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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档案馆对地方文化传承与社区记忆构建的重要贡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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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区档案馆作为地方文化的汇聚地，承载着社区发展脉络与民众集体记忆。它收集、保存特色档案，

为地方文化传承提供实物依据，以展览、教育活动等形式激活社区记忆，增强居民归属感与文化认同，对地域文

化延续、社区凝聚力提升意义重大，是维系地方与社区精神纽带的关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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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community archives to local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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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mmunity archive, as a hub for local culture, bears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its people. It collects and preserves distinctive archives, providing physical evidenc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e. Through exhibitions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t revives community memories, enhancing 
resi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is is crucial for the continuity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enhancement 
of community cohesion, serving as a vital force in maintaining the spiritual ties between the locality and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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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汹涌浪潮下，地方文化备受

冲击，诸多传统印记渐趋模糊。社区作为文化根基所在，

亟需守护传承之力，社区档案馆由此凸显关键价值。它

扎根基层，收集如家族谱牒、老照片等珍贵档案，承载

社区发展脉络与民众记忆。挖掘、整理并传播这些档案

资源，既能为地方文化延续提供支撑，唤醒居民心底记

忆，重塑归属感，更是当下传承地域文化、凝聚社区向

心力的迫切需要。  
1 精准采集锚定文化载体 
社区档案馆扎根基层，宛如一座亟待挖掘的文化

富矿，然而，海量信息鱼龙混杂，甄别筛选出有价值的

档案资料，成为首要难题。在这一过程中，精准定位显

得尤为关键。一方面，深入挖掘家族谱牒、泛黄老照片

以及各类民俗物件，它们宛如散落在时光长河中的文

化珍珠，亟待被拾起。以传统手工艺工具为例，一把历

经岁月摩挲的木工刨子，或是锈迹斑驳的织锦机梭，都

承载着几代匠人的心血与智慧，是地方技艺传承的关

键物证[1]。社区档案馆通过系统征集，以严谨的流程、

诚挚的态度，将这些珍贵物件汇聚一堂，让其成为地方

文化传承的实体依托。 
另一方面，社区记忆的鲜活之处，恰如灵动的溪流，

潺潺流淌于居民的回忆深处。社区的往昔并非冰冷的

档案记录，而是鲜活地存在于居民的日常讲述、情感寄

托之中。积极搭建与居民沟通的桥梁，有条不紊地开展

口述史采集工作，便显得尤为重要。社区可精心组织一

支由专业历史学者、民俗研究者、资深记者组成的专业

团队，深入社区的各个角落，走进老一辈居民的生活空

间。这些故事涵盖甚广，从街头巷尾日复一日的烟火日

常，像清晨早点摊的热气腾腾、邻里间借物还物的寒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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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见闻，如社区在时代变革中的

产业转型、面对自然灾害时的众志成城。 
在日常管理环节，科学分类与妥善存储是守护这

些珍贵档案的要点。借助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将纸质档

案逐一转化为电子数据，构建功能完备的数据库。这一

举措，犹如为档案穿上一层坚固的防护铠甲，有效防止

原件因自然侵蚀、人为损坏等因素而损毁[2]。数据库强

大的检索功能，能让使用者在海量信息中迅速定位所

需，极大提升了档案调用的效率。为每份档案精心编制

详细元数据，精确标注来源、年代、背景等关键信息，

确保档案信息的完整性与准确性，让地方文化传承在

有序的管理体系中稳步推进，让社区记忆有一个安全、

有序的存放之所。 
2 多元传播唤醒社区旧忆 
传播渠道的多元拓展，宛如一把把钥匙，能够精准

开启激活社区记忆的大门。社区档案馆可精心打造实

体展厅，以 “老街记忆” 为主题进行布展。展厅内，真

实还原的老街店面招牌、旧时使用的生活用品等实物

错落摆放，与精心挑选的图文资料相互映衬，全方位、

立体式地还原昔日老街的繁华盛景。居民步入其中，仿

佛穿越时空，重回那段充满烟火气的旧时光[3]。充分利

用社交媒体平台的强大传播力，定期推送 “每日一忆” 
短文、短视频。讲述一家老字号店铺的兴衰历程，从创

业之初的艰辛打拼，到鼎盛时期的门庭若市，再到面对

时代变迁的艰难转型，通过生动的文字描述与精心剪

辑的影像资料，将老字号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引发居

民强烈的线上共鸣。评论区中，大家纷纷分享自己与老

字号的回忆，形成热烈的互动氛围。 
教育活动融入日常，成为传播社区记忆的重要途

径。针对青少年群体，举办 “寻根家乡” 研学活动。以

档案馆丰富的档案素材为基础，开发系统、有趣的课程

体系。组织青少年参观档案馆，近距离接触那些承载着

历史记忆的档案资料，聆听专业讲解；而后实地走访老

街，亲身体验先辈们的生活环境，触摸古老建筑的砖石，

观察传统手工艺的制作过程[4]。在这一系列亲身体验中，

在幼小的心灵中播撒下文化的种子，让他们从小树立

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在传播过程中，注重趣

味性与互动性的打造至关重要。精心策划档案寻宝活

动，在档案馆特定区域隐藏与档案相关的线索，参与者

凭借智慧与探索精神，根据线索寻找 “宝藏”（与档案

文化相关的小礼品）；组织故事续写活动，以档案中的

某个故事片段为开头，邀请居民发挥想象力续写故事，

优秀作品可在档案馆展示或收录成册。 

3 全民共建激发社区活力 
社区参与，作为推动社区档案馆持续稳健发展的

核心动力源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搭建居民建言平台，

乃是激发社区活力、实现共建共享的关键举措。从档案

征集主题的审慎确定，到展览形式的精心设计，均广泛

地吸纳居民建议。居民不再仅仅局限于扮演档案馆的

参观者这一单一角色，而是能够华丽转身，成为深度参

与的 “策展人”。以邻里生活变迁展为例，居民们积极

自主策划，从自家精心收藏的老物件、泛黄的老照片入

手，娓娓道来邻里之间那些充满温情的温暖故事[5]。这

些故事生动地展现了社区在发展历程中的每一个重要

阶段与细微变化，让整个展览弥漫着浓郁且真实的社

区温度，自然而然地引发社区居民的广泛共鸣，让大家

在回忆与分享中找到情感的归属。 
鼓励志愿者踊跃参与档案整理、导览服务等关键

工作，旨在充分挖掘并发挥居民各自独特的专长。退休

教师群体，凭借其在漫长教学生涯中积累的丰富教学

经验，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够深入地挖掘档案中的

教育价值，并据此开发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与趣味性

的教育课程。这些课程不仅丰富了社区教育的内容，更

将本土文化以生动的形式传递给下一代。而年轻人群

体，则充分利用自身熟练掌握的新媒体技术，积极助力

档案馆的线上宣传推广工作。他们精心制作精美的短

视频，通过巧妙的剪辑与创意的呈现，将档案背后的故

事鲜活地展示给大众；用心运营社交媒体账号，与线上

观众积极互动，扩大社区档案馆的影响力与传播范围[6]。

在各自充分发挥才能的过程中，社区居民之间的情感

纽带得以不断深化与加固。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为了共同的社区文化建设目标齐心协力、携手努力，

从而形成一股强大且持久的凝聚力，推动社区文化事

业不断向前发展。 
协同各方资源，已然成为社区档案馆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与学校展开深度联合，能够为校本课

程源源不断地输送丰富且优质的本土文化素材。学生

们无需走出校园，在课堂上就能近距离接触到家乡的

历史文化，感受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培养对家乡的热

爱之情与文化认同感。和文化机构开展合作举办展览，

借助文化机构所拥有的专业资源，如专业的策展团队、

先进的展览设备等，以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能够极

大地提升社区档案馆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吸引更多的

人关注社区文化。引入企业资金，则为社区档案馆的硬

件设施升级提供了有力保障，使得档案馆能够拥有更

舒适的参观环境与更先进的展示设备。利用企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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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富有创意的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不仅能够作

为社区文化的载体，传播社区特色文化，其产生的收益

还能够反哺社区文化建设，形成良性循环。各方携手合

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让社区档案馆逐渐成长为社

区精神家园的核心地标。以文化为坚实纽带凝聚人心，

共同书写社区发展的崭新篇章，描绘出一幅充满生机

与活力的社区文化建设蓝图。 
4 创新发展赋能文化新生 
技术赋能，宛如为社区档案馆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深入洞察居民的文化偏好。通过

收集居民在档案馆线上平台的浏览记录、参与活动的

反馈等数据，分析出大家对不同类型档案资料的兴趣

点，从而精准推送符合居民口味的档案内容。对于喜爱

传统手工艺的居民，定向推送相关手工艺档案资料、传

承人的故事等，提升居民对档案馆资源的关注度与利

用率。VR 全景技术的应用，更是为居民带来前所未有

的沉浸式体验[7]。通过构建虚拟场景，让居民能够身临

其境般地重现历史场景，如沉浸式体验古集市交易。在

虚拟的古集市中，居民能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琳琅满

目的商品，听到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打破了时空界限，

让历史鲜活地呈现在眼前。AI 智能修复技术则为破损

档案带来了新生。利用先进的算法，对那些因年代久远、

保存不当而破损的档案进行智能修复，还原岁月侵蚀

留下的痕迹，让珍贵记忆重焕生机，得以完整地保存与

传承。 
文化创意为社区记忆注入了时尚元素。以档案为

蓝本，精心开发一系列文创产品。从设计精美的复古明

信片，将档案馆中的老照片、传统图案进行艺术加工印

制而成，到独具特色的手办，以地方特色民俗物件为原

型打造，兼具实用与纪念价值。举办档案主题创意市集，

汇聚手工制作、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8]。在创意市集中，

居民不仅能购买到心仪的文创产品，还能参与手工制

作体验活动，品尝与档案文化相关的特色美食，如以传

统节日习俗为灵感制作的糕点。通过文化消费带动社

区人气，让尘封在档案馆中的档案资料，摇身一变成为

引领时尚潮流的文化符号，开创地方文化传承的新纪

元。 
5 结语 
展望未来，社区档案馆将在地方文化传承与社区

记忆构建中持续深耕。随着技术迭代，如 VR 全景还

原历史场景、AI 辅助档案修复，将带来全新体验；文

化交流上，与异地社区共享档案精华，拓宽视野。它不

仅是文化宝库，更是社区奋进的力量源泉，以文化滋养，

让社区在岁月长河中永葆独特魅力，居民携手共赴美

好未来，传承记忆之火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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