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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档案接受理论是研究在一定的接受环境条件作用下，档案接受主体出自自身的需要，通过接受中
介和自身已有的认知结构对档案接受客体进行反映、认识、理解以及行为选择与表现过程的理论， 它
以“接受理论”为认识基础，着重研究档案接受的主体性以及构成档案接受系统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
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从中体现的规律，目的是寻求一种认识档案接受主客体之间关系的更为理性的
通道。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信息需求呈现全面增长趋势，档案部门为了适应社会需要也做出了积极的
努力。
但是，无论是丰富馆藏也好，改善服务系统也好，加大宣传力度也好，加快网络化建设也好，皆未从
根本上解决档案信息借阅率低、吸收率低的问题，公众对档案和档案工作仍然反映“冷漠”。
为了从根本上探讨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必须突破原有的只是对“档案利
用者”与“档案”之间进行简单的“需求关系” 的研究的定势，用新的理论、新的视角重新考察档案
与公众的关系，而档案接受理论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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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走向公众——档案接受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全书共分六部分：    导论部分。
这一部分是在分析“接受理论”渊源、要义及与其相近的其他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档案接受研究的
立论基础与原则，提出了档案接受研究的角度及理论框架，并指出了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第一章：档案接受的本质与特点。
这一章重点阐述了什么是档案接受、档案接受的本质与特点是什么、它可否与档案认识等范畴划界这
些建立档案接受理论体系的首要问题和关键问题。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都是从该科学领域中的元概念研究开始的。
对于档案接受及其本质的研究，关系到档案接受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关系到档案接受理论的
科学性和合理性，也是理解档案接受理论的基础。
    第二章：档案接受活动的主导因素一档案接受主体。
这部分内容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档案接受主体既是档案接受活动的出发点，又是档案接受活动的归宿，对接受活
动的意义十分重大。
本章着重探讨了档案接受主体的含义；档案接受主体与档案认识主体、档案利用主体的关系；档案接
受主体的接受“内因”等问题，重点回答了档案接受活动是接受主体怎样的一种社会、心理及生理活
动过程，从而为认识档案接受主体与档案接受客体之间的关系打通了一条理性认识的通道。
    第三章：档案接受活动的其他构成要素。
档案接受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具有活动和功能的过程或系统，除了接受主体这一主导因素外，还
包括接受客体、接受中介、接受环境等要素，这些要素按照一定的方式结合为一个整体，共同完成档
案接受系统的整体功能。
本章重点探讨了档案接受客体及其接受特性、档案接受中介及其类型、档案接受的环境因素及其对接
受活动的影响等问题，揭示了上述要素在档案接受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为认识档案接受
系统的运行提供了基础。
    第四章：档案接受机制。
这部分内容也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内容。
“机制”的原意是机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在档案接受理论研究中引入“机制”概念，是用以说明引发档案接受活动发生规律性变化和决定档案
接受活动状况的原因。
研究档案接受机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考虑到本书的研究重点是揭示档案接受活动
的主体性，故作者选择了从档案接受活动的主客体要素间双向建构、双向发展对档案接受活动的影响
及其所形成的接受结果的角度对档案接受机制展开研究，并主要从选择机制、理解机制、内化机制、
外化践行机制四个方面对档案接受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阐明了在档案接受过程中，接受主体不是
单纯被动的灌输对象，接受过程也不是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被决定的过程，而是一个融合接受主体向
度的选择与建构的过程，是接受主体对接受客体的“同化”与“顺应”的过程。
在这种“同化”与“顺应”中，接受既消除了接受主体主观性的“片面性”，又消除了接受客体客观
性的“片面性”，接受主体与接受客体在新的基础上达到统一，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接受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
    第五章：档案接受效果与档案接受优化研究。
从本质上来说，档案接受是一种“实践”研究，是如何将档案认知成果转化为公众的档案行为的研究
。
档案接受理论应该注重向实践领域的延伸，注重研究成果向实践的转化。
基于此点，本章在分析了当前我国档案接受效果不佳的原因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档案接受的实践性
——档案接受的效果评价与档案接受的优化问题，提出了档案接受效果的评价方法及档案接受优化的
方案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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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后在河北大学任教。
200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现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文件学、外国档案管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和参加国家、省级各
类科研项目8项，在权威期刊、国内核心期刊和省级以上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0余
篇，主编或参编著作、教材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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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档案接受的本质与特点　　一、档案接受的概念及其分析　　（二）档案接受的概念　
　在讨论档案接受概念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档案是一种文化现象，由档案引发的一切档案现象
无疑也是文化现象。
对档案及一切档案现象的规律性的认识是人类历史活动和认识活动的精神产品。
档案及一切档案认知成果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精神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对档案及一切档案认知成果的接受应当成为接受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对档案及一切档案认知成果的接受（为叙述方便起见，本书简称为档案接受）是接受领域中的一
种特殊的接受活动，它与一般的接受活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与其他的档案活动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
根据对“接受”概念的分析，从档案接受活动与一般接受活动相区别的角度，笔者对档案接受作出如
下界定：所谓档案接受，是指在一定的接受环境条件作用下，档案接受主体出自自身的需要，通过接
受中介和自身已有的认知结构对档案客体进行反映、认识、理解以及行为选择与表现的过程。
这一定义具有几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含义，是理解档案接受概念的关键　　第一，档案接受是一种过程
。
档案接受是在运动过程中完成的，这一过程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由档案客体信息的制作者、接受
者、传递中介、传递环境所构成的档案客体信息的传递过程；二是由档案客体、档案接受主体、档案
接受中介、档案接受环境所构成的对档案客体信息的接受过程，无论是档案客体信息的传递还是接受
都是在一种过程中进行的，正是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才构成档案接受主客体的关系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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