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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A7_93_E5_c122_484426.htm 周国平向法院起诉周

国平姓名权侵权，理由是彼周国平非此周国平。这件事与前

几年“王朔新书”的争议差不多，都是人的重名引发的法律

争议问题，这在学理上叫做姓名的平行。 现在网上的消息不

是很准确，因为有的说出新书这个周国平不叫周国平，而是

冒名之作。但是也有的说这位周国平就是叫周国平，也都出

过书。如果前者说法属实，那本身就构成侵权，因为冒名顶

替，就是侵害姓名权，《民法通则》第99条已经有了明确的

规定。如果是后者，则不敢断言，因为姓名平行本身是合法

的，而姓名平行构成侵权行为则比较复杂，需要据别法律规

定的要件。如果仅仅就说因为周国平已经写书了，就不准其

他叫周国平的人写书，即使写书了不准署名周国平，大概有

点像不准阿Q姓赵了，大概不行。 姓名权是人格权，是每一

个自然人都享有的人格权。这个权利，就是自然人就自己的

姓名所享有的权利，包括命名权、使用权和改名权。这个权

利的性质是标表型的人格权，说的是姓名的作用是用文字标

表一个人的人格特征，以区别于他人。如果未经权利人本人

的同意而非法使用他人的姓名，盗用姓名或者冒用他人姓名

，以及干涉他人的姓名使用权、改名权或者命名权，都构成

侵权行为，是对姓名权的侵害。法律保护姓名权，就是要制

裁侵害他人姓名权的行为，恢复权利人被侵害的姓名权。 在

姓名权领域中，有一种特别的现象，就是俗话讲的重名，在

民法上叫做姓名的平行。重名是各国都存在的现实问题，不



论中外，但是大概在中国更为普遍。甭说别人，就说我的名

字，不是就跟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重名吗？最好笑的是，有

一次我参加一个办案组到深圳，组内就有一个与我重名组员

。有一次晚饭后，我出去散步，同名者在旅店。来了一个电

话，是找我的，同名者接电话。对方问你最近怎么样啊，同

名者说我不认识你。结果对方将他骂了一顿，说你在北京混

了一段就不认识老同学了，等等，把同名者骂得很郁闷，后

来想到可能是我的同学。当然更不用说那些王梅、李红之类

的名字了。 民法认为，姓名的平行并不违法，这是因为国家

人口众多，无法做到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与众不同。即使是在

给孩子起名子的时候，就觉得别人的名字好，因而就叫了这

个名字，只要他没有恶意，也没有办法制裁他。 但是，姓名

平行不是说就绝对不构成侵权，而是要具备特别的条件，这

就是，如果同名者故意利用姓名的平行，而恶意使用，达到

非法的目的，就会构成侵权。前几年的“王朔新书”案，出

版社在书市上，大肆宣传“王朔新书”，却将新书用塑料纸

包严，不准看其内容，欲定购者询问王朔真假，出版者故意

神神密密，故弄玄虚，更引起读者的神秘感，因而大量订阅

，达到了促销的目的。读者看后才发现，此王朔非彼王朔也

，方知上当。 因此，姓名平行本不构成侵权，但是，如果行

为人明知而故意利用姓名的平行，恶意使用自己的名字以与

同名者相混同，借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构成侵害姓名权的

侵权责任，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我国法律对姓名平

行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在法学学理上和司法实践上确认

，姓名的平行，重名者在使用自己的姓名时，应当注意避免

侵害同名者的权利，在可能发生姓名识别上的混同时，姓名



权人应当讲自己的姓名加以标表，使他人能够区别。最好的

方法，就像冬季奥运会上的大杨扬和小杨阳的说法了，尽管

两个人的汉字不同，但是由于二人名字的发音和英译完全一

样，因此区别大和小，就不会发生混同的问题。 如果不是自

己加以特别的区别，反而刻意追求这种混同的效果，借与自

己的姓名平行于他人的姓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有侵权

的恶意。因此，确定利用姓名平行而侵害他人姓名权的侵权

责任认定，最重要的就是要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故意。如果行

为人明知自己的姓名与他人的姓名相同，不仅没有作出标表

，以示区别，反而借此机会，利用自己的姓名平行达到自己

的非法目的，就具有侵害姓名权的故意。因此而造成了与其

姓名平行的人的姓名权的损害，就可以认定侵害了他人姓名

权。 说到姓名的混同，还要说说姓名混同的侵权问题。前边

说的是借用姓名平行而造成姓名混同，这不是真正的姓名混

同。真正的姓名混同，是指故意使用与他人的姓名近似、容

易造成误解的侵害姓名权的行为。例如，金庸创作武侠小说

，赫赫有名。某人也写武侠小说，作者署名“全庸”；古龙

创作武侠小说，也赫赫有名，某人写武侠小说，作者署名“

古尤”。这些故事并非杜撰，而是确有其事，这就是姓名混

同，是典型的侵害姓名权的行为。 确定这样的侵害姓名权的

侵权行为，最重要的就是要确定行为人是不是有故意。没有

故意的，不能认为是侵害姓名权的侵权行为。同时，行为人

使用平行的姓名或者混同的姓名，还应当在相同的领域中使

用，才可能造成侵权的后果，才可能构成侵权责任。你写书

，我也写书；你唱戏，我也唱戏，使用相同的名字或者近似

的名字，才可能造成侵权。如果是在不同的领域，各自没有



相当的联系，不可能发生混同的后果，也就不会造成侵害他

人的姓名权。北京人艺的与我同名者，演自己的戏；研究法

律的我研究我的法律写我的法律书，不会出现侵权的问题。

如果有一天我想演戏了，演技又不行，又想借助北京人艺的

同名者的名气，在广告宣传上就说如何如何，又不说我究竟

是哪一个，那我就侵权了。因为很多人买票，是要看人家的

戏，而不是要看我的戏。那么，我获得的利益中，就有人家

的成分。同时，又因为我的演技很差，表演一塌糊涂，不知

者还以为人家的演技不行，也就败坏了人家的声誉。这就是

故意利用姓名平行的侵权行为责任的构成法理。这不是侵权

又是什么呢！ 从现在的情况看，写书的新周国平是确有其人

的，而不是故意编造一个与周国平相同的名字生事，因此可

以排除假冒姓名的侵权行为。使用的名字又完全相同，因此

也可以排除姓名混同的侵权行为。可见周国平与周国平，写

书与写书，都是相同的，那么判断是否侵权的，就在于是否

有故意，是否为恶意了。现在看到的报道和情节，无法作出

这个判断，不敢说是不是构成侵权。但是有一点，一个出版

社的领导说，为了避免姓名权的侵权纠纷发生，“今后我们

将不再允许出版与名家同名的图书，或出版也在封面上注明

”。对于后者，我完全同意，法律正是这样要求的；但是前

者，我不敢苟同，如果这样的话，那不是在歧视他人的人格

吗？名家写书，与名家同名的非名家就不能写书、不能出书

了吗？那跟“阿Q不准姓赵”有什么区别？ 由法律对姓名权

的保护联想到对其他权利的保护，例如对隐私权的保护。对

隐私权的保护，包括对个人信息、资讯等的保护。现在的社

会信息发达，有关个人的信息资讯众多，侵权的手段也更为



多样，更应当注重对个人信息、资讯的保护，例如对个人的

有关资料、数据、电子信箱、通信，以及手机的信息，都应

当予以充分的保护。在隐私权的保护中，保护的是私人信息

、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对于私人信息的保护，可以涵盖个

人信息、资讯的法律保护。对于这些，在民法通则中和最高

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都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全国人大

正在起草民法典，其中就包括人格权法编，在草案中已经详

细的规定了姓名权和隐私权保护的内容和方法。我们期待着

民法典的问世，期待法律对人的权利的更好的保护。 相关新

闻：周国平:这两本书不是我写的 出版社出了两本冒牌书 作

者：未知 | 2005年02月14日 | 原始出处：sina 订货会一下冒出

两个带着新作的“周国平” 信报记者昨天本想就“属鸡作家

过鸡年”一题采访著名学者、作家周国平先生，却得知他正

陷入烦恼之中：两家出版社借周国平之名出版两本根本子虚

乌有的图书，还在今年的图书订货会上大做广告，甚至上了

畅销书排行榜。 周国平有些气愤地告诉记者：“今年的订货

会我并没去，是以前我的图书责编看到居然有我两本书在订

货之列，其中之一是《纯粹的智慧》，定价25元，之二是《

读禅有感悟》，定价29.8元，还做了非常张扬的‘周国平新作

’广告。可气的是这两本书的内容远非它们的书名，简直恶

俗之至。”周国平除请朋友在订货会现场拍照外，已请律师

就此进行交涉。 这两本书分别出自中国电影出版社、金城出

版社，后者的总编曾打电话给周国平，说由于他是新上任并

不了解情况，但据这位总编说他曾就《读禅有感悟》一书的

作者提出过质疑，操作该书的书商解释说是此周国平非彼周

国平，只是与周国平同名同姓而已，甚至还出具了该“周国



平”的身份证复印件。对此，周国平说：“我倒真希望那个

周国平站出来，我倒要看看他能否写出这么一本书来。” 而

《纯粹的智慧》一书更是凭着“周国平”之名登上了席殊书

屋畅销书排行榜，周国平特意联系席殊书屋负责人，讲明那

本书并非自己所作，请给予声明以免误导读者。 记者昨天致

电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何志云，他当即回答：“我们这本书

的作者就叫周国平，有他的身份证和授权书为证明。当时我

看到这个名字还真怕有人冒充周国平，因为人家周国平的书

毕竟销量很好，我们也互相认识。我就专门调查了一下这事

，怕万一弄了个真假王朔真假梁晓声那类事来，结果人家这

个作者就叫这名。如果大家熟知的作家周国平要打官司我也

没办法，那就按法律程序走吧。”记者问那位周国平是否以

前出过书，何社长的回答是肯定的，具体写的是什么就不太

清楚了。而此《纯粹的智慧》的作者周国平是否就是《读禅

有感悟》一书的作者，何社长说不得而知。 而出版《读禅有

感悟》的金城出版社王总编则告诉记者，他已同周国平主动

沟通过。《读禅有感悟》的“周国平”是湖南人，生于上世

纪70年代，显然非著名作家周国平，他们已在订货会上特意

声明二者并非一人，可事实上确实给作家周国平带来了不便

，“今后我们将不再允许出版与名家同名的图书，或出版也

在封面上注明，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而这本书已不再销

售了，我们不希望对簿公堂。”当记者问如果这位作者不叫

周国平，单从书的内容看出版社会为其出版吗？王总编说终

审稿并非经他之手，他不清楚内容究竟如何。 北京市华联律

师事务所孙律师认为，首先要调查清楚两本书的作者是否叫

“周国平”，如果是，对方有署名权，但是，如果广告或出



版方式打出著名作家周国平新作之类的语言，以致误导读者

，则涉嫌不正当竞争，作家周国平可向工商局举报。（北京

娱乐信报记者 李冰） 周国平声明 在今年1月的北京图书订货

会上出现两种署名周国平的新书，均已在图书市场上销售，

甚至进入了畅销书排行榜。其一是《纯粹的智慧》，中国电

影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其二是《读禅有感悟》，金城出

版社2005年1月第1版。这两种书皆盗名之作，不是周国平所

写，其内容和文字风格也与周国平的作品迥异，十分浅薄和

粗糙。《纯粹的智慧》一书封面上特意用大号字体标出“周

国平著”，《读禅有感悟》一书在订货会征订时打出“周国

平新作”广告语，显然都是蓄意盗周国平之名以欺世。周国

平已聘请律师，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有关当事人的侵权责任

。同时，周国平希望通过媒体提醒广大读者切勿上当，不要

误以为是他所著而购买这两种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