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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清水江文书信息化平台建设为例 

       汇报人：凯里学院图书馆   陈洪波 研究馆员       

凯里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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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江文书是指广泛遗存于贵州省东南部清水江流域少数

民族地区的民间历史文献之总称。清水江文书主要有山林土地

买卖契约、财产析分合同、佃契、典契、借契、拨约字、宗族

与婚姻文书、政治与法律文书、土地管理与赋税文书、军事与

治安文书、民间信仰习俗等类型。 

清水江文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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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江文书是继敦煌文书、徽州文书后发现

的第三大民间文书，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在民间

存量50万份，现被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收

藏进馆22万份。 

清水江文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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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水江文书的价值 

       1.历史价值 

        对文献的历史价值判断，可以从两个方面，其一是史料价值；

其二是其学术价值。 

     清水江文书是了解和研究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社会变迁、经济发展、

民族习惯、土地制度、林业生态等的重要史料。有文字的历史，才算得上真

实的历史。清水江文书的留存，为重新考证和书写苗族、侗族社会史、经济

史、文化史提供了文字史实材料。 

    在有关学者和政府部门的不懈努力下，清水江文书宝贵的学术价值和现

实意义逐渐为世人所知。清水江文书被国内外专家学者誉为具有世界意义的

民族文化遗产，清水江学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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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清水江文书有古文献价值 
    清水江文书是明末至民国末年民间保存的文书，除契约文书外，还有大量的
官文书(鱼鳞册；契尾与土地执照；功牌；告示；札体公文书等）、家族谱系文
书、宗教科仪文书等。这些文书都为当时的书写本和刻写本，它们有着完整的内
容，完整的装帧形式（有封面、封底，有记录时间，并装订成籍），书写刻印精
美，流传少数民族地区，且印量极少，可堪称为苗族、侗族的珍贵古籍。清水江
文书有着古文献的价值。 

    

一、清水江文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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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清水江文书的档案价值 

    清水江文书虽是私藏于民户家中的文书，是民间文献，但它是

苗侗民族传统文化的承载物,文书真实、客观的记载了明清以来清水

江流域苗族、侗族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社会变迁等，是少数民族

社会经济文化史料，“对国家和社会都有保存价值”，所以从它一

被发现就被定义为档案文献。 

    

2010年以“锦屏文书”之名入选      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一、清水江文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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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水江文书管理模式 

       

1.清水江文书现有的管理方式的不足 

（1）自然损毁速度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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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流失速度较快，档案馆的征集收藏困难； 

（3）馆藏文书开放利用渠道不畅通，可以说是锁在密集柜里的“死文书”； 

（4）虽然五个县都辑录出版了清水江文书，但缺少索引，使用困难； 

二、清水江文书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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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清水江文书应有的管理模式 

  清水江文书文书管理应是：既能对纸质清水江文书

进行保护性保存，又能向学术界开放清水江文书，方便

研究学者的查阅和使用，以促进学术研究，同时还能向

世人展示具有世界意义的民族文化遗产。最好的方式就

是搭建清水江文书信息化平台，对清水江文书进行数字

化保存，网络化利用，分布式管理。 
 

       

二、清水江文书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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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政府搭台，馆学唱戏 

        2006年12月，贵州省委专门成立了以分管副省长
为组长，省政府副秘书长和省档案局长为副组长，省
发改委、省文书厅、省财政等多家单位为成员的“锦
屏文书抢救保护领导小组”。自此，锦屏文书抢救保
护工作在省、州、县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档案馆
与学界、档案馆与档案馆之间联合开展文书的抢救保
护与整理工作。 

三、跨界融合，共同推进清水江文书的信息化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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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初步的成效： 

01 

02 

03 

04 

成效 

      一是成立专门的馆、室收藏和保存文书； 

    二是加大了文书的征集力度； 

      三是围绕清水江文书召开了几次大
型的国际学术会议； 

        四是精心整理文书，汇编成册。 

三、跨界融合，共同推进清水江文书的信息化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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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跨界联合，协同推进 
    要能真正实现信息化平台的构建，需要打破业界壁垒，以资源
共享和促进学术发展的心态进行跨界融合，校政联合、校校联合、
校农联合...... 

三、跨界融合，共同推进清水江文书的信息化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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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深入农户家中进行文书扫描，解决农户不愿意移交文书进档
案馆管理问题； 

三、跨界融合，共同推进清水江文书的信息化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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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帮助无能力建设数据库的协议档案馆开展文书扫描建设数据库。 

三、跨界融合，共同推进清水江文书的信息化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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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清水江文书信息化平台建设的总体框架 

   《清水江文书数字对象描述
元数据标准及著录规范》 

《清水江文书分类规则及著录规范》 

《清水江文书归户导航分类规则》 

    根据“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
范研究” 的成果以及清水江文书的
特有属性制定标准规范。 

建立一套分类规则和著录标准 

    清水江文书有别于其他文书，
最大的特点：地域性、民族性、归
户性、完整性 

1.平台建设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拟定清水江文书信息平台的管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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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清水江文书信息化平台建设的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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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文书信息化平台可实现的功能 

01 

02 

03 

04 

成效 

     一是实现文书数字化保存、高保真再现、
文书无限利用； 

    二是提供多途径、多角度查询，克
服编辑出版的局限性； 

    三是建立的清水江文书分类体系，
为清水江文书分类整理提供参考； 

    四是拓展文献信息组织理论的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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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清水江文书是散藏于民间的苗族侗族地方历

史文献，数量巨大，是继徽州文书、敦煌文书后

发现的第三大民间文书，文献学术价值大。要实

现抢救保护和利用双赢，只能是打破自我保护圈，

跨界联合，共同推进清水江文书信息化平台建设，

实现文书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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