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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象
!红色档案"网上热销

!月底，王选的一个大学生助
手，意外地在网上发现了她父亲的
档案。“这名同学知道我父亲曾做过
中共地下党员，就百度搜索了一下
他的名字，没想到置顶的竟然都是
档案的售卖信息。”

王选的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
上海解放时随陈毅元帅接管旧上海
司法机关，参加组建新中国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杜保祺（国民政府首席检察

官）去往台湾后写给我党潜伏在国
民政府内的地下党的信札”；“原上
海高院办公室主任、刑庭庭长、审
判大汉奸梁鸿志时任书记官、红色
特工自撰简历”……诸如此类的王
选父亲档案，在旧书网上被明码标
价，从数百元到近千元不等，数量
惊人。有些还用了王选的名字做广
告，“中共红色特工，其女是中国细
菌战受害者诉讼维权第一人，极具
史料价值”。

王选获悉后大吃一惊，她当即
把网络截屏发给一位相熟的司法
系统干部，对方说“这些档案都是
真的”。
“我马上决定要追回这些父亲

的档案，一方面其中有大量的个人、
家庭信息，更重要的是还有很多至
今未被公开的涉密情报，比如 "#$%

年和 "#!#年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
部印制的党员干部登记表”，干部登
记表中清晰地记载了王选父亲的职
务是上海市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
还详细记录了其家庭情况、工作经
历，附有一张个人照片。

王选赶紧和网络卖家联系，
“卖家告诉我，仅仅我父亲的档案
就有十几袋，但有些已经分散在多
个不同的卖家手中，还有些已经被
买走。”
“一查我才知道，父亲的档案已

经在网络上公开买卖超过一年，大
部分集中在专门做旧书生意的孔夫
子网”。卖家称，近年来个人档案成
为收藏市场的新宠，成交量越来越
大，“特别是有名的官员的档案，品
相好的可以卖到很高的价格”。

维权
辗转多处高价买回

“整整两个星期，我为了追回父
亲的档案茶饭不思。”王选说。

获悉档案被公开买卖的当天，
王选就与卖家联系，卖家同意在其
家中当面交易。这个卖家手中的王
选父亲档案，都是民国时期的，包括
司法任命状等，数量几十件。
“我没有暴露身份，他就向我介

绍这些档案的内容，卖家对于民国
时期上海司法系统的情况十分了

解，对于各个官员的名字如数家珍，
这让我十分惊讶。”
这个卖家在孔夫子网上的级别

很高，在售的商品有几千件，除了王
选父亲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官员的
个人档案。
“我问他这些档案是哪里来

的，他告诉我他也是从别人手里
买来的，对于档案流出的源头并
不知情。”
为了追回父亲档案，王选忙碌

了整整两个星期，找到不同的卖家
分三次花费数万元全部买回。
“最让我吃惊的是，其中有大量

涉台通信，大多是我父亲以潜伏的
身份与‘领导’的信件，总计共有
四十多封，这些不仅有很珍贵的文
献价值，还涉及历史机密，不应该
流出。”

除了买回自己父亲的档案，王
选还买下了一份著名律师韩学章的
“文革”交代书。韩学章曾任上海市
律师协会会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副会长等职。王选说：“我觉得这类
‘文革’交代书被挂到网上去卖，实

在是不应该，希望韩学章的家人能
来联系我，我愿意赠还。”
“干部档案如此大量流出，无人

管理，实在令人担忧。”王选说。
“如果不是这次我买下来，这些

父亲的档案我们家人永远看不到，
很多内容他从来没向家人讲过，因
为其中有一些特殊历史时期他不愿
提及的往事。”

王选询问一位配合她做细菌
战研究的浙江省档案局领导，“对
方告诉我，这些档案肯定不是档案
局流出的，应该是父亲工作单位的
人事档案。法院对于案件档案管理
很规范，但对于人事档案的管理可
能存在漏洞。”

调查
网站监管形同虚设

买卖档案的孔夫子网，是目前
最大的旧书网购平台，据其网页介
绍，孔夫子网上有 ""&%&家书店，
''%&!家书摊，超过七千万种图书。
记者联系了孔夫子网的相关负

责人，对方回应称网站对于商品有
审核规则，在“个人物品及个人收藏
的图书资料”部分，“可以销售的范
围”中明确写道：“个人或单位收藏
的具有资料性和文物性的写本、抄
本、档案、资料册等，没有违法违规
内容的可以销售。”而涉政、涉密等
违规图书资料的买卖是明令禁止
的。网站有专门的书籍审核部门，在
店主上传书籍信息后，工作人员会
对书籍的内容、图片信息进行审核。
一旦发现违规，则会将其驳回，不允
许出售。对于个人档案买卖已有成
立的，平台将于事后追究店主的责
任，最高处罚是关闭书店。

然而，记者采访多位孔夫子网
上的卖家，却获悉这些看起来严格
规范的监管，实际上形同虚设，
“从来没担心过这方面的问题”。

孔夫子旧书网审核部门的一名
工作人员坦言，平时工作多以警告、
暂停下单为主，“除此以外，我们也
不能把店主怎么样”。该工作人员还
表示，部分店主会采用模糊信息、遮
挡关键字、不填信息等方式逃避审

核。作为平台，他们会尽可能完善监
管制度，但实际操作还是难度较大。
“因为平台工作人员每天审核上万
本书，工作中难免会有所疏漏。”
除了个人档案，孔夫子网上有

争议的商品还包括名人书信、手稿
等，有林语堂、胡适、郭沫若等大家
的，也有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
言的，价格则依据名人的知名度、书
信内容和书信品相，从几十元到数
十万不等，其中一封“茅盾毛笔信札
一页，手迹上有一些批阅痕迹”的商
品，标价为 ()万元。

此前，成都发生过类似的老干
部档案被网络买卖事件，成都市档
案馆申明，人事档案虽然是个人档
案，但是从社会角度来讲，它是公共
资源，买卖个人档案的行为违法。

反思
专家呼吁加强管理

《档案法》规定，对非国家所有
的但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
案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档案所有
者可以向国家档案馆寄存或者出
卖；向国家档案馆以外的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出卖的，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
理部门批准。严禁倒卖牟利，严禁卖
给或者赠送给外国人。

荣宏君是一位名人书札收藏
者，他透露，在旧城改造中，很多机
关都处理文件，档案、书信因此流传
到民间，他看到过周恩来等国家领
导人关于工作批示的回信。*))#年
年初，他意外得到了周汝昌、臧克
家、汤一介等诸多名人写给季羡林
先生的 +))多封信函。荣宏君看到
书信时也很震惊，为了防止信札流
失，他从废品回收人员手里买下了
书信，后来辗转还给了季羡林先生。
除了档案买卖，近年来，关于涉

及隐私的名人书信买卖也是争议不
断，中拍协秘书长李卫东表示，从市
场角度来看，历史名人的档案，创作
的书札，往往与重大历史事件紧密
相连，既有书法，也是善本，历史价
值和艺术价值兼具，而又具有不可
复制的孤品特性，因此，从艺术市场
讲，这个收藏门类会始终延续下去，
并且会越来越受重视。不过他强调，
“信札一定要先行解决好其中的著
作权和隐私权问题，否则不宜贸然
拍卖。”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啸认

为，从法律层面上讲，如果公开买卖
的私人书信所有人去世，也没有近
亲属在世，不会产生法律问题，“我
国法律保护逝者的名誉和隐私，只
有三代以内近亲属才能提出。而如
果有资格维权的近亲属均不在世，
就算存在侵权也无法起诉。”程啸
说，民事诉讼的前提是不告不理，即
使有近亲属在世，但如没有提出侵
权之诉，也不会形成纠纷。

大量涉密个人档案网络公开买卖 疏于监管 涉嫌违法

网上“文物商店”乱象调查

本报记者 程绩 实习生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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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到，中央组织部印制的党员干部登记表、
‘文革’交代书，这类档案竟然可以在网上那么轻易买
到”，近一个月来，王选为此茶饭不思，这位著名社会活
动家、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意外发现自
己父亲的档案竟然在网上成了商品，追回档案的过程

中，她惊讶于竟然有那么多涉密的干部档案在网上公
开买卖。

个人档案、书信是否能公开买卖，一直以来都是充
满争议的问题，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
感情，可以作为商品去交易吗？

! ! ! !王选忙碌了两个星期!找

到不同卖家花费数万元将父亲

的档案全部追回! 其中包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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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是其父以潜伏的身份与

#领导$的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