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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唐太宗，宋太祖未受到足够关注？

王立群为宋太祖叫屈

古籍整理应该享有著作权？

中华书局诉国学网胜诉

钱理群孙郁探讨鲁迅

新京报讯 （记者张弘）
中华书局诉国学时代公司（即
国学网）二十五史侵权一案，历
经一年半审理后由海淀法院近
日宣判，中华书局获赔两万
元。中华书局律师任海涛称，

“这标志着另八个起诉国学网
的案子胜诉几率很高。”

2万元赔偿太少？

2011 年 3 月，中华书局
一纸诉状，将国学网的 9 个
产品以剽窃罪告上法庭，仅
其中国学电子书一个型号的
产品就索赔 227844 元，九案
索赔共计1962632元。

海淀法院的判决书认
定：一、中华书局在本案中主

张的以分段、加注标点和文
字修订的方式完成的二十五
史点校作品具有独创性，应
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二、国学时代版二十五史与
中华书局版二十五史构成实
质性近似；三、国学时代公司
主张国学时代版二十五史为
其自行校勘完成的主张不能
成立；四、中华书局版二十五
史中的《史记》《三国志》已经
超过 50 年版权保护期，国学
时代公司对中华书局版二十
五史中除此以外的其他著作
构成了著作权和署名权的侵
权。海淀法院最终判决国学
时代公司停止销售侵权电子
书；赔偿中华书局2万元。

中华书局律师任海涛表

示，“从表面上看，这是数字
出版和传统出版之争，但实
际上属于抄袭剽窃。从长达
44 页的判决书可以看出，一
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做到了法从理出。但是，
在认定被告侵权，承担民事
责任这一块，让对方的违法
成本过低，没有从实质上保
护著作权的执法效果，这一
点也存在遗憾。”

国学网考虑是否上诉

国学时代公司负责人尹
小林称，本案的胜负关乎国
学网乃至整个古籍数字化行
业的生死存亡。一旦中华书
局“标点圈地”的逻辑成为放

诸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便意味
着凡经出版社印过的古籍，后
人再想整理将难如登天，除非
事先获得许可，否则便要背负

“抄袭剽窃”的罪名。
尹小林对记者表示，“打

个比方，古籍就像天安门城
楼，中华书局在一个角度用单
反相机拍了一张照片，我们在
同样的角度，用单反相机甚至
是更好的照相机拍了一张同
样的照片，怎么就成了侵权
者？中华书局整理的二十五
史质量是最高的，我们做数字
出版，质量不断提高之后，接
近或超过中华书局版是一个
必然的结果。我正在撰写对
判决书的意见提交给海淀法
院，同时正在考虑是否上诉。”

新京报讯 （记者张弘）
8月 24日，央视百家讲坛开
播“王立群读《宋史》之宋
太祖”。近日，“王立群读

《宋史》”系列第一部《宋太
祖》（上下册）在王府井新华
书店发布，王立群称，宋太
祖是一个“被委屈”的帝王。

在王立群看来，历史学
家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
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绝非夸
大其词。毛泽东在《沁园
春·雪》中将唐宗宋祖并
称，但与唐太宗相比，长期
以来，宋太祖赵匡胤并没有
受到世人足够的重视与关
注，他所开创的大宋也一直
是被误解与低估的王朝。
职业军人出身的宋太祖赵

匡胤，不但结束了安史之乱
以来中国长达两个世纪的
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局
面，重新恢复了华夏主要地
区的统一；而且结束了五代
时期的野蛮武人政治，开创
了一个理性与文明的新时代，
开创了一个繁荣的文治盛世，
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据悉，“王立群读《宋
史》“系列预计评述宋太
祖、宋太宗、宋仁宗、宋神
宗、宋徽宗等五位北宋皇帝
的生平故事，通过五位皇帝
将北宋一百六十八年的历
史大事贯穿起来，力图重新
再现一千年前北宋的繁华
风采。该系列图书也将随
电 视 节 目 播 出 次 序 陆 续
出版。

新京报讯 （记者张弘）
近日，“活在当下的鲁迅：寻
找鲁迅的当代意义”读书沙
龙在德胜门字里行间书店举
行，北大教授钱理群，人民大
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就读者当
下如何走近鲁迅等问题进行

了对话。
作为研究鲁迅的学者，

钱理群最近编选了《鲁迅入
门读本》，而孙郁则推出了

《鲁迅忧思录》。在钱理群看
来，鲁迅作品是中国文化的
现代原典。作为集中了“20

世纪中国经验”的思想家与
文学家，鲁迅与我们是极为
贴近的。当下读鲁迅仍会感
到，他仿佛就是针对当今中
国的问题而振聋发聩，同时
又具有历史的高度和深度。
而孙郁认为，鲁迅百年来最

受尊崇也最受误解，一生中
几次彷徨更几次呐喊。他以
迷惘的青年、激愤的斗士、孤
傲的文人、冷酷的批评家、幽
默的旁观者、改造汉语的翻
译匠、自我流放的精神导师，
来命名“七个鲁迅”。

王立群是百家讲坛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