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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档案馆成立于 1958 年，

由原地委、行署两个机关档案室合并

而成，时称“专区档案馆”，受地委办

公室和专署办公室领导。榆林地区档

案局 1980 年成立，履行全区的档案

行政管理职能；1990 年地区档案馆

升格为副县级事业单位，归口档案局

管理；1996 年档案局与档案馆合二

为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为地委、
行署的直属事业机构。2000 年撤地

设市后改为榆林市档案局（馆），归口

市委管理，编制 26 名，设有局长 1

人，副局长 3 人、副调研员 2 人，内

设政秘科、业务指导科、法规宣传科、
史料编研科、收集保管科 5 个科。1998 年市档案馆晋升为

省二级档案馆，2007 年被国家人事部、国家档案局评为全

国档案系统先进集体。
榆林市档案馆位于榆林市青山中路市政府院内，总建

筑面积 1952 平方米，其中库房占 60%。馆藏 90 个档案全

宗，共 69437 卷、18467 件，其中清代档案 5 件，民国档案

3417 卷，革命历史档案 922 卷，其余是建国后的档案。最

早档案为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房产契典。档案以文书档

案为主体、包括有基建、科技、会计、声像、照片、实物等门

类。馆藏图书资料 10194 册，照片档案 1180 张。

民国档案主要以文书档案为主，

2 个全宗，3417 卷。全宗中有陕西省

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

署、国民党榆林县、府谷县、神木县、
定边县、横山县、佳县县党部和各县

政府、省立榆林中学、榆林县田赋粮

食管理处、榆林电信局、陕北实业银

行、榆林县自卫总队、第 22 军司令

部 等 单 位。档 案 涉 及 1912 年 至

1949 年国民党统治陕北时政治、经
济、军事、教育、交通、建设等方面活

动的记录，对研究陕北民国史有着重

要史料价值。
革 命 历 史 档 案 2 个 全 宗 ，922

卷。主要反映 1937 年至 1949 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绥德地委、绥德专署、榆林地委、榆林专署在陕甘宁边区

和西北局领导下各个部门和乡镇所形成关于成立机构、党
建、支前、对敌工作、干部任免、锄奸保卫、工商税收、金融

贸易、禁毒剿匪、文化教育、共青妇联工作等会议记录、指
示、报告、决定、各类统计表等文件。特别是在榆林和平解

放前，成立榆林军管会所形成的有关谈判座谈会议记录，

接收国民党军政、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方案，军管会、专署

的各种布告、命令，接收军用物资、企业、交通、电信器材、
房地器物、财政物资报告表等。这些珍贵档案为研究陕北

记录历史 见证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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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提供了宝贵资料。
建国后档案 86 个全宗、65095

卷、18462 件。包括原绥德专区、榆林

地委、榆林专署、各部委办、群众团体、
临时机构、以及撤销的工矿企业、院校

等单位，涉时 1949 年至 2006 年所形

成的档案。其档案以文书档案为主，载

体类型有纸质档案、音像档案、电子档

案和照片档案。这些档案真实、系统、
全面地反映了建国后榆林地区各个时

期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各

方面的历史面貌，重要的有党和国家

领导人胡耀邦、江泽民、李鹏、朱镕基、
乔石等同志来榆视察时的重要指示、
讲话、谈话记录及照片等档案。这些档

案为研究榆林的政治、经济和编史修

志，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依据。
馆藏资料：

主要有清代、民国、建国后的资

料。清 代 资 料 有 ： 道 光 二 十 二 年

（1842）《榆林府志》；咸丰癸丑年（1853）的《纲鉴择语》；光

绪丁丑年（1877）的《甲申传信录》；光绪二十八年（1902）

的《文献通考纪要》；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陕西乡试举

人榜》。民国时期有：1924 年的《中日条约汇纂》；1930 年

《胜利的退却———徐州突围》；30 年代的《世界画报》；30 年

代榆林出版的《上郡日报》、《陕北日报》；40 年代《阵中日

报》、1924 年《榆林之花》、《榆中旬刊》等。建国后有：各类

报纸、图书、期刊；《中国史》《世界史》等史书传记；《辞源》
《辞海》《中国名人大辞典》等工具书；《榆林地区志》、《延绥

揽胜》、《延绥镇志》、《葛氏总谱》等地方志。
馆藏珍贵档案：

房产契典

榆林市档案馆馆藏最早的档案是清代乾隆五十六年

（1791）的房产契典，是一件官契典，长 58 厘米，宽 56 厘

米，载体为麻纸毛笔书写，字迹清晰，纸张完好。全文 400

余字，内容为“张薛氏同两子，因需钱使用，将祖置破房一

所，经人说合，绝卖与本城人王鼎名下，估时价钱叁拾千文

整，外起坐画字钱壹千文，当日钱房两过，并无逼勒折准等

弊，自卖之后倘张姓族有人争端者，有张薛氏母子承当，恐

后无凭，专立此文卷存照。”落款时为乾隆五十六年四月初

六日，下置榆林县赤字方印。立卷人孀妇张氏同子张耀、张
皋，说合人薛国相，同中院邻十多人签字画押。

随附陕西西安布政使司契尾 1

份，长 43 厘米，宽 28 厘米，为刻印

统一制式。在印制好格式的空白处

用毛笔填写了王鼎买张薛氏房一

所，价银叁拾两，纳税银玖钱，布字

伍千柒佰壹拾捌号，右给业户王鼎

准此。落款乾隆五十六年四月初八

日，盖有陕西西安布政使司和榆林

县赤字方印。这件房屋契典反映了

清中期房屋典卖纳税的情况，对研

究清代陕北地区的契劵文书有着

重要的史料价值。
谕———一位知府的善事

此谕，是榆林府林士班于同治十二

年（1873）年八月十二日给任学重

的指示：关于设立资教济困基金有

关问题的安排。全文 593 个字，宽

28 厘米，长 90 厘米，除眉首发谕

人“特用道坐补汉中府署榆林府正

堂林”的职衔用条行阳印外，其余

主体文均用毛笔手写。正文无标

点，没段落，但层次分明，条理清楚。
谕中首先提出为人需要善心，力争办善事的论理，倡

导“善事视乎力，善念由乎心”，“人不可无力而不为善事、
不可无念不存善心”的思想主张。进而升华践行，体察到榆

林“民力凋敝、乞丐遍塗”、“三年一科应试者少”等凄凉困

境，决定从自己的路费中“匀出制钱壹百串”，作为资教济

困基金，办一件善事。接着安排了“善款”的资助对象和管

理使用方法。明确规定用“善款”的利息资助参加科考学子

（40 千的利息）和孤寡员困老（60 千的利息）两类困难人

群，并对资助贫困人群款又分各半，细化到具体使用者。最

后指明立此谕的目的是能此“善款”后续延用。落款和中部

盖“榆林府印”。
本谕言简意赅，寓意深刻，反映了一位清代官员胸怀

善心、力办善事的为人风范，这也正是当代提倡的为人之

道。因此，此谕的开放利用有其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
发谕人林士班安徽怀远举人，时为榆林知府。

户部执照———卖官赈灾

这件执照系榆林籍俊秀任城彦捐银 24 两，由陕西户

部颁发的“从九品职衔”的凭证，即类似今日的任命（或录

用）干部通知书。
执照系刻印版，统一制式，颁发于光绪二十七年

（1901）七月十八日。此件长 57 厘米，宽 48 厘米。前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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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文字记述当朝开办“实官捐输发实官执照”及“贡监虚

衔赈捐发照”的起因及办法。事起陕西、山西巡抚上奏“秦

晋灾区甚广”，请求卖官赈灾。即谓“开办实官捐输呈请发

实官空白照”，“又据奏开办贡监虚衔赈捐案”发照。户部于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旨准办。但因“急赈迫不及

待”、“为赈急迫起见”，本应由京颁发的执照，变通为由陕

西户部刊版颁发，并“令该抚督饬各局员，认真稽查编号盖

印”、“造其清册”、“咨部核准银数”后即办照，同时申明了

捐银上解及发照收取“照费”应按奏章办理等事宜。最后在

印制好格式的空白处用毛笔手工填写了任城彦的姓名、年
龄、职衔等级、捐银数目、祖宗三代、本人籍贯、发照年月日

等。执照前和发照时间上两处盖有“陕西户部关防”，并在

骑封上有“印”记。
执照全文 373 个字，用于任命任城彦为官的文字仅有

100 余字，其余都是说明捐银送官的理由及办法，于其说

这是录用人才的执照，不如说是当时朝政卖官赈灾的自供

和申辩。此执照对研究清末政治、经济及文书都有很大的

参考价值。
《榆林之花》与《榆中旬刊》
《榆林之花》与《榆中旬刊》由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文学

家、史学家、画家王森然在榆林中学任教期间创办。1924

年 2 月，王森然应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的邀请由北京来到

文化落后、风气闭塞的陕北榆林中学任教。他在榆中任教

的一年间，热情宣传民主和科学、传播马列主义，同杜斌

丞、李子洲、刘志丹等人先后成立“陕北教育改进会”、“青

年文学研究会”，创办贫民学校，积极致力于教育改革，为

传播马列主义和新文化运动开辟了广阔天地。
五四运动后，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各种刊物如雨后

春笋般在中国各地涌现。1924 年 5 月 6 日王森然在陕北

榆林中学创办的《榆林之花》周刊创刊。作为天津《醒钟报》
附刊出版，每期 8 开两版，竖排版，长 40 厘米，宽 23 厘米，

单独发行。从 1924 年 5 月 6 日出版第 1 期到 6 月 17 日

共出版 7 期，馆存 2 至 7 期。所刊登的文章、诗歌是从学生

的作品中精选的，每期刊载 5 篇左右文章，包括连载文。其

文章有《我们为什么要出周刊》、《青年的婚姻问题》、《陕北

的教育谈》、《我们自己应该怎样》，还有刘志丹的《春天的

榆林》、《我的母亲》两篇连载文，曹力如的《我的隐痛》，王

森然的《孤雁》等。
《榆中旬刊》前期为《榆林旬刊》，1924 年 6 月 19 日由

陕北榆林中学王森然创办创刊，作为天津《新民意报》附刊

出版，每期为 16 开共 8 个页。该刊长 27 厘米、宽 20 厘米、
单独发行。馆存第 1 期和第 6 期，现保存完好。其文章是从

在校学生作品中精选出的，文章有《青年的烦恼》、《旧家庭

和青年的前途》、《青年的使命》、《理想的家庭》、《二十年后

之中国》、《六一的感想并告青年》等文章，这些文章内容有

为控诉封建婚姻制度对青年人的束缚与迫害，强烈抨击旧

传统和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与虚伪，号召青年奋起反抗，

深刻揭露反动军阀、官僚肆意横行，残害人民等种种不平

等的社会现象，召唤人们说“我们中国现在糟到这种地步，

救危救亡，能说不是青年们的使命吗？”。
《榆林之花》、《榆中旬刊》这些校园刊物，宣传民主与

科学，提倡新文学，介绍中国革命和马列主义，号召青年反

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同封建社会一切余孽进行革命，在陕

北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大批进步青年走向了革命道

路；对研究刘志丹、王子宜、曹力如、武开章等一批陕北革

命青年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思想形成与发展，及中国共

产党在陕北组织的建立等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作者单位：榆林市档案局）

（上接 37 页）让他住在周岐。通达而惠爱的乙祖，来配他

们君长的远大规画，纳入于心腹之臣。善良英明的亚祖

祖卒，分立宗支，蓄育子孙等。这段铭文比较翔实地记载

了周朝初期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等诸王的

功绩以及周王家史。2003 年 1 月 19 日，宝鸡眉县马家

镇杨家村王宁贤等 5 位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了一个西周

青铜器窖藏，共有 27 件青铜器，距今有 2700 多年，且件

件有铭文，27 篇铭文总字数达 4000 多字，其中逨盘铭文

21 行 372 字。其大意是，我显赫伟大的始祖单公，能明慎

其德，积极辅佐文王、武王消灭殷啇，建立国家统治勤劳

所得疆土，以配上帝。这段铭文记载了西周王室倚重的

主要支撑力量单氏家族八代人辅佐西周十二王征战、理

政、管理林泽的历史。它为破解周朝诸王时代的划分提

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同时，也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

重要的实物。将对 " 夏商周断代工程 " 及西周时期历史

文化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宝鸡是文物大市，在已出土的一万多件青铜器中，

其中不少都有铭文，作为档案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

义务来收集、整理、保管好青铜器铭文的拓片、图片、照

片等珍贵资料，并对外提供利用，让这些铭文在佐证历

史、学术研究以及传承文明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宝鸡市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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