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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1978年进入档案学的研究领域以来，思考“中国档案学究竞为我、我们乃至社会产生哪些影
响？
”以及“我、我们将为档案学带来什么？
”就一直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情结。
我用一篇博士论文的篇幅及其相关的后续文章，试图探寻中国档案学的逻辑起点，研究中国档案学形
成的基本因素，分析中国档案学的结构功能，判明中国档案学的理论价值。
　　如果从上世纪30年代，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和《行政效率》杂志中论及档案管理的系
统文章算起，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已经有了七十多年的历史。
在档案学形成、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产生了为数众多、风格各异的著述，至今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学
术群落。
面对这样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一定分量的学科，简单地肯定和否定显然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面对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社会，我国许多的传统理论都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面临着危机。
具体到中国档案学而言，这种危机有时不单单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版的生存问题。
不能否认的是，中国档案学目前正面临着来自学界和实践领域的双重压力。
从学科划分方面看，中国档案学经历了从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到管理学“三位一体”学科的过渡，长期
游离在各大学科体系的边缘，苦恼于名称和归属的种种尴尬。
从实际应用方面看，中国档案学从最初的工作方法阐释到教育模式的确立，从政府解决行政效率的措
施到“西学东渐”的传播媒体，已经渐渐地与管理活动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从客观上看，能否克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档案学自身的结构、功能以及它们与社会需求
之间的联系。
也就是说，对于包括档案学在内的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它不仅要解决“是什么”和“有什么”的问题
，即该学科的逻辑起点、理论结构和社会功能，还要解决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即该学科的产
生、发展的基本因素和基本规律，特别应当阐释该门学科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和对社会的基本贡献。
从主观上看，能否突破学科发展中的瓶颈、“化腐朽为神奇”，只能取决于研究者对“中国档案学在
科学领域中的基本位置和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的清醒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使中国档案学合理地
融人管理类科学的途径和实施方法”，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改变目前中国档案学研究中存在的
盲从状态，实现学科的自觉。
　　我始终坚信，中国档案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存在”，一种形成、发展了数十年的理论体系，它势
必存在一些能够影响和作用社会的方式。
虽然人们不能期望中国档案学像哲学那样发人深省，更不能期望中国档案学像市场营销学那样在短期
内给人带来巨大的财富，但是，人们却有理由相信中国档案学所带来的理念与模式能够证明它的价值
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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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元1935年，有一部名为《县政府档案管理法》的图书在我国出版了。
它就像许多事物一样，对处于动荡年代的中国来说，平凡得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
然而，它对于今天的档案学者而言却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件，因为它标志着一门学科——中国档案
学的诞生。
公元1952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在自己创办的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里开设了以档案学的教育和研究为基本内容的专业。
这就在客观上为档案学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提供了“摇篮”，使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形成了具有专业背景
的群体。
公元197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在其后二十余年的学习和工作中，档案学与其说是我的专业，倒不如说是我挥之不去的情结——它占
据了我许多工作和思考的空间。
这就促使我不得不去考虑这样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档案学究竞为我、我们乃至社会
带来了什么?这篇文章就是这种思考的阶段性成果。
    在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产生了为数众多、风格各异的著述，至今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
学术群落。
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形成七十多年的学科，事实上已经对科学和社会产生了影响。
笔者认为，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中国档案学自身的基本理念和模式实现的。
中国档案学的理念是指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分析和看待事物的基本思想，而中国档案学的模式则是
在其理念作用下形成的一整套“制作学科”的行为方式。
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是通过形成学科的基本因素、构成学科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学科的切入方法体
现出来的。
因此，研究中国档案学的理念、探寻中国档案学的模式，只有从分析中国档案学的逻辑起点人手，以
中国档案学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因素为出发点，以中国档案学的主要学科的结构和功能为基本内容，才
能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真实、充分地感悟中国档案学给人类带来的精神与物质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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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鸿杰，男，1958年生，国家二级运动员。
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0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硕士学位
，2002年6月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
 
    1982年至1986年供职于国家档案局教育处，1986年至1996年在中国档案出版社先后担任总编室主任、
综合编辑室主任和《办公室业务》杂志社总编辑。
 
    1996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通讯》杂志社总编辑和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讲授《管理思想史》、《现代管理导论》、《行政学》、《办公室管理》和《项目管理》等课程
。
主要研究方向为机关与办公室管理和档案学基础理论。
 
    此外，还兼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文史类委员会委员、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高教秘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中国档案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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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档案学的学科定位　　讨论一门学科的学科定位，就是选择或制定一定的标准对该学科进
行评价。
对一门学科进行评价，主要采用“外部的证实”和“内在的完备”两种标准。
由于“外部的证实”本身的种种缺陷，使其无法准确地评价一门学科的内部状态。
因此，需要一种根据理论内部的状况去说明理论价值的方法。
这种方法就是爱因斯坦等人所推崇的理性价值评价的方法。
据此，可以对中国档案学研究对象的层次、与领属学科的关系、学科结构及演化规律等进行科学的认
定，进而发现学科本身的特征和优势。
　　（二）档案学的理论贡献　　中国档案学的贡献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其一是在科学领域中的
体现，即中国档案学通过自身的理论、结构、功能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去验证和揭示科学规律；
其二是在社会领域中的体现，即中国档案学通过自身的理论及其功能，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
　　笔者始终认为，中国档案学是一门产生于行政组织、服务于管理决策的理论。
这种理论具有相互联系的两大优势：其一是对管理程序的系统分析；其二形成了一种信息资源（主要
指管理决策资源）重构的模式。
虽然我国档案学界对各类档案的概念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却谁也没有能够阻止这种管理活动的普及
。
这种现象可以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在社会领域中，一种活动的模式有时要比它所说明的概念更重要
。
由中国档案学所传递的围绕着管理活动及其决策进行管理资源重新配置与整合的理念和模式，之所以
可以被众多的行业和部门接受并加以实施，并非是这些行业和部门十分明了和完全接受“档案”的概
念，而是它们非常认同这种管理活动的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档案学对科学理论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使广大民众明辨档案的概念，而是使他
们接受由中国档案学所倡导的理念和所推行的模式。
　　（三）档案学的学术尊严　　学术尊严作为一门学科研究主体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研究准则，是学
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当学术研究的主体对自己研究的学科有了充分的认识，能够意识到学科理论体系的学术价值，并且愿
意为此而献身的时候，一门学科的学术尊严才有可能形成。
　　事实上，中国档案学还存在一些在学科发展中的“先天不足”，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所阐释的学
科形态和研究主体心态上的种种缺陷。
笔者认为，重新塑造中国档案学的尊严，就必须把握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基调，加强对中国档案学
学术历史的研究和建设中国档案学的学术规范。
也就是说，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也只能是在学科发展到特定时期，其研究者主体意识觉醒的产物。
　　20世纪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曾经提出，“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只有把追求科学真理作为动
机，不为名利所驱使，才能保证科学真正的价值，才能使科学的纯洁性不为功利主义的思想所污染。
”笔者同样相信，当中国档案学人能够真正不为功利和世俗所诱惑，不为权势和偏见所干扰，一门独
立的学科——中国档案学就一定能够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享有属于自己的尊严。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化腐朽为神奇 中国档案学评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