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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掠影 本报记者 徐健 黄尚恩 行超 摄

刘 恒 池 莉

二月河赵 玫

赵汝蘅 汤素兰

新书贴

该书收录了20世纪上半叶著名教育家和学者关于

儿童文学理论的部分论文，由朱自强编选、点评。全书以

编年体的方式排列选文，作者没有仅仅局限于对选入文

论本身加以读解，而是联系与此相关的其他论述，特别是

有意将其与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联系起来思考、辨析，

使该书的“解说”具有一定程度的打通现代和当代儿童文

学理论批评史的价值功能。

《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
朱自强 著

海豚出版社 2014年12月出版

本报讯（记者 徐健 黄尚恩 行超）“提高稿
酬个税起征点”、“明确网络使用文字作品的付酬
标准”、“规范名人书信手稿拍卖行为”、“加大对盗
版、侵权现象的惩处”……在今年两会上，不少文
艺界代表委员聚焦的是作家权益保护问题。他们
提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严格执法，真正保护知识产权，激发作家的
创作积极性。

稿酬个税起征点应适时提高

李冰、赵丽宏两位委员今年的提案都关注了
稿酬个税起征点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稿酬个税
800元的起征点实在太低，呼吁相关部门尽快修
改个人所得税法，提高稿酬个税起征点。

1980年9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税法》规定，“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
除费用800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稿酬

“每次收入不超过 4000 元的，减除费用 800 元；
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其余额为应纳税
所得额”。

赵丽宏说，在3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工资、
薪金个税起征点不断上调，2011年9月起提高到
3500元。但是，稿酬的个税起征点一直停留在800
元。目前3500元的工资、薪金的个税起征点是以
月为时间周期的，而通常一本书的写作需要几年
甚至更多的时间，稿酬个税按月薪征收已经不合
理，而稿酬的个税起征点还远远低于月薪，这就更
加不合理。

李冰认为，我国目前的作家群体中有相当一
部分的自由撰稿人，他们没有工资、薪金等收入，
只有稿酬所得作为收入来源。对于他们来说，800
元的个税起征点显然太低。尽快调高稿酬的个税
起征点已经关系到这部分作家的温饱与生存问
题。提高稿酬个税起征点，是提升作家创作积极性
的需要，是稳定作家队伍、繁荣文艺创作的需要。

保护作家的姓名权及书信手稿

张抗抗委员注意到，目前在商标注册中有一
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即他人在作家不知情的情况
下，使用其姓名或笔名进行商标注册，以牟取巨大
商业利益。比如，作家贾平凹名字中的“平凹”二
字被一家公司注册为酒商标；作家莫言的名字被
他人注册为“莫言醉”酒商标；诗人舒婷、作家二月
河也有类似遭遇。依据我国《商标法》规定，在商
标初步审查公告期，与该商标相关的利害关系人
可以提出异议。但实际情况是，多数作家在商标
初审公告期根本不知情，无法及时提出异议，等他

们发现时，该商标已经注册成功，事后的撤销程序
很难实现或者即使实现也无法挽回权利受损的结
果。因此，张抗抗提出，《商标法》应增加对名人姓
名权的特殊保护条款，即“未经本人授权，不得使用
名人姓名及同音、近似名进行注册商标”的规定。
同时，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应建立“文化名人名家
商标保护名单”，对于文化名人的姓名和笔名进行
针对性保护。

近年来，名人书信手稿拍卖引发的争议屡屡成
为新闻事件。李冰今年有一个提案，建议规范名人
书信手稿拍卖行为。他认为，名人书信手稿不同于
一般物品，拍卖行为涉及著作权、物权及隐私权、名
誉权等诸多法律问题。而且很多拍卖行为都是未经
本人或其后人同意的，不合法也不合情理，必然引
发一系列侵权纠纷。对此，李冰呼吁，应尽快修订和
完善《拍卖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细化拍卖过程中涉
及到的物权、知识产权方面的操作流程。相关部门
应尽快对拍卖行业发布法律指引意见或行业自律
公约，倡导拍卖公司在拍卖名人书信手稿时，应当
审查拍品的来源和著作权权属，事先征得名人或其
家人的同意。对于网络拍卖名人书信手稿现象，拍
卖网站负有审查义务，同时还负有发现拍品来源不
明之后撤拍的责任，以及对有连续、恶意侵权的卖
家采取“封号”（禁止其在线拍卖）等措施。

使用文学作品应及时付给稿酬

把作品发表在纸质刊物上，与出版社签约出版
作品，作家还能相对及时地收到稿酬。但在数字或
者网络环境下使用文字作品，在广播电台、电视台
播放文字作品，很多时候作家是不知情的，也无法
获得相应的稿酬。赵玫委员说，她有一本小说叫做

《秋天死于冬季》，突然就出现了相关的有声读物，
根本没有经过作者的授权。作为一个个体，作家面
对这样的问题非常无奈，打官司会花掉很多时间、
精力，完全影响了写作的心情。在这个过程中，作
家真的是弱势群体，没有能力去斗争，只会感到悲
哀、无力。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
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
当支付报酬。”但是，付酬标准一直没有统一规定，
通常由使用者与权利人自行约定。张抗抗谈到，广
播电台、电视台每年播放文字作品数量庞大，由于
没有统一的付酬标准，文字作品被播放后，作者常
常遇到拿不到稿酬或稿酬太低等问题。因此，国家
版权局应尽快制定并出台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文
字作品的付酬办法，同时建议相关部门对那些抵赖
稿酬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加以处罚。

张抗抗还注意到，目前网络使用文学作品的
稿酬也存在着标准不清楚的问题。各大网站基本
是自行制定付酬方式和付酬标准，更有不少网站
故意压低或拒付报酬。特别是目前的网络转载数
量庞大，免费转载、不付稿酬的现象十分普遍，严
重影响了作者的稿酬收入。因此，她建议国家版
权局展开调研，尽快制定文字作品网络付酬的细
化标准。比如，网站转载、摘编报刊（或其他网站）
已发表作品，可以一次性付酬，付酬标准可以规定
为每千字10至50元之间；网络原创文字作品既可
以按作品字数付酬，并规定稿酬标准的上下限，也
可以按照作品点击率付酬，由网络平台与著作权
人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成。此外，通过信息网络实
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使用已发表作品的，应当比照

《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的标
准，规定在每千字50元至100元；为扶助贫困，通
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免费提供已发表作
品的，应当适当降低其付酬标准，建议下限为每千
字10元。

打击侵权，必须加大惩处力度

盗版图书涌现、没经过允许作品被四处转载
等侵权现象是很多作家都遭遇过的。池莉代表认
为，目前的著作权法、知识产权法远远落后于飞速
发展的现实状况。近年来，政府非常重视文化建
设，但如果不能真正落实到政策方面，比如修订相
关法律、出台更为具体的处罚措施等，大力发展文
化很可能沦为一句空话，也很容易对写作者造成
伤害。她提到，前几年其小说的盗版比正版还要多
得多，近年来随着数字化阅读的普及，在互联网上
不经允许四处转载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这些都
是对作家劳动的不尊重。她倡议相关组织和单位
经过充分的调研，提出更为正式、严密的议案，保
护所有写作者的权益。

汤素兰委员也经常遇到作品被盗印、侵权的
问题。她到学校去做讲座，孩子们拿出书来让签
名，一看却是盗版书。这时候不给他签，家长会非
常有意见，认为你伤害了孩子，可是签了名就等于
助长了盗版行为。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她当然
不愿意去伤害孩子，所以有时候会自己买一本书，
跟孩子交换，告诉他那是盗版的。但是却不可能普
遍地这样去做。她认为，现在盗版、侵权现象盛行，
法律还不完善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
还是我们执行的力度、惩处的力度不够。此外，我
们这个社会对文学原创、对知识产权缺乏尊重，就
像孔乙己说的，读书人“窃书不能算偷”，这种观念
必须改变。

尊重文学原创 维护作家权益
文艺界代表委员关注作家权益保护

据新华社电 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俞正声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文艺界政协委员联
组会参加讨论。莫言、梁晓声、刘星等委员畅所欲言、各抒己
见，会场气氛热烈活跃。俞正声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
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可喜局面。广大文
化工作者包括文艺界委员认真履行职责，在各自领域辛勤耕
耘，潜心文化创作，致力文化惠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俞正声
强调，去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开创文化建设新
局面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坚

持和弘扬中国精神，切实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创作更
多无愧于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推动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文化力
量。要以创新精神大力推进文化改革发展，抓好各项改革任
务的谋划部署和贯彻落实，在体制机制创新、内容业态发展、
文化设施建设、传播能力拓展、政策法规保障等方面采取更
多新举措，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要在增强对中
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繁荣发展各民族文化，加快建设贫困
地区和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努力构筑各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俞正声希望文艺界委员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
切实加强对文化领域重要问题的调研议政，为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发挥更大作用。

俞正声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文艺界政协委员联组会讨论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3月5
日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说，过去一年
很不平凡，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发展，全面
深化改革蹄疾步稳，党风政风不断净化。
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
标任务和工作举措明确具体，反映了客观
实际和群众期盼。落实报告部署，要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把学习宣传“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摆上突出位置。要做好经济宣传，深化经
济发展新常态的宣传阐释，唱响中国经济
光明论。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
教育实践具体化系统化，广泛深入开展主
题实践活动，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要
大力繁荣文艺创作，对中华传统文化做到
扬弃继承、转化创新，推动中华文化繁荣
兴盛。

刘奇葆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介主题是以欧洲为中心，但莫言得奖
对中国文学还是有深长意味。评奖的标准中有一条，大概意
思是需要持续性写作，这一条，说来容易做到难。从上世纪初

“五四”新文学时期以来，中国作家的写作都是在时续时断中
进行，每一代写作者都很难有持续20年以上的安定时间，得
以从容建设自己的美学体系。莫言得奖，在某种程度上证明
了中国已经拥有职业性的写作，在职业性写作背后，其实是有
一整幅社会图景，不仅是政治经济的稳定连贯性的发展，更是
思想和艺术的独立自由，个人意志的鲜明体现。诺贝尔文学
奖评委的眼光，从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辐射到亚洲中
国，在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队伍里看见莫言，不可能
忽视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背景。

人往往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体现价值，比如“人口红
利”这个词，大概可作为一个隐喻。而在写作者的世界，人就
是人，即便他不事生产也不事消费，也依旧有着价值，这价值
是天然赋予的，我们的世界就是建构在这样“无用”的价值
上。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还是会感觉到失职，比如说，当

看见媒体上报道年轻的孩子轻生，社会学者的统计显示农村老龄人口自杀的
比例，无论是笼统的数字还是生动的个体，都让人痛心，其实，让人们珍惜生
命，就是我们写作人的职责，大约也是我们虚构存在的意义吧！我的意思是，
也许我们的工作不是直接地体现功能，但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点作
用。这点作用，无法用科学的方法定质定量，它实在太隐秘了，甚至被我们自
己忽略。所以，我希望不要用“票房”、“印数”、“利润”、“人才库”这一类指标来
衡量我们的劳动。在一个科学实证的世界，文学确是边缘的存在，可有还是比
没有好，至少，文学可以使生活变得有趣一些，它让人生出一些妄想，妄想去求
证一些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事情。我记得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上，葡萄
牙队出场的一幕，每个球员的臂上都佩戴黑纱，哀悼他们的作家萨拉马戈逝
世。这多少证明那些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事情还是值得注意的。

对于我们写作的人，在这个时代已经很幸运了，相比我们父母辈，他们殚
精竭虑处理的，就是集体精神和私人生活的关系，稍有不慎就会逾矩。他们想
得多，写得少，出版和印刷得更少。今天自由的空气和蓬勃兴旺的印刷业，使
得写作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当然，和其他行业一样，生产过剩是难免的。我以
为，我们还是要向前辈学习，学习他们的认真谨慎，对文字
的尊重，对文学的敬畏，所以，还是那句话，不要用计量来催
促我们，给我们足够的宽裕，空间上和时间上，让我们保持
镇定清醒，检讨思想，积蓄感情，锻炼文字，努力做得更好。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
国政府将举行一系列重要纪念活动。在两会期间，不少政协委员都
提交了相关提案，目的是提醒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唤起每一个
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其中，何建明委员建议做好日军南
京大屠杀期间我方死亡人员精确调查，以及国际友好人士的纪念。

去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了每年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何建明为第一个国家公祭日创作了作品《南京
大屠杀全纪实》，全景式展现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历史。在这个过程
中，他遇到一个突出的问题：对于日军当时屠杀我平民和放下武器的
军人共30多万人，多数人认为是准确的，但日本不承认这个数字，甚
至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谎言”。这使日本侵略者在占领
我南京时所犯下的罪行不能让世人得以清楚和正确的认识。

何建明认为，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70多年来，我们对南
京大屠杀时的具体死者人名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和核实公布。
因此，他建议成立“南京大屠杀”死者调查委员会，系统全面地进行调
查核实，并根据调查核实的结果，在每年国家公祭日时进行公布。在
这之前，有关方面曾做过多次调查核实工作，但缺乏连续性、权威
性。所以，国家应当组织专门人员、调拨专门经费，发动各方人员共
同来完成此任务。此项工作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回击日本右翼
势力企图抹煞侵华罪行的最有力证据。

此外，何建明认为，在抗日战争中，世界多国友好人士对中国战
场和身处苦难的中国人民都有过支援和帮助。如果没有白求恩、柯
棣华等医生的无私帮助，没有德国人拉贝等国际人士在南京大屠杀
期间挺身而出设立“难民安全区”……中国抗战必定更加艰难。因
此，我们应当在现有的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旁专门修
建一座供国民参观瞻仰的“抗战国际英雄纪念馆”，让国人永远牢记
这些国际英雄们的事迹，同时也应牢记在自己祖国强大后不能忘了
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何建明：铭记历史 珍视和平
□本报记者 黄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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