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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弟子修订传承恩师生前中医著作构成演绎作品（江北新区法院、南京中院）
——陈某某等与周某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案例二：中药发明专利许可使用费的认定方法（南京中院）
——余某某与立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案
案例三：中药产品外观的著作权保护（秦淮法院、南京中院）
——江西康御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俏福圣药业有限公司等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案例四：南京云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玄武法院、南京中院）
——南京云锦研究所有限公司与南京宜贡坊云锦织造厂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案例五：南京绒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法保护（江北新区法院、南京中院）
——赵某某与南京摇曳非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非遗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案例六：合作创作“成吉思汗”雕塑作品著作权归属及报酬认定（南京中院）
——王某与南京市油画雕塑院合作创作合同纠纷案
案例七：不当使用注册商标侵害他人老字号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南京中院）
——南京吴良材眼镜有限公司与上海三联（集团）有限公司吴良材眼镜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案例八：不当使用老字号企业名称简称构成不正当竞争（南京中院）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保健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案例九：拍卖公司不当宣传展示“茅盾手稿”美术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南京中院）
——沈某某等与南京经典拍卖有限公司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
案例十：计算机字库字体构成美术作品的认定（南京中院）
——北京汉仪科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昆山笑巴喜婴幼儿用品有限公司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老字号”司法保护 擦亮“中华传统文化”品牌
□ 本报记者 万森

南京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文明赓续传承的重要城市，拥有非遗云锦、多个中华

老字号、中医及中药传承秘方等丰厚的文物和文化遗产。7月7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工作举措》，针对南京特色优秀传统

文化分门别类提出保护措施和手段，并在诉讼程序机制方面给出了具体措施。同期发布的“南

京法院传统文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中医面临法律界定难

“法院已经在我们医院建立了保护工作
站”，说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受邀参加发布
会的77岁的南京市中医院老中医丁义江告诉
记者，金陵医派是我国重要的学术医派之一，
这里不仅仅有中医的方剂、处方还有中药的炮
制方法，都是中华传统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

丁义江认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
上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非遗对于国家
而言是重要软实力的体现，在保护方面还有大
量的工作要做。眼下，中医文化传承中出现的
一些问题，法律界定难首当其冲。他打了个比
方：“中医开了处方是不是要受保护？那病人
也有知情权。如何有成效地保护中医传统文
化，有很多法律界定的问题。”

丁老是第三、四、五批国家级名老中医，
曾被评为“江苏省名中西医结合专家”。这位
老中医十分担心传统中医面临的法律纷争。
他分析，有关于中医药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
不仅仅局限于国内，甚至国外都在跟咱中国
人抢祖宗留下来的宝贝。虽说包括古书等文
献资料能够找出很多证据，但有关中医著作
的研究发明和保护的知识产权问题，今后还
会长期存在。

“微法庭”“工作站”在秦淮区破题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丁义江所在的南京市
中医院位于南京秦淮区。作为南京市历史文化
重要的传承集萃之地，秦淮区具有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聚集了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各种传统技艺的传承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
在进行创新，反映出独创性的智力成果。

去年4月 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
际，秦淮区人民法院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
5个知识产权保护“微法庭”成立的消息。这5
个“微法庭”针对秦淮区在古民居、硅巷、传统
品牌及老字号、知名品牌、非遗等方面而设立，

“通过巡回审判点的设立，回应行业、企业及从
业者在传统文化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中涉及品
牌保护，行业自身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
需求。”秦淮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茜告诉
媒体记者，这些“微法庭”先后在老门东、硅巷、
太平南路等处“落户”。

今年4月23日下午，由秦淮区人民法院

主办，秦淮区知产局、司法局、文旅局、卫健委
协办的“共参岐黄 法护非遗”——4·26世界
知识产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非遗馆·南京市非
遗体验中心举行。丁义江亲眼见证9个中医
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站授牌。

“秦淮法院对丁氏痔科医术、张简斋中医
温病医术等辖区内国家、省、市、区级中医药非
遗项目予以重点保护，设立第一批9家司法保
护工作站，提供定向、精准服务。”秦淮法院知
识产权庭庭长陈歆对记者介绍说。

活动中，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金
陵杨氏中药炮制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翠
华和张简斋中医温病医术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之一的侯俊，在视频分享中表达了对法院不断
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护航中医药行
业健康稳步发展的肯定。

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对
症下药”

保护传承，守护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激励
创新，彰显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促进发展，保障
传统文化走得远走得稳。2个多月后的7月7
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发挥知识
产权审判职能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
工作举措》，针对南京特色优秀传统文化分门
别类提出保护措施和手段，并在诉讼程序机制

方面给出了具体措施。
“南京知识产权法庭联合秦淮区法院走访

了南京绒花、秦淮灯彩、张简斋中医温病医术
等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部分中医医院、中
医药企业，深挖我市非遗资源，了解文化传承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需求。”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南京知识产权庭庭长徐新表示，随着时代
的发展，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在知识产权领域
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情况，如：中医药、传统
技艺文化传承模式、路径及其有效性问题；老
字号在新市场环境下面临传承创新不足、竞争
力不足、包容性发展不足、遭遇恶性竞争；传统
文化数字化权益保护模式的探索及各传承创
新主体的权利边界等问题。

据介绍，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对
症下药”，南京市中院15项举措针对南京特色
优秀传统文化分门别类提出保护措施和办法，
并在诉讼程序机制方面予以完善。如，强化中
医药专利权保护，引导中医药领域开启传承新
模式，适度公开，申请专利权保护，通过促进中
医药的市场化运用，持续增强中医药传承创新
能力。

依法制裁传统文化产业的虚假宣传、商业
诋毁、擅自使用知名老字号企业名称及仿冒文
创周边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提升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传统品牌价值、
维护传统文化产业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严厉制裁涉老字号商标抢注、侵权行为，
对于因历史原因造成的相同字号间商标与老
字号的权利冲突，本着尊重历史、保护在先、诚
实信用、公平竞争原则妥善处理，推动本土老
字号焕发新活力。

当“吴良材”状告“吴良材”……

7月7日这天，南京市中院发布的典型案
例包括中医药、民间文艺、老字号、传统书法等

四个领域共10件案件。这些案例展现了南京
法院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在保障文化传承
发展方面的实践探索。

南京绒花，兼具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和市场
经济价值，作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赵树宪设计制作的绒花具有较
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被电视剧《延禧攻略》等
采用。而一家名叫“摇曳”的公司通过西塘汉
服节及淘宝店铺等渠道销售“南京摇曳绒
花”。赵树宪认为摇曳公司侵权告到法院。审
理该案的南京江北新区法院认为，非遗传承人
通过自己独特的智力付出为非遗注入新的特
征，应当对其独创性的部分给予保护，判决被
告制作销售涉案绒花构成侵权。南京市中院
南京知识产权庭法官徐财认为，“本案判决较好
地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绒花
作品，对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绒花的传承与
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公布的另一起典型案例中：余某某获得了
“一种抗神经衰弱的药物”中药发明专利后，许
可了某制药公司生产、销售这一药品，对方也承
诺了会根据经营情况给付余某报酬。可后来，
当这款专利产品“新乐康”销售金额已经高达
6667万元时，制药公司还没有兑现承诺。余某
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这家制药公司停止生产这
一药品，并支付这一中药的发明专利实施许可
费用666.7万元。经过南京中院和省高院两
审，均判决支持了余某某的诉讼请求。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庭庭长徐新介绍，

“通过这个实施许可费的司法裁判，本案中把
经营额10%作为实施许可费，也达到激励创新
的目的，能够促进专利权人合理的回报，并进
一步激励他创新”。

典型案例中，还出现了著名的“吴良材”状
告“吴良材”。如何裁判，可谓考验法官的智
慧。南京吴良材与上海吴良材同根同源，经过
历史变迁，各自独立经营，在各自地域范围内

形成了自己的知名度。上海地区的生效判决
曾将南京吴良材公司使用“吴良材”字号的权
利限定在南京市内。2018年，南京某眼镜店
加盟上海三联集团，被许可在店招等上使用

“吴良材”字样。南京吴良材公司认为，上海三
联集团、上海吴良材公司、某眼镜店以“吴良
材”作为字号，并在店招等上使用“吴良材”字
样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法院认为，三联集团、上海吴良材公司
在使用其商标开展特许经营活动时，应当考
虑到其“吴良材”商标及字号与南京吴良材
公司的字号同根同源、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南
京吴良材公司对“吴良材”标识知名度及美
誉度的提升贡献更大等因素，对南京吴良材
公司“吴良材”字号积累的商誉给予相应的
尊重与合理的规避。某眼镜店使用的“吴良
材”文字系主要识别部分，易使相关老百姓
对该店铺与南京吴良材公司之间关系产生
误认，构成不正当竞争。三联集团、上海吴
良材公司明知某眼镜店前述行为具有不正
当性，仍在名称未作变更的情况下，为其加
盟并使用“吴良材”商标提供便利，构成不正
当竞争。

记者了解到，除以上提到的案例，新闻发
布会发布的十大案例中还有不少案例也非常
具有代表性，如“茅盾手稿”案，涉及书法作品
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问题；《〈伤寒论〉求是》
中医经典著作侵权案，涉及弟子修订传承恩师
生前中医著作形成的演绎作品保护问题。

十大案例一经发布即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本报《维权课堂》专版每周予以连
载刊登。 （本版摄影万森）

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秦淮区非遗保护中心

绒花是一种以蚕丝为主要原料的手工饰品，自明清以来，一直是南京的传统民间工艺品。绒花制作技艺，2007年3月被列入江苏省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华老字号南京吴良材眼镜

【链接】典型案例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