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象 1
记者发现，一些靠模仿明

星赚取流量的网红，变现欲望
十分强烈。去年年底，一名女
主播为吸引眼球，在直播间模
仿田径运动员吴艳妮的赛前
动作。她不仅梳着同款四股
麻花辫，还刻意模仿她晃肩、
指天等招牌动作，并加入夸张
表情和扭捏姿态，与吴艳妮在

赛场上的力量感和自信心形
成强烈反差。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该
女主播将模仿吴艳妮的动作
明码标价，提供跳舞、一字马
等特定表演内容，无底线的牟
利行为引发网友愤怒与不
满。事件发酵后，平台很快采
取了行动，封禁该主播账号。

招牌动作明码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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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专家认为，看待“山寨明星”现
象，不能仅仅停留在保护明星权益和指
责“山寨明星”的层面，更需要明确“模
仿”的行为边界，让模仿者清楚知道哪
些行为可为，哪些行为不可为。这对于
明星和“山寨明星”双方都更有意义。

知识产权专业律师常莎表示：“虽
然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对他人行为有一
定的容忍义务，但模仿并非毫无限制。
过度模仿可能侵犯明星的姓名权、肖像
权、名誉权、著作权等合法权益。”

常莎指出，模仿明星博取流量获
利虽不为法律所禁止，但模仿应具备
边界感。单纯模仿行为一般不构成肖
像权侵犯，但如果模仿行为包含贬损
或丑化明星形象的内容，或通过模仿
误导公众、造成不良影响，则可能侵犯
明星的肖像权和名誉权。以蒋某和李
某模仿杨坤事件为例，二人表演动作
浮夸、语言低俗，具有侮辱、贬低和丑
化性质，虽未明确提及杨坤名字，但从
穿搭、动作、背景等方面足以让公众认
为指向杨坤，可能构成对杨坤肖像权
和名誉权的侵犯。

此外，模仿者在直播表演或商业活
动中，应在显著位置主动表明身份。若
未经授权在封面宣传中使用明星姓名，
可能侵犯明星姓名权。同时，模仿者在
表演中使用明星原创作品，如歌曲、电
影片段等，需提前取得授权，否则可能
侵犯著作权。不过，仅模仿明星表演风
格，如特定唱腔、舞蹈动作，且未直接复
制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在现行法律框
架下不被认定为侵权。

“模仿者不能假借明星身份营利。”
常莎说，若模仿者利用与明星相似的外
貌或声音，导致公众混淆，误以为是明
星本人，除可能侵犯肖像权或姓名权
外，还可能符合“商业混淆行为”特征，
涉嫌不正当竞争。

常莎表示，若模仿者故意以明星身
份误导公众，骗取打赏或承接商演，则
可能构成诈骗罪，需承担刑事责任。如
去年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假
冒靳东诈骗案，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假冒靳东身份骗取他人财物，最终
被以诈骗罪判刑。

搞笑博主被歌手起诉引热议

直播间模仿秀 岂能没有边界
据《北京晚报》

近日，搞笑博主“四川芬达”被歌手杨坤告了。该事件

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社交网络关于“模仿与侵权”边界

的讨论。对此，有律师指出，网红模仿明星博取流量获利的

行为，虽不为法律所禁止，但并非毫无限制。过度模仿很可

能侵犯明星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著作权等合法权

益。若模仿者故意以明星身份误导公众，骗取打赏或承接

商演，还可能构成诈骗犯罪。

“我们被明星杨坤
老师告上了法庭。”近
日，搞笑博主“四川芬
达”发布短视频称，被
歌手杨坤起诉了。视
频中展示了其收到的
起诉状及北京互联网
法院传票。

二人自称“芬达”
和“阿坤”。他们在短
视频中称，去年10月发
布了几条“以搞笑为
主”的视频，当中“涉及
几句杨坤的歌”，但“绝
对没有提及杨老师的
名字”。然而，视频发
布没多久就被强制下
架，账号还被封禁了7
天。解封后，他们继续
发布视频，结果再次被
封号30天。春节过后，
他们正计划创作视频
时，收到了法院传票。
杨坤要求运营该账号
的蒋某和李某，立即删
除多个平台上发布的
涉嫌侵害其名誉权的
视频，并发布道歉声
明，赔偿精神损失费。

记者注意到，“四
川芬达”公开被告事
件，竟给他们带来了更
多的粉丝量。这段时
间以来，该账号涨粉超
过10万人，截至3月26
日，账号粉丝量已达
46.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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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娱乐大众为目的的“明星模仿秀”，曾在

电视屏幕上流行过一段时间，大众也是喜闻
乐见，一笑了之。但近年来，随着短视频
和直播平台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网红
和内容创作者借助模仿明星吸引
流量，引发了诸多乱象，导致

“模仿与侵权”的争议不断。
这不仅导致被模仿的明星
纷纷控诉维权，而且其
擦边、无下限等问题也
遭到网友诟病。模仿杨坤

搞笑博主“吃官司”

现象2
对于“山寨明星”而言，除

了通过网络直播变现，参与线
下活动也是常见的赚钱方
式。比如，在楼盘开盘庆典、
新店开张暖场、婚礼现场等活
动中，时常能看到“山寨明星”
的身影。

有模仿者在宣传时，故意

将艺人的名字放大凸显，只在
后面小小地加上一个括号，标
注“模仿秀”；还有的人在海报
设计中，将艺人的名字置于中
心位置，名字上方的不显眼
处，则巧妙地加上了一个小小
的“小”字，眼神不好的观众还
以为是艺人本人来了。

线下活动打擦边球

现象3
一些模仿者在参加商演

时，商家制作的海报甚至不标
注任何体现“模仿”的信息。
多年前，长相酷似林俊杰的
歌手范某某，打着林俊杰的
名号四处商演，模仿林俊杰
的嗓音演唱《江南》《曹操》等
经典歌曲，在酒吧以“模仿
秀”名义赚钱。而商家的海
报则直接以“林俊杰”或“我
和JJ有个约会”进行宣传，冒
充意图明显。一些观众难以

辨认，遭受蒙骗。
还有山寨明星“月光伍

佰”，早些年在苏州参加商业
活动时，主持人以“摇滚教父、
词曲创作人、音乐人……我们
的伍佰老师”介绍其出场。“月
光伍佰”出场后不仅未澄清身
份，还继续假冒歌手伍佰表
演，后被伍佰的粉丝识破。伍
佰通过经纪公司发表公开声
明，提醒粉丝谨防受骗，“月光
伍佰”随后才发文道歉。

商演出场直接“冒名”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