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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报道权该不该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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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报道权究竟该不该出卖，有偿转让的利与弊是什么？一段时间以来，考古界和新闻界对此

争论不休。笔者来报社前在考古部门供职5年，对考古发掘和新闻报道有一定的了解和实践，

现就此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出卖是对公众知情权的限制 

  知情权又称知悉权、了解权。其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

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章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

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第三章第二十八条规定，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为了科

学研究进行考古发掘，应当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比如，某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进行考古发掘，首先要上报到某省文物局，再由省文物局上报到国家文物局获得批准。

如此看来，考古发掘也是政务信息的一种，是公众知情权所包含在内的内容，公众有权利及时

全面地获知。对文物古迹进行考古发掘的权利既然归国家所有，文物管理部门和发掘单位没有

权利“垄断”考古发掘报道权，更没权利随意出卖。文物管理部门及代表文物管理部门从事考

古发掘的发掘单位，有义务让公众通过及时的新闻报道得知考古发掘的情况，否则就是对公众

知情权的人为限制。当然，出于安全等其它原因考虑不宜进行报道的，新闻单位也应当遵守有

关规定。 

  出卖影响考古发掘和新闻报道 

  出卖考古报道权由一家媒体发布消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消息及时准确。但考古部门

不要忽视了“出卖”这两个字的含义，既然媒体付钱买断了发掘报道权，此媒体就要需求更快

更多的独家消息。收了费用的考古部门，就不能拒绝此媒体对“新闻”的需求，为了使此媒体

达到“物有所值”的目的，考古部门有时不得不违背考古发掘的规律大干快干。在某座汉墓的

发掘过程中，买断了报道权的电视台为了使直播考古发掘节目达到满意的收视率，在几天前就

预报某日上午10时至11时直播开棺情况，这是违背考古发掘的客观规律的。考古发掘工作有自

己的操作规程，什么时候开棺什么时候取随葬品，要认真考虑并且要根据发掘过程中出现的意

外情况随时更改。为了电视直播需要而把繁重的考古工作限定在一个小时内匆忙完成，对正常

考古工作十分不利。 

  购买了报道权的新闻单位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获得轰动效应，如果在报道考古发掘时一味地

求新寻奇，反而会导致新闻报道失真甚至失实。在某座汉墓发掘中，电视台记者逼问现场的专

家：墓主人是男是女，多大年龄。据我所知，在考古现场鉴定人的性别年龄是非常困难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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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出土的人骨保存完好，也只能根据盆骨等特征大致鉴别。在电视台记者的追问下，现场的专

家只好说：“可能是女的”。记者就把这句话当成了最后的结论对观众宣布：“墓主是女

的”。但事后的研究表明，此墓主是男性。这样不负责任的报道就削弱了媒体的公信力，考古

部门通过独家媒体报道准确权威消息的想法，也没有达到目的。 

  出卖不利于新闻舆论监督的开展 

  在出卖考古报道权的时候，考古部门或许有这样的考虑：把与考古有关新闻的报道权都售

与指定的新闻单位，在报道重大考古发现时，新闻单位会不遗余力地报道。如果在考古发掘过

程中遇到阻挠破坏考古工作的情况，这家新闻单位也能够全力发挥舆论监督力量去帮助解决。

实际上，购买了考古报道权的新闻单位，报道重大考古发现时肯定不吝版面，但遇到了阻挠破

坏考古工作等性质恶劣的问题时，一家媒体的舆论监督力量是有限的。此时，需要同城的多家

媒体集体协作共同呼吁，报纸电视电台齐报道，文字图像声音共发力，这样比单一的媒体孤军

奋战的效果要好得多。一家媒体的读者面毕竟有限，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程度也不够。 

  2002年，沈阳市中山路上一处古建筑被某拆迁办野蛮拆除，沈阳的多家媒体都参与了“文

物楼被拆”的报道，由于多家媒体舆论监督的力度大效果非常好，沈阳市政府有关领导亲自批

示恢复文物楼的原貌，使文物楼被拆的问题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如果考古部门把考古报道权有

偿转让给当地的一家媒体，在这次文物楼被拆的事件中，没有得到考古报道权的媒体可能因为

得不到有关信息不能尽快地参与到报道中来；另外，顾及考古报道权被独家拥有的情况，其它

媒体肯不肯参与此事的报道也是个现实的问题。 

  考古部门在计划出卖考古发掘报道权时，一定要通盘考虑，慎重决策，不要因为一时一事

的经济收益而做出转让的决定。经济利益只是暂时的，如果考古部门与新闻单位搞好合作，及

时全面地宣传考古工作，调动广大群众关心文物保护事业的积极性，促使社会各界把保护文物

放在重要的地位。这样，考古工作就能够得到应有的重视，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各项工作遇

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就能够得到顺利解决，考古工作者能为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做出更大的成

绩，公众可以通过广泛的媒体宣传获知考古发掘的各项成果，从而形成热爱文物古迹关心考古

发掘投身文物保护的良性互动，我想这是广大考古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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