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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宋雪佼律
师表示，这些作品很特殊，如果作者
不能辨认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
为，系无民事行为或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
定，他们的相关权利应当由他们的
监护人代为行使。

宋雪佼称，在腾讯公益的项目
介绍中，并没有展示任何作者或者
作者监护人的授权文件，就这个问

题，主办方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或
回应。

此外，在某微商城中，一家名为
“WABC商城”的店铺，销售“WABC无
障碍艺途”机构成员的画作。这家店
铺运营主体为“广州市原生人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苗世
明。宋雪佼称，残障人士对画作享有
著作权，“WABC商城”出售画作，也应
当取得其监护人的授权，否则，该公

司行为已侵犯著作权，甚至有利用公
益活动敛财之嫌。

即使“WABC 无障碍艺途”获得
“小朋友”或其监护人的授权，授权的
范围是什么？是否包括出售作品及
衍生品？是否有权将权利转授权给
经营店铺的公司？所获收益各方如
何分配？这些问题目前也都没有答
案。

（赵蕾 赵凯迪 刘名洋）

朋友圈“小朋友画廊”引质疑
腾讯公益回应：“一元购画”筹得1500万元后停止；善款去向将定期公示

据《新京报》报道，8
月29日，微信朋友圈被一
幅幅“小朋友”画作刷屏。
记者了解到，此次“一元购
画”募捐活动是腾讯公益
平台发起的，画作是由
WABC无障碍艺途公益机
构患有自闭症、智力障碍、
脑瘫等病症的特殊人群创
作，微信用户可以以一元
钱的价格购买画作，保存
成壁纸使用。

据记者了解，此次捐
款完成目标为1500万元，

已 于 8 月 29 日 下 午 完
成。活动参与人数超过
580万。活动的主办方腾
讯公益表示，善款将直接
存入公募机构账户，用于
帮助精神障碍和智力障碍
的特殊人群融入社会。该
项目发起人苗世明表示，
很高兴作品获得大家认
可，同时也惊讶于网友的
支持力度。对于外界质
疑，项目负责人表示，画作
都是作者天赋加勤奋的产
出，不应遭受这样的非议。

8月29日，“小朋友画
廊”乐享艺术之旅的公益
活动在网络引发广泛关
注。

从腾讯公益平台项目
列表可以看到，该项目于
8月 17 日发起，募捐目标
1500 万元。该活动刷屏
后，参与人数、捐款数额飞
速攀升。据记者统计，截
至8月29日14时20分，捐
款金额已达 15028994.79
元，募捐结束。捐款人数
为5806559。

画 作 刷 屏 源 于“ 意
外”。据腾讯公益相关负
责人介绍，“小朋友画廊”
活动原本计划9月 1日发
布。8月28日，一名合作
伙伴在没有告知的情况
下，将活动页面转发到了

朋友圈。随后，该活动迅
速传播、发酵。

据该负责人介绍，此
次 活 动 中 的 画 作 均 由
WABC无障碍艺途公益机
构的学员创作。创作的学
员来自上海、广州、深圳等
全国多个城市，年龄从几
岁到40多岁不等，他们均
患有精神障碍、智力障碍
等 病 症 。 活 动 前 期 ，
WABC 机构选出 50 幅画
作交给腾讯公益一方，腾
讯的H5制作团队又从中
挑选36幅，所有画作均获
得公益组织和作者授权。
用户每购买一幅自闭症儿
童的画作，就相当于向腾
讯公益平台上的“用艺术
点亮生命”公益项目进行
了捐赠。

“一元购画”活动中，身患自闭症、
23岁的捷麟有3幅作品在H5的页面
展出。捷麟喜爱抽象画风，他作画自
由奔放，色彩明亮丰富，被工作室的老
师称为最有天赋的“疯狂小画家”。

6 岁半，捷麟被诊断为自闭症。
他的母亲王巧如便辞去工作，开始照
顾他的生活。

王巧如回忆，平日出门，捷麟到
了热闹的集市，就喜欢随处一坐，开
始涂画。王巧如渐渐发现，儿子一坐
下来画画，就沉醉其中，周围路人围
观，他既不害怕，也从不受打扰。

初中毕业后，捷麟曾考入市级美
术学院学习绘画，一年后退学。之后

又在广州市青年文化宫学习油画。
WABC无障碍艺途公益机构项目

创始人苗世明看到当地媒体对捷麟
的报道，随后来捷麟家家访，看到捷
麟的作品，他告诉王巧如，孩子天赋
极高，希望他一定去工作室学习绘
画。

“捷麟看到苗先生，主动给他冲
茶，还抱着一摞自己的画要送给人
家。”王巧如记得，这是捷麟第一次主
动接近陌生人。

画得投入时，他从晚上9点画到
第二天早上6点才停笔睡觉，一天画
四十多幅画。平日，每天的绘画量平
均也有十来幅。这些年，5平方米的

阳台上堆了捷麟500多幅油画作品。
“他会给自己每一幅作品起名字，标
注绘画的时间和地点，放在袋子里保
存起来，从不轻易送人。”王巧如说，
出租房里已经快放不下这些画。

现在，捷麟能用简单的几句话描
述他的作品，只要拿起画笔，他就会
情不自禁地哼起歌。

8月29日早晨8点多，王巧如像
往常一样刷着朋友圈，看到儿子的作
品陆续被转发，多人评价说画得真
诚，很震撼。她称，看到儿子作品一
瞬间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内心满是
欢喜。“儿子自己不知道，但我替他开
心。”

针对如此迅速积累的捐款，有网
友质疑善款去向，也有网友发帖称，
该项目有“投资商捞钱”。昨天，腾讯
方面的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小朋友
画廊”H5是腾讯公益和WABC无障碍
艺途公益组织联合出品的线上线下
互动公益项目，不存在所谓的外界传
闻的“投资商”。

腾讯公益公关部负责人秦川解
释，“用艺术点亮生命”由上海艺途公
益基金会（WABC）在腾讯公益平台上
发起，由具有公募资质的深圳市爱佑
未来慈善基金会负责善款接收。根
据新《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
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家民
政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

发布募捐信息。同时，为确保更好地
后续监督和执行，用户捐赠的善款不
会进入腾讯公益，将直接存入接收善
款的公募机构账户。

对于善款的使用情况，秦川表
示，将在腾讯公益平台上进行定期公
示，接受所有公众的监督和询问（查
询路径：打开微信，我-钱包-腾讯公
益-个人中心-捐款记录）。用户若关
注了“腾讯公益”微信服务号，也会收
到善款执行明细情况的及时推送。

那么这些作品是残障人士本人
的创作吗？WABC无障碍艺途公益机
构广州分部的负责人“鱼仔”表示，这
次选中的36幅作品是从上千幅的画
作中挑选的，并非特殊人群创作水平

的平均标准。从每一幅作品可以看
到，这些作品风格迥异，不可能是家
长或义工代笔完成。

她表示，自闭症患者的图像思维
比普通人活跃，尤其擅长绘画和图像
记忆。当他们不懂得如何用语言与世
界沟通时，非语言的表达可以帮助他
们舒缓情绪，提升对世界的认知和交
流。所以，部分特殊人群更具有潜在
的绘画天赋。

这次展出的36幅作品，其作者大
多在机构学习了三年以上的绘画课
程，每个人至少每周要上一节课，一
次两小时左右，所以这些画作都是作
者天赋加勤奋的产出，不应遭受这样
的非议。

特殊群体的画作刷屏朋友圈

WABC无障碍艺途项
目创始人苗世明表示，

“WABC无障碍艺途”的创
办，源于一次偶然的经历。
2009年，北京798双年展
时，他和合作伙伴策划了一
个项目，叫“WABC计划”，帮
助底层的人群去学习现代
艺术，让人人都当艺术家。

“开始时项目进展并
不顺利，目标群体大多没
有时间。”苗世明“硬着头
皮”，将目标转向残障人

士。随后，他从北京市朝
阳区亚运村一个社区内找
到14个人，这些人患有精
神障碍、智力障碍、自闭
症、脑瘫等各种病症。

起初，苗世明并不认
为这类人群可以创作优秀
的画作。但通过一个月的
接触后，苗世明称自己“仿
佛发现了一个不太了解的
世界”。这些人也懂得表
达自己的情感，更具独立
思考能力。

“硬着头皮”转向残障人士

【讲述】出租房已快放不下“疯狂小画家”的画作

【回应】善款最终去向及使用情况将定期公示

【声音】主办方“涉嫌侵犯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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