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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档案鉴辨，即鉴定档案本身真伪，辨别档案内容正误。
档案鉴辨的主要内容，系针对档案中出现的真赝杂厕、诸多歧异现象，以科学的观点审查其产生的各
种原因及造成的恶劣后果，在总结历代先贤鉴辨档案文献成果的基础上，考察档案的外形和内容是否
存在矛盾，以确定其真伪正误；判定档案准确的形成时间，厘正档案正文中舛误文字；运用现代科技
手段，结合传统档案鉴辨方法，最终结束伪误档案的信息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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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先秦学术文化与档案文献鉴辨的萌芽　　在论述档案文献鉴辨史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两个
概念的关系，即“档案文献”与“历史文献”的关系。
档案文献是指立卷归档、集中保存、以备查考的文卷，主要是官方的原始文件，还有一部分官方和私
人的文卷。
而历史文献包括史书、历史档案，还有其他方面的很多资料，如传统的四部分类中的经部、子部、集
部都属于历史文献，还包括宗教经卷、碑石铭刻等，可谓包罗宏富，是一个外延极为宽泛的概念，档
案文献是包含在其中的一部分。
史书的撰写，必须依据档案文献，从这个角度讲，档案文献也是历史文献的一种，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一种，它与其他历史文献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原始记录性，所以它是十分可靠的第一手历史文献。
不过，这是从现代严格的“档案”意义上理解的，古人对史书、档案文献并无如此清晰的区分。
　　大致而言，先秦时期文献不分，即档案与著述不分，二者融为一体。
《汉书·艺文志》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可以明确地看出，最初的档案就是当时的史官记录，也就是“书”。
（从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关于“书”的释义“著于竹帛谓之书”也可以看出，“书”即连贯的文字
记录，与档案是不分的。
）两汉时，经、史不分，孔子整理的“六经”，实际上也是先秦的档案文献和史书，清代史学家章学
诚“六经皆史也”的观点已成定论。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史学理论著作《史通·史官建置》中，首次将史书划分为“当时之简”和
“后来之笔”，前者指档案文献，后者指史书；宋代郑樵在其《寄方礼部书》中，把档案文献称之为
“史”，史书称之为“书”，对两者亦进行了区分。
清代章学诚将史籍区分为“著述”和“比类”，并进行了更为深入、具体的论述。
其中前者相当于史书，后者相当于档案文献。
可以看出，由于认识的局限，档案文献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在古代并未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因此
也就没有专门的档案文献鉴辨的方法，本章所涉及的主要是历史文献中的古籍（或称古书）的鉴辨，
在原理和方法上，古籍与档案文献的鉴辨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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