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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国家档案局三司司长荷文一行与地区行署副专员呼三及档案局

馆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档案馆前合影

，。



延安地区档案馆新貌

原中顾委委员、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为延安地区档案馆题写的馆名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张成良视察延安地区档案局工作

延安地区档案馆库房一角



延安地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整理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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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地区档案志》是记述延安地区档案事业发展历史的一部专一业

志。它的问世，结束了全区档案无志的历史，我们应为之庆贺，为之高

兴。

此志以大量翔实的资料从档案这一重要侧面反映了延安这块黄土

地上所发生的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历史画卷，突出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所开创的档案事业的卓越成就，这无疑是我们从事档案事业的

同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必将为振兴延安经济、服务于两

个文明建设发挥作用。

推动任何一项事业的发展，必须了解它的过去，分析它的现状，并

从中找出其发展规律。《延安地区档案志》翔实地反映了全区档案事业

发展的轨迹，是各级领导同志和档案工作者资治兴档不可多得的重要

史料。

《延安地区档案志》拓宽了人们认识档案及其价值的视野，启迪人
们认识、利用档案兴旺百业的重大意义，我想不久将会在全区出现一个

人人遵守《档案法》，各级领导都重视和支持档案工作的新局面。

刘孝文

1995年12月1日





概 述

中华民族是世界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中国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所以

档案工作源远流长已举世公认。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已产生了结绳与刻契档

案。随着阶级、国家和文字的出现，文字档案也就随之形成了。由于社会和科

学技术的发展，各种载体形式的档案不断出现，完整地记录了社会发展、科学

文化等历史，为社会生产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延安地区位于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活动和定居较早的地区之一。现仍

为炎黄子孙纷沓而祭奠的轩辕黄帝之冢——黄陵县桥山之巅的黄帝陵，就足

以证明延安是人类繁衍的发祥地之一。据现代考古发掘，延川县马家河乡神

圪塔山有新石器遗址一处，该乡王家河村有西周村落遗址一处∞。甘泉县府

村乡和桥镇乡境内现还有大夏古道“圣人条”④等，这进一步证明延安地区历

史的久远，至少可以推溯到新石器时代。

从黄陵遗址出土的甲骨、古器、陶瓷等文物上的契刻符号看@，延安地区

那时已有文字记载的档案。

春秋、战国以后，民族斗争时隐时现，延安地区正处在北方民族的结合部，

成为历朝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带。因此，战争频繁，人民迁徙的年代里所形成的

档案资料荡然无存。

秦统一以后，对档案工作极为重视，特别对户籍档案更为关注。户籍由县

编造报郡，由郡编成计书上报中央，可知延安地区当时也形成了大量户籍档

案，同时随着秦代石刻档案的大量产生，该区石刻档案也相继产生。

汉代的档案工作沿袭秦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编纂的档案资料更加兴

盛，但汉代纸张的发明，却给档案工作拓宽了领域，据《陕西省档案志》所述，汉

代地方机关、郡太守，县以下设有主簿、书佐，记室令史等来管理档案工作，可

见延安地区的档案工作当时也初见规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延安地区前期仍为匈奴所占，不设郡县，至东晋



《延安地区档案志》

后郡县设置较多，有时县达二十左右。这一时期军阀割据战乱不堪，延安地区

属民族融合地带，政权更替极为频繁，档案工作遭到严重破坏④。

隋唐时代，档案领域更广。有起居记录档案，户籍和舆图档案，国家官员

的甲历档案等，同时出现了有关档案工作的律令，即将文书档案的归档、鉴定、

移交、保管等列入法律，著录于国家法典@。国家对档案工作的重视，必然带

来延安地区郡县档案工作的发展，据《中国档案史》记载，地方机关对户口底册

和课后报表每年一造新账，三年一造户籍，逐级上报，分别存于县、州、尚书省，
各州、府三年一造地图，连同户籍一起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司等。

宋、元、明、清时代，档案工作不断发展，宋代全国各级档案库普遍设立，名

曰：“架阁库”，在地方由县丞、主簿负责掌管。规定各路州、县司等地方机关以

及中央六部形成的档案，都要按期逐级上报，同时在档案整理、鉴定、利用、保

管和管理人员调动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元朝沿用了宋代的档案管理制

度，同时建立了“照刷文卷”制度，进一步保证了各级档案材料的齐全完整。明

朝在档案工作方面得到更大的发展，档案库设立更为普遍。不但有架阁库，而

且还建立黄册库，中央和地方档案库达三百多个，制度也进一步完善，并经常

检查执行情况。如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732年)，朝廷曾派监生潘文等170人

到各布政司“考校诸司案牍”。洪武二十四年，明王朝靠令“置天下诸司架阁

库”，设吏负责档案，指出要增加照磨和管勾人员。在档案利用方面空前广泛，

仅编修通志、府志、州志达1500多种。清朝继承了明朝的档案制度，在地方机

关中普遍设立了“档房”。在档案利用方面规模更大，专门设立了编修机构。

康熙、雍正年间，曾下令各省、州、县分别编辑志书，并规定“各省、府、州、县志

六十年一修”。因此清代各府州县无不有志，涌现出了像章学诚那样的史学

家。而这些史学家又视档案为“方志之首”，主张设立志科，广泛收集档案及其

他史料㈣，这无疑又是对地方档案工作的有力促进。从延安地区各县档案馆

所存县志版本来看，明朝时代档案工作已有相当规模了，所存档案资料数目十

分可观，只是由于朝代更替，官僚机构的腐败，对档案资料删毁破坏十分严重，

加之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逐步壮大，明王朝烧毁了大批档案。清朝满汉

斗争持续发展，档案也不断遭到毁坏，地方档案资料所剩无几，同时由于保管

不善，火灾水毁、潮湿霉烂，虫蛀鼠咬，致使目前该区清代以前档案一直是个空

白。

北洋军阀时期，社会更为动荡不安，延安地区地方档案工作只能从保存为

数极少的民国时期档案中粗略看出当时地方各机关亦有档案人员和档案管理



概 述

工作的情况。如《中部县志》记有“农业、商业、工业、教育、团体、党、政、军、警

均立档案”。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建立起了自己的档案工作。

延安地区一些地下党组织刚建立时，档案文件数量不多，一般由秘书部门掌

管，由文书、秘书人员兼做档案工作。据延安市(现宝塔区)档案志记载，1925

年秋，延安诞生了第一个党组织——延安第四中学党支部，后发展为党委、区

委，那时延安地区党的组织已开始自己的档案工作。

1936年12月，延安解放，1937年元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延安地区

的档案工作也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建国后的7年中，延安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档案

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普遍建立了党政机关档案室并开展了档案的收集工作。到

1957年全区所辖14个县和地委、专署档案室均配备专人管理档案，并初步完

成了收集整理工作。1956年3月2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

的决定》，《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同年J1月8日国家档案局成立，使延

安地区的档案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58—1959年地区和14个县相继

成立了档案馆，并增加了人员编制。为贯彻《决定》中规定的档案工作原则，各

级档案馆广泛开展了业务指导工作，馆藏档案迅速增长。1964年延安地区档

案管理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档案工作的行政管理，使全区档案工作逐步

走向制度化、规范化。1966年至1977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延安地区档案

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地县档案部门只留一人看门守摊j率名撂竺孺j涟涛浦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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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到会正式代表55人、列

席代表15人。会议历时 2天，听取并审《议行政工作报告》；审查《财务工作报

告》、《提案处理情况报告》；讨论通过了《局长工作条例实施细则》、《职代会条例

实施细则》、原则通过了 计划《生育实施细则》；选举产生评议领导小组成员，推

选局管理委员会的职工代表；进行干部民主评议。

1987年5月21日， 召开第二届二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46人。

会期1天，听取并审议工会1986年工作报告和1987年工作安排；传达了省邮电

第六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精神o

1987年12月29日 ，召开第三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到会代表48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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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延川文化志》

②《甘泉县档案志》

③《黄陵县档案志》

④《中国档案史》(山西省档案中专教材)

⑤《中国档案史》(山西省档案中专教材)

⑥《陕西档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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