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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企划者

村田雄二郎 （东洋文库 · 东京大学）

作为超域亚洲研究的一环 , 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设置了“现代中国研究班”, 从政治 ‧经济 ‧国际关系 ‧

文化等多个角度展 综合性研究活动 , 以考察逐渐成为全球大国的现代中国之动态。主办本次研讨会 , 一方面是

希望大家有机会了解东洋文库“现代中国研究班”的研究成果 , 同时也期待研讨会能够成为提高现代中国研究

高度 , 使其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阶梯。

近年来 , 在现代（当代）中国研究的领域中 , 虽然程度不同 , 各国、各地区的档案资料公 ‧整理工作日新

月异 , 急速发展。基于这一现状 , 为了考察现代（当代）中国研究的现状以及今后的方向性 , 我们特别邀请活跃

在国内外第一线的专家学者进行主题报告、专题演讲 , 并设置了“战后东亚的国际关系与档案”、“民众 ‧集体 ‧

国家”、“从档案资料看‘中国’的内与外”三个部分进行报告、讨论。在具体介绍各种资料的保存 ‧整理 ‧公

状况的同时 , 相信各报告会通过示范利用档案资料的 尖端研究给予大家启发与帮助。

本研讨会主题中的“档案资料的内与外”含有多层对比的意义。档案与档案以外的文献群、中文文献与外

文资料、中国研究与中国“外部”“周边”的研究、文字资料与非文字资料、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等等 , 都在“内

与外”的多层次对比之中。另外 , 如何看待与处理档案资料、行政文献等“硬件”历史资料与记忆、形象等“软

件”遗产的关系也在本研讨会的思考射程之中。

后 , 希望通过详细考察各国 ‧各地区所积累的档案资料 , 尝试对当代中国研究进行横向地域比较 , 以此发

现同一时代中的问题群。这也是举办本研讨会的宗旨之一。

基调报告〈档案・记录・记忆〉

民间史料与中国当代史研究之人文取向―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收藏所见

张济顺（华东师范大学）

民间史料在方兴未艾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日益显现出

其价值与潜能。已有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及学者个人致力

于民间史料的收集、 发和整理，华东师大 – 东方历史研

究基金会当代文献史料中心（以下称“中心”）便是有代

表性的一家。

“中心”于 2014年 10月成立，它并非“白手起家”，

而是有华东师大中国当代史中心和冷战国际史中心多年积

累的坚实基础，所藏民间史料与冷战时期的多国档案，数

量和规模已相当可观。

“中心”所藏民间史料约 5400多卷，超过 150万页；

目前已完成编目和录入数据库的民间史料近 10万份。

从 2009年至今，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中心编辑、东方出版中心已出版《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11

种，17册，另有 2种即将面市。

除去已出版的专题史料外，在量大面广的中心收藏中，一大批特色鲜明、较为系统的专题档案已整理就绪，

可逐步 放利用。专题史料约分为五大类：基层单位和乡村档案、毛泽东时代各种政治运动档案、公安系统资

料、内部资料以及个人专卷。

民间史料的 发、整理和运用，增进了中国当代史研究的人文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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