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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档案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吗？

(一)缘起

在几个不同场合，笔者多次遇到了同一个问题：

什么是档案学的研究方法?怎样描述档案学的研究

方法?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是在教学中，使用的教材

是本人主编的《档案学概论》(辽宁大学出版社，2011
年)，本人对该教材中的档案学研究方法部分的内容

是不够满意的，因此在教学中直接就该问题向学生

们做了自我检讨。笔者在教学中看到了这个问题

(教学中发现问题，是我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的

主要原因)，别的学者在教学和科研中也会看到这个

问题，这是一个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必然遇到

的问题，因此，也有很多人在不同场合和本人探讨这

个问题。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第

五届档案学青年学者论坛上，在本人的大会发言“谈

档案学原创性的几个问题”之后的交流中，青年学者

闫静博士又一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其中一位与

会者脱口而出的“档案学没有研究方法”之语强烈地

刺激了我。本来，这个问题虽早已放到了笔者的“待

解决问题”题录中，但还没有在这些问题中排在前

面，现在看来，它的位置需要向前提一提了。

科学发展史表明，学科的独立性是以科学方法

的独立性为基础的。有无专门的科学方法和比较完

整的方法体系是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志

之一，每门成熟的学科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专门的

科学方法。比如，类型法、层位法是考古学独特的

专门方法，被考古学界称为“考古学的两把尺子”①；

田野调查方法(或称“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专门方

法，是人类学学科自我界定和合法化的“商标”，也是

成为人类学家成熟职业身份的“成年礼”(rite of pas⁃
sage)②……档案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也需要自己

的“成年礼”。这个“成年礼”就是具有自身特性的较

成熟的理论与方法。早期以经验总结为主要方法的

档案学曾被其他有着良好方法论传统的学科看作是

一种技能或仅是一个实践领域，这种情形到了需要

改变的时候了。

基于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档案学界关注研究

方法问题由来已久。而伴随着全球化和我国现代化

进程的拓展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不断发育，具有现

代意义的档案学知识体系也在我国学术界得到了相

应的孕育和成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档案学

人的方法论意识必然再次觉醒，也必然会在一个更

高的平台上对这一问题给予新的关注，并因此真正

成为档案学成熟起来的重要标志。

(二)使命与路径

关于研究方法的研究有两个基本使命，即“使明

晰与使掌握”。一是使研究方法体系明晰，建立一个

理性、自觉、成熟、多元、浑然一体的中国档案学研究

谈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层次、体系与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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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体系。一个学科对方法问题的重视程度，本身

就是学科发展水平的标志，它关乎学科的独立性和

成熟度；二是使档案学学习者、研究者们掌握它，正

所谓“法无定法，道有常道”，需要让人们了解、掌握

这些“常道”，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更规范、更科学，使

中国档案学科更成熟。此外，现代信息社会高度的

复杂性、不确定性，要求我们给予研究方法问题更多

的关注，需要我们把握住根本性的东西，否则我们会

陷入混沌与混乱之中。

此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档案学界曾掀起

一场档案学研究方法的热潮，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

成果。如吴宝康先生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陈永生先生的《对档

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关系的反思》(《档案》1989
年第 3期)、《关于档案学方法论问题》(《云南档案》

1992年第 4期)、《关于理论联系实践的若干思考》

(《档案学通讯》1994年第 1期)，罗力先生的《档案学

研究方法述评》(《档案与建设》1994年第6期)、《档案

学专门研究方法论纲》(《四川档案》1995年第 2期)，
林清澄先生的《关于档案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档案

学研究》1993年第 2期)等。这些作品代表了档案学

研究方法的早期研究成果，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奠

定了初步基础。

一、概述：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层次、体系

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一个多元、多层次的方

法体系，即是一个“方法簇”。从应用性学科而言，学

术界多数认可的是“三层次说”，即哲学方法、一般方

法和专门方法三个层次。笔者在这里亦以三层次为

基本展开路径，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

我们应从如下方面加深对这个体系的理解。

第一，哲学理论是这个体系的基石和认识纲

领。必须循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认识路

径，构建和理解这个哲学体系，并与本学科的本体

论、认识论、方法论结合起来，使我们的认识更为透

彻、贯通、清晰。其中，辩证唯物主义在哲学方法论

中具有纲领性意义。

第二，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方式和立

场”。这是由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决定的，人们在认识

事物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如科学主义、

人文主义，就分别体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者的认识与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倾向性，它们不

是僵化的、绝对的，因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不同的研究

目标而具有各自的合理性、科学性。其中，历史唯物

主义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

第三，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它们是

社会科学各学科经常使用的通用性研究方法，是我们

最为熟悉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也是我们最需要熟

练掌握的研究方法。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常常是难

言精通的，使用这些方法时的严谨性也常常是不足

的。有些方法，我们也未必熟悉，如从自然科学移植

表1 档案学研究方法体系

哲学理论[世界观(本体论)、方法论]

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方式和立场

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需借鉴的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基于研究内容的相关
性与研究方法的先进性进行的借鉴)

本学科的
研究方法

本学科研究方法的决定因素与哲学基础

本学科方法的纲领性原则

本学科具体的专门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批判理
论)及各种学派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如客观主义本体论、实证主义认识论、阐释
主义认识论、康德批判哲学、建构主义和诠释主义、新旧三论、后现代思潮等

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历史主义、批判理论、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及
多元化视角等

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统计与数理方法、访谈法、参与观察法、比较法、移
植法、理论分析法、引文分析法、系统分析法、案例分析法、观察与实验法、结
构—功能法、归纳与演绎法、分析与综合法、具体与抽象相统一的方法、逻辑
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反省与批判方法、传统汉学研究方法(考据与诠释)等
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信息科学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历史学、哲学、社
会学、情报学、经济学、心理学、法学、管理学、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对象特性与研究目标，社会实践本体论

档案学实践本体皈依法——基于社会实践与档案工作实践的特殊性(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理论的深化与特殊性描述)
中国档案分类法、全宗理论与来源原则分析法、档案学之历史主义方法、文件
生命周期分析法、档案内容分析法、档案鉴定法、档案编研法、档案工作基本
矛盾分析法、档案工作系统分析法、档案事业统计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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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实验法。实验法是自然科学中较为常用且公允

性较高的研究方法，在人文社科类学科的研究中，也

大量使用实验法。社会科学实验法从本质上讲，是

自然科学实验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移植和引入，

是与自然科学实验法一脉相承的，但二者的实验载

体不同。严格的实验法所呈现的研究成果，应该能

使不同的实验者在相同操作规程和步骤下，得出相

同的结果。显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要复制出相

同的实验环境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有人参与的实验，

不同时间、不同状态的人的心理活动不可能完全一

致。“人文社科的实验方法只能在一定条件下，重复相

同的操作规程与步骤，得出相近或相类似的结果，这

种实验法严格意义上只能称之为‘准实验法’。实施

实验法的关键是进行多维度的对比分析。”③

第四，关于“需借鉴的其他学科研究方法”。档

案学曾被称为“综合学科”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双重属性学科”④，其原因主要是“档案学是一门广涉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其他科学”⑤的学科。的

确，档案学与许多其他学科都有很深的渊源，档案化

学、档案生物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社会学、中外

档案史、档案统计学、档案哲学、档案法学等，从名称

上就显示了这种深厚的渊源关系。在这种密切联系

之下，就必然要借鉴甚至是借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方

法，如档案化学必然要使用一些化学的研究方法。

这种情况的出现，大大扩展了档案学研究的方法域，

加大了研究的难度。

第五，关于“本学科专门研究方法”。罗力曾给

档案学“本学科专门研究方法”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一切源于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工作实践领域的科学

认识的方法和改造现实方法就是档案学专门研究方

法。”⑥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理解为“具有明显的档案学

特殊性的研究方法”，它们是档案工作实践的特殊性

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反映，是档案学研究者不断探索

的结晶。它们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基于档案实践与档

案学研究发展的必然性，“档案学没有自己的研究方

法”的说法，是源于对档案学缺乏了解，是没有对档案

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草率结论。

“问题的症结在于，并不是档案学专门方法没有形成，

而在于我们没有真正的认真地总结、概括、归纳档案

学研究已有的专门方法，更没有将档案学专门方法作

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而使之成为档案学专门

研究方法体系。”⑦事实上，笔者在表1中列出的种种

档案学专门研究方法，其档案学自身的特点是突出

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是比较成熟的，将它们称之为

“档案学本学科专门研究方法”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笔者要简单地说一说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关

系。理论与方法之间是一种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关

系。很多学术理论本身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理论与

方法之间有时是双重意义共存的，某种理论既是一种

理论，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方法，

如“中国档案分类法”“全宗理论”等。实际上，档案学

的本学科研究方法往往是与对应的理论相联系的。

二、档案学研究方法论之基本原则——实践本

体皈依法

科学的要义在于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了科

学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也决定了科学的表现形式。

几乎所有较成熟的科学研究活动都是在认识论(本
体论)的框架下进行的，并遵循特定的认识论逻辑。

这种认识论逻辑就成了本学科方法的核心，即基本

指导思想，也是基本价值取向或认识论原则。在档

案学社会实践本体论的规定之下，笔者将档案学研

究方法论的基本原则称之为“实践本体皈依法”。

(一)档案学研究方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我们首先要确定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出发点，即

档案学研究方法是由什么决定的。简单地说，档案

学研究方法是由它本身的学科属性决定的。进一步

说，是由档案学的客体决定的，即研究方法是由研究

对象和研究目标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研究对象和研

究目标，就应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就如同有什么样

的脚就要穿什么样的鞋。

研究方法总体上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具体则

是由研究目标决定的。我们只有在明确研究对象和

研究目标的前提下去探讨“应采取何种研究方法”或

探讨“何种研究方法是科学的”等问题才是有意义

的。如笔者进行的档案历史语言学研究采用了计量

语言学的方法并发明了族类词汇研究的方法，这就

是由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决定的，因为并不是所有

历史语言学研究都适合使用族类研究法。这一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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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普遍性的，学者们往往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和

研究目标而发明相应的研究方法，如牛顿因研究万

有引力而发明微积分。

档案学的学科属性是社会科学的应用性学科，

其研究对象是档案现象，而档案现象的本体是社会

实践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实践本体

是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出发点。即档案学的研究

方法是由其实践本体决定的，档案学研究遵循的基

本哲学路线是“实践—理论—实践检验”。

在哲学中，本体论问题具有优先性，本体论是方

法论的哲学基础，因为它涉及存在的本质。有什么

样的本体论，就有什么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档案

学本体论是档案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档案学实践

本体论决定了档案学实践皈依的方法论原则。

(二)档案学界对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讨论

关于档案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或指导思想，档

案学界此前的表述主要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

法。从“社会实践—档案工作实践”出发，由实践到

理论(归纳、抽象、形而上)，再由理论到实践(演绎、指

导)，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是中国档案学一直

强调的研究方法。以曾三、吴宝康为代表的老一辈

中国档案学者，在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初期(20世纪五

六十年代)就强调和运用这一方法，并由此进行了中

国档案学理论的奠基工作。

吴宝康针对当时引进苏联档案学理论的情况，

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法就是必须把苏联

档案学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不是教条搬

用。我们应该结合我国档案工作的具体情况，有计

划有步骤地实行改革。”⑨而曾三同志作为新中国档

案事业的卓越领导人，对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的

结合更为重视。吴宝康曾评价曾三“是我国最早用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中国档案工作实际来研究和

建设中国档案事业和发展中国档案学的杰出领导

者”。⑩曾三将档案学与档案工作的关系比作“矢”与

“的”的关系，指出“称得起‘理论’的档案学，绝不是

‘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社会实践活动中抽出来，又

应用到实践中去，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结论”。曾

三同志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逐步建

立起机关档案室工作、档案馆工作、科技档案工作的

理论体系，探索出具有中国本土档案学特点的“档案

自然形成规律”等理论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一

代档案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热烈地讨论，代表

人物有陈永生教授。陈永生教授发表了《对档案学

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关系的反思》《关于理论联系

实际的若干思考》《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再思考》

等系列文章，对该问题进行了较系统地研究。

(三)实践本体皈依原则的内涵

本着从本体论到方法论的哲学路线，作为“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具体化，笔

者从档案学实践本体论出发，总结出档案学研究方

法论之基本原则——“实践本体皈依法”，即在遵循

哲学基本路线的基础上，突出档案学本体理论的统

领意义，并与笔者所提出的档案工作根本原则(与社

会实践的一致性)相联系。

笔者在这里所说的“实践本体”，有两个层次的基

本含义。第一，是本源之本，即哲学之本体，是指作

为档案与档案工作之本源的人类社会实践。社会实

践具有逻辑在先和时间在先的双重意义。第二，本

身之本，即语义学的本体，指档案与档案工作本身。

所谓“实践本体皈依法”，就是指一切从人类社

会实践及其规定下的档案工作实践出发，理论源于

实践、指导实践。这里的实践是指社会实践和档案

实践，它们分别是代表了整体与分支、母体与子体的

两种实践。它们是客观存在的。

笔者在此处提出的“实践本体皈依法”，与以往在

档案学研究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有两点重要不同。

第一，强调宏观社会实践本体的重要意义，突出

档案学实践本体论的意义，强调以本体论为理论基

础。以往，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我们较多地关

注了档案工作本身的实践状态，而对于更广泛的社会

实践对档案工作的规定意义缺乏深刻的认识。笔者

在这里提出的“实践本体皈依法”，强调宏观社会实践

对档案工作、档案学理论的规定性，强调档案工作要

保持与宏观社会实践的一致性，要全心全意地投身宏

观社会实践的怀抱，这是此处“皈依”的主要内涵。

从哲学上讲，以本学科本体论为基础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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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才是成熟的具有本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所以，

突出档案学实践本体论的意义，是档案学方法论成

熟的标志。

第二，强调档案学自身的特殊性、体系性，使之

成为档案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理论联系实

际”具有泛化性质，并不能更具体地凸显档案学本身

的学科特性，而“实践本体皈依法”源于档案社会实

践本体论，它使档案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

值论(事实性经验价值理论)等浑然一体，构成一个

属于并仅属于档案学的学术体系。

此外，皈依实践本体，不是反理论，而是获取正

确理论知识的途径。我们要反对档案界某些人的

“反理论倾向”，反对对理论的蔑视。须知人类任何

有意义的行为都与一定的理论有关，没有正确的理

论，必然没有正确的实践，正如美国哲学家威廉·詹

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你即使是在田野里捡石

头也需要理论。”人类学家沃尔科特(Harry F. Wol⁃
cott)也说“：理论就像锻炼身体或者吃维生素C，有的

人过分上瘾，有的人很少考虑，但是没有人可以没有

它。”美国社会研究方法专家劳伦斯·纽曼(W.Law⁃
rence Neuman)则更清楚地指出：“几乎所有的研究都

含有一些理论，所以问题不太可能是‘你应不应该使

用理论’，而是‘你应该如何运用理论’。”

理论与实践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理论不

是实践之上、之外的事物，理论与实践是辩证一体

的。没有哪种理论是离开特定实践条件形成的(即
理论包含实践条件的制约)，而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在

一定理论观念规定下的实践(即实践包含理论)。此

外，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外，我们还需注意研究方法

中较为具体的几大关系：观察和实验的关系、科学事

实和因果性解释的关系、归纳和演绎的关系、类推和

概括的关系、假说和理论的关系、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的关系、想象和科学发现的关系、系统和结构的关

系、结构和功能的关系、系统和要素的关系、控制和

信息的关系、规律和预测的关系等。

(四)档案实践的特点

笔者这里所说的实践既包括现实的实践也包括

历史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它们分别指向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皈依实践本体，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实践是决定

性的关键因素，客体决定主体的认识。理论来源于

实践，理论需要实践去检验。由此，在我们分析档案

学研究方法时，分析档案实践的属性、特点至关重

要，它是理论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关键。总体而言，档

案实践有如下基本属性与特点。

第一，档案实践与其母体实践活动具有同一性、

从属性，档案实践是其母体实践活动的有机组成部

分。关于这个方面，档案学本体论、形成论(自然形

成规律)等都有所阐释。笔者总结的档案事业根本

原则：与人类实践活动的一致性，说明的也是这一问

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强调要理解档案工作，首先要

了解社会实践、研究社会实践——宏观的社会实践

和微观的社会实践(本行业、本单位的社会实践)。不

了解这些，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档案工作。这在档案

学研究方法论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二，档案实践作为一种人类实践，具有实践空

间的广泛性和实践内涵的丰富性，并由此造成了档

案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它加大了

档案学研究的难度。

第三，档案实践作为一种人类实践，具有实践方

式的独特性。就实践方式而言，它由档案事物本身

的独特性决定，档案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也具有自

己的独特性。严格地说，世界上没有与档案、档案工

作完全雷同的事物，反映到研究方法上，我们反对简

单的移植和不加区别的借鉴。能不能将档案与相近

事物区别开，是检验档案学学科和档案学学者是否

成熟的标志之一。

(五)关于实践之“真”与理论之“真”

我们都知道，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但人文社会科学所面对的客观存在的实践活

动是复杂的，是需要分辨真假的。所谓实践之“真”，

包括“客观之真”与“主观之真”，即符合人类发展规律

的实践活动之真与人的主观认识正确反映人类实践

活动的主观之真。所谓“假”，也包括“实践之假”和

“主观之假”，即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实践活动之

假与未能正确反映人类实践活动本质的主观之假。

所谓“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指的是真实践而非假实践。分辨这些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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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与“假”，就成为学术研究结果正确与否的首要

前提。我们所说的对实践本体的皈依，不是对一切

实践的皈依，是对正确实践的皈依。这是档案学研

究的出发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档案实践中的“实

践之假”相对较多，所以档案学研究者必须具有分辨

真假的意识和能力。

理论也有真假的问题。假的理论有两个基本特

征：反逻辑与反实践。

一种正确的档案学理论，不论它如何抽象，它都

必然与实践之间具有一种统一性。如果我们不能在

档案学理论与实践之间找出这种联系，只有两种可

能：一是理论错了，它是伪理论、假理论；二是我们错

了，我们没有理解这种理论。当然，理论的阐释者也

应尽可能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解读抽象的理论。解释

主义者就强调研究者应该深入现实实践去深入领

会，并且通过科学化的手段与严谨简明的语言去解

释并重建这些概念与含义。通过形而上的抽象以使

人们了解事物的普遍意义与本质特征；通过形而下

的具象以使人们了解事物的特殊意义与具体特

征。这两者的统一，才能真正展现知识的全部面貌。

理工科做研究，有两种基本方法：实验和数学论

证。牛顿为了证明万有引力而发明了微积分，爱因

斯坦为了研究相对论是先进行了数学论证，而后由

英国人通过天文观测加以证实。社会科学研究其实

也很相似，它首先也需获得事实，然后通过逻辑论证

得出结论，所以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无外乎

是获得实践事实的方法和逻辑论证的方法。

理工科获得事实的方法较为简单，就是实验，其

实验对象是死的物，易于把握。社会科学获得事实

的方法是调查(直接的或间接的)，有时还需试点，调

查对象是活的人，复杂多变，不易把握。历史事实则

主要通过文献和文物来获得，文献和文物也是由人

创作的，因此也较为复杂，特别是文献，因创作者的

背景很复杂，有些内容也是真假难辨的。

社会科学最难的不是思辨，最难的是获得真实

完整的事实。百分之百的真实完整在一般情况下是

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我们只能力求事实(样本)的质量

和数量达到论证的需要，趋近真实和完整。

档案学研究对象总的特点，具有以社会实践为

根本出发点的无处不在的体系复杂性。这个体系之

所以复杂，一方面是由于档案无处不在、涉及面极

广，另一方面是由于机要性、保密性等特殊原因造成

的。这就使得档案学研究在获得经验事实的过程

中，具有很大的难度，甚至使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获得

真实的经验资料。比如，如果我们要调查档案失密、

失窃、损毁等情况，几乎不可能得到真实的实际数

据。因此，需要档案学研究者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社会调查中去，力求获得较全面、真实的事实

资料，以提高研究结果的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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