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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
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
协”）向社会发出公告，通知
K T V 设 备 和 系 统 服 务 商
（VOD）及KTV经营者删除非
音集协管理的部分作品。音集
协表示，本次公布的六千多首
音乐电视作品的权利人均非
音集协会员。

短期来看，音集协此次大
规模下架未经授权的音乐电
视作品，可能会对市场造成一
定的影响，会给KTV的经营者
带来一定的损失。但从长远的

前景来看，必须清醒地认识
到，删除未授权的歌曲是保
护 知 识 产 权 道 路 上 的 一 种

“阵痛”，一种给音乐创作人、
KTV经营场所等带来利好的
“阵痛”。

删除这些未授权音乐作
品，首先是对音乐创作人权益
的保护。如今，虽说我国正逐
步加大对音乐领域的知识产
权保护，但仍有部分KTV、音
乐网站大量使用未经授权的
音乐内容并借此牟利，这大大
挫伤创作者的创作热情，对中
国音乐产业的发展极为不利。
此次音集协大规模下架未经
授权的音乐电视作品，就是要
遏制这种侵权的乱象，营造一

个对音乐作品合理保护的市
场环境，激发音乐人的创作热
情，从而推动中国音乐产业的
健康发展。

删除这些未授权音乐作
品，也是对KTV行业的保护。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
KTV经营者使用他人音乐作
品，向消费者提供点唱服务，
本就负有向著作权人获得授
权并支付版权费的义务。然而
长期以来，KTV经营者普遍存
在版权意识薄弱的现象，将大
量未经授权的音乐作品用于
非法牟利，面临的版权法律风
险较高。KTV也因此被音乐人
视为“侵权高发地”。据音集协
副总干事马继超透露，在要下

架的这6000多首音乐作品中，
一些权利人或者其委托的代
理公司已陆续向KTV经营者
提起侵权诉讼，严重影响了行
业的景气。

音集协此次通知歌厅删
除侵权使用的音乐电视作品，
只是清理和规范曲库的第一
步，渠道肃清并规范后，音集
协将持续不断最快捷、最直接
地向KTV场所提供最新的正
版、高质量会员作品，同时在
渠道上彻底杜绝KTV曲库使
用未经授权的作品，以促使更
多的权利人入会。从长久的目
标来看，音集协采取这样的措
施必将使KTV版权市场更加
规范、更加繁荣。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要进
一步推进国内KTV版权付费
制度的建立，从而真正起到维
护创作人、KTV经营者各方利
益的效果，KTV版权费势必
不能成为一笔糊涂账。音集
协作为行业协会，应当对版
权归属、收费标准、收入分配
方式等相关事项进行更细致
的梳理，让维权措施操作起
来更透明更富公信力。只有
站在KTV从业者、创作者的
角度思考问题，才能从根本
上 解 决 音 乐 版 权 的 侵 权 问
题，否则，那些为了维护市场
良性运转而建立起来的维权
机制，可能会蜕变成KTV行业
发展的绊脚石。

“六千首歌曲下架”是必须经历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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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玩命”的中学就会有“快乐”的大学

□金新

“不能搞‘玩命’的中学，也
不能办‘快乐’的大学。一部分
学生天天打游戏、天天睡大觉、
天天谈恋爱，‘醉生梦死’的日
子一去不复返了。”在日前举办
的2018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
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
岩这样说道。

这样的“宣告”恐怕有点儿
过于乐观了。有“玩命”的中学

就必然有“快乐”的大学。教育
是一个系统工程，应注重衔接；
否则，“荒地”生焉。我们的中等
教育与高等教育确实也在注重
衔接，可那只是智力因素上的。
每年高考全国各省市文理“状
元”一公布，不仅出状元的学校
手舞足蹈高调庆贺，各大名校
也往往把网罗高考“状元”当作
一个重要的目标并为此沾沾自
喜。表面上看，这种“状元情结”
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的陈腐教育观在作祟。其实，表
象的背后是教育链接上对智力
因素的过度推崇——— 过于看重

试卷所呈现出来的智力状况，
而对考生作为生命个体的情
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重视不
够。

一项调查显示，高校里那
些留级或被退学处理的“问题
学生”，超过八成沉迷于网络娱
乐，不仅经常通宵上网，还因为
沉迷网络游戏或是网上看碟片
而经常逃课，导致成绩滑坡。长
此以往，大多出现了生理和心
理异常，严重的表现包括情绪
低落、思维迟钝、自我评价降低
等种种症状，医学诊断称之为

“网络性心理障碍”。这些“问题

学生”显然大都属于高智商人
群。曾几何时，这些人可能还是
某些中学赖以吹嘘的资本。习
惯屈从于狭隘教育观的中等教
育，常常忽视受教育者自身需
求和身心发展的规律，忽视学
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观能动
性，以至于，在被动性应试教育
与高等教育的自主性教育之
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形成

“教育的荒地”。被动承压的中
学生们一旦从“玩命”应考的状
态下挣脱出来，往往会丧失必
要的自控能力，在“教育的荒
地”上尽情地补偿着被剥夺的

欢乐。
关于人生的内涵，在我们

的词典上通常是这样解释的：
“人生是指人的生存以及全部
的生活经历。”而实际上，恐怕
这样的诠释才更接近人生的真
谛：“人生就是人为了梦想和兴
趣而展开的表演。”在这个意义
上，应试教育更多是为了“生
存”；素质教育则更多是为个性
化的“表演”。生存固然重要，但
为此而泯灭个性，代价实在过
于惨重。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朱文龙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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