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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民间文学艺术丰富多彩，浩如烟海。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保持国家、民族的个性尤其重要，对民间文学艺术实施有效
的保护已刻不容缓。
我国自1990年《著作权法》颁布以来，各部门先后起草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民族民
间传统文化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不仅立法思路不清，亦都迟迟未能出台，懈怠的
保护已经造成某些民间文学艺术的永远消失。
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理论研究的不足和立法的滞后，与五千年文明古国、文化大国的地位极
不相称。
独特的历史传统要求我国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应当发挥领头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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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专门立法增强了民间文学艺术国内保护的综合性，使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手段多样化。
它立足于现有成熟的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
同时，又根据民间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进行适当的制度的变革。
传统知识产权客体与民间文学艺术存在的共性与个性关系，决定了这一思路是完全可行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可以制定《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综合保护是其
未来法律保护模式的合适选择。
在这部法律内，首先是建立特殊知识产权制度，即以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为基础，针对民间文学艺术的
特点，适当变革传统的版权、专利、商标等法律制度，为民间文学艺术设置相应的保护条件，规定其
权利主体的范围，确立其权利体系等基本内容。
同时，吸收《民间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中对民间民族传统文化的整理、抢救、许可、保护
等公法性的规定，并将《人权法》、《文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旅游法》等法律保护手段
融合进来。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特殊版权法为核心，知识产权法为主要内容并与其他法律相结合，私法为主，
公法为辅，两者相辅相成的立法模式。
实际上，这是一种对知识产权法有坚守，又有超越的保护模式。
《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可以避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和《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双
轨立法的模式，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规范冲突，实现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效保护，同时也节约了立法与
执法的成本。
　　我国历史文化遗产极其丰富，但对民问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理论研究的不足和立法的滞后，与五千
年文明古国、文化大国、地缘政治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鉴于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要求，我国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方
面，应当发挥“领头羊”的作用。
现在应该是我们付诸行动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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