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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档案管理的艺术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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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来，不少实例说明家庭建档在支持公民维权、加强亲情维系、见证社会发展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通过

论述档案对公民和社会的积极意义，证实了家庭档案管理的必要性与现实性；并对档案管理的过程分五个步骤加以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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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家庭档案的意义。首先，家庭档案是开启生活的钥匙，

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氛围，家庭档案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闲暇之

余，全家人拿着相册、翻阅着家庭记录、追忆着那逝去的往事，会

使孩子更加爱父母，感到父母建立这个家庭和哺育自己的艰辛，倍

感生活在这个家庭中的温暖，使孩子从小就有热爱社会和家庭的爱

心，有发愤学习、报效祖国的忠心，有热爱父母的孝心，夫妻之间

更加热爱彼此筑建的家庭，更加珍惜自己家庭的幸福，促进家庭的

和睦。家庭档案也是一剂良药，记录了不同的家庭怎样同心面对生

活的调整和在搏击中发展的真实过程，能促进家人的身心健康，使

家庭成员在工作、学习和家庭生活中都始终能心情豁达、乐观向上，

对前途充满信心。第二，家庭档案可作为社会历史的见证。 家庭

档案,真实地展现了社会发展的状况。辽宁省铁岭市 77 岁的李连举

老人保存的他自己写了 63 年的日记,被有关部门整理成册并以《老

兵日记》为书名出版,分为殖民统治遭奴化、解放战争披戎装、湘西

剿匪保民安、抗美援朝卫祖国等七个部分,不仅记载着从 1938 年到

现在他个人的经历和社会的历史,而且成为中小学德育教育的教科

书。沈阳市铁西区 82 岁老人刘振中写的题为《一生中惊心动魄的

一百件简明大事》家庭史书,反映一个普通家庭在 20 世纪的 80 年里

所经历的苦辣酸甜,从中可感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足

迹。第三，家庭档案可作为科学研究的可靠资料，林则徐日记、曾

国藩日记、宋教仁日记、鲁迅日记等,都是史家研究的珍贵史料。无

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家书总是写给特定的亲属阅读的,一般说来不公

布于众。家书能真实地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品格和所处时代的特征。

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的家书,随着时过境迁,便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成

为社会共有的精神财富。由于家书自身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历经

时代风雨的淘洗,愈加显示出思想的光芒和诱人的魅力。《曾国藩的

家书》内容极为广泛,大到经邦治国,朝政事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琐

事,事无巨细,无不涉及。他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成

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一部分,有长久的价值。第四，家庭档案

可作为生产经营的有利助手，家庭承担着生产经营的职能。社会化

大生产的发展,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无疑会使家庭的生产功能减弱。

但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家庭的

生产功能还不可能削弱,尤其是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可能还会得到

进一步强化。为了搞好自家的生产经营,算算投入产出,找到盈亏的

原因,许多农民建起了家庭档案。第五，家庭档案可作为社会教育的

生动教材，家庭档案在家庭中的教化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它是家庭传

统、家风教育的最生动教材。许多家庭档案材料公诸社会,就会成为

全社会思想教育的教材。我国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

本是颜之推教育子孙的家庭训诫,当属家庭档案的一部分,是作者为

整顿自家门风、劝勉子孙而作。但由于书中内容适应了封建社会中

儒士们教育子孙立身、处世的需要,因而得到广泛流传,多次翻印,历

千余年而不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见此书社会影响之大。

第六，家庭档案可作为国家档案的补充，“历史”有两种:一种是个

体记忆,它写在每个人的人生遭遇里;另一种是人类群体的公共记忆,

它写在历史教科书、博物馆及档案馆里。前者就是我们常见的以书

信、日记等载体为表现形式的家庭档案,后者即为国家档案。 

二、家庭档案管理的艺术。（一）收集，收集就是将分散在家

庭成员手中或散落在家庭各处的有保存价值的资料统统收集归拢。

收集的工作量比较大，根据现时一般家庭情况，可以从以下几大类

去着手收集：1、家庭历史、家庭成员履历类。2、家庭经济活动类，

房地产证、房屋租赁合同协议、装修合同、购材发票、大宗电器和

贵重商品购物发票、产品使用说明书、保修单及维修记录、财产公

证书和协议书、债权债务凭据、雇工合同及发放工资凭证、股票、

期货等各类投资交易证卡、工资条、储蓄单据、水电费支出及维修

发票、日常现金收支记账本等等。3、医疗保健、人身安全类，病

历、住院记录、体检表、医药费发票单据、医疗保健卡、拍片、Ｃ

Ｔ等检查结果及片子、心电图、化验单、疫苗接种和药物过敏记录、

义务献血证件、家庭成员意外伤害记录、人身保险单据等。（二）

分类排列：家庭档案分类就是将家庭及其成员所形成的全部档案，

按其来源、时间、内容和形式的不同，分成一定的层次和类别，使

家庭档案构成一套有机的体系。各家庭可根据家庭实际和档案的特

点，选择比较合适的方法进行分类。分类方法一旦选定，应保持稳

定一致。1、家庭档案基本分类方法：（1）按家庭档案所反映的内

容可把家庭档案分为大类，再分成小类（2）按家庭档案所记录的

家庭成员，可以分成祖父(外祖父)、祖母(外祖母)、父亲、母亲、哥

哥、弟弟、姐姐、妹妹、子(女)等类别。也就是说，家庭中有多少

位成员就设多少个类，每位成员为一个单独的类，再加一个综合类。

2、家庭档案复合分类方法，家庭档案数量较多的可采用复合分类

方法。之所以采用复合分类法，是因为一些家庭档案数量较多，一

种分类法是很难全面反映出家庭档案的内容和成份，因此，一般都

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分类法结合起运用。 

结语：家庭档案作为家庭精神文化建设的一个方面，越来越突

显出其存在的必要性。管理家庭档案，不仅因为它存在的必要性，

还因为它有重要的作用及意义。一方面家庭档案是家庭和社会的宝

贵财富；同时家庭档案能为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提供方便；另

外，家庭档案能为家庭教育、增进亲情提供帮助，还能增添生活情

趣、陶冶情操；最后，家庭档案能为研究家庭、社会历史服务，并

为社会累积丰富的文化遗产。家庭档案的管理是一门知识，也是一

门艺术。合理有效的管理是家庭档案发挥重要作用的前提，我们应

该在利用家庭档案的同时不断完善家庭档案管理工作，使家庭档案

的价值得以最大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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