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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复旦大学宣传片是否是抄袭，如
果简单把“拿来”已有的元素作为判断抄袭的
依据，那么因为“抄袭”而诞生的经典，并不在
少数。

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李如春长期研究交
响乐，英国作曲家蒂皮特的《第三交响曲》是
他最欣赏的交响乐曲之一，压抑低沉的曲调，
营造出二战集中营的残酷。然而在乐曲中段，
出现了贝多芬《欢乐颂》的完整元素，几乎是
完全照搬。明朗欢快的曲调，带来出乎意料的
惊喜。

“《欢乐颂》表现的是人类皆兄弟的理想，
与集中营残杀的现实一对比，产生了更为强
大的震撼力。”从而，这段“抄袭”也成为交响
乐的经典。而国人引以为傲的唐诗，也有不少
是“抄袭”的成就。比如李白借鉴崔颢《黄鹤

楼》的诗体，写下了《鹦鹉洲》。“总为浮云能蔽
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成为千古绝句。

这种“拿来”，在绘画领域甚至演变成了
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叫“拼贴艺术”。最初是毕
加索在画布上黏了一片印有藤编图案的油
布，以此取代在画布上画出藤编图案。此后，
艺术家们纷纷效仿，报纸照片、海报图片都被
直接拿来作为艺术的一部分。

那么问题来了，“抄袭”怎么还能成为一
种艺术形式？在李如春看来，“拿来”和“抄袭”
有着不同的概念。“把别人的东西全盘照搬，
叫做抄袭。拿了别人的东西，当做自己的一部
分，并且有了创新，那就叫借鉴创作。”对此，
史学理论研究者章益国表示，前人有过比喻：
有的如蚂蚁搬家，人家的东西，只是搬来而
已；也有的如蜜蜂酿蜜，博采百家，而自立机

杼，成一己之言。形式上是否像“抄袭”是次要
的，能否在传承因袭效仿中，产生不尽同于前
人的新东西才是关键——— 哪怕只有一点点。

而“抄袭”的目的也是定性的关键所在。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李振聚说，有
些书籍的撰写，就是要“抄袭”，比如《汉书》抄
袭《史记》中关于西汉史实的部分，既有事实
已有定论，拿来未尝不可。还有电影桥段的致
敬，借用经典电影镜头作为“彩蛋”，而不成为
电影的主要内容，给了观众出乎意料的惊喜。

相形之下，几乎是全盘照搬人物命运和
故事情节的于正，毫无疑问地抄袭了琼瑶。而
复旦大学的问题正在于，相对于东京大学的
原片，新元素太少，或者说太弱。制片方引以
为傲的“真人真事、试飞悬念、时空错位、主角
与老先生们的深度互动”不足以打动观众。

那些抄出来的经典

不过，也用不着过分苛责复旦大学顶着名校光
环做出的无耻行为，古代的大家们，不少也有抄袭的
黑历史。

如今不存在争议的中国首起剽窃案，应该是晋
代郭象剽窃向秀。

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雅好老庄之学，据说水平
很高，他注解的《庄子》，可以让读者“超然心悟”，一
向专注玄学的郭象自然也很佩服。但他不甘于当一
个摇旗呐喊的小粉丝，等到向秀去世，郭象就把向秀
的《庄子注》拿来，象征性地补充了一点自己的注解，
改头换面，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出去发表了。就在他坐
等功成名就之际，突然发现向秀的《庄子注》在生前
就有流传，为了找个台阶下，郭象号称此举是为了发
扬向秀思想，不过这话也只有他自己相信了，从此郭
象的形象一落千丈，他剽窃向秀的事迹也千古流传
了下来。

但是，郭象的糗事却激发了一些文人不费吹
灰之力到达人生巅峰的欲望。东晋历史学家虞
预，受当时“晋史热”的影响，突然产生了撰写晋
史的兴趣，但他却对晋代朝廷事实一无所知。当
得知时任著作郎的王隐正在撰写《晋书》，他便数

次拜访王隐跪求指教。熟络了以后，很傻很天真
的王隐把自己的著作借给虞预参考。虞预拿走之
后直接窃用，四处散播，借此上位，成为豪门望
族。吃了哑巴亏的王隐只能私下抱怨几句。没想
到虞预听了去，四处拉拢朋党迫害排挤王隐，最
终可怜的王隐被罢官为民。

古往今来抄袭者众多，不过能像虞预这样抄得
厚颜无耻、惨绝人寰的，还真是罕见。唯一能与之抗
衡的，或许是唐朝著名诗人宋之问，宋之问意图窃取
其外甥刘希夷《代悲白头翁》未果，恼羞成怒，令家奴
用土袋将刘希夷活活压死。“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
年年人不同。”如此浪漫的诗句背后竟隐藏着如此丑
恶的人性，不得不让人唏嘘。

类似于何法盛剽窃嬉绍《晋中兴书》，释宝月抄
袭柴廓《行路难》，卓明卿盗取张之象《唐诗类苑》等，
古代诗文抄袭不胜枚举。到了明清时期出版业发展
成熟，剽窃之风更是有增无减。

此外，整理收纳式的创作，也不能算是“安全
岛”。比如明代文学家钟惺，编《周文归》，割裂删节

“三礼、三传、国语、楚辞”等书，拼凑而成，出版赚钱，
从创新价值和目的来看，自然也属抄袭。

抄袭背后的恶行和命案

苏轼被盗版连累入狱

全中国都在抄，

你骂得着复制大学吗

本报记者 张亚楠

复旦大学，哦不，复制大学，应该
感谢长江沉船事件，因为当所有的人
心都被沉船紧紧压着，就没人去操心
一所大学的宣传片是否抄袭了。但，
复旦，你心里过得去吗？

当然过得去。现在，也包括过去，
全中国都在抄——— 你敢发誓你论文
一次没抄过，考试一次没抄过，作文
一次没抄过？这么一算，估计能问心
无愧大骂复旦的人，就不多了。只不
过，小人物的抄袭没人关注，自己也
很容易原谅自己，但国家高级学府的
抄袭，事关教育和风化，是坚决不能
原谅滴。

我们生活在一个抄袭成灾的时
代，而高校正是抄袭现象的重灾区之
一。和大部分高校相比，复旦的抄袭
绝不是最糟的。记得几年前，广州两
所知名高校的校长被爆料其博士论
文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抄的。中国工程
院院士、原暨南大学校长刘人怀一言
既出，震惊四座。高校一把手都在抄，
那我们还能要求老师和学生们什么
呢？

后来，经媒体证实，刘人怀说的
两位高校校长是原广州体育学院院
长许某和原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
某。这两人最后如何处理我们不得而
知。据称，尽管抄了一半多，某校长最
终只被判定为“引证不规范”。

眼光放到高校和学术之外，这样
的奇葩事也不少见。2006年，郭敬明所
著《梦里花落知多少》被判定为抄袭
庄羽的《圈里圈外》，抄袭风波未平，
郭敬明却被作家王蒙推荐加入中国
作协。

“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是从中国
作协开始的。60多年前，马叙伦在新文
化运动时期曾被傅斯年举报抄袭胡
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事发后马叙
伦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而是逮着机会
就说傅斯年、胡适等人的坏话。新中
国成立后，马叙伦反而被任命为第一
届教育部部长。

这样一看，我们就明白了。说白
了，这次复旦抄袭是撞到了枪口上
了。可看看我们身边，有那么多人抄
袭过后不了了之，甚至积累资本，加
官晋爵。经济学中有句话，劣币驱逐
良币，当潜规则对创新不利，抄袭必
定愈演愈烈。

所以，您还有心情去骂复制大学
吗？

版权问题历来与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印刷术
被公认为催生出版权制度。我们知道，远在欧洲人
使用印刷术之前，这项技术就已经出现在了中国，
那我们的版权制度怎么没有应运而生呢？

这背后有历史的独特性。从春秋战国开始，士
子们成为著书立说的主体，由于诸侯国的重视，入
仕从政成为他们人生的重要选择。于是寒门士子多
走由门客入仕的道路，李斯就是其中成功的典范。
作为门客，就要贡献想法，供主人采用，然后换取功
名，署名不必要。《韩非子》就说：“主卖官爵，臣卖智
力。”所以《吕氏春秋》虽只记载了吕不韦一人，背后
却是默默奉献的门客智囊团。

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赢得诸侯国君主的青
睐，士子们甚至不惜把自己的作品署名为权威人
物，假托名人效应广泛传播。随后再去君主面前
卖弄学识，以“名人”观点佐证自己，求得重用。说
穿了，士子们之所以不重视版权，是因为相比打
响自己的名气，假借名人的权威更有利于赢得信
任。

同时，中国虽然最早发明了印刷术，却长期停
留在以雕版印刷为主的低技术水平阶段，且绝大部
分时间里这项复杂的技术垄断在统治者手中，造成
了版权制度衰弱。再加上皇权的高度控制，使得中
国缺少西方的思想解放运动，版权保护发展也受到
了影响。所以，1709年英国诞生了第一部《版权法》，
而中国直到1910年才出现了《大清著作权律》。

由此，复旦抄袭门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
自古以来的版权问题的短板，一股脑地扣下大学精
神丧失的帽子，确实也大棍子擂得狠了点。

由于没有著作权保护观念，文人作品的盗版和
私自刊行，让很多书坊借此发财，同时也让文人们

吃了不少苦头。
比如白居易很多不经意创作出的诗作，本来不

想传播，却被市井中人随意复制抄写，流传甚广，这
让他时时担心是否会被政敌拿来做攻击的口实。后
来，这一担忧在苏轼身上变成了现实。苏轼从来没
有刊刻出版文集，但当年书肆上流行的署名苏轼的
文集有20余种，甚至还流传到境外。宋代朋党林立，
党争不断，苏轼的思想观点大白于天下，政敌从此
下手，迫害苏轼，制造了著名的“乌台诗案”。

也有不少文人或书商以声明或牌记的方式宣
告权利，但是这只是道德约束，没有法律效力。不过
也有成功案例，比如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就动用自
己的政界关系，把盗版书籍全部封存。而没有后台
的文人，只能黯然神伤了。封建统治者对于自己的
版权倒是很看重，不准私自刻印历书、经书等。但这
并非出自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是为了杜绝在重复传
播过程中“有心人”随意篡改这些书，动摇封建统治
的思想控制依据。

历经千年的版权意识荒漠时代，中国的版权意
识在慢慢觉醒，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
李明德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的逐渐完善和司法审判力度的逐渐加强 ,公众的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逐渐增强。在文化产业中,版权
保护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版权在法律的保护下，在
文化产业中逐渐形成一个产业链 ,也就是所谓的版
权经济。

与此同时，从2013年开始，各个领域知识产权保
护动作频频，虾米、百度、QQ音乐等音乐网站逐渐推
进音乐下载收费。去年，快播因涉嫌盗版被深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2 . 6亿元罚款。“今日头条”版权
纠纷也被立案调查。

复旦大学宣传片抄袭日本东京大学的余波还未平息，
随后上线的中文版宣传片和校庆logo也都被扒出抄袭。

涉事宣传片制作团队负责人滕育栋最初打死也不承
认，后来是羞答答地道歉。其实复旦大学不是个例，像是

《爱情公寓》、周星驰电影以及李宇春歌曲，都曾被打上“抄
袭”的标签。当然，这些当事者也都不公开承认。

这是怎么了？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抄袭，抄得都麻木了？
还是说，我们压根就没意识到自己在抄袭？

本报记者 陈玮 张亚楠

①、②：复旦大学校庆宣传片里许多镜头与东京大学宣传片十分相似。（网络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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