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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盗版避风港”，短视频侵权该终止了
超70家影视机构联名发声维权，呼吁平台提升版权保护意识

“5分钟带你看完一部大片”，合法吗？ 近日，

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
会等70多家影视传媒单位和企业发布联合声明，

对网络上出现的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针对影视
作品内容未经授权进行剪辑、切条、搬运、传播等
行为，将发起集中、必要的法律维权行动。声明同
时呼吁，短视频平台与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提升
版权意识，避免误入侵权泥潭；呼吁社会各界对
侵权内容予以举报、删除、屏蔽，形成“先授权后
使用”的良好行业生态。

近年来随着自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的高速增
长，短视频成为互联网知识产权侵权高发地带，热
门电视剧、综艺节目、院线电影更是被侵权的“重
灾区”。12426版权监测中心发布的 《2020中国网
络短视频版权监测报告》显示，仅2019年至2020年

10月间就累计监测疑似侵权链接1602.69万条，独
家原创作者被侵权率高达92.9%。专家指出，5G时
代来临，短视频产能将进一步释放，创作者和网
络服务商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尊重并保
护版权，才能营造出健康的短视频产业发展环境。

热门电视剧、综艺节目、院
线电影成为被侵权的“重灾区”

近年来，我国短视频行业发展迅猛，短视频

因碎片化、趣味性等特点受到越来越多网友的喜
爱。 据最新统计，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 8.18

亿，占网民整体的 87.0%。 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

专业从事影视素材“搬运”的账号层出不穷。 只要
在短视频平台随便检索一部热播影视剧，都会出
现大量重新剪辑搬运后的短视频。 电视剧《山海
情》热播时，一些视频账号将每集精华内容剪辑
合并，以“合集”形式发布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总
播放量过千万；某博主将电视剧《觉醒年代》剪辑
成数段短视频发布，该账号上传的作品集全部由
各类影视剧截取而成。

相关监测数据显示，热门电视剧、综艺节目、

院线电影是被侵权的“重灾区”。 从短视频侵权量
排名前 10 的电视剧来看，《人民的名义》 短视频
侵权量 26.93 万条，《甄嬛传》短视频侵权量 26.11

万条，《亮剑》 短视频侵权量 17.67 万条。 记者发
现，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十余个影视类账号将《人
民的名义》原剧每集压缩剪辑为几分钟的“精华
版”，以“全集”“集锦”“合集”等形式发布，播放量
少则两三百万，多则千万甚至过亿，均未标注视
频来源。

因为侵权问题， 一些网络服务商还曾与影视
公司对簿公堂。2019年3月8日，“华数手机电视”

App擅自播出电视剧《花千骨》的56个片段，总时
长约200分钟，法院判决华数公司赔偿爱奇艺经济
损失10.5万元。2019年8月，“图解电影” 软件未经
许可提供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连续图集，

法院判决该软件运营方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万元。

除短视频外，与之相关的音乐、图片等领域的侵
权纠纷案件也频频发生。2021年1月11日 ， 快手

App因提供《千与千寻》《阿么》歌曲使用，用户通
过该平台拍摄视频时可以选择上述歌曲作为视频
背景音乐， 法院判决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赔偿
原告华宇世博音乐文化(北京)有限公司经济损失。

2021 年 4 月 9 日，53 家影视公司、5 家视频
平台及 15 家影视行业协会发表联合声明， 对影
视作品内容未经授权进行剪辑、切条、搬运、传播
等行为发起维权行动。 专家指出，“搬运”是指将
他人制作的短视频直接下载到自己的账号里，并
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传播；“切条”是指将原本完
整的影视剧长视频分割成一条条短视频，在线进
行分享、传播等的行为，甚至造成“短视频追剧”

现象。 SMG 版权资产中心副主任姚岚秋认为，这
些行为不仅侵犯了影视作品权利人的复制权、信
息网络传播权等合法权益，某些短视频还以混剪
取代全篇，损害影视作品的完整性、曲解影视作
品内容的主旨原意。 “影视创作者的原意被任意
剪辑的短视频歪曲， 甚至产生南辕北辙的歧义，

打击了原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将影响影视行业的
长远发展，破坏影视行业的健康生态。 ”

多管齐下，营造风清气正、
合法合规的短视频创作环境

在短视频领域，法律维权者面临着界定难度

高、取证周期长、追究责任难等痛点，如何厘清平
台在侵权过程中的责任也是维权难点之一。 我国

2006 年出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引
入 “避风港原则 ”，参考国际通行做法 ，构建 “通
知－删除－转送－反通知－恢复”的网络著作权侵权
处理流程。 同时，《条例》引入“红旗原则”，即网络
服务提供者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
供的作（制）品侵权的情况下，未主动删除或断开
链接的，仍构成侵权。

据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陈绍
玲观察， 近年来版权保护环境大为改善， 几乎
所有平台都不存在未经授权的热门、 完整影视
音乐作品， 相关短视频被传播平台尽可能地压
缩到了有限时间之内。 但随着新型网络传播形
式的出现， 基于合理适用规则的复杂性， 仅靠
网络服务商来界定短视频是否侵权， 存在着一
定难度； 法律实践过程中， “红旗原则” 在短
视频领域的适用难度也非常大。 现有的法律规
则诞生于长视频侵权泛滥的时代， 对短视频的
适用存在难度 。 “网络服务商必须守土有责 ，

通过鉴别视频时长、 监控分类分区排行、 严格
执行 ‘通知-删除’ 等方式， 尽最大努力过滤明
显的侵权行为。” 陈绍玲说。

专家认为， “避风港原则” 的产生有其历
史的合理性， 但目的并非限制和减轻网络服务
商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 更不是在版权保护领
域开辟一个不受管辖的 “盗版避风港”。 部分平
台存在 “默许侵权者使用， 坐等权利人通知删

除， 甚至延缓删除” 等滥用 “避风港原则” 的
现象， 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目前 ， 我国正在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协同各短视频平台严格监管、 把关， 保护原创
作品、 保护影视创作人员的创作热情。 2018 年，

国家版权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工信部、

公安部联合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 “剑网 2018”

专项行动， 明确指出， 未经授权不得直接复制、

表演、 传播他人影视、 音乐、 摄影、 文字等作
品， 不得以用户上传为名、 滥用 “避风港” 规
则对他人作品进行侵权传播 。 去年的 “剑网

2020” 专项行动中， 四部门开展了视听作品版
权专项整治， 严厉打击短视频领域存在的侵权
盗版行为， 严厉打击通过流媒体软硬件传播侵
权盗版作品行为。

2020 年 11 月 ，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 进行了第三次修订， 并将于今年 6 月 1 日
施行。 其中， “电影作品、 电视剧作品及其他
视听作品” “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
作的作品”， 统一改称为 “视听作品”， 为短视
频等新类型网络作品提供有力的法律保护。 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 《著作权
法》 的修订有助于减少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发
生， 而各大短视频平台应当在版权保护的过程
中主动 “站好岗、 放好哨、 把好关”。 记者在采
访中了解到， 数家主要短视频平台正积极制定
相应规则制度， 进一步监督约束并纠正侵权行
为， 营造风清气正、 合法合规的创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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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惬意行走中“阅读”上海特色建筑和马路，已成为当下不少市民的日
常休闲选项。 打开上海这本大书，众多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优秀建筑，积淀
着这座城市的精神品格与时代风貌。一处处独具美感的建筑空间，一栋栋嵌
入人民生活的文化地标，背后所展现的是上海乃至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进步史与创新史。

当爱上一座城有了更多“打开”方式，如何进一步激活建筑遗产在当下
的历史价值？一批聚焦城市空间地情、解读海派文化的图书陆续出版，如《上
海：精神的行走》、“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丛书、《城市的秉性》《上海武康路建
筑地图》《阅读南京路》等，从多个维度梳理出沪上多条特色文化路线，跳出
走马观花“一日游”打卡模式，帮助读者在作家学者的个性化专业导赏下，领
略城市的多面魅力。

设计特色行走路线，激活建筑遗产与当下的联结

人在城市生活时间愈久， 对城市的记忆与认知就愈深。 正如卡尔维诺在
《看不见的城市》中写道：“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
起来。 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

每一道印记都是独特的痕迹。 ”如何进一步挖掘激活建筑遗产与当下的联结？

比如，“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丛书选取了人民广场、徐家汇、陆家嘴、新天
地、静安寺等富有悠久历史与时尚元素的地标，囊括了《中西邂逅徐家汇》

《古韵新声静安寺》《璀璨明珠陆家嘴》《人杰地灵新天地》 等多部普及读物，

图文并茂讲述上海历史故事，展现了国际大都市的无限魅力。丛书作者陆续
走进地标所在区域的校园，引导青少年学子更加热爱珍惜这座城市，在知行
合一中寻根、育情、问道、铸魂。

前不久，沪上陆家嘴读书会联合织城网络，策划了城市行走系列，推出
“阅读外滩和第一代中国建筑师”“阅读上海近现代商业与娱乐建筑”“阅读
老上海的大宅小院”等主题路线，从武康路到外滩，带领市民探访历史文化风貌
保护区，深入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阅读江阴路上的老宅……业内评价，通过专
业建筑师和学者的带领， 能让参与者深度理解历史建筑对于城市文化的意义，

把城市当作建筑的博物馆，使街区成为露天的小课堂，市民读者在行走中体验，

在体验中学习，深度感受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

为了设计出吸引不同年龄、职业背景的市民行走路线，主办方提前勘探
现场，用一两个月收集资料、考证文献，力求徒步线路主题鲜明、故事有趣。

比如，“建筑可阅读”系列城市考古活动以“阅读”为题，同步导读《这里是上
海：建筑可阅读》《长夜的独行者》等图书，并结合实地探访，获得全新体验。

正如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教授所说：“你可以欣赏一栋好看的建筑， 但它不
一定能和你产生互动。 能和你产生互动的， 一定是容纳你感情与记忆的地
方。”当越来越多建筑以历史积淀、人文美学激发起人们的好奇心与亲近感，

更多读者会爱上上海、读懂上海。

探寻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书写老建筑里的鲜活故事

樱花盛开时，邂逅美丰银行别墅所在的虹桥路历史文化风貌区；梧桐落
叶时，漫步金色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午后暖阳下，穿行多种建筑风格混搭
的南京西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在上海中心城区，12 个历史文化风貌区见
证了这座城市历史风云的洗礼，区内的 130 余栋优秀历史建筑、建筑群以及
特色城市空间，无不留下了中西文化交融的印记，从不同侧面构建起大上海
丰富多姿的画面。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上海， 写城市建设和空间的文章也铺天盖
地。 但上海是写不尽的，每个人的视角也不一样。 我抱着寻访者和探宝者的心
理去和上海幽会，在行走和阅读的过程中，上海越来越令我心醉神迷。 ”多年来
孜孜不倦探寻研究上海历史，作家惜珍继《永不拓宽的上海马路》（全三册）后，

推出姊妹篇《上海：精神的行走》（上下册），以独特眼光书写城市的前世今生。

比如，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网红地标”武康大楼，近百年来见证了不
同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建筑共同构成了上海独一无二的城市性格。 走进建筑，也走近建筑里的
人，“我曾多次走进武康大楼，和王文娟老师长谈，在楼下拱廊里的老麦咖啡馆闲坐，在文化留存的
美丽地标巴金故居四周徜徉……我喜欢它，因为这条武康路至今依旧保留着时代的痕迹，见证这座
城市的演变和新生。 ”惜珍说。 而这些关于上海的书，并非建筑领域的专业著作，更多是以作家的眼
光去写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和风貌区内的优秀建筑，“它们是上海版图中的重要肌理”，字里行间能
触摸到上海作家对母亲城市的真挚的爱。“她从容地检阅、探索每一条经历曲折的马路，每一栋历史
悠久的建筑，用文字描绘出一幅幅气韵生动的城市画卷。”恰如作家赵丽宏在序言所评价的，这样的
文章不是蜻蜓点水式介绍，不是浮光掠影的描述，而是仿佛跟着作者脚步进入上海幽深的街巷，推
门踏进历尽沧桑的高楼深院，去欣赏建筑的奇境，去探寻历史的隐秘，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在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摄影者傅鼎看来，城市之所以迷人，并不在于有多少高楼
大厦，而在于街道上所体现的城市风貌与个性，在于它的特色与底蕴。他援引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
的话谈道，“一座城市在同一个空间中会遭遇不同的时代， 我们可以在这座城市中看到一段沉淀在
趣味和文化形态中的历史，这既是一座可以被观看的城市，也是一座可以被阅读的城市。 ”

从《小别离》到《小舍得》
这一次故事想讲得更深一些

不仅是家庭学校机构等层面教育的观照，也是代际情感、社会情绪的宽频体察

一场家宴、两对小夫妻、三个娃，故事就从
孩子们“上才艺”开始了。家有小升初的儿女，是
让他们按天真天性天赋继续自然生长， 还是时
时眼光向上“分数至上”？不欢而散的家宴过后，

各位家长在教育理念上的“舍与得”也将在纠结
中理出头绪。

昨晚，电视剧《小舍得》在央视电视剧频道、

东方卫视、爱奇艺开播。 能在央视、卫视与视频
平台首轮联播，这还是头一遭。 打通全平台的，

是教育与家庭话题的广泛受众，亦是“小”系列
电视剧积累下的优质品牌效应。

2016 年，《小别离》热播，引发了亲子教育
的探讨；2019 年的爆款《小欢喜》讲述高考的少
年们，还辐射到了原生家庭、中年危机、职场生
态的众生相。如今第三部上新，“小”系列总制片
人、柠萌影业执行副总裁徐晓鸥说，《小舍得》出
的题更难了。围绕教育的话题，剧中不止有家庭
教育，还有大篇幅的学校教育、课外机构等教育
生态环境的观照； 而故事里为了孩子学业忙活
的家长们，也将成为代际情感、社会情绪宽频体
察的一面镜子。“希望大家看到我们没有停止思
考，也希望每个生活中有着相似困扰的人，都能
找到自己的答案。 ”

从“比较”开始，寻一寻部
分焦虑的源头

一场家宴，风波暗涌。姐妹俩开启“比比比”

模式，替孩子比外公的宠爱，替孩子比艺能，也
替孩子比分数。 虽说老父亲费尽心力想要一碗
水端平，两位“连襟”也试图和和稀泥、维持谈笑
风生，但依然阻止不了两位当妈的好胜心爆棚。

《小舍得》改编自鲁引弓原作，由黄磊任艺
术总监，周艺飞任总编剧，张晓波导演。 宋佳与

佟大为饰演南俪/夏君山夫妇，家有俩娃，大女
儿欢欢小学五年级，超超还在幼儿园。蒋欣和李
佳航饰演田雨岚/颜鹏夫妇，独子颜子悠是欢欢
的同班同学。两个小家庭的关联不止于孩子，张
国立饰演的南建龙有两段婚姻， 其亲生女南俪
和继女田雨岚从少女时代便成了“半路姐妹”。

第一集介绍人物关系， 推出戏剧矛盾，同
时， 也兵分两路复调地引着观众去寻一寻矛盾
的源头。一路是教育理念上的差异，南俪这边相
对地信奉顺其自然，欢欢爱唱歌跳舞，家长也欣
慰于孩子在舞台上的自信模样； 田雨岚推崇分
数至上， 子悠也的确刻苦， 考第一名是常有的
事。另一路源于这对异姓姐妹自身的经历，少女
时代对父辈婚姻变故的不解一直影响着成年后
的人生。 小时候，她们比自己得到的宠爱，比较
自己在父亲心里的分量，成年后，她们比事业、

比人脉，一直到比下一代。看起来，“比比”皆是，

但其实“替孩子比较”的心理渊源早在近 20 年
前就已埋下。

“比较”，恰是《小舍得》的创作启动点。 徐晓
鸥说：“许多人的成长中都会经历‘比’，可能最难
的也是‘比’。一些所谓的焦虑、心理不平衡、心态
失控等， 很多时候的起点都是与身边人的 ‘比
较’。 如果你身处‘比较的环境’依然能保持良好
心态，生活会变得更幸福。 ”剧集构建了相对比较
残酷的家庭环境，兴许就能借这股“比较”的劲
头，给观众提供一个扪心自问的通道———我对于
孩子的教育焦虑情绪，究竟从何而来？

从家庭出发，渐渐驶向更
宽频的社会

姐妹俩本就较着劲儿，孩子“小升初”的前
景，让暗流被激发到了明面上。五年级第一次测
试， 颜子悠丢了第一， 这让田雨岚有些如临大
敌。仔细琢磨一番后，她怀疑是出卷的钟老师在

校外补习班开了“小灶”。 她一边张罗着联合全
班家长一起问责， 一边也在不经意间戳破了夏
欢欢只考了 45 分的事实。 这一下，连带着南俪
夫妻俩也开始犯起了嘀咕，明明是高知父母，孩
子的学习怎么就在下游徘徊。

南俪与田雨岚之外， 米桃一家也逐渐进入
观众视线。 用网上的话来说，米桃是“别人家的
孩子”，不用校外补课，也不用父母辅导，孩子一
路自主式学习， 就考到了全班第一。 孩子的父
母，都不是世俗意义的成功人士，妈妈做家政，

爸爸是个体户摆水果摊。 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喜
悲并不相通，《小舍得》从家庭出发，有着渐渐驶
向更宽频社会的雄心。

在教育的层面，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校外
机构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家长们对不同出处
的老师又会持怎样的期待？相对《小别离》和《小
欢喜》，《小舍得》对于教育的探讨显然有更深一
步也更为复合型的诉求。 它替孩子们向家长提
问：“你们到底是爱我， 还是爱一个成绩优秀的
我？ ”它也借南俪与夏君山的考量，替家长们说
说自己的两难 ：“健康快乐成长的道理人人都
懂，但谁能确认，今天的顺其自然不会让孩子在
未来竞争中失了主动权？ ”它可能还想替学校，

对家长说些心里话：“教育是一桩需要家与校之
间相互合作、相互信任的事情。 ”

站在社会的层面， 夫妻在承担各种家庭责
任时的主次地位、 小夫妻与老一辈之间微妙的
依赖与独立关系、职场里的“人情”、一个社会最
普通劳动者家庭的奋斗模样、 国家在推动教育
公平上的举措等， 都将在剧中透过各组家庭的
对照，一层层推开。

“其实我们是把它当成社会生态来写的。 ”

徐晓鸥说， 教育题材能以更独特的视角成为观
察社会的窗口，“但教育题材、 现实主义剧集不
是对社会焦虑进行消费，而是为焦虑提供出口。

我们希望为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和逻辑， 找到情
绪的纾解之道。 ”

《小舍得》中，不止有家庭教育，还有大篇幅的学校教育、课外

机构等教育生态环境的观照；而故事里为了孩子学业忙活的家长

们，也将成为代际情感、社会情绪宽频体察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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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丛书还将陆续推出新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