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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间文学艺术(或称民间文艺)，对于人们来说并不陌生，从汉语的字面意思即可看出它大体上包括在
民间经过代代流传的各种文学艺术成果。
然而，问题又并非如此简单。
在我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民间文艺的内容丰富而杂乱，上至阳春白雪，下至下里巴人，既有“女
娲补天”、“牛郎织女”这样或雄浑或凄美的美丽传说，也有陕北民歌中乡土男女问最直白的情话唱
词。
甚至“白雪”与“巴人”这两个“境界”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同样适用于一件民间文艺作品。
《诗经》中所摘编的民歌即是很好的例子，其中一些民歌在今人看来文字古朴内涵深邃，绝不至将其
归为“下里巴人”，而究其历史源头，其中许多正是当时男女问生活化的情意倾诉。
再考察我国久远的历史，会发现历朝历代一方面见证着民间文艺的传承、演变，另一方面又造就着无
数新生的民间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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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而从内容上看，第6条第1款之二的规定方式也完全不同于第7条。
第7条以具体列举的方式规定了一系列特定的使用作品情形，比如，纯粹为个人目的的复制、合理引
用等。
每个情形的范围与条件都有各自不同的界定且十分具体，其规定方式及内容基本与各国版权法中针对
普通作品的典型的合理使用抗辩一致。
[1]而第6条第1款之二则显然与此不同，它仅以较笼统的方式规定了一大类情形，即公共实体的非商业
使用。
“非商业”是一个范围大而模糊的条件，不仅可涵盖第7条中大多数的合理使用情形，还包括很多第7
条未规定的情形。
“使用”一词也范围广泛，作为版权法的基本术语，它可包括版权法中与作者权利对应的一切利用作
品的方式，如复制、表演、广播等。
但是，第6条第1款之二在例外情形的实施主体方面却给予了一个范围很小的限定，即由“公共实体”
实施。
可见，该款对于作品使用情形的范围规定得十分大而灵活，但对其实施主体又限定得很严格，总体上
其规定方式笼统而简单，未根据不同具体情形分别界定享受例外的条件。
由此，第6条第1款之二在内容上也与第7条代表的版权法通常的权利限制条款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区别
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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