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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山|《中国著作权保板本权之探源》

河山：《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立法工作者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

会会长、全国人大机关副研究员。

【论文摘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 2022 年 5 月 27 日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集体学习，习近

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

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中华文化自信。本文响应党中央号召，探索中国著作

权和板本权的源头。

著作权、板本权的发生，须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是印刷业的兴起，二是法律的赋

予。印刷业是著作权、板本权产生的经济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权利是法律赋予

的，著作、板本经法律授权方为著作权、板本权。没有法律的赋予，著作权、板本

权也就无从谈起。

纵览中华文化史，时空追溯到五代王朝。造纸、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响誉世界的伟

大发明，五代后唐刻板印《九经》勅本，惊天动地，创雕板印刷盛世，积奠起著作权、

板本权发生的经济基础。司马光《資治通鑑》载：“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慧請

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

廣”。后唐明宗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卖，九經傳布甚廣。国子监具有

教育管理和国学教育双重职能，集行政与民事于一身，编辑、雕板、售卖经书，是国

子监实施民事行为的重要工作。时势造法律，后唐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文化统治和保

障国子监“校正九經刻板印賣”的经济利益，朝廷则颁发了保护“校正九經刻板印

賣”的法律：“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

中国的著作权、板本权油然诞生。

为掘出中国著作权和板本权之源，作者查阅《旧五代史》、《五代史补》、《资

治通鉴》、《五代會要》、《宋史》、《爱日斋丛抄》、《直斋书录解题》、《挥麈

录》、《识遗》、《方舆勝覽》、《四六宝苑》、《事文类聚》、《梦溪笔谈》、《书

林清话》古籍，努力挖掘盛世板印九經的法律保障。终从浩瀚古籍中挖掘出五代后唐

“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宋代“猶禁擅

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禁私印及鬻之者杖一百許人告賞錢二百千”、《兩浙轉運

司 録白》、《行在国子监 録白》、《福建轉運使司》、“浙東提舉司给榜禁戢翻刊”

七部法令，并详加注释。本文论证七部法令泉涌中国著作权、板本权之源，折射知识

产权璀璨光芒，谓之国宝。七部法令证明中国是著作权发祥地，是板本权创始地，著

作权、板本权之源头在中国，中国是著作权、板本权的发端国家，我们豪迈地坚定中

华文化自信。

本文的新点是“五代说”，挖掘出五代后唐“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须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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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这一国家级法令。此令载于宋代王溥撰的《五代會要》。

《五代會要》三十卷，是历代王朝公认的信史。后唐朝廷廣颁天下：如諸色人要寫

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五代说”把中国著作权、板本权追溯

到五代，这是前所未有的。今论证中国著作权、板本权的最初源头在五代后唐，如此

定格，若得认可，则将版权界通说中国著作权保护始于宋的论点提前一个朝代，则公

认中国五代时期就燃起著作权、板本权的星星之火。

就著作权而言，五代“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须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

本交錯”的法令，呈现保护九经作者的署名权、《九经》勅本注释者的著作权、九

经作品的完整性权。在一千年的五代，能有这样的著作权法令，不能不说它是后唐朝

廷一项了不起的创举。

就板本权而言，五代的板本权更为首创。“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须依所

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赋予国子监对其雕板印刷的《九经》勅本享有板本权，保

障国子监校正、板印、售卖《九经》勅本。国子监的板本权具有专属性，“諸色人要

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諸色人抄录板印經書，在内容和板式上，並須依国子监所

印的勅本。

历史翻过一页，到了宋代，中国的著作权更上一层楼，重在反盗板，保护作者

和雕板印刷者的经济利益。《福建轉運使司》载：“本宅先隠士私編《事文類聚》、

《方輿勝覽》、《四六妙语》”，“書乃是一生燈窻勤辛㪽就，非其它剽竊編類者比，

當来累經两浙轉運使司、浙東提舉司给榜禁戢翻刊。”对剽竊編類者，“追人毁板，

斷治施行，庶杜翻刊之患。”特别一提的是宋代“禁私印及鬻之者杖一百許人告賞錢

二百千”法令，对盗板者上了刑，用刑法保护作者的著作权、雕板印刷者的板本权。

本文论证宋代“禁私印及鬻之者杖一百許人告賞錢二百千”法令，完整展示《行

在国子监 録白》，这在著作权、板本权史上或许也是首次披露。

西方学者普遍说《安娜法令》是版权保护之始，不否认《安娜法令》是世界上

第一部版权法，具有伟大意义。将中国五代、宋的七部著作权法令打包，乃勾勒著

作权所含的人身权、财产权的基本要义，如此，它要比《安娜法令》早几百年。就

雕板印刷者的板本权来说，五代后唐“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

不得更便雜本交錯”比《安娜法令》早 700 多年，也比十五世纪后期，英王赐给图

书出版商人的印刷特权早 500 多年。中国五代、宋的七部著作权、板本权法令束起，

不难看出，它已构出著作权、板本权法律的基础框架，这不愧是世界上最早的著作权、

板本权。

【关键词】著作权、板本权、五代说、探源。

中国著作权板本权之探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立法工作者 河山

本文探中国著作权和板本权之源。

著者参加著作权法的制定，著《著作权法概要》，1990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写中国著

作权、板本权保护之源：“五代、宋时已有保护出版权的记载”，“这些虽尚为著作权保护的萌芽，

但它在当时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今再考中国著作权、板本权之源，详加论述。要说的是，五代后唐“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

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宋“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禁私印及鬻之

者杖一百許人告賞錢二百千”、《兩浙轉運司 録白》、《行在国子监 録白》、《福建轉運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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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東提舉司给榜禁戢翻刊”七部法令泉涌中国著作权、板本权之源，折射知识产权璀璨光芒。它

标示中国是著作权发祥地，中国是板本权创始地，中国是著作权、板本权的发端国家，最早保护作

者著作权、雕板印刷者板本权的是中国，著作权、板本权之源头在中国。五代、宋的著作权、板本

权七部法令谓之国宝，我们应予深入挖掘，大书特书，洋洋中华文化自信。

一、雕板盛世造法律

先言雕板印刷。雕板、活字是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奇芭，本为雕板印刷，如今却被称为、写为

雕版印刷，其未必更当，有无此要？画蛇添足。雕板印刷乃是术，板字直观、清晰、贴切，挺好，

还不易与版的其它概念相混淆。而版字在汉语中有多种含义，特别是如今有出版权、版本、版权等

诸多与版字相连的词语。雕板印刷用版字，既不形象且容易发生歧义。从古籍上看，雕板印刷用“板”

字是常态，写“版”字是偶见。故讲中国古代的雕板印刷，还是用雕板印刷四字为好。

著作权、板本权的发生，须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是印刷业的兴起，二是法律的赋予。印刷业是

著作权、板本权产生的经济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权利是法律赋予的，著作、板本经法律授

权方为著作权、板本权。没有法律的赋予，著作权、板本权也就无从谈起。

公知著作权、板本权的发祥赖于印刷业，印刷业又赖于纸业。东汉蔡伦造纸，五代刻板印《九

经》，造纸、印刷术恰是中国古代响誉世界的伟大发明。雕板印刷盛于五代，精于两宋。时势造

法律，五代、宋颁布“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猶

禁擅㻽必須申請國子監”、“禁私印及鬻之者杖一百許人告賞錢二百千”、《两浙轉運司 録白》、

《行在國子監 録白》、《福建轉運使司》、“浙東提舉司给榜禁戢翻刊”法令，尊儒安邦，维护

雕板打击盗板，掘生中国著作权、板本权之源。

二、著作权、板本权的概念

探究著作权、板本权源头，先得申明什么是著作权、板本权。

（一）著作权

著作权亦称版权，指著作权人对作品所享有的权利。我国古代没有著作权一词，清末沈家本起

草《大清著作权律》，从日本引进著作权法律术语。作品创作，自动产生著作权。权利是法律赋予

的，没有法律对著作权的确认，就谈不上作者创作作品自动产生著作权。

（二）板本权

1.出版者的版本权

出版作品，权利分属两种类别。一是著作权人的出版权，属著作权中财产权利的复制权。二是

出版者的版本权，在邻接权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出版者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

的版式设计。前款规定的权利保护期为十年，截止于使用该版式设计的图书、期刊首次出版后第十

年的 12 月 31 日。”著作权法赋予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期刊享有版式权，保护期为 10 年。版

式谓版本形式的简称，故版式权又可称版本权。 出版者出版作品需编排作品的版式，对作品的书

页版式、装帧版式、版权页有创造性劳动，故对出版物版式享有自己的版本权。

2. 雕板印刷者的板本权

（1）板本权

出版者、出版权、版式、版式权、版本、版本权是现代的概念，回到雕板印刷时代，出版者可

称雕板印刷者，出版权可称雕板印刷权，版式可称板式，版式权可称板式权，版本可称板本，版本

权可称板本权。版式权同版本权，板式权同板本权。

雕板印刷盛时，现板本二字。宋朝史官范质等编撰的《宋會要·崇儒七》、宋代葉夢得的《石

林燕語》、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元脱脱等撰写的《宋史·列傅》等，都有“板本”二字。

板本权是雕板印刷者对其雕板印刷的图书的板式所享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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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板式

板式是雕板印刷书籍的样式。板式包括书页板式、装帧板式、板本权牌记。

书页板式，包括板面、大小题名、板框、界行、天头、地脚、板心、行款、字数、鱼尾、

象鼻、书耳、条记、句读等等。

装帧板式，伴随雕板印刷兴起，出现蝴蝶装、线装。线装是雕板印刷书籍的主要装帧方式，

形成书签、书衣、书名叶、书脑、书脊、书首、书脚、书根等等线装书的元素。

板本权牌记，牌记又称书牌。板本权牌记，镌有书名、作者、镌板人、藏板人、刊刻年代、

刊板地点等。

雕板印刷者将上述板式元素巧妙运用，装于雕板印刷的书籍，创出自己的独有板式，成就雕板

印刷书籍的板本权。

著作、板本经法律授权方为著作权、板本权。盛世出法律，雕板印刷鼎盛的五代、宋朝油

生七部法令，端起著作权、板本权保护。

三、“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

（一）后唐朝廷剏发“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

五代十国史称“乱世”，而雕板印刷乃盛世。前蜀毋昭裔发端雕板印九经，开先河，随之

五代。五代十国发轫刻九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谷梁，惊天

动地，创雕板印刷灿烂辉煌。五代朝廷变脸为刹那，然自后唐明宗敕令雕板印《九经》勅本起，虽

后晋、后汉、后周朝野更迭，但雕板《九经》勅本的宏伟大业一脉相承，从未间断，撑雕板印刷

鼎盛，积奠起著作权、板本权发生的经济基础。

五代雕板印刷盛世造法律，司马光《資治通鑑》载：“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慧請令判國

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后唐明宗令国

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勅本，刻板印卖。国子监是封建王朝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具有教育

管理和国学教育双重职能，集行政与民事于一身。弘扬文化，编辑、雕板、售卖经书，是国子监实

施民事行为的重要工作。后唐国子监校正、板印、售卖《九经》勅本，乃履行国子监国学教育的

职责，是以民事身分出现的《九经》勅本的校正者、雕板印刷者、售卖者。后唐为了维护封建王朝

的文化统治和保障国子监“校正九經刻板印賣”的经济利益，朝廷则颁发了保护“校正九經刻板

印賣”的法律：“廣颁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中国的著

作权、板本权油然而生。

宋代王溥撰《五代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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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會要》载: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

标点：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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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长兴三年（932 年）二月，朝廷颁令广告天下：如果各色各等的人要写经书，必须依照国

子监所印的敕本，不得将敕本经书更改变成错杂本。勅本，指皇帝确认的板本。国子监雕板《九

经》的监本，经后唐明宗认可，即是勅本。

“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能够“廣頒天下”，

表明这是一部后唐朝廷剏发的法令。

（二）“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保护《九经》勅

本的著作权

《九经》是古人的经典著作，是有作者的。国子监板印的《九经》勅本，是《九经》注释

本。《九经》勅本既有九经古本的作者，又有注释作者，《九经》勅本将他们一一署名。“廣

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保护着作者的署名权。

勅本，乃是皇帝确认的《九经》注释本。《石林燕語》载：監本禮記月令唐明皇删定也。后

唐明皇日理万机，还亲手删改审定李林甫所注的監本《禮記·月令》。“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

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赋予《九经》勅本注释者对其注释部分享有著作权。

宋代薛居正的《舊五代史》载，后唐明宗准奏“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刻石经书严肃，

差错甚少，有效地避免手抄易发生的讹传。《九经》勅本印板以西京石经为底本，加之国子监校

正功夫，最大地保持着九经原貌。“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

交錯”，强有力保护《九经》勅本的作品完整性。

（三）“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赋予国子监对《九

经》勅本享有板本权

后唐明宗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九经浩瀚，“校正九經”，国子监将九部古代经典作品

编排辑录成册，在雕板年代更是一项宏大工程。国子监此时作为雕板印刷者，校正板印《九经》

勅本，颇下一番功夫。国子监祭酒田敏奉詔充详勘官，勘定《石经》本，校《九经》。国子监按

明宗敕令，集博士儒徒， 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读抄写注出，仔细看读。国子监

受明宗委托，召书法能人，用端正的楷书写出《九经》。国子监再雇能雕字匠人，各随部帙刻板。

之后，刷印、装订出《九经》勅本。国子监在校正、雕板、刷印、装订《九经》勅本中，创出

《九经》勅本特有的板式。

“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确认国子监付出的智力

创作，赋予国子监对《九经》勅本享有板本权。板本权为著作邻接权，具有专属性。“廣頒天下

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以朝廷力量保护国子监《九经》勅本

板本权的专有性、完整性。他人要写经書，在经書文字和板式上，必须依照国子监所雕印的勅本，

不得更变成错杂本。这对于保障国子监印卖《九经》勅本的财产权益，打击盗板，都具有重要意义。

五代时，九经古本作者的财产权已经消失，九经进公有领域，他人可以复制。《九经》勅本是

为《九经》注释本，注释者将《九经》勅本注释部分的出板权授予国子监，国子监获得板印售卖权。

国子监根据朝廷置任的职责，以及《九经》勅本注释者的授权和自身对《九经》勅本的板本权，

有权将《九经》勅本雕板印刷成册，售卖于市，获取财产收益。

四、“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

（一） 朝廷“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法令

宋代新安人羅壁《識遺》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建隆至宋英宗赵曙治平年间，公元 960-1067

年，朝廷有“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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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遺·卷第一》：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惠始令國子監田敏校六经板行之世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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鐫甚便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寧後方盡弛此禁然則士生於后者何其幸也。

标点：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惠始令國子監田敏校《六经》。板行之，世方知

鐫甚便。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寧後，方盡弛此禁。然則士生於后者，

何其幸也。

宋朝廷“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法令，跨赵王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适

用百年。

（二）“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保护《七经义疏》等经书的著作权

宋真宗赵恒登基的第二年，公元 999 年，即诏令校定《七经》。邢昺受诏与杜镐、舒雅、孙

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春秋傅》、《榖梁春秋傅》、《孝经》、

《論語》、《爾雅》，成《周禮義疏》、《儀禮義疏》、《公羊春秋傅義疏》、《榖梁春秋傅

義疏》、《孝经義疏》、《論語義疏》、《爾雅義疏》。《七经》属注释作品，“猶禁擅鐫必

須申請國子監”赋予邢昺、杜镐、舒雅、孙奭、李慕清、崔偓佺对《七经》的注释部分享有著

作权，含署名权、修改权、出板权、作品完整性权。“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法令，禁止擅

鐫印《七经义疏》，要雕鐫《七经义疏》，必須向国子监申請，保护作者的著作权。

“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赋予唐陆德明对《经典释文》的注释部分享有著作权，含署

名权、修改权、出板权、作品完整性权。其它经书也是如此，“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着保

护其它经书的著作权。

（三）“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保护国子监对《七经义疏》等经书的板本权

《宋史·职官志》载：始置書庫监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經史群書以備朝廷宣索賜予之用及出

鬻而收其直以上於官。国子监“充掌印經史群書”。国子监依照掌管雕印经史群书职责，并根

据《七经义疏》、《经典释文》等注释者的授权和自身对经书的板本权，有权编辑鐫印《七经义

疏》、《经典释文》等经书。国子监作为出鬻者，将鐫印的《七经义疏》、《经典释文》等经

书出鬻于市。“出鬻而收”，获取钱财收益，表明北宋国子监对此依然是雕印出鬻经史书籍的

民事主体。

国子监对《七经义疏》、《经典释文》等经书排板制作，形成板本。“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

子監”法令，赋予国子监对雕印的经书享有板本权。国子监的板本权属著作相邻权，是绝对权，

具有独占性、排他性。唯有国子监可雕印经书，他人若刻板经书，必須申請国子监。国子监许

可，方可雕印；国子监不可，不得擅鐫。

“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法令，禁止擅鐫印经书，以法律禁力保护国子监对鐫印《七

经义疏》、《经典释文》等经籍的专有板本权。按照国子监监本的文字和板式镂印经书，可以

防止私人板印经书易出的差错，有效地维护着《七经义疏》和其它经籍的严肃性。

五、 “禁私印及鬻之者杖一百許人告賞錢二百千”

（一） 詔“禁私印及鬻之者杖一百许人告赏钱二百千”

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六》载：詔以新修經義付杭州成都府路轉運司鏤板

所入錢封樁庫半年一上中書禁私印及鬻之者杖一百許人告賞錢二百千從中書禮房請也。

标点：詔：“以新修經義付杭州、成都府路轉運司鏤板，所入錢封樁庫，半年一上中書。禁

私印及鬻，之者，杖一百；許人告，賞錢二百千，從中書禮房請也。”

朝廷诏书禁止私自镂印经义及出鬻，将“私印及鬻”者上了刑，“杖一百”，以杖刑“禁

私印及鬻”，且出赏钱，“許人告”，对举报人“賞錢二百千”。罚赏并举，此是五代以来的首

诏，不愧宋神宗赵顼英年壮志励精图治的“熙宁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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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私印及鬻之者杖一百許人告賞錢二百千”存续时间虽不长，但在著作权、板本权发详

史上，毕竟闪烁过这一詔令。然这一闪烁亦被后者效仿，南宋则立“追板劈毁断罪施行”法令，

用刑法“断罪”惩治盗板，保护著作权板本权。

（二）“禁私印及鬻之者杖一百許人告賞錢二百千”保护《三经义》的著作权、板本权

《宋史·志卷第一百十·選與三》载：神宗尤垂意儒學，诏令修撰《三经义》。王安石、

吕惠卿、王安石之子王雱奉詔修撰《毛诗》、《尚书》、《周礼》。熙宁八年，公元 1075 年，

《詩義》、《書義》、《周禮義》完成，合称《三經義》。

“禁私印及鬻之者杖一百许人告赏钱二百千”保护《毛诗》、《尚书》、《周礼》作者的

署名权、修改权、作品完整性权，赋予王安石、吕惠卿、王雱对《毛诗义》、《尚书义》、《周

礼义》注释部分享有著作权，含署名权、修改权、出板权、作品完整性权。

熙宁八年六月，中書门下将《詩義》、《書義》、《周禮義》文字副本送交国子监，国子监

鏤板，制《詩義》、《書義》、《周禮義》板本。“禁私印及鬻之者杖一百许人告赏钱二百千”，

赋予国子监得取《詩義》、《書義》、《周禮義》的板本权。国子监刊行出鬻鏤板的《三经义》，

此法律地位依旧是民事主体。“禁私印及鬻之者杖一百许人告赏钱二百千”法令，保护国子监

对《三经义》和其它经书的板本权。

六、《两浙轉運司 録白》

（一）《兩浙轉運司 録白》原文

南宋，建州建本兴旺，盗板跟随，反催知识产权。

祝穆、祝洙父子著书立说且自家刻书刊行《方輿勝覽》、《四六寳苑》数书，雕板所费银两浩

瀚。然竟有嗜利之徒翻板盗印，牟取眛利。祝家父子寻求官方保护，祝太博宅幹人吴吉上状官府。

时势造法律。公元 1225 年南宋赵昀登位，理宗，嘉熙二年，即公元 1238 年，一则标示古代建

本著作权、板本权的地方法令《兩浙轉運司 録白》破土而出。

《兩浙轉運司 録白》收录于祝穆的《方輿勝覽》，《方輿胜览》宋椠本国内已无，好在日本

皇家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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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浙轉運司 録白

據祝太博宅幹人吴吉狀本宅見雕諸郡志名曰方輿勝覧并四六寳苑兩書並係本宅進士私自編輯數

載辛勤今來雕板所費浩瀚竊恐書市嗜利之徒輙將上件書版翻開或改換名目或以節略輿地紀勝等

書爲名翻開攙奪致本宅徒勞心力枉費錢本委實切害照得雕書合經

使臺申明乞行約束庶絶翻版之患乞給榜下衢婺州雕書籍處張掛暁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陳告乞追人

毀版斷治施行奉台判備榜須至指揮

右今出牓衢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暁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經所属陳告追究毀版施行故牓

嘉熙貮年拾貮月 日牓

衢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

轉運副使曽 台押

福建路轉運司狀乞給牓約束所属不得翻開上件書版並同前式更不再録白。

标点：

《兩浙轉運司 録白》

據祝太博宅幹人吴吉狀，本宅見雕諸郡志名曰《方輿勝覧》并《四六寳苑》兩書，並係本宅進士

私自編輯，數載辛勤。今來雕板，所費浩瀚。竊恐書市嗜利之徒，輙將上件書版翻開，或改換名

目，或以《節略輿地紀勝》等書爲名，翻開攙奪，致本宅徒勞心力，枉費錢本，委實切害。照得

雕書合經

使臺申明，乞行約束，庶絶翻版之患。乞給榜下衢、婺州雕書籍處，張掛暁示。如有此色，容本

宅陳告，乞追人毀版，斷治施行。奉台判，備榜須至指揮。

右今出牓衢、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暁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經所属陳告追究，毀版施

行，故牓。

嘉熙貮年拾貮月 日牓。

衢、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

轉運副使曽 台押。

福建路轉運司狀，乞給牓約束所属，不得翻開上件書版，並同前式，更不再録白。

法律由国家有关机关制定，按特定形式颁布，以国家机器强制力予以保障。地方性法令由地方

有关机关制定，按特定形式颁布，以当地国家机器强制力予以保障。《兩浙轉運司 録白》是则地

方性法令，不是南宋朝廷颁布的法律。《兩浙轉運司 録白》的“兩浙轉運司”是谁？职掌两浙西

路、两浙东路的都转运使司是《兩浙轉運司 録白》的制定者。

（二)《兩浙轉運司 録白》确认祝穆著作权、板本权

《兩浙轉運司 録白》曰：“《方輿勝覧》并《四六寳苑》兩書，並係本宅進士私自編輯，數

載辛勤。今來雕板，所費浩瀚。”《方輿勝覧》、《四六寳苑》为祝穆大作，署名“祝穆”，祝穆

系《方輿勝覧》及《四六寳苑》、《事文類聚》的作者，享有著作权。对于“書市嗜利之徒，輙將

上件書版翻開，或改換名目，或以《節略輿地紀勝》等書爲名，翻開攙奪”的盗板行为，《兩浙轉

運司 録白》令：“使臺申明，乞行約束，庶絶翻版之患。”“乞給牓約束所属，不得翻開上件書

版”，“如有此色，容本宅陳告，乞追人毀版，斷治施行。”“如有似此之人，仰經所属陳告追究，

毀版施行，故牓。”以强有力的手段保护祝穆对《方輿勝覧》、《四六寳苑》的著作权。

《兩浙轉運司 録白》确认祝穆、祝洙作为雕板印刷者对《方輿勝覧》、《四六寳苑》享有板

本权，以法治手段保护祝穆、祝穆作为雕板印刷者对《方輿勝覧》、《四六寳苑》享有的板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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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行在國子監 録白》

（一）《行在國子監 録白》原文

南宋理宗赵昀淳祐八年七月，即 1248 年，国子监颁发一则《行在國子監 録白》，该法令收

录附在宋段昌武《毛詩集解·卷第三十·商頌》的明板本之中。



13

明板本《毛詩集解·卷第三十·商頌》附：

《行在國子監 録白》

據迪功郎新贑州會昌縣丞叚维清狀維清先叔朝奉昌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學

者咸宗師之印山羅史君瀛嘗遣其子姪來學先叔以毛氏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東萊詩記参以

晦菴詩傅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苟足發明率以录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獨羅氏得其繕本校雠最

為精密今其姪漕貢樾鋟梓以廣其傅维清竊惟先叔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於此書儻或其他書肆嗜

利翻板則必竄昜首尾增損音義非惟有辜羅貢士锓梓之意亦重為先叔明經之玷今狀披陳乞备牒

两浙路 福建路運司备詞約束乞給據付羅貢士為照未敢自專伏候台旨呈奉

台判牒仍給本監除已备牒 两浙路 福建路運司备詞約束所屬書肆取責知委文狀回申外如有不

遵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须至給據者

右出給公據付羅貢士樾收執照應淳祐八年七月 日給

行 丞 程 押

司 業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講徐押

标点：

《行在國子監 録白》

據迪功郎新贑州會昌縣丞叚维清狀：維清先叔朝奉昌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

第春官，學者咸宗師之。印山羅史君瀛嘗遣其子姪來學，先叔以《毛氏詩》口講指畫，筆以成

編。本之東萊《詩記》，参以晦菴《詩傅》，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苟足發明，率以录焉，

名曰《叢桂毛詩集解》。獨羅氏得其繕本，校雠最為精密，今其姪漕貢樾鋟梓以廣其傅。维清

竊惟先叔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於此書。儻或其他書肆嗜利翻板，則必竄昜首尾，增損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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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惟有辜羅貢士锓梓之意，亦重為先叔明經之玷。今狀披陳，乞备牒两浙、福建路運司备詞約

束，乞給據付羅貢士為照。未敢自專，伏候台旨。呈奉

台判牒，仍給本監。除已备牒两浙路、福建路運司备詞約束，所屬書肆，取責知委文狀回申外，

如有不遵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须至給據者。

右出給公據付羅貢士樾收執照應。淳祐八年七月 日給。

行 丞 程 押

司 業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講徐押

宋段昌武，精通《诗经》，以《毛氏诗》口讲指画，笔以成编。以至近世诸儒，一话一言，苟

足发明，率以录焉，名曰《丛桂毛诗集解》。段昌武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独有罗氏得

其缮本，校雠最为精密。今其侄漕贡樾，锓梓，以广其传。

宋迪功郎新赣州会昌县丞段维清系段昌武之侄，为制止书肆嗜利翻板《丛桂毛诗集解》，他向

国子监行状：“儻或其他書肆嗜利翻板，則必竄昜首尾，增損音義。非惟有辜羅貢士锓梓之意，亦

重為先叔明經之玷。今狀披陳，乞备牒两浙、福建路運司备詞約束，乞給據付羅貢士為照。未敢自

專，伏候台旨。”

宋理宗淳祐八年七月，公元 1248 年，国子监“除已备牒两浙路、福建路運司备詞約束，所屬

書肆，取責知委文狀回申外，如有不遵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

（二）《行在國子監 録白》保护《丛桂毛诗集解》的著作权、板本权

国子监《行在国子监 録白》保护《丛桂毛诗集解》作者、校雠者的著作权，保护《丛桂毛诗

集解》雕板印刷者的板本权。

国子监《行在國子監 録白》对《丛桂毛诗集解》的书肆嗜利翻板者，“追板劈毁断罪施行”。

以刑法之力保护段昌武的著作权，即保护段昌武对《丛桂毛诗集解》的署名权、出板权、作品完

整性权。

国子监《行在國子監 録白》对《丛桂毛诗集解》的书肆嗜利翻板者，“追板劈毁断罪施行”。

以刑法之力保护校雠者罗氏的著作权，即保护罗氏对《丛桂毛诗集解》校雠部分的署名权、出板

权、作品完整性权。

国子监《行在國子監 録白》对《丛桂毛诗集解》的书肆嗜利翻板者，“追板劈毁断罪施行”。

以刑法之力保护《丛桂毛诗集解》雕板印刷者罗樾的专有板本权。国子监并出具公据付给罗贡士樾，

收执照应。

八、《福建轉運使司》

公元 1265 年，南宋赵禥登位，度宗，年号咸淳。咸淳二年即公元 1266 年，此时距颁布《两浙

轉運司 録白》的 1238 年已过 28 年。然盗板不住，祝太博宅幹人吴吉再状告至官府。这一年 6月，

又一则标示、保护著作权、板本权的地方法令《福建轉運司》再度运生。

（一）《福建轉運使司》原文

《福建轉運使司》这则録白收录于祝洙增订的《新编方輿勝覽》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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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轉運使司

據祝太博宅幹人吴吉状稱本宅先隠士私編事文類聚方輿勝覽四六妙语本官思院續編朱子四書

书附録進塵

御覽並行于世家有具書乃是一生燈窻勤辛㪽就非其它剽竊編類者比當来累經两浙轉運使司浙

東提舉司给榜禁戢翻刊近日書市有一等嗜利之徒不䏻自出己見編輯專一翻板竊恐或改换名目

或節略文字有誤學士大夫披閱實為利害照得雕書合經使臺申明状乞給榜下麻沙書坊長平熊屯

刊書籍等處張掛暁示仍乞帖嘉禾縣嚴責知委如有此色容本宅陳告追人毁板斷治施行庶杜翻刊

之患奉

運使判府節制待 制修史中書侍郎台判給榜須至暁示

右今榜麻沙書坊張挂暁示各仰通知毋至違犯故榜 咸淳贰年陸月

使

两浙路轉運司狀乞給榜約束㪽属不得翻刊上位書板並同前式更不再録白。

标点：

《福建轉運使司》

據祝太博宅幹人吴吉状，稱本宅先隠士私編《事文類聚》、《方輿勝覽》、《四六妙语》，

本官思院《續編朱子四書书附録》進塵。

御覽並行于世家有具。書乃是一生燈窻勤辛㪽就，非其它剽竊編類者比，當来累經两浙轉運

使司、浙東提舉司给榜禁戢翻刊。近日書市有一等嗜利之徒，不䏻自出己見編輯，專一翻板

竊恐，或改换名目，或節略文字，有誤學士大夫披閱，實為利害。照得雕書合經，使臺申明。

状乞給榜下麻沙、書坊、長平、熊屯刊書籍等處，張掛暁示。仍乞帖嘉禾縣嚴責知委，如有

此色，容本宅陳告，追人毁板，斷治施行，庶杜翻刊之患。奉

運使判府節制待 制修史中書侍郎台判，給榜須至暁示。

右今榜麻沙、書坊張挂暁示，各仰通知，毋至違犯故榜。 咸淳贰年陸月

使

两浙路轉運司狀，乞給榜約束㪽属，不得翻刊。上位書板，並同前式，更不再録白。

福建路轉運使司制定了《福建轉運使司》録白。

（二）《福建轉運使司》保护祝穆祝洙的著作权

《福建轉運使司》曰：“本宅先隠士私編《事文類聚》、《方輿勝覽》、《四六妙语》”，“書

乃是一生燈窻勤辛㪽就，非其它剽竊編類者比，當来累經两浙轉運使司、浙東提舉司给榜禁戢翻刊。”

这里的《方輿勝覽》乃《新编方輿勝覽》，是祝洙在祝穆《方輿勝覧》上的增补本，祝穆、祝洙都

是《新编方輿勝覽》的作者。祝穆虽已故，但对《方輿勝覧》依然享有著作权。时有“人一走茶就

凉”、“人一死权利随之消灭”的说法，而《福建轉運使司》此时了不起地确认已故的祝穆仍是《新

编方輿勝覽》的作者之一，享有《新编方輿勝覽》的著作权。

《福建轉運使司》确认祝洙是《續編朱子四書书附録》的作者，对《續編朱子四書书附録》享

有著作权，享有作者的雕板印刷权，即出板权。

《福建轉運使司》揭露侵犯祝穆、祝洙著作权行径：“近日書市有一等嗜利之徒，不䏻自出己

見編輯，專一翻板竊恐，或改换名目，或節略文字，有誤學士大夫披閱，實為利害。”对此，《福

建轉運使司》令：“照得雕書合經，使臺申明。状乞給榜下麻沙、書坊、長平、熊屯刊書籍等處，

張掛暁示。仍乞帖嘉禾縣嚴責知委，如有此色，容本宅陳告，追人毁板，斷治施行，庶杜翻刊之患。”

“奉運使判府節制待 制修史中書侍郎台判，給榜須至暁示。右今榜麻沙、書坊張挂暁示，各仰通

知，毋至違犯故榜。”“使两浙路轉運司狀，乞給榜約束㪽属，不得翻刊。上位書板，並同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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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再録白。”以高压的法治手段保护祝穆、祝洙对《事文類聚》、《四六妙语》、《新编方輿勝

覽》、《續編朱子四書书附録》的著作权。

（三）《福建轉運使司》保护祝洙的板本权

祝洙雕板印刷《事文類聚》、《四六妙语》、《新编方輿勝覽》、《續編朱子四書书附録》，

创书的板本，《福建轉運使司》对盗板者“追人毁板斷治施行庶杜翻刊之患”，以高压的法治手段

保护祝洙对《事文類聚》、《四六妙语》、《新编方輿勝覽》、《續編朱子四書书附録》的板本权。

九、“浙東提舉司给榜禁戢翻刊”

《福建轉運使司》錄白中提到“浙東提舉司给榜禁戢翻刊”。看来，在两浙轉運使司制定《兩

浙轉運司 録白》时，浙東提舉司也颁布了一则録白，“给榜禁戢翻刊”。遗憾的是，祝洙未将浙

東提舉司的録白收录到《新编方輿勝覽》。

十、评析

（一）“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

1.五代“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开创著作权、板

本权的先河

著者 1990 年提出：“五代、宋时已有保护出版权的记载”，“为著作权保护的萌芽”，“它

在当时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今再详加论证“五代说”：中国著作权、板本权的最初源头在五

代后唐。如此定格，若得认可，则将版权界通说中国著作权保护始于宋的论点提前一个朝代，公认

中国五代时期就燃起著作权、板本权的星星之火。

2.五代、宋的七部著作权、板本权法令是世界上最早的著作权、板本权

1710 年英国《为鼓励知识创作而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内

之权利的法》生效，这部法律冠以当时在位的英国女王安娜之名，被简称为《安娜法令》。《安

娜法令》“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内之权利”，授予作者及购买

者对图书在一定时期内的独占权。该“购买者”，指即印刷商、书商，不是图书购买人。《安

娜法令》对世界各国的版权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西方学者普遍说《安娜法令》是版权保护之始，不否认《安娜法令》是世界上第一部版权

法，具有伟大意义。就作者的著作权来说，将中国五代、宋的七部著作权法令打包，乃勾勒著

作权所含的人身权、财产权的基本要义，如此，它要比《安娜法令》早几百年。就雕板印刷者

的板本权来说，五代后唐“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比

《安娜法令》早 700 多年，也比十五世纪后期，英王赐给图书出版商人的印刷特权早 500 多年。

中国五代、宋的七部著作权、板本权法令束起，不难看出，它已构出著作权、板本权法

律的基础框架，这不愧是世界上最早的著作权、板本权。

（二）“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便雜本交錯”、“猶禁擅鐫必

須申請國子監”、“禁私印及鬻之者杖一百許人告賞錢二百千”、《兩浙轉運司 録白》、《行在

國子監 録白》、《福建轉運使司》、“浙東提舉司给榜禁戢翻刊”

五代宋的这七部法令是七颗璀璨明珠，映照出中国古代官方赋予作者著作权、雕板印刷者板

本权的始端，开创了法令保护作者著作权、雕板印刷者板本权的先河，透载着打击盗板的气势直

冲云霄，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在民间，唤醒诸多雕板印刷者板本权意识，他们纷纷拿起利用板本权牌记申明权利保护。例如，

南宋王称的《東都事略》，在初刻本目录页上附有一方板本权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由上

司，不许覆板。”南宋缘起的雕板印刷板本权牌记申明保护之风，一直吹至元明清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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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宋保护著作权板本权的七部法令奠定了中国著作权法律的基石。

清末西风东进，沈家本主持立法，起草《民律草案》等若干法律草案文本，唯《大清著作权律》

于宣统二年即 1910 年颁布，可见古代著作权法令对国人的影响。之后，中华民国北洋政府 1915 年

颁布《著作权法》，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1928 年颁布《著作权法》。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86 年民法通则通过后，民事单行法，率先在 1990 年制定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之后才陆续制定收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婚姻法、合同法、物

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民事单行法。这或许是古代著作权法令和《大清著

作权律》影响深远的巧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