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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收取稿

费，完全是一种

自发的行为，但

其中所涉及的版

权关系错综复

杂。现在，有不

少网站、杂志、公

众号等都会面向

社会写作爱好者

发布征稿函，作

者投稿被采用之

后，就可以收到

相应的稿费。在

中国古代就有文

人赚取“稿费”一

说，那么，他们是

如何赚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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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耻于言利，稿费被他们雅

称为“润笔”，最早出现于《隋书·郑译

传》。文中载：郑译夏爵沛国公，位上柱

国，隋文帝令内史李德林立作诏书。高

颖戏谓曰：“笔干。”译答曰：“出为方岳，

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从这

个时候开始，“润笔”便成为了稿酬的代

名词。

然而，“润笔”却并不是隋朝首创，

早在战国时期就存在了这种支付稿费

的形式，这便是我们所熟知的“一字千

金”。秦国相国吕不韦集自己众门客所

长，编纂出了《吕氏春秋》，并发布了告

示：只要有人能够增加或者减少一个

字，便可以获得千金。这笔高价稿费究

竟有没有人得到，我们不得而知。但由

此可知，文章可以换钱确是真的。

尽管有“一字千金”这样的事情，但

润笔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常有

的事情。到了西汉末年，文化传播速度

有所加快，靠写文字谋取稿费的现象逐

渐增多。众所周知的“千金难买相如

赋”，便是如此。《汉书》中就有记载，司

马相如受邀为陈皇后所写的《长门赋》，

就获得了黄金百两的稿酬。晋朝的陈

寿为旁人写文章，则索要千斛米为稿

费。

古人收取稿费，完全是一种自发的

行为，但其中所涉及的版权关系错综复

杂。出钱的人与原作者是一种委托关

系，但是关于古代著作权所属的问题很

少被明确提及，难以确定著作权的归

属，同时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清朝

末年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引进了西方

的版权观念，1910 年清政府才颁布了

《大清著作权律》。不过，文人也通常使

用自己刻印作为署名来保护自己的著

作权。甚至，会有坊间或私塾刻本通过

声明“翻刻必究”宣示著作权。

那么，作者的稿费标准是什么？是

以什么形式支付的？由于古代润笔没

有形成一定的法律和制度，还处在自发

阶段，版权界限也十分模糊，作者的稿

费标准受作者名声地位的影响。那些

有名之士，千金难求一文，而藉藉无名

之辈，生活却难以为继。至于支付方

式，或以钱财支付，或以实物支付，或者

二者兼有。有的人秉持着文人的清高，

往往收取实物，或者干脆不要酬劳。思

想比较开放的文人，则对自己的作品明

码标价。郑板桥就将自己的字画价格

定为“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

条对联一两”，不遮遮掩掩，假斯文，倒

也率真痛快。

总而言之，“润笔”之所以会出现并

且蔚然成风，有诸多的原因。其中与很

多达官显贵都喜欢附庸风雅有关。

需求必然促进供给。对于相对贫

寒的文人而言，一方面润笔费用可以补

贴家用，另一方面又可彰显才华。那何

乐不为呢？

（作者：李琪琪，来源：中国国家历

史微信公众号）

中国古代的版权意识比较薄弱，孔

子倡导“述而不作”，使得文学局限为讲

述道理或者为前人做注的文本，打压了

文字创作的自觉性，自然更不用说版权

了。先秦的图书基本上是不署名的，以

至于现在对于先秦的著作，一般都标注

据传是某某写的，但是其中的真实性其

实是难以考据的。就算是与司马相如同

时期的汉武帝，在看到其辞赋的时候，还

感叹如果能和司马相如生在同一时代就

好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候，文

人们基本上没有著作权的意识。

纸张的发明和普及，使得图书的传

播速度大大增加，文人们希望自己的作

品能够广泛流传，产生一定的社会影

响，从而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因此萌发

了作者对精神上的著作权的重视。至

于为什么说是精神上的著作权？虽然

自古文人多贫困，大多数文人却羞于谈

钱，觉得若是将自己的文章与利益绑在

一起就是落入了俗套，为人所不耻。至

于写出来的东西赚不赚钱，亦或者有没

有被别人赚了，都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

内，他们只担心世人知不知道这个作品

是他写的。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文化传

播的速度，加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图书

发行往往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同时又

能传播作者的声誉，故此，部分文人对

稿费一事，也就直言不讳了。

明朝科举以文章见长，故帮人做文

赚取润笔费逐渐演变成一种风气。起

初，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大部分

文人还只在私下收取费用。一些士大

夫多是帮人做应酬性质的稿件，而且

十分看重雇主的身份和品格，很少写

违背本心的内容。到了明中后期，文

人的“义利观”发生了改变，润笔费甚

至成为了士大夫收入的主要途径。为

了得到酬金，在创作过程中，许多人不

论雇主是好是坏，是否有操守，也不论

自己讨厌或是厌恶，一律有求必应，对

其歌功颂德，具有浓重的商业气息。

就连“狂士”徐渭，也不能例外，经常为

一些权贵或者普通人代笔，甚至会在

诗文中直接说明这是一篇“商业文”，

例如《写倒竹答某饷》就是在标题直

言，而“既劳花给妆，复取实供馈”就是

在诗文中暗示了。而且，徐渭还应邀

写了大量诸如《张母八十序》的序和

跋。同时，他也经常为别人写贺文，可

谓是稿件出产大户了。

《明史·李东阳传》记载“长安中争

为碑志，若市买然。大官卒，其门如

市，至有喧竞争致，不由丧家。”由此可

见，在古时的写作行业，竞争亦十分激

烈。

到了清代，润笔费成了一些文人谋

生的重要手段。由于出版业的进步和

盛行，还有直接出书来换取润笔费的，

这已经趋近于我们现代的稿费形式了，

这主要归功于文人们对版权意识的进

一步觉醒。

唐代以后，由于科举制的建立，天下

众多读书人以科举考试入朝做官为人生

目标，但是能够实现抱负的人少之又少，

于是赚取“润笔”费成为了一些读书人养

活自己的主要职业。唐代皇甫湜文风古

拙高雅，给时为宰相的裴度作《福先寺

碑》。裴度很器重皇甫湜，便派人送去很

多车马彩绸，以作润笔费。而比照时价，

皇甫湜抱怨酬金太少，说：“碑约三千字，

一字三疋绢，更减五分钱不得。”

据《新唐书·李邕传》记载，李邕尤

其擅长写碑志颂词，朝中的大臣，道观

的道士，寺庙的僧人，都拿着绫罗绸缎

跑到他家请他写文章。杜甫也有诗论

及李邕写碑文之事：“干谒满其门，碑版

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麟织成罽。紫

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由此可见，李

邕算得上是一个职业文人了。

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商品

经济繁荣。这个时候，文人大致有两种

获取稿费的方法，一个是公文写作，与

我们现在的应用文写作基本相似，这种

写作文学性不高，很难展现出自己的才

华。第二种就是帮别人写诗文，从而获

得润笔费。其中，墓志润笔，报酬相当

丰厚。因为在中国古代，大家特别注重

自己的身后名，希望“盖棺定论”的时候

能够留下好的名声。《邵氏闻见后录》中

记载，北宋的欧阳修为他人写墓志铭的

时候，获得了五千匹帛的润笔费。南北

宋之交的席大光请书法家吴傅朋书写

其母的墓碑，“预储六千缗而润毫。或

曰：傅朋之贫脱矣”。六千缗即六千贯，

相当于宰相二十个月的现俸，可见其润

笔费之丰厚。

南宋时期，甚至有人摆摊，像卖商

品一样，叫卖自己的文章。不过这种主

动叫卖的文章，大多数也比不上被人邀

请写的诗文，所以在稿费上也相对较

低，顶多只能混个养家糊口罢了。不

过，由此可见，从宋代开始，文人文字在

一定程度上走上了商品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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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墓志润笔报酬相当丰厚

清末引进西方版权观念

古代基本没有著作权意识

明清赚润笔费渐成风气

战国时期已有“一字千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