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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由中国地震局地质研

究所和新疆地震局共同组成的一支30

人科考队，9月3日晚间被困于新疆南部

昆仑山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

府、新疆军区5日上午紧急出动救援直

升机，与地面救援队共同前往营救。5日

10时50分，救援直升机成功将3名出现

高原反应的地震科考人员救出。

这次科考项目是由中国地震局地质

研究所和新疆地震局共同开展的“新疆

于田7.3级地震与阿什库勒火山综合科

学考察活动”。由于昆仑山区气候环境

恶劣，自治区应急办与地震部门协商，决

定中止这次科考行动，待天气好转、条件

适宜时，再次实施科考。

30名科考队员
被困昆仑山区

学者出示曹操墓造假“铁证”
村民书面证明自己曾参与造假

河南安阳“曹操墓”是真是假？从公

布之日起，这个争议就从未停歇过，并且

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卷入所谓的“挺曹

派”与“反曹派”两大阵营，天天争论不

休。公众渴望了解真相。9月4日，因自

称手中有“曹操墓”造假“铁证”而备受关

注的河北学者闫沛东，首次向媒体亮出

他手中的“铁证”——参与造假村民写的

书面证明，曹操墓中的假石碑，就是这个

村民和另一人一起埋到空墓里的。

据《山东商报》

当天下午，闫沛东拿出一份

书面证明给记者看。上边写着：“我是河南

省安阳县西高穴村民徐××，参与了河南

考古队发掘‘一号墓’和‘二号墓’工作，是

潘伟斌和安丰乡党委书记贾振林通过渔阳

村民龙××，到南阳市张衡东路一个假文

物窝点订制了‘魏武王常所用石牌’共63

块，让我和徐××一起埋进大墓的。……

证明人 徐×× 2010年8月23日”

闫沛东向记者介绍找到这位“关键证

人”的经过：“1号墓挖过后，我就开始怀疑

这里造假了，发现这个事情不简单后，我开

始主动去了解。前段时间，我忽然接到消

息，说这位举报人从郑州打工结束回安阳

了，当时，往墓里‘埋石牌’就是他亲手埋

的。我必须要去见他，8月23日，我拿到了

这份证据，也给他录了音。”

闫沛东告诉记者，这个墓5年

前就发现了，当时就已经是空墓了，“里边

一点文物都没有了。”

接着，闫沛东拿出一本名为《曹操墓真

相》的书：“你看，刘庆柱是这本书的学术顾

问。书里就写了，当时贾振林问潘伟斌能

否进行发掘，潘伟斌摇摇头，说考古发掘必

须有国家文物局批准，否则即使是官方考

古队，擅自发掘也是违法的。贾振林很不

甘心，他建议潘伟斌，在没有国家文物局批

文的情况下，能否从盗洞中进入，对墓葬进

行清理。潘伟斌笑了笑：‘照这么个挖法，

岂不是和盗墓贼没有区别了吗’？”

闫沛东说：“后来，贾振林了解到，如果

盗墓实在太厉害，有关部门就可能允许进行

抢救性发掘，于是，他就‘导演’了假盗墓，想

逼迫国家允许挖这座大墓。要说一座墓被

盗一起两起还能让人理解，两年之内，竟被

盗几十起就太不正常了。”他说，2005年春

节，大墓顶被炸开是真盗墓，后来就是“导

演”的盗墓，人为地组织人去“盗墓”了。

“你想，在中国盗墓多是父子

关系或亲戚关系，而且都是到远离自己家

的地方去盗墓，哪有像这样，都是自己村里

人来盗的，而且，两年内几十起，34名盗墓

贼几乎都是村里的。再者，盗墓的多数都

是高智商的，我到他们村里去，发现有的盗

墓贼竟然是傻子，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盗

墓呢？”

闫沛东又说到一个细节来印证他的“假

盗墓”观点：“安阳公布发现曹操高陵当天，

这34个盗墓人就全放了。这说明他们已经

达到目的了，没必要再关着这些人了。”记者

搜索发现，当时的媒体报道显示盗墓者共为

38人，但记者未找到盗墓者当天被释放的字

样，只显示当时这些人都被判了缓刑。

“我现在已经有了18件‘铁证’，包括很快

就要拿到手的假石牌。”这是闫沛东所说的

“铁证”之一，除此之外，他称自己手里还有两

名村民和一名原村干部的证明：“我都给他们

录了音、录了像，他们也给我写了书面证明。”

闫沛东说：“这名原来的村干部很正

直，他详细介绍了村里和乡里一些人两年

里的‘动作’。谁参与造假，名单都给我列

好了。如果需要上法庭，他愿意出庭为我

作证。”

此外，闫沛东还表示，连曹操墓造假者

的“私下会议纪要”材料，他也拿到了手。

将买下造假模具
这是最大的物证

“盗墓贼”中竟有傻子，已有18件“铁证”

那个墓5年前“一点文物都没有了”

学者出示“铁证”，村民参与造假

闫沛东说，自己还去了造假石牌的

窝点，就藏在一个养鱼场里。“说实话，造

别的假东西的很多，但石头造假的很少，

石牌造假也就南阳这个地方才有。”闫沛

东的解释是，这里曾出土过一块汉画像

石，后来，有人造假的。又有人来花300

元买了，到外地就能卖1万，有人一看，一

个月只要有一个上当的，就能赚不少，慢

慢地，这里就发展起了一个石头造假的

窝点。”

闫沛东告诉记者，自己曾向一个媒体

展示了在这里定制的一个明代假汉白玉

雕件，“雕的可精美了，那个比雕石牌可难

多了。在这里，你只要肯花钱，让造什么

他们就给造什么。开始我到那里时，还没

敢直接说预订曹操墓假石牌，就先预订了

几个明清时的假石头文物，结果看人家根

本不问，要什么给做什么。后来，我临离

开南阳前，又去交了1000元定金，造了18

个假石牌，这个月就能拿到手。”

此外，他说自己还准备花35万买个

造假模具，已经跟造假者达成了意向。

买下模具后，准备带到北京，“这是最大

的物证，花重金也得拿到手，让天下人都

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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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疑造假的“格虎大戟石牌” 村民的书面证明

据《广州日报》报道 9月4日凌晨，广

东五华县岐岭镇三多齐村一幢三层小楼地

下一房间水泥地板突然发生塌陷，一对独

居的古稀夫妻在睡梦中连人带床陷入深坑

中被流沙吞噬失踪。

记者在现场看到，事发地点在一栋居

民楼内的一楼房间内，该楼房两边是连成

一排的10多栋居民楼。房间内的地板出

现一个直径近2米、深约5米的“黑洞”，救

援人员正在忙着清除堆积在黑洞里的衣

柜、床板等。村民告诉记者，失踪夫妻为村

里78岁的钟荣发和72岁的巫凤招老人，

因他们的子女都外出打工了，平时就只有

夫妻俩居住在这栋三层房屋的底楼，钟荣

发的侄子钟振光则住在旁边隔壁楼房内，

他是第一个发现地板塌陷的人。发觉情况

不妙的钟振光立即向村干部反映情况，并

与钟荣发在深圳等地工作的儿子取得联

系，证实两位老人都没有外出。

当日上午9时许，当地岐岭派出所民

警和辅警进入现场救援。由于事发现场空

间狭小，救援工作全靠救援人员手工进

行。至昨日记者发稿时，钟荣发夫妇还未

找到，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当中。

据当地镇干部介绍，发生塌陷的这一

排房子所在的地方原来是老国道205线的

公路边坡和田地，国道205线改造后，上世

纪90年代前后不少群众就在这里建房，填

平边坡、田地用的材料多数都是从旁边岐

岭河里抽上来的河沙。

地板塌陷老夫妻睡梦中失踪
连人带床被流沙吞噬，搜救工作在紧张进行中

搜救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