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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宋代版权问题的产生，是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科技、书籍生产等因素全面发展

的产物。宋代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迅猛的时期，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印刷业等方面，

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经济的发展为版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宋代印刷业的繁

荣是版权保护的技术前提。印刷术的发明将人们从繁重的抄写劳动中解放出来，这在很大程度

上扩大了知识文明的传播。宋代图书出版与社会文化传播事业空前繁荣，宋代在新书论撰编

述、古籍收藏保存、图书出版发行等各个方面均超越了前代，将图书出版事业推向崭新的高

峰。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这种传播的合理掌控与保护。

“盗版”现象的出现是宋代版权保护产生的直接诱因。不少著名作者的著作均有过被盗版的遭
遇。盗版行为的存在，侵害了作者和出版者的利益，激起了作者及出版者保护自己利益的意

识，形成保护版权的观念。对于版权的保护，宋代针对官方出版物和私人出版物采取不同的措

施。

对于官方出版物，采取“禁印”措施和确立出版审查制度。一是采取“禁印”措施，在宋代，官府
出版的书籍和法令，只允许官方印制，私人不得翻刻。“禁印”不是正规的法令，而是宋代印书
行业的一种禁例，但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尽管该措施的初衷具有明显的管理目的，但在客

观上起到了保护版权的作用。二是确立出版审查制度。宋代出版发行的中央审查机构是国子

监。国子监是国家最高的教育与出版机构，承担部分出版管理职能，其中之―就是对出版物进
行严格的审查以保护版权。除了行使审查职能之外，国子监也承担着版权的登记和注册职能。

对于私人出版物采取“附牌记，发榜文，立公据”的措施。一是“附牌记”，就是在书籍的扉页，
序文目录后、卷末或者书边处刊印上版权保护的告示，相当于现代出版物的版权记载页，其上

常常刻有图书的作者、书名、版刻时间、版刻地点及收藏人，主要起着显示版的作用。二

是“发榜文”，就是通过申报行政机关，将保护版权的有关事宜张榜公布。三是“立公据”。是指
国子监审批印刻者向官府发出的申请后，为其颁发准许保护其版权的“公据”。该“公据”用来证
明书籍翻印的合法性，当遇到版权被侵害的情况时，可作为向地方官府告发并追究侵权者责任

的依据。

在宋代，对版权的保护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的，由于在国家层面缺乏以私权为核心的系

统的民事法律制度，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利也无法得到准确的界定，因此存在明显的局限

性，对盗版行为的打击效果也不太理想，但是宋代为保护版权不断探索的精神却是难能可贵

的，其对出版者与作者的权益维护，对出版物审查，保护的措施及版权保护意识的培养等各方

面，对今天的版权保护机制都有借鉴与启发作用。

（摘自李睿《宋代的版权保护》，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宋代图书出版与社会文化传播事业空前繁荣，这得益于当时对版权保护的重视。
B. 因为官方出版物和私人出版物性质与地位不同，所以版权保护的措施也不相同。
C. 国子监负责对出版物进行严格审查，进行版权登记和注册，颁发版权保护公据。
D. 因为在国家层面缺乏系统的民事法律制度，宋代为版权保护所作的努力效果一般。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全文采用总—分—总式结构，从几个方面探讨了宋代如何进行版权保护这一问题.
B. 第一段集中阐述了宋代版权问题产生的背景，这是全文论题提出的前提和基础。
C. 文章运用说理论证与举例论证，介绍宋代针对不同出版物进行版权保护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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