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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档案法规，是一个国家档案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法律根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
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发展与成熟的程度，反映一个国家档案工作、档案事业领域的民主和法制水平，
也反映一个国家立法的整体水平。
民国时期，档案立法与前代相比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档案管理内容已被正式纳入行政立法的范畴，
出现了专门的档案立法，档案法规开始以独立的行政法规面貌出现。
专门的档案立法和独立的档案法规的出现，给民国时期的档案事业带来了新的气象和生机。
本书从民国时期的档案立法着手，阐明民国档案立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从文书与档案工作流程和
管理机制两个方面分析考察民国档案法规发展的具体表现，进而分析其发展动因、性质特征以及历史
影响，力图揭示民国档案法规在中国档案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由传统到现代的渐进发展历程。

　　本书针对民国档案法规內容所涉及的诸多方面。
按专题分别进行探讨：对学术界已有的一些研究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本书的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的档案法规，作为档案立法的直接成果，无论在內容上，还是在形式上，
都体现出极具时代特征的发展态势。
有关文书处理、档案管理、档案机构、档案人员、档案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法规大量出台，不仅数量庞
大，而且内容丰富，并形成了一定的体系。
民国档案法规中普遍奉行的民主自由原则，则成为中国档案法规走向近代化的最重要标志。
书中指出，各有侧重的文书工作原则、反复修订的公文程式、纷繁复杂的处理程序以及日益成熟的文
书工作制度是文书处理法规渐趋发展完善的表现。
档案分类法的继承与借鉴、档案鉴定理论与标准的初步形成、档案保管期限由分散到统一的发展以及
走出封闭第一步的档案利用制度，则是档案管理法规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民国档案法规不仅体现出具体的文书与档案流程管理的发展，而且还体现了宏观的档案管理体制、机
构、人员培育等方面的历史演进。
民国时期，社会档案意识的提高、机关实际工作的需要以及学术界整理明清历史档案的需要，从內部
促进了民国档案法规的发展；国內民主法制建设与国外档案事业发展则从外部推动了民国档案法规由
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演进。
但是，受政权性质影响，民国档案法规依然是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档案法规，既呈现资产阶级积极
进步的一面，也体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民国时期的档案法规对新中国及台湾地区的档案法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的档案法规中
的若干规定、档案实践中的一些做法，都可以在民国档案法规的传统中找到根源，而台湾地区的档案
法规在很多方面更是因袭了民国的传统。

　　本书最后总结了民国时期档案法规近代化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并指出民国档案法规建设给
当前我国档案法规建设带来的启示，在社会主义档案法制建设中，我们既要合理地汲取民国档案法规
中积极的经验，又要以史为鉴，规避民国档案法规中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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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文书、档案人员培育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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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许同莘的《公牍学史》①也是当时文书档案史的一部代表作。
作者在晚清时期曾做过张之洞的幕僚，以后长期从事文秘工作，文史水平很高，实践经验丰富。
他将上古三代至明清的文书、档案及其工作制度细为考证，撰成此书，将文书史、档案史发展为一门
专门学问。
该书正文共分十卷，分别考述了上古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文
书及其制度、档案及其制度，包括历代文书档案工作特点、文书风格、文书档案工作者等。
书的后半部分中，讲述了文书、档案工作者的内在修养和撰文之法。
最后附有《治牍须知》，专门讲述了处理文书应注意的事项，实际为作者当幕僚的心得和经验。
作为文书档案史的开创性专著，其学术地位不容忽视，今天出版的一些《中国档案史》等书，从中承
袭了不少观点。
但是，该书以文献为主，未利用大量考古史料，或许多利用的史料出处不详。
　　傅振伦的《公文档案管理法》②，书中论述了公文处理、档案管理的原则和方法，考察了国外档
案学和档案工作，第六章专门研究了我国历史档案的整理历史。
书末附有《档案馆通则》和有关欧洲档案史的论文，是研究国外档案学对中国档案学的影响问题的重
要资料。
该书博采众家之长，汇集了抗战以来中国档案学的各项成果，文义精辟，见解独到，自成风格，具有
较高的学术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集中统一管理国家全部档案的原则的确立，我国档案
事业和文书工作发生了巨大变化。
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苏联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下，我国档案学研究发展很快，中国档案事业史
成为包括众多科目在内的档案学科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但是，这一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于中国档案事业史的研究成果极少，除了韦庆远、程桂芬等编写
的《中国档案史讲义》（初稿）外，未见有其他论著。
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为适应档案专业的教学需要而编写了《中国档案史讲义》，
该书在体例安排上基本以历史时期为划分依据，叙述了从奴隶社会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档案工作及档案事业的发展情况。
这一讲义可谓是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开山之作，其中在第二编部分讲到了民国时期的档案工作。
全书只有160页，但是，条理清晰，内容精当。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档案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档案学研究的热潮重新兴起。
档案学的著作大量问世，但是，中国档案史的专著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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