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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BALA是宁波
一名独立艺术家，主要从事涂鸦、喷绘和装
置艺术等，与不少大品牌有过合作，在圈内
小有名气。近日她与朋友合作办了一个画
展，对近期的作品进行集中展览。但是，最
近两天发生了一件事，让她感到头痛又无
奈——她的作品被人仿冒，且低价公开出
售，还成交了。

前几天，BALA的朋友在逛街时，发现
BALA的一幅画作在鼓楼的一家画廊出
售。“朋友拍了照片给我看，我惊呆了。”
BALA说。当时，BALA的画作还在展出，
她没有授权任何人进行复制。这幅作品和
她展出的画作几乎一模一样。

“这个小象是我的标志性画作元素，在
很多作品中都会出现，这次我展出的篇幅
比较大，做到了1.2米×1.5米，而且原作是
有闪光颗粒的，灯光底下就很明显。”
BALA告诉记者，这样一幅画作，她需要花
7天时间才能完成。这幅作品在画展上的
标价为30000元人民币。

根据爆料人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位
于鼓楼的这家画廊，向老板了解情况。

“你说的是门口那幅小象油画吧，已经
被人买走了。”这位周姓老板告诉记者：“你
眼光不错，这个小象画得挺可爱，有人出价
2600元，我们装裱后已经卖出了。”老板告
诉记者，这幅画装裱后的尺寸为1.2米×
0.9米。

记者询问如何购买画作。老板表示，
有专门的老师来画，如果需要可以预约，大

概一周后交货。“之前因为刚画完，颜料还
没有干，所以放在门口晾一晾，还有不少人
来问呢。”老板表示，这些画作都是由相关
老师亲手画的，具体情况他们也不知道。

“我们就负责装裱和出售”。
BALA告诉记者，有不少朋友也遇到

过类似的情况，但维权不易。“为了让更多
人可以购买到艺术家的原创作品，艺术家
本身已经推出了各种限量版画，NFT（数字
藏品，基于区块链技术，实现对特定艺术品
的收藏、购买和使用等）作品，但依然有被
盗版和仿冒的现象。”BALA显得很无奈：

“我说的版画和NFT价格是相对低的。便
宜的也就几十块，但是这钱至少是能进艺
术家口袋的，总比这样肆无忌惮地剽窃要
来得好。”

根据法律规定，对艺术品的发表权保
护期限一般为50年。“对于现代艺术品，被
仿冒或拷贝的现象却比较普遍，而且认定
侵权也比较麻烦。”一位不愿具名的圈内人
士表示，艺术作品的独创性值得被尊重和
保护，并且后续还会有相应的商业价值。

“但如果有人在原作基础上适当进行
改变，就很难认定是抄袭借鉴还是再度创
作，这个界限很难说，法律上也有很多无法
明确的问题。”该人士表示，相对于那些大
型商业机构来说，独立艺术家的维权之路
会更加艰难。有时候，即使走法律途径维
权，花了不少精力和财力，最后的结果却不
尽如人意。这也让不少独立艺术家头疼而
又无奈。

本报讯（记者 邹鑫 通讯员 奕超超 竺琛）
深陷网络赌博负债累累，转而盯上了身边老人的

“养老钱”——近日，奉化警方破获一起养老诈骗
案，犯罪嫌疑人陈某以投资“养鹿”为由，谎称出售
鹿茸、鹿血可获得高额回报，先后骗取3名老人共
计58万元养老金。

今年45岁的陈某平时爱好网络赌博。2020
年12月，迫于负债压力的他来到其老师张老伯
家中，以“创业”为由行骗。88岁的张老伯是个
热心人，得知自己学生要“创业”，并承诺会给予
月利息15%的高额回报时，和老伴一合计，拉上
60岁的朋友徐阿姨一起凑了26万元，助力学生

“圆梦”。
拿到这笔钱后，陈某花了7万元在奉化某村

搭建了一个小型“鹿园”，并购买了6只小鹿，营造
项目起步的假象，还带着3名“老股东”四处参观，
吹嘘项目的利好。之后，由于3名老人年事已高，
未经常前来查看项目进展，而是安心在家等着小
鹿长大获取回报。在消除老人的疑虑后，陈某用
剩下的钱偿还了赌债，但“一身轻松”的他依旧不
改赌性，用老人的钱当本金，妄想在赌博网站上

“发家致富”。
网络赌博，“十赌十输”。很快，陈某就将这笔

钱挥霍一空，无奈之下又以买鹿、扩园、修建停车
场为由，多次向3名老人共骗取32万元。其间，
陈某经常带着他们在周边搞旅游、采摘等活动“培
养感情”，还告知他们养鹿是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要等鹿成年才能出售鹿茸、鹿血等名贵药材，从而
获利，之前口头约定的“月利息”也是一拖再拖。

投资58万元，却迟迟没有回报，这让老人开
始产生了怀疑。2021年10月，张老伯和老伴辗
转打听到，其学生陈某平日里沉迷赌博，并未专心
于养鹿项目。于是，他们和徐阿姨再次来到“鹿
园”查看，发现没有丝毫扩建的痕迹，小鹿数量也
并未增多，这才意识到被骗。

3人找到陈某讨要说法，要求归还本金，但陈
某却以用于项目建设、回报周期慢等各种理由搪
塞，之后还玩起了失踪。今年5月，3人看到了公
安机关打击养老诈骗的宣传，于是立即赶到就近
的溪口派出所报警。

民警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线索，来到这个“鹿
园”所在的村庄展开全面调查，初步确定了嫌疑人
陈某以养鹿为由实施养老诈骗的犯罪事实。6月
8日，陈某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经审讯，陈某对其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他交
代，之所以盯上张老伯的养老钱，是因为之前在学
校时就知道张老伯是个热心肠，在多次诱导下，最
终说服其帮助投资“养鹿项目”。此外，张老伯年
纪较大，不会经常关注项目进展，也难以将这事透
露给他人，可以让这骗局持续更长的时间，从而骗
取更多的钱来缓解负债压力。

目前，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过程中。

如何预防养老诈骗，民警提示大家：
1.不在陌生、不正规的机构、网站填写资料，

妥善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密码、身份证号码等关键
信息；

2.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打消“用小钱
赚大钱”“吃小亏赚大便宜”“不劳而获”的念头；

3.凡是要动钱的时候，一定找老伴、孩子或自
己信得过的邻居和朋友，向他们征求意见，商量对
策，必要时要及时报警；

4.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
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
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防止陷入骗子的
套路；

5.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
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
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

6.安装国家反诈中心软件。

不可思议！
标价3万元的原创作品还在展览
模仿作品却以2600元抢先成交

谎称投资“养鹿项目”
可享晚年无忧
赌徒竟将黑手伸向他的老师

相关链接

▲艺术家 BALA 的
原作。 受访者供图

▶在鼓楼一家画廊
出售的仿作。

受访者供图

律师说法

针对该事件，浙江同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韩志清给出了专业意见。他在查看了相关
资料和证据之后认为，仿作侵害了原作艺术
家的著作权，可以采取相关手段来维权。

韩律师建议，可先通过公证处陪同以
购买人身份购买侵权画，并取得发票。购
买时可以咨询采购数量多少？能否订购？
公证处届时出具公证书。然后，可以先发
律师函告知其侵犯著作权，要求赔偿并承

诺。如果对方不理睬就起诉。
记者采访中也了解到，近年来相关司

法实践大力支持原创艺术品的维权行为。
韩律师也表示，随着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
的日益重视，艺术家的著作权和商业利益
也得到了更加完善的保护，希望有更多人
勇敢地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这也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创造力财富
的重视。

公证取证，要求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