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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我在档案学基础理论方面多年积累的结果，是我在多年发表的大量学术论文中
筛选、整理、修改、融合、提升而咸，是一个学术总结，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值得我欣慰的是，本书的内容已不再是一些零散的观点。
而是初具规模的体系框架。
这个框架虽然还略显粗糙，但骨架已有，皮肉可附也。
继续深化和丰富这个框架，使之更加丰满和富有內涵，可能是我在今后一段时间里的使命之一。
实际上，这项工作已经在本套丛书的其他作品中有所体现。
如本丛书中的《档案学概论》、《档案逻辑管理学》、《档案物理管理学》等，部分或整体上以本书
的理论为出发点来展开，是本书中某些理论(如逻辑管理与物理管理理论)的深入展开或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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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海斌，男，1962年出生，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档案学、历史学研究生导师，哲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档案学(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国档案史、电子文件管理)、中国古代史(科技史、清史)
哲学(科技哲学、科技与社会)。
发表学术文章150篇，出版著作2。
部，承担、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教育部项目等20项。
主要学术著作：《档案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电子文件管理基础》《电
子文件管理基础教程》《清代陪都盛京研究》《中国科技档案史》《清代“官科技”群体的养成与结
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档案遗存及其科技文化价值研究》《中国古代陪都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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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哲学篇
　第一论 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档案工作
 　第一节 档案管理活动中的物质与意识
 　一、档案物质观
 　二、档案意识观
　 第二节 档案的物理管理与逻辑管理
 　 一、档案物理管理与逻辑管理的概念
 　二、档案物理管理与逻辑管理的内容与特点
　 第三节 档案管理活动中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一、关于物质决定意识
 　二、关于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
　第二论 档案时空观
 　第一节 档案空间观
 　一、档案工作的宏观空间
 　二、档案工作的中观空间
 　三、档案工作的微观空间属性
 　四、数字时代的档案虚拟空间形态
　　第二节 档案时间观
 　一、相关理论的重要意义
 　二、档案工作的宏观时间性
 　三、档案工作的中观时间性
 　四、档案工作的微观时间性
　第三论 档案形成论
　　第一节 对档案形成规律的不同表述
　 　一、“档案自然形成规律”
 　二、档案是有意识形成论
 　三、两种观点的分歧及对“自然”一词的理解
　 第二节 “实体”、“事物”与档案形成规律
 　 一、档案实体与档案事物
 　二、档案实体形成与档案事物形成
 　三、两种形成理论的重要意义
　第四论 档案虚拟观
 　第一节 虚拟与档案虚拟
 　一、虚拟的概念及其内涵
 　二、档案虚拟
　 第二节 档案符号虚拟
 　　一、符号的本质与意义
 　二、档案符号虚拟的历史演进
 　三、档案符号虚拟的历史与哲学意义
　第五论 档案逻辑管理
 　第一节 传统时代的档案逻辑管理
 　一、档案的规则虚拟
 　二、档案法规的发展
 　三、档案规则中的原则方法
　 第二节 电子时代的档案逻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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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产生
 　二、元数据的产生
 　三、数字档案的虚拟空间
 　四、数字时代档案逻辑管理的基本特征
　第六论 档案定义
 　第一节 定义与下定义的规则与方法
 　一、定义
 　二、定义的种类
 　三、下定义的规则与方法
　　第二节 档案的定义
 　一、现有部分档案定义的属概念与定义规则的背离
 　二、信息划分与档案定义的属概念
 　三、档案定义
 　四、档案内涵的理解
　⋯⋯
下篇　史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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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档案自由的几个基本层面　　档案是一种具体的人类自由活动--档案自由活动的客体。
从人的自由活动客体的角度，人的自由包括三个层面：自然领域中的自由、社会历史领域的自由、人
在自身领域的自由。
档案自由作为一种具体实践活动自由，在以上三个层面的自由中，除具有普遍意义的内涵外，还应有
许多自己特殊的东西。
以下对这三个领域中的档案自由进行分别论述。
　　1.自然领域中的档案自由--物质与技术层面的档案自由　　人在自然领域中的自由，最主要地表
现在人对自然对象与自然环境的改造与超越上。
当人依照自己的目的，使自然对象与自然物发生预期的改变时，人就从自然界中获得了一种解放，这
种解放标志着人在自然界面前主体地位的增强及一定程度的自由的获得。
　　从哲学角度讲，客观的自然条件是人类获取自由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
水平（许多时候表现为技术发展水平）是人类获取活动自由的重要社会条件。
这两者在物质与技术层面上决定了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自由度，也决定了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档
案自由度。
　　档案自由在物质与技术层面上，主要表现为人类对档案载体及档案管理工具等的改造与不断超越
上。
即档案自由度的提高在物质与技术方面，表现为档案载体承载信息能力的逐步提高以及档案管理工具
的不断改进上。
　　档案由载体与信息两部分组成。
虽然档案自由的本质是信息的自由，但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必然涉及档案的载体与信息两个方面。
谈到档案自由时，我们不能不承认档案自由度的提高与档案载体承载信息的能力提高及档案管理工具
有着密切关系。
我们可以非常清醒地意识到甲骨载体与光盘载体两者制造了多么巨大的档案自由度的差异，我们完全
可以把档案自由中物的因素--人类征服自然的一个侧面，视作档案自由的基础条件和基本表现。
　　2.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档案自由--社会层面的档案自由　　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自由，其内容最
为丰富、最为复杂。
在社会层面上，与档案自由相关的因素也最为丰富、最为复杂。
在这一层面上，档案自由与社会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个人自由等密切相关。
一方面，档案自由要受社会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个人自由的影响与制约；另一方面，档案自由在
某种意义上又是政治自由、经济自由、个人自由的一部分，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政治自由、
经济自由、个人自由。
　　第一，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自由与档案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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