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A6 2025.4.27 星期日
责编：潘文军 美编：唐龑

数据更详尽
系统调查了蜀道遗存信息，现

阶段已初步掌握了6条蜀道主线保
存较好路段的基本情况，形成了目
前最为准确的“蜀道数据”。

1.现阶段共调查蜀道里程2073
千米，沿线分布各类文物遗存1034
处，新发现文物遗存297处。

2. 新发现了形制多样的碥道、
栈道、桥梁等道路遗存，通过对不同
区域、不同路段碥道形态与桥梁类
型的对比研究，充分认识到了道路
建造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创新性，充
分体现了蜀道建设者们因地制宜、
巧夺天工的创造性技艺特征。

在此次调查中，充分利用考古
学的技术方法，通过考古勘探的方
式确认已被埋在土层下的路面，通
过对地层断面的解剖发现了多个时
期道路叠压的现象，等等。调查结
果表明，金牛道上的碥道保存状况
最好，米仓道上的桥梁类型最丰富，
荔枝道上的新发现路段最多。

3.在蜀道沿线新发现了大量的
遗址、墓葬、碑刻等文物遗存，实证
了蜀道从先秦时期区域通道到秦汉
以后国家道路的发展历程，体现了
蜀道作为古代国家西南交通大动脉
的开创性和连续性。

陈仓道上新发现的梁鹿坪遗址
先周文化墓葬为探寻最早的“周道”
提供了新的方向；金牛道上新发现
的十二桥文化时期的三堆遗址、井
田村遗址对探索先秦时期金牛道的
历史走向提供了新的证据；米仓道
上新发现的龙王堑石刻包含了唐、
宋、元、明、清共5个朝代的 8通文
字题刻，充分见证了米仓道绵延千
年的历史进程。

4.在蜀道沿线新发现的多处建
置城市遗址及相关遗存，除为早期
蜀道的选线提供了重要线索外，更
实证了蜀道在统一国家治理体系中

的重要作用。
金牛道旁发现的汉晋新都城遗

址；褒斜道上确认了汉晋就已存在
的三交城遗址；荔枝道上新发现了
垫江县桂溪县城、开州县坝遗址等
唐宋时期城址；在陈仓道的凤州古
城周边还发现了成体系的烽燧设
施，与城市遗址一起构成了完整的
城防体系。蜀道以国家道路串联区
域城市，以关隘、驿铺保障道路正常
通行，充分体现了蜀道作为“国道”
在秦汉、唐宋、明清等历史时期中的
现实价值。

标准更完善
首次明确了蜀道沿线文化遗存

的核心分布范围、统一了“以线串
点”的调查方法、道路分级标准和记
录规范体系，探索线性文化遗产考
古调查的“蜀道标准”。

作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第
一个以线性文化遗产为对象的考古
项目，在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将为全
国古代道路和线性文物的调查保护
提供范例。在此次工作中，首次明
确了以记录蜀道的道路遗产本体为
基础，以蜀道两侧50米作为关联遗
产信息的重点采集范围，并统一了
记录的标准规范和道路分级标准。
这套体系的建立，为蜀道现状的描
述提供了统一的话语体系，也是搭
建蜀道数据平台的前提条件，这不
仅是在探索线性遗产考古调查理论
方法中的新尝试，更为未来蜀道遗
产在多学科、跨领域合作、共享方面
奠定了基石。

经验更丰富
打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以完

整的蜀道路段为单位，采用“一家牵
头，多家协作”的工作方法，为跨区
域、多单位联合考古积累了全新的

“蜀道经验”。
在此次工作中，共设立了 6个

专项任务，其中，除了不跨省域的褒
斜道和祁山道由所在省的文物考古
科研机构独自完成外，跨省域的陈
仓道的调查工作由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牵头负责，甘肃省文物考古机构
协助完成；金牛道、米仓道由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负责，陕西省、
甘肃省文物考古机构协助完成；荔
枝道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
负责，四川省、陕西省文物考古机构
协助完成。除各省考古机构外，在
调查过程中还邀请了国内相关高
校、地方文博单位和社会各界共同
参与，结合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最
终形成了系统调查与专项普查相结
合的新局面。

蜀道不仅是中国古代中心地区
与巴蜀地区的交通干线，更是体现
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等
突出特征的线性文化遗产。通过此
次蜀道考古调查工作，对蜀道及沿
线遗存的保存现状进行了系统摸
底，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有助于蜀道
考古走向深入，推动蜀道遗产的保
护、传承和利用。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12
月，被告人徐某文联合崔某东、
邹某、辜某等人为了牟取暴利，
勾结负责运送雅思试题的物流
公司内部人员丁某杰、周某，提
前在考前将密封的试卷箱从物
流网点秘密“拿走”。

为了掩人耳目，李某明关闭
监控，制造出“无迹可寻”的假
象。随后，一行人将试卷箱运至
临时租赁的民宿，拆封箱袋，拍
照、摘抄内容，再重新伪造密
封，悄无声息地将试卷送回网
点。

拿到试题后，辜某负责制作
标准答案，安排崔某东等人雇佣
写手针对作文题目撰写“范
文”，其余几人单独或通过被告
人徐某、刘某、梁某理等在全国
各地招募考生，开设考前面授培
训班并收取费用。每到考试前

一晚，将提前准备好的当次雅思
试题及答案发放给学员，让学员
闭门背诵。

经审计，徐某文、崔某东、邹
某参与场次涉及非法经营数额为
1589万余元，辜某参与场次涉及
非法经营数额为1547万余元。
徐某、刘某、梁某理参与场次涉及
的面授培训费用分别为140余万
元、150余万元、600余万元，上
述三人的获利分别为125万余
元、42万余元、6万余元。

而窃取试卷的物流人员丁
某杰、李某明窃取试卷相关场次
涉及面授培训费用 1300 余万
元，周某窃取试卷相关场次涉及
面授培训费用200余万元。丁
某杰收取徐某文给付款项 130
万元，并将其中的54万余元支
付给梁某理，周某收取给付款项
32万元。

盗取雅思试题获利千万
10人被判刑

蜀道考古新发现文物遗存297处

4月26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在四川
成都召开，发布了蜀道考古调查阶段性成果。

考古中国蜀道考古研究项目自2024年3月启动以来，在
国家文物局的统筹下，川、陕、甘、渝四省市考古科研机构和高
等院校协同联动，对蜀道全线展开系统性调查与研究。到目前
为止，已完成了对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陈仓道、褒斜道、祁
山道共六条干线的调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考古成果。

北宋《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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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颂》摩崖石刻（唐开元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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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州区花岩古道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针对国家考试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上已有明
确规定，但对于域外机构组织的考试试题，如雅思考
试、托福考试等，相关法律适用尚不明确。对于此类
考试中试题泄露问题，应当如何定性、如何量刑？

4月2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布2024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
件。记者注意到，其中就披露了一起与物流公司人
员相互勾结，盗取雅思考试试题案件，法院给出判决
认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我国刑法针对法律规定的
国家考试明确了相应罪名，但
对于域外机构组织的考试，如
雅思考试、托福考试等并不适
用。

上海法院认为，窃取域外考
试试题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在
刑法定性上存在较大争议，有
观点认为域外考试试题因符合
商业秘密的非公知性、保密性
和价值性特征，故应构成侵犯
商业秘密罪；有观点认为域外
考试并无明显的商业属性，不
符合商业秘密的价值性特征，
但考试试题凝结了编写人员的
个性化选择和编排，应以侵犯
著作权罪加以保护；另有观点
认为此类行为均不符合上述两
个罪名的构成要件，不构成犯
罪。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徐某
文等10人以营利为目的，非法
获取雅思试题，并将其复制成
面授材料，组织考前培训班发
给考生。法院判定其行为构成
侵犯著作权罪，遂以侵犯著作
权罪判处被告人徐某文有期徒
刑3年半，并处罚款240万元；
判处被告人崔某东、邹某、辜某
有期徒刑3年，其他被告人也被
判有期徒刑 2年半至 1年不等
的刑罚，并处相应罚金。一审
判决后，徐某文、崔某东、辜某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雅思考

试每场次试题包含编写人员对
文字内容题目形式等的个性化
表达，在选择和编排上具有独
创性，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
品。被告人徐某文等在考试前
通过拍照、摘抄等手段非法获
得雅思原题，并印制面授材料
发放给参加面授培训的考生进
行闭门背诵，其中面授材料包
含的听力、阅读、作文题目与试
卷考题内容基本一致，仅未附
阅读文章，应当认定与权利人
的雅思试题构成实质性相似，
前述行为构成复制发行行为，
且违法所得数额及非法经营数
额均巨大，依法构成侵犯著作
权罪。

法院同时指出，雅思考试作
为域外考试，权利人的组织行
为不应视为市场经营行为，因
此不适用侵犯商业秘密罪。最
终，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上海高院认为，该案通过对
域外雅思考试试题是否符合商
业秘密要件、是否构成作品以
及是否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
评价等角度出发作出具体分
析，为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了重
要参考。

据上海法治报

法院认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10人获刑，最高刑期3年半

10人勾结盗取雅思试题牟利
考前一晚发答案给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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