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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档案是一所大学发展历史的见证，更是这所大学文化积淀的写照。文化生态学以以人为本、系统均

衡、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为目前高校档案工作存在的主体参与意识不强、生态位失衡、发展失序等问题

进行了分析，并对有效利用和发挥高校档案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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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archives are not only the witness to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but also the portrayal of 
the cultural accumulation of the un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oriented, systematic 
bal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ultural ecolog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
rent archives work of universities, such as weak awareness of subject participation, imbalance of 
niche, and disorder of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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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and exertion of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function of archives of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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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档案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经验得以总结，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续，各项事业得以发

展，都离不开档案[1]。档案是组织或个人在以往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清晰的、确定的、具有完

整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反映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2]。高校档案是记录大学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大学

文化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文化生态因子，既反映了大学主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行为方式和制度特点，更蕴

含着大学的非实体的精神文化内涵。利用和发挥好高校档案在大学文化传承和创新中的传播功能，对推

动大学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2. 高校档案工作文化生态学理念的缺失 

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档案，是展示大学文化的名片，也是大学文化生态中的物质文化重要载体。

文化生态学，是用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对各类文化形态进行审视的一种文化理论。它强调行为主体用以人

为本、系统均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特色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蕴，并以不

同的形式和载体予以传播和延续。 

2.1. 高校档案主体参与意识不强 

文化生态学注重生态主体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3]。高校档案是记录一所大学历史进程和文化传统

的载体和工具，是大学文化记忆的体现，既包含着大学行为主体的事实记忆，也包含一代又一代人的情

感记忆[4]。文化，说到底，是以人这一生态主体的发展为标志的社会活动。档案文化的形成需要大学各

个行为主体的主动积极参与。 
目前，高校管理者、教师、学生等行为主体对档案的认知了解和重视程度不够，参与意识不强。档

案形成部门对归档类型和范围并不明确，导致档案材料繁杂而无序，重点不突出；档案工作专职人员少，

职业发展受困，工作多限定在程式化的档案收集、整理、查阅等事务工作中。学校管理者对档案工作的

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不足，管理者将学校管理文件制度和行政管理总结类档案作为

高校档案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忽视了师生在档案形成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教师的教学科研类成果鲜见，

学生档案仅限于招生和毕业阶段性的档案；高校行为主体大多认为档案的主要功能就是调取查阅，对于

档案会给学校的长远发展和特色文化积淀带来怎样的影响缺少深入的考量与规划。 

2.2. 高校档案文化生态位失衡 

文化生态学注重生态子系统的关联性和均衡性。平衡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调整机制有两个方向，一

是向外，生态本体与所处的生态环境之间的能量交换，二是向内，生态本体与自身内部各生态要素之间

的能量交换。高校档案文化是大学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既需要调整它在整个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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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功能结构，也需要不断优化子系统内各生态要素之间的有机关联和动态平衡[5]。 
高校档案工作存在着定位不清晰、功能发挥不到位等问题。高校档案管理部门对工作职责和范围不

够明晰，岗位设置不够合理，档案内容要素空洞缺乏吸引力，档案信息没有围绕学校特有的文化理念和

核心价值深入整合凝练，千篇一律等同质化现象严重，导致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率不高，档案文化表现形

式空泛模式单一，缺少文化向心力。另一方面，从空间结构上看，与学校中心任务横向联系有割裂，档

案内容结构失衡。档案收录的重心放在了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文件，对代表性教学科研成果及作为大学

行为主体的师生的成长历程展示较少，缺少与师生沟通导致师生难以在高校档案文化中产生共鸣。 

2.3. 高校档案文化生态发展失序 

文化生态学注重生态发展的稳态性和持续性。文化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它最需要时间的沉淀与滋养，

只有历经时间洗炼的人与事、形与物，才会具有反映本质的功能和效果，才会成为有意义的形式。今天

的档案，就是明天的历史。高校档案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条件和发展环境，有自身的内在秩序和规律，

它以真实生动的形式展现了其特有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也体现了一所学校生态主体的文化认同和价

值认同[6]。 
从时间发展上看，高校档案蕴含和传播的学校历史文化基因传承缺乏可持续性，未能较好地发挥档

案文化记忆和传播功能。一方面，档案内容质量有待提高，缺少与学校的人文环境和历史内涵的有效契

合，未能根据大学特有的核心理念将大学文化系统中各种生态要素和现象凝练整合自成体系，自身所固

有的发展逻辑和法则缺乏相对稳定和长久延续性，缺少校园师生这个大学最主要群体的接受和理解，致

使无法发挥濡染的教育作用。另一方面，存在当前需求与长远目标、规模与效益等关系的生态冲突，传

统档案的保存和资源利用缺乏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能力，在纸张上存在直接和潜在的损耗，在适应新环

境变化与信息化技术有效融合上还需要改进，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还有待加强。 

3. 高校档案文化传承与创新对策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提升档

案服务能力和开发能力，实施新时代新成就国家记忆工程和实施科技兴档工程。根据对目前高校档案文

化生态系统的分析，做好高校档案文化传承与创新，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3.1. 坚持以人为本，坚定文化自信 

高校管理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档案文化建设保障意识，加强顶层设计，突出档案部门发展性职责，

深化战略转型，实现项目化管理，为档案工作提供必要的政策和经费支持，配备足够数量的专职人员，

为档案工作人员提供科学的职业发展规划，强化对档案文化建设工作的监督考核，推动形成档案工作人

员积极参与档案研究和发展的良性发展格局，实现人才强档。 
档案工作部门和广大师生要增强全员参与意识，形成主动建设完善档案文化的自觉。档案是大学人

自己生产的文化产品，档案最直接的消费主体也是大学人自身。高校师生必须要增强机遇意识和责任意

识，将每所高校特有的文化魅力和治学态度内化为师生的文化自信，使他们成为具有主体精神和创造力

的知识者，自觉弘扬学校优秀文化传统，逐步完成从档案查阅利用者向文化主体建设者、档案文化传播

者的转型，打造本校档案特色文化品牌。 

3.2. 优化系统整协，成就文化记忆 

档案是一所学校发展历史的见证，承载着一代代大学人的记忆。档案内容是整个档案文化生态系统

中最重要的生态要素。一方面要坚持多元化的生态系统思维。建立多类型、多功能、多层次的档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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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打破以管理类文件为主的档案文化结构，将讲述人物故事的师生成长经历和代表性教学科研学术

成果纳入档案文化系统，增强档案文化的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和艺术性，与学校重要纪念日、历史

重大事件及相关庆祝活动等为契机，举办档案馆开放日、特色主题展览等文化活动形式，对师生进行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集体主义教育，树立群体性价值观，形成文化向心力，进而助推档案文化与学校教学、

科研、育人等各子系统之间交换能量，实现互律整协。 
另一方面要深度解码特有文化基因。加强档案内容的价值凝练，根植于大学自身的生态土壤，在学

校办学特色、办学理念、校园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本位，解码专属文化基因，挖掘文化内涵，汲取文化力

量。加强档案内容的资源整合，推出档案文化精品，打造档案文化品牌，逐步从根本上改变大学档案文

化的同质化趋向，展现持续旺盛的生命活力，成就大学特有的文化记忆。 

3.3. 稳态创新延伸，实现兴档强档 

档案工作的最终目的是利用。要实现档案稳态可持续的开发利用，首先要增强档案科技化信息化意

识，落实档案信息化强基工程。一是借助科技手段加大对档案安全保护和利用管理力度，加快纸质档案

电子化数字化发展趋势，摆脱频繁查阅出现的档案损毁、篡改、丢失及耗费工作人员精力等困境，数字

档案库改革；二是借助新媒体加大档案宣传开发力度，有效运用视频音频讲解、开辟专栏、在线展示等

文化传播形式，加大档案衍生文化产品开发，让档案更加立体生动，构建更加完善的档案开发利用服务

体系，实现科技兴档。 
其次要培养造就政治强业务精的档案专业人才队伍。文化的持续生命力需要较长时间的输出与导入，

需要依靠那些能够坚守事业的有生力量。一方面要突出政治能力标准选用档案人才。严把政治关、纪律

关、作风关，选用心中有热爱、肩上有担当、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到档案工作队伍中来。一方

面要突出专业能力标准培育档案人才。高校管理者要树立长远的发展理念，发挥高校在知识、科技、人

才方面的优势，强化专业培训和学术研究，做好人才梯队建设，畅通职称评审渠道，促进档案人才队伍

角色转型，构建更加健全的档案文化创新发展体系，实现人才强档。 

4. 结语 

档案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加强档案文化建设是推动档案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文化生态学以其

全新的研究视角，将以人为本、系统均衡、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贯穿于立档、强档、兴档工作之中，充分

挖掘高校档案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加强高校档案文化积淀、传播和开发利用效益最大化，切实推动

高校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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