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四

2023年12月14日

编辑/文丽娟

美编/李晓军

校对/宜爽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罗莎莎

　 “呜……”12月7日13时30分，江苏省南京市力学小学三楼

的活动室里回荡着警报声，这不是在进行演练，而是来自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的“紫金草行动”志愿者何妍妍以防控警报声为

起始，向该校四年级（1）班的40名同学讲述86年前发生在这座

城市的黑暗往事。

　　民族之殇，祭之以国。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野蛮侵入

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2023年是南京大屠

杀惨案发生86周年，在第十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前后，一系列围绕“勿忘国耻、圆梦中华”的主题活动陆续开

展，以此铭记那段刻入亿万国人心田的沉痛记忆，在传承中汲

取奋进的力量。

传承历史记忆激励前行

　　“同学们，如果让你们对86年前的同龄人说句话，你们想

说什么？”在宣讲活动中，何妍妍问道。

　　“我们将更加努力学习，不负和平时代”“我将更加深入了

解这段历史，珍惜当下的幸福”……一声声清脆的童声诉说着

珍爱和平的愿望。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生活在和平年代，对那段满目

疮痍的历史缺少了解。但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是永

恒的教育主题。”力学小学老师周丽萍说，将包含爱国主义教

育内容的主题课程送进校园，有助于少年儿童了解历史、正视

历史，明白幸福和平的生活来之不易，以此激励他们树立远大

理想，学会珍惜幸福生活。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南京市依托已持续了10年

的“紫金草行动”，组织多所高校大学生成立志愿者团队走进

中小学开展宣讲，缅怀惨遭日军屠戮的遇难同胞，向青少年讲

述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唤起孩子们对和平的向往和珍视。截

至目前，已在全市33所中小学开展一堂“历史课”、国旗下的宣

讲等活动。

　　12月3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艾义英、刘民生作为幸存者代表带领家

人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前，祭奠在那场浩劫中逝去的

家人以及遇难同胞。

　　目前，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仅剩38位。时间在飞逝，但历史的印记不会变淡，

幸存者后人接过了传递历史真相的接力棒，加入历史记忆传

承的队伍中。

　　曹玉莉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曹洪泰、张翠英的女儿，是第

二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自记事起，她的父母就时常

回忆南京大屠杀期间，父亲的两个叔叔、舅爷等多位亲人被日

军杀害，母亲也在日军屠城逃难时被日军刺伤险些丧命的可

怕经历，对她的父母来说这是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噩梦。

　　“我父母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有生之年能看到日本承认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他们

也始终不忘自己肩负着‘历史见证人’的使命，一直告诫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被屠杀的亲人

和同胞，要把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一代代传承下去。”曹玉莉说，作为“南京大屠杀历史记

忆传承人”，她将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把真相一代代传承下去，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历史

真相，以告慰逝去的亲人和30万名遇难同胞。

搜集文物史料探寻真相

　　12月8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2023年新征文物史料新闻发布

会，这批重要文物史料包括日本上海派遣军报道部、华中方面军特务部木村中佐的《从军

日志》，侵华日军《野炮兵第十二联队本部战斗详报》（部分）等。据悉，纪念馆2023年新征集

文物史料1103件（套）。

　　“下关附近有很多‘残死’的中国士兵”“很遗憾发生了大量抢劫、强奸、强闯民宅的事

件，在我滞留期间就有上百件外国人、中国人来领事馆投诉的情况。日军闯入各国大使馆

（部分例外）、民宅、学校，行径野蛮不堪。战场上，尤其是占领首都后的兴奋状态可以理解，

但是对内应当予以惩戒。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约有6000名女性避难）发生尤其之多。”这是

记载于木村中佐《从军日志》中1937年12月20日至22日的内容。

　　据介绍，这本《从军日志》记录时间始于1937年8月16日，结束于1937年12月31日。虽然

基本没有前线作战的记录，但记录了上海派遣军报道部、华中方面军特务部开展情报收集

及“宣传”等方面的情况。

　　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卫星表示，这本《从军日志》与日军官兵的个人日

记不同，是执笔人的职务行为，客观记录了所属部队的主要活动，属于军方文件。“通过研

究，我们能够考证出日志记录者木村中佐的身份和履历。尤其是日志中12月20日至22日记

录的内容，进一步印证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本次发布的文物史料中，还有由美籍华人鲁照宁捐赠的125份美国报纸，包括《纽约时

报》《芝加哥每日论坛》《旧金山纪事报》《纽约世界电讯》《圣路易斯邮报》等14种，这些报纸

报道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军对上海和南京等地进攻、日军暴行，以及中国抗战等

内容。

　　1937年12月14日发行的《芝加哥每日论坛》中，刊载了一篇有关两名日本军官进行“百

人斩”杀人竞赛的报道：“根据《东京日日新闻》今天的报道，两名日本中尉比赛看谁能先杀

死100名中国士兵，结果都杀了超过100人，双方打平杀了106人，他们又同意重新比赛杀到

150人为止，12月6日是89比78，12月1日是56比26。”

　　1937年12月6日发行的《纽约时报》也有类似的报道：“来自上海前线的一份电报详细

介绍了两名日本少尉之间的一场比赛，看谁先杀死100名中国人。26岁的野田毅和25岁的

向井敏明，把赌注押在了这项成就上，并一直在努力赢得赌注。”

　　这些报纸中还有1937年12月18日美国《旧金山纪事报》以《记者描述了南京的混乱》为

题，转发了美国记者阿契包德·斯蒂尔的报道：“‘如同在地狱里的4天’是对南京被包围和

被占领最恰当的描述。我刚刚登上‘瓦胡’号炮舰，我是自从日军进攻南京以来第一批离开

首都的外国人，当我们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看到的最后一幕是300名中国人在江堤前被

无情地处决，那里的尸体已经堆积没膝。这是过去几天南京疯狂景象的典型写照。”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杨夏鸣说，这些报纸报道了日军侵华期间美国各媒体关于日军

在南京等地暴行，以及西方世界的反应，尤其是首次见到西方媒体对“百人斩”杀人竞赛进

行报道，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物和展陈价值。

法治支撑铭记民族之殇

　　“《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保持丛葬地庄严、

肃穆、清静的环境和氛围……”12月5日10时，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中山

陵洼子村)，一场关于《条例》的宣讲活动正在进行。

　　这场活动的宣讲人是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博炜，也是《条例》专家建议稿起草人之

一。2018年12月13日，《条例》正式实施，在之后的5年间，《条例》宣传普及活动从未中断。

　　杨博炜告诉记者，这次主要是向公众介绍丛葬地和进行悼念活动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通过宣讲，让公众更深入了解《条例》实施的意义、对普通市民的行为有哪些具体要求、如

果违法将承担哪些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法律规定，此外通过讲述《条例》的制定经过和一些

相应案例，让公众更深刻地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这次宣讲活动十分有意义，让我更加了解国家公祭日，更明白要心怀敬畏之心遵守

法律的各项规定，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参加宣讲活动的南京市民李欣雨告诉记者。

　　《条例》对做好公祭活动保障和公祭设施的日常管理、划定政府职责和公众义务、关爱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对“精日”行为划定“法律红线”、构建全面完整的国家公祭宣传教育体

系等方面，都有相关规定。

　　“《条例》实施后，相关场所管理更规范，法律责任也更明确，相关悼念活动也更规范，

执法机关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也有法可依。”南京市人大代表、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刘

伟告诉记者，《条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希望今后能进一步拓展宣传覆盖面，将法言法

语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进行常态化宣讲，进一步扩大知晓率。

　　每年12月13日10：01分警报声响起时，鸣笛致哀、就地默哀一分钟，已成为南京这座城

中每个人的身体记忆；结合《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南京市600多所中小学采

用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式铭记历史，肩负起“强国有我”之责；曾经杂草丛生的

丛葬地在规范化的管理下变得干净整洁，悼念活动更加庄严肃穆……在法律的支撑下，国

家公祭活动更具“仪式感”，让这段“不能忘却的记忆”更深入人心，更广为人知，成为激励

人前行的力量。

南
京
开
展
国
家
公
祭
日
系
列
活
动

 

铭
记
苦
难
历
史 

凝
聚
奋
进
力
量

□　本报记者 孙天骄

　　

　　“我的爷爷都95岁了，还可以自己吃好吃

的，我好开心……”一大家子开开心心给老人

过完生日，孙女将拍摄过程制作成视频晒在

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没想到过了两天，爷爷

“被偷了”。

　　前不久，辽宁大连的孙宁接到朋友电话，

说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有人把她之前的一段短

视频原封不动发在了自己的账号上，文案也

一模一样。浏览对方主页时，孙宁意外发现自

己给爷爷庆生的视频也被对方发了出来，还

是同样的文案。

　　发现这一问题后，孙宁在自己的账号上发

了一条澄清视频，再三强调，“这是我爷爷”。结

果，这条澄清视频又被对方“搬运”了过去。

　　“我仔细看了对方的短视频账号，基本是

照搬别人的原创作品。有些视频的转赞评论

数据甚至比原作者还好。”对于这种行为，孙

宁非常气愤，“做短视频博主的人都知道，一

条视频要拍好得下多少功夫，结果他直接动

动手就当自己的发出来了，非常不尊重别人

的创作权益。”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社交平

台上这种“照搬”式盗图盗视频现象频繁发

生。不少博主表示自己发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的视频被去掉来源直接挪用，甚至因此被他

人冒充身份、造谣等。而这种情况通常举报

难，即使举报成功，惩罚可能也只是下架视频

或删除视频，根本起不到治本的作用。

　　社交平台盗图盗视频行为侵害原作者哪

些权利？这一行为为何如此猖獗？应该如何进

行规范治理？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

采访。

不标来源直接盗用

被人提醒仍不删除

　　根据孙宁提供的线索，记者在某短视频

平台找到了盗她视频的博主“hxhd×××”，并

在其首页找到了和孙宁一模一样的3个视频，

分别是孙宁在地铁上与人吵架、给爷爷过生

日、爷爷被“偷”后澄清的视频。其中，被盗发

的地铁视频的点赞量超过原视频数倍。

　　孙宁说，她的澄清视频火了后，大量网友

去对方视频下评论劝其删帖、向平台投诉。

“可能是承受不住压力，对方把我爷爷相关的

视频下架了，但是有我照片和人像的地铁吵

架视频至今仍在。”孙宁无奈道，不少网友戏

言“爷爷回来了，本人被偷了”。

　　记者仔细查看“hxhd×××”的个人账号

发现，其粉丝量超过65万，获赞量近5000万。经

对比发现，其首页几乎所有作品都是从其他

短视频博主处照搬而来，因此他的“人设”极

其丰富：每个文案显示“本人”的视频人脸都

不一样；一会儿有男友一会儿有女友；ip地址

固定在四川，视频中的地点却遍布全球。

　　如此“创作”对这位博主显然不是难事，

从首页作品发布情况来看，他每天最多可以

发表几十条视频。从今年10月9日发布第一条

视频至今，近两个月时间他就发布了2000余条

视频，其中多条获赞量和评论量上万。

　　在他最初开始盗取他人视频发表时，就

有网友在评论区指出“视频是偷的”，但时至

今日，同类视频仍在大量产出。该博主还在主

页“店铺”里挂上了商品链接。这意味着，盗版

视频带来的流量很可能为他带来不错的经济

收益。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人将自己的生活日

常、摄影作品等照片视频随手发到网上，而一

些“有心人士”则随意取用他人照片、视频资

源，发布在自己的账号上且不注明出处，盗用

成本极低。

　　近日，博主“丁亦然”发文称，拥有千万粉

丝的网红“痞幼”发布的冰岛旅游视频中，出

现了自己拍摄的原创视频片段。在丁亦然公

开发文后，“痞幼”在原视频下方留言承认第

二个视频是丁亦然所拍，却并未删除视频。此

后，在粉丝的举报下，平台对涉事视频做了处

理，目前已无法查看。

　　事情发酵后，“痞幼”发布道歉声明表示，

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认知有很多错误，因为太

多“想给自己的视频丰富点”的找素材诉求，

失去了对艺术创作者初心的共情。并向丁亦

然和更多艺术创作者郑重承诺，不会在本人

未授权和允许下使用账号里的任何素材。

　　而与直接“搬运”他人图片、视频装作自

己的作品相比，还有不少社交账号虽然会在

评论区注明出处，但实际并未询问原作者“是

否可以转载”。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告诉记者：

“我遇到好多这种情况，用了我的视频，加了

点自己的剪辑、解说，然后在评论区@我一

下。在我看来，这样也是不问自取，并没有比

直接‘搬运’视频好多少。”

　　高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正志告诉记

者，图片、视频制作完成后作者即享有著作

权，将他人图片、视频充作自己的素材在网络

上发布的行为，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

使用和法定许可的范围，需要取得作者的同

意甚至支付报酬，否则侵犯了作者的署名权

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如果素材涉及作者的个

人照片，侵权人谎称其为自己的照片还可能

构成侵犯他人肖像权。

　　“在评论区中标注视频或照片的来源，不

是规范的标注作品作者和作品来源的方式。”

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邓宏光说，使

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图片和视频，原则上应当

注明作品的作者以及作品的来源出处。如果未

注明作者，将侵害著作权人的署名权；如果未

注明作品的来源出处，根据著作权法第51条规

定，涉嫌侵害权利人的权利管理信息。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

系教授李丹林看来，在盗用他人图片、视频

后，一些人甚至冒充他人身份，编造事实对原

博主进行造谣、诱骗他人等，有可能出现侵犯

博主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的情形，还有可

能存在盗用者构成民事欺诈或者诈骗的违法

犯罪情形。

侵权主体难以认定

多次举报未见成效

　　不少受访博主反映，比起发现被人盗图、

盗视频，更让人感到愤怒又无奈的是后续维

权难。

　　“爷爷事件”并不是孙宁第一次被盗图盗

视频。今年11月底，她被朋友提醒，某短视频

平台上有一个跟她昵称相近、头像一模一样

的账号，自称是其“小号”。除了把孙宁发在自

己账号上的作品直接“搬运”外，还把原本好

好的照片P成了黑白遗照，称“我就是博主小

号，爷爷事件就是我在炒作”。这一番操作短

短几天内就为其吸引了不少粉丝，还有些网

友信以为真，私信孙宁对其及其家人进行言

语辱骂。

　　不胜其扰之下，孙宁在自己的账号简介、

视频中不断澄清该账号并非自己的小号，也

有不少粉丝对该账号进行了举报，但相关作

品一直未能下架。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社交平台都有针对

盗用作品行为的举报途径。例如，在某社交平

台上，举报选项中有“搬运抄袭洗稿”投诉选

项。该选项支持原创本人、原创授权的代理人

和粉丝进行举报。如果是原创本人，需提交身

份证明材料、权属证明材料（原创链接、版权

权属登记文件、创作手稿等带有时间戳的材

料等）。如果是粉丝，则需提供原创发布链接。

　　但记者采访多名博主发现，平台举报似

乎并非“举报就见效”。山东青岛的连夕是记

者采访的多位博主中唯一一个维权成功的。

连夕是一名摄影博主，经常在自己的社交平

台上发布胶片摄影作品和个人照片。今年7

月，经粉丝举报，她发现自己的一张照片被某

短视频平台上一博主盗用，并配文“夏天和

我”，在她看到时作品点赞量已有6.4万。

　　她立刻找到该博主，言辞交涉称“请立刻

删除否则将持续举报”。起初，对方试图以“置

顶@出处”的方式保留作品，但连夕坚持让其

删除，对方才删掉了该作品。

　　但连夕并不认为这算是维权成功。“盗我

图和视频的人有很多，我基本用同样的话让

其删除，只有这一次成功了，好像对方并不是

怕被举报，只是一时良心发现了。如果真的要

靠举报，实际上很难直接让作品下架，坚持举

报很耗费时间精力。”

　　“据我所知，一般作品被投诉之后，平台

并不会立刻对该作品作下架处理，而是会给

被举报账号提示，多次被举报后可能会对相

关作品进行限流，但只有举报投诉量达到一

定数量之后，才可能将作品下架。”刚转行做

全职博主的北京朝阳居民方研说，这对粉丝

数不多的小博主来说无疑很难。“而且最多也

就是下架单个作品，想要对账号禁言、封号基

本不可能，下架一个视频之后他（她）还是可

以继续盗用。”

　　跨平台举报更是难上加难。据孙宁介绍，

把“爷爷视频”偷走的博主“hxhd×××”还是

另一个短视频平台上的博主，如果要在该平

台进行举报，必须提供原创视频证据。“但我

在该平台没有账号，如果再建一个账号举报

他，就变成了我是在他之后发的视频，从时间

上看好像成了我偷他的，完全说不通。”多方

咨询后，孙宁发现自己要想维权只能通过诉

讼，“耗费时间精力，只能算了”。

平台是第一责任人

惩罚规则亟待完善

　　社交平台上的盗图盗视频行为为何如此

猖獗？

　　在李丹林看来，盗图情形时有发生，有行

为人法治意识不足、缺乏法律知识的问题，更

多则是行为人基于虚荣、获利、不劳而获的动

机，也有其他恶劣动机。

　　邓宏光认为，首先是公众知识产权意识

淡薄，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些行为构成侵权；

其次是行为人的侥幸心理，虽然知道未经许

可使用他人作品构成侵权，但考虑到类似情

形常见，且几乎都没有发生诉讼，认为自己的

行为不会被发现，即便发现了权利人也不会

诉讼；最后是权利人取证难、维权成本高，社

交平台上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有

可能很快就停止了，权利人不一定能及时发

现侵权行为，即使发现了也要通过取证并进

行诉讼，维权成本比较高。

　　“原创者在维权中存在一些难度，主要体

现为：难以发现侵权行为；侵权数量多；难以确

定侵权主体身份；难以确定因为侵权所导致的

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诉讼周

期长；损害赔偿数额低，可能难以覆盖权利人

为维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等。”邓宏光说。

　　王正志认为，社交平台上盗图盗视频的

成本低，图片视频保存十分便捷，且发布时并

不需要对图片视频是否侵权进行审核；即使

出现盗图，原作者也很难发现，除非盗图的博

主或其发布的内容产生了一定影响力；平台

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其采取措施具有滞后

性，没有义务主动进行审查，即使创作者对发

布内容提出举报仍然需要一定时间审核。且

平台对内容是否侵权也无权作出判断，不能

证明发布者侵权，即使即时删除也难以消除

已对原作者造成的影响。

　　王正志建议，作者要提高著作权保护意

识，在图片视频中添加水印等印记。一经发现

侵权行为，应及时、积极维权，与侵权者交涉

要求删除有关内容，或向平台举报。网络用户

在使用他人图片视频时也要有尊重、保护他

人著作权的意识，注意作者是否已对授权其

他网络用户传播自己的作品作出声明，即使

有授权也不应超出授权范围。如果作者没有

对授权范围作出声明，应取得作者同意，并严

格遵守约定的使用范围。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要治理此类盗图盗

视频行为，平台本身是第一责任人。“平台应

该加强维护原创的措施，应细化侵权违法行为

的防范和惩治措施。在既有措施的基础上，积

极发挥好信息技术的作用，强化事前预防措

施，推进及时发现提供有效证据的措施、加强

平台在职权范围内的处理措施。”李丹林说。

　　王正志提到，网络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

供者，应积极维护网络用户举报途径，不得为

侵权行为提供便利。网络平台收到举报或作

者书面通知后，应立即删除有关内容、断开链

接、向涉嫌侵权的用户转送有关书面通知，侵

权用户网络地址不明、无法转送的，还应将通

知书内容在网络上予以公告。

　　“对侵权行为，先以及时制止侵权行为作

为第一要务，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来及时制止

侵权行为。最后，充分利用法律规定，获得高

判赔，有利于制止类似的侵权行为。例如，对

于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者，可以寻求惩罚性

赔偿。”邓宏光说。

　　正如方研在采访中所说：“‘痞幼’盗图事

件闹得这么大，最后也就道了个歉。如果不提

高对社交平台中盗图盗视频行为的惩罚力度，

这种事情还是会不断发生，最后受伤的是原创

者的创作热情、平台公信力和法律的权威性。”

（文中孙宁、连夕、方研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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