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动态

安阳官员：
曹操高陵认定经得起历史检验

记者昨日在曹操高陵发掘现场看到，
四周拉起了黄白相间的警戒线，入口处有
执勤的特警和待命的警车。往里看，两个
蓝色大棚下罩着发掘墓地，上面悬挂有“保
护文物”之类的标语。

面对记者采访，一名王姓警官指了指
写有“外来人员谢绝入内”的牌子说，除非
你拿到“特别通行证”。他表示，四周都安
有监控装置，任何人不得靠近。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河南省安阳市文
物局副局长李晓阳认为，曹操高陵真伪之
争，主要是因为曹操的影响力大。“而曹操
的葬身之处更是版本多多。”

据介绍，目前争论和质疑主要有两个
层面：一是专家层，二是公众层。

在李晓阳看来，专家层面上，真正研究
历史的考古学家是认可的；公众层面上，大
多数人不懂考古，但通过影视、文学作品，
也有自己的一些见解，以至于出现不同的
看法。

“考古不同于收藏，也不同于国学。”李
晓阳说，争论和质疑者中间有出于地域考
虑的，也有出于专业考虑的，但也不乏借机
炒作自己的。“近年来，学术腐败导致学术
公信力下降，加之周老虎等事件影响，所以
质疑也就太正常不过了。”

李晓阳表示，曹操高陵认定已构成了
一个证据链，其新闻发布也经过了一系列
程序，专家们之前反复衡量、论证，这个结
果经得起历史检验。

综合新华社等报道

辩论一
“铁证”石牌是真是假？

马未都：我不是说这个墓就一
定造假，只是担忧被造假者利用

刘庆柱：多方面来看，带有“魏
武王”刻铭的石牌应该都是真的

［背景］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曹操高陵六条考
古认定依据，其中第五条指出，最为确切的证据
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
主就是魏武王曹操。

记者：如何看待新闻发布的六大依据？
马未都：判定此墓为曹操陵墓两件最有力

的铁证并不是考古的正规发掘，而是从盗墓分
子手中缴获的。

据报道，那个墓情况非常复杂，多次被盗，
在发掘现场还发现了大量烟头、烟盒、方便面、
矿泉水瓶等。这样一个屡屡被盗的墓，在漫长
的一段时间里失控，有那么多人进去过，什么事
情都会发生。

但我不是说这个墓就一定造假，只是担忧
被造假者利用。大家说我质疑，我不在现场也
未见实物，无权质疑，我只善意提醒。

记者：“魏武王”石牌是真是假？
刘庆柱：铭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的石牌，的

确是认定曹操高陵的重要内证。有了石牌，认
定“曹操高陵”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了。

2009年 12月 17日，我曾到曹操陵墓看过
一天，之前，发掘单位把地图等相关资料送给我
看过，那个墓的位置正是当年曹操所葬邺城附
近的范围。到墓跟前一看，跟我之前研究的东
汉中、晚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规格的墓葬形
制基本一样，而且规模是很大的，特别是墓里的
铺地石板，边长达 90厘米，这在东汉至魏晋南
北朝时期王陵及高规格大墓里是罕见的。

我在考古发掘现场看到了几块出土石牌，
当时还没有出土那么多。判断真假，需要把这
个东西放在一个特定环境考察，尤其是发掘出
土的地层，以及有“魏武王”与无“魏武王”两种

“石牌”的形制特点、字体的风格、刻铭内容等多
方面来看，出土的带有“魏武王”刻铭的石牌应
该都是真的。

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确认曹操高陵的六大
理由，基本上是根据曹操墓考古发掘队和专家
组的思路总结的。

辩论二
论证过程是否严谨？

马未都：论证过于草率了，低估
了公众对曹操的认知度和关注度

刘庆柱：论证形成了专家意见，
论证过程河南文物部门应该有记录

［背景］2009年12月27日10时许，有媒体
称发现魏武大帝的墓。两个小时后，在没有提
出新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了确认消息。这引起
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质疑声。随后，河南省文物
部门紧急召开考古发掘说明会，组织专家回应
了各方质疑。

记者：河南方面在组织专家回应质疑的过
程中，由于持质疑态度和持确认态度的专家学
者们观点不一，给公众造成了论证过程不严谨
甚至专家“打架”的印象，这种现象正常吗？

马未都：河南方面的回应我看了，我觉得所
有的问题都可以探讨，但唯一不能探讨的是程
序，应该尽快说清楚。河南说国家文物局组织
过两次论证会，论证会都是由哪些人参加的，公
布出个详细名单来，让大家知道是怎么论证
的。这么大的文化事件，没有严谨的程序，就不
能确保结果的公正性。我觉得论证过于草率
了，低估了公众对曹操的认知度和关注度。

一开始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刻有“魏武王”
的石牌、石枕都是从盗墓分子手中缴获的，过
了两天又有一个叫尚金山的出来说，刻有“魏
武王”的石牌是他亲手从墓中出土的，这就有点
前后矛盾了。现在又解释说，出土石牌是 59
块，8块带字的，为什么铁证不一次公布完？这
些石牌是一窝出土的，还是零散的、到处捡来

的？别人问什么，你拿出来什么，我觉得有遮掩
的嫌疑。

记者：目前社会上对论证程序质疑仍然很
多，如何看待他们的意见？

刘庆柱：据我所知，2009年 11月 9日和 13
日，河南省文物局曾委托国家文物局两次组织
专家对考古成果进行论证，专家们来自中国社
科院考古所、历史所和北京大学、郑州大学、河
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科研单位，不全是
搞考古的，历史学、古文字学、体质人类学等相
关学科都有。论证形成了专家意见，论证过程
河南的文物部门应该有记录。在北京召开新闻
发布会时，我作为专家组的专家发了言。

这个墓是2008年12月开始发掘的，发掘前
后历经一年时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很正
常。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明
确表示要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不给个名
目怎么申报？怎么保护？

在大家的热议中，我们也意识到有些教训
需要总结，特别是在将考古成果与公众接触时，
怎样做好宣传，怎样让大家充分理解认识，怎样
普及考古知识？这确实是一个新课题。

从学科的角度看，曹操高陵的发掘和认定
工作肯定有不足的地方，但这都是学术问题，但
不能把学术问题“政治化”，说是什么曹操版的

“周老虎”。把非社会的问题炒作成一个社会问
题，这有点过了。

辩论三
是否曹操墓，谁说了算？

马未都：这么多天了，国家文物
局为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刘庆柱：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
是报经了国家文物局同意的

［背景］此次发布曹操高陵认定消息的，是
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孙英民。

记者：基于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说法千百

年来流传甚广，近年来省际争挖曹操墓的事情

不断见诸报端，因而在公众中产生了一种声音，

认为此次新闻发布不权威、认定不权威，这样的

发现该不该有国家层面的声音？

马未都：如果这次发现真是曹操墓，那么文

学、史学、考古学上的曹操墓之谜也就算尘埃落

定了。但这么多天了，国家文物局为什么没有

一个明确的态度？是不是没有认可？在老百姓

心目中，毕竟国家文物局是最高等级的声音。

记者：考古成果究竟该由谁来发布？程序

上有没有规定？

刘庆柱：通常一个考古发现结果的确认，首

先是考古发掘队的学术结论，然后听取相关学

科专家意见，重要的考古发现还要组织相同、相

关专业的专家进行必要论证。比如这个墓，涉

及的学术领域有体质人体学、古文字学、历史

学、考古学等，这些相关学科的专家们一起论

证，综合各方研究成果，从文献记载、墓地位置、

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人骨鉴定等多个方面进行

论证。

考古成果谁来发布，我国现有文物法规上

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程序。据我了解，两次在河

南开论证会，都是由国家文物局关强司长带队去

的。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也是报经了国家文物

局同意的，关强还在新闻发布会上发了言，他明

确表示，西高穴墓发掘工作有待进一步展开，目
前根据专家们的确定，可以认为西高穴墓为曹操
高陵，还建议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我个
人理解，这应该就是国家文物局的态度。

辩论四
是否利益驱动下的商

业炒作？

马未都：里面肯定掺杂了地方
利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刘庆柱：之所以要认定这个墓
的性质，是要给保护一个名分

［背景］此次关于曹操高陵在安阳的消息，
有人担心是地方政府带有商业利益的炒作，有

网友甚至指出安阳市已经圈地拨款进行开发。
对此，安阳市市长助理陈中武回应，对考古现场
初步划定的2.5平方公里的范围只是保护范
围，与开发无关，更不存在圈地现象，着手规划
建设的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也是为了更好保
护重要文化遗产。

记者：地方政府有没有在利益驱动下炒作
的意图？

马未都：里面肯定掺杂了地方利益，这不是
明摆着的吗？据说安阳现在把所有力量都动员
起来了，这完全是利益在驱动。

记者：关于曹操墓的议论成为岁末年首最
关注的热点话题，有人担心这里有学术与利益

“挂钩”的嫌疑，有人甚至算出这一发现能给当
地带来4个亿的财政收入，如何看待这些议论？

刘庆柱：我肯定地说，到现在为止，我没有
拿安阳一分钱。之所以要认定这个墓的性质，
是因为要给保护一个名分。在我国，只有申报
了各级政府的文物保护单位，各级财政才能拿
钱出来。

至于一个曹操墓能给当地带来4个亿的说
法应该没有什么依据，也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
的。目前总体规划还没有出来，容纳量等各种
数据也没有计算出来，怎么就能算出 4个亿？
考古是个学术问题，不能掺杂其他利益在里面。

2009 年 12 月 27 日，河南省文
物局在北京发布：安阳县安丰乡西
高穴村抢救性发掘的一座东汉大
墓，经权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确
认为魏武王曹操高陵。这一新闻
成为近几日大街小巷热议话题，一
时众说纷纭。

曹操高陵确认无疑吗？“新华
视点”记者分别采访了中国社会科
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秦汉考古学
家刘庆柱，著名收藏家、文化名人
马未都。

A05
找到
曹操

2010年1月6日 星期三
主编 安学军 编辑 赵青 校对 彩华 版式 唐唐 第二热点

曹操高陵
真伪之辩

去年12月31日，河南举行“曹操
高陵”考古发现说明会，专家在回答记
者的提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