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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档案管理现代化的特点和意义出发,分析了档案管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并进一步论述了高校

档案与校园文化的相互关系,提出高校档案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独特资源,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信息资源、建设

资源等多方面支持。分析了国内外高校档案服务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认为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具有为校园文

化4个层面建设服务的重要意义,即服务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和行为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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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

的软实力。校园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全面育人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加强校园文化建

设,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
高校档案是高校长期实践活动的积累,是高校历史

发展的积淀和原始记录。作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重要一环,高校档案具有与生俱来的文化内涵

与品格,是高校文化遗产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校

园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教育资源,是校园文化传承

和文明发展的动力所在。高校档案工作在校园文化

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对于构建社会主

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于档案工作服务校园文化建设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第一,强调学校档案和

学校档案文化在校园文化中的地位,纪红卫认为“学
校档案是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学校档案文化是校

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第二,档案部门及其工

作人员应该为校园文化建设服务,卢余群认为,“把
档案运用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需

要”[2];第三,探讨档案部门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具

体途径,邬雪军提出了“丰富馆藏优化结构、塑造档

案馆的文化形象、建立荣誉陈列室、开展档案编研、
开辟和扩大档案馆阅览室、利用网络环境”[3]等对策

建议,这一提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档案管理现代化时代已经到来。如何在档

案管理现代化大背景下,把档案工作和校园文化建

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地开发利用高校档案,让其

服务于校园文化建设,已成为高校各级领导和档案

工作者面临的一道新课题。本研究从档案管理现代

化的视角出发,结合国内外高校档案工作服务校园

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通过实现高校档案管理现代

化,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的意义,从而促进校园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

  一、档案管理现代化及其意义

在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全面进步

的时代,系统论等现代管理科学和理念的广泛引入,
使档案管理实现了数字化、定量化、多样化和智能

化,为现代档案管理开创了美好远景,与此同时,也
使得档案管理面临更多的问题与挑战[4]。

1.档案管理现代化的特点

首先,档案管理活动面临的最基本的机遇与挑

战体现为档案管理对象的数字化、管理手段的现代

化、管理模式的多样化。一方面,新技术的运用使得

档案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档案信息的获取和利用变

得更加便捷;另一方面,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层出不

穷,其中最为错综复杂的问题便是电子文件,电子文

件在全部文件档案中所占比重正在迅速上升。
其次,先进管理理念的引入是档案管理工作发

展的必然要求。随着新技术的运用,传统的档案管

理在工作流程、工作环节和管理系统等方面都亟待

改革。在电子文件时代,前端控制和全程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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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一系列先进理念

的引入和先进管理模式的运用,开创了档案管理工

作的新格局。
最后,在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当中,档案收集、

整理、保管、利用和工作方式都在经历重大变革,这
给现代档案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

档案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契机。

2.档案管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现代档案数量大、门类广、内容多、形式多样的

特点以及社会对档案需求的迅猛增加,都对档案管

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了档案管理工作的发

展和变革[4]。具体发展趋势体现在:
(1)档案管理模式的变革:文档管理的一体化和

图书、情报、档案管理的一体化。随着计算机技术、
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2个“一体化”管理的

发展趋势日趋明显。
(2)档案管理手段的变革:档案管理的数字化和

网络化已经并将继续打破长期以来在纸质环境下形

成的传统封闭的档案管理模式,极大地提高了档案

管理效率,为数字环境下档案信息的组织、开发和利

用奠定了基础。
(3)档案管理对象的变革: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

将长期并存。2种档案的保存形式各有利弊,而电

子文件的出现对档案管理工作提出了挑战,需要档

案管理人员努力探索出与之相应的理论和方法,并
处理好2种档案的衔接问题。

(4)档案管理工作内容的深入:由档案实体管理

向档案信息组织与管理发展。这是当今信息化社会

的实际需要,也是档案管理工作适应信息化环境和

促使自身发展的需要。
(5)档案管理机构社会职能的拓展:档案馆的公

共性和社会化服务将越来越突出。长期以来,档案

管理机构扮演着党政机关的角色。在我国政府职能

转型的过程中,拓展档案管理机构的社会公共服务

功能成为必然选择,突出其公共性有利于更好地为

全社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5]。

3.档案管理现代化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意义

档案管理现代化使档案工作在管理模式、管理

手段等方面出现了变化,给档案工作带来了极大的

便利,提高了工作效率,更好地服务于校园文化建

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档案管理现代化丰富

了高校档案信息资源内涵,可以进一步满足校园文

化建设的需要;档案管理现代化提高了高校档案信

息资源利用率,将提升校园文化的层次和品位;档案

管理现代化使得高校档案信息资源形式更加多样,
可以丰富校园文化建设的活动形式;档案管理现代

化促进了高校科技档案信息资源成果转化,将拓展

校园文化建设的平台。

  二、高校档案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独
特资源

  档案是包括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内的

各类主体在其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档

案是信息的源头和历史的原始记录,是人类社会记

忆大厦的基石,档案资料是社会记忆的源泉。档案

的质量和完整程度影响到整个社会记忆的留存[6]。
高校档案是对高校存在和发展情况进行的原始

性历史记录,是高校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以及其

它各项活动中直接形成的,以文字、影像等不同记录

方式和各种载体形态为手段的原始记录。高校档案

记载着学校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历史轨迹以

及广大师生光荣的奋斗历程,全面反映了学校的精

神面貌和发展全貌。
文化是指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在

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

和。校园文化是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师生为主要

群体,以课堂内外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精神

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其中校园精神居于核

心地位。校园文化从本质上而言是师生共同创造出

来、具有鲜明特色的人文环境,是直接影响师生学习

生活的软环境。校园文化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是学

校办学理念和文化底蕴的体现。
一般而言,校园文化表现为4个层次:以校园建

筑、教学科研条件、校容校貌等为载体出现的物质文

化;以规范教学科研等活动的管理规章为形式的制

度文化;以校风学风、校园精神、校园价值观等形式

出现的精神文化;以学生群体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行

为方式为特征的行为文化。在4种文化层次中,精
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7]。

高校档案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独特资源,为校园

文化建设提供了信息资源、建设资源等多方面支

撑[8]。我们应该充分利用高校档案资源,发挥高校

档案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并通过多种途径使

其不断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高校档案与校园文

化建设相融合是高校育人工作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

然要求,也是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内在要求,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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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合有其必要性。

  三、国内外高校档案服务校园文化
建设的实践

  在高校档案服务校园文化建设的问题上,学术

界和高校管理界仍处于探索阶段,已有的大量研究

成果主要集中于实然层面的分析而忽视应然层面的

落实。目前,国内外部分高校的档案工作已经开始

通过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为校园文化建设做出一些

有益尝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南京大学档案馆开展“南大记忆”史料征集活

动,向社会广泛征集南京大学及其前身在各个办学

阶段形成的不同形式、不同载体的历史记录、档案史

料和孤本图书等,并通过南京大学自己研发的“南大

之星”档案管理及信息发布软件进行编录归档,通过

展览陈列、网络共享的方式向广大师生及全社会进

行宣传,实现了珍贵史料的价值,有力地推动了校园

物质文化建设。
北京大学档案馆致力于宣传 “爱国、进步、科

学、民主”的校园精神,利用多媒体技术和3D技术,
建设基于因特网的虚拟数字化档案馆,通过在网站

上设立“名人档案”、“燕园师林”和“院士长廊”等专

栏,以及建立“京师大学堂”、“西南联合大学”等历史

图集展览版块,吸引广大师生关注学校杰出校友和

发展历程,激发师生了解学校发展历程的兴趣,让其

在网上自由浏览相关内容,在学校的光荣传统和文

化底蕴的氛围中得到精神上的升华,更好地传承校

园精神文化。
华中农业大学档案馆保存了共五万余卷的2个

档案全宗,现藏有十几个门类的档案,每年接待查阅

各类档案7000多人次,利用档案8000余卷。在

2009年全校范围内的规章制度清理工作中,按照

“保留适应的、废止过时的、修订残缺的、制定空白

的”的原则,以现代档案管理方法为依托,通过构建

数据库,对数量庞大的各类规章制度进行分类管理、
全面清理和修订完善,为校园制度文化建设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
哈佛大学档案馆顺应档案管理数字化和网络化

潮流,将档案内容依据其分类构建数据库,并通过网

站提供包括查询在内的综合服务。哈佛大学档案馆

网站信息内容全面、更新周期块、整合程度高,保存

了图片、视频、文字等多种形式的档案资料;网页设

计科学、功能齐全,包括宣传、检索查询、服务利用、
交流互动、公共服务等多项功能。借助网络和数据

库,哈佛大学档案馆充分利用了学校档案,发挥了教

育服务功能,使广大师生查阅教学科研档案更加便

捷,增强了师生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能力,促进了

教风学风的提升。

  四、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高校档
案服务校园文化建设的思考

  在当今时代,随着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新一代通

信技术的普及应用,以及我国电子政务事业推广的

方兴未艾,高校档案管理必须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

式和技术手段,实现由手工操作方式向自动化管理

转变,使档案管理实现信息化、系统化和智能化,为
高校提供全方位精确便捷的服务,更好地服务校园

文化建设。具体而言,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可以为

校园文化4个层面的建设服务[9]。
1.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服务校园物质文化

建设

校园文化建设需要准确定位和合理创新,档案

史料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可以为建设

具有符合本校特色人文景观的校园环境做出准确定

位。同时,学校档案场所包括展览室、校史馆和档案

馆(室)等,这些既是校园文化场所,也是校园环境中

不能缺失的物质基础。
高校档案管理实现现代化,运用先进的管理方

式和技术手段,能将高校的档案史料,借助于计算机

技术,采用动画演示、网络共享等多种新时代师生乐

于接受的方式,将枯燥的校史展现在广大师生面前,
使其更加便捷生动地了解学校文化建设的历史。如

果墨守成规,还沿用过去的老办法,仅仅采用展览、
陈列等方式,难以获得预期的宣传效果,珍贵史料不

能真正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
2.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服务校园精神文化

建设

精神文化是整个校园文化的核心。高校档案是

校园文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传统档案里包含着

大量的文档、图片、录音、影像等资料,经过系统性分

门别类的归档管理,囿于人力物力等条件,查阅使用

不是十分便利,调阅部分特殊文件甚至非常困难。
在现代化的档案管理方法的帮助下,通过建立不同

时期、不同层面的校园建筑、人物、事件等数据库,广
大师生可以非常方便地了解学校艰苦的创业历史以

及辉煌成就。档案资源数据库和网站作为传播校园

文化的媒介,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方面起到了突出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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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服务校园制度文化

建设

校园制度是规范教学科研、学习生活等活动的

管理规章。档案管理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

法》《普通高校档案管理办法》等法规,是校园制度文

化建设的一个方面。高校档案资源中具有大量包括

学校管理制度的变迁、各类科研活动记录、人事任免

变动、教学管理制度情况等在内的馆藏文献,这些文

献客观上展现了高校管理文化的历史全貌,是构成

校园制度文化的基石。一方面,这些档案资源反映

了高校管理制度的历史沿革,为高校管理的各项工

作提供了制度参考和依据;另一方面,在建设校园制

度文化时,档案信息为制度文化建设规划和实施把

握好方向,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单位应高度重视档

案资源。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不断健全和完善高

校档案管理制度,可使高校管理部门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更具有实践性、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狠抓各项

规章制度的落实,加大检查考核力度,强化奖惩措

施[10]。
4.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服务校园行为文化

建设

行为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晴雨表,主要通过教风

学风和工作作风表现出来,直接展现师生员工的精

神风貌。现代化的档案管理可以建立一个开放式的

档案利用体系,使档案使用者通过多种渠道得到所

需档案,节约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提高档案利用效

率。通过实现网络化档案管理,广大师生可以更加

便捷获取所需教学科研档案信息,吸收利用已有知

识,继承前人优秀传统,显著提高了学校的教风和学

风,增强了师生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3个方面的

行为能力,有效地促进了校园行为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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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oUniversityArchivesProvideServiceforCampusCulturalConstruction
———FromPerspectiveofModernizationofArchivesManagement

PANXin,LIMing-jia
(InstituteofHigherEducationResearch,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Basedonthefeaturesandsignificancesofarchivesmanagementmodernization,thispaper
firstanalyzesthedevelopmentaltrendsofarchivesmanagementmodernization,thenillustratestherela-
tionshipbetweenuniversityarchivesandcampusculture,andfinallypointsoutthatuniversityarchives
areuniqueresourcesandhaveprovidedsupportsofinformationresourcesandconstructionresourcesfor
thecampusculturalconstruction.Throughanalyzingthepracticeofsomedomesticandforeignuniversi-
tiesarchivesinprovidingservicesforcampusculturalconstruction,thispapercontendsthatachieving
modernizationofarchivesmanagementhasimportantsignificanceinservingtheconstructionofcampus
culture,thatis,servingconstructionofmaterialculture,ofspiritualculture,ofinstitutionalcultureandof
behaviorculture.

Keywords universityarchives;campusculturalconstruction;modernizationofmanagement;ma-
terialculture;spiritualculture;institutionalculture;behavior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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