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丽

扎根土地，激发神话创作灵感
市文联组织参加“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

文艺创作的艺术工作者赴甘肃天水采风

本报讯 （记 者范昕 ） “开 天 辟

地———中华创世神话” 主题创作沙龙活

动日前于市文联举办。 此次沙龙是市文

联 组 织 的 “开 天 辟 地———中 华 创 世 神

话” 上海文艺家甘肃天水主题创作采风

回沪后的一次创作分享活动。 记者从沙

龙上获悉， 不少关于中华创世神话的新

的创作灵感正在生成， 未来将转化为更

多的创作成果。
前不久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

话” 上海文艺家创作采风的目的地甘肃

天水， 正是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地， 中

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采风团不仅亲历

了国家级公祭伏羲大典， 实地探访有着

8000 年文明的大地湾文化遗址 ， 以及

有着 “东方雕塑艺术馆” 美誉的麦积山

石窟遗址， 还与当地民俗、 神话专家和

艺术家深入探讨交流， 对 “中华创世神

话” 精神内涵的理解从抽象到具象， 从

模糊到清晰， 从神性到人性， 对 “中华

魂脉” 的梳理和表达愈加自信， 并形成

了基本共识。 参加采风的文艺家年龄跨

度从 40 后到 90 后， 来自音乐、 舞蹈、
美术、 书法、 戏剧、 摄影、 评论等多个

艺术领域。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中华

创世神话” 连环画作者张培成坦言， 这

次采风给予自己启示， 获得了一种民族

气韵的连贯。 “最近我正好在创作一幅

以黄帝大战蚩尤为主题的巨幅国画， 高

3.5 米 、 宽 4.5 米 ， 采风中感受到的雄

强气氛还有人类初始很自由的感觉， 都

是我想用在画面中的。”

上海木偶剧团团长何筱琼透露， 正

在创排的木偶剧 《创世》 中一个重要的

灵感就来自采风期间在女娲祠前拍下的

四五张照片， 每一张因为光线和角度的

不同， 呈现出不一样的艺术感觉。 “剧

中开天辟地的桥段我们本想采 用 高 科

技影像手段 ， 现在打算返璞归 真 ， 回

到木偶舞台艺术的本源 ， 就 用光与影

来展现。”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签约编剧许静波

说， 卦台山上举办的伏羲祭祀给了自己

莫大的触动。“我看到山下有很多当地百

姓，拖家带口一步步上山。老爷爷戴着草

帽，脚上穿的布鞋沾满了泥巴，像是刚刚

劳作归来。 那一刻我感觉伏羲是他们血

脉相连的存在。”许静波想把这样的触动

变成一个寻心、 寻根之旅的故事。
参与采风的 文 艺 家 们 不 约 而 同 表

示 ， 艺术源泉在生活 ， 艺术源头 在 大

地 。 当深入生活 、 扎根人民 、 亲 近 泥

土， 积累的创作素材与采集的创作灵感

才会格外鲜活， 创作出的中华创世神话

作品也才会格外富于感染力。
此次沙龙还透露了这些关于中华创

世神话的创作计划： 《精卫填海》 《大
禹治水》 《后羿射日》 等中华创世神话

系列儿童剧启动， 力争明年六一儿童节

与观众见面； 上海爱乐乐团驻团作曲家

龚天鹏 《炎黄曲》 创作基本完成； 上海

音乐学院教授陆培正在为十二生肖创作

十二部管弦乐作品， 目前已完成六部；
网络电影 《后羿射日》 预计明年五六月

份上线。

■本报记者 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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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典走进数字阅读时代，
如何维护版权？

多家网站被诉侵权汪曾祺短篇小说《受戒》，引发业内关注

日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

理了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起诉 《中国

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有

限公司和同方知网 （北京） 技术有限

公司侵犯著作权一案。 由于此次涉案

的作品为汪曾祺的短篇小说 《受戒》，
引发业界内外关注。

业内人士表示， 越来越多的经典

正在走进数字阅读， 但是相关的侵权

案件却时有发生。 数字网络条件下，
版权作品的表现形式、 传播渠道越来

越多样化， 作品相关权利的授权情况

越来越复杂。 著作权作为一种基础性

资源， 支撑着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
文学艺术、 文化娱乐、 网络信息等产

业， 如何有效维护正在成为业界关注

的热点。

侵权案高发易发，数字
版权盗版容易维权难

据统计， 截至 2016 年底， 我国

网民规模达 7.31 亿 ， 网络版权产业

整体产值突破 5600 亿元， 同比增长

超三成。 不过， 网络也日益成为侵权

盗版的高发易 发 领 域 ， 业 界 人 士 认

为， 网络盗版让以创新为核心的版权

产业面临严峻挑战。
此 次 引 发 关 注 的 《受 戒 》 一 案

中， 文著协诉称，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

著名作家， 为涉案作品 《受戒》 的作

者， 依法享有完整著作权。 汪曾祺去

世后， 其著作权利由三名子女共同继

承， 后经授权， 文著协对涉案作品进

行集体管理。 今年 6 月， 文著协发现，
被告通过电子化复制， 将 《北京文学》
《文学界》 《芳草》 等九种期刊、 杂志

上刊载的涉案作品， 在被告经营的网站

和客户端上向公众提供。 其中 PC 端网

页通过付费下载 800 余次； 安卓客户端

通过付费下载近 400 次； iOS 客户端通

过付费下载近 400 次。
文著协认为， 涉案作品及作者汪曾

祺， 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中享有极高

的知名度， 两被告未经许可， 通过信息

网络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行为， 已经

侵犯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为

此， 文著协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和被告

二连带赔偿经济损失五万元及相关费用

支出。
数字阅 读 如 今 已 是 大 势 所 趋 ， 但

数字出版物只需简单的复制粘 贴 便 可

轻 易 盗 版 ， 因 此 ， 此 类 案 件 举 证 难 ，
往 往 需 要 面 对 海 量 的 侵 权 方 。 比 如 ，
某作家在博客发表一篇文章后 ， 后 发

现 该 文 被 网 站 大 量 抄 袭 ， 关 键 词 搜

索 网 页 最 多 时 达 到 160 万 个 ， 随 后

便 向 数 百 家 疑 似侵权方表达了版权诉

求 。 最 终 ， 在 法 庭 调 解 后 作 者 获 赔

5000 元。

加强监管的同时，作者和
企业都需要加强版权意识

如何在行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 能

够应对不断涌现的新型侵权盗版行为，
成为当下出版界的焦点。

比如， 著作权法规定， 版权保护的

有效期限是作者有生之年以及 去 世 后

50 年， 此后作品可以被任意使用 。 那

么涉及古籍版权应该如何处理？ 此前，
中华书局为 《二十四史》《清史稿》《国学

备要》 等古籍版权， 在全国范围内发起

13 起诉讼， 引起了业界对古籍数字版

权问题的极大关注。 其中被告之一是某

知名电子书公司， 其擅自在多款产品中

预装了中华书局享有著作权的点校史

籍， 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 复制权等

多项权利， 最终， 法院判定这些电子

书侵害了著作权。
有业内人士指出， 有时， 作者的

一 女 二 嫁 ， 也 可 能 构 成 版 权 侵 害 。
2010 年 ， 某知名作家与人民文学出

版社签订了作品的专有出版权， 随后

他又与某网站签订了该作品的数字版

权 。 一年后 ， 作 品 的 数 字 版 上 线 销

售。 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作家和网站告

上法庭。 法庭上， 两家各执一词， 也

都出示了签约合同， 宣示拥有该书的

数字版权。 该案件涉及到数字版权的

归属纠纷， 暴露出了数字出版界内的

行业的一大问题———这位作家表示，
自己 “不懂 ” 网 络 ， 所 以 才 一 女 二

嫁。 有评论认为， 许多作者的对版权

概念的 “不懂”， 于是既不懂得尊重

别人的权利， 别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

也不懂得维护。
业内人士透露， 面对互联网侵权

现象高发、 涉案作品海量等特点， 有

关部门应该加强监管力度， 确保监管

准确有力、 科学有效。 一方面， 通过

第三方网络版权 监 测 平 台 ， 从 源 头

有力地监控并 预 防 重 大 侵 权 盗 版 行

为 的 发 生 。 另一方面 ， 积 极 探 索 建

立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网络版权管理

模式 ， 比如建 立 多 样 的 版 权 合 作 平

台， 并建立企业自律公约。 此外， 应

加快建设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信

用体系， 提高侵权假冒的违法成本，
对重复侵 权 和 故 意 侵 权 行 为 规 定 惩

罚性赔偿措施 ， 建 议 加 大 司 法 惩 处

力度。

文化

这个夏天的观展热潮，
能否激活大众与艺术的超链接

范昕

这 些 天 ， 和 这 个 夏 天 一 样 火 热

的 ， 是上海 博 物 馆 外 等 待 观 看 “大

英博物馆百物展 ：浓缩的世界 史 ”的

人潮。
为一次展览排队数小时的经历越

来越不鲜见 。 “印象派大师·莫 奈 特

展 ”、 “我 的 一 个 梦———草 间 弥 生 个

展”、“雨屋” 装置艺术展、“敏行与迪

哲———宋元书画私藏特展” 等等， 都

是最近两三年发生在申城的 “爆款”
艺术展 。 在北 京 ， 还 曾 因 人 们 对 于

“石渠宝笈特展” 的观展热情催生出

“故宫跑” 之类的新词。
大师或者特展， 似乎是展览揽获

超人气的标配 。 而 那 些 排 起 的 长 队

中， 有多少出于对艺术的热爱， 又有

多少冲着名头而来、 抱以猎奇心理。
对于不少观众 而 言 ， 观 展 可 能 更 像

是在极个别标 志 性 展 品 前 的 “到 此

一游”。
有业内人士感叹， 只有常规展览

以及当地人们与博物馆、 美术馆的日

常关联， 最能反映出大众对于艺术的

真实需求。 比如， 人们是否每隔一段

时间就会逛一次艺术展馆， 今天留心

这一批展品， 明天打量那一批展品；
博物馆、 美术馆是不是正在成为新的

城市广场 ， 形 形 色 色 的 人 们 聚 在 这

里， 看展览、 听讲座、 读书、 逛衍生

品商店、 欣赏音乐会、 喝咖啡、 用正

餐、 会朋友……
可惜， 我们身边的一些博物馆、

美术馆里 ， 有 颇 多 汇 聚 精 品 的 常 设

展， 却被我们忽略。 比如， 上海博物

馆一楼青铜器馆陈列的那些 “国之重

器”， 无论收藏的广博性、 系统性还

是藏品的珍罕度、 研究深度， 在南方

乃至全国都首屈一指； 中华艺术宫的

长期陈列 “海上生明月———中国近现

代美术的起源” 展， 以数百件书画作

品首次完整展示上海及中国近现代美

术史脉络 。 哪 怕 它 们 距 离 某 些 “网

红” 展的展位仅一步之遥， 细细品赏

者却多少有点寂寥。
博物馆、 美术馆的日常景观， 考

验着观众的艺术鉴赏水平， 又何尝不

是在检阅艺术展馆的公共导赏成效？
好的展览， 好的观展体验， 不仅促使

展品 “活起来”， 更带来超越视觉本

身的体验， 调动起身心的互动， 唤醒

美的思考 、 创造的灵感 。 1994 年大

英博物馆 改 建 时 的 一 个 细 节 ， 已 经

显出亲近大众 的 考 量 。 当 时 博 物 馆

特 别 将 原 有 的一个青铜圆 顶 覆 盖 上

一层玻璃顶盖 ， 并 加 入 餐 厅 、 咖 啡

厅 、 衍生品商店 等 新 的 功 能 场 所 设

计， 形成博物馆空间的新核心 “大中

庭”： 逢上好天气， 阳光透过玻璃顶

洒下来， 形成温暖的光影； 雨天， 人

们则可以穿过大中庭， 避一避雨， 或

是坐下小憩。
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说着 “我不

在家， 就在去博物馆的路上”； 什么

时候， 逛艺术展馆能够成为我们所熟

悉的一种生活 方 式 、 生 活 习 惯 。 但

愿， 盛况空前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是

一个好的开端———激活大众对于文化

艺术的深层兴致， 也开启馆方对于如

何用展品讲故事、 用场域营造情感共

鸣的新鲜思路。

快 评

数字网络条件下 ， 版权作品的

表 现 形 式 、 传 播 渠 道 越 来 越 多 样

化， 作品相关权利的授权情况越来

越复杂。 著作权作为一种基础性资

源 ， 支撑着新闻出版 、 广播影视 、

文学艺术、 文化娱乐、 网络信息等

产业， 如何有效维护正在成为业界

关注的热点

呈现艺术史之外他们的“世俗生活”
上海博物馆展出49通明代吴门文人往来书信

翩翩公子王宠要自己种地； 聪慧

过人的祝允明写得一手好文章， 但得

到的酬劳不理想； “风流才子” 唐伯

虎曾被卷入科场舞弊案…… “遗我双

鲤鱼———上海博物馆藏明代吴门书画

家书札精品展” 昨天在上海博物馆揭

幕， 展出的 49 通明代吴门文人间的

往来书信， 为人们呈现了艺术史之外

他们的 “世俗生活”。 这批书信大部

分 是 首 次 公 开 亮 相 ， 涉 及 唐 伯 虎 、
文徵明、 祝允明、 王宠等 50 余位明

代吴门书画家， 从中可以看到他们与

普通人一样， 也要周旋在各种繁杂的

事务之间 ， 时代 的 风 云 与 人 间 烟 火

他们无 不 沾 染 ， 甘 醇 与 涩 苦他们都

要承担。

书札虽小，但可以小中见大

“书札虽小， 但可以小中见大！”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说， 书札具有

史料和艺术的双重价值， 可以非常鲜

活地反映当时人的真实生活状况， 也

体现了作者最原始而不假修饰的书写

习惯与书法面貌。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

大量明代名人信札， 尤其是明代吴门

地区书画家的信札， 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异常精美 。 这些信 札 的 内 容 上

至朝政民生 ， 下 至 家 事 儿 女 ， 或 文

章酬唱 ， 或艺 苑 交 游 ， 几 乎 无 所 不

包， 是对当时书画家的生平、 经历、
交游、 艺术思想、 审美情趣， 乃至整

个时代的文人生活与艺坛风尚的最直

接 、 最鲜 活 的 反 映 。 尤 其 是 其 中 记

录的很多比较 私 密 的 资 料 ， 在 经 过

修饰的史料里 面 通 常 不 包 含 的 ， 因

此十分珍贵。
以 明 代 中 叶 著 名 书 法 家 王 宠 为

例 ， 他长得英俊 ， 书 法 作 品 也 很 潇

洒 ， 给人不食 人 间 烟 火 的 感 觉 。 然

而 ， 此次展出的王宠写给 兄 长 王 守

的信却透露 ， 他 生 活 不 易 ， 需 要 自

己种田 。 其中 的 一 封 信 ， 以 现 在 语

言翻译出来 ， 大 意 如 下 ： “去 年 我

们家越溪庄有 百 十 来 亩 田 ， 租 给 人

家种非常不合 算 ， 因 为 租 给 别 人 种

入 不 敷 出 。 今 年 我 将 田 重 新 分 配 ，
多少给别人种 ， 剩 下 多 少 我 跟 两 个

仆 人 自 己 种 ， 今 年 收 成 很 好 不 亏

了。”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 王宠很

得意自己规划 做 得 这 么 好 ， 告 诉 在

外做官的哥哥 说 这 样 的 处 置 办 法 可

以沿用下去 。 而 在 另 一 封 信 里 ， 他

向哥哥诉苦 ， 说 家 里 缺 钱 ， 分 别 向

什么人借了多 少 钱 ， 有 些 人 的 钱 卖

了米得了银子 就 可 以 还 上 ， 有 些 人

的钱要拖到明年了。

时代的风云与碎屑，他们
无不沾染

“王宠一直处于这种焦虑的状态之

中 ， 所以他并不是在 艺 术 世 界 中 表 现

出的那么超凡脱俗的 ， 甚至他 在 不 得

已的情况 下 还 要认真计算 ， 怎么才能

收支平衡、 把日子过下去。” 上海博物

馆书画部副研究员、 负责这批书札的整

理与研究的孙丹妍告诉记者 ， 古 时 的

文人 、 书画家也有他们不得不 面 对 的

生活状况。
比如， 此次亮相的 “明四家” 之一

的文徵明写给妻子的一封家书， 主要内

容是询问家中事宜， 问银钱是否够用，
并且叮嘱妻子在银钱上不要跟 家 人 计

较。 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在写给祝允明

的信中透露， 祝允明写的一篇文章妙句

令人惊叹， 但是酬劳却很少……
展厅正中央， 一张人物关系图引人

关注， 这是孙丹妍为此次展览专门制作

的。 “最开始整理和研究这批书札， 有

一个很大的困惑， 里面的人物关系太复

杂 ， 但画了这张图以后清晰了许多 。”
孙丹妍说， 这批书札虽然涉及 50 多个

人物， 但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 两

个人总有一条线可以将他们联系起来，
如姻亲、 师生、 朋友、 同僚、 父辈世交

等。 而明代吴门地区艺术风格的传播与

盛行， 和当地文人愿意抱团、 愿意提

携后辈、 愿意一起向上发展的风气是

分不开的。
明朝弘治十二年 （1499 年 ） 二

月， 发生了一起震动朝野的科场舞弊

案 。 其时会试刚 过 ， 尚 未 发 榜 ， 有

人 弹 劾 会 试 考 官 程 敏 政 徇 私 泄 题 ，
收受江阴考生 徐 经 及 苏 州 考 生 唐 寅

的贿赂 。 虽然 此 事 捕 风 捉 影 、 毫 无

凭 据 ， 但 弘 治 皇 帝 仍 然 高 度 重 视 ，
并永久剥夺了唐伯虎和徐经参加科举

考试的资格 。 在 此 次 展 出 的 明 代 名

臣、 书法家吴宽写给欧信的书札中，
他不仅为同乡唐伯虎鸣不平， 还恳请

照顾唐伯虎。

▲开 幕 预 展 现 场 ， 明

代 吴 门 书 画 家 书 札 吸 引 观

众驻足。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 大师或者特展，似乎是展览揽获超人气的标配。
而那些排起的长队中，有多少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又有

多少冲着名头而来、抱以猎奇心理

■ 有业内人士感叹， 只有常规展览以及当地人们

与博物馆、美术馆的日常关联，最能反映出大众对于艺

术的真实需求

汪曾祺短篇小说《受戒》

荨明代名臣、 书法家吴

宽在写给欧信的书札中， 为

同乡唐伯虎鸣不平， 恳请照

顾唐伯虎。
（上海博物馆供图）

周 卫 平

所 绘 连 环 画

《涿 鹿 之 战 》
内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