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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不断修改、充实而完成的。
该专著是他多年来在档案保护史学方面研究的凝练与升华。
全书以通史的体裁，从档案载体的变迁、档案库房建筑的历史、档案保护技术方法的发展、档案保护
制度的进化等方面总结了不同时期的档案保护经验和教训；采用定量分析和比较的方法，研究了不同
类型载体产生的背景、存档特点和发展趋势，从而归纳出载体变迁的规律；采用查阅文献和实地调研
相结合的方法，清晰地论述了库房建筑对档案的保护作用；使用系统分析方法详细阐述了档案保护与
档案工作其他环节的关系；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理论出发，
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分析影响档案保护的制约因素。
 该书总结的档案保护经验和规律，对于档案保护的实际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对于完善档案保护学
科体系及保护人类文化遗产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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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档案载体、记录材料发展史　　第一节　档案载体材料发展史　　一、古代档案载体　
　（一）甲骨　　“甲骨”顾名思义就是“龟甲”和“兽骨”的统称，它是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
的档案载体。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甲”均为龟甲，“骨”大多是牛骨，也有少量的鹿骨和其他动物的骨头，
甚至还有人骨。
　　1．甲骨的发现　　（1）殷墟甲骨。
甲骨档案大多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或其附近。
光绪二十五年以前，小屯村北的农田中就常有甲骨发现，村民有捡到者，以药材卖给药店，称为龟版
或龙骨。
碎片则碾为细粉，作为刀尖药售卖，为治疗创伤之用。
龟版、龙骨上的字迹大多被刮去，售价每斤制钱六文。
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之后，先后经过多次挖掘，累计出土154 604片甲骨。
其中中国内地38个城市的98个单位收藏有95 880片，47位收藏家收藏1 731片，台湾省藏有30 204片，香
港89片。
另有2万余片流散于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前苏联、瑞典、瑞士、法国、新加坡、比利
时、韩国等国家。
　　（2）西周甲骨。
从殷墟发现甲骨卜辞以后，山东城子崖黑陶遗址又发现一块类似甲骨的陶片，刻有“齐人获六小龟”
的文字。
这说朗甲骨档案的发现还有扩大的可能。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逐渐发现、认识了西周甲骨。
最初在分县和洛阳发现了不同于殷墟甲骨的甲骨，因为古书中有“成周既成，迁殷顽民”①的记载，
因此洛阳附近的成周近郊有西周初期的殷人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发现周初的遗物是可信的。
1954年，山西洪赵县坊堆村的周代遗址里发现了刻辞甲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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