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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稿酬制度是保护作者权利的重要制度。新中国建立以来 , 稿酬制度在“左”的思想影

响下也受到影响和冲击 , 作者地位也随之浮沉。研究著作家稿费收入、地位变化的个案 , 对

认识新中国版权保护历史上的更高层次上的政策和制度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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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地位的变化是中国版权史研究的

一条重要线索[1 ] (P4 - 6) , 能够反映作者地位

变化的内容 , 有许多方面。例如 , 作者是

否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 , 是否享有出版作

品的自由 , 是否能够从对其作品的支配中

获得合理报酬 , 作者与使用者的关系 , 作

者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 以及作者在社会生

活中的状况 , 等等。本文试从稿酬制度变

化及作者稿酬所得个案角度 , 探讨 1949 年

以后作者地位的变化 , 从而进一步认识以

保护作者合法权益及促进作品繁荣为宗旨

的中国版权制度。

一、1949 年以后的稿酬制度

1950 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决议指

出 :“出版业应尊重著作权及出版权 , 不得

有翻版、抄袭窜改等行为”。关于作者的权

益 , 该决议指出 :“稿酬办法应在兼顾著作

家、读者及出版家三方面利益的原则下与

著作家协商决定 ; 为尊重著作家的权益 ,

原则 上 应 不 采 取 卖 绝 著 作 权 的 办

法”[2 ] (P28 - 31) 。50 多年前的这段文字与现

代版权保护精神是完全一致的①。

1957 年国家有关部门曾试图制定保障

出 版 物 版 权 的 法 规 , 但 仅 完 成 草

稿[1 ] (P300 - 301) 。关于稿酬的规定 , 在六七

十年代曾发生过多次重大起伏变化。1958

年 7 月试行的稿酬办法中曾申明 , 制定稿

酬办法是“为了保障著译者的正当权益和

合理收入 , 鼓励著译和提高著译的水平 ,

并且初步统一稿酬的基本制度和办法 , 克

服目 前 稿 酬 支 付 上 的 若 干 混 乱 现

象”[2 ] (P54) 。此办法试行不到三个月 , 文化

部即发出了一份关于降低稿酬标准的通报。

该通报认为 , 鉴于“过高的稿酬标准 , 使

一部分人的生活特殊化 , 脱离工农群众 ,

对于繁荣创作并不有利”, 故希望各地报

刊、出版社将稿酬按当时标准降低一

半[2 ] (P57 - 58) 。1959 年 3 月 , 文化部发现

“稿酬标准降低以后 , 有些专业的作者和翻

译工作者生活发生困难 , 没有得到适当的

照顾。虽然人数不多 , 但也是不利于文化

和学术的繁荣的”, 故专门发通知要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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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降低稿酬标准的时候 , 应实事求是地

掌握降低一半的原则 , 使一般作者的实际

收入 , 不减少一半以上”, “既要有利于作

者的思想改造 , 又要照顾到作者适当水平

的物质生活”[2 ] (P59 - 60) 。至 10 月 , 文化部

再次发出继续试行“稿酬办法”的通知 ,

该通知并承认 ,“根据半年多来实行稿酬降

低一半以后的情况看 , 降低稿酬过多 , 对

于繁荣创作和提高质量都有某种程度的不

利影响”[2 ] (P61) 。然而一年后 , 稿酬办法再

次遭到否认。当时的一份报告提出 ,“稿酬

问题 , 是关系到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

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改造的一个重要问

题”, 为了“防止产生特殊阶层的危险”,

亟需对稿酬制度加以改革 , 废除版税

制[2 ] (P69 - 71) 。这份报告不仅根本否认版税

制 , 甚至根本否认版权的性质。

1977 年 , 国家出版局发布了一个《关

于试行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办法的通知》

该通知认为“文革”期间完全不给稿酬的

制度是不对的 , 本着“对于作者 , 需要发

扬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 , 也需要解决他们

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的精神”, 决定

试行“低稿酬 , 只付一次稿酬”的制度。

著作稿为每千字 2 至 7 元 , 翻译稿为每千

字 1 至 5 元[2 ] (P101 - 105) 。1980 年 , 国家出

版局党组制定了新的稿酬标准 , 适当提高

了基本稿酬 , 著作稿提高到 3 至 10 元 , 翻

译稿提高到 2 至 7 元 , 恢复了印数稿

酬[2 ] (P106 - 111) 。

1984 年 , 文化部出版局决定修改书籍

稿酬 , 认为 1980 年制定的书籍稿酬暂行规

定存在三方面问题 : (1) 基本稿酬偏低 ;

(2) 体现优质优酬的精神不够 ; (3) 印数

稿酬太少。解决的办法是 : (1) 将基本稿

酬提高一倍 , 著作稿由每千字 3 至 10 元提

高到 6 至 20 元 , 翻译稿由 2 至 7 元提高到

4 至 14 元 ; (2) 对印数稿酬作了调整 , 提

高了计酬标准 , 对确有重要学术理论研究

价值而印数较少的专著 , 规定了较高的计

酬比例。 (3) 增加了对已故作者稿酬继承

办法的规定[2 ] (P145 - 153) 。

1990 年 6 月 , 国家版权局发出《关于

适当提高书籍稿酬的通知》, 对稿酬标准进

行了调整。基本稿酬中 , 著作稿由每千字

6 - 20 元提高到 10 - 30 元 ; 对确有重要学

术价值的科学著作 , 必须从优付酬者 , 可

以再适当提高标准 , 但每千字不得超过 40

元。翻译稿每千字由 4 - 14 元提高到 8 -

24 元 , 特殊的不得超过 35 元。印数稿酬

改为每万册按基本稿酬的 8 %付酬。对确

有重要学术理论研究价值而印数较少的专

著 , 印 1 - 10000 册 , 由原来的按基本稿酬

的 20 %付酬提高到按基本稿酬的 30 %付

酬[2 ] (P248 - 294) 。

1990 年 9 月 7 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第 27 条规定 , “使用作品的付酬标

准由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合同另有约定的 , 也可以按照

合同支付报酬。”1992 年 1 月国家版权局

发出《关于颁发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标准

式样的通知》, 该通知所附合同第九条规定

了三种付酬方式 : (1)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 ;

(2) 一次性付酬 ; (3) 版税。[2 ] (P289 - 294) 在遭

遇批判 30 多年后 , 版税重新获得肯定。但

实践中 , 由于《著作权法》第 27 条的规

定 , 国家制定的稿酬标准仅仅是个参考 ,

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付酬标准。确实有许

多出版社突破了 1990 年国家制定的稿酬标

准 , 以高价吸引作者 ; 但更多的情况是 ,

作者得到的稿酬低于标准 , 有的不仅得不

到分文稿酬 , 还要向出版社交纳所谓“补

贴”或“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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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4 月 5 日国家版权局颁布了一

个《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原创作品由

1990 年每千字 10 - 40 元 , 提高到每千字

30 - 100 元[3 ] 。作者的稿酬一下子被提高

了很多 , 人们有理由期望它能获得热烈的

反应 , 而实际反应却是冷静的。因为人们

只要把它与 10 年来物价上涨的幅度稍做比

较 , 一眼便知这个稿酬规定的实际意义。

二、个案分析

1. 刘绍棠

下 面 的 材 料 引 自 当 事 人 的 自

述[4 ] (P324 - 325) 。在中国版权史研究时 , 这

样的材料是不应被放弃的 :

　　1957 年“反右”前 , 小说稿酬每

1000 字分别为 20 元、18 元、15 元、

12 元 , 我的小说 1000 字 18 元。然

而 , 出书付酬 , 完全照搬苏联方式 , 3

万册一个定额 , 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

加一倍稿费。发表之后出书 , 出书又

印数多 , 稿酬收入也就相当可观。

我专业创作时 , 已出版了 4 本书 ,

收入情况如下 :

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 4 万

字 , 每 1000 字 15 元稿酬 , 印了 613

万册 , 三个定额 , 每 1000 字 45 元 ,

收入 1800 元左右。

短篇小说集《三楂村的歌声》, 6

万多字 , 每 1000 字 15 元稿酬 , 印了

4 万多册 , 两个定额 , 每 1000 字 30

元 , 收入 2000 元左右。

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 1014

万字 , 每 1000 字 18 元 , 印了 618 万

册 , 三个定额 , 每 1000 字 54 元 , 收

入 5000 多元。

中篇小说《夏天》, 11 万字 , 每

1000 字 18 元 , 印了 10 万册 , 四个定

额 , 每 1000 字 72 元 , 收入 8000 元左

右。

光是这 4 本书 , 我收入一万七八

千元。稿费收入的 5 %交党费 , 但不

纳税。

存入银行 , 年利率 11 % , 每年可

收入利息 2000 元左右 , 平均每月收入

160 元 , 相当于一个 12 级干部的工

资。那时的物价便宜 , 一斤羊肉 4 角

多 , 一斤猪肉 6 角。我买了一所房子 ,

住房 5 间 , 厨房 1 间 , 厕所 1 间 , 堆

房 1 间 , 并有 5 棵枣树和 5 棵槐树 ,

只花了 2000 元 , 加上私下增价 500

元 , 也只花了 2500 元。

我专业创作之后 , 立即下乡挂职 ,

当了个乡和大社党委副书记 , 到 1957

年 8 月划右的 1 年 4 个月 , 主要致力

于 50 万字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

的创作 , 一年多只发表了 3 个短篇小

说和 3 篇论文 , 从报刊上得到的稿费

不算多。但这一年多出版了 3 本书 ,

却收入了 6000 多元 , 也不算少。最有

意思的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我的

《瓜棚记》, 只是个 1 万多字的小册子 ,

但是印了 17 万册 ; 6 个定额 , 稿酬每

1000 字竟达 108 元。

从这段自述得知 , 按照现在的收入水

平 , 1957 年“反右”运动之前的刘绍棠完

全可列“高收入”一族。刘当时曾设想 ,

花 5000 元在农村盖一座四合院 , 过肖洛夫

式的田园生活。即使 10 年不出版作品 , 每

月的收入仍可使全家丰衣足食[4 ] (P325) 。然

而 , 一场“反右”运动粉碎了刘的梦想。

高收入竟使他获罪划“右”, 蒙尘 22 年 ,

“从风华少年到落难才子”。[5 ]

2. 毛泽东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所编的《毛

泽东遗物事典》 (红旗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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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第 532 页 , 影印了一张 1960 年度的

“毛主席稿费清单”, 共列五项 : “1959 年

底结存款二十四万八千六百八十九元三角 ;

1960 年共收入稿费二十三万七千四百零四

元九角三分 ; 1960 年共收入利息一万四千

九百八十六元二角四分 ; 1960 年共付出款

一万三千九百九十元零四角一分 ; 1960 年

底结存款四十八万七千零九十元一角三

分。”这张清单的真实性无可置疑。那就是

说 , 1960 年前后 , 毛泽东每年稿费收入是

二十几万[6 ] 。另有一材料披露 1958 年 7 月

11 日 , 毛泽东在《文艺报》第 13 期发表

了《蝶恋花》词一首 , 稿费通知单写有

“毛主席稿酬 25 元”等字 ; 该词的曲作者

瞿希贤的稿费为 30 元。1960 年第 6 期

《诗刊》上发表朱德的《诗三首》、董必武

的《观〈洪湖赤卫队〉演出》, 稿费通知单

上分别登记为 30 元和 10 元[7 ] 。

拿《蝶恋花》词作者毛泽东与曲作者

瞿希贤的稿费收入作比较 , 可见当时出版

部门在发放稿酬时 , 对国家领导人与普通

作者是平等对待的。

3. 陈寅恪

50年代 ,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专

为陈寅恪等人设了一个“特级稿费”制度 ,

每千字稿费可达 20 元。而一般的稿费千字

12 元。从 1956 年 3 月开始 , 陈寅恪在

《中山大学学报》上先后发表《述东晋王导

之功业》、《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

论始毕条后》、《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

《论唐代之番将与府兵》、《书魏书萧衍传

后》等五篇论文。最后一篇《书魏书萧衍

传后》载于该学报 1958 年第 1 期。五篇论

文总字数为三万余[8 ] (P169 - 170) 。

1956 年在许多老作者来说是值得怀念

的[8 ] (P157 - 178) 。从 1956 年至 1957 年的上

半年 , 在这四百多天的日子里 , 陈寅恪的

生活充满生机。“但欢乐在这个夏天已走到

尽头”[8 ] (P178 - 199) 。陈特殊的生活境况 (包

括高稿酬) 受到批判[8 ] (P218) , 其本人也遭

到谩骂与攻击 , 并饱受盲目、“膑足”之

苦。1969 年陈含冤去世。

4. 施光南

著名音乐家施光南一曲《在希望的田

野上》, 曾经传唱一时 , 打动了亿万听众的

心。然而 , 就是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 创

作者本人所得稿酬仅仅是首次发表时所得

的区区 30 元。施光南曾说 : “我一首歌曲

的稿酬还不够一张流行歌星音乐会的门

票”[9 ] 。施光南的遭遇是 80 年代中国作者

不合理的低稿酬的一个典型。施光南的英

年早逝 , 不能说与这种超负荷付出 , 却几

乎拿不到合理报酬的制度无关①。

5. 当今高收入作者群体

最早因较高的稿费引起人们关注的恐

怕是贾平凹了 , 前一段为广东《家庭》杂

志写专栏 , 不论字数 , 每篇 3000 元 , 这引

起过一阵议论和羡慕。其实这种稿费标准

在名作家群里也只能算是一般。顽主王朔

曾自暴身价 , 上海《青年报》的记者向王

朔约稿 , 王朔的口气很“牛”: 你们报社能

给我多少钱 ? 我写一个字 5 元钱 , 两千字

就是 1 万元[10 ] 。

现在出版社与作家签约时 , 实行的都

是版税制 , 版税及书价一旦确定 , 作家拿

多少钱就取决于印数 , 而印数取决于作家

的知名度和作品本身的价值。贾平凹《怀

念狼》的起印数是 15 万 , 王朔《美人赠我

蒙汉药》是 20 万。抢手的作者一般版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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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低于 10 %。华艺出版社出版的王朔小

说《看上去很美》, 至今已发行了 40 万册 ,

23 元一本的定价 , 乘以出版社给王朔 12 %

的版税 , 王朔写作该书的总收入 , 怎么算

也超过了 100 万[10 ] 。

三、初步的分析与结论

从建国以后的稿酬制度以及作者获得

稿酬的情况来看 , 在制度方面 , 作者的稿

酬标准经历了上上下下的多次反复。而这

种反复 , 与国家的整个政治生活的变化是

密切联系的。政治生活气氛宽松的时候 ,

作者的稿酬标准就正常 , 反之 , 就处于极

不正常的状态。在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下 ,

作者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在作者获取稿

酬的个案方面 , 也符合政治生活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 , 在政治生活正常的情况下 ,

作者的稿酬标准是有一定之规的 , 即使是

国家的领导人 , 他的稿酬收入与其他普通

作者的稿酬收入基本是一致的。

建国 50 多年来 , 尽管作者的稿酬在制

度上以及在实际的收入上存在着反复和变

化 , 稿酬标准在数字上是缓慢增加的 , 但

稿酬的实际收入与作者的实际地位并不总

是一致的。作者稿酬低 , 不意味着作者的

地位低 ; 作者稿酬高 , 也不意味着作者的

地位高。有时候 , 有高收入的作者 , 由于

受到获取高收入的诱惑或者压力 , 他所获

得的社会评价 , 或者他所能给予社会的影

响力 , 与他的高收入之间 , 并不总是成正

比的。例如王朔 , 以及“炒做”或者自觉

不自觉参与“炒做”王朔的那些“知名作

家”们①。

我国的稿酬标准 , 50 - 60 年代每千字

为 2～7 元 (个别人较高) , 70 年代几乎为

零 , 80 年代初由 3～10 元提高至 3～20

元 , 到 90 年代初每千字 15～40 元 , 再到

90 年代末每千字 40～100 元 , 标准提高了

几十倍 , 但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 , 实际的

稿酬收入非但没有提高 , 反而有所下降。

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

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 , 现行的稿

酬制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作者的地位起

作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已超出了本

文所要探讨的范围。这个问题不可能仅仅

靠对稿酬制度本身的研究就能回答的 , 它

还涉及更高层次的政策与制度。但是 , 正

如对中国版权制度的研究不可能仅仅就版

权谈版权一样 , 从稿酬制度及其个案的研

究至少让我们看到 , 这种研究使我们对更

高层次的政策与制度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社会的大变革总是从一些具体的个案、从

一些较低层次的制度的变化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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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Authorπs Remuneration System

and the Changes of the Authorπs Posi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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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uthorπs remuner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system to protect authorπs rights.

Since new China was founded , remuneration system is affected and attacked under the influ2
ence of the thought of“the Left”, and authorπs position as well. It is of great benefit to re2
search some famous authorsπ remuneration and their position changes for recognizing the policy

and system from higher level in the history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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