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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各地旧城改造，城市

“同质化”，逐渐失去特色和多样性；同时，城市文化

失去根脉，城市人群缺乏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城市

记忆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 目前学术界对城市记忆

还没有形成统一共识， 本文中的城市记忆是指处于

同一座城市的群体随着城市的形成、 发展和变迁在

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共同记忆。

档案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原始记

录，是辅助记忆的重要资料，“档案记忆观”也逐渐成

为档案界共识。 本文从档案与城市记忆建设的匹配

性入手分析， 梳理并总结档案在城市记忆建设中的

重要价值； 从资源管理的视角出发， 以资源的 “输

入—处理—输出” 为框架和线索界定城市记忆建设

[摘要]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记忆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档案是城市记忆的载体，是保护和构

建城市记忆的重要资源。 本文总结了档案对城市记忆建设的重要价值，并将以档案为资源进行的城市记忆

全过程建设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为今后的研究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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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in our country, City Memory attracts broad attention.

Archives are the carrier of City Memory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tecting and constructing City
Memory.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e importance of archives in constructing City Memory and the whole pro-
cess of City Memory construction basing on archival resources from two aspect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which can be a reference for the nex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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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以档案管理环节为基础，深入探究城市记忆资

源从调研、 收集到开发与展示的全过程建设的研究

和实践进展，总结已有建设成果并分析研究不足，为

今后的研究和实践作参考。

2 档案———城市记忆建设的重要资源

2.1 城市记忆建设依赖于记忆的延续

2.1.1 记忆的存储与延续需要载体。 记忆是人脑

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 保持、再现或再认。 孙德

忠 [1]从认识论角度出发认为社会记忆由主体、客体

和中介三个基本要素构成， 中介是连接主客体的工

具手段。 康纳顿 [2]认为社会靠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

来实现记忆传递。 朱蓉[3]认为城市记忆主要由记忆

客体材料和主体两部分组成， 显性客体材料由人体

可感知的物化形式来彰显， 隐形客体材料则由以表

达概念、意义的符号与行为来传承。

总之，不管是个体记忆还是社会记忆，都需要客

观内容的承载者以实现存储和传承，即记忆载体。

2.1.2 档案是城市记忆的有效载体。 具体表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档案是人脑记忆的延伸。 任汉中[4]指出了

人脑记忆的四个缺陷： 容量有限、保真性受到质疑、

因人的寿命有限而消失、 在交流上受时空限制。 丁

健[5]强调“档案是人类记忆功能的延伸”。 汪俊[6]进一

步指出档案弥补了人脑作为记忆载体的容量有限及

容易失真等缺陷，避免了“失忆”，是将个体记忆转化

为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

其次， 档案是稳定的记忆载体。 肖岚 [7]认为档

案作为记忆载体有一定的稳定性， 表现在它不会因

为记忆主体的消亡和历史的变迁而受到影响。 张丽

萍 [8]认为人们通过纸张、磁盘、光盘、照片等介质材

料，以书写、刻录、数字化等方式存储在载体上，将人

类记忆固化起来， 信息内容不会随时间的流逝增减

和变化，具有稳定性。

2.2 城市记忆建设依赖于可靠的记忆信息

2.2.1 档案是城市记忆的反映。 主要表现为以下

三点：

档案体现城市记忆的完整性。 黎妍晖 [9]指出档

案是各个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

记录， 也包括了城市从形成到发展各个阶段方方面

面的历史记录， 在内容信息上是丰富广泛的。 许典

利 [10]指出档案涵盖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

化、技术等多领域的历史记录，人们通过积累档案保

存历史事实。

档案体现城市记忆的连续性。 薛真真 [11]指出档

案的储存具有连续性, 能不断地将新的社会文化信

息即时地吸纳过来。 黄鹂[12]将档案看做是保护过去、

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 张丽萍 [8]认为档案工

作者经过长期的工作实践形成了收集、整理、保管、

利用、鉴定、统计、编研等档案整理工作环节，这些连

续的工作环节有效地保证了档案所记录的记忆的连

续性。

档案反映城市记忆的选择性。 丁华东 [13]借用认

知心理学的“记忆选择定律”说明记忆具有选择性。

库克 [14]指出“主要的历史诠释行为并非发生在史学

家打开档案盒之时， 而是在档案工作者装盒之际”。

张丽萍[8]认为具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档案被档案工

作者选中，经过系统整理，赋予档案新的品格，形成

了未来将要被拥有的新的历史记忆。

2.2.2 档案对城市记忆具有补校与恢复作用。 具

体体现为：

第一，档案作为实践活动的证据，可补证校验历

史。徽学研究专家栾成显指出：“大量的文书档案，具

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质，是研究历史文化的第

一手资料，它不仅可以对典籍文献加以补正，而且具

有独特的、新的研究价值。 ”[6]丁华东[13]考察史籍，认

为“二十四史”无一不是在充分利用档案的基础上撰

修而成的。

第二，档案作为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可实现缺

失记忆的恢复。 保罗·康纳顿 [2]提出“记忆的恢复借

助了外来原始资料”。 刘辉[15]举例说明如长城仅凭外

观只能获得它的结构、形状和建造材料等信息，若有

档案可查，则可获得它的建造年代、建造过程和背景

等深层次信息。 汪俊[6]将档案视为记忆建构的“元资

源”，是第一手材料，许晶晶[16]以“对古建筑的抢救性

修复或重建需要以设计图纸作依据” 对此进行了论

证。

2.3 小结

随着 1992 年“世界记忆工程”的实施，“档案”与

“记忆”联系日趋紧密，档案界普遍认同档案的记忆

属性，“档案记忆观”成为学界共识。 在此基础上，大

多数学者都从档案的基本属性出发论证档案是城市

记忆的载体，以及档案本身就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但是， 在目前对于档案是城市记忆建设的重要资源

的研究多是从档案与城市记忆的关系来谈档案的重

要性，未能从城市记忆建设的角度出发，阐明城市记

忆建设的具体要求， 从而实现建设目标与资源特性

的匹配。 这一点还有待深入探讨和论证。

3 城市记忆资源建设全过程研究

记忆与档案具有统一性。 杨惦南 [17]认为记忆活

动的识记、保持和再认、再现，与档案工作的收集、保

管和开发利用等基本环节有相似之处； 而记忆中的

“记”与“忆”和档案工作的“收藏管理”与“社会利用”

这两对相似的基本矛盾都贯穿记忆活动和档案工作

的全过程。 尹雪梅[18]认为对城市记忆档案资源进行

整合、激活、再现、传承的过程就是城市记忆的构建

过程。

本节基于资源建设与管理的视角， 认为以档案

资源为基础进行城市记忆建设是一个以资源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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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基于档案的城市记忆资源分布呈现出集

中性与分散性并存的特点： 集中保存于档案馆等文

化机构，散存于民间及海外。资源分布的这种现状造

成不能摸清全部城市记忆档案资源， 但为资源收集

方式的选择及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3.2 城市记忆资源输入

因记忆资源分布广泛， 资源输入可理解为城市

记忆档案资源的收集。 收集方式要依资源分布和表

现形式的特征而具有针对性，笔者根据学者 [31]-[43]的

观点总结了如下四种。

综上来看， 对于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划分及范

围的确定较为复杂，要兼顾物质形态与反映内容，还

有待更为细致和深入的考察。

3.1.2 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分布。 西班牙国王胡

安·卡洛斯 [26]曾指出 :“档案馆是保存人类记忆的各

种表现形式, 保存社会记忆、 个人记忆的最权威场

所。 ”档案馆是保存档案资源的权威场所，大部分城

市记忆资源也存于档案馆中。 王新利[27]、黄振平[28]指

出图书馆、博物馆也是城市文明的收藏者，保存有各

种老照片、书信、档案等，如上海图书馆珍藏的“盛宣

怀档案”。 戴志强 [29]指出由于档案形成主体的多元

化，民间团体、企业、协会、个人等也保存有城市记忆

档案资源。 谢文群[30]强调近代以来因战争劫掠、盗掘

以及不正当贸易等诸多因素， 我国大量的历史档案

流散在国外。

入———处理———输出”为主线的管理过程，是从记忆

资源调查、收集、开发，到城市记忆成果的展示与应

用的全周期的建设过程。

3.1 城市记忆资源调查

综合各学者观点[19][20][21]，本文中的城市记忆档案

资源是指在城市形成、 变迁和发展中直接形成的对

城市具有重要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一方面我们不

可能认为所有的东西都重要， 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

没有选择地进行记忆或者保存。 ”[13]历史上形成的档

案浩如烟海，“应对资源的来源展开深入调查， 掌握

资源数量、 分布情况、 原始形式等具体信息”[22]，这

是进行城市记忆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3.1.1 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范围。 基于档案资源

进行城市记忆建设， 首先要了解哪些档案才是我们

所需要的记忆源泉， 这就需要确定城市记忆档案资

源的具体范围。

王立荣[23]按载体形式来划定城市记忆资源的范

围，将其分为体载类、文献类和实物类，任敏[24]（表1）
认为城市记忆属于“文化遗产范畴”，从档案所反映

内容的物质形态来划分城市记忆档案资源， 但分类

较为简单，不够详尽；郭红解 [25]（表 1）总体上按事由

原则对城市记忆档案资源进行分类， 涵盖城市发展

的方方面面，但仅关注文献类资源，仍具局限性。

表 1 城市记忆档案资源范围

表 2 城市记忆资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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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城市记忆资源处理

3.3.1 记忆资源有序化。 收集的档案资源是大量

的、零散的，无序的，不利于记忆主体的获取和理解。

因此，要对资源按一定方式整理，使之有序化以方便

利用。

张忠凤 [44]、王立荣 [23]都主张建立书目数据库、全

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专题数据库、信息资源导

航系统等来全面梳理档案资源。 在档案资源有序化

的维度上，薛匡勇 [20]认为从范围上可分为局部和总

体整合，从程度可分为初步和完全整合，从维度上分

为横向、纵向和立体整合。 郭晶[45]则在具体方法提出

自己的见解，认为可根据档案形成主体性质、反映对

象、载体形态的特殊性、“高龄”情况进行资源整理。

3.3.2 记忆资源编纂。 一些学者认为档案编纂就

是对记忆的建构。 如丁华东[13]认为编纂活动中对记

忆资源的“挑选、考订、校勘、编排和注释”，是“对断

裂记忆的延续，破碎记忆的整合”，是对历史记忆的

重塑。 连明发[46]认为档案编研就是城市记忆“记”与

“忆”的循环模式的体现，既是记忆客体在主体意识

中留下痕迹的过程， 又是记忆主体将客体材料重置

于现实并识别和理解的过程。

在资源编纂的方式方法上，连发明 [46]提出应遵

循集体性、原真性、整体性、系统性的原则；卫奕[47]对

资源的利用提出了具体要求：客观选材、适度阐释以

保证真实记忆，多角度选题选材以保证广泛记忆，加

强细节的挖掘以保证深度记忆， 注意形式的变化以

保证生动记忆；刘建英 [48]等认为在新形势下要以需

求为导向确定选题， 通过联合编研的形式优化工作

成果，依靠网络编研提高实效。

3.3.3 记忆资源数字化。 记忆资源的数字化，即

“利用现代各种信息技术手段，对传统实体资源进行

录入、扫描、加工等处理，将其转化为计算机能够识

别的数字图像或文字，形成电子目录数据库、原文数

据库、多媒体数据库等数字资源”[49]。 “数字化形式的

建设成果在可用性、共享性、持久性等方面更具有优

势”[37]，既是存留过去的需要，也是适应未来的要求。

对于记忆资源的数字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探讨城市记忆数字资源库建设方案。 冯惠

玲 [50]提出的“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以档案数字资

源为主体，以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为记录形式，

各地区、各行业可分别建设子库。 樊树娟[51]在此基础

上分析了其可行性与实施原则，提出了“加强领导，

通力合作”、“资源收集多样化”及“加强数字资源管

理”等策略。 吴建华等[52]提出了具有整合、传承和服

务功能的数字档案中心，作为城市记忆的“仓库”和

“窗口”。

二是研究数字化资源的组织及规范。 必须采用

“统一的数字元数据标准”[53]以实现资源共享。 资源

存储及转换标准的统一能够移除多机构合作资源采

集过程中存在的格式不统一的障碍, 为资源的组织

及深度利用奠定基础。 [54]“美国记忆”通过“技术方

案”和“质量标准”两方面要点对资源的基本单位、编

目与元数据、检索与索引、系统建设、质量标准等进

行了规范。 [55][56]范维晨[57]另辟蹊径，从 Web2.0 视角出

发， 提出除元数据之外的分众分类法和主题地图的

资源组织方式，但其现实可操作性还有待检验。

3.4 城市记忆成果输出

实现成果输出原因有二：其一，档案资源作为触

表 3 城市记忆资源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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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记忆和过去事件回忆的“试金石”，只有在“被获

取、理解与利用”[58]中才能发挥这种的功能，这就需

要城市记忆主体的参与； 其二，“保存城市记忆最好

的方式是不断传播城市记忆”[59]，档案是一种固化的

记忆或载体， 以档案资源为主体建构的城市记忆传

播范围有限，被记忆主体认知的机会有限。 因此，只

有通过多种形式将成果输出， 通过与记忆主体的相

互作用，被人们广泛理解和认知，才能形成共同的城

市记忆。

3.4.1 输出目的。 城市记忆成果输出主要实现两

个目的：

一是实现历史文化的展示与传播。 徐拥军 [60]强

调中国记忆工程旨在促进国家文献遗产的保护和中

华文化的传承，提高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

增强全球华人的归属感、身份感，促进中华文明的对

外传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魏彬冰等[35]认为通过

展览、 图书、 声像和学术研究等形式的城市记忆输

出，能够为公众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体验、历史追溯、

精神熏陶、审美鉴赏”。

二是实现成果的应用与拓展。首先，建设成果可

应用于城市管理。 赵淑梅[61]总结辽宁省丹东市实践

经验， 希望利用城市记忆资源形成的专题资政报告

实现对城市建设规划的建言献策，帮助政府决策。其

次，建设成果可应用于教育领域。 游毅[62]建议我国

的城市记忆建设能借鉴“美国记忆工程”，将记忆材

料大量投入到中小型教育， 提供给公众做终生学习

之用。 最后，建设成果可应用于相关产业发展，实现

增值。 杨雪云、丁华东[63]总结徽州市利用城市特色记

忆开发传统产品、吸引外资、开发旅游景点等经验，

可将记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

3.4.2 输出平台。 城市记忆的传播需要媒介，城

市记忆建设的成果输出可分为线上和线下双渠道。

线下主要是传统媒介，如出版社、电视台等。 刘

瑛 [64]认为档案部门要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

出版相关书籍、光盘等；加强与电视媒体的合作，制

作播出城市记忆宣传片。此外，举办展览也是实现城

市记忆传播的有效途径。 宋鑫娜[65]提出展览的地点

可从传统的社区、 学校等拓展到文化广场、 商业中

心、旅游景点、机场大厅等社会公共场所，扩大覆盖

面。 刘立[66]指出要对所展览的资源的“获取渠道、体

现的历史背景、包含的内容、存在的意义等做充分说

明”，以此“激发他们对城市的历史进程研究的兴趣，

以及身为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感和自豪感”。

线上则是通过网络实现输出。 陈斌珠 [67]提出既

要借力档案网站，设置有关城市记忆的栏目，又要借

助即时交互、简单方便、大众广泛的博客和微博，并

设置相关链接扩大关联度。 周婷[68]则主张建立专门

的城市记忆网站，利用网络技术，构建网络化的信息

平台，更好地扩大宣传和利用。

3.4.3 输出形式。 刘付英 [69]指出城市记忆“以文

字、表格、图纸、照片、拓片、摹本、音频和视频等多种

形式相结合” 的形式来展现， 尽可能地反映城市原

貌。 陈斌珠[67]总结并建议城市记忆展示主要有以下

几种方式：一是利用图片、照片加文字的形式展示，

二是采用在线网络视频展示， 三是建设 3D 虚拟展

厅，采用三维方式展示。 丁华东[70]认为可通过档案汇

编、档案图片选编等形式实现内容挖掘和展示，以文

本、图像、声音、声像、多媒体等形式管理。

结合上一节输出平台的归纳，输出形式为两类：

一是图文型，包括文字型、图表型和图文结合型，如

文字汇编、图文并茂的展览等；二是影像型，主要包

括音频型和视频型，如电视纪录片、光盘等。

3.5 小结

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的研究有两方面趋势： 在认

识上，重视程度增加，研究范围逐步展开，涉及资源

的收集、开发与利用等方面；在方式上，由传统向现

代发展，顺应时代要求，开始在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方

面提出构想与方案以实现资源的长期保存与建设。

但仍存在不足：首先，对资源建设的认识深度不

够，只关注其中一两个阶段，未能形成对资源全过程

建设的整体认识，缺乏系统性；其次，资源开发的方

式有所局限，多数研究集中于传统的档案编研，缺乏

创新性；最后，数字化资源建设研究仍显空白，文章

较少且多为整体方案设计， 技术及应用还需进一步

探索。

4 城市记忆工程实践研究

城市记忆工程缘于 1994 年冯骥才为“抢救天津

老街”而发起的“历史文化考察与保护”活动。这项活

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掀起了保护城市记

忆的序幕。 2002 年青岛市率先提出了“城市记忆工

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开展“城市记忆工程”

的城市已有 50 多个大中小城市并不断有新的城市、

区加入进来。

本章从城市记忆全过程建设的角度出发， 以记

忆资源的“输入—处理—输出”为基本维度，抓取典

型城市，探究全国城市记忆工程建设实况，总结建设

实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规律并查找不足。

4.1 城市记忆工程举要

韩若画、 加小双等对城市记忆工程的典型做法

已做总结，本文列表在此基础上，结合上海城市记忆

论坛集、相关网站内容及新闻等，对城市记忆工程做

进一步梳理。

4.2 小结

十余年的城市记忆工程实践取得了一些成绩：

从地区来看，由开始的大城市逐步向中小城市发展，

从沿海发达城市逐步向内陆城市推进， 由城市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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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区、县延伸；从方式来看，由拍摄记录城市面貌到

收集各类资源并进行有序开发利用， 收集以及开发

利用的形式也根据资源类型和时代需求逐步多样

化。 但仍存在诸多不足：

4.2.1 一是对“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的认识有待

提高。许多城市盲目跟风，对“什么是城市记忆”以及

“怎样将收集的资源提炼为城市记忆” 没有深入认

识，认为仅仅拍摄、收集就是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缺

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认知。

4.2.2 二是实施及参与主体有待扩展。 城市记忆

资源建设虽以档案资源为主体， 但也涵盖其他多种

资源。 目前我国城市记忆工程的实施者绝大多数为

档案部门， 其他部门的参与度不够； 另外，“城市记

忆”的主体是全体市民，应广泛调动社会各阶层和群

体的力量共同参与城市记忆资源建设。

4.2.3 三是资源建设的技术和手段有待创新。 目

前的城市记忆工程仍然以拍摄、 编研和展览为主要

方式，缺乏创新性。 在新时代应与时俱进，以先进技

术支撑多样化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手段， 提高资源建

设的效率和效果并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

4.2.4 四是建设成果的应用与拓展亟待加强。 目

前绝大多数工程都以保存和展示为工程终结， 没有

建设成果的应用意识。 工程建设的成果是对城市记

忆资源的深度挖掘和提炼，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应充

分利用，应用于文化、教育、知识产业等方面，发挥最

大价值。

5 小结

综合以上研究，笔者认为对于“基于档案的城市

记忆资源建设”的研究主要有两点不足：首先，认识

不到位，视野局限。未将城市记忆建设看做从资源输

入到成果输出及应用的全过程，系统性欠缺；许多学

者仅将城市记忆作为发展档案事业、 提高档案部门

地位的契机，将重点放在档案研究上，忽视了档案资

源与城市记忆的契合。 其次，缺乏创新性，基础研究

有待加强。研究重点集中于一个或几个问题，易造成

重复研究； 宏观层面的建议多， 基础问题重视度不

够；理论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度。

基于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基于档案资源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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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全过程建设”的研究可从以下三方面继续展开：

一是从城市记忆建设的实际需求出发探讨档案的价

值和匹配性； 二是对全过程建设的流程和步骤做细

致严谨的梳理； 三是深入探讨在建设过程中档案资

源成为城市记忆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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