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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雷档案事业史》是一门研究我自档案、档案事业、档案学

产生、发展的专业历史课程。它是高等学校文科档案专业必穆的

主要科目之一。本书对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所作系统阔述，在于探

求其发展的规律，阐明其对于各历史阶授的社会政洁、经济、文

化诸方E的作;有和影响，以期总结历史经验，却当前档案事业建

设提琪历史借鉴。 f昔 i止它还可以丰富学生的专业活史知识，提高

学生专业水平和政治素度，增强对社会主义程盟和档案事业的热

爱。

四十年前，中民人民大学档案系为适应档案专业的教学需要，

由韦庆远、程桂芬司志最早着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在胡

明诚、挥其塔、陈章焕等同志的参加下完成了《中型档案史讲

义》初稿。此后，中国档案事业史一直作为档案专业的主要课程

之一。 1961 年与 1963 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曾对此藕进行

过窝次修订，吴宝章、刘慧、曾宪楷、陈赔奎、对光禄、邹家炜

等同志参加了锋订编写工作，成书后供校内教学使用。"文化大革

命"十年动乱，中国档案事业史的研究陪于中断。 1978 年中国人

民大学档案系'民复，为教学若要， 1985 年第一次出赢了由邹家炜、

董金、离雪恒编著的《中自档案事业简史上

近年来由于档案专业课程的调整.专业史料均不断发现，档

案教学给我剖提出了重新编写这部专史的要求。此次编写，在内

容和章节土对理中国档案事业简史》作了较大的充实和调整。其

一，本书增补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书和文书工作史部分。这是因



为官府文书和官府档案是处于不同带段的需一实物，研究档案必

先要研究文种名称、公文程式参术语，同时还要研究文书处理程

f芋，以进一步认识文书与档案的关系。其二.对子不同时期现存

历史档案作了桂要介绍，以它是学生和档案专业人员对祖 00历史遗

产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其三，本书还加重了档案学的历史溯源

及其在近代各研究方E 的具体阐述，0，突自我国档案学的历史特

点。随着内容的增补，章节作了相应的濡整。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承吴宝康、曹喜琛同志的指导和支持，本

书个别章节采用了邹家炜、董俭在《简史》中编写的某些内容，在

此一并表示试挚的谢意。

参加本书编写均有:用雪框(中医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娓道

善(四 JiI大学档案系〉、方新德(;杭州大学历史系)、王铭(苏州

大学茄史系 λ 窦晓先(安徽大学历史系)、李春 Of] (中国人员大

学档案学兢)。全书由周雪恒主编。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

有不当或错误之处，敬请读者和有关专家惠予扯评指正。

编者

199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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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档案的产生与夏朝
档案工作的建立

第一节 档案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我国档案起嚣于原始记事

我国是世界上具有悠久茄史和她烂文化的国家之一，有着辽

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漂。大约在 170 万年以前，就有了远古

人类的活动。在云南省的元谋，陕西省的蓝田，北京市的周口店

等地区，都发现过我国原始人类的遗迹。古代历史记载中曾有许

多有关远古时期的传说。

人类最前的历史是怎样流传的?远古最原始的记事是什么?是
一----一-一←~飞、-crv

/传说 y'即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最韧之史乌乎起?当人类之渐

进西影成一族属或一部落也，其族部之长老……纵谈己身或其先

代们经之意'障，所演之武勇"，"则蟠锤子听众之黯中， 7菌拔不去，

辗转作谈搏，历数代而未己，其事迹遂取得史的性质"。①在没有

文字以前￡原始人要把罔自然斗争中积累的经验保留F来，传至

后世丁三告坠辽卖1雪乙二:这主建贯之3足斐f艺。所谓"十口梧传为
古"。当然口耳相传的史实总是容易去耍的，旦原始人由于对吉然

力的崇拜，往往离开榄插就难以思维，因此远古传说里掺杂的神

话也是很多的。上古丈?在这些传说用固定语言，编成口诀、歌i莓，
WF 

Ci} 梁启超<<中留历史研究法 11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版， 1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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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韵i吾最便于记谱和流传。我国远古传说是十分丰富的，如有巢

民架木为巢，键人民钻木取火，伏毒草民结i可捕鱼，神农民种植五

谷百草等等，传说中的伏善民是人头蛇身。这些传说在后来的!芽

史典籍中得到记载。如《韩非子·五蠢)): "t古之世，人民少而

禽兽众，人民不胜禽鲁虫蛇.有圣人作，棺木为巢'气副市民说之，

使王天下，号4日有巢氏"是为巢居时代。《庄子·盗距>>: "神夜

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震鹿共处，耕市食，织雨衣，无

有相害之心。"这说明已进入在业时代。这些尽管是传说，但毕竟

有其历史的内核和要素J‘可谓为‘不文的'之史"。①远古的历史

就是这样相传下来的。当然，不能说产生了传说就是产生了档案。

当社会从慑级原始阶段白亨荠展时，为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

生产和1生活的要求，人fiJ开始以实物帮E主记忆，即在物件上作出
c--/"、、，一、...-'\J

一些中~j~或在景表达思想或记事。战国历史上主变有主EZ重Fil裂契

等原始记事方法。

《易·系辞>>: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飞唐李

鼎祥《周易集解》引《九家易》:"绪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

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庄子. n去筐)) :昔者"轩辖氏"、 H伏毒氏、

神袁氏，当是时也，民结掩商用之"。金文中十、三十、三卡特， t 
uttJ正像打结之绳。从战国时学者的著作以及文字的产生演变说

明我国历史是有过此时代的，主在结j理站，因最早年己;李元法。考
寒现代文化落后的民族也可说明这一点，如1虫龙族远行以结绳记

日，哈尾族买卖土地~打结表示自份，并作为凭证。我国其它一

些少数民族，如云南保镖族、台湾高山族等也都曾经历过这样的

带段。

刻契记事比结绳为进一步。所谓刻契，即在木片、骨片或玉

片上却上符号以记事。刻木的行为非契，因之，所刻之木称契。这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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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记事方法在我国古籍中也有记载，西汉学者孔安国《尚书·

序)) . "古者伏毒草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代结绳之

政。" (<易·系辞>>:应曦氏"悔则现象于天"，"始作八卦"。说明

八卦是继结绳之后的记事方法。所谓八卦是以阴(二)阳(一)两

种线形凑成八个卦形，每一个卦代表同一属性的若干事物，如

"乾"为"天、父、玉、金"，"坤"为"地、母、布、釜"。可知

{吏扉符号比打结所表示的意义要广泛丰富。费j契也屑于i己数， ((释

名)>. "契，刻也，费j识其数也。"因数在记忆上是最m难的，故费j

木作信约。近世考古发握中也有此遗迹 g 安特生在《甘肃考古

i己》谈到的甘肃西宁县的柿韶期遗址里，曾发现很多民方影的骨

板，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认为是骨契。其上有商种记数方法:一

为主f11齿方法，即在营报边上刻上若干缺齿 p 另一很象古文字中的

记数x (五〉。从契中可窥见后来文字i己数的源头，甲骨档案中常

见在昔日下刻 "x" 字。

费i契记事在我国古、近代少数民族中也能得到邱证。一些畏

族在文字产生前已布"契"了。《黯书·突藏传)). "无文字，刻木

为契。... (0日唐书·南蛮传》说东i射蛮"搭无文字，刻木为契"。至

本t宣言己 50 年代我自域内的一段旦少数虱族仍以刻契记事。如云南镖

镖族的传信木刻 "iilo × itg"(来了三个人，在月亮菌的时候我

们会面(.政!送 r'.大中小兰也礼物，给三位领导〉。又如独龙族的

{言'信机11 [7"J.l:τζ乓，(跟我弟弟和两个睫行人员去体那里，送你一

张凳子。比振来的人我见到了，你送我的两件器物己收到)。上述

符号属表意。另有如云南作鼠族的传f-t木刻，木刻上有许多大小

不同的刻口，有的粘上不同家畜的毛、羽，每年收获季节，由长

荐讲述刻口所记事情，如此口耳相传延续下去。上述史实可以市

证各民族文字、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r -

不11 月1实物记字是一个历史阶段，原始人逐渐还利用图画来记

事，应该说比实物记李更进一步。图画是"文字的lÌÍJ驱押。远古传

3 



说中也有 u龙书"、"弯书"、"穗书"之类的记录祥瑞的记差，大
概就是画鸟兽或禾穰的形状来记录当时发现的新奇或吉祥事物

的。相传神农克嘉禾雨作穗书，黄帝见景云而作出云书，少吴作

龙风书，帝尧作龟书。近年出土的原始社会晚期的彩陶符号，如

{串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的有些符号些学者认为，这

是简化了的图画，是文字画的残迹。

尽管结绳、刻契、国画等是-些记事方法，它们代替了部分

语言，与一定的思想联系了起来，在一定范围内有约定俗成作扉，

可以保存，可以传递。但它们毕竟都是标记和符号，只能帮助有

关人们唤起某些具体事物的记忆，~些主主确1毛主真挚辈的
意思。人们的社会活动有言有事，所谓历史记录，必须明确地反

映思想，完整地记录事件。南语言，如是人类特有的表述租交流

思想的工具。所有原始记事有-个共同点，即都是脱离语音的，它

没有记录语言，和有声语言不相联系。因此，都具有记事人的睡

意性，其意义是不确定的。原始记李主要仍依靠历史事实尚存贮

在人的大黯中，这些记事方法只能帮助当事人记忆，不能成为普

遍的社会交往工具。历史、语言学家把这一时代称为"助记仨时

代"。总之，野蛮人的原始记事和文明人的档案要区别开来。然而，

原始记事在一定范围内已有备忘、 f言约和凭证作用，故可称为档

案的前身，郎档案起源的形态。

二、文字的产生是档案产生的前提条件

只有反才是语言的记录符号，才是人类表达患想、交流经

验最直接最确切的工具。最初的文字是原始记事中各种符号、图

形逐渐演变的。"仓额之初作书，盖惊: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

声夺目益，故谓之字"。 fU 可知到表音字的出现‘才成为 i己录语言的

(1) 1;牛镇 I{统文章手子·序 11，卷一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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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各种符号图彭是世世代代的人fn逐渐积累的，而用符号表

音则由少数人创导。正因如此，我国先秦才有仓顿作书的说法。

《苟子·解蔽)): "好书者众矣，前仓摄独传者，查也。"是说仓额

以前，各民族已有类似文字符号的使用，但不相统一，仓接把这

些庞杂符号整齐划一固定起来，故主虫传于后世。文字的产生为档

案的形成提供了社会的客观可能性。 Zi 主;川羊毛ξ 川 ?二

文字既是档案产生的条件，那么，文字究竟产生于何陈?从 U

一般原理说，主主史主主杏文目前涎生是理幸的。文明，不是与
人类同时出现的，是人类文化演进到高苏毡~才产生的。 19 世纪

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文明社会

"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肆"，恩格斯把人类文明史称为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①当然，文明时代除使启文字以外还有其它

方面的进步标志.如"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②"城市的形成"

等，市这些进步又都是同人的的社会组织相联系的，一般来说，文

明时代即是要袁产生的Ff期，因此，文字应是国家出现时产生的，

因为有了阶级，出现了国家的萌芽，提着"共同语"的形成，早

期大同小弄的国画文字逐渐整齐如一，成百形成系统。囱此，文

字的出丑~，文明的远生和国家的丧生应该是国步的。

据上可知，档案的起源与形成这是两个概念，如同文字的起
丛户

源与形成一样，、文字起源于图噩或其它原始记事， {旦图画与原始

记事并非文字。』辈革望工若朵主主{呀?始良主E带理案。道
理很显明，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市档案则是人的语言及活动

的记录。

Q~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忍格斯这j鲁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版，第 251 页。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画家份起源》人民出版移山70 年版.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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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的产生是档案产生的社会条件

文字作为记录史事的工具而言，是档案产生前必不可少的条

件，而档案的产生是直接和国家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随着阶级

的出现，国家的形成鄂、人事日繁，治理日密。在阶级统治过程中

需要有一种权威来左号要令与以调节矛盾，作为管理众人之工具。

文字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暨家管理的言要，因此，京字主是1!L
Z巳卖是jE步"最初的文字，是书契气①这→点，吉、近代学者说
得十分清楚。"造立书契，所以决新万事'气②"百官以治，万民以

察"。③"文字之兴，原始于书契"，④"古人创造文字，本以致用"，

"文字者飞"搞民治事之具"。⑤总之，"大道衰，市有书 z 利害萌，

一再有契"，@正说明了文书档案产生的社会历史因素。即原始社会

瓦解，有了剥吉IJ和压迫，人们之间有了根本的利害冲突，国家要

进行管理工作，才有了文书、档案产生的社会需要。

由此可知，档案首先是国家机关的产物。信这并不等于说早

期社会的档案都反映阶级关系，其中的多数很可能是生产院记录。

缸这些系统的成文记录也只能是阶级、国家产生后才可能有。因

民以食为天，组织农业生产是早期国家的基本职能，同时，国家

必须掌握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夭文、历象等知识，必须管理大规模

的水利工程，也就必然会产生这类生产记录，市这类记录也只有

在人类社会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王后，才有可能形成。早

期社会的文字、知识、技术等 4切文化部为统治者所掌握，并作

8 

① j垂兰<<中 00 文字学>)，土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第 1 版，第 63 页。

②《周易正义》卷八， <<十二经i主政》土婿。

[忌《周易.在辞)). ((~l 易正义》卷八。

④手1、治让((契夫举伊'J .序》。

⑤许同莘<<公放学史)ì ， 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 1- 2 页 e

传〉 手长怀￡盖(( i夺目毒队 《百 )11 学海， ;L



为统治的工具。诚然，与文字产生---样，有关生产技术记录的积

累，是由先民群体创造的。如打制石器是人类对技术的最初认识;

钻木取火是人类史仁第一次伟大发明"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

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鼓和较发达的智

力'气①距今 6000 年左右河南海池悴韶村先民掌握的火烧粘土制

窝技术，其温度已高达 950C ，打开了嬉锅的道路等等。 f旦作为真

正意义上的档案赔是国家机关的产物。

综 t所述，档案是进入阶级社会时产生的，是在这·历史时

期特定生产力水平，特定的社会需要诸因素作南下的产物。因此，

绝不是说它是整个阶级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

诚然，人类历史的发展，包括人类文化的发黑是筐里重茧的.

不是 -[t载而就的。国家的形成，文字的产生都不是-天发生的。向

样.档案主人起源到影成也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不是一天

突变的，这里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尽管?些piE主ff丘!绝
对年代，但从原始记李到档案的形成毕竟有一个飞跃，故从性质

上、总体上还应该说是有相对的历史分界的。那么，国家的出现，

文字的产生应是档案形成之时。

第二节夏朝档案的产生

迄今为止，夏朝尚属没有直接文献征信的时代，历史上是否

存在过夏文化，眼据 1959 年河南僵师二里头文化的发握，多数考

古学家认定，从年代看，根据采用放射性碳素测定，二里头文化

第一期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 2080 年至公元前 1690 年，大体相

当于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7 世纪的夏朝。《史记·夏本纪》所

记夏代出:系为 t-七帝(王) ，十四代。据 <<tt书纪年》载，共 472

:lì <<马克思息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鼠，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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