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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各类娱乐产品在年轻人生活中的地位日
益提高，各类文化产业，尤其是以IP(知识产权)为基础的
文化产业在中国顺势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其内容涵盖出
版、电视剧、电影、动画、游戏等多方面。从《甄嬛传》到《花

千骨》，各类网络小说改编作品大受追捧和欢迎。可是，正

当许多人为此类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而欢呼之时，围绕版

权发生的争议却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之中。

近日，根据网络文学改编的电视剧《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人气高涨，但由于该剧使用昆曲演员的录音

及原作者唐七涉嫌抄袭，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其实，“小说原作涉嫌抄袭”、“海报及文案疑似抄袭他

人创意”、“原创曲目被扒抄袭国外网站投稿”、“演出

服装和舞蹈被怀疑抄袭国外设计”，这些关于抄袭侵

权行为的新闻和评论近年来一直充斥在大众视野

中。随着一些作品膨胀的人气而来的，却是对一些侵

害版权行为的怀疑和声讨。

尽管版权保护绝非易事，但反对抄袭、尊重原创的

呼声还是日益高涨。其实，文化产业中版权保护的重要

性绝非中国独有，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相关产业都处在高

速发展之中。为此，世界各国纷纷动员各界，通过法律、

行业准则等多种方式保护版权，制裁抄袭，打击盗版，以

保护本国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于霏凡

很多人都知道邻国日本的近代
史始于资本主义兴起的明治维新，却
往往并不了解彼时日本防范盗印、保
护版权的意识也已经开始发展。不
过当时的版权侵害行为多为直接盗
印而非今天常见的抄袭。

当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文
化的碰撞冲击，日本出版业迎来了一个
发展兴盛的时期。根据研究者刘冬梅
在《文物世界》上发表的研究数据，仅以
明治时期前十年为限，日本就已经先后
发行报纸234种，出版杂志179种。

但是，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图书利
益的增长，版权问题也日益突显出
来。一些投机分子嗅到了出版行业
金钱的香气，便纷纷开始盗印。这使
得一众作者十分愤怒。在社会各界
的倡议下，日本政府1869年颁发了
《出版条例》，给予了出版者“专卖保
护”的权利。1887年，日本又发布了
保护创作者权利的《版权条例》，对之
前的版权保护行为做了较好的补
充。之后，这条法规还通过多种方式
被补充得日益完善，慢慢从最初的图

书出版行业扩展到音乐、戏剧等多种
文化领域，并且不断细化至生产过程
的方方面面。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版权保
护始终得到媒体行业的大力支持，
它们在此方面一直积极配合政府，
并通过各种方法响应政府的条例。
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出版商们
就已经应用了“牌记”（起源于中国
的雕版印刷行业，是中国古代的防
盗版手段）的方法，并且还自创了版
权票等深具影响力的各类小方法来
保护图书版权。

时间推移至今日，日本媒体依
旧在版权保护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桥本隆则就曾经提及《周刊文
春》进行版权自我保护的例子。《周
刊文春》是一部涉及政治、经济多
方面，并且多次爆料政客或艺人丑
闻的杂志。2013年，《周刊文春》的
狗仔队侦察到女子偶像团体AKB48
的成员私下恋爱。这是违反其事
务所“恋爱禁止条例”的，会带来较
大的社会影响。印刷厂的运输员

看到此条信息后便自己编辑了一
下把其发到了网上，果然引发轰
动。不久之后此运输员就遭到了
警方的逮捕，并在之后受到出版社
声讨，遭到了严厉的处罚。

不仅是出版行业，日本文化产
业的方方面面都在打击侵权方面非
常活跃积极。比如日本高度发达的
ACGN产业链，作品繁多但是却并不
经常听到抄袭的丑闻，也是由于出
版社严格的把关和对版权的重视。

IP改编开始在世界各地快速发
展后，日本的版权保护方法也做了
相应的细化。日本的文娱产业本
就保持着比较紧密的版权交易和
联系（比如动画、漫画、小说、电视
剧等各种载体经常有互动），现在
对于电子版权的保护更是付出了
心血。日本在2015年修订了《版权
法》，有效维护了网络小说和电子
出版行业的秩序，并且填补了在此
之前关于数字出版和光盘等法规
的空白。这也从侧面表现出日本
版权保护法律之细。

美国也是一个非常注重版权保护
的国家，于1790年就已经制定了本国第
一部版权保护法。最初的版权保护法
借鉴了英国版权保护类法律，但后来经
过自己的创新，慢慢发展出了独特的智
慧产权保护体系。

美国法律规定，可以申请版权保护
的为“有形的原创作品”，比如各种书面
作品，有名字的音乐、绘画、舞蹈等，甚至
还包括建筑。一些没有被记录的即兴
表演，或是较短的标题短语等并没有被
算在内。不过，版权是需要自己申请
的，这在版权保护立法的初期，带来了
一定问题。据估计，1790年到1799年
的时间段中，美国共发表了超过一万部
作品，但其中只有不到600部申请了版
权保护。不过时至今日，创作者们往往
有了在发表之前先咨询律师的习惯，各
文化行业尊重原创、重视版权的意识也
越来越强了。

美国的版权保护制度比较有趣的
一点在于版权的时效性，即名为“公共
区域”的时间概念。一部作品一旦进入
公共区域即可随意被引用，不存在抄袭
之嫌而被称为“引用”或“致敬”。1977
年以后发表的作品版权期限一般是作
者生前年岁以及身后70年。如果害怕

自己计算失误，还可以使用美国版权局
人性化的查询服务，即在使用或借鉴前
查询该作品是否已进入公共区域。这
样既能有效地保障著作版权，又可以方
便一些必要的引用和借鉴，推动文化产
业不断向前发展。在工作时间，美国版
权局基本可以保证每个小时更新一次
数据库，办事效率也非常高，其优秀的
执行力保障了相关版权保护法律的效
果。

除了如此完善健全的版权制度，美
国全社会对于版权和原创的重视也对此
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在美国，抄袭
是一件真真切切的“大事”，一些外媒甚
至评论美国“对于打击抄袭有着近乎偏
执的执念”。

2003年，《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杰
森·布莱尔（Jayson Blair）就因抄袭而被
迫离职并接受了“地毯式”的检查，即对
他之前稿件的检查。结果他因抄袭、伪
造采访等行为被迫辞职。之后，《纽约时
报》甚至还专门撰写长文《辞职记者留下
的一串欺骗》批判其行为，并称“他的职
业生涯固然短暂，却也造成了巨大的恶
劣影响”。不仅如此，此人还遭到了美国
读者的唾弃——其之后撰写自己的回忆
录，首周销量不到1000本，可以被视为

读者态度的一种体现。
时间推移了十年，美国的“巨星级

新闻人”、《时代》杂志的专栏作者、
CNN 节目主持人扎卡利亚被指抄袭。
他在《时代》上关于枪支管理的文章和
几个月前《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的段
落相似度过高。事后不久，他便自己
承认了抄袭并接受了进一步的调查。
他所任职的《时代》和CNN纷纷对他进
行了停职处分，他本人也受到了众多
谴责。

而对版权的尊重和对抄袭的打击
也并不仅限于出版界。知名女星凯蒂·
派里 2013 年的专辑被指有抄袭嫌疑
后，在社交媒体上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和比较。虽然最后被大众定义为“借
鉴”与“致敬”，但群众对于抄袭的厌恶
和强烈的版权意识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美国有着完善
的版权保护体系，却仍然没能避免山寨
作品的产生。美国的电影公司 The
Asylum就拍摄了一系列“山寨电影”，诸
如格林童话、复仇者联盟、雷神索尔之
类。这些电影虽然呈现出严重的模仿
但是依旧做了一些改动，剧情也大多做
了重写，因此算是钻了相关法律的空
子，打了擦边球。

英国是代议制发源较早，立法制度
发展比较完善的国家，对于版权的保护
也开始得最早。早在1709年，英国就
已经颁布了《安娜法案》——世界上第
一部保护版权的法案。此法原名为《为
鼓励知识创作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印
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内之权利的
法律》，规定了版权时限的概念：即出版
物自出版起享受14年版权保护，如果
14年后作者没有过世，还可以继续享
受14年的保护。这对后来诸多西方国
家（例如美国）的版权保护制度产生了
很深远的影响。

在英国，英国知识产权局和英国
创意产业委员会都会参与到版权制定
之中。他们会跟踪行业动态，根据文
化产业的发展状况，及时制定和修订
相关政策。比如，随着数字出版的兴
起，他们开始更多地把工作重点放在
网络平台的版权保护中。“互联网上每
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图片，人们可以随
意获取。而实际上它们中的很多都是
侵权的产物。可是摄影师根本没有足
够的精力和财力去一一追究”，英国知
识产权局版权与行政执法司司长罗
斯·林奇曾在面对采访时如此说，表明
在新的领域通过新的方法保护知识产
权的重要性。

由于早早建立起对知识产权的重

视和相关的保护体系，英国的IP产业
发展非常繁荣，IP 输出力也异常强
大。根据《中国知识产权》杂志的数
据，英国的版权输出额位居全欧首
位。2014年英国出版行业收入已经达
到800亿英镑（约8000亿元人民币），其
中出口占到40%；全球电影票房收入中
有11%属于英国的影视企业，《神探夏
洛克》、《唐顿庄园》、《哈利·波特》、《天
线宝宝》等脍炙人口的作品风靡世
界。这种繁荣也正是健全的版权保护
法律体系所带来的。

在英国，与知识产权挂钩的这些法
律不但非常细致和完善，还非常严苛。
曾引发了多年争议的“私自复制”问题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英国现行
版权法，把自己购买的音乐（如CD）从电
脑上转换格式拷到mp3上都属于违法
行为。有些人认为这是注重产权保护
的表现，但也有很多人表示此法过度严
苛，并没有这样的必要。

另一个例子则是英国的学术写作，
英国教育部门开发了专门的反抄袭检
索软件。一旦被发现有抄袭嫌疑，学校
甚至会举行专门的听证会讨论对学生
的处置。在执行力上，英国政府也把打
击盗版、抄袭的决心通过行动表现了出
来，政府每年会拨款500万英镑，用于
打击各类抄袭、盗版等侵权行为。

法国的版权保护制度和以上
三个国家略为不同，相比而言，法
国的相关法律更具有人情味并且
把创作者的权利放在最高位置。
比如，法国法律规定，作者可以享
有从任何形式的作品中获取经济
利益的权利。不仅如此，法国的
版权法律还有一项特别的规定，
即作者的作品即使版权被卖给了
他方（如出版方），他仍然可以保
有一定的相关权利，如署名权和
分配权。这意味着，一个个作品
就像这些作者的一个个孩子，一
旦养起来，始终都带着作者的烙
印。比如一张照片，无论它出现
在何种地方，按法理，拍摄者的名
字都必须要被展示，不能被随意
抹去或者忽略。

如此人性化的知识产权制度，
使得创作者的个性和地位在传播

过程中一直在被强调，也使得法国
的各类文化创作异常发达——作
者从创作某一作品上享受到的荣
耀可以一直相伴他很久。而正因
作品和作者联系得如此紧密，抄袭
带来的恶劣影响也就更为严重。
这也使得抄袭和盗用的行为得到
了相当的遏制。

法国知识产权制度人性化的
另一个重要体现则是对于反对抄
袭、崇尚创新的价值体系的建设。
与作者联系紧密的版权观本来就
展示了对于创新的鼓励，让法国的
创作者热爱标新立异的创新。这
或许是法国时尚业如此发达的一
个重要原因。从幼儿园、小学开
始，法国人就被教育了原创的崇高
性和模仿的可耻性。所以人们从
价值观上也往往倾向于鄙视抄袭、
盗用他人创意的行为。

日本：
版权保护始于明治维新 媒体积极配合政府条例

美国：
版权保护涉及时限 抄袭后果非常严重

法国：
作者权利很受重视 知识产权制度相当人性化

英国：
世界首个颁布版权法规的国家 法规十分严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