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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档案叙事是指将档案文献中对具体时空现象的

记录，通过可理解、可表达的话语模式或呈现手段，以

特定的序列、场景建构，从而使情节、环境、符号等叙

事组成成分一一再现并展演深化的过程[1]。档案叙事

本身带有的情节、环境、符号等成分，都可以用结构主

义来进行分析解释，从而更好地为档案叙事服务，充

分发挥档案叙事的优势，进而达到深度挖掘档案故

事、价值和意义的目的，进一步推动档案在公众视野

中发挥作用。

华侨档案作为我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连接海内外的特殊纽带，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和

时代价值。档案叙事是当前华侨档案开发利用的主要

方式，通过档案叙事可以更为生动直接地了解华侨群

体在国内外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基于结构主义的华侨

档案叙事创新研究，能够更好地强化华侨档案叙事的

开发研究。

二、研究背景

1.研究现状。当前，国内学术界已构建起较为完善

的档案叙事理论体系。国内的研究者在基于结构主义

的研究上针对档案叙事的概念进行了深入挖掘，并且

根据结构主义的定义为档案叙事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理

论支撑，例如丁华东[2]、王福亮[3]等学者，都提出了从结

构主义出发进行档案叙事的观点。但是从整体来看，过

去基于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只谈及了可行

性，缺少利用结构主义思想对档案叙事进行具体分析。

因此，通过结合结构主义思想和实证研究，能够更为系

统地对档案叙事展开创新研究，为档案叙事研究提供

更加有深度和广度的视野。

2.基于结构主义对华侨档案叙事的研究意义。结构

主义起源于索绪尔语言学，强调语言符号之间的组合

关系，这种组合关系在构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

学术界认为注重结构、对结构分析是结构主义的基本

原则，并体现出整体性、转换、自身调节性的特征。并

档案叙事是华侨档案重要的开发利用方式，将结构主义运用到华侨档案叙事分析，能够进一步剖析华侨档案叙事中存在
不同要素之间的联系。通过对个人、事件、群体、叙事序列四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华侨档案叙事中存在
的不同情况。当前的华侨档案叙事应该加强口述档案、身份认同、群体规则、叙事序列方面的建设，从而使得华侨档案叙
事工作更加具有说服力、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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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语言学中，强调结构主义存在着共时性，引导实

现转换特征。

结构主义能够对华侨档案中存在的社会和文化现

象进行普遍性的结构分析，并且能更好地将华侨个人

和华侨群体联系起来，厘清不同的华侨档案叙事之间

的相互关系。通过将华侨群体与祖国、海外与本土、华

侨与当地社群之间的关系和差异进行分析，解释华侨

中存在的权力关系、文化冲突、身份认同等问题，进而

理解华侨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动态。结构主义可以

更好地构建起系统性的框架来解释和分析华侨档案和

华侨档案叙事，更好地整合和解读档案资料和叙事文

本，从而深化对华侨群体及其经历的认识。

华侨档案叙事中存在着整体性和共时性特征。整

体性作为结构主义最为基础的特征，是达到结构条件的

前提。在档案叙事中，只有把握好档案叙事的主客体之

间的关系，在叙事过程中穿插必要的因素，把握好整体

性，才能构建完整的档案叙事体系。在叙事体系的构成

过程中，也需要注重整体性的内在规律构成，即需要关

注华侨个人、华侨群体、华侨相关事件之间的关系。

从华侨档案叙事中还可见共时性特征。在华侨档

案叙事中，强调从档案中来、到档案中去，对历史、人物

进行翔实理解，这就要求华侨档案叙事中必须要把握

不同事件、人物、时代背景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不同

种类的叙事序列，对不同的华侨档案进行叙事加工。

综上所述，从华侨档案叙事中存在的结构主义特

征出发，可以将华侨档案叙事分为个人与事件的关系、

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和单个事件与叙事序列的关系三

种，从而对华侨档案叙事现状展开分析。

三、基于结构主义的华侨档案叙事分类分析

1.个人与事件的关系。在华侨档案叙事中，个人主

体和整个事件息息相关。从整体性角度来看，华侨档案

叙事就是将档案中记录的个人经历、成就和贡献与个

人在整个叙事过程中的地位联系起来，从而构建起更

为完整的叙事结构。按照个人在档案叙事事件中的地

位，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个人是事件的参与者。在华侨档案叙事中，多

数的个人会作为整体事件的参与者和主导者，处于主

动地位。华侨可能会作为社会运动的发起人、政治活动

的主导者、商业领域的创业者、科学文化教育的先驱

等，在这种情况下，档案叙事的整体走向和发展，大多

是由华侨本人参与并且主动引导的。在纪录片《百年跨

国两地书》中，针对闽籍杰出华侨领袖陈嘉庚、胡文虎、

李光前的事迹进行了故事叙述，这些华侨领袖都属于

侨居国经济开发的参与者、主导者，对当地的经济建设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参与了一系列爱国运动。这些

个人的华侨档案叙事就属于参与人的情况。

（2）个人是事件的被参与人。在华侨档案的特定背

景下，档案中的个人也可能是某一事件的被影响者，在

这种情况下，华侨个人受到某一事件的影响，甚至成为

受害者。华侨个人会因为战争、社会环境、自然灾害等

原因离开居住地，面临更多的困境和挑战。从被参与人

的角度，可以挖掘出更多档案中的社会和政治对于华

侨个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总结出特定时间段和时代

背景下华侨群体的经历特点，更好地为档案开发贡献

价值。在抗日战争时期，旅日闽侨被迫进行“献金”活

动。通过《外事月报》等报纸档案，揭示出旅日闽侨的生

命和财产难以保全的现状[4]。旅日华侨作为个体被迫进

行“国防献金”，可以看出整个旅日闽侨群体的遭遇。华

侨个人面临许多无奈和伤痛，直接显示出国家民族与

个体名誉息息相关的内在联系。

2.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当前学术界对侨批档案的价

值挖掘，主要是从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构建的价值出

发[5]。华侨档案叙事离不开对华侨群体注重个体的身份

认同这一标志性元素的分析，在华侨档案叙事中，个人

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构成是由华侨群体的情感价值维系

的，通常来源于华侨个人与故乡宗族和海外社群之间

的关系。

（1）华侨个人与故乡宗族的关系。在华侨档案中，

通常都会强调华侨本人和故乡之间的联系。在华侨集

中的区域会存在较为深厚的宗族关系，正是这种重要

且复杂的宗族关系，维系着华侨和亲人、故乡之间的联

系。档案作为能够反映个人经历的重要存在，大多数时

候都会体现华侨个人信息，以及和故乡宗族之间存在

的血缘关系，这能够为华侨档案叙事提供更多的背景。

除了华侨的血脉相连部分，经济关系是华侨档案中涉

及的与故乡最为密切的联系。许多华侨档案都是因为

华侨个人在海外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并对故乡宗族作

出贡献从而建立的。此外，华侨档案叙事中还会涉及华

侨个人与故乡宗族之间的文化联系。华侨档案叙事中

会将华侨档案中有关于故乡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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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和传统价值观等，转化为叙事中所要表达的核心内

容。例如在涉及新加坡的侨批档案中，就有许多有关于

闽南语方言的档案内容，这些内容反映了华侨在异国

他乡保持与故乡宗族的文化联系，也展示了华侨对于

宗族传统的珍视与尊重。

（2）华侨个人与海外社群的关系。从华侨所在地的

人际关系来看，华侨往往组成一个紧密的华侨社区，在

华侨档案叙事中可能涉及华侨个人与故乡宗族在社区

中的互助关系，包括华侨社团、宗乡会馆和家族组织

等。这些组织和社区在异国他乡为华侨个人提供了支

持和归属感，也是维系与故乡宗族之间关系的纽带。

然而华侨个人和海外社群的关系也不完全是正面

的，当前的华侨档案叙事中也提到关于华侨初到海外，

无法顺利融入当地社会，甚至与当地社群出现摩擦矛

盾的现象。这种现象也是华侨档案叙事中重要的一环，

在理清个人与海外社群的关系时，不能忽视这种现象

的存在。只有全面客观地审视和看待华侨个人与海外

社群的关系，才能够对华侨的生活作出客观的描述，最

终转化为华侨档案叙事。

3.事件与叙事序列的关系。

（1）时间序列。华侨档案的叙述通常按时间顺序展

开，以突出事件和人物的发展过程。在华侨档案叙事中，

通常是按照华侨移民的时间顺序，介绍他们的迁徙、生

活和工作情况，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随着

时代发展，华侨群体的特点虽然有所变化，但是仍然一

直以积极参与家乡建设为主。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

呈现出从通过捐赠的手段参与建设家乡教育，到以回归

家乡直接参加投资建设，成为事件主导者的这种情况。

如今，大量的华侨档案来源于华侨后代的保存和传承，

这些华侨的后代也在继续为家乡建设出力。

（2）个人序列。目前，华侨档案叙事还会着重介绍

某个特定的华侨人物，探究他的成长经历、思想动态和

社会影响等方面。目前，档案叙事大多围绕着发挥名人

效应和教育宣传价值来开展，宣传的对象也主要是通

过选择某位成功的华侨商人或者政治家，介绍他的人

生经历和事业成就，从而探究他对华侨社群和海外华

人的贡献和影响。例如厦门陈嘉庚纪念馆利用陈嘉庚

先生一系列的档案材料，通过从陈嘉庚先生出生与教

育、留学与求学历程、视野与企业家精神、慈善与教育

事业、国际影响、晚年生活与对社会的影响几个部分出

发进行详细叙事。当前，陈嘉庚先生的档案叙事已经深

入人心，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华侨从出生到晚年的个

人影响涵盖了教育、商业、慈善、政治和国际事务等多

重领域，是一位对祖国有着极大贡献的杰出华侨。

四、基于结构主义的华侨档案叙事的启示

1.重视与口述档案相结合的档案叙事建设方式。在

华侨档案中，个人通过书信、日记、回忆录等形式提供

了对事件的见证和记录。这些记录大多数包含了个人

对事件的理解和评价，虽然能够为解读华侨历史和叙

事提供多样化的视角和材料，但同时也存在主观性过

强的问题。这些珍贵的华侨档案和历史资料，还通过华

侨个人的家族教育传承，用口述档案和家族叙事的方

式传承给后代。这种方式更能够对现有的档案进行细

节的补充，并且从另一种角度对华侨档案中的事件进

行评判。

所以，在开展华侨档案叙事的过程中，更需要重视

与口述档案相结合的档案叙事方式，通过与华侨档案

中个人涉及的相关人士的走访调查，建立起个人的关

系网络，从而完善华侨档案事件的完整性，并由此对更

多相关档案进行挖掘，形成华侨档案开发利用的良性

循环。

2.强调叙事身份认同情况，注重华侨社群内部的规

则。在华侨档案叙事中，需要着重强调群体性叙事事

件。华侨在档案叙事中行为的合理化，基本都是通过自

我的身份认同所驱动的。在探求华侨档案中事件和不

同要素之间的联系时，要求档案工作者在华侨档案叙

事中把握好华侨在不同群体中的身份认同情况，进而

更好地根据不同的档案材料和华侨历史背景进行档案

叙事的开发和创作。

除此之外，华侨作为一个群体，探究华侨社群内部

的结构和规则，以及华侨与其他社群之间的关系和互

动，能够更好地为档案叙事工作服务。陈咏民将南侨机

工和著名华侨陈嘉庚先生联系起来。陈嘉庚先生作为

南侨机工的重要号召者，将各地华侨机工团体起来，参

与了抗日战争军事运输任务[6]。在对这些群体的分析，

以及与其他社群的互动中，可以更为清晰地理清其间

的参与关系，并从中进一步丰富华侨档案叙事。

3.着重研究华侨档案叙事中的叙事序列。从叙事序

列的角度来看，华侨档案的叙述方式丰富多样，可以根

据不同的需求和目的，采用不同的叙述方式和角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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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完成智能统计、登记任务，通过平

台专网发送带有电子签章的电子档案，或与快递物流

公司对接发送纸质档案，档案送达后主动触及查档者

回收满意度调查，最后首席档案数据官对全流程档案

利用服务伦理风险进行把控，形成季度和年度述职报

告，参与考核，进一步加强风险管控。

五、结语

在遵守新《档案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

章基础上，在数字智慧化、技术智能化、数据要素化情

境中，明晰档案利用服务伦理风险的现象到本质的逻

辑进路，从主体、客体和技术角度分析风险产生原因，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档案利用服务过程中数字鸿沟、隐

私泄露、档案数据崇拜等问题，进一步协调和消除冲

突，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深化和创新档案伦理协

同治理，从而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关系以保障档

案公共服务均衡发展，为档案伦理风险规避提供可循

之路，有助于为数智时代档案伦理学发展提供理论支

持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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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更好的叙事效果。当前对华侨档案叙事主要是采

用时间序列进行的，在主题序列、地理序列和个人序列

上还比较少。

（1）主题序列。华侨档案的叙述可以按照主题来探

究某种文化现象或者分析特定问题，从具有突出特点

的主题序列入手，突出华侨文化交融互鉴。例如在华侨

的档案和自传中会出现汉语和英语中夹杂着闽南语的

情况，华侨在海外生活的时候，通过方言这一种形式将

故乡的文化传播到海外。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可以从闽

南语传播这一主题序列入手，剖析出档案材料受到海

外华侨方言的影响。

（2）地理序列。华侨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地理位置的

不同，按照地理位置分析，可以介绍华侨在不同的城

镇、地区、国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探究他们与当地社

会的互动和影响，包括华侨侨居地艰辛、适应新环境的

挑战和建立新家园的努力。从地理序列出发，档案馆和

相关机构也能够更有效地提取相关信息。同时，也要注

重华侨的回流情况这种反向序列。通过不同地区对华

侨故乡和故乡宗族的影响，可以看出不同地区对于华

侨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和不同生存规律。以地理序列为

基础的华侨档案叙事能够更加系统和连贯地呈现华侨

个人与故乡宗族之间的关系。

五、结语

基于结构主义的华侨档案叙事研究，可对华侨档

案叙事的建设特点进行系统化的剖析，从而对华侨档

案叙事给予启示。但是，结构主义只能够作为一种研究

工具，更多的是给予华侨档案叙事一种分析思路和启

示。在结构主义视角下，只有把握好档案发展的根本，

从档案出发，讲好档案故事，才能够更好地展开对华侨

档案的利用，让华侨档案以新的姿态展现在公众面前，

让华侨档案叙事工作更有说服力，让华侨档案更有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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