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配合資訊科技的發展，平衡版權擁有人與使用者
和廣大市民之間的合法權益，政府去年7月發佈

諮詢文件與各界民眾一齊探討在版權制度下應如何適當
看待戲仿作品，諮詢期將於本月15日正式結束，本報特
對多位版權擁有人進行採訪，以期為政府及市民展示版
權擁有人對戲仿作品的看法。版權擁有人對戲仿的觀點
十分重要，正是因為他們不少都具有易被忽視的雙重身
份：他們常常是原創者，同時也可能是戲仿作品創作
者。在這雙重身份的背景下，版權擁有人認為，他們於
尊重原作品及原創精神的大前提下，可以接受戲仿行為
與戲仿作品，甚至認為部分戲仿作品頗具創意。
隨㠥網絡平台使用的普及化，時下愈來愈多人會將歌

曲、漫畫、廣告海報、影視作品進行二次加工，上載到
網上與人分享，以博取網民認同。這種行為在坊間被稱
之為二次創作，但由於二次創作涵蓋範圍難以確定，恐
會使侵犯版權的界限變得模糊，加之二次創作並非版權
法的常用概念，所以目前國際間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在立
法、政策討論和案例分析中，較多用戲仿作品一詞，來
形容一些加入了仿效元素或包含原版權作品若干元素，
以營造滑稽或評論等效果的作品。

版權擁有者具雙重角色

自政府展開諮詢以來，不斷有市民為關於如何處理戲
仿作品及版權表達自由而發聲，但在此期間卻鮮有聽見
版權擁有者的聲音。版權擁有者在戲仿問題上具有雙重
角色，首先，版權擁有者很多情況下也是原創者；其
次，作為原創者的他們在學習及創作的過程中，也可能
會去做一些戲仿作品。正因版權擁有人可能存在角色的
兩面性，所以外界認為，他們在平衡如何保護自身權益
與創作自由的天平時要更為全面。
在香港互聯網上，網民常見的戲仿形式包括：將政治

人物的圖像拼合在現有新聞照片或電影海報中；為流行
曲譜寫新歌詞；把電視劇或電影中的某一片段結合時事
改編；運用已有漫畫、書籍中角色創造或續寫新故事。
針對以上戲仿形式，本報早前訪問了香港電影製作發行
協會行政秘書長舒明達，香港著名漫畫家黃玉郎、馬榮

成，香港動漫畫聯會秘書長溫紹倫，
及香港知專設計學院高級講師蔡志傑
等從事創作的業界人士和相關學者，
以期拆解人們對戲仿作品的迷思。
談及對戲仿作品的態度時，一眾被

訪者均表示，在尊重原作品及創作精
神，不以戲仿作品牟利的前提下，他
們不會介意戲仿作品的出現。馬榮成
對本報說：「有些戲仿作品其實是蠻
有特色的，可以讓人抒發自己的感
受。」如果戲仿作者沒有通過戲仿刻
意侮辱原作，或是用戲仿作品牟利，
只是純粹自己「玩一玩」，又或在朋友
間搞搞笑，作為「原創者」的版權擁
有人大多可以接受。
對此，溫紹倫亦表認同，他表示：

「我不敢講全部，也不敢代表所有漫畫
人，但我覺得漫畫人大部分都是比較
open。因為漫畫人本身很多時候都會

拿別人的作品，或者一些政治人物來搞笑，
漫畫家當日在學漫畫的時候，可能也模仿過
別人的作品，再慢慢進步，所以我覺得大部
分的漫畫人是不介意人家拿他的東西來做一
些戲仿創作或者是搞一下笑。」但如果自己
的作品被改到面目全非或違反表達初衷，被
訪者都一致表示不欣賞，也絕不能認同。
溫紹倫說：「戲仿純粹是拿來玩，那就

OK。你如果是刻意去侮辱他人的作品，便
沒有人會喜歡。我不說漫畫家，如果我拿你
的照片畫鬍貼眼，再拿去貼在街上，你會不
會開心？」而有「香港漫畫界教父」之稱的
黃玉郎更表示：「戲仿本來是沒甚麼所謂，
但帶有惡意的就一定不好了。如果一個故事
橋段，我講的是除暴安良、正義的東西，你
卻在裡面搞屎搞尿，醜化裡面的人物，我們
便不能接受。我想任何人也都不會接受。你
戲仿可以不用善意，但也不要惡意吧。」從
被訪者以上的觀點可見，其實他們最看重的
是，戲仿創作者要對原創者及其作品帶有尊
重。

戲仿者可與原創者溝通

就這個尊重而言，從事創作的業內人士認
為，尊重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戲仿時不可
惡意侮辱原作品；二是，在戲仿之前或是將
戲仿作品公開、上載至網絡平台前，應向原
創者或版權擁有者進行諮詢，在得到版權擁
有者認可後，再創作或發佈戲仿作品。針對
原創者的這些要求，戲仿者又引申出不少疑
問，例如網絡時代講求效率，戲仿作品發佈
前如還需要諮詢，會不會浪費很多時間？又
如版權擁有人會不會很難找？
作為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會行政秘書長的舒明達為戲

仿者掃除不必要的誤解，他表示：「事實上，你要找到
版權擁有人是很容易的。現在上網甚麼都找得到。如果

你真的是找不到，我們協會可以幫你
找，只要打一個電話而已。當你要進
行戲仿創作時，你聯絡我們，我們便
會給你對方的訊息，你去問問就好。
我相信，那些版權擁有人，尤其是本
地業界，很多都會同意戲仿創作的。」
從事創作的業界人士強調，上載與

公開前的諮詢，不單單可以體現戲仿
創作者對原作品與創作精神的尊重，
而且能起到責任共擔的作用。由於戲
仿作品會否損害「原創者」或版權擁
有人的利益，誰也無法預判，所以諮
詢就更為重要。以電影工業為例，戲
仿作品發佈的時間在電影上畫之前，
既可能給電影帶來積極的宣傳作用，
促進票房收入，也有可能帶來負面影
響，甚至使電影製作人和投資者血本
無歸。
舒明達指出，如果戲仿作品是在電

影落畫後才在網絡走紅，也有可能給
原作品帶來兩極化的影響：一是，人
們在看戲仿作品的過程中對原作品產
生興趣，使原作品為更多人所知曉；
二是，可能會影響到與電影相關周邊
產品的銷售量差，例如有關的漫畫和
小說。以電影上畫前和落畫後的兩個
時間段相比較，戲仿作品對後者的負
面影響會稍細一些。
不過，業界同意，只要經過諮詢，

不論版權擁有人因同意或反對戲仿作
品的公開而導致收入減少，版權擁有
人都會「願賭服輸」。因此，舒明達強
調版權擁有人與戲仿者在戲仿作品發
佈前溝通的重要性。在良好的溝通
下，法律糾紛也會相應減少，諮詢無
疑是一種可以讓「原創人」與「戲仿
者」面對面溝通的方式。一般而言，

作品未上畫前，版權擁有人大多
會對戲仿作品的發佈有異議，但
一旦上了畫，版權擁有人就不太
會反對戲仿作品被公開流傳。
事實上，為了在現今數碼環境

下盡可能地保護版權擁有人與廣
大市民雙方的合法權益，政府自
2006年起多次就本港的版權制度
廣泛諮詢公眾，但由於立法會當
時必須處理更緊迫的事務，《版
權條例》草案於去年7月失效。
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於今年7月
11日宣佈重推公眾諮詢文件，原
定展開為期3個月的諮詢，至10
月15日完結；但其後當局為配合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日前召開
的聽證會，公眾諮詢期又延長1
個月，至本月15日才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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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諮詢中有一個關鍵詞叫做「超乎輕微的經濟損

害」。在政府提交的修訂案中，「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

是法庭用來考慮在「原創者」與戲仿作品創作者沒有

達成共識的情況下，戲仿作品創作者的某項行為是否

「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程度」的重要元素。當版權擁

有人向戲仿創作者追究法律責任時，若戲仿作品沒有

對原作品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戲仿創作者則

毋須承擔法律，但「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暫時還沒

有明確的數字界限，究竟多少可計算為超乎輕微。

就從事創作的業界人士會如何理解「超乎輕微的經

濟損害」一詞，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會行政秘書長舒

明達表示：「對我們電影業來說，戲仿創作者以前可

能就是改改海報，現在很多人會截取戲中的某些鏡頭

去改裡面人物的樣子，或者畫個圈裡面加些旁白，加

些字去搞笑。比如，周星馳在《逃學威龍》裡面扔一

隻香蕉。你改了他的頭，換了別人的樣子下去，可能

是某個政府官員的樣子。你可能在裡面只用三十秒或

者一分鐘的時間，可我們印證要花很多時間。站在我

們的立場去講，《逃學威龍》這

部戲已經落畫這麼久了，版權擁

有人很可能就不會動用這麼多人

力物力去追究那個戲仿創作者。

法官可能也會考慮這不是『超乎

輕微的經濟損害』」。

不過，舒明達又補充：「(電影)

落了畫不代表你有權拿我的東西去改，這個是版權，

是知識產權。戲仿的人如果影響到版權擁有人，就算

是只值一元的生意，對我們來說

都是一個損失。從一千萬到一元

都是損失，但如果真的只有一元

損失，我們版權擁有人也會考慮

算了就不要搞(追究)了。可是年

輕人一定要清楚，落了畫也不代

表就可以任用。就像金舖門口的

金子，即使沒人看㠥，也不代表是你的東西可以讓你

隨意拿走。」

拆解「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

■人偶設計師馬志雄（左），在「漫人偶匠」活動中向漫畫原作者黃玉郎介紹以

王小虎為原型創造的「極地王小虎」。 （網絡圖片）

■香港動漫畫聯會秘書長溫紹倫

出席「東海城X黃玉郎五十周年

殿堂展」活動。

■香港知名漫畫家馬榮成先生與他所創作的角色步驚雲。 （網絡圖片）

■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會行政秘

書長舒明達向本報記者闡述業界

人士對戲仿作品的態度。

政府正就《版權條例》修訂，其版權制度下處理戲仿作品的公眾諮詢，將於兩天後

(15日)正式結束。版權擁有人所持的觀點得到體現在諮詢過程中至關重要，從事創作

的業界人士和相關學者普遍認為，版權擁有人很多時都具有雙重身份，他們可以接受

戲仿行為與戲仿作品，甚至認為部分戲仿作品頗具創意，但關鍵的是，創作人應在尊

重原作品及原創精神的大前提下進行戲仿。 採訪／攝影：趙僖

戲仿應尊重原創精神
創作人談《版權條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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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藝

術家Hong Yi

用多種食物所

創 作 的 《 吶

喊》。

（網絡圖片）

政府就今次諮詢提出了三大方案供市民參考，同時鼓
勵市民積極參與提出更多可行性建議。方案一是澄清現
行的《版權條例》的相關刑責條文，若經由互聯網發佈
的戲仿作品不會取代原作品的合法市場，沒有對版權擁
有人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應不必承擔刑責；方
案二則為戲仿作品提供刑事豁免，但版權擁有人仍可向
侵權戲仿作品的創作人提出民事申索；方案三則為戲仿
作品提供「公平處理」的版權豁免，分發和傳播戲仿作
品皆不會招致民事或刑事法律責任。
對於政府就有關諮詢提出的三大方案，從事創作的業

界人士大多不太了解。曾與業界就諮詢方案作出商討的
舒明達表示：「現時第一個方案是很緊的，條文的約束
力確實比較大。看起來對版權擁有人而言，第一個是最
好的，最有保障。但是，站在我們立場來說，其實也不
想這麼緊。第二個就相對比較客觀，也比較適合市民和
我們版權持有人。我們也需要市民的支持，這個方案就
對大家都寬鬆點。第三個就太過廣泛和虛無飄渺了，好
像我們版權擁有人直接舉手投降，彷彿說你們喜歡怎麼

樣就怎麼樣。在這三個方案中，我們認為第二個方案可
謂取得平衡，比較可以契合大家的需求。」
他又期望，《版權條例》修訂愈早通過愈好，因為明

確的法律條例對「原創人」與「戲仿者」皆有好處。他
表示：「我們必須履行世界貿易組織中有關《與貿易有
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下的國際責任，所以版權擁有人在
與一些海外運營商交涉時，法例不清楚就很可能給本港
的版權擁有人和戲仿作品創作者帶來麻煩。」
舒明達再以電影來舉例，為大家解釋這一問題：「本

港片商一旦跟外國片商簽約後，如有東西被改動就一定
要得到外國片商的同意。未經同意修改，外國片商便有
權追討所有的損失。只要你改了外國片商的戲傳上網，
人家那邊發現了，片商就會追討發行商的責任，我們就
變成了第一身被告，那我只能去找戲仿創作者。第二個
方案有明確的刑事豁免條例，可以保護『原創人』與
『戲仿者』雙方，對我們來說就能有所解釋，對戲仿創
作者而言想搞戲仿也安心。」馬榮成先亦表示：「如果
二次創作沒有界限，有時候就會涉及到版權的問題，這
是一個灰色地帶。我覺得版權的界限要定得清楚。」

政府就諮詢提三大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