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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应充分弘扬

档案的红色基因。本文论述档案在庆祝建党百年中的独特价

值：档案不仅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还是批驳历史

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更是砥砺奋进新征程的宝贵记忆。据此

提出实现价值的三种路径：扩大档案征集范围，丈量百年奋斗

道路；深化档案编研开发，绘就百年历史画卷；加强档案开放

利用，传播百年党史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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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回望百年峥嵘岁

月，从“山河破碎风飘絮”到“筚路蓝缕启山林”再到“国

富民强家业兴”，中国共产党从一艘小小红船，成为领航中

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绘就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精彩纷呈

的壮美画卷。在建党百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档案作为历史

最原始、最客观、最权威的直接记录，透过它既能清晰聆听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历史回声，也能有力激荡出奋进

新征程的时代强音。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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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应格外重视档案在庆祝建党百年

中的独特价值，充分发挥档案的作用和功能。

1  档案在庆祝建党百年中的独特价值

1.1	档案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在“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档案记录了“跨过雄

关”的无限个生动瞬间。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

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过程中，书

写了无数波澜壮阔的故事，留下了无数艰苦奋斗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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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产生了无数记录宏伟征程的红色档案。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这些档案既能增进事实信度，也能明晰记忆刻度，还

能提升情感温度，不断强化人们内心深处对党的认同感[2]。

如，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红色实物“朱德的扁担”，

让每位参观者都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官兵一致、上下同

欲”的精神内核；由中央档案馆公布的红色音像档案“开

国大典彩色视频”，让我们仿佛亲临盛事，“中国人民从

此站起来了”的宣告激荡于每个观影者的心中；保存在

湖北省大悟县的红色文书档案“红军借粮账本”，是论证

“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的生动素材。因此，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要充分运用红色档案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

1.2	档案是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

在“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今天，档案是击破历史谣

言、澄清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的有力武器。清代著名

思想家龚自珍曾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近年

来，历史虚无主义在新媒体环境下沉渣泛起，经常随着

“泛自由化”的思潮暗流涌动，在重要时间节点散播“低

级红”“高级黑”的历史谣言，这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

思想基础极具危害。要在根本上破除历史虚无主义，既要

通过技术手段防范、甄别、控制谣言的扩散，更要利用档

案讲清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从事实源头上揭穿历史

虚无主义的谎言，以正视听、正本清源。档案因其原始记

录性、客观真实性等特点，天生就是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

有力武器。如，针对历史虚无主义者散播革命烈士刘胡兰

死因的谣言，山西省档案馆公布了杀害刘胡兰凶手伏法前

的供词，是非曲直一目了然[3]。再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鼓

吹者在互联网上编造谎言，称日本公布了二战在华阵亡军

人数据，死于国军之手31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851人，意

为共产党的抗战作用微乎其微，这则误导舆论的谎言阅读

量达百万之多[4]。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清晰记载，

在抗日战争期间，“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

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党领导的

人民军队在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中国共产党作为中

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民族解放战争获取完全胜利的

首要条件”[5]。因此，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主题主线、主流

本质，需要利用档案的原始记录性开展历史研究，利用档

案的客观真实性还原历史真相，利用档案的载体多样性讲

好历史故事，利用档案的内容丰富性弘扬历史文化[6]。

1.3	档案是砥砺奋进新征程的宝贵记忆

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明天，档案承载着“伟大征

程”无穷段光辉的记忆。档案具有一种“魔力”，它能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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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连接记忆的起点与终点，勾勒出奋斗过

的点滴征程和鲜明足迹，进而实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的效果。作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一以贯之的“亲历者”“见证者”，档案的记忆价值随

着时间延展显得弥足珍贵。曾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法国

国家档案局局长的布莱邦在1950年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提

出：档案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档案馆保存的是一个国家

最宝贵的东西，即一个国家的历史证据和作为国家灵魂的材

料[7]。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

知》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长期执政的最大政党，最

有资格也最有底气向世人讲清楚党的过去、现在、未来，

引导干部群众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传承好、发扬

好。”[8]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应充分发挥档案在砥砺奋

进新征程中的特殊作用，做好档案的收集工作，记述好、传

承好党史，让党史永远鲜活。

2  实现档案在庆祝建党百年中价值的路径

2.1	扩大档案征集范围，丈量百年奋斗道路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档案接收征集工作与其他

档案工作是“源”与“流”的关系，只有将馆藏档案丰富起

来，才能源源不断地为档案开发编研、利用服务等工作提供

素材、拓展思路、注入生机。而档案工作承担着“为党管

档、为国守史”的重要职责，做好红色档案接收征集工作，

才能铸就坚固思想堡垒，为庆祝建党100周年服务。

2.1.1	接收征集百年见证实物

无数实物在百年党史中诞生，也在百年岁月中被赋予

深刻含义。实物的接收征集范围应覆盖各行各业，内容形

式多样。如此，我们才能通过微观细节发现历史、学习党

史。一是接收征集范围覆盖各行各业。党的规划建设覆盖

社会各行各业，其成果也在各行各业中形成。在档案接收

征集活动中，除国家档案机构外，各行业领域也应发动起

来，收集领域内档案以丰富馆藏。如，国家电网将庆祝建

党百年与回顾自身发展相结合，广泛征集相关档案资料加

以妥善保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开发利用[9]。二是接收征集

内容涵盖各式各样。不同载体、不同形式的档案从不同侧

重点反映了百年党史的风雨历程、辉煌伟业，对各类载体

档案进行接收征集，能够全面反映相关史实。如，山东省

潍坊市档案馆面向社会举办纪实音像档案征集大赛，以潍

坊市各级党组织与共产党员为主体，用音像档案展现党的

成绩与作为，庆祝建党百年[10]；河北省档案馆为完整收集保

存建党100年来的革命历史记忆，积极推进档案征集工作，

其征集范围广泛，包括文献资料、实物资料和音像资料[11]。

2.1.2	接收征集百岁见证人的口述资料和名人档案

百年党史由无数人见证，接收、征集百年党史见证者

的口述资料和名人档案，从个体入手，以个性化、纪实性

的方式见证党的百年历程。这是对官方记录的民间补充，

丰满了叙事内容和叙事角度，为庆祝建党百年提供了多样

的记忆视角与有力的资源支撑。一是征集口述资料。如，

北京市平谷区档案馆面向区内百岁老人征集口述资料，此

举聚焦建党百年的亲历者，从个体经历切入，以百岁记忆

见证建党百年[12]。二是为参与百年奋斗历程的有关名人建

档。如，福建省泉州市档案馆举办建党100周年“红色档

案”系列活动，其中就包括“泉州先生”口述资料采集和

名人档案建档活动[13]。活动聚焦建党百年来地方的突出贡献

者，以名人经历见证建党百年。各级各类档案部门应积极

接收、主动征集党史相关档案，将征集对象范围放宽至全

社会，丰富平民叙事视角。以来自民间的相关档案填补空

缺、完善记录，以形形色色的个人记忆与生活经历使建党

百年的宏大叙事更为鲜活和立体。

2.2	深入档案开发编研，绘就百年历史画卷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档案开发编研工作

是一个挖掘财富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所形成的红

色档案蕴含着无限的历史经验、思维密码、精神矿藏，唯有

重点专项推进红色档案开发编研工作，才能用好用活档案资

源，才能“秉要执本”。

2.2.1	部门横向联动，将党史档案资源连点成面

在开发编研工作中，多个档案部门应组织调动其他单位

联合发力，将档案开发主体、技术、内容等资源连点成面，

从而最大程度实现开发编研成效。独木不成林，在庆祝建

党100周年重要工作中，全党上下齐心协力，方能办大事、

出成效。如，天津市档案馆策划引进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主题档案文献展，联合天津市委党校

筹建党性教育主题教室、筹办天津红色革命遗址网络展，提

高本馆活动质量和数量[14]；江苏省徐州市档案馆利用馆藏党

史档案资源优势，主动策划联系，与市委市级机关工委达成

共识，联合打造推出“百年历程　红色记忆”专题党员管理

手册，将其与地方党史学习教育紧密结合，配合全市总体步

调[15]。上述案例都体现了档案部门与其他部门联动进行开发

编研工作，依托档案资源，借助各方力量放大优势，共同传

承红色基因，凝聚精神力量，献礼党的百年华诞。

2.2.2	内容纵向整合，使党史故事鞭辟入里

档案编研开发工作对档案资源进行深入、有序整合，

把零散的“档案库”转变为强大的“知识库”，从更高层次

提供知识服务、情报服务，实现“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

言”，有利于增强历史声音的穿透力。如，河北省承德市档

案馆以承德党组织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革

命旧址为主线，制作20期《建党百年	承德记忆》短视频，

并出版相关图册[16]；重庆市武隆区档案馆积极发挥档案史志

作用，充分利用地方档案，编研出版《图说武隆党史》《口

述武隆党史》等地方志、党史发展系列丛书，以推动党史宣

传、庆祝建党百年[17]。“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

可则决之。”党史档案得以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

用，离不开“秉要执本”的追求。对档案进行深度加工，从

零散的档案信息中提取线索、整合档案资源，实现档案内容

的深度挖掘与有序组织。

2.3	加强档案开放利用，传播百年党史声音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开展档案利用服

务，就是将铁柜中的档案“解放”出来、让档案中的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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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活”起来、把党史中蕴含的精神“宣讲”出去，是充分

发挥档案价值的关键环节。由此，需要将创新工作思路与人

民群众关心的事情进行有机结合，更好地在庆祝建党100周

年中发挥档案的独特价值，为党高歌。

2.3.1	实现档案开放与服务大局相结合

扩大档案开放是开展档案服务的基础。将尘封的档案

从铁柜中“解放”出来，是紧贴中心、服务大局、面向全社

会切实提供档案服务的第一步。在庆祝建党百年这一重要历

史节点，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部门应精准把握时机、立足馆藏

优势、聚焦红色档案，加大档案开放力度、扩大档案开放范

围，以实际行动献礼建党百年。如，云南省档案局研究谋划

“十个一”系列工作，其中就包括在深入挖掘馆藏档案资源

的基础上，在云南主流媒体平台公布、解读一批反映中国共

产党在云南的重要档案文献[18]，通过此举紧跟全国庆祝建党

一百周年活动步伐，凸显档案红色基因，讲好建党百年历程

中的云南党史故事，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力与感召力。

2.3.2	推动档案利用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

紧扣党史学习教育这一中心，深入挖掘并生动展现红色

档案中的党史内核，通过举办专题展览、组织体验活动、建

设教育基地等多种方式，加强红色档案利用，能够有效提升

党史学习教育学习效果。

首先，举办专题档案展览，利用第一手资料讲述党的故

事。一方面，档案部门可以积极配合上级安排，参与承办相

关展览，积极提供相关档案资料。如，云南省档案局紧跟省

委中心工作，参与承办由云南省委主办的庆祝建党百年大型

展览，提供展览所需的档案资料，用档案讲好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云南故事”[19]。另一方面，档案部门也可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在展览主题、办展方式等方面大力开拓创新。

如，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档案馆以馆藏荣誉档案为主体，采

用图片配文字的形式，在《潍坊日报·临朐新闻》报纸开展

“骈邑档案·临朐名片”展示活动，并在“临朐档案”微信

公众号上同步展示，以此向建党100周年献礼[20]。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档案局、档案馆联合主办“建党百

年	初心如磐——长三角红色档案珍品展”，精选长三角地

区20余家档案及文博部门珍藏的革命历史档案文献和影像资

料，展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的壮阔图景[21]。

其次，组织馆内体验活动，以亲历引发情感共鸣。档案

馆可充分利用自身场馆优势，在馆内组织各类党史知识学习

及体验活动，让活动参与者在亲身经历中印刻党史记忆，进

而将情感共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例如，山东省日照市档

案馆组织开展“让历史告诉未来”系列主题社会实践活动，

开辟党史学习教育第二课堂，学生志愿者在专业讲解员的指

导下，轮流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22]。又如，天津市经

济开发区泰达档案馆开展以“聚焦建党百年，档案见证区

史”为主题的档案知识体验活动，学生们在活动中感受到了

泰达的精神与文化，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为更好地建设祖

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23]。这些都是借助学习体验活动唤

醒爱国主义精神，激发情感共鸣的表现。

再次，建设爱国教育基地，以平台建设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如，国家档案局于2019年3月发布《国家档案馆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规范》，各级各类档案馆可依照上述

规范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开拓与创新。再如，广东省档案局印发

《2021年全省档案工作要点》，强调要加强档案馆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建设，为“四史”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提供学习平台[24]。又如，重庆市武隆区档案馆要求打造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宣教平台，按照党史学习教育要求对

基地进行优化升级，完善硬件设施，添置声光电设备，以

优异的成绩庆祝建党百年[25]。再如，湖南省邵阳市档案馆强

调让档案馆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阵地，充分发挥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优势，举办大型党史图片展览活动，做好宣

传教育[26]。加强平台建设，开展丰富多样的教育活动，能够

实现馆藏档案的社会教育价值，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

资源优势和特色，深化教育效果。

2.3.3	促使档案宣传与数字技术相结合

丰富档案的宣传方式是为了让档案的“发声”获得更

大的影响力与关注度，从而更好地推进档案开放利用，传承

档案红色基因。传统工作中，档案宣传的主要途径是将档案

编研成果汇编成册、出版发行，将可读性较弱的原始档案转

变为更易于阅读的纸质版书籍。在信息时代，要不断探索新

的传播模式，将档案编研成果从纸质形式向数字形式拓展，

实现纸质和数字形式的双向联动。通过运用多媒体，在内容

组织有序化的同时增强可读性与亲切感，全方位立体化实现

宣传效果。如，中央档案馆推出百集微纪录片，呈现档案内

容、深挖档案史料，凸显党的初心与使命[27]；黑龙江省大庆

市档案馆梳理党史大事记，制作并播出档案宣传相关电视

节目[28]；辽宁省档案馆成立专题工作小组，挖掘馆藏档案内

容，制作视频讲述党史故事[29]；湖北省谷城县档案馆充分利

用珍贵红色档案，制作微视频及其他电子出版物，再现历史

情景[30]。以上档案馆的举措都反映了档案宣传与数字技术相

结合，实现档案内容数字化，符合数字时代的发展趋势，能

够以更接地气的姿态、更亲民的形式传播档案编研成果，利

用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讲好党的百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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