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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

呼吁著作权格式合同尽快推出

《白皮书》还特别提出，建议“完善、推广
标准化出版合同模板，明晰创作者与出版社
的权利和义务”。万红玉表示，许多著作权纠
纷中，都存在合同约定不明、时间超期等问
题，推出图书出版合同示范文本十分必要。

此前，知名作家蒋胜男在全国两会上呼
吁著作权格式合同尽快推出，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冯晓青建议优化杂志社和作者签署的格
式合同。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会长兼总干
事张洪波向记者介绍，文著协长期关注期刊
与作者、作者与出版社的合同，义务帮助会
员审查各种版权合同。目前，文著协正在承
担《图书出版合同（示范文本）》课题研究
工作，已经形成初稿，正在征集多方建议，
组织专家论证。

涉图书出版知识产权纠纷，
法院怎么看

（上接01版）

AI助力网文“直达全球”

《报告》显示，2024年网络文学出海市
场规模超50亿元，培育海外网络作家46万
名，海外用户规模超 3.5 亿，覆盖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24 年，阅文作品签约
海外出版授权数同比增长80%；《退婚后大
佬她又美又飒》单部有声书的播放量达4.56
亿次，打破有声作品海外播放纪录；阅文动
画作品在优兔上的总播放量12.37亿次，环
比增长35.4%。

《报告》还显示，AI翻译技术助力网文
出海迎来多语种市场的规模化突破。2024
年，起点国际AI翻译作品超3200部，占中
文翻译作品总量近一半。借助多语种内容优
势，中国网络文学在海外市场的用户规模迎
来高速增长，其中日本增长率高达 180%，
成为用户增速最快的新兴市场，希腊、西班
牙、巴西、法国、德国等国家均位列海外增
速TOP10。

头部网络文学平台正在以“文旅+”的
新模式拓展IP出海新场景。2024年，大英
图书馆再度收录10部中国网文；瑞士国家
旅游局赋予《全职高手》主人公叶修为“旅
游探路员”身份。

现实题材跃升为
网文增速第二大品类

本报讯 （记者吴明娟） 5 月 11 日
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河南日报社、河
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 2025
当代文学之夜在郑州举行。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常
勃，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邱华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出
席活动。

墨香与光影交织，作家与读者荟萃。
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河南省文联主席
刘震云，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主席、广
西作协主席东西，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
员会副主任潘凯雄，中华文学基金会理
事长施战军，《小说选刊》主编徐坤，中
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主
席谢有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
平等莅临活动现场，共同见证一批年度佳
作的揭晓。

张炜的 《去老万玉家》、邱华栋的
《空城纪》、王安忆的《儿女风云录》、李
修文的《猛虎下山》、张楚的《云落》从
过去一年全国范围内出版的众多长篇小说
中脱颖而出，获评《当代》长篇小说论坛
2024年度长篇五佳作品。

当晚，第二十六届《当代》文学拉力
赛年度奖项同步颁发。王树增的《天著春
秋》荣获年度纪实作品，鲍尔吉·原野的

“天地稀声”专栏荣获年度散文作品，姚

鄂梅的《不会飞的海燕》荣获年度长篇小
说，肖克凡的《父亲和雕像》、七堇年的

《火空海》 荣获年度中篇小说，东君的
《为张晚风点灯》、艾玛的《房间里的伏尔
泰椅》荣获年度短篇小说，杜梨、杜峤荣

获年度青年作家，宗璞荣获年度致敬作
家。文学拉力赛基于读者从《当代》杂志
每期刊物所发作品中，票选出分站冠军，
年终再评出年度单项奖，彰显了各位获奖
作家广泛的群众基础。

“我分享获奖作者的喜悦，也为他们
感到高兴。”梁晓声在分享中说，当代文
学之夜的举办，为全国的文学发展起到了
示范作用。因为文学的存在，戏剧、舞
蹈、电影、美术等艺术更加繁荣，甚至一
座城市的气质都因为文学本身而变得丰富
多彩。而其他艺术又促使文学创作革新，
为文学增添魅力与灵感。

年近百岁的宗璞在视频中分享了一位
学者一生的夙愿：“我有一个最大的愿
望，每个人都要去学好中文，把中文说得
好、写得通。当然，我也还要写。”

刘震云在现场用河南话讲起河南与
《当代》的联系：“《当代》的颁奖盛典为
什么放到河南呢？我觉得是偶然的，也是
必然的。传说仓颉造字在河南，《诗经》
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河南，老子、杜甫、
白居易、李商隐等文人墨客传道吟诗在河
南，茅盾文学奖得主最多的是豫籍作家。
河南的文化非常深厚，在这里可以受到文
学的滋养。未来河南能否用戏剧、音乐等
艺术形式，将《当代》的文学作品进行不
一样的呈现，我很期待。”

《当代》文学颁奖盛典是国内文学领
域的重要品牌活动，今年是《当代》年度
盛典第三次落地郑州。其间，主办方通过
线上线下联动，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阅读推广活动。

2025当代文学之夜在郑州举行

文学在中华文化的原乡生生不息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万山青
拥——陆维钊艺术文献展”暨 《陆维钊
全 集》 首 发 式 近 日 在 中 国 美 术 馆 举
办。本次展览由中国美术馆主办，展
出陆维钊书法、绘画代表作及相关文
献 130 余件，全面呈现陆维钊艺术风貌
与文化贡献。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对陆维钊
在20世纪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巨大影
响予以高度肯定，认为他对于创建中国现
代高等书法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据了解，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
亲自倡导设立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

实施 20 周年。《陆维钊全集》 既是“浙
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成果之一，
也是“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中第一个立项
的现当代学人全集项目，具有重大而特殊
的意义。

浙江大学 出 版社总编辑陈洁介绍
说，2019 年，浙江大学与平湖市陆维钊
书画院签订了 《陆维钊全集》 编撰、出
版合同。陆维钊曾经在浙江大学、浙江
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前身） 前后任
教长达 35 年，全集编撰出版项目组成员
由两校骨干力量组成。浙江大学出版社
原总编辑袁亚春作为负责人，邀请中国

美术学院副院长沈浩、浙江大学原人文
学院院长楼含松任主编，浙江大学中
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楼秋华任
执行主编。

本次展览的整体学术框架主要来自由
浙江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联
合出版的《陆维钊全集》。全集将分藏各
处的存世作品通过新的科技手段与合理编
排，全面汇聚了陆维钊的艺术、学术成
就，最终形成6卷8册定本。为了呈现作
品面貌，最大限度地传递艺术气息，全集
采集原作高清图像，力求作品收录最全、
编纂体例最善、图像还原最佳、记录信息

最准、考订成果最新。
《陆维钊全集》 已入藏中国美术馆、

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
国家版本馆等单位。

陆维钊是我国现当代声誉卓著的艺术
巨匠，在书法、国画、文学、医学等众多
领域成就非凡，被公认为20世纪最具国
学修为的大家之一。同时，他作为学者与
教育家，亦堪称一代典范，其治学精神与
教育思想具有长远的价值与意义。

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中国美术学
院副院长沈浩、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二级巡视员刘东参加首发式。

《陆维钊全集》：汇聚巨匠艺术学术成就

5月10日，在位于首都图书馆的中
华诗词博物馆内，两位汉服爱好者打卡
诗词电子屏，并与苏东坡数字人互动。

中华诗词博物馆通过“图书馆+博
物馆”模式，将文献和博物叠加赋能，
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新模式。馆
内以时间顺序展示由先秦两汉至当代的
诗词文化发展脉络。数字人苏东坡形象
逼真，可与观众对谈诗词、吟诵“竹杖
芒鞋轻胜马”等名句。该馆以科技推动
传统文化传承，并以此吸引更多人亲近
经典。 本报记者 李美霖 摄

科技赋能
让诗词“鲜活有力”

近日，都市励志剧《我叫赵出息》在
腾讯视频首播，以黑马姿态登陆腾讯视频
热播榜等 6 份榜单，引发广泛关注。然
而，高热度的剧集也引来了盗版侵袭——
开播当天，一些平台涌现大量“全集资
源”链接，部分盗版视频甚至伪装成“官
方剧集更新”诱导点击。在这场与盗版
的博弈中，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版权局联
合制片方、平台方打出“源头防控—过
程监测—末端打击”组合拳，为影视版
权保护提供了新样本。

剧本孵化到成片设“防火墙”

“在剧本孵化阶段，佳木斯市版权局
就为我们配备了‘版权顾问’，开展了剧
本创作版权风险排查、角色形象版权审查
等专项辅导，指导提前排查角色形象、台

词设计的侵权风险。”《我叫赵出息》制片
方相关人士透露，该剧从立项之初即纳入
佳木斯市重点影视项目版权“全周期护
航”机制，享受“一对一”跟踪服务。

据悉，佳木斯市版权局以“影视版
权+服务站”模式为抓手，依托省级版权示
范园区、省市级版权服务站等阵地，在同江
市、桦川县设立影视版权服务窗口，构建

“园区驻点+线上响应”双轨版权服务体
系，累计解决影视作品创作阶段版权问题
10余个，指导《除匪》《我叫赵出息》《希特
和他的神偶伙伴们》等多部影视作品完成
版权登记，保障影视作品项目顺利推进，切
实激活了影视产业版权创新动能。

技术织网下架删除“闪电战”

腾讯视频相关工作人员展示了实时作

战情况：在《我叫赵出息》上线首日，平
台即启用技术对全网 10 余个主流平台实
施多维度扫描，通过音频比对、画面分
析、台词语义识别等技术，识别出经过
变速、裁剪、添加滤镜的侵权内容、盗
版链接。

“系统平均每小时可以扫描大量数
据，从我们发现盗版到将相关链接推送
到佳木斯市版权局，再到完成下架不超
过 12 小时。”平台方表示，在剧集播放
期间，平台还运用技术手段，针对反复
上传侵权盗版内容的恶意账号实施了证
据固定。

数据显示，《我叫赵出息》播出期间
累计发现删除盗版链接 2270 余条，其中
90%为运用技术手段自主发现，余下均为
用户举报发现，形成“技术防御+全民共
治”的立体防线。

全链条构建影视版权保护体系

“我们构建了‘创作端预防、传播端
监测、侵权端打击’的三层防护体系。”
佳木斯市版权局负责人介绍，针对《我叫
赵出息》等重点作品，版权局实施全流程
保护机制：在创作阶段，通过专项服务窗
口指导完成版权登记与风险排查；在播出
阶段，联合平台方、片方对主流网络平台
实施24小时动态监测；在维权阶段，联
动公安、网信部门开展“剑网”、院线电
影版权保护等专项行动，加强线上线下监
测监管，织就更严密的防护网。

一组数据印证成效：在《我叫赵出息》
热播期间，佳木斯市版权局通过平台技术
推送“发现—函告—删除”机制，下架侵权
链接1700余条，挽回经济损失50余万元。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全链条护航影视版权

线上线下监测监管 织密版权防护网络
□本报记者 张席贵

本报讯 （记者张福财）福建省闽清县
“文明实践+书院文化”项目启动仪式近日
闽清县举行。

启动仪式上举行了福州市“史志驿站”
和闽清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授牌仪式，福州
市委史志室向闽清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捐赠
百余册精选史志典籍，为后续活动提供了丰
富的文化资源支撑。

“文明实践+书院文化”项目以书院文
化为纽带，实施为期一年的“二十四节气
文化浸润计划”，以“一节气一主题一书单
一体验”的创新模式，策划开展24场特色
文化活动，每场活动将深度融合非遗技
艺、艺术展览、茶饮文化等元素。活动也
将精选节气主题书目，引导参与者深度理
解传统文化内涵，以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
空间，创新文明实践形式，着力打造具有
地域特色的全民阅读品牌，为闽清文化发
展注入新活力。

据介绍，该项目自 2025 年 4 月至 2026
年4月，后续还将招募教师、非遗传承人、
乡贤担任“书房领读人”，通过导读培训培
育文化志愿者队伍。

福建闽清启动
“文明实践+书院文化”项目

本报讯 （记者蒲添）中国广播影视出
版社近日推出《考工记名物图解》增订本。

据作者李亚明介绍，《考工记名物图
解》增订本秉承“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
活起来”的宗旨，在建构《考工记》名物词
语系统的基础之上，按照名物板块的框架结
构，汲取文物考古成果，与《考工记》原典
同步对应，增加对《考工记》文本句意的疏
解和阐释，突出对先秦精细的工艺制造规格
等内容的介绍，向读者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考工记》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官营手工
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全书记述
了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和陶
工等六大类30个工种，内容涉及先秦时代
的制车、兵器、礼器、练染、建筑和水利等
手工业的制作工艺和检验方法，以及天文、
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考工
记名物图解》于2019年10月出版，当年该
书阿拉伯文版被列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项目，于2023 年在埃及斯福萨法出版社出
版；英文版被列为 2022—2023 年度国家社
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中国广播影视社推出
《考工记名物图解》增订本

5月11日，2025当代文学之夜红毯上星光熠熠。图为作家刘震云（中）和青年文
学爱好者一起走红毯。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