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厅吃饭，见着做得精致的菜

肴，是不是想要拿出手机狂

拍一通，然后再发个朋友圈

展示一番？但这要放在德国，

就没那么简单啦！

今年 8月，德国《世界报》

称，该国法律规定，从今以后，

德国的 Instagram 用户再也不

能在餐厅拿出智能手机，使

用该社交网络著名的照片分

享功能。因为，在不经厨师

同意的情况下，将食物照片分

享至社交网络属于侵权行为。

德国联邦法院于 2013 年

决定设立这项法律。涉及范

围不仅限于成品，而是烹调过

程中所有涉及到个人创造的步

骤。德国一所法律事务所的法

律博士在接受《世界报》采访

时解释道，一个精心摆放的盘

子也在著作权保护范围之内，

摆盘的创造者有权决定自己的

作品可以在哪里以及进行何种

程度的重现。

当然，起诉的前提是盘

子当中的食物确实是一件真

正的艺术品。因此，拍摄寿

司或是牛排、薯条没有任何

风险。而根据德国法律规定，

因侵权导致的罚金可以高达

数千欧元。

德国某法律网站提醒读

者，如果食客想确定不触犯

这条法律，最好在拍照前先

征得厨师同意。然而，并不

是所有的厨师都会同意。一

位三星级厨师表示，即使不

是很糟糕的智能手机也很少

拍出好照片，这展现不出美

食作品最美好的一面，这令

厨师感到恼火。

此外，在纽约，也有厨

师对美国《纽约时报》表示，

反对食客站在椅子上拍摄美

食照片、摆满三脚架把餐厅

变为“射击场”。

A10 2015年9月29日 本版编辑／陈泱  版式／潘晶慧
电话：0731-82333637  E－mail:chenyang@fengone.com 新闻·世界观

小题大作 OR 严谨公正？

英国摄影师被控侵犯猴子
的“知识产权”

9 月 22 日，美国善待动

物组织向联邦法院递交诉讼，

状告英国摄影师戴维·斯莱

特把一只苏拉威西猕猴的“自

拍照”据为己有，侵犯了这

只猴子的知识产权。如果原

告胜诉，这将是史上首次有

动物被判定拥有知识产权。

原来，2011年，斯莱特在

印度尼西亚游历期间，偶然让

一只野生苏拉威西猕猴拿到了

他的照相机。这只猴子拿着照

相机摆弄一番，无意间摁动快

门，拍摄了数张令人忍俊不禁

的“自拍照”。

斯莱特把猴子自拍照收入

自己的作品集，2014 年在美

国出版并销售相关图书。这

只猴子因自拍照在全球声名大

噪，而它的名字更是霸气，竟

然与日本动漫《火影忍者》主

人公“鸣人”同名。

按照美国善待动物组织的

说法，“鸣人”既缺乏维权意识，

也缺乏维权能力，因此该组织

决定“助猴维权”。他们在诉

状中表示，希望法院裁定“鸣

人”为这组自拍照的作者、拥

有相关知识产权，并且获得侵

权补偿，因为“美国1976 年《知

识产权法》覆盖范围广……涵

盖了任何原创作品，这其中也

应该包括‘鸣人’的作品”。如

果胜诉，该组织将把获取的

补偿金用于“鸣人”及其猴群，

例如保护苏拉威西猕猴的栖

息地。

对于这样的控诉，斯莱特

是“又好气又好笑”，并且诉

苦称自己只是一个穷摄影师，

从未想过要欺负猴子。

美国人终于能放开嗓子唱
“祝你生日快乐”

说完了愁眉苦脸的英国摄

影师，我们再来看看兴高采烈

的美国人。

9月22日，美国加州洛杉

矶的一名联邦法官作出裁决，

华纳 /Chappell 音乐公司并不

拥有《祝你生日快乐》这一歌

信任是最甜美的蔬果
在国内时，偶尔会看到“无

人报摊”、“无人超市”这样

的新闻见诸报端，如今到了

英国，居然也让我遇到了一个

“无人商店”——还就在我

家隔壁。

原来，我家邻居在前院摆

了个活动的零售车，随着季节

的变更，车里会出售应季的盆

栽和蔬菜、水果，有时还会

有高帮靴和儿童舞鞋“乱入”。

邻居在路边插个广告牌，标了

价，请大家把钱放到家门口

的黑色信箱里。没有监视器，

也没人守摊儿，他就算在家

也懒得出来打望。

我接送女儿上学或者出

门跑步时都会路过这个零售

车，次数多了，也习惯在他

家买那品种少得可怜的蔬果。

虽然花样不多，但胜在品质不

错，新鲜味美，还比超市便宜。

后来，我从朋友那听说，

这位邻居闲暇时喜欢种点花草

蔬菜，于是从市政府申请到了

一块郊区的菜地，到了收获的

时候，便象征性地收点钱与大

家一起分享他的劳动成果——

信任，其实是这个零售车里最

甜美的蔬果，不是吗？

生活在英国，我也感觉

到自己一直在被信任着。去

超市购物，你可以选择自助

结账，买了多少就支付多少，

没人看着你是不是夹带了什

么；在游乐场，你可以先玩

再买票，游玩地距离购票窗

口走路要 10 分钟，没人看

着你，全凭自觉；在商场购

物，你可以一个月无理由退

货。一位朋友给孩子买了件T

恤，结果小了，10 天之后去还，

商家直接收回衣服并退还购

物款，根本不问原因。如果

你要调换大一码的衣服，拿

钱再买就行。甚至你租的房

子租期是六个月，五个半月

时房东请人为房子估价准备

再出租，如果你说你带着孩

子住这里，希望能多住半年

或者一年，房东会立马同意，

不会再让任何人来看房。

说英国俏 

曲的有效版权——可别小看

这个裁决，它意味着，这首

流行于世界各地生日庆祝场

合的歌曲，将摆脱多年来不

能出现在美国的电影、电视

和其他低成本公共演出中的

禁令。

事件起源于一群以《祝

你生日快乐》一曲拍摄纪录

片的制作人，他们收到华纳

/Chappell 音乐公司的通知，

后者要求他们支付 1500 美元

的罚金，理由是他们在纪录

片中非法使用了《祝你生日

快乐》一曲。这群制作人反

将华纳 /Chappell 音乐公司告

上法庭，认为后者并不拥有

该歌曲的有效版权。

据报道，1935 年，克莱

顿·F·桑米公司获得了《祝

你生日快乐》的版权，该公

司后来被华纳在 1988 年斥

资1500万美元收购。自此以

后，华纳宣称拥有该曲版权，

任何电影、电视剧、广告和

其他公开表演中想使用该曲，

都必须向华纳支付版权费。

《祝你生日快乐》从此与广告

绝缘，原因就在于高昂的版

权费用，即便是只引用一部

分歌曲，那费用也是高不可

及的。据估计，华纳藉此每

年获利超过 200万美元。

法官乔治·金表示，克

莱顿·F·桑米公司在 1935

年获得的是《祝你生日快乐》

的钢琴乐版权，而不是实际

的歌曲，该公司也从来没有

获得歌词的版权。

德国人拍摄餐厅美食并分
享到“朋友圈”也是侵权

如果你觉得这些侵权行

为离你的生活还有些远的话，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去餐

一只印尼猕猴
的知识产权

这样也侵权 >>
网上下了 24 首歌，美国女
子被判赔 192 万美元

2009 年，美国明尼苏达

州32岁的单身母亲托马斯·

拉西特被判向6家唱片公司支

付总额192万美元的赔偿金，

因为她通过软件在互联网上

非法下载了24首有版权的歌

曲。即便是为托马斯做辩护

的律师，面对这样的判决结

果，他也只认为是赔偿金额

过高，并请求法官将赔偿总

额减至1.8万美元——而不是

“无罪”。

英国女子用“天行者”新名
办护照被指侵权

2014 年7月，英国一名

女性试图用“天行者”(《星

球大战》系列电影中经典角

色 ) 作护照签名被拒绝，官

方称此举涉嫌商标侵权。

报道称，29岁的劳拉·

马修借用电影《星球大战》

角色“天行者”卢克的名字，

于 2008 年通过合法途径申

请改名为劳拉·伊丽莎白·

天行者·马修。而在她试图

用“L. 天行者”的签名更新

护照时，办理护照的官员表

示，因涉及版权或商标侵权，

无法承认其新签名。

雨水系“国有”，美国男子“囤
雨”被判入狱 30 天

过去人们为了生存不得

不储存雨水，但随着生活的

发展，当你再问“天上的雨

水属于谁”时——在美国，

它似乎属于政府。

2012年，美国俄勒冈州

伊格尔波恩特市男子加里·

哈林顿因为私自收集雨水被

判处入狱30 天并缴纳罚款

1500 美元。根据该州法律，

水属于公共财产，任何人想

要储存水必须获得政府水务

部门的许可。哈林顿家中备有

三个收集雨水的储水池，他

因为这三个“非法储存设备”

而遭到9 项指控。

目前，不少国家都把私

自储存雨水列为非法行为。

整理 / 陈泱

话说，最近美国人
都在热烈庆祝一件事：他

们终于可以在电影、电视里听到《祝
你生日快乐》这首歌了——先别忙着奇

怪，相比起美国人的兴奋，英国一名叫戴
维 · 斯莱特的摄影师却很郁闷：他被起诉
了，理由是侵犯了一只猴子的知识产权。

也许今天的这些故事会让你觉得外
国人有些“小题大作”，但在如今，“保

护知识产权”的确已经不再只
是一句口号而已。

    美国孩子庆祝《祝你生日快乐》
歌解禁。

    猕猴“鸣人”
因为玩“自拍”
而一举成名。

    邻居家的零售车里，摆放着他
亲手栽培的盆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