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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文 华 图 专到 武 汉大 学 图 书情报

学 院 的 档 案 教 育

到书主甲及

查 启 森

今年
,

是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 ( 以下

简称武大图院 ) 院庆 70 周年
,

同时
,

又是武

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以下简称文华图

专 ) 档案管理科成立 50 周年
。

文华图专不仅

是我国第一所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的学校
,

而且是我国第一个开办档案教育
,

培养档案

专门人才的学校
。

她在我国档案事业史
,

特

别是档案教育史上
,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周恩来总理生前说过
: “

中国的档案历

史是世界上最早的
,

也是最丰富的
。 ”

由于

种种历史原因
,

我国的档案教育
,

开始却是

较晚的
,

比起西方
,

如法
、

奥
、

德诸国
,

要

晚一百多年或几十年
。

法国的档案学院成立

于 1 8 2 1年
,

是世界近代档案教育 产 生 的标

志
。

我国档案教育则发生在 1 9 3 4年
,

即在这

一年
,

文华图专才开始设立档案管理特种教

席
,

开设 《档案管理法 》 一课
。

最初
,

它只

是对图书馆学专业学生作为一门课程讲授
,

并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专业
。

但受过档案管

理教育的学生
,

毕业后从事档案工作的却不

少
,

且多有建树
。

如仍健在已逾八十高龄的

中山大学图书情报学系教授周连宽先生
,

曾

长时间从事档案工作
,

著有 《县政府档案处

理法》 ( 1 9 3 5年 )
、

《县政府文书处理法》

( 1 9 3 5年 )
、

((公文处 理 法》 ( 1 9 4 5年 6

月 )
、

《档案管理法》 ( 1 9 4 5年 n 月 ) 等著

作 , 又如程长源先生
、

傅振伦先生
,

都是文

华图专图书馆学专业出身
,

也都 分 别 著 有

《县政府档案管理法》 ( 1 9 3 6年 ) 和 《公文

档案管理法》 ( 1 9 47 年 ) 等
。

这些著作
,

是

我国档案学形成时期的奠基著作
,

至今仍被

视为有影响的档案学著作
。

这说明
,

文华图

专开设档案管理课程
,

对我国档案事业产生

了较大的影响
。

抗 日战争爆发后
,

武汉沦陷
,

文华图专

于 1 9 3 8年被迫迁往重庆继续办学
。

鉴于当时

重庆处于抗战的大后方
,

内地迁 往 机 关 甚

多
,

迫切需要档案专门人才
,

于是在 1 9 3 9年

秋
,

文华图专呈请湖北省教育厅开办讲习斑

( 当时称第五期讲习班
,

前四期为图书馆讲

习班
,

这一期为专门的档案管理讲习班 )
,

招收高中毕业生
,

进行档案管理 的专 门训

练
,

学制为一年
。

随后
,

在 1 9 4 0年春
、

秋两

季
,

又先后招收两届学员
,

并直接命名为档

案管理训练斑
。

不久
,

经国民党政府教育部

批准
,

成立档案管理科
,

并将这两届学员分

别编为档一级和档二级
,

纳入档案管理科学

习
,

学制始为二年
, 1 9 4 7年后改为三年

。

先

后共招收 6 届
,

入学人数共 83 人
,

毕业人数

共 5 1人
。

文华图专除正式开办具有高等教育性质

的档案管理科之外
,

还陆续开办了各种短期
’

的训练班
。

1 9 4 2年春
,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指

定其办理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
, “

养成

管理档案之中级技术人才
,

以适应各机关增

进行政效率之需要
”

(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

馆学专科学校附设教育部指办档案管理短期

职业训练班第一期招生简章》 )
。

至 1 9 4 7年

7 月
,

共办 7 期
,

每期 3 、 4 个月不等
,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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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学员近 2 00人
。

解放后
,

经中南军政委员会批准
,

于 1 9 5 0

年 9 月至 1 9 5 1年 1 月
,

又举办了为期 4 个月

的档案资料短期训练班
,

共招收学员 45 人
,

1 9 5 2年还最后举办了三次档案管 理 专 题 讲

座
。

至此
,

文华图专的全部档案教育给束
。

文华图专的档案教育在发展过程中
,

形

成了比较系统的档案专业教育体系
。

其办学

层次多样而灵活
,

适应了当时档案工作的需

要
。

她先后为当时各级各类档案部门输送了

兰百多名中高级档案专门人才
,

这些人后来

活跃在档案界
,

形成了文华系统的力量
,

被

称为
“
文华集团

” 。

他们的档案学思想
,

在

我国档案学史上独树一帜
,

被 称 为
“
文

.

华

派
” 。

如代表人物之一的黄彝仲
,

是档一级

的毕业生
,

他所著作的 《档案管理之理论与

实际》 ,

当时颇得好评
。

文华图专的档案教育
,

反映了档案学形

成时期的许多特点
,

并对我国档案学的形成

和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
。

文华图专的档案教育
,

可 以说是在图书

馆学教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最初
,

档案管

理只被看作是图书馆学的一部分
,

当作是图

书馆学教育的
“
附庸

” 。

后来
,

经过五
、

六

年
“
试验之结果

” ,

才认识到
: “

档案管理

之内容并不简单
,

而许多有关科目
,

如行政

组织
、

公务管理及文书之制作及处理等
,

必

须循序研究
,

始能组成一完备知识
。

故档案

管理不能再以图书馆学之附庸视之
,

而实有

独立成科之必要
” (文华图专 1 9 4 0年 9 月 26

日为拟设立档案管理科呈教 育部 文 )
。

这

样
,

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档案管理要成为一门

独立的学科
。

在当时
,

由于这一学科尚处于

形成时期
,

无疑会受到图书馆学很 深 的 影

响
。

在档案管理科所开的课程中
,

图书馆学

方面课程所占的比例很重
,

如图 书 馆 学概

论
、

图书馆行政
、

图书分类法概论
、

中国目

录学
、

中文编 目法
、

西文编目法
、

索引法
、

检字法等等
,

都列为其必修或选修的课程
。

这样
,

图书馆学及图书分类学
、

目录学的一

些理论和方法被运用到了档案学 的 研 究 之

中
,

结果是丰富和发展了档案学
。

因而
,

有

人在论述档案学发展史时
,

把三
、

四十年代

的中国档案学的发展时期
,

称为
“
中国档案

学发展的图书馆学时代
”

(寒江
: 《中国档

案学发展史的分期间题 》 ,

载 《湖南档案》

1 9 8 8年第 1期 )
,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

文华图专不仅第一次提出档案学是一门

独立的学科
,

而且从它所开设的课程中
,

初

步建立了这一学科的体系
。

如《档案通论》
、

《档案行政学》
、

《西洋档案学》
、

《档案

经营法》
、

《档案编目法》
、

《档 案 分 类

法》
、

《档案管理》
、

《公文管理》
、

《公

文研究》 等等
,

就是当时这一学科体系的体

现
。

其中
, 《档案通论》

、

《档案经营法》
、

《档案分类法》 和 《西洋档案学》 等
,

在学

科体系建设中
,

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

《档案通论》主要从宏观上讲述档案的意

义
、

范围和功用等
,

提高学生对档案的认识
。

《档案经营法》 突破了当时档案学局 限

于研究现行机关档案的小圈子
,

从 全 国 着

眼
,

提出了建设国家档案馆网 的设 想 ;
认

为
:

全国档案机关的组织
“ 可分为独立之档

案管理处和附属机关档案管理处两类
。

独立

之档案管理处又可分为全国档案管理处
、

全

省档案管理处
、

全县档案管理处三级
” 。

此

外
,

还提出了建立国家档案学校的主张
。

《档案分类法》 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

国家档案学理论
,

明确提出档案分类必须采

用法国档案学尊重档案群的原则
。

所谓档案

群
,

就是
“
某一完整独立

、

不受外力支配
,

而能正式接收处理各方面事务之行政机构
,

于其政务进行时所产生之一 群 档 案 也
。 ”

一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采取的全宗原则
。

《西洋档案学》 所介绍的是欧美档案工

作史和档案学史
。

这是我国研究外国档案史

的开始
,

既为当时档案学研究填补了一项空

白
,

也为我们今天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历史



资料
。

正如后来吴宝康教授所总结的
:

文华 图

专所开设的这些课程
, “

集中了当时中外档

案学的研究成果
,

并进一步发展了我国档案

学的整个体系
”

( 《档案学理论 与 历 史 初

探》 )
。

1 9 5 3年
,

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后
,

保

留了图书馆学专业
,

档案管理科停办
。

有人

指出
: “

这在我国档案学教育史上不能不说

是一件憾事
”

(钱德芳
、

程晓端
:

《文华图

书馆学专科学校开办档案教 育始 末》
,

载

《图书情报知识 》 1 9 8 4年第 2期 )
。

所庆幸

的是
, 1 9 8 2年经原教育部批准

,

武汉大学恢

复档案学专业
。

由于停办多年
,

原有师资有

的故去
,

有的调离
,

名日恢复
,

实际上等于

重建
。

几乎经过了两年的筹办
,

直至 19 84 年

秋
,

才开始正式招收重建后的第一届学生
。

在此之前
,

曾与湖北省档案局联合举办过一

期档案干部培训班
。

在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重建之际
,

适逢

原教育部批准成立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
,

档案专业正式划入学院的图书馆学系
。

重建

后的档案学专业
,

怎样发展呢 ? 这是摆在我

们面前的一个严峻间题
。

我们重建的档案学专业
,

规模很小
,

发

展较慢
。

既不能与已经发展为学院规模的中

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相 比
,

也难以与兄弟院

校新建立的这一专业相 比
。

但是
,

我们也有

不少有利条件
。

其中一条就是
,

我们专业处

在武汉大学这所综合性大学里
,

这在目前学

科处于交叉发展
、

互相渗透的情况下
,

是有

利于档案学的发展的
。

特别是我们档案专业

处在图书情报学院
,

这与档案
、

图书
、

情报

管理一体化发展趋势是相适应的
,

是一个得

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

如果说
,

过去文华图专

档案教育的发展得力于图书馆 学 的 话 , 那

么
,

我 们今天的档案学专业
,

也完全可以在

新的基础上继承这一传统
。

目前
,

在国内我

们还没有发现三个专业如此共存子一体的
。

因此
,

从发展档案教育的角度看
,

实在是很

有利
.

的
,

这是我们档案学专业最大的优势
。

就我们公个专业的力量来说
,

是比获小的
,

但从整个学院来看
,

力量是不小的
。

例如
,

在我们所开设的课程中
,

哲 学
、

政 治
、

外

语
、

体育等公共课由学校统一安排 ; 相关学

科的课程
,

如图书馆学
、

目录 学
、

情 报 学

等
,

则由学院统一安排 , 本专业所设的档案

学教研室
,

只负责专业基本课程的讲授和全

部课程的设置方案
。

自1 9 8 4年档案学专业恢复招生以来
,

迄

今 已历 4 届
,

毕业生人数达到 50 人
,

相 当于

文华图专档案管理科毕业人 数 的 总 和
。

目

前
,

在校学生也有 40 人
,

虽然人数不多
,

但

学生的素质较高
,

专业思想比较巩固
。

在师

资队伍
、

教材和课程建设方面
,

我们也作了

不少努力和探索
。

我们教研室现有专业教师

9 名
,

老
、

中
、

青各占一定的比例
,

结构比

较合理
。

我们所使用的教材全部 都 是 自编

的
,

有三种教材还列入了国家教委七
·

五教

材选编计划
。

从 1 9 9 0 ~ 1 9 9 1学年开始
,

我们

将执行新的教学计划
。

这个计划
,

改革了原

有一些课程的布局
,

增设了一些新的课程
。

和将原 《档案管理学》 和 《科技档 案 管 理

学》 课程
,

改为《档案的收集与鉴定》
、

《档

案的著录与标引》
、

《档案的开发与利用》

及 《科技档案基础》 等课程
。

新增的课程
,

主要有 《档案法规》
、

《档案目录学》
、

《中

国文化史》
、

《欧美档案事业》
、

(,苏联档

案事业》
、

《人事档案管理学》 等
。

总之
,

档案学专业重建以来
,

由于集中

了全院乃至全校有关教师的力量
,

初步形成

了档案教育与图书
、

情报教育一体化的教学

模式
。

如果说
,

当年文华图专的档案教育与

图书馆学教育的结合
,

是处在低层次阶段的

话 ; 那么
,

今天的一体化
,

则是在新的条件

下
,

自觉地向高层次发展
.

。

这两种情况
,

体

现了两种社会制度下档案教育的不同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