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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能力及其.培育

蘸丁华东 , 尹雪梅

摘 要:本文对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时代意义 !提高参与社会记忆建构能力的必要性
和具体的能力要求进行了分析, 并对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能力的培育提出了自己的思

考, 旨在表明档案部 2必须重视自身的能力建设, 才能在社会记忆建构中大有作为, 发出自己
的声音 , 展示自身的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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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能力要求

T #库克说 /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

积极因素 0 , 不过这种积极因素能否变为现实? 档案

领域在社会记忆建构中能否作为? 还有待我们具备相

应的能力 "能力是人 (包含个体和群体主体 ) 的 /综
合素质在现实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实际本领和能量 0 ,

[1]如果把档案视为记忆资源 , 那么档案部门 (或领
域 !系统 ) 建构社会记忆的能力可简单地理解为对这

种资源的组织 !运用和展现 , 从而影响社会记忆的本

领和能力 "参与社会记忆建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 , 关

涉到档案工作的全部 , 不过又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时
代性 "笔者认为档案部门在参与当代社会记忆建构的

行动中应突出以下几方面的能力 :

, .1 重大历史事件与民生生活的展现能力

社会记忆是对凝聚 !积淀下来的人类主体能力和

本质力量的再度破译 !复活 , 它必然与历史有着密切

的联系 , /离开了历史 , 社会记忆将成为空洞披裂的

僵硬躯壳; 离开了社会记忆 , 历史必将陷入自我迷失

的漩涡 0 "[2 ]回忆历史 !书写历史 !传递历史 !展现

历史 , 是社会记忆传承和建构的主要内核 "档案作为

社会活动的记录 , 记录了历史活动的过程和情况 , 应

该成为再现历史的重要材料 "特别是对于重大事件 !
重要会议 !重要活动 !重大工程 !重要组织 , 历史上

都会留下许多档案记录 , 能不能根据时代需要及时激

活和重现过去 , 是考量我们能力的重要方面之一 "建
立在巴黎的法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 收藏着二战时

期法国和其他欧洲犹太人受迫害的历史 "纪念馆通过

大量的照片 ! 文件 !档案 ! 影视作品 !相关图书的收

藏与展示 , 大屠杀亲历者或见证人对当年的经历讲

述 , 开设讲座和辩论以及为中小学生提供学习参观等

多种方式 , 再现二战期间法西斯在欧洲对犹太人的大

屠杀 , 以 /重构集体记忆 0 , 唤起法国民众对 自己在

二战中的历史责任的反思 " [3] 这种对重大历史事件的

展现能力值得我们借鉴 "社会记忆有着复杂的构成 ,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类过往生活的全部 , 我们创

造的历史 !知识 !文化 !信仰 , 都可以作为一种信息

符号 , 流入我们的今夭 , 而成为记忆 "社会记忆永远

都处于 /记忆 0 与 /遗忘 0 的互动 ! /澄显 0 与 /遮
蔽 0交替之中 "与官方和上层社会生活记忆不同, 民

间的历史 !生活往往处于自然状态 "一条老街或古

道 !一座老桥或宅院 !一帧老照片或一本家谱 !一场

社戏或一则传说 , 乃至流传的山歌 !家传的技艺 !如
期而至的时令节日, 都富含着民众生活的记忆元素 ,

构成民众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 "面对工业社会的冲

毁 , 保存过去己成为人们自觉的社会行动 "民间博

物馆的建立 ! 1卜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 口述史的收

集 , 等等 , 以各自不同的方式 , 担当起维护 /乡土记

忆 0 ! /市民生活记忆 0 的责任 "档案部门近年开展

的 /家庭建档 0 ! /社区建档 0 ! /口述档案 0收藏

等活动 , 也是旨在保存和再现民众生活记忆的重要举

措和行动 "徽州历史档案被誉为明清时期徽州的民间

历史记忆 , 经过徽学研究者们的努力 , 不仅展示出

/契约社会 0 ! /文献之邦 0 的社会生活实态 , 而且

使 /徽学 0 成为我国具有世界影响的三大地方性显学

之一 , 值得我们思考 "

. .2 重大历史问题的证明与保持批判的能力

社会记忆具有建构和诊释性 , 人们如何建构和叙

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 !利益

和期待 "葛兆元先生在论述历史记忆与思想资源时曾

指出: 过去的历史本身并不彰显 , 因为它已经消失在

时间中 , 而由书籍 !文物 !遗迹构筑的历史 , 却总是

被当下的心情 !思路和眼光暗 中支配着 , 把一部分事

情 !一部分人物和一部分年代以及一部分知识和思想

的历史从记忆 中翻出来 , /翻修 0 ! /编织 0 与 /涂
改 0 , 历史早已不再是本真的历史 "[4 :那么 , 历史的

真相在哪里? 特别是在出现重大利益冲突时 , 历史是

不是就任人裁度 !涂抹? 寻找真实的历史 , 是历史学

家和社会记忆研究者在苦苦寻觅的问题 "从档案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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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看 , 我们常说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 档案是最

权威的史料 "面对历史或许有多种说法和理解 , 但我

们有理由亮出我们的 /剑 0 "2008年 , 面对西藏分裂

势力的嚣张 , 国家档案局从 自元代以来浩如烟海的档

案中 , 列出15 条历史铁证 , 向世人说明中国中央政府

有效管辖西藏七百多年这一改变不了的事实! 并将这

些档案制成视频文件 , 在官方网站予以公布 , 捍卫了

国家主权 , 显示了我们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证明能力 ,

引导人们去建构正确的记忆 "在社会记忆建构中, 我

们需要更多这样有影响的行动 , 以致在重大历史问题

上我们不再 /失语 0 ! /无为 0 "

的梅察达之战 , 在其后大约两千年的时间当中, 这次

战役都隐讳不显 , 直到20世纪中叶 , 随着犹太复国

主义的兴起 , 梅察达之战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 , 在不

断的诊释中 , 它成了借以动员民族凝聚力的关键性象

征 "[10] 档案部门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中, 要能够从

档案资源中汲取思想动力 , 形成强大凝聚力和精神动

力 , 增强民族信心 , 提高国家认同感 "

2 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能力的培育

社会环境中的记忆并非总是同类同质的 , 记忆是

社会中不同人群争夺的对象 , 也是他们之间权力关系

的指标 " /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 ,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权力等级 0 "[5] 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曾指出: 自

古以来 , 掌权者决定谁可以说话 , 谁必须保持沉默 "
为此 , 对于社会记忆及其媒介 , 人们总是在不断地追

问这是谁的记忆? 它又是如何形成的?

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能力建设 , 笔者认

为有两个基点 , 即一是要把档案工作看做社会记忆建

构性工作 , 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管理理念 , 是当

代档案管理的一种新范式 ; 二是要将档案工作做活 ,

将档案资源中记忆能量激活起来 , 参与到社会记忆整

体性建构中去 , 发出我们的声音 , 体现档案部门的力

量 "从这两个基点出发 , 笔者在此探视性地提出提高

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能力的几点浅见 "

档案是国家管理和政权统治的工具 , 档案的选择

与保管无形中自觉不 自觉地成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

现 , 是 /现实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共谋 0 "与

传统的档案馆与档案工作者业已形成的思维倾向相呼

应 , 那就是为主流文化和当权者服务 "这种做法让官

方叙述占有特权 , 却忽视了社会中个人和弱势群体 !
边缘群体的记录 " /当历史研究中只是对文件的有效

性产生争论时 , 档案工作者还可以高枕无忧 , 但现

在 , 社会记忆观已对档案工作的完整性和理论基础提

出质疑 , 它将导致对档案的重新认识和界定 0 "[6 ]

因此 , 档案部门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中 , 一方面要对

自身作为社会权力结构的一部分有清楚的认识 ; 另一

方面也要从 /反记忆 0 的角度建构主流记忆之外的他

类记忆 "这种对历史的批判能力并不意味着单纯谴

! 否定或驳斥 , 而是 /一种理智的 ! 注重实效的努
0 , [7 ]是构建更加全面 ! 真实的社会记忆的积极态

2 .1 善于发掘档案记忆资源 , 不能唯市场论

德国历史学家简 #阿斯曼在讨论集体记忆与文化

认同时曾对文化记忆做了重要区分 , 即潜在的文化记

忆和真实的文化记忆 "他指出: 当过去的表象被储存

在档案 !图书馆和博物馆中的时候 , 文化记忆就出现

在潜在模式中; 当这些表象在新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

景中被采用 , 并被赋予新含义的时候 , 它们就出现在

真实模式之中 "[111 这也是许多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区分社会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观点 , 只不过本文未做严

格的区分 "档案记忆作为澄潜的记忆是比较能得到我

们认同的 , 由此需要我们深挖它 , 不断地激活它 , 变

成显在的记忆 "然而 , 就社会记忆功能及档案工作的

使命而言 , 社会记忆建构旨在发现生活意义 !寻求思

想资源 !增强群体认同 , 与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服务市

场不能并置 , 必须克服唯市场论的狭隘心理 , 追求社

会深度和意义 "

3 汲取思想动力的能力

记忆不仅与过去相联结 , 而且具有未来性 "人类

您好手的帮lf档案界g站网

群体对其共同经历的回忆 , 都不是简单再现过去的历

史事实 " /经过潜意识心理过程筛选和再造的回忆内

容被潜意识地赋予了象征意味 , 它们体现着一个价值

观念系统 0 , [8] 表达着希望和对未来的想象 , 因而 ,

记忆往往成为思想的资源和人类发展的精神动力 "
群体利用过去为现在的目的服务 , 过去也成为群体表

达利益的有用资源 "正如葛兆光教授所言: 当下的处

境好像是一种触媒 , 它会唤醒一部分历史记忆 , 也一

定会压抑一部分历史记忆 , 在唤醒和压抑里 , 古代知

识 !思想与信仰世界 , 就在选择性的历史记忆中 , 成

为新知识和新思想的资源 " [9 ]在社会学家巴里 #施瓦

茨等的 5重现梅察达 : 一项集体记忆研究 6一文中 ,
描述 了发生于公元 73 年犹太守卫者和罗马征服者之间

2.2 善于深挖档案过程中的情境性知识

美国档案学家谢伦伯格曾指出: /从一个档案组

合中抽出来的单独的一份文件本身所能告诉我们的 ,

并不会比脱离了某种绝迹的不知名的古动物整副骨骼

的一块骨头所能告诉我们的更多一些 " 0 以前我们多

用来说明档案之间联系的重要性 , 但如果放大一点

看 , 它更是在强调档案在其形成时的动机 ! 目的 , 即

档案产生时的情境或其背后的历史 "任何一份档案 ,

都包含着记录的信息和记录外的信息 , 前苏联学者米

罗诺夫曾从史料学的角度称其为 /明显信息 0 与 /隐
含信息 0 , 并提出 /寻找历史隐含的信息 0 "情境性

知识或隐含信息的意义在于能告诉我们这份档案是在

什么样的环境下产生的 , 它的形成者和传递者的意图

及其社会动因 , 能把我们从档案记载的内容 , 引向更

广阔的社会 "透过情境性知识 , 一份孙中山的 /博爱

责度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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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题字 , 我们不仅能获知 /博爱 0 的内容 , 更能感知

孙中山的思想和情怀 , 以及当时题字时的心境 !参与

题字的见证者或受赠者 !某一幅题字延传的经历等 ,

历史记忆由此展开 "台湾学者王明坷先生指出: /由
社会记忆角度分析历史文献 , 我们所得到的历史知识

主要是产生这些社会记忆的社会情境 " 0 [12] /情
境为使这些能力 (或者进一步讲 , 我们能够承认其为

能力的东西 ) 作为能力呈现出来 , 并成为有意义的东

西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条件 " 0 [l 3]

现代传媒对社会意识的控制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

档案部门充分利用现代传媒参与社会记忆建构 , 既

给媒体注入新元素 , 又使自身 /声名远扬 0 "
套用两句老话 , /说起来容易 , 做起来难 0 ;

/没有做不到 , 就怕想不到 0 "到底是做难还是想

难 , 似乎难以评说 "不过 , 在这历史的悖论中, 档

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成效如何 , 最终还要看我们

做了什么 , /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上 0 "

2.3 善于捕捉激活档案记忆的社会时机

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研究集体记忆时特别强调记

忆的当下性 , /过去是一种建构 , 这种社会建构 ,

如果不是全部 , 那么也是主要 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

的 0 "现在的关注既涉及现在的信仰 ! 兴趣 ! 愿望影

响到我们对于过去的各种看法 , 也涉及现在决定了哪

些社会记忆被激活 , 构成我们活生生的过去 , 成为我

们所关注的记忆 中 :合"记忆的中 :合由此在内容和时间

上具有了双重特性和双重维度 "记忆的时间性我们在

纪念仪式和节日庆典上可以鲜明地体察出来 " /正是

集体记忆 , 可以说作为一种中介变量 , 一方面通过日

历上的节 日庆典来纪念这些事件所强化 " 0 [101 每当

我们遇到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日 ! 重要历史人物的诞

辰或忌日! 日常生活中的节庆日, 等等 , 我们都会记

忆起相关往事 , 也正是在这样的时空中, 我们更需要

获得相关的过去性知识 , 以增强我们的记忆 , 这就是

记忆的社会时机 "把握记忆的社会时机 , 可以使我们

不断地处于记忆中心 , 起到广泛的社会效果 , 而不是

默默无闻地 自我冷落在社会的边缘 "

参考文献:

2. 4 善于利用现代传媒 , 形成自己的声音

说一个没有档案的国家就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国家 ,

这句话似乎有些过头 "社会记忆借由传说神话 ! 民间

故事 !体化实践 !操演仪式 !文献记录 !器物建筑等

媒介来延续 ! 重温或强化 , 也通过文本 ! 图形 ! 视
频图像 !声音乃至动作等各种媒体来传承 !扩散和分

享 "随着社会记忆研究的深入 , 人们越来越 /重视媒

体 (尤其是摄影媒体 )对构建和重塑历史意识的作

用 0 " [141 美国学者沃尔夫 #坎斯特纳在 5寻找记忆

中的意义一一对集体记忆研究一种方法论上的评判 6

一文中指出 : 大部分集体记忆的研究集中于特定年
代 !地理和媒介环境中特定事件的表象 , 而没有思考

和注意受众 (观众 ) 的反应 "集体记忆研究应该看做

一个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复杂过程 , 考虑到文化传统的
持续性 !记忆生产者的灵活性和记忆消费者 (受众 )

的破坏性 "为此 , 记忆研究应采用传播研究和媒体研

究的方法 , 在研究有关媒体接受的问题时 , 尤应如

此 "[15] 德国学者韦尔策分析了口头流传实践 !常规

历史文献 ! 绘制或摄制图片 ! 集体纪念礼仪仪式 !地
理和社会空间等五种媒体的记忆能量 , 并指出: /在
我们当今这个时代 , 视觉被极端特权化了 , 所以它们

很可能被看做是最出色地传承着过去的媒体 " 0 [141

[11 韩庆样 , 郭立新.能力建设: 当代中国发展新理念

1M I.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82 .

[2 ]孙德忠.社会记忆论[M ].湖北人民出版社 , 200 6 :
1 1 8 .

[3 l刘芳.重建集体记忆唤起反思 ) 走进法国犹太人
大屠杀纪念馆.w w w .southen."om .

[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导论[M I.天津 : 复旦大学出

版社 , 2001 : 9 7一98.

IS H 美]保罗 #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 7M ].纳日碧力戈,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0 : 1.

[6 ][ 美l弗朗西斯 #布劳因.档案工作者 ! 中介和社会

记忆的创建IJ] 中国档案 , 20 01 (9) .

[7 ]1德]马克斯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 ].社会记忆论 ,
1 7 6 -

[8 l李军 , 祝东力 , 王鲁湘.文化 #记忆 #工具与

人一一一种文化哲学的思考[Nl .河北大学学报 , 1986

( 3).

[9 ]葛兆光.历史记忆 !思想资源与重新诊释 ) 关于

思想史写法的思考[J ].中国哲学 , 2001 ( 1) .

[10] [法]莫里斯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 1M l.上海世纪

出版集团 , 200 2 : 55 一58 .

[l 11 [德J简 #阿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 , 转引自李

宏图选编 (表象的叙述 ) 新社会文化史 6 , 上海 :

三联书店 , 200 3 : 14 4 一14 5.

[121 王明坷.历史事实 ! 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 ].历史

研究 , 200一L ( 5 ) .

汇131 f美]约瑟夫 #劳斯.知识与权力一一走向科学的政

治哲学[M l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4 : 168.

t14] [德]哈拉尔德.历史记忆: 历史 ! 回忆 !传承[M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 7.

[151 [美1沃尔夫 #坎斯特纳.寻找记忆的意义 : 对集
体记忆研究的一种方法论上的批评IM ]载李宏图选编

5表象的叙述一一新社会文化史 6 , 上海: 三联书

店 , 2003.

*本文为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 目 /档案与社会记忆
建构研究 0成果之一 "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文学院档案学系 来稿日期:

200 9一10一12 )

档案管理 }心 7州O 总第 182 犷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