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忆起两年来在石景山区文化文物局的档案管

理工作，我——一个普通的档案员程秀梅，不禁思绪

起伏，百感交集。情思缕缕话古今，心曲悠悠为兰台。

纵观历史，自老祖宗们从汉代就把宫内藏书之

处称为御史台开始，历经无数朝代变迁，东汉史学家

班固受诏为兰台令史，故后世亦称史官为兰台，唐高

宗也一度将其秘书省改为兰台。兰台之事、兰台之职

都责任颇重。兰台已成为浩瀚的中国文化的重要资

源宝库，它保留着直接的历史标记。我想，不管前人

怎么说，不管前人做了什么，既然今天的中国和明天

的历史也委以我们档案工作者如此之重任，我们就

应该以心弦之曲，汇入浩浩的兰台之歌。

我的工作是一个知识不断累加的进程，先是打

字员，不久兼任机要员，再不久又包揽了档案管理，

三位一体，可谓百忙。自1996年11月至今天不足两

年的时间里，我工作上争强奋进，情感在工作的磨炼

中得到了升华。

细想起来，我对这项工作的真正认识是在档案

二级升一级的过程中逐步提高的。坦白地说，从思想

上到工作标准上都不是简单的举步跨上一级台阶的

递进，而是经历了对历史、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面认

识过程。正如作家左拉所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

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在于不断地增加更多

的知识。”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万事开头难。从事档案工

作的第一件事是组卷硼B时，我真是既不懂理论，也

不熟悉业务，仅限于照葫芦画瓢。只凭一股热情、一

份责任对几千份材料进行组卷。瓢是竭尽全力往好

处画，但不能否认自己在档案管理业务知识上的欠

缺，更不能低估目前状况与升级之间所存在的差距。

看看基础工作，编研材料仅有7种，全宗卷里材料无

几，各项制度还有待健全，计算机管理还是空白⋯⋯

1997年5月，领导提出升一级的要求，我想，上

那么高的台阶只靠自己显然不行，总要先寻找个支

点借力而上吧。于是我向区档案局求助，档案局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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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指导科的同志多次到文化文物局亲自把教，不

厌其烦。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又走入档案人员岗位培

训的课堂。每天放学，从城东的建国门，赶回城西的

石景山，背着书包不是走画家门。而是推开办公室的

门，在人去楼空的机关里，我擦擦头上的汗，开始忙

碌起来⋯⋯

一天，正当我一头扎到档案堆里埋头工作的时

候，家人从医院打来电话，说母亲因病住院了。我急

忙往医院赶，是呀，这一阵子只忙着工作，有时彻夜

呆在办公室，有时夜里一、两点钟才回家，而对老毋

亲的关照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望着病榻上的母亲，我

内心愧疚地安慰着她。爱人和我商量谁在医院陪床，

他说自己的工作脱不开身，但我的工作也脱不开身

呀!屈指算来，现在已是6月10日，离11月份市档

案局验收不足半年，刚开始理出头绪的工作，必须顺

势前行。怎么办9我果断地决定雇个／J＼保姆，以每天

26元的价格托付其照看母亲。当时我想，档案升级

是有时限要求的，而母亲病好回家后可与我长相厮

守。然而我错了，14天后，母亲竟然永远离我而去l

听到这个噩耗，我伏案流泪，泣不成声。在母亲生命

的最后历程中，在她最需要女儿相侔的日子里，我却

没能满足母亲最后的夙愿。捧着母亲的骨灰盒，望着

翠柏苍天，我意识到自己正行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今天，母亲在长河中远去了，年寿有始有终有尽头，

而我只有奋力拼搏，才是对母亲最好的怀念。

长别母亲的第二天，我振奋精神，调整情绪，毅

然走回工作岗位。经过收集、整理、分析、研究，我的

工作初见成效了：编研课题达到24种，完善了全宗

卷材料30多万字，局领导～字字一句句修改审核。

成文后我又用计算机一张张打印出来，共计2000多

张；撰写了近三年的温湿度分析、利用效果分析；所

有不符合要求的案卷全部拆卷后又整理好，几十卷

题名不合格的案卷重新拟写后达到要求⋯⋯那段日

子，我坐在计算机前～干就是七、八个小时，头都抬

不起来，眼睛发胀、发酸。有一天半夜，爱人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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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忘记1998年的夏天。百年罕见的特大暴雨持续了一个多月，它就像一头失控

的庞然猛兽，卷带着浑浊的巨浪咆哮而来。汹涌的洪水在长江肆虐、在嫩江发威，向我们这个

历经磨难、饱经沧桑的古老国家发出了最严峻的挑战。

我们看到，中央领导冒着酷暑亲临抗洪第一线现场指挥，广大军民团结奋战、全力抢险，

铸起了一道道钢铁般的大堤。而在后方，各界群众也争献爱心、踊跃捐赠，希望在国家遭遇灾

难之时j能略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也是华夏儿女的共同心声，而做好本职工作更是对灾区人民最大、最直接的支持。

一批批新闻记者赶赴灾区，不分昼夜地采访、报道，以最快的速度向全国人民传递抗洪

第一线的消息。医务工作者组成一支支小分队，深入灾民之中治病送药。生产抢险物资的厂

家职工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保证灾区各种用品的充足供给。通讯、交通战线的职工坚守岗

位，确保前线与后方一切线路、道路的畅通无阻。商业职工为灾区人民举办义卖活动。很多文

·牡兰喜茭焉蒜蒜：嚣鬟妻薹募做些什凇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做
丁 法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他们看到(北京青年报)上登载了一条消息，在武汉龙王庙险段上出

现了有16名共产党员签字的守堤生死牌，敏锐地意识到了其中的价值，当天就与有关单位

慧 联系，将“生死牌”作为一级文物收藏。后来的报道中又提到潜水突击队在江底探摸时被撞破

的玻璃罩、为扎稳江底特别加重的入水砣．他们也迅速与有关单位联系准备收藏。

我们档案工作者的责任正是要为国家、为民族保存历史的记忆，用我们的双手记录下历

史的瞬间。值得欣慰的是，身处抗洪一线的档案工作者在抢救受灾档案、与抢险大军共同守

堤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在历史重大时刻面前自己的另一份重要职责。武汉市档案局专门成立

了摄影队。奔赴受灾地点，拍摄水文标识、水淹画面、抢险救灾等场景，用档案人的眼光来记

录这场百年罕见洪灾发生时的点滴瞬间。

我们身在北京，虽然只能通过电视画面来感受抗洪第

一线感天动地的场面，但连日来从各个捐赠地点传来的聚

合着良知和爱心的故事，同样令人激动不已、备受鼓舞。白

发老者蹒跚着来了，盲人三口之家搀扶着来了，孩子捐出

了压岁钱。下岗女工拿出了生活费。这些募捐现场的照片、

录像，感人至深的留言，捐款捐物的光荣榜，表现洪水肆

虐、万众一心抢险救灾的海报、宣传画，代表捐赠者心声、

振奋斗志的横幅，赈灾义演活动的门票，凡是能表现在这

场百年罕见洪灾面前全国人民心系一处、团结一致共渡难

关的资料，都应该成为我们档案工作者收集、保存的内容。

百年不遇的灾难我们遇上了，遇上了我们就有义务记

录它、保存它，这是档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也只

有汇入到时代的洪流之中，与国家、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档案工作才能焕发出更强更大的生命力。迅速行动起来，

通过我们的努力为国家、为民族、为后人记录下这一幅幅

血浓于水、感人至深的场面．保留下中华民族携手战胜特

大洪水的珍贵镜头。

接我，我沾沾自喜地指着那一排排整齐的档案对他

说：“嘿，你看我们这儿的档案整理得够意思吧9”爱

人点点头，而后感叹地说：“咱家要是也这么干净利

落就好了。”听了爱人的话，我突然想到自己有许多

对不住他的地方。由于晚上回去晚。早晨总觉得睡不

醒，有时候连被子都来不及叠，更别提给爱人和老父

亲做顿可口的饭菜了，只害得他们天天吃方便面。

4个月后，我们向区档案局递交了升一级的自

检报告。经过区档案局的多次帮助和把关，我们终

于接到了11月10日接受市档案局审核的通知。

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母亲刚刚去世，11月

7日我又接到医院的电话，告知父亲在路上被汽车

撞伤，正在医院里抢救。我心里一阵阵发紧，不停地

默念：“父亲会平安的，父亲会平安的⋯⋯”。待父亲

醒来后，我对他说：“等过两天，我就不忙了，我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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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些时间照顾您了，只是现在我不能在医院陪您。”

安顿好父亲后，我急忙赶回单位。

11月10日这一天终天等来了。当检查团离去

之后，我独自默默地望着证书，环视明亮洁净的图书

阅览室，不禁热泪盈眶。半年来的风风雨雨尽在眼

前，脑海里又浮现出毋亲的身影。我想，如果我要寻

求一种足以使我毕生幸福与愉快的境界的话，那么

这种境界就是自己能够坦然地面对工作，面对人生，

面对兰台。

兰，又叫春兰，也叫朵朵香。我朝夕相处的档案

室，多像一枝芳馨的朵朵香呀!惠圃衡兰，那里有我

的身影，有我的汗水，也有我的心曲——献给浩浩兰

台的歌。

(本文由石景山区文化文物局干部杨金风根据

程秀梅同志先进事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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