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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承载着家族记忆的地契，是祖父
留给我的宝贵遗产。我之所以现在将它们
捐赠给档案馆，是希望这些地契能够得到
更为专业的保护，同时让它们的历史价值
得以充分展现。”近日，车逻镇居民金大松
慷慨地把家中珍藏的80份老地契全部捐
赠给了市档案馆，这也是市档案馆首次征
集到数量如此之多的地契档案。

金大松今年53岁，据他回忆，自记事
起，家中就有一个装满地契的小木盒，这些
地契是他曾祖父与祖父保存下来的。金大
松的祖父金家广是一位勤劳质朴且节俭持
家的农民，以种田为生，在农闲之余还会参
与婚丧嫁娶的乐队演出，通过这样的方式
逐渐积累起财富，进而购置田地，不断壮大
家业。作为家族长子，祖父在兄弟姊妹中
颇有威望，家族内部的土地交易契约都由
他来保管，再加上父亲遗留的部分，地契数
量相当可观。这些地契虽薄，却承载着金
氏家族深厚的历史底蕴。

记者在翻阅这些大小不一的地契时发
现，它们大多是用宣纸制成的，尽管纸张已
经略显陈旧泛黄，但绝大多数的字迹与印

章依然清晰可见，仅有少数略有破损，整体
保存状况良好。这些地契的时间跨度从清
末、民国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其中最早
的为清光绪10年，距今约140年，最晚的
则至1953年。地契中详尽地记载了金氏
家族与朱、张等姓氏村民之间的房屋土地
交易详情，包括地块价格、范围界定、买卖
双方信息以及中间人等关键要素。

档案馆工作人员秦爱萍向记者介绍，
地契按照是否经过官方认证可分为“白契”
与“红契”。未经官府认证的民间契约被称
为白契或草契，而加盖了州县官印的则是
官契或红契。金大松捐赠的地契多为红
契，像这样家族世代相传、时间跨度长且保
存状况良好的地契集，实属罕见，对于研究
清朝、民国时期的土地制度、社会关系以及
社会经济状况都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历
史意义。秦爱萍还表示，档案馆将邀请专
家对地契进行修复，并送至专业机构深入
分析地契内容。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市民积极向档案馆捐赠各种珍贵资
料，其中包括知名作家的著作和手稿、详尽

的各姓氏家谱、记录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历
程的宝贵资料以及珍贵的红色档案等。这
些捐赠行为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档案馆的馆
藏资源，还为深入研究和传承地方历史与
文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素材。

为了充分发挥这些档案
的价值，档案馆会在国际档案
日、国庆节等特殊节日期间举
办一系列主题活动，将珍贵档
案资料对外展示，供广大文史
爱好者查阅利用、交流学习。
市档案馆还特别设立了专门
的查阅区域，并配备专业的档
案管理人员为大家提供咨询
和指导服务。

同时，档案馆也积极为社
会提供档案资料支持。在中
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之
际，江苏省委宣传部与江苏省
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了大

型全媒体系列报道《写给运河的一封信》。
为了丰富节目内容，上个月，栏目组专程前
往市档案馆，采编盂城驿相关的史料信
息。在此期间，重点拍摄了我市市民姜文
定捐赠的相关档案资料。秦爱萍向记者介
绍：“姜文定退休前在我市宣传文化部门工
作，曾深度参与盂城驿的多次修缮工作，并
精心收集保存了大量关于盂城驿的珍贵资
料。今年6月，姜文定将他个人珍藏的部
分资料捐献给了市档案馆，其中就包含了
关于盂城驿的宝贵资料。”在接到栏目组的
通知后，市档案馆高度重视，组织了专人协
调准备相关事宜，全力协助栏目组完成了
拍摄任务。

市民的自发捐赠与档案馆的精心保
护，共同构建起了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
桥梁。正是这种双向奔赴的行为，使得珍
贵的档案与藏品能够继续承载历史记忆，
助力文化传承，为城市的未来发展留下深
刻而璀璨的印记 。

双向奔赴承载邮城历史记忆
□ 郭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