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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着数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几千年

来积累的史书极其丰富、汗牛充栋。在几千年的历史编撰中，形成了

许多优良的传统。尽管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迁，但这

些传统仍对我们今天的校史编研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一

中国古代，有着“官修史书”的传统，即由政府开馆修史，专门设

立国史馆，专门设立历史研究、历史编撰的政府机构，从制度上保证

史书、志书的修撰得以顺利进行。
关于中国远古的史学机构记载较少，只有《礼记》上说“左史记

言，右史记事”。到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普遍设有史官，西汉设太史

令，官职世袭，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东汉设兰台，不仅是藏书机

构，也是史学机构。魏晋设有著作郎修史。尤其是到了宋朝时，开设

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个馆，史馆之名可能始于此。唐代是一个重

要的转折点，从私人修史转向政府修史，史馆设置正规化、规范化。
这时，政府开始参与修史，由宰相监修，如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征

等。正史的编写逐步制度化，成为政府行为。政府修史是必要的，因

为历史所跨年度很长，数十年乃至数百年，资料很多，涉及人物事件

复杂，史家个人的精力难以顾及，个人修史很难。唐初由史馆修八

史，集体创作，国家领导支持，宰相监修，既有政治上的权威，也有学

术上的权威。从此史馆修史成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史馆在修史中的

地位、作用得到确立。为了使国史馆了解当代的事情，积累文献史

料，朝廷颁布“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各衙门将档案移交史馆。由

于设立史馆成为固定的制度，修史也成为国家的重要政务，史馆修

史保证了有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1]。
这种“官修史书”值得我们借鉴。校史是学校发展历史的真实记

录，是外界或者学校后来者认识学校最重要的工具书和参考书，其

对延续学校历史、建设校园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必须确

保校史的权威性。故而，校史的编写工作必须由学校设立正式的编

写机构，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并由学校相关领导担任主要负责人，

专职负责校史的编研工作。如此一来，由学校领导具体负责，可以确

保校史政治上的权威性，由制度确定的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负责校

史编写，又可以确保校史著作技术上的权威性。唯有确保这两个权

威性，校史研究才会保持延续不断地发展势头。
两个权威性的重要作用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校领导的

大力支持可以使校史编写任务取得学校兄弟部门的大力配合。众所

周知，校史研究不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而只是教学科研的辅助，因此

校史工作并不为广大师生员工所重视。校史研究政治上的权威性可

以大大推动学校各部门对校史研究工作的支持和配合，为校史研究

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而校史研究的技术权威可以确保校史成果经

得起历史的考验，从而赢得学校师生员工的认可和欢迎。其二，校史

研究是一种文化工作，不会像科研项目、基本建设那样取得明显的

经济效益，并且资料搜集、出版等费用不菲。确保校史研究的两个权

威性，可以为校史研究争取到相应的经费，使校史研究得以顺利进

行。其三，现今许多学校的校史研究，都是由宣传部、校办或类似部

门承担，作为学校迎接校庆、接待领导和外校嘉宾的临时性工作，需

要时仓促而就，往往作为一种宣传性的材料而出版。这种单纯宣传性

的工作与当初教育部要求高校编写校史，吸取办学经验教训的初衷相

去甚远，也使校史研究的功用和效能大打折扣。确保校史研究的两个

权威性，可以使校史研究走出临时性、单纯宣传性的尴尬境况，与教育

学、历史学、档案学相结合，实现校史工作“研究化”，从而真正实现教

育部要求校史编写的价值和意义，提升校史研究的层次和品位。
二

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几当被问及为什么文学家多而史学家少时，

他解释道：“史家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他提出了对史

学家三个方面的要求，即史才、史学、史识。所谓史才，是指对历史事

件的叙述和对史料的组织，要有条理性、逻辑性、生动性、文字要简

洁，条理要清楚，叙人叙事要生动，文笔简练，又要抓住要害。所谓史

学，是指史学家历史知识的广博，掌握资料的丰富，考证史料的严

谨。既要求史学家掌握各个领域的知识，又要求能鉴别史料的真伪。
所谓史识，是指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说如何认识历史，如何认识

历史规律，如何判断历史。尽管史学、史才很好，叙述很有条理，文章

很有文采，知识也很丰富，考证也很精细，但只要认识错了，观点不

正确，其著作也会丧失价值。
清朝的历史学家章学诚在刘知几的基础上又提出“史德”。“史

德”是对史学家人品、道德、修养的要求。历史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实

事求是，要求客观公正地记录历史，秉笔直书，不溢美、不隐恶。古代

史学大家对历史研究者提出的素质要求对于今天校史研究者同样

适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许多学校的校史研究不仅要涉及

清史、民国史，更要面临现代史，校史研究者必须“才、学、识、德”兼
备，才能很好地处理校史研究中的各种问题。研究现、当代史所遇到

的最主要的几个困难，都必须依赖“才、学、识、德”来解决。
首先，现、当代史研究与现实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同

样一件史实，从不同的政治立场看待，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同时，历史发展的后果、影响要经过一个长时间才能得到相对准确

的判断。当历史上新生事物刚刚出现，还没有充分展开的时候，不容

易看清楚，很难预见它将如何发展，很难判定其结果和影响。“不识

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处在历史事件中间，就看不清这

段历史的全部情况，不容易把握其历史本质和发展趋向。所以，要研

究当代史，修史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史识”，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事件的内在联系。以东北大学校史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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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大学档案馆 丁立新 陈 均

中国古代设立官方修史机构从制度上保证修史、注重史官的史德等优良传统对今天校史研究工作有着极其重大的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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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方势力为了培养人才、抵御日俄侵略，在东北地区内忧外患

加剧的背景下创立了东北大学。如果我们完全按照传统的史学眼

光，仅仅因为东北地方势力属于军阀势力而贬低东北地方势力及其

所创立的东北大学的话，那么就忽略了他们在开发建设东北地区、
抵抗外敌入侵方面所做的努力，也背离了“全民族抗日”的历史事实

及中共关于“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的科学论断。因此，校史研究

者必须具备非凡的“史识”，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上来全面、客观的

认识和评价东北地方势力及其所创办的高等教育[2]。
其次，研究现、当代史存在资料方面的困难。研究现、当代史资

料方面有两个特点。一是数量多，二是不容易看到。当代史由于时间

距离近，资料被完整地保存，散失少，所以有大量的资料。另一方面，

虽然史料很多，却又不容易看到。因为许多重要的史料没有公开，造

成研究上的困难。国家档案一般规定有解密期限，常常是 30 年、5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看不到原始档案，很难知道历史事件的底细和

真相。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非凡的“史学”，才能破解资料问题上存

在的两大难题。例如东北大学原校长张学良的档案至今没有完全发

表，所以关于“西安事变”后有关张学良与东北大学的一些史实———

如南京政府彻底整顿东北大学的前因后果———至今为止尚未完全

探清。校史研究者必须熟知和综合其他已经公布的史料———如关于

蒋介石的大溪档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档案———才能“曲径通

幽”般的大致理清其中的重要线索。
第三，由于当代史距离时间很近，很多历史人物还健在，或者是

他们的后代还健在，牵扯到利害关系、感情因素，写当代史要秉笔直

书就更困难，会碰到很多干扰。例如在 1937 年国民政府“彻底整顿”
东北大学，臧启芳受国民政府委派前往北京接收东北大学，遭到以

时任秘书长、代校长周鲸文为首的东北大学师生的强烈抵抗，发生

冲突。现在虽然两位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而他们的子嗣与东北大

学关系都较为密切，但校史研究者在记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还得坚持

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还得根据历史材料如

实记载此一事件，为后人留下这段真实的历史。
总之，中国古代的优良修史传统对校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

义，值得我们在今天的校史研究中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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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存取，是一种基于信息自由、开放、公平传播与获取的思

想，起因主要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学术信息交流危机”，其后逐

渐形成为一种信息交流机制，其目的是更好地促进学术信息的交

流、共享。开放存取运动的兴起是近代学术信息交流史上的一次

革新，这种信息交流机制的实现将有利于解决传统模式下学术信

息出版周期长、获取费用高、搜寻检索难等困扰已久的问题，将对

国际学术界、图书情报界、出版界以及其他信息服务行业产生持

续、深远的影响。信息共享空间作为信息服务领域一个崭新的研

究方向———信息交流与学习的理想境地，也必将会迎来开放存取

运动给其带来的难得机遇。因此，把信息共享空间建设与开放存

取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以开放的观念参与开放存取运动，信息共

享空间将会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在信息共享空间环境下参与、构建开放存取的意义

1.降低信息共享空间获取信息资源的成本。信息共享空间主要

由信息资源、环境资源和技术资源三部分组成，其中信息资源是信

息共享空间最基本的资源，具有基础性作用。开放存取运动的蓬勃

发展为解决信息共享空间的经费问题提供了契机。首先，开放存取

运动倡导的一种理念———读者应该能够自由获取各类学术信息资

源而不需支付费用，这有力地冲击了出版商的获利意图和动机，起

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其次，开放存取运动的快速发展，可以为信息

共享空间提供大量学术信息资源，大大降低了信息共享空间获取信

息资源的成本。

2.开辟信息共享空间获取信息资源的途径。开放存取运动的

兴起为信息共享空间资源获取开辟了一条捷径，可以方便地从信

息网络中发现开放存取资源库并获取有用的学术信息资源。开放

存取学术信息资源相对网络上其他普通信息资源有以下几方面

优势：一是同类资源相对集中。二是信息资源质量较高、可靠性较

好。三是获取便捷。我们根据开放存取资源登记系统直接登录网

站便可下载。
3.拓展信息共享空间的服务功能。开放存取在我国已经取得了

一些成果。信息共享空间的建设和发展应该汲取已有经验，一方面

要广泛收集开放存取信息资源，整理建库并提供利用；一方面要根

据自身特色建设或参与建设学术信息资源开放存取平台，建立信息

交流、共享的全新平台；此外信息共享空间还可以提供开放存取学

术信息资源站点导航服务等。因此，信息共享空间的服务功能和服

务范围将得到进一步延伸。
4.提升信息共享空间的影响力。信息共享空间可以受益于开放

存取运动的快速发展并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不少图书馆、信息机构

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清华大学图书馆主页上的“推荐学术站点”栏
目，推荐了国内外一些预印本系统；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主页上开

设的“网络数据库”，介绍了开放存取的概念并提供了一些开放存取

资源链接等，这种尝试受到了广大科研人员的普遍关注和赞赏。信

息共享空间应顺潮流而动，与图书馆、科研机构及其他信息机构一

道，力争成为开放存取运动的倡导者和率先践行者，使开放存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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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杨爱玲

本文提出了在信息共享空间环境下参与、构建开放存取的思路，并就其意义、可行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参与、构建开放存取的三大策略———自研自建策略、合作共建策略以及开发组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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