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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的想象力
———评特里·库克的后保管模式

汤黎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档案馆，上海 200025）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急速的变
化，社会结构也发生重大的变迁。而现代通讯技术和信
息技术的应用，使得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很多传统的价值理念和信条被逐渐颠覆，历史的进
程远远超出了人们根据所珍视的价值调适自身的能
力。人们对旧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式微感到恐慌，
同时新的开端却缺乏明确的方向或者是道德价值观念
去衡量。著名的社会学家米尔斯为我们找到了信息时
代人们应对恐慌和变化的方法———社会学的想象力。
他指出：“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
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
而使他们能看清世界，以及或许就发生在它们之间的
事情的清晰的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质，它可
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
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像力。”［1］

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了解历史与个人的
生活历程，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米尔斯所说：“我
们已经开始明白在某一社会中，一代代的人的个人生
活；他生活在自己的生活历程之中，而这个历程又存在
于某个历史序列中。因为他正在生活这一事实，他就对
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做出了贡献，无论这贡献多
么的微不足道，甚至连他自己也是在社会和历史地推
进作用下塑造出来的。”［2］从而为人们正确面对历史

社会进程中产生的恐慌提供了方向，也有助于人们在
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选择正确的历史角色定位！

面对计算机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的
获得途径更为广泛，信息传递的速度更为便捷。档案工
作的方式、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传统的档案学理
论能否适应电子文件时代的需要，传统的档案价值观
念在信息时代如何调整以适应社会需求，档案工作者
面对电子文件的产生又如何去确保电子文件的价值，
档案工作者又应当在历史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何种
角色等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我们，我们恐慌社会对于
档案、档案价值及档案工作的不认同。我们档案界一直
在寻求社会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许多错误
的认识和冒进的表现。例如：我们为了获取社会的认
同，我们将档案工作与经济挂钩，把档案作为商品、资
产来认识它的价值等状况。

档案界正需要一种“想像力”来帮助我们摆脱目
前档案界的研究困境，从而使我们在电子文件时代找
到正确的历史定位。后保管模式的提出，为我们解决这
一重大的历史困惑提供了可能。

一、后保管模式的提出

后保管这一术语最早是由美国档案学者杰拉尔
德·汉姆提出。1981年，他在《档案边缘》一文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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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保管模式是近年来档案界十分关注的一个热点讨论问题。我们尝试着通过分析后保管模式的提出、
理论来源，从角色定位的角度提出了电子文件的后保管模式是档案学的想象力的这一说法，并以后保管模式的三
个组成作为切入点，重点剖析了后保管模式的内涵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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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文件数量剧增信息缺失、
文件易逝和技术进步，档案工作者应改变旧观念，投入
智力资源，进行合作，积极主动地参与文件鉴定和档案
接收，使档案工作不再是随着编史工作风气变化的向
标，档案不再只反映狭隘的研究兴趣即原来的工作中
心，而能真正反映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即“边缘”。［3］

这篇文章孕育了后保管的思想。15年后，在北京举行
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
克在《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
互影响》一文中站在档案工作者的立场上，分析了新的
社会状况和档案工作的目的，以上世纪 90年代的信息
化要求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档案保管模式———
“后保管模式”。指出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档案部门
将传统理论对实体保管对象———实态文件的关注，转
变成对文件、文件形成者及其形成过程的有机联系、目
的、意图、相互关系、职能和可靠性的关注。所有这些都
远远超越了对文件进行传统的档案保管，这种保管模
式可以因此被称作后保管模式。”［4］

二、后保管模式的思想来源———后现代思潮

后保管时代、后保管模式这些衍生概念的最初概
念来源于后现代。后现代概念的公开出现是在 1947
年，提出者是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但真正兴起是
在 20世纪 50年代末。后现代通常指 50年代以来欧美
各国继现代主义之后前卫思潮的总称。［5］后现代思潮
起源于建筑领域，经过法国后萨特哲学和文学批评的
发展，影响到人类所有的学科。准确地说它不是什么理
论而是一种文化或哲学思潮。可以说，它是西方理性主
义文化传统的反动思潮。它是西方后工业社会中全面
反叛性的思潮。它的基本观点是怀疑现在存在的一切
事物和秩序，用一种超越的状态来审视。正如靳颖在
《后保管时代档案学理论适应性探讨》一文中指出：“后
现代所说的‘后’是要永远保持对于现有事物和现有秩
序的超越状态……”“它的基调是讽刺，立场是怀疑，精
神实质在于‘解构’。对传统理论的否定、颠覆和再认
识。这一点也切合了面对电子文件对档案界的挑战，档
案学自身的变革。它提醒档案学者要经常对体现优势
的思想进行思考，根据环境的变化发展新思维。”［6］

三、后保管模式———档案学的想象力

后保管模式，它提出了电子文件时代档案工作者
的角色定位问题。后保管模式主要由新来源观、宏观鉴
定、知识服务三个部分构成，三个部分从不同的方向提
出了电子文件时代档案工作者的角色定位问题。

第一，新来源观———电子文件和信息的监督者和
审计者。特里·库克指出：“电子时代档案来源的概念需
要重新考虑，它不仅指文件的形成机关，更包括其形成

目的、形成活动过程、处理程序和职能范围等。”［7］因
而他认为“在电子环境中，如果档案人员不积极介入文
件的形成和保管过程，文件将可能不存在或至少不能
被鉴定、保存、编目、提供利用。”［8］由此，我们可以发
现档案的来源不单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机构来源，主要
指的是文件的形成过程及背景。即从传统的实体来源
扩展到电子文件时代的概念来源。在这种新来源观念
下，档案工作者应该对文件实行前端控制，这样才能保
证电子文件的完整性。从而确定了档案工作者的角色
应当从传统的希望与文件形成者或形成机关合作转向
对电子文件形成过程的前端控制，成为电子文件和信
息的监督者和审计者。改变了传统档案管理模式中档
案工作者被动接收和保管的形势，使我们能够主动地
参与到电子文件的形成过程中，确保电子文件的完整
性，确保电子文件的价值。

第二，宏观鉴定———历史的推动者和记录者。后
保管模式，对档案的价值也重新进行了认识。认为档案
鉴定既需要反映档案价值，同时也要有实践意义、实用
性，并体现效益原则。因此要对电子文件进行宏观鉴
定。特里·库克指出“电子文件档案鉴定关注的不再是
单份文件的内容，而是文件发挥价值的目的。通过宏观
把握档案的形成过程及其现实效用之间广泛的联系，
实现档案价值。”［9］从而指出档案工作者的目光应当
从传统的档案内在研究价值转向宏观鉴定，即对档案
形成者的计划和职能的鉴定。这种宏观鉴定是对传统
鉴定的一种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更广泛的对档案
价值的肯定。宏观鉴定有利于我们站在历史进程的高
度，从更深远的角度去思考档案的价值。即：我们不仅
仅是历史文化的保护者，社会记忆的守护者，我们同时
也是历史的推动者和记录者。我们通过宏观鉴定选择
有价值的社会记忆并将之保存下来，传承历史文化。因
而，在这种鉴定选择下，档案不再是人类活动的被动产
物，而是个人或组织所从事的社会活动的积极体现。而
对于档案工作者来说，则必须转换思想，把自己从档案
的被动管理者，变为社会历史的主动记录者。这种角色
的变化，使得我们在拥有更多决定权利的同时，也要求
我们以一种更加公正和积极的目光去审核和鉴定档案
的价值。

第三，知识服务———知识与信息的提供者。特里·
库克指出“档案工作者由实体保管员向知识提供者的
过渡，正是档案界为应答电子时代的挑战，由保管时代
向后保管时代过渡的要求。”［10］这明确肯定了知识服
务是后保管模式的目的。这种以知识服务作为核心的
档案管理方式是电子文件时代发展的要求。从服务利
用的角度指出档案工作者应当从传统的档案保管者转
向档案信息知识的提供者，从传统的为国家、为行政机
关服务的国家模式转向为社会服务的社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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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保管模式关注的档案对象不仅包括了实体的
档案对象，它还关注档案本身蕴涵的信息以及更深层
次的隐性知识。这为档案工作者提供了新的方向，我们
不再扮演传统档案利用工作简单的文件查找者和传递
者，我们在电子文件时代还需要成为一名档案知识的
重构者。我们需要找出档案内容中隐藏的知识，并将之
转化为公众需要的显性知识，成为一名知识的提供者。
这是一个知识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成果，而非传统档案
工作的体力劳动。从而实现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
共享。同时这让档案学研究的目光从档案外部转向内
部更深层次的隐性知识，解决了档案学研究一直存在
的困境问题。

同时，也要求我们要适应电子文件时代的变化，
针对信息时代用户利用和消费的特点，化被动为主动，
扩大工作层面，从狭隘单一的为行政机关服务转向需
求更为广泛的社会公众。这有助于档案事业的发展，使
得档案工作真正成为一项服务社会的基础性工作。如
果档案工作者能牢牢抓住这个历史机遇，那么我们就
可以以知识管理者的形象重新坐到上帝的身边。

后保管模式从社会历史角色定位的角度，以后保
管模式的三个不同的层面作为切入点，阐述了档案工
作者如何在电子文件时代应对这些恐慌和变化。后保
管模式是信息时代档案工作者对于计算机等现代技术

应用，档案学基本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无法适应的反
思。因而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其本质：后保管模式是电子
文件时代，档案工作者寻求自身的角色定位，以及角色
定位后，档案管理模式、服务理念、档案学理论的调整
适应或重新建构问题。因而，作为今后指导档案学理论
和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思想，后保管模式正是档案学
的想象力。它给电子文件时代的档案工作者带了新的
曙光，指明了一个全新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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