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疏离到亲近

10年前，南方有块冰就很新鲜；
10年后，送孩子到冰球俱乐部的家长
越来越多了，甚至把北美冰球教材翻
译过来，还能“挑毛病”。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临近，冬
奥会比赛中最具观赏性的集体运动项
目——冰球运动，在中国也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不仅全国各地参与的青少
年越来越多，对优质的冰球教学资源
需求也更加迫切。

恰逢其时，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冰
球运动学院等联合推出 《冰球小课
堂》 视频节目，一经上线就获得了
4000多万人次的观看。提起这个用
生动活泼的形式，面向青少年推广冰
球教育的创新方式，中国冰上运动学
院院长王春露依旧兴奋。“冰球到底
长什么样？冰球场上的标志线都是什
么？……每集约3-5分钟的 《冰球
小课堂》都有解答，从冰球场地、冰
球比赛、冰球规则、冰上训练等多个
方面，介绍了这项被称为‘冰上勇敢者
游戏’的运动。”

从短道速滑运动员、到国家体育
总局大众冰雪部部长、再到中国冰上
运动学院院长，王春露的头衔换了很
多，但始终没有离开冰雪领域。

“我从9岁开始滑冰，29岁正式退
役，在长达20年的运动员生涯里，冰雪
基因早已在我的身体里了，我对冰雪
的感情是割舍不掉的。”王春露说道。

“《冰球小课堂》青少年冰球教学

视频项目在推广冰
球文化、普及冰球知识与技术的
同时，让更多的中国孩子能有机
会认识冰球、了解冰球、爱上
冰球。”无论行政职务如何转变，王
春露始终记得自己要在百姓中推广
冰雪运动的责任，尤其是让更多的
青少年喜欢并参与冰雪运动。王春
露说，“目前在北京就有200多家冰
球俱乐部，每年有 400-500 场比
赛，在广州、深圳、四川等省市，冰
球也热了起来，可见冰雪市场还有很
大的空间。”

大众体育的规范发展

王春露说，国人对冰雪运动“从
旁观到参与”，正是借助一届届冬奥
会的东风。其实，除了东三省外，在
我国大部分地区还是比较缺乏冰雪底
蕴的。因此每一届冬奥会的举办，都
是一次很好的推广良机。

从2012年开始，王春露开始推
广全国高山滑雪巡回赛。“我们将专
业选手分一组，业余选手分一组，在
一个雪场上，让百姓有机会近距离接
触专业选手，看到专业炫酷的技术动
作后，很多滑雪爱好者也设定了自己

的小目标，这其实就是榜样
的力量。”

在众多冰雪项目中，速度
滑冰一直具有浓厚的群
众基础，再加上索契冬奥

会上，张虹实现了几
代速滑人的奥运冠
军梦，为这项运动的

发展注入了一支
强心剂。

于是，王春
露借此东风，在
大众体育赛事中

引入了“全
国大众速度

滑冰马拉松系列赛”。王春露说，要想让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仅仅依靠有限
的室内冰场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把户外
冰雪运动打造成新时尚。

“速滑马拉松赛，完全可以像城市
马拉松赛那样，成为一项时尚运动。到
那个时候，人们将不再只是在河道上凿
出冰窟窿打鱼，而是平整出相当长距离
的河道或者湖面，变成速度滑冰的乐
园。”王春露经过不断实践，发现大众
体育若要发展得好，不仅要有群众基
础做铺垫，还要有规范的发展。他们
开始只在东北集中办赛，慢慢发现全
国还有很多有条件的地区热情很高，
于是就把速滑马拉松赛变成分站赛，
北京延庆、河北承德、新疆喀纳斯等
都成为了速滑马拉松赛的举办地。“不
仅赛事影响力提高了，参与赛事的大众
爱好者也增加了，参赛选手一站站‘打
卡’，挑战自我，还收获了更专业的滑
行指导。”

“报名参加的选手，从十几岁到六
七十岁不等，通过专业的赛事，专业的

场地，专业的裁判，把大众的兴趣带动
起来，冰雪运动才能真正发展壮大。”
王春露说。

大众冰雪热情被“申奥”激发

北京冬奥会成功申办后，国家体育总
局在2016年5月5日发布施行的《体育发
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以筹办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在全国推动
冬季运动发展，大力普及冰雪运动项目。

2018年9月5日颁布的《“带动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实施纲要（2018－
2022年）》也表示，要大力推广普及群
众性冰雪运动，助力建设“健康中
国”，奋力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目标。

在这一战略目标的指引
下，冰雪项目突破传统“北
冰”地域界限，“南展西扩
东进”势头旺盛。

“曾经制约大众参与冰
雪运动的场馆匮乏问题，大
有改观；曾经限制着民众参

与度的冬季项目高消费，也渐渐褪去
‘贵族’的外衣。”王春露说，“原来大多
数冰雪器材都是进口的，动辄几万元一
副的雪板、冰刀确实离大众消费太远了。
但现在，我国大力发展本土品牌的冰雪器
材，200-300元的冰刀照样可以滑出快
乐、滑出健康。”

在冬奥气氛的带动下，近年来，“京
津冀一体圈”大众冰雪运动同样蓬勃发
展。北京市“市民欢乐冰雪季”已连续开
展六届，形成了自己的体系，2019－
2020年度市民快乐冰雪季共组织群众
性冰雪活动3690场，参与人次713万。
河北省强力推动群众性冰雪运动向纵深
发展，广泛开展“健康河北欢乐冰雪”系
列活动，2019－2020雪季带动参与冰
雪运动人数超过1700万。

……
北京冬奥会点燃了大众对冰雪运动

的热爱，激发出人们对参与冰雪运动的
热情，5年前“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庄严承诺，如今在中国正在从愿景走向
现实。

中国冰上运动学院院长王春露：

融入大众融入大众 冰雪运动才更有活冰雪运动才更有活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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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2019）京0102号民
初 19650 号生效法律文书，要求
中国文史出版社有限公司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社
接受强制刊登如下内容。

本院认定如下：
1960年 1月，中华书局出版

的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中收
录了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
王 式 九 、 吴 锡 祺 共 同 创 作 的
《“七七”事变纪实》 一文，约
19628 字。该 《文史资料选辑》
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
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
华书局出版，内部发行。

2010 年 12 月 27 日，最高人
民法院出具(2010)民提字第154号
《民事调解书》，其中载明:“本院
经审理查明，1960年 1月，中华
书局出版的 《文史资料选辑》 第
一辑中收录了何基沣、邓哲熙、
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共同创
作的 《“七七”事变纪实》 一文
……1986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公开
出版发行 《文史资料选辑》 时，
除个别字修改，该文未作删节。
2000年 1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再
版发行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
本，全书共46卷，收录了136个
单行本，全书定价1600元，印数
为5000册。该合订本第一卷中对
收录的 《“七七”事变纪实》 一
文进行了删节，删除了原文中约
700 字的内容。中国文史出版社
未向作者何基沣、邓哲熙、戈定
远、王式九、吴锡祺的继承人支
付再版稿酬。……何瓘、何瑗、
何琳、何玫为何基沣的继承人，
戈斌为戈定远的继承人，吴静
伟、吴静淮为吴锡祺的继承人，
王简礼、王孝礼、王复礼为王式
九 的 继 承 人 ， 他 们 均 主 张 对
《“七七”事变纪实》 一文的著
作权的继承权。何基沣、邓哲
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的
其他继承人均声明放弃对 《“七
七”事变纪实》 一文的著作权的

继承权。2001年 8月，何瓘等以
中国文史出版社未经授权删节
《“七七”事变纪实》 一文内
容，侵犯作者的修改权、保护作
品完整权及获得报酬权为由，诉
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
求判令中国文史出版社停止侵
权；公开在媒体上赔礼道歉；在
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60年（1960
年，编者注） 版 《“七七”事变
纪实》全文；支付稿酬60元；负
担本案诉讼费用。中国文史出版
社答辩，删减作品内容理应征求
作者的意见，但原文作者在再版
时都已经作古，无法再按著作权
法的要求征求本人意见。由于是
对历史事实的描述，作者的继承
人无从陈述历史真相，所以不能
作为征求意见的对象，中国文史
出版社不构成侵权。……在本案
再审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
解，双方当事人经协商自愿达成
如下协议：一、《“七七”事变纪
实》 一文由何基沣、邓哲熙、戈
定远、王式九、吴锡祺共同创
作，《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一文
由戈定远创作，以上两篇文章最
早发表于1960年 1月出版的 《文
史资料选辑》 中的第一篇和第二
篇。双方认为上述两篇文章作者
依法享有的著作权应当受到尊
重，并受法律保护。戈斌为与中
国文史出版社因 《二十九军和冀
察政权》 一文被删节引发的纠
纷，双方同意与本案一并解决。
二、中国文史出版社今后不再刊
登删节过的上述两篇文章。何
瓘、何瑗、戈斌、吴静伟对中国
文史出版社以前删节性刊登上述
两篇文章是否侵犯著作权不再追
究。三、中国文史出版社于2000
年 1月再版并公开发行 《文史资
料选辑》 时按照文史资料工作有
关原则经过组织程序对上述两篇
文章部分内容作了删节，但未与
作者法定继承人进行沟通，对此
表示歉意。何瓘、何瑗、戈斌、
吴静伟接受中国文史出版社在调

解过程中的口头致歉，不再要求中
国文史出版社“公开赔礼道歉”“给
付稿酬”“赔偿损失”。”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2013年
1月第1版、2016年1月第3次印刷
的 《正面战场七七事变——原国民
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2015年5
月第1版、2015年7月第1次印刷的
《正面战场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
领抗日战争亲历记》，2015年1月第
1版、2015年7月第2次印刷的《正
面战场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
日战争亲历记》，以及2015年1月第
1版、2015年7月第2次印刷的《七
七事变亲历记》 中均收录了由何基
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
祺共同创作的《“七七”事变纪实》
一文，并对《“七七”事变纪实》一
文进行了删节。双方均认可上述图书
刊登的删节过的 《“七七”事变纪
实》文章内容相同。

经比对，删节过的《“七七”事
变纪实》 一文 （以下简称后文） 对
1960年 1月出版的 《“七七”事变
纪实》一文（以下简称原文）进行部
分改动，两文具体差别如下：一、后
文在原文部分内容之前增加总结性标
题，对原文进行分割，例如：“七七
事变前的形势”“七七事变爆发后第
二十九军官兵的奋勇抵抗”“中共中
央的抗日号召和各救亡团体的活动”
等。二、部分语句进行了修改和调
整，例如：原文的“日寇”改为“日
军”，“使北平陷入四面包围的形势，
以便加深冀察的‘特殊化’”改为

“四面包围北平，从而加深冀察的
‘特殊化’”，“后方”改为“桥头
堡”等。三、大范围进行删节，主要
包括以下删节：1.后文将原文中“日
本帝国主义者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武力
侵占我东北三省，又在一九三三年以
武力侵占我热河省以后，……供出他
们企图包围北平西面和北面的阴谋”
及对应的注释进行删除，共计十余个
自然段，约6000字。2.后文将原文
中“正当全国广大爱国人民一致声援
二十九军……如果再公然地反对抗
战，就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地

位。所以在”进行删除，约400字。
3.后文将原文中“当宋哲元初回到北
平的时候……至此，宋已明白了张的
意图，于是立即决定离平”进行删
除，约600字。4.后文将原文末附录
一至附录四内容进行删除，约1400
字。此外，后文还存在对原文进行删
节的其他情形。

以 上 事 实 ， 有 原 告 提 交 的
（2010)民提字第 154号 《民事调解
书》、《文史资料选辑》、《正面战场七
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
历记》、《七七事变亲历记》等证据在
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 (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十一
条第四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
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为作者。第二十条规定，作者的署名
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
期不受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作者
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
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
或者受遗赠人保护。具体到本案，
1960 年 1 月出版的 《文史资料选
辑》中收录的《“七七”事变纪实》
一文署名为何基沣、邓哲熙、戈定
远、王式九、吴锡祺，据此，可以证
明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
九、吴锡祺为《“七七”事变纪实》
的作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前生
效文书中查明的事实，何瓘、何瑗为
作者何基沣的继承人，吴静伟为作者
吴锡祺的继承人，依法有权保护作者
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有权提
起本案诉讼。

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
定，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
改作品的权利；第四项规定，保护作
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
改的权利。第三十四条规定，图书出
版者经作者许可，可以对作品修改、
删节。具体到本案，在2010年12月
27日最高人民法院就被告此前删节
出版行为出具 （2010)民提字第154
号《民事调解书》之后，被告未经作
者许可，再次出版删节过的 《“七

七”事变纪实》一文，经对比，后文
不仅对原文作出文字上的调整和改
动，还删除了原文部分内容，所删节
内容超过8000字，其中，既包含作
者对于宋哲元及其部下在七七事变中
的行为和态度的描述、评价，又包含
对时局、背景进行阐述的注释和附
录，删节的文章使得作者的本意不能
够准确地得到表达，属于对作品的歪
曲和篡改，因此，被告作为图书出版
者，在未经作者许可的情况下，对
《“七七”事变纪实》 进行大幅修
改、删节后出版的行为，侵害了作者
对作品享有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
权。

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有下
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
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
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四）歪
曲、篡改他人作品的。具体到本
案，被告中国文史出版社的行为侵
害了作者对作品享有的修改权和保
护作品完整权，多次重复侵权，持
续时间较长，必然会对作者造成不
利影响，故被告应当承担停止侵
害、消除影响等法律责任，原告要
求被告停止出版、发行刊登有删节
过的 《“七七”事变纪实》 一文的
图书并刊登声明消除影响的诉讼请
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鉴于
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存在出版含
有删节文章的其他刊物或出版物的
行为，本院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停止
出版其他刊物、出版物的行为的诉
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刊登声明消
除影响的范围，本院认为，消除影
响的范围应当与侵权行为造成的影
响范围相当，本院结合被告侵权行
为时间持续较长，影响范围较广，
且其系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调解
书中承诺不再刊登删节文章的情况
下，再次侵权，其主观恶性较大等
因素，综合考虑 《“七七”事变纪
实》 一文的性质，对于原告要求被
告在 《人民政协报》、《纵横》 杂
志、《光明日报》、《法制日报》、《新
京报》 上刊登消除影响声明的诉讼
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不再予以支持。对于原告关于
销毁库存图书的诉讼请求，因销毁
库存图书并非民事责任的承担方
式，故对原告关于销毁库存的诉讼
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
求被告按照原文刊载 《“七七”事
变纪实》 一文的诉讼请求，本院认
为，法律并未规定此种侵权人刊载
原作品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故原
告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
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著作权法》 第十条第一款第
（三） 项、第 （四） 项、第十一条、
第二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
四十七条第一款第 （四） 项之规
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文史出版社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
出版、发行含有删节过的 《“七
七”事变纪实》一文的图书；

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
内，被告中国文史出版社有限公司
在 《人民政协报》、《纵横》 杂志、
《光明日报》、《法制日报》及《新京
报》 上就涉案侵权行为刊登消除影
响声明，以消除影响 （声明的内容
须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送本院审
核，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在 《人民
政协报》、《纵横》 杂志、《光明日
报》、《法制日报》 及 《新京报》
上，公布本判决主要内容，所需费
用由被告中国文史出版社有限公司
承担）；

三、驳回原告何瓘、原告何
瑗、原告吴静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元，由被告中国
文史出版社有限公司负担 （于本判
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二份），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
京知识产权法院。

特此声明。

中国文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1日

关于《“七七”事变纪实》著作权的声明
——中国文史出版社有限公司消除侵害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的影响的声明

广告

儿子王程澈五岁开始，有了一
个新的“斜杠”称谓：冰球少年。

小小的身影从一开始在冰上摇
摇晃晃，到第一次穿上充满肌肉感
的装备，再到拿起球杆参与队伍训
练，他的第一场比赛、第一次进球、
第一次获得MVP……每一个第一
次，都是全家的里程碑事件。

因为家里有了个冰球少年，我
们家庭有了一个新的“斜杠”称谓：
冰球家庭。

爸爸光看儿子打球不过瘾，自
己也买了装备一起上场，后来和一
群职场人组了一个红叶队，周末在
深夜冰场一起约一场球。妈妈做了
一个冰球公众号，从记录孩子练习
冰球的进步和见闻，到收录、分享冰
球讯息，让更多人了解冰球运动。

运动是一个很迷人的东西，有
非常及时的反馈，努力就有回报。

冰球更迷人的地方在于，它是
团队运动，一群人，为一件事情努
力，一起合作配合，进球后的碰拳是
最美的瞬间。冰球是速度、勇气、智
慧的结合体，孩子们会一次一次地
练习再快一些、再稳定一点；他们学
会扛住对方的攻势、不断观察，在最
合适的时机把球传给最合适的队
友。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变得冷静、
果敢，能向前一步，也能理性分析。

除了室内冰场，我们更珍惜在

冬天户外的湖面上撒野。
在户外冰场，有滑冰车的、有速

滑的、也有很多冰球小子和冰球老
将。在这里，有杆就能打，来了就是
朋友。我们会一早过去，然后一直玩
儿到天黑。一起打球的人换了一拨
又一拨，下次见到一点头就又玩起
来了，晚上散场了，约好明年再见。

有一年春节去秦皇岛，看到几
个人背着球杆在路边走，摇开车窗
问了一句：你好呀！你这是去哪儿
啊？然后就被招呼着一起打球。当时
后备厢正好带着球鞋球杆，那就一
起玩吧！

“冰场”不大，是几个秦皇岛冰
雪爱好者自己浇灌的临时冰场，这
是他们珍爱的秘密基地。他们会在
最冷的几天，趁着天黑把水灌到场
地上，然后天亮后一片平整的冰面
就形成了。他们会在打球过后，用大
扫帚仔细清扫冰面，爱护它，就像爱
护自己的珍宝。

《乔布斯传》里有一句话我非常
喜欢：过程即奖励。也许就是这样，
对王程澈来说，每一次练习、每一次
比赛，全队赢球后的欢呼、决战一击
的紧张感、失利的气馁就是奖励；对
我来说，每次给他系鞋带狠狠一拉
的用力感、在冰场一呼气就会冒出
一团白烟的冰冷感、一直回荡的球
杆敲在冰面上的声音就是奖励。

五年冰球路，过程即奖励
秦楠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
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
奥会时，中国向国际社会做出的
郑重承诺。5年间中国冰雪运动
走出山海关，北冰南展西扩东
进，冰上雪上全面开花，其中除
了政策的推动，场馆设施的兴
建，更离不开将“高冷”的冰雪运
动推广到群众中去的冰雪人。

徒步古韵斋堂徒步古韵斋堂 助力冰雪冬奥助力冰雪冬奥

闲时代休

日前,华远杯第十二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斋堂站在北京市门头沟
区斋堂镇举行，2000余名徒步爱好者参与其中。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