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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科研活动
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数据、声像、模
型等各种载体。它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真实记录，
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依据。城建档案馆是国家和
社会的文化宝库、知识中枢，是城市建设中文化财富的
集中地，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和印记。因此，在城建档
案的诸多属性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属性是文化性。文
化属性是城建档案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属性，决定了城
建档案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及相应的文化教育功能。

一、城建档案的文化属性
首先，城建档案是人类文化在城市建设中的积淀

和发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自从出现了城市，
就产生了城市的建设活动，不管是原始、简陋的建设，
还是现代化的摩天大楼；不管是粗糙、简易的管理，还
是现代计算机网络管理，都要产生和使用档案。在城市
建设活动中，除了物质形态建筑外，还有精神和文化的
创造。城建档案不仅包含了科学技术的内容，还包括了
管理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内容。
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城建经验的积累和技术水平的
提升，城市建设活动规模日益扩大，建筑材料不断多
样，建设技术含金量日见增多，城市建设事业遵照从低
级向高级运作，但都离不开档案的积淀、参照。其次，城
建档案载体本身就体现了文化的内涵。从龟甲、竹简、
木牍、金石、羊皮纸到胶片、磁带、磁盘等感光和磁性材
料，档案载体正朝着轻便、耐久、易于保存和传递的方
向发展。从档案的记录方式看，由结绳、刻契、图画、手
写、印刷到摄影及电子脉冲刻录等，档案的记录方式经
历了由手工到机械，再到电子技术的发展过程，从文
字、图形朝着声频、视频及多媒体方向发展。从载体和
记录方式的演变，折射出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
步，各类档案载体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真实写照，它的
演变和进步反映了一个时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
发展水平，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差异。

二、城建档案馆的文化教育功能
一般而言，档案馆的文化教育功能是指档案馆作

为党和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利用丰富的档案史
料，主动开展社会宣传教育，向社会进行富有教育意义
的档案文化传播，使人类精神在一种时代文明的层面
上代代传递。它主要是以档案实物具有的真实、可信、
直观、生动的特性为基础的。在城建档案的诸多属性
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属性是文化属性，其文化属性决
定了城建档案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城建档案在城市
文化的建设中扮演着文化的储存者、保护者、传播者、
推动者、组成者五种角色。从广义上讲，这些都是城建
档案文化教育功能的体现。笔者认为，就城建档案工作
来说，社会文化教育功能是其众多文化功能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必须要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一，虽然城建档
案工作的宗旨主要是为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城市建设、
城市管理工作服务，本身不是专职的社会教育机构，但
城建档案工作是整个社会文化事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
系统，具有丰富的文化教育资源，从广义教育的要求来
看，社会文化形态的进步内在地要求城建档案有义务
为推进整体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
贡献，它是社会文化教育的一个特殊阵地，社会教育是

城建档案的特殊功能，也是城建档案馆的重要社会价
值所在；其二，从城建档案工作本身的发展来看，积极
参与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有利于提升城建档案工作社
会地位，在利于赢得社会各界对城建档案工作的重视
与支持，有利于城建档案自身事业的发展；其三，城建
档案人员参与社会文化教育活动，有利于自身文化素
质与专业素养的提升，拓宽工作视野，不断适应现代城
建档案工作发展的需要。

三、城建档案馆文化教育功能的实现策略
1.更新观念，以文化意识指导城建档案文化教育工

作。城建档案人员首先要重视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强
化文化意识，培养文化敏锐性、判断力，增强文化使命
感、责任感。只有这样，城建档案人员才能积极地投身
到社会文化教育工作中，取得较好的社会文化教育的
成效。

2.强化宣传，主动为文化教育事业服务。城建档案
馆应该重视利用各种途径加大对城建档案文化教育工
作的宣传力度。如可利用当前公众的休闲活动实现城
建档案的文化功能，即通过举办专题展览、主动提供查
询利用、利用互联网等方式满足大众的文化休闲需要。
城建档案部门还可以直接和学校等教育部门携手合
作，到学校举办专题展览、科普报告会、爱国主义报告
会等，直接将有关文化教育的信息传递给广大青少年；
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下，直接将城建档案馆建设
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社会公众开放等。

3.丰富馆藏，提升城建档案馆藏的文化品味。城建
档案收集内容主要涉及城市规划、城市勘测、城市建设
管理、城市基本建设工程竣工、城市基本建设科研、城
市管理基础资料等六大部分。为了充分发挥城建档案
的文化教育功能，有必要在强化上述馆藏内容收集的
基础上，进一步重视收集富含教育意义的城建档案原
始材料，如地方城建文化遗产、名人名宅、地方城市建
设重要成就、革命历史名胜与建筑、城建与环保、城建
科普知识等。

4.重视编研，开发城建档案文化教育资源。编研工
作是利用城建档案进行社会文化教育的不可缺少的重
要环节。要善于利用现有的城建档案材料基础，选择合
适的编研主题，如地方建筑名胜、新时期城市建设成
就、科学知识在城市建设中的运用、城市建设中的传统
与创新等，充分开发城建档案中的文化教育资源，形成
书籍或制作成光盘、系列图片等。此外，编研工作还需
要领导重视、组织得力、合理规划，并加强与相关教育
部门的合作。如目前在我国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中，基
于地方文化的地方课程、校本课程日益受到重视，而城
建档案所提供的有关文化教育资源恰好可填补一部分
空缺，只要与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就一定能够取得显著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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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属性是城建档案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属性，决定了城建档案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及相应的文化教

育功能。城建档案馆应从更新观念、强化宣传、丰富馆藏和开发文化资源方面促进自身文化教育功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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