虽然在具体表达上存在差别，但两部
作品围绕凶杀现场、作案手法、凶案执行
者及协助者、见证者设置的情节具有相似
的整体外观，且凶杀现场、作案手法的情
节设置是 《血》 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核
心情节。因此，《画》 基本包含了 《血》
的故事内容架构，即 《画》 包含的情节设
置已经占到了 《血》 的足够充分的比例，
以 致 受 众 足 以 感 知 到 《画》 来 源 于

《血》，产生相似的整体欣赏体验效果，构
成实质性相似。

《血》 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公开售卖，
可以推定谭某有条件接触到该作品。谭某
的涉案行为超越了合理借鉴的边界，构成
对 《血》 的改编，侵害了冯某基于 《血》
享有的改编权。郭某某系必游公社经营
者，在必游公社已注销的情况下，必游公
社授权久幺幺公司许可使用 《画》 的法律
责任由郭某某承担。万游引力公司在取得

《画》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应当对其宣
传、发行 《画》 的行为承担相应的侵权责
任。久幺幺公司发行 《画》 剧本不存在重
大过失，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承担停止
侵权、返还侵权所得利润的民事责任。淘
宝公司已充分履行基本义务，并未实施侵
权行为，亦未对侵权行为提供帮助，无需
承担侵权责任。

综上，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万游引力公
司立即停止《画》剧本的宣传行为，并赔偿
原告经济损失5000 元；被告谭某、郭某某
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连带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2.5万元；被告久幺幺公司向原告返还
侵权利润3000 元；被告谭某、郭某某、万
游引力公司向原告支付维权合理费用 2 万
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业界有关侵权规制尚无界定

万游引力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深圳中院二审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剧本杀”作品的侵权比对
中，除局部比对外，还应当坚持整体比对
原则。若先后作品基于相同的人物设定、
故事结构、情节排布、逻辑推演等形成相
似的整体外观，即使在作品局部情节安排
或人物设定上存在部分差异，也足以使受
众感知到侵权作品来源于权利作品，产生
相似的整体欣赏体验效果，则应认定两作
品构成实质性相似。

当前，学界和实务界对侵权作品经营者
的行为应以何种著作权权项进行规制尚无统
一意见。该案判决认为，经营行为存在多样
性，该行为是否应当予以法律规制，以及应
当适用何种著作权权项进行规制，应视行为
的具体内容具体分析。该案判决既为相关经
营者提供了行为指引，规范了“剧本杀”行
业的市场经营，也为相关法律问题的统一判
断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剧本杀”著作权纠纷
还需视侵权行为具体分析

■案件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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