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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档案学——机关档案管理、产生统一的档案名词

关键词：行政效率运动（1933） 文书档案连锁法 甘乃光 《行政效率》杂志

档案十三经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历史档案

20世纪50、60年代的新中国档案学——来自实践和苏联的档案学

关键词：实践推动 苏联档案学 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1955-1966） 曾三 吴宝康

《材料工作通讯》《档案工作》

前奏：四十年前的中国档案学



前奏：四十年前的中国档案学



1 2
外部（社会）影响下的中国档案学理论的发展趋势

⚫ 第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

⚫ 第二，信息技术

⚫ 第三，理论研究环境和社会评价机制的影响

内部因素作用下的中国档案学理论的发展趋势

⚫ 第一，教育与媒体的大发展

⚫ 第二，档案工作体制

⚫ 第三，对外交流

2.档案界内部：教育与媒体的大发展、档案工作体制、对外交流

1.档案界外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信息技术、评价机制



世界第一

打造中国学派

学者人数世界第一、作品世界第一、教育规模世界第一

张斌《打造新时代中国档案学派》，《档案学通讯》2018年第4期。

刘东斌、吴雁平《对齐心协力打造中国档案学派的理性思考》，《档案》2018年第6期。

崔珍珍《对齐心协力打造中国档案学派————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院长、教授张斌，

《中国档案报》，2018-04-12

一、档案界的两个说法：



二、主要研究内容

1.前二十年（一）



二、主要研究内容

1.前二十年（二）



二、主要研究内容

1.前二十年（三）





二、主要研究内容

2.后二十年

宋晶晶．1996年~2016年档案学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的文献计量分析［J］．
档案管理，2012（2）：76

表1 1996年～2016年国家社科档案学项目关键词词频表



二、主要研究内容

2.后二十年

1996年～2016年国家社科档案学项目各阶段主题词表



二、主要研究内容

2.后二十年

牛力、杜丽华、韩小汀《从档案学核心期刊看国内档案学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档案学研究》 2018 年第 3 期第6、7、8页。



二、主要研究内容

2.后二十年



二、主要研究内容

2.后二十年



三、它山之石——其他学科学者的认识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图书馆田利娟《从科学计量学角度分析我国档案学研究进展》（《兰台内外》

2018年12期）

研究发现我国档案学研究领域普通院校并未形成专业的研究团队，具有相同学术传承的不同机构青年学

者开始进行跨机构合作，但是研究缺少突出的研究力量，存在 “单打独斗”的现象。

总体来看，国内档案学研究建立在档案实践的基础上，并未形成全面系统的档案学理论体系，特别是档案

学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揭示，更加凸显档案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的缺失。另外大多数档案学研究者缺乏档案学

领域前沿视角的探索，《档案学研究》与《档案学通讯》代表着国内档案学领域期刊的最高水平，注重国内

档案实际，与档案国际化水平仍存在很大差距。



正误

参半

基本

正确

基本

错误

关于作品质量的基本估计
真就是真，而假则有很多种:有抄袭之假、有粗制滥造之假、有认识错误之假、

有事实数据史料之假，有故意造假、有无知造假，有明目张胆之假、有遮遮掩掩

之假，有信口雌黄瞪眼说瞎话之假、有无知者无畏之假，有被揭穿被纠正的假、

有未被揭穿未被纠正的假，等等。各色之假，防不胜防，斗无止境，纠无止境。

举例:“中”是先秦的通用档案名词吗？“天府”是最早的档案库房吗？“档案”一

词产生于清入关前吗？“文档”一词产生于明代吗？杨宾的《柳边纪略》是 “档案”

一词最早的解释吗？它的解释是正确的吗？



关于原创性之不足

主要有两种非原创

集体性的“拿来主义”

主要是向他国（如英美俄）或他学科（如图书馆学、

情报学、社会学）学习、模仿、移植。

个人性的非原创

包括少数不道德的学术行为及其 他非原创性研究等。

基本估计：整体上，中国档案学的非原创性研究比例较大，严重地影响了本学科的质量和声誉。

比较：理工科——人文基础学科——社科应用学科，原创性整体上呈依次下降状态，档案学的原创性处于低端



为什么合不了？

★分分合合本是规律，分而末合却是事实——知识碎片化

人民大学与其他院校档案学科的状态问题

★一枝独秀？百花齐放？

在一级学科中的位置与协作问题

★档案情报图书馆，这个学科好奇怪

一是因为真假难辨。

二是力量小，人员少。

三是主攻方向不集中，甚至有一定的偏差。



关于一级学科的困惑



2009——2013 年图情档一级学科国家自科和国家社科项目的研究主题表



逻辑上是可以的：档案实践远比图书馆的实践、情报工作的实践更

广阔、更复杂，档案学理应高于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事业的发展状

况具有决定意义。

实践上是困难的：

第一，因为资源的划分已经完毕，要改变很困难。小弟要变成大哥，

必须要做出高出大哥的成就；

第二，决定权不再自己手里，权力部门具有决定权；

第三，三个学科不在一个频道上，不要试图跟一个不想听你说的人

讲道理，更不可能唤醒一个不想醒的人。

第四，档案学者的水平能否普遍高于兄弟学科？

中国档案学还是

小弟，小弟能不

能变成大哥呢？



学院派：

职业学者，教授们、博士群体。

草根——业余研究者:

档案馆、档案局、档案公司的中下层学术爱好者。

三者不是对立的，但他们特点不同:学院派学术训练较好，做学问比较正规，大多是来自名校或

有博士头衔；政策制定者是理论与实践的连接者，它们需要较好地了解正确的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

草根们来自实务部门，无拘无束，想法既务实，又天马行空。

成熟的学者有几多？

政策制定者：

档案局、馆高层。



中国档案学界学术生态的基本情况：历史最好与历史最差！

前二十年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的起点较低、封闭，有“黄土地与高围墙”之喻。



吴





后二十年的主要问题在于高校官僚化、学术的功利化和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东郭先生当名师

刊物评级越来越扼杀原创性高水平文章

★各级各类基金项目具有较大的促

进作用，但泥沙俱下，不易选拔高

水平的课堂，且重大课题具有重大

杀伤力。

★档案界为什么没有长江学者？

长江学者过不了长江
既不能很好地与国际接轨，又与国内

实践脱轨，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机制



什么样的文章会高被引？

逻辑：一般性逻辑：大众化；特殊逻辑：拉大旗作虎皮！

正常逻辑：曲高和寡，大音希声。近期高被引率是与原创性相悖的。

事例：（数据截止到2017年）

特里·库克（刘越男编译）1997年2期《山西档案》《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观念：

后保管及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信息与档案管理中面临的一场革命》，210次。

×××于2008年12月（下旬）发表在《科技风》的《浅谈事业单位档案管理的现

状及对策》，175次。（知网相同题目的文章25篇，本文章长度不到1页）

特里·库克（李音译）2002年2期《档案学通讯》《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

会记忆中的作用》，159次。





名称 举办者 周期 参会者范围

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
国家档案局

中国档案学会
2年 全行业

中国档案职业发展论坛 合办 1年 全行业

学会各委员会年会 学会各委员会 1年 委员及相关人员

中国档案学博士论坛 人民大学等
不定期

（2001）
博士

全国青年档案工作者

研讨会
中国档案学会基础理论委员会 1年 青年档案工作者

全国高校青年档案工作者

研讨会

各高校 1年

（2014）

高校青年

教师

海峡两岸档案暨缩微学术

交流会

中国档案学会、中国缩微摄影技术协

会

1年

（1992）
两岸学者

中国电子文件管理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1年

（2010）
高校为主

我国档案学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会议表

学术组织与学术会议

档案学术组织的特殊性：

中国档案学会（ 1981 -），业务主

管单位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但实际上

是档案局下属机构。 事物的两面性。



传统档案学：已经建立了较完善的以“纸质档案”为核心的传统档案管理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特别是法

规体系）。

信息时代的档案学：从档案学理论研究来看，丰富和发展了以“电子文件”为核心的电子文件管理理论与

实践，丰富、创新和发展了以“数据驱动”“社会记忆”“档案和文化遗产”等为核心的数字档案管理、档案记忆、

档案文化遗产保护等理论与实践等。张斌．打造新时代中国档案学派［J］．档案学通讯 2018 （4）：1

信息时代，档案学的使命任重道远！



对外交流大跃进

档案学之洋能为中用吗？实践的特殊性与学科的特殊性！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合则用！

学术借鉴得与失

自 1996 年中国举办第 13 届国际档案大会以来， 学者们对国际档案学术活动的实质性参与越

来越频繁和深入。 档案教师先后在国际档案理事会教育培训处、档案法律事务委员会、档案保护

技术委员会、信息技术委员会、电子文件委员会、著录委员会、会刊《逗号》编委会、新入职档

案工作项目等担任委员、执行委员或通讯委员及至教育培训处副主席。



档案学的未来掌握在谁手里？ 做好新时代的认识论与实践论！

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我们可以把握自己的行为！未来在

别人手里，也在自己手里！

未来的档案实践：档案作为“原始符号记录”越来越重

要！越来越紧密地渗透入社会实践，档案属于全社会！数

据档案是信息社会人类扩展的个体思维、集体思维、机器

思维的基本经验基础。

未来的档案学：档案学必须属于全社会！

不被接受，便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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