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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版权局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
文学作品版权管理的通知》，这对负责中国电
影文学学会和中国电视剧编工委维权工作的汪
海林看来，意义重大。汪海林认为，如果《通
知》落实到位，现有的抄袭作品侵权的问题就
可从源头上规避。

在汪海林的微博里，写着这样的话：
“《锦绣未央》的火，让我觉得心寒。因为这
部电视剧的原著小说是一本抄袭之作，不仅如
此，它在抄袭界简直是一座‘丰碑’，身后赫
然一条抄袭小说的IP化套现之路。”

是谁在挑衅？

今年3月，一位女大学生志愿者找到汪海
林，举报《锦绣未央》是一部涉嫌抄袭作品。
举报者称，原著小说叫《庶女有毒》，作者抄
袭200余本他人作品，294章共265万字的内容，
其中只有9章为原创，希望从汪海林这里获得一
些专业的意见和帮助。看到志愿者们收集的信
息，汪海林十分震惊。

汪海林说：“捍卫版权不能羞羞答答。热
心维权者联系到十几个被侵权者，但大多数不
愿诉讼，一是怕麻烦，二是怕事，还有的呢，
是他自己也是抄别人的，不敢出头。诉讼的尴
尬事是没有钱。我问了一下律师，律师说，没
法合在一起告，得分别告，一个十万元，十几
个就得一百多万元的诉讼费。后来又换了律
师，把诉讼费降到了最低。然后，我们发起募
捐，用半天时间，把诉讼费的十几万元就众筹
齐了，交给律师事务所，现在正在诉讼期间。
如果判决胜诉，有可能申请财产保全，要求电
视剧停播。我估计来不及了，快播完了。”

电视剧开播后，汪海林发现，他所在的一
个电视剧微信圈里，有人不停地发《锦绣未
央》的吹捧文章，他了解到，发文章的是这个
剧的制片人。“我就把抄袭的文章发到群里面
了。这个女制片人很生气，说，汪老师，你再三挑
衅我，我不得不说了，咱们法律去解决吧。我说，
我一直很同情你们制片方，我认为你们是被骗
了，版权本来就不清晰，是被骗了。希望你们有个
好的结果，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你们好像知道是
抄袭，觉得无所谓，应该是看中抄袭的自带热度，
因为能省许多宣传费用。到底是谁在挑衅？她
不吱声了。明知抄袭，还要制作，只要挣钱就
行。这就是没有廉耻。”

“我们无法影响政府的决策，也无法影响
播出平台的决策，投资人更指望不上，只能指
望自己。我希望编剧同仁不要助纣为虐。职业
编剧，要有节操，少一个去参与改编抄袭作
品，投资人做这个事儿的困难就增加一分，哪
怕为他们增加了一丝一毫的困难，也显示出我
们专业的力量。我个人会在我所在的协会（中
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中国电视剧编工委）号召会
员不要做这样的事，我希望能够在协会内推动
一个章程，明知是侵权作品仍去参与改编的，
退出协会。”汪海林表示。

没有IP就没法拍电影吗？

IP，Intellectual property，即著作权、版
权。这是互联网企业炮制出的一个概念，网络
小说、神话传说、网游，甚至一个“网红”、
一句话，只要有一定的粉丝群、可开发潜力巨
大，都可成为影视剧IP。所谓“IP”必须是热
门，有炒作空间。比如，早在改编前，《锦绣
未央》的原著就涉嫌抄袭，就有了热度。IP剧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互联网资本的进入。

汪海林引用朋友的话说，“目前所谓的热
门IP，总结下来只有四个故事：《霸道总裁爱
上我》、《满朝文武爱上我》、《花魁大长腿
之贴身龟奴》、《鬼吹牛、鬼吹蜡、鬼吹
灯》。你看看，《锦绣未央》不是如此吗？”

去年底阿里影业副总裁徐远翔在“原创与IP
相煎何太急”论坛上称，“现在没有IP就没法拍电
影，这是肯定的。……我们不会再请专业编
剧……我们会请IP的贴吧吧主和无数的同人小
说作者，最优秀的挑十个组成一个小组，然后再
挑几个人写故事……跟杀人游戏一样不断淘汰，
最后哪个人写得最好，我们给重金奖励，然后
给他保留编剧甚至是故事原创的片头署名。”
对此，汪海林的态度是：不值得一哂。

“互联网、资本、金融，杀进来了。唱片
业投降了，影视业现在已被叫做是传统影视业

了。”汪海林说，“但伟大的作品，都是一个
编剧，而不是呼呼啦啦一大群乌合之众。”

汪海林对互联网进入影视剧的历程作了如
下的分析：3年前互联网企业无法参与到影视制
作中来，他们就是一个跟班儿的，因为他们买
不起影视版权。当时，电视剧卖网络版权，也
就是10万块钱一集。影视公司，制作单位，包
括电视台，都瞧不起互联网企业。

到了2013年以后，互联网企业，特别是视
频网站，获得了大量投资，烧钱。进入到影视
创作中来以后，他们发现，依然没有话语权。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随着“一剧两星”政
策（一部剧，只能两个卫视播）的出台，电视
剧的销售价格，一下子去掉了一半，而这个时
候，互联网企业，收购价格上来了，价格是电
视剧的销售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当销售额占到
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的时候，你作为卖方，就
得听他的了。你这个戏要不赔钱，必须要互联
网进来，这样互联网企业的话语权一下就大
了。“‘一剧四星’的时候，根本不用理他
们，但是现在不行了。互联网企业进来后，不
是说要怎么拍，而是说：拍我的，我告诉你拍
什么，我要换成我互联网演员，‘网红’，小
鲜肉。要有‘网感’，最有‘网感’的，就是
从网络文学里改嘛。

网络文学在哪里？都在我这儿。所以马化
腾有一次讲，说我有1000万个文学作品，也就
是1000万个IP，按照他的逻辑，影视行业，要
想挣钱，必须要有互联网企业进来，要我进
来，必须拍我指定的内容。这就是IP的实质。
他们不需要专业的人士，只需要一个概念。所
以，郭敬明、韩寒都进来了，他们哪会拍电
影？简直瞎胡闹嘛。

还有一个人说，要拍21岁为主体的电影，
电影院观众是21岁的人吗？我觉得这是他们制
造的一个谎言吧？观众是偏年轻化，但绝没年
轻到21岁，为什么要制造这样的谎言，这就是
互联网企业的需要，他们的受众就是年轻人。
我们中国的人口结构，60后是三亿人，70后是
两亿人，80后是两亿人，90后是一亿人。我们
全国的影视产业，只为90后这一亿人服务吗？
全世界哪个国家只给90后拍影视剧？一个都没
有，就中国这样。为什么？互联网企业需要。

大家看影视的所有乱象，都是互联网企业
带进来的。渗透的所有的诉求，价值观体系的
建立全部是按照互联网的规则在建立。它是不

是代表文化发展方向？我认为不是。我强调要
拍全民电影，因为我的父母，80岁了，还进电
影院。IP是财务思维，不是创作思维，不是制
作思维，本身就违背创作规律。囤积一批创
意，然后撬动投资，打通产业链。”

“购片人就买小鲜肉的剧，

这是为什么？”

作为业内人士，汪海林对影视市场充满深
深的忧虑。他说：“我们的电视台，本来就面
临互联网尤其移动客户端的挑战，不去强化自
己仅有的客厅优势，反而跟着去追IP、追90后
观众，这不是自寻死路是什么？90后是用移动
客户端看剧的，他们就算宅男宅女，也基本不
看电视。网文阅读与游戏的主体确实是90后，
但电视剧的主体绝对不是，为了拉回年轻观
众，演员、题材都向低龄化靠拢成为不少电视
台的购片导向。购片人就买小鲜肉的剧，这是
为什么？这不是色情狂吗？！”

电商蓬勃发展后，人足不出户可以买到东
西，逛街的人少了，宅在家里的时间大大增加了，
电视台应当抓住这个机遇，将观众锁在客厅。

说起服务90后，汪海林做过《一起来看流
星雨》、《一起再看流星雨》等。“90后喜欢
算不上什么标准，它是一部剧而已，不在专业
评判的体系里面。你可以针对特定的人群，这
没问题，但是电视台是公共平台，不是收费的
个性化平台，不是专门针对某个年龄层的平
台。影视剧的所谓‘网感’，是什么？打个比
方，互联网+足球可以用‘网感’来挑选球员打
中超，各队都找小鲜肉球员，会不会踢球无所
谓，是小鲜肉就行。原来的球员又贵、脾气又
不好，会踢，你们世界杯也出不了线啊，反正
中超我们自己玩。数据可以刷，就说每场球观
看人数有20亿点击量。这样，我们就可以打造
出全球最膨胀的足球联赛了，跟电视剧一样膨
胀！我们现在的影视行业，被假数据包围着，
甚至市场的趣味也是伪造的，伪造了一个市
场，伪造了观众的口味。造假者，原来卖盗版
书盗版碟的，现在都开始买卖IP，一部戏，资
本平台、数据平台、播出平台整合好，不红也
得红，没红可以装作红了。我们圈内人都知
道，有些剧拿第一第二是靠虚假数据，所以收
视率第一没什么好嘚瑟的。”

2500多年前孔子就说：“后生可畏,焉知来
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
畏也已!” 未来肯定是年轻人的，但作为专业
人士的长辈，适时提供年轻人成长的好环境，
提供滋养心灵的好作品，是功德无量的。汪海
林说。

编剧要保持一个行业的尊严

“抄袭”在编剧圈是个复杂的问题，如果
没有受害人出来诉讼，很多事儿就不了了之
了。琼瑶女士公开表达对于正的不满，于正如
果及时道歉并主动沟通，这件事可能会有另一
个走向。

2014年12月5日，汪海林是作为琼瑶女士一
方邀请的专家辅助人出庭的，他只是义务地来
履行专家辅助人的责任，与琼瑶不存在一分钱
经济的或其他利益方面的关系。“我看了看
《梅花烙》和《宫锁连城》的内容，包括故事
简介和剧集内容，一个职业编剧很容易得出结
论，这两部剧高度相似，尤其主角主线部分。
我接触到的所有编剧，都表达了对于正行为的
不耻。”

在法庭上，汪海林履行了专家辅助人的职
责，他指出，在影视剧本创作中，合理借鉴是
业界常态，一般来说有借鉴人物形象、人物关
系、剧情、桥段等，这些部分的单独的、个别
的近似性是业界所能接受的，比如剧情类似，
但主人公的设置不同，是可以的。比如《敢死
队》的作战任务与很多影片类似，但人物形象
和人物形象组合有其自身特点。有的是人物形
象近似，比如不同作品都写一个粗心大意的女
护士做主角，但是具体人物关系和戏剧任务完
全不同，也是可以接受的。业界不能接受的是
从故事核——— 人物关系——— 剧情——— 桥段同时
具有高度近似性，这就有抄袭嫌疑。

剧本的抄袭与文字作品抄袭不同，未必要
完全一样，主要抄袭的不是具体台词而是戏剧
设计。

汪海林说，编剧这个行业的人都应该坚守
底线，保持一个行业的尊严。行业要有自己的
规范，署名要规范，利益分配要规范，创作中
借鉴和抄袭的边界要规范，不要什么事情都推
给法律，法律是最后的底线，行业需要自己约
束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导演享有电影著作权吗？

汪海林是敢于发声的编剧。记得4年前，由
他编剧的《楚汉传奇》开播前，公开炮轰导演
高希希，指责剧组在海报上不给编剧署名，
《楚汉传奇》打着“高希希作品”的旗号，只
强调导演的个人作用。“有时候，想控制自
己，但管不住。路见不平，就吼出来了。”汪
海林说。

汪海林说，影视产业的核心，就是版权。
编剧的作用，明显被低估，没有剧本，最起码
的，你无法立项。那时候，立项时还没有导演
呐。《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归
属”部分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
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
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
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
同获得报酬。”电影著作权，跟导演没有关
系。“导演很重要，甚至在电影中最重要，我
们都承认，但是你没有著作权，应该说，导演
和歌手的情况是一样的，歌手不可能拥有歌曲
的版权，歌手只拥有自己表演权和与表演权相
关的权益。导演也一样，应该是拥有署名权和
获得报酬权，著作权与导演无关。”

《著作权法》还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
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的剧本、音乐
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
著作权。”

“单独使用”这几个字很重要。导演的工
作融合在与各个艺术部门的合作中，不可分
割，不可单独使用，这是导演们面对著作权法
无法突破的一个事实。

“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导演拥有著作
权。据我所知，日本的电影版权属于制片者和
编剧，美国只属于制片者，中国的著作权法是
学习美国的，但是，编剧拥有可以独立使用的
著作权，是全世界通行的。”汪海林说，“我
们的导演应该很清楚，至少在目前，中国任何

导演，不拥有著作权，因此，所谓‘某某作
品’这样的字幕放在自己影片里，是违背《著
作权法》的！首先侵犯了制片者也就是版权拥
有者的权益。”

把专业的交给专业

汪海林说，内容生产有个基本规律，一是
创意，一是表达。创意可以由业余人士参与，
比如美剧《越狱》的创意，来自于一个女秘书
写在便签纸上的一行字：“一个人为救他的哥
哥，他主动入狱”，老板看了觉得不错，这个
可拍个戏，于是找专业的编剧策划《越狱》的故
事，到现在拍了一、二、三季，片头永远有这个女
孩的名字，美国对创意源头的保护很严格。表达，
就必须是专业的，把专业的交给专业。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不止一次
讲，文学是电影的母体，足够的文学精神和品
格是评价一部电影的重要标准。目前中国电影
数量虽多，但优秀作品有限，根本原因就是文
学品格弱。我们剧作力量特别薄弱，这么大的
国家没有一支完整的专业编剧队伍。汪海林
说，“在花园里过夜的不一定都是夜莺，编剧
里有好中差，保证文学品格，是基础。我推荐
一种模式，是优秀职业编剧薛晓路（《不要和陌生
人说话》的编剧）他们的创作模式，具体说，就是
薛晓璐与姜伟（《潜伏》的编剧）、林黎胜（《寻枪》、

《天下无贼》的编剧）三个人互为策划，比如，姜伟
任《潜伏》编剧时，策划是薛晓路、林黎胜。林黎胜
任编剧时，策划就是姜伟、薛晓路。以一人为主，
其他两人参与，一起磨一部戏。他们的策划会，我
也参加过，非常直接，不好就是不好，作品一点不
讲面子，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样，出品人也非
常省钱，实际上你花一个编剧的钱，你请了三个
一流的编剧，因为那两个不是冲老板，而是冲薛
晓路的面子来的，老板最后请吃个饭，就过去
了。这就是专业编剧的能量。”

把专业的交给专业，首先是尊重专业。汪
海林说：“不是说剧本不可以改，一个剧本在
成为好剧本之前，都是反复修改的。我们有些
演员，随心所欲地乱改台词，那是对剧本的极
大不尊重。对剧本有意见，演员应该告诉编
剧，说服编剧去改。我和陈道明合作，有一次
他在现场，想改几句词儿，打电话给我，我驱
车几十公里，在现场商量了对白，用圆珠笔写
在打印纸上，给导演看过后，陈道明老师去一
间小屋背词，注意，是编剧写，演员依然要背
词，而不是现场乱来。好莱坞也如此，施瓦辛
格想改一句台词，在《魔鬼终结者》里，就是
那 句 著 名 的 “ I ' l l b e b a c k ” ， 他 想 改 成
“Iwillbeback”，这两句，字面意思完全一样，
前面只是一个简写，但导演卡梅隆坚决不许
改，最终他没有改成。”

汪海林最后表示，IP剧制作扬言不要专业
编剧，蔑视影视剧的专业性。长此以往，电视
剧就进入了低俗的、低级的叙事，而且一低再
低，彻底远离了那些经典叙事，自然也就远离
了艺术的辉煌。

“我们说讲中国故事，走向世界，文化输
出。怎么输出？能打动中国老百姓，外国人也
一定会被打动，不要老去想着走出去，真正走
向世界的演员是李小龙和成龙，我们影视人得
向他们学习，他们塑造的形象是中国人的形
象，不愿意被欺负。成龙在第三世界特别受欢
迎。我们说的走向世界，不能仅仅局限于走向
西方，进而缩小到走向美国。第三世界，难道
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吗？我们电影占领亚非拉的
市场不行吗？那不叫走向世界吗？说中国故
事，首先要有中国立场中国风格，中国表达。
冯小刚的实践足以证明，在中国大陆成功，也
就是成功了。我们的市场很可能成为全球第一
大市场。我们的电影导演，制作人应该自信，
针对我们的第一大市场做好电影，然后再谈走
向世界的问题。在世界格局中，我们在文化上
没有多少话语权，很多电影人，没有基本的骨
气，在西方面前是软骨头。所以，我们的专业
人士首先要挺起腰杆。”

著名编剧汪海林的作品《楚汉传奇》、《一起来看流星雨》、《神医喜来乐》、《铁齿铜牙纪晓岚》、《说好不分
手》等有很好的口碑。近年来他热心维权，引起关注。2014年底琼瑶诉于正抄袭《梅花烙》案开庭，他为行业规矩出庭担
任“专家辅助人”。今年11月，他披露热播剧《锦绣未央》的原著涉嫌抄袭，建议相关人士理直气壮地维权，并发起众筹
诉讼费，再次成为焦点。11月24日，汪海林在济南就作品侵权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汪海林：《锦绣未央》的火，让我觉得心寒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世界首台糖果3D
打印机现英国

世界首台糖果3D打
印机登陆英国。这台打
印机能够将手绘图案、
信息，甚至是自拍照统
统变成糖果。许多好莱
坞 明 星 对 此 十 分 感 兴
趣，纷纷将自己的自拍
照打印成糖果。

瑞典美女飞行员
大秀高难度瑜伽

29岁的女子马林·吕
德奎斯特是一名瑞典航
空公司的飞行员，繁忙
的工作之余，这位美女
飞行员喜欢通过练习瑜
伽来放松自己。

泰国猴子自助餐节
猴群乐享美食

泰国华富里，一年
一度的猴子自助餐节举
行，三塔寺的猴子们尽
情享用美食。猴子自助
餐节于每年11月份的最
后一个星期日举行。

男子欲用胡子提
64公斤重物

一名印度男子为打破用
胡子提拉重物的世界纪录，
目前正在训练用胡子提起重
达140磅(约63 . 5公斤)的人。
该男子称此举目的是为了让
家族名望永载史册，但此举
却引起许多争议。

汪海林说，明知抄袭，还要制作，只要挣钱就行。这就是没有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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