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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电视剧 《人民的名义》
被诉抄袭一事却在网上流传。有消息
称，上海浦东法院已正式受理作家刘三
田（笔名南嫫）起诉《人民的名义》编
剧周梅森及制片单位等8被告，侵犯其原
创作品长篇小说 《暗箱》 著作权侵权
案。京衡律师所主任陈有西5日向记者确
认，他从今年5月受理这个案件，该案于
11月1日在法院立案。刘三田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她之所以提起诉讼，是
因为发现《人民的名义》与其作品存在
相似之处。该剧编剧周梅森则向记者表
示，他的作品均出于原创，自己将反诉
进行法律维权。

原告：核心事件等被“抄袭”

公开资料显示，刘三田曾经是一家
电视台的媒体人，其作品 《暗箱》 于
2011年1月1日出版，该书为一部长篇
官商小说。在陈有西提供给记者的案件
简介中，提到了四点关于 《人民的名
义》“抄袭”的问题：第一，核心事件、
叙事结构高度近似；第二，多处故事桥
段相似；第三，人物关系设计相似；第
四，人名相似。原告提出七项诉讼请
求，其中包括要求判决确认8被告侵犯了
原告小说《暗箱》作品的著作权、停止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播出等等。

引人关注的是，原告还提出，要求
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800万元。“我
要不起诉，觉得对不起我自己。”刘三
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通过逐集
比对《人民的名义》电视剧后发现，该
电视剧和她的书在谋篇结构、人物设
置，以及地名和人名等方面都很相似，
这成为刘三田向周梅森提起诉讼的理
由。

被告：聘请律师准备反诉

11月3日晚，《人民的名义》被诉抄
袭的消息在网上流出后，周梅森在微信
中看到了这个消息。接受记者采访时，
周梅森异常气愤地表示，这部作品纯属
他个人创作，其阅读的范围、时间和精
力都非常有限，之前也并不知道 《暗
箱》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此前，周梅森正进行 《人民的名
义》 第二部的创作，刚写了不到一万
字。因为这起舆论风波，他停止了创
作，现已聘请律师介入此事。“所谓抄袭
的说法不值一驳，我保留反诉的权利。”
周梅森说，目前，他尚未接到上海浦东
法院的起诉书。

此后，周梅森向记者发来一则维权
声明，“我是一个视创作声誉为生命的作
家和编剧，平生最痛恨的就是抄袭模
仿，编剧过程中我甚至连所谓桥段都不
允许出现，而这位作者（指刘三田）却
以抄袭之名将我告上法庭，严重损害了
本人的名誉权，对这种恶意诉讼与涉嫌
的诽谤给本人造成的重大名誉损失，本
人将反诉，进行法律维权。”周梅森还提
到，他并非心血来潮写了一部《人民的
名义》，而是30年来一直密切关注中国
的国企改革。他表示，自己此前的许多
长篇小说和同名电视剧中都涉及了国企
改革，有几部就是以国企改革官商勾结
为核心事件的，比如《人间正道》《中国
制造》《绝对权力》……这些小说和电视
剧的问世时间从1996年至2008年。

周梅森还表示：“我的作品均出于原
创，欢迎全社会对我的作品进行举报，
只要是抄袭，查实一部，我个人奖励10
万元。” 据《新京报》

邵洛羊回到上海后，还是一个学生，但是他利用家境优渥
的条件，以“宁波小开”画家的身份干起了秘密工作。组织上
先派他到光华大学开展学生活动，在校内秘密建立中共党组
织，并在上海市中共私立大学区委大学分委、职业青年区委担
任领导任务。

后来，党组织又给他布置了一项秘密任务，利用他父亲邵
宝兴的地位与影响，打入汪伪青少年团。这位“宁波小开”摇
身一变，带领150多名汪伪青少年团在马路上游行，路人侧目，
连他父亲也疑惑不解。

有一次，江苏省上海市学委张本指示，建立“一青”青年
俱乐部。为了筹划俱乐部，邵洛羊作画百余幅，变卖后收入十
余两黄金，作为经费，请电影演员梅熹编写了《党人魂》剧
本，内容是反清志士徐锡麟、秋瑾从日本回国，刺杀安徽巡抚
恩铭。1945年5月4日，在竖后（今和平）大戏院彩排，还请来
了伪志闸分局局长、日本人满岛审查，并在大光明电影院公演。

在“一青俱乐部”和伪青少年团，邵洛羊秘密发展了一批
中共党员，掌握了一支500多人的青年服务队，原计划成为秘密
武装，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后来，中央决定停止武装起义。

“这位‘宁波小开’、画家，还有这样一段传奇经历恐怕少
有人知道。”王泰栋这样说道。同时，王泰栋还搜集到了一张邵
洛羊、邵幼青、金诺三人在一起的珍贵合照。

记者 林伟

商报讯（记者 王元卓 通讯员 王
泰栋） 昨日，以革命故事为原型的电视
系列片《血铸四明》公映。其中参与拍摄
的3位年过90岁的老革命来到现场，将气
氛推向了高潮。

记者从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了
解到，为喜迎十九大而制作的八集电视系
列片《血铸四明》，今年八九月间在三北沿

海和四明山拍摄，国庆期间合成，昨日在
宁波饭店公映。参与拍摄的有些老革命
中，有3人在90岁以上，其中年龄最大的
96岁，另外，许多先烈、先辈的子弟也都六
七十岁了。他们作为历史见证人，昨天来
到公映现场，再次重温了革命岁月里燃烧
的激情，缅怀了先烈、先辈不忘初心、舍身
取义的崇高精神。

党史专家讲述邵洛羊先生鲜为人知的革命轶事

在日本人统治区
“宁波小开”演出“革命戏”

上周，邵洛羊艺术
馆从灵桥路768号搬迁
到了宁波书城内的书香
文化园。邵洛羊先生作
为当代著名美术评论
家、书画家为人所熟
知，其实，他还是一位
革命者，参加过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战争，甚至
还在汪伪政权“潜伏”
过。

昨天，党史专家、
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泰
栋向记者讲述了他搜集
和了解到的有关邵洛羊
先生的革命轶事。

加入上海学生界抗日救国会

秘密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

《人民的名义》制片方被诉抄袭

编剧周梅森回应“将反诉”

电视系列片《血铸四明》昨公映

邵洛羊、邵幼青、金诺三人合影

邵洛羊是庄桥东邵人，父亲邵宝兴在上海南市十六铺小东
门开设了一家大型批发商行“长德兴”，还是宁波旅沪同乡会的
常务理事。邵洛羊青少年时代就在上海读书，热爱书法、绘
画，中学毕业进入上海新华艺专，得黄宾虹指点，技艺大进。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军侵入上海后，邵洛羊携妻子
桂真一回到庄桥东邵老家。当时东邵、西邵、上邵三个村子有
不少在沪学生都因战事回乡，如他的妻兄桂崇龄（即金诺，西
邵人），还有上邵一个叫邵幼青（施英）的女学生。

有一次，他看到邵幼青在上邵与庄桥之间的瘦谷庙露天戏
台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高唱《打回老家去》。邵洛羊回忆说：

“我和崇龄见到这位姑娘，很大方又活跃，身穿阳丹大旗袍、红
袜、白跑鞋，英姿飒爽，是上海怀久女中高三学生。”

为此，邵洛羊就对邵幼青说：“我也要加入抗日救亡宣传
队。”邵幼青问：“你会干什么？”邵洛羊答：“我会画画、写
字、写标语。”说着拿过纸笔，写了“打倒日本”四个字。邵幼
青说：“应该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邵洛羊又写了一条：

“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邵幼青又纠正说：“不明确，
应该写上‘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

邵洛羊觉得邵幼青虽然比自己还小了三岁，但政治上很成
熟。第二次他带上桂真一和桂崇龄一起去邵幼青家，邵幼青很
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相互有了些了解后，邵幼青说：“开春回上
海后，我介绍你们参加上海学生界抗日救国会。”

1938年 3月，邵幼青、邵洛羊、桂崇龄、桂真一回到上
海，由邵幼青介绍，邵洛羊、桂崇龄先后参加了共产党，属江
苏省委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