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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任务的提出，文化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条例制
定、机构健全和舆论宣传等实际工作也有计划地一步步向前推进；尤其是舆论宣传，力度一年比一年
加大。
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每年都会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等渠道，宣传知识产权
保护，促使人们知识产权意识不断增强。
然而，毕竟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在我国开展的时间还不长，许多人至今对此依然感到陌生，存在认识上
的误区和知识盲点。
于是，一方面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纠纷也日益增多。
要改变这一状况，除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外，还应采用多种手段，形象、生动、理性地普及知识产权保
护与管理方面的知识。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和上海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的支持下，上海文艺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组织编写了这本《天下没有
免费的午餐——文艺作品知识产权诉讼案例辨析》。
收录在这本书中的20个案例，是近年来发生在上海的有关知识产权归属的诉讼，内容涉及电影、电视
、文学、戏剧、小品、音乐、歌曲、美术以及(手机)短信和网络(小说)，几乎涵盖了各主要文化艺术
门类。
其中有些案例，由于系争作品影响较大，当事人社会地位和威望较高，曾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媒体
的热议。
待到尘埃落定，是非分明，已历时数年之久。
当然，法院最后的判决是公正的，不仅厘清了法律关系，明确了权属，而且也为日后同类案例的审理
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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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普及宣传知识产权保护的通俗读物，收录的20个案例，内容涉及电影、电视、文学、戏剧
、小品、音乐、歌曲、美术、手机短信和网络小说各主要文化艺术门类，撰稿者们没有满足于案由、
案情的介绍，而是立足反思，从不同侧面剖析侵权发生的原因，使本书具有了较强的可读性、思辨性
和开创性意义，读之犹如上了一堂法律法规知识的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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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芭蕾舞跳和谐——芭蕾舞剧《白毛女》著作权纠纷案辨析合同是不能被忘却的——电视剧《长恨歌
》著作权纠纷案辨析法律不会原谅任何疏忽与无知——长篇小说《围城》汇校本著作权纠纷案辨析“
和为贵”是最圆满的结局——电视剧《沙家浜》版权纠纷案辨析移花接木岂能结下好果——假冒吴冠
中署名作品纠纷案辨析抽丝剥茧，还原历史真相——杨飞飞名曲伴奏作曲署名权纠纷案辨析常识和常
情——电视剧本《王亚樵传奇》著作权纠纷案辨析请尊重“红色经典”——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
光盘著作权纠纷案辨析不能忘却的权益保护——陈佩斯小品著作权纠纷案辨析网络短信侵权第一案—
—网络短信《我们俩》著作权纠纷案辨析搜狐“搜”获了什么——网络小说《上海相亲情人》著作权
纠纷案辨析课题合作者署名权应受到保护——课题合作图书署名权纠纷案辨析网吧侵权，有多少道不
出的隐痛——网吧播放影视作品著作权纠纷案辨析将美术作品维权进行到底——赵渭凉画作被复制销
售纠纷案辨析T台大赛落幕后的诉讼——模特大赛摄影作品纠纷案辨析基于民间艺术元素的创作同样
拥有版权——画册《京剧脸谱》系列版权纠纷案辨析“冤冤”相报何时了？
——梨园名篇署名权纠纷案辨析勿以恶小而为之——因疏漏而引发的图书署名权纠纷案辨析公益不应
忘私权——豫园宣传画著作权纠纷案辨析“免费下载”不免费——音乐专辑《我不是天使》信息网络
传播权纠纷案辨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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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个人作品直接的确定方式就是“署名者”。
《著作权法》规定，“若无相反证据，在作品上署名的人即视为作者”。
在一般情况下，“相反证据”是比较难以获得的。
第三，《著作权法》认定职务作品有严格的限定，若无相反的证据，在作品上署名的作者即为作者。
第四，在相关的演出及宣传资料上，署名为“编导”的应拥有编剧和导演身份。
他们拥有双重身份——编舞和导演，对《白毛女》享有版权的是编舞和剧本的创作。
第五，音乐作品中的配器享有版权。
配器应该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作，是个人根据自己的感受和对音乐的认识进行创作的智力劳动，
具有独创性。
弄清楚上述法律问题后，代理律师又分析了芭团可能存在的抗辩思路及对策，如芭团会主张芭蕾舞剧
《白毛女》是集体的智慧，由集体创作而成，版权应归法人所有。
对此，代理律师形成了三点反驳意见。
1.按照著作权法规定，若无相反证据，在作品上署名的即为作者。
如果是集体创作，那署名的应该是集体的名字，或者是某个组织的名字，而非本案的原告。
2.即使是职务作品，也是一般的职务作品，作品依然属于作者，单位只是享有优先使用权。
况且能够使用的是上海舞蹈学校，而非芭团。
3.据著作权法规定，编导和音乐作者可以享有独立的版权。
当然，芭团还可能主张创作《白毛女》是上海舞蹈学校提出并发出指令的，编排《白毛女》使用的是
舞蹈学校的场地和演员，所以版权应该归单位所有。
对此，代理律师又形成了如下五条反驳意见：1.舞蹈学校提出并发出指令，不足以说明《白毛女》是
法人作品，况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法人作品一定要署法人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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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上海文艺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隶属上海市文联。
自2004年11月成立以来，一方面受司法机关，主要是法院委托，根据原、被告双方争议要点，组织鉴
定人及专家对涉案作品进行鉴定，并出具书面鉴定意见供司法机关质证采信；另一方面，立足为文艺
工作者服务，根据艺术家的要求，答疑解惑，提供法律咨询。
成立至今时间虽然不长，两方面的服务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受到了艺术家们的好评。
然而，从实际工作中我们发觉，尽管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从上世纪80年代初已着手付诸实施，相关法
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颁布也已近20年，但时至今日，许多人对此依
旧一片茫然——侵权了糊里糊涂不明所以，被侵权了不知怎么去讨回公道。
总之，无论是侵权还是维权，所多的是非理性作为。
即便临到走上法庭，祈求法律的公正裁决，仍抱有侥幸心理，硬着头皮决胜负，乃至一审不服打二审
，结果徒然增加了费用开支不说，还白白赔进了许多宝贵时间与精力。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在我国开展的时间毕竟还不长，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也不够大，以及认识上
存在偏差等，导致了人们知识产权意识的淡薄。
要扭转这种状况，尚有待时日，继续努力。
但除此而外，是否可再另有所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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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文艺作品知识产权诉讼案例辨析》：多年来围绕文艺知识产权的争议，林林总
总有过不少案例，作品不乏 经典名作，当事人也不乏著名作家和艺术家，争议初起之时，方方面面十
分关注，大小媒体争相报道，及至水清鱼现，举凡卷入其中的当事人，乃至局外的热心“看客”，无
不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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