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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色 心 旅
——《百年风华 邵阳红色档案记忆（1921—2021）》编纂纪实

龙毅鹏

2023年7月6日，对邵阳市档案馆来
说是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

那一天，邵阳市档案工作会议召开。
会上，市档案馆将《百年风华 邵阳红色
档案记忆（1921—2021）》（以下简称《百
年风华》）的内部版发至各县（市）区档案
馆馆长手中。三年艰辛的红色档案编研
之旅，总算看到了曙光。

7月17日，湖南大学出版社李文邦社

长致电报喜，说选题已在湖南省委宣传部
新闻出版处获批，批复时间刚好是7月6日！

这还并非唯一的巧合。那一天，也正值
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作出“四好两服
务”（把蕴含党的初心使命的红色档案保管
好、利用好，把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进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史记录好、留
存好；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
人民群众）重要批示的两周年纪念日。

我将好消息告诉编辑部相关同志，
大家连连称奇，都觉得这一巧合也许正
是天道酬勤吧！回想起三年来同志们为
编书收集资料等历尽艰辛，回想起多次
赴湖南大学出版社、省党史研究院、省委
宣传部汇报的辛苦与渴望，我感觉有必
要记录下编纂红色档案的心路历程，为
后来的兰台人留下一份实录的同时，也
算是对自己灵魂深处的一种慰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2 月 20 日，中共
中央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作了动
员报告。我第一时间将报告
学了两遍，备受鼓舞，油然而
生万丈豪情。2月24日，我组
织市档案馆全体干部召开了
专题研讨会。

此后，我一直思考档案
馆该如何将党史学习教育落
到实处。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的要求，参考自己近年精研
省档案馆编著之《走向辉煌
——中共湖南省委90年档案
图集》等书籍，我暗自萌发编
纂一部中国共产党在邵阳百
年历程的图典类书籍的念
头。记得第一次跟办公室主
任周后平同志谈起时，他认
为这个课题虽好，但太过宏
大，编纂起来难度极大。闻
言，我也就默不作声了。

2021 年 4 月中旬，为全
力支持邵阳党史陈列馆在我
馆一楼开办，副馆长刘巧萍
带领宁凌云等7名同志，不仅
查到大量的文字图片档案，
还广泛征集了 100 余件珍贵
实物档案用于展览。7 月 1
日，邵阳党史陈列馆正式开
馆，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
政协、邵阳军分区的领导莅
临开馆仪式。我参观了展览，
又读到随开馆同步分发的

《百年党庆 图说邵阳》，发
现其中吸收了我们提供的各
种档案资料，特别是大量利
用了我馆2020年8月已编纂
好但尚未公开出版的《邵阳
解放》之内容，不觉重燃了以

档证史的信心。
我再次向编研展览部的

同志提出编纂党史档案书籍
的想法。我提出，档案馆诚然
少被外界关注，但我们应该
更主动地将珍贵馆藏利用起
来。编书是功在千秋的大事，
可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历
史资料，也能为外界了解邵
阳历史文化打开一扇窗口。
而且，红色档案书籍不是谁
都能编的，也不是谁都愿意
去编的，需要决心、恒心、毅
力，需要学识、阅历和才干。
周后平和海飚都为我的热情
所感染，表示之前在编《邵阳
解放》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
验和资料，愿意继续作一番
努力、“摸着石头过河”试编
看看。

转眼到了8月份，时任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迎春为
落实新任市委书记严华对深
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的批示
精神，召集市党史办、市档案
馆等6家单位开会，部署邵阳
红色资源开发保护利用工作，
要求各单位尽快把邵阳红色
资源名录摸清，讲好红色故
事，搞好保护开发，传承红色
基因。我深受启发，回来对馆
里同志讲，我们红色档案书籍
一定要搞、坚决要搞，无论困
难多大！我们档案馆收藏保管
的档案资料，都是无价之宝。
能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记
忆，既是我们的荣幸，也是我
们的缘分，更是我们的使命！
百年荣光昭日月，盛世修史续
华章。要编的书，暂定名为《邵
阳百年红色档案图典》。

缘 起

自8月中旬定下大方向后，我对各
项编研工作进行了统筹安排，让历史学
硕士毕业的贺海鹏着手拟写编书目录，
让经验丰富的编研展览部部长海飚根
据目录整理待查档案的线索清单。跟分
管的副馆长徐继雄谈了我的初步想法
和思路后，迅速召开单位党组会议进行
研究。大家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选题时
间跨度上百年，所需档案资料数量很
大，要编成精品力作，非下一番水滴石
穿的苦功不可。

此后，周后平、海飚、贺海鹏、郭紫等
同志组成编辑部，开始辛勤工作。周后平
学识深厚，前期深度参与了书籍筹划，后
备受胸腺癌折磨，咳嗽不止，右手瘫痪。
即便不能亲自查找资料，他还是强撑病
体，一次次对目录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和查档建议。2022年7月4日，带着对这
本“未成之作”的牵挂和遗憾，他溘然长
逝，未能与大家分享成功的喜悦。

编研展览部的贺海鹏从编书目录
的反复修改到文稿编辑，都挑起重担。
保管保护部的郭紫刚生小孩不久，不辞
辛劳，终日在库房里检索浩如烟海的档
案。有一次为寻找省领导来邵的材料，
她埋头翻查馆藏《邵阳日报》，一张张、
一月月、一年年，前后翻阅了二十多年
的报纸才终于查到！当她惊喜地向我汇
报时，我顿时眼角湿润。档案工作就是
如此，有时为找一份重要珍贵的档案资
料，真如大海捞针，个中滋味，谁能了
解？我只是宏观地谋划，提出大致思路，
明确主攻方向，提供关键线索，海量的
艰苦细致工作，却是他们这几个一线工
作人员在默默地耕耘着！

纵然如此，当编书进入深水区时，我
们还是发现馆藏档案资料远远不够，各
个重大历史节点特别是重大历史转折时
期的档案资料明显地“缺胳膊少腿”，甚
至出现空白。档案部门编书的独特之处，
在于“用档案说话、让历史开口”。我根据
自己比较丰富的阅历和多年多地多岗位
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凭自己对邵阳近二
三十年历史发展脉络的了解，一方面要
求编辑部分列出所需的“四重”（重要人
物、重大事件、重要工作、重大工程）档案
清单，精选最具特色、最有典型意义的经
典档案资料来全方位呈现历史真实；另
一方面，主动争取县（市）区档案馆和市
直有关部门配合支持。

2022 年 1 月 5 日，各县（市）区档案
馆馆长会议召开，实行市县联动，并把

事先已列好的各县（市）区档案馆应向
我们提供的经典档案清单交付给他们，
要求在当年4月底前完成任务。各档案
馆同气连枝，劲头十足，尤其是绥宁、邵
东、隆回三县（市）档案馆动作迅速，及
时提供了远超我们预期的档案资料。

为弥补档案资料缺失，我们还向社
会各界人士广泛征集。为寻找反映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的特色档案，我发动全
部个人关系多方打听询问。最后，通过
多人辗转联系到邵阳学院已退休的体
育系副主任袁仁华教授。袁仁华已退休
6年，定居长沙。我和他在微信上多次沟
通，真情打动他专程从长沙开车到市档
案馆，把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毕业证书
捐赠给我们。为在书中反映中国农村改
革历史进程，我们需要上世纪80年代初
的邵阳农村农民土地承包证书。绥宁县
档案馆馆长杨光联联系数个乡镇，走访
了干部群众二十几人，花了近2年时间，
才达成所愿。

在档案征集过程中，我们也备感红
色资源保护刻不容缓。2022年5月19日，
我和刘巧萍带队专程拜访了87岁高龄
的原邵阳市委副书记屈家海。他曾被评
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经过我们诚
恳地做工作，他慷慨捐出1990年在北京
参加全国党务工作会议期间与中央领导
人的大幅合影留念照和各类证书。此行
不过3个月后，屈老就去世了！此类情形
还有不少，如94岁的南下干部王德仁在
为我们录制了他的口述档案后数月、89
岁的原四野47军160师3营9连的辛立
文在我们看望后数天去世。我们的及时
征集，也为这些历史亲历者留下了另一
种形式的“遗产”。

此后征集民间档案收获不断。隆
振云先生向我们捐赠其父隆斌在抗美
援朝战争中获得的铜质纪念章、其母
肖前兰参加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合影照片；邵阳日报社副社长
兼副总编辑黄仁发和记者申兴刚等人
提供了一些省、市有关领导在邵阳调
研的重要照片。

在广泛征集档案资料的同时，对于
书名我们也进行了一番思考。我与相关
同志多次商量，考虑到当时中央档案
馆、国家档案局已下文要求打造“国家
记忆工程”，提出最好用“红色记忆”一
词。经过与相关专家、学者、朋友反复探
讨，经过近3个月的反复斟酌，最后我们
将书名敲定为《百年风华》。

推 进

2022年6月，书稿虽大体完成，
但部分重要资料仍未完全到位，我内
心非常着急。为在国庆节前形成最终
样稿、放假之前送给市内评审专家审
读，我带了编辑部同志外出查档。我
们到城步苗族自治县搜寻南山牧场
创业的有关资料，与年近90岁的首
任场长石崇斌进行座谈，并到邵阳县
和隆回县分别收集了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蓝印花布和滩头年画的相
关资料。此外，徐继雄发挥自己曾在
市委办工作多年的优势，不厌其烦地
跟有关单位电话联系，推动了对市直
机关单位重要档案资料的收集补充。

9月20日，临近样稿付印之际，
我们还特意聘请专业摄影师，拍摄
了反映邵阳市城区建设重大发展变
化的照片，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
城市记忆。

2022 年 9 月 27 日，样稿正式印
好，分送给市委宣传部、党史档案部
门、社科联、地方志部门和市内大专
院校的10名专家审读。

10 月 12 日，市档案馆召开《百
年风华》书稿评审会议，与会专家充
分肯定了此书的价值，肯定了市档
案馆干部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并提
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冲 刺

2022年10月下旬，新冠肺炎疫
情肆虐邵阳市城区，全城静默，干部
下沉居住地做志愿服务，我们的编
研工作只好暂停。随着疫情管控全
面放开，感染潮又猛烈袭来，12月中
旬后全馆干部都先后感染新冠病
毒。我本人虽有基础疾病，也是最先
感染者之一，可为了完成书稿，我没
有休息过一天。

12 月 26 日下午 4 时左右，我们
把正式稿电子版交付湖南大学出版
社责任编辑。

在一个特殊日子，完成了一本
特殊的书籍，实现了一个特别的心
愿，即便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
重要档案资料未完全找齐，部分章
节的内容有所偏重既有材料，我们
仍感觉三年编书的苦累，如同天空
中的乌云随风飘散了。

2023 年 9 月 13 日下午，市档案
馆召开公开出版发行会议，历经三
年编纂的《百年风华》终于正式公开
发行。

9 月 21 日，全市领导干部在市
委党校参加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读
书班。当我把厚重的书籍送至市政
协党组书记、主席周文手上时，他眼
前一亮，当即说：“你们档案部门编
纂此书很不容易，付出了不少心血，
你们为邵阳的历史文化传承做了一
件大好事、大实事！”

（作者系邵阳市档案馆党组书
记、馆长）

圆 梦

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在隆回滩头木版年画
创新发展中心征集非遗档案。

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在邵东市野鸡坪镇采集农业学大寨亲历者（右二）的口述
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