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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子孔 子

与中国古代档案事业
◇ 吕文娟  孔  莹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在其

一生从事的政治和教育活动中，特别重视对历史文化典

籍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利用。孔子对档案事业的贡献和

成就是多方面的，尤其在整理、编纂档案的理论实践上

有突出的成就。他在实践活动中总结出一系列编纂原则

和方法，不仅对今天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和档案编纂学

学科建设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研究我国古代档案文献

编纂体例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孔子编纂档案的背景

《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

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礼记·王制》中记载：

“天子⋯⋯命太师陈诗以观得失。”可见采风的目的是为

了了解各地的风俗民情各诸侯国的政绩，以便赏罚有

据、安邦理国。采风所得的材料被王室保存起来，也就

转化为档案，就有了档案的性质。

春秋后期，周王室微，诸侯纷争，社会混乱，使得

“礼崩乐坏”。保管档案的史官的社会地位明显下降，一

些人就带着自己掌管的档案作为见面礼，奔走于各国间

以谋求生路。这是当时档案大量流散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也使得社会上的知识分子获得了接触、了解、利用档

案的机会。

孔子晚年周游列国，寻求能施展其天下一统政治抱

负的舞台，结果处处碰壁，历尽艰难。69岁时回到鲁国。

孔子从政的失败，促使他转而投向治学，把治史视为治

国。孔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对古代文化典籍进行收

集和整理的。

二、编纂“六经”

《诗》即《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有诗

3000多篇，经孔子删定、选录305篇，分为风、雅、颂

三类。孔子说诗的意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无邪’”(《为政篇》)。诗歌在春秋时期盛行，孔子把诗歌

作为陶冶情操的手段。“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

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

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对诗本质的描述，是当时人类文

明的最高体现。《诗经》是孔子利用古诗档案删订整理作

为教学用的。

《书》即《尚书》，又叫《书经》，是我国迄今所知最

早的一部档案史料汇编，也可看作是一部历史记录摘

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收录的是周室所藏的虞、夏、

商、周四朝的历史档案，划分为典、谟、训、诰、誓、命

六体加以整理编订。

《礼》，现存有《周礼》、《仪礼》和《礼记》三部礼

书。《周礼》原称《周官》，是一部官制汇编。规定了西

周中央政府“天、地、春、夏、秋、冬”六部的执掌和

属管人数，记载了周朝的典章制度，反映了周朝的社会

阶级结构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法制，包括统治阶

段的冠、婚、丧、祭、朝、聘、射、乡等礼仪，古代亲

族关系、宗法思想和贵族生活情况。孔子的政治观点和

哲学思想在《周礼》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周礼》是孔

子世界观的反应。孔子传习周礼，不仅学其礼仪，更加

强调礼的内涵，对于礼的本质给予了系统理论的论证。

《仪礼》是记载典礼仪节的书。《礼记》是儒家论说或解

释礼制的文章汇编。

《乐》即《乐经》。孔子对乐造诣颇深，有着很高的

鉴赏水平。他会唱歌、弹奏乐器，考察过许多古代乐曲。

对乐歌有过多次中肯的评价。孔子将古代种种礼乐制度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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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标准记录在《乐经》里。“吾自卫以鲁，然后乐正，

雅、颂各得其所。”(《子罕篇》)

《易》相传为周文王所作，是一部行关占卜的书籍。

它分为“经”和“传”两部分。孔子将其收集、整理、编

纂成档案文献汇编，反映了古人对世界的认知情况，也

反映了孔子对自然科学档案的重视。妇孺皆知的成语

“韦编三绝”讲的就是孔子读《易》时的情况。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

孔子根据《鲁春秋》并参考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档案文

献编纂而成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及自然现象。《孟

子》云“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弑共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惧怕天下大

乱的形势继续下去，他严格按照西周初年标准维护周朝

统治，“寓褒贬，别善恶”。孔子曾叹曰：“知我者惟《春

秋》乎？罪我者惟《春秋》乎？”可见孔子编纂《春秋》

倾注了全部的思想和心血。孔子删订《春秋》不仅开创

史书编年体的先例，也开创了私人利用档案修史的先

例，对我国编纂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孔子的编纂思想

孔子从选择档案、考订档案到加工作序，都有一套

细致、严谨的指导思想。

1. 多方收集查考档案文献材料，坚持“博约得当”

原则。占有材料是前提，对档案文献的查找要根据实际

需要决定其查找的范围，过犹不及。

2.“述而不作”的原则。孔子说“不作”不是反对

作，而是反对“不和”而作。他对文献的讲述和整理都

是经过仔细谨慎的研究的，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文

献的思想内容和文辞风格。

3. 在选材上坚持“删其冗杂”、“存其精要”的原则。

删去重复，即将不同版本中重复的部分删去。《史记·孔

子世家》：“古老《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存其精要，即经过对档案材料

的认真鉴定，将有较高价值的保留下来。孔子收集到的

古代帝王的公文多达三千多篇，孔子“断远取近，定可

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十篇为《尚书》”。孔子以

是否可为后世效法为标准，对古代公文档案的价值作了

认真鉴定，然后将具有永久保留价值的档案编纂成册。

4.“考其真伪”，经过考订将荒诞无稽的材料去掉。

《论语·述而篇》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

不相信鬼神，他在整理档案时就把有关“天道鬼神灾祥

卜巫”之类的材料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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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攻（治）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已”，即排除

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六经”的成书过程实际就是孔

子按照一定的指导思想有意识的收庥档案并加以整理的

过程。他为此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心血。

四、孔子与中国古代档案事业

虽然孔子编纂“六经”是为了作为教材教书育人，

但他在客观上对中国古代档案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具有强烈的档案意识，为后世保存了较为系统的

历史文献。春秋后期档案损毁流失十分严重，孔子特别

重视对历史文化曲籍档案的收集、抢救工作。他对文献

进行整理并编成“六经”，使得宝贵的上古文献得以保

存，成为后世研究上古社会的珍贵资料。

2. 利用档案传道授业，开辟了档案利用的领域，重

视编纂成果社会价值的实现。任何档案都是全社会的共

同财富，而商、周统治者为了垄断文化，一面将档案深

藏于王宫官府，秘不外传，一面又以学在官府的教育体

制剥夺了平民受教育的权利。孔子首创私学，提出“有

教无类”，并将收集到的档案编成“六经”教与学生，打

开了学术下移、官私并举的局面。这就从档案利用和教

育对象两方面打破了贵族对文化的垄断，扩大了文化的

传播。从此以后，档案不再纯粹是贵族联合阶级的统治

工具，而被广泛用作传道授业的工具，这是孔子在古代

档案提供利用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它开辟了档案利

用的新领域，极大的加快了古代文化的传播。

3. 开创了利用档案资料编纂史书的先河。在《春

秋》之后出现的《左传》和《国语》两部史书都是依据

大量档案材料编著而成的，它们毫无疑问是受到《春秋》

的影响。到汉代司马迁完成《史记》、班氏兄妹完成《汉

书》后，利用官方档案编修千代史书成为惯例。而开创

利用档案编修史书之先河者，孔子。

4. 重视自然科学档案的记载。《春秋》中记载，鲁国有

37次日蚀，经考证36次均准确无误。最早的一次日全食记

载，比西方早135年。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

记“有星孛入于北斗”，天文学家公认比欧洲发现的哈雷

彗星早670多年，其历法精确度也比欧洲早许多年。

5. 重视对档案文献的鉴辨、考订。编纂工作离不开

对史料正本清源的鉴别，对古代流传下来的档案文献都

可以持怀疑的态度。孔子坚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予以鉴

别，对于把握不准、多有怀疑的文字则原样保留，绝不

妄行校改。

对档案产生怀疑就要考订，考订时(下转第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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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利用者。档案知识服务的过程可看作是服务提供者与

服务利用者进行持续交流沟通的过程，即交互过程，以

达成利用者满意的结果，如图1所示。

档案知识服务是以利用者为中心，其本质上是以利

用者需求为中心。因此,知识服务提供者必须尽可能地

了解知识服务利用者的需求，并针对这些特定的需求开

展各项档案知识服务。

按档案知识服务提供过程中服务双方交互的程度由

高到低进行分类，档案知识服务的模式可分为：专职顾

问服务模式、参考咨询服务模式和自助服务模式。双方

交互的程度由服务标准化程度所决定。对需求量大、重

复率高的档案知识服务可以借助先进的技术平台来实施

标准化服务，可降低服务双方的交互程度，从而降低服

务成本。而针对利用者特殊需求的服务，则需要在双方

持续交互的过程中满足利用者的个性化需求。

1. 档案专职顾问服务。档案知识服务提供者为满足

客户需求，指定专职顾问或顾问团队，从利用者需求分

析开始到满足利用者需求为止，双方全程参与，面对面

交流，力求达到利用者满意。该种服务双方的交互程度

最高，双方对服务过程和结果的关注程度也最高，从而

产生了较高的服务成本。

2. 档案参考咨询服务。该种服务主要用于服务提供

者解答利用者提出的问题，提供必要的帮助，不需现场

提供服务，服务双方交互程度较低，服务提供者相对较

为被动，对利用者需求的满足程度关注度也较低。服务

提供方一般利用面向人工智能的知识服务技术平台，通

过个别解答利用者提出的问题，向利用者提供具体的档

案知识和信息。例如，利用者可利用服务提供者提供的

Email咨询服务、FAQ、网上咨询台、知识社区等方式

提出问题，获得所需的档案知识。

3. 档案自助服务。服务提供者根据以往服务的经验

及对利用者需求内容的分类，对低层次且重复性大的需

求，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为利用者提供标准化服务和解

决方案，并由利用者采用自助服务的方式满足其需求。

随着数据库、知识库、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

使得构建具有知识推理能力和知识检索能力的自助式知

识服务技术平台成为可能，档案利用者可利用电话、个

人电脑及友好的软件界面，根据自身需求进行自助服

务。同时，服务提供者还可以采用一些推送技术，根据

利用者的需求进行档案知识推送服务。

档案知识服务利用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将自己的

需求和利用效果反馈给服务提供者。服务提供者再根据

这些反馈信息进行评估，以改进服务。

总之，档案知识服务即是对档案部门提出的一项挑

战，也是摆在档案部门面前的机遇。我国档案部门要充

分认识档案知识服务的重要意义，从理论上完善档案知

识服务，并在实践中不断加强档案知识服务的探索，通

过开展档案知识服务，来扩大档案部门的影响，促进档

案事业的长远发展。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信息管理

系   南昌陆军学院政工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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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9页）本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原

则，即不臆测、不武断、不固执、不主观。

6. 为文献材料作序，提纲挈领。《诗经》中大序冠

全书，小序完诸篇，都是对一书或一篇的指导性说明。

因古代档案艰深难懂，有必要加注作序，但要通俗易懂，

孔子反对故弄玄虚。他强调加注作序要言简意赅；作评

注要认真分析、多加理性思考，“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

人废言”。

孔子提出的查找档案文献坚持博约得当原则、编纂

档案文献是述而不作的原则、重视档案编纂思想性和重

视档案文献鉴辨等一系列原则被以后的刘歆父子、司马

光、王国维等奉为圭臬。孔子为我国档案事业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档案馆  曲阜市档案馆）

业务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