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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档案文化主阵地建设，使档案馆成为地域文

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从档案馆的“文化”魅力中潜移

默化地宣传档案及档案工作，进而营造各方关注、支持
和参与档案工作的深厚氛围，使档案馆工作赢得各级

领导、各部门单位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从而实现档

案事业科学有序、快速高效地发展。把档案馆打造成档
案文化主阵地，就是要在固定式档案文化展览基础上，

从档案馆的外观、布局、资源、内涵等方面彰显浓厚的
地方文化色彩，使档案馆成为地域档案文化品牌的一

个文化阵地。
一、不断解放思想，突破传统观念束缚
1.要从档案查阅利用的服务者向文化建设者角色

转型。档案馆作为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尽管

为各地文化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信息，发挥了其他
部门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但还是脱离不了“三线”工
作和“冷门”行业这一角色定位。档案文化主阵地建设
就是要求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和定位档案馆在文化建设

中的作用和角色，不仅要成为文化建设的服务者，更应

成为文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直接参与各地文化建设

工作，使档案工作人员真正成为文化建设的“一线工作

者”。
2.要从档案文化资源的管理者向文化传播者角色

转型。在各地文化建设中，管理文化信息资源的档案馆

工作人员，不但要成为档案文化的建设者，更要成为档

案文化的传播者，通过从档案馆固定展厅向定期在社

会上进行巡回展示的机动展览的深化，从档案文化作
品的编撰者向走上讲台、走进电台进行档案故事播讲

者转变，将单纯在档案系统赠发和评奖的编研作品向

面向社会大众进行出版发行的档案文化精品提升。
3.要从档案实体存贮基地向文化展示场所角色转

型。随着馆藏优质档案文化资源的不断丰富，档案馆自
身已经具备了从文化存贮到文化展示的内在条件。档
案馆工作人员在切实做好文化资源存贮工作基础上，

要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丰富这一优势，纵深度、全方位地

挖掘开发档案文化，通过展览、网络、作品、视频等多平
台、多内容、多媒体形式充分展示地方历史文化，将档
案馆建设成为富有地域文化特色和档案文化元素的城

市文化阵地。
二、提高文化品位，彰显档案文化魅力

1.馆体建设上要突现地方文化特色。档案文化主
阵地建设首先应注重馆体的文化元素点缀。在新馆规
划设计时，按照建设一座具有当地文化标志性建筑的

目标，在新馆选址、外形设计、功能布局、内部装修等方

面应多考虑一些文化因素，选址上应尽可能靠近当地
政治、文化活动的主要地域和其他文化建筑群，外形设

计尽可能代表地域主流文化，内部装饰材料及其装饰
风格要有文化韵味，馆内走廊、楼梯等公共区域应进行

文化艺术布置，馆内各文化展示区和文化教育传感区
应做到区域协调统一、内容互为呼应、引导指示明显突

出，使人们走进档案馆就能感受到一种文化气息，感到
走进档案馆是一种文化享受。

2.馆内展览上要营造浓厚文化氛围。展览主题的

选择要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实际，着眼

于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多样性需求的现状，结合馆藏

文化资源，选择一个既具有时代特色，又能反映城市文
化个性的题材作为展示主题。展示手法要做到动静结

合、远近交叉、视觉变换、立体感染，使实物、模型、展
板、灯光、背景等布置艺术，声控、触摸屏、投影屏、数字
电视、电子书等现代展示媒介配置科学，导示信息、花
卉装饰、宣传折页等辅助设施完整齐全。展示主题要按
多级展示目录，通过区间、实体、虚拟展示等艺术手段，

结合造型别致的背景、灯光设计和形象逼真的仿真、蜡
像等艺术实体展示，实现展示主题鲜明突出、手法变化
多样、造型美观别致，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3.馆藏资源上要优化文化资源管理。档案文化主

阵地强调馆藏档案的“文化”属性，表现在对文化资源
的管理上注重地域文化资源的个性进行分类管理和高

效利用。如图片信息的优化管理，就是要通过创新图片
接收模式，建立图片收藏网络，设置图片收藏联合全

宗，建立开放式的图片信息应用平台，引入市场化运作

机制，以制度和协议的形式建立以档案馆图片中心为

核心的社会图片收藏、管理、利用体系，使图片信息中

心成为档案馆的一张文化名片。
4.资源利用上要彰显档案文化特色。档案馆作为

档案文化主阵地，就是要在文化资源利用上亮出自己

的品牌，与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所进行不对称竞争，按

照“你有我精、你无我有”的思路，建立具有档案馆特色

的文化资源阅览场所。如设置姓氏宗谱、名人资料、地
方作品、地方文献、图片信息等资源中心自主检索和阅

览场所，建立网上地域文化展和地域文化电子书籍阅

览，将窗口柜台“一对一”式的查阅为开放式的自主阅

览，使档案查阅中心成为广大市民、专业文化人士、中
小学生都愿意光顾的重要文化场所之一。

三、借力文化支点，推动档案事业发展
1.发挥主阵地良好的品牌效应，实现文化资源整

合。当档案馆成为档案文化主阵地后，从外观、展示、服
务等方面所突现的文化品牌，为馆藏文化资源及资源
提供者带来“名誉”或“利益”上的效应时，档案文化主
阵地的品牌也会引发文化资源进馆的“蝴蝶效应”，能

更广泛地获得社会对档案馆开发档案文化资源能力和

水平的认可，提高人们对文化资源整合工作的支持，大
量优质文化资源会在文化品牌的感应下进馆收藏，丰
富档案馆的文化资源内涵。

2.发挥主阵地建设的人脉体系，拓展档案文化领
域。档案馆档案文化主阵地建设的过程，是档案部门与

社会各界文化人士共同合作打造档案文化品牌的过
程，也是档案文化走向社会大众、服务大众文化的重要

手段，更是完善档案文化建设队伍的重要途径。如与宣
传部、文联等部门合作，实现档案文化在文化宣传领域

的拓展；与民间文艺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等社会文化团
体合作，实现档案文化在民间文学、乡贤名人研究、图
片摄影、宗谱修编等领域的拓展，借助社会文化工作者
的特长，推进档案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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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就档案馆如何围绕“大力推进档案文化建设战略”目标任务，实现

从实体档案馆、数字档案馆向档案文化主阵地的又一次自我完善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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