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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更好地抢救
和保护散存在社会的各类抗战档案资料，
大力传承和弘扬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
先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充分发挥档案
存史资政育人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
例》等有关法律法规，高邮市档案馆现就面
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与抗战相关的档案资
料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1、文字资料
反映抗战时期社会政治、军事、经济、

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相关档案史料。包括抗
战时期形成的文件、电报、信函、传单、标
语、题词、手稿、图纸、漫画、报纸、书刊、杂
志、日记、笔记、布告等，无论是中文还是外
文资料，凡与抗战历史相关的，均在征集之
列。

2、实物档案
包括抗战时期的军装、徽章、胸章、勋

章、肩章、旗帜、地图、作战图、证件、证书、

牌匾、票据、会标、奖牌、战利品、战斗用
具、军事用品、武器装备、纪念品、生活用
品、慰问品、招牌、烈士墓志铭拓片、钱币
等。

3、照片影像档案
包括反映高邮抗战时期重要战役、重

要事件、战斗场景、军事设施、军队活动、军
民生活、抗战将士等方面的相关照片和影
像资料。

4、口述资料
包括对抗战亲历者、见证者及其后代

口述回忆记录整理的资料以及抗战研究专
家、学者的访谈资料中涉及高邮地区抗战
相关内容的资料。

5、文学与艺术作品资料
包括抗战期间形成的各种散文、诗歌、

小说、戏剧以及军民抗战事迹的民间传说、
歌谣故事等文学作品，或以纪念抗战题材
的书法、绘画、剪纸、雕塑、雕刻、连环画、版
画等艺术作品。

6、其他与高邮抗战相关的资料
如地方史志、报刊杂志、书籍等文献资

料中有关高邮抗战的内容和反映高邮抗战
时期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
的档案资料。

二、征集方式
1、捐赠
鼓励社会各界人士自愿将珍藏的抗战

档案资料无偿捐赠给高邮市档案馆。市档
案馆将对捐赠者颁发捐赠证书，所捐赠的
档案资料将永久保存在档案馆，供社会各
界查阅利用，捐赠者享有优先查阅权，并可
对不宜向社会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意
见。

2、复制
对特别珍贵且持有者不愿捐赠原件的

档案资料，可采用复制的方式进行征集，在
征得持有者同意后，高邮市档案馆通过拍
照、扫描、转录等技术手段获取副本，原件
仍由持有者保存。

3、寄存
若档案资料所有者因特殊原因暂时无

法捐赠，但又希望档案得到妥善保存和利
用，可与高邮市档案馆协商办理寄存手续，

市档案馆将按照约定妥善保管寄存资料，
并在规定范围内提供利用服务。

三、征集说明
1、真实性
征集的档案资料应确保来源可靠、内

容真实，无篡改、伪造等情况。
2、完整性
尽可能保证档案资料的完整性，包括

相关的附件、说明等。
3、清晰性
照片、影像资料应图像清晰、声音清

楚，便于后期整理和利用。文献资料应字
迹清晰、页面完整，如有破损、污渍等情况，
请在提供时加以说明。

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高邮市海潮东路89号高邮

市档案馆
联系人：秦爱萍 13852559990

杨兰萍 15895731711

高邮市档案馆
2025年4月

关于征集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档案资料的公告

高邮市档案馆是收集、保管和提供利
用档案资料的国家综合性档案馆，为更好、
更集中地维护高邮历史的真实面貌，全面
为社会提供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
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
《江苏省档案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高邮
市档案馆现面向社会和个人征集各个历史
时期的人物及重要事件形成具有保存价值
的珍贵档案资料。

一、档案资料征集的范围
1、高邮各个时期编辑发行的报刊、杂志、

画册、简介；建国前或新中国成立后本区域内
编印的各种政策、法规、条例等汇编资料;

2、党和国家领导人、著名人物、外国领
导人视察高邮的照片、音像、光盘等;

3、反映高邮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音

乐、舞蹈、戏曲、绘画等有关作品或手稿、图
像等;

4、反映高邮名胜古迹（遗址）、新旧城
市、集镇变迁、老河、老巷、老街、老屋等文
字资料、图表、照片;

5、反映高邮地区不同时期社会变革、
疆域变迁、重大活动（事件）、自然灾害等资
料、照片、音像、光盘；

6、高邮籍或在高邮生活工作过的古今
名人（包括文化名人、省级以上劳动模范、
各行业系统中省级以上先进人物等）的传
记、专著、手稿、题词、书信及各种证书（包
括毕业证、结婚证、学生证、荣誉证、任命
书、委任状等）、照片、录（音）像、个人收藏
及使用过的实物等；

7、反映高邮非遗文化、名优特产、名牌

产品、科研成果的档案资料；
8、反映高邮地方历史的图、表、书、铭

文、传单、文稿、小报、画报、邮品、书信、墓
志、楹联、徽章、印章、袖标、官民文契（股
票、税票、田契、抵押契、当票、布票、油票、
粮票）、纪念牌匾、纪念杯、锦旗、录音、照
片、民俗民情和家族牒谱资料等；

9、其它散存在民间的具有历史价值的
实物。

二、档案资料征集的原则、方式及相关
规定

高邮市档案馆严格按照《江苏省档案征
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开展珍贵档案资料征
集工作，并在档案资料拥有者自愿的基础上
进行。征集档案资料以无偿捐赠或寄存为
主，认真履行交接手续，颁发捐赠证书。凡

向高邮市档案馆捐赠、寄存档案资料的个
人，本人及其子女享有优先无偿利用权，档
案馆严格维护捐赠、寄存人的合法权益，尊
重捐赠者对捐赠和寄存的档案资料中不宜
向社会开放的提出限制利用意见。

高邮市档案馆诚挚欢迎您以及您周围
的有识之士，踊跃提供线索，积极捐献，举
全市之力、聚全市之志、集全市之果，使传
统文化与开放档案在这里兼容互动，让历
史遗存与现代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

联系地点：高邮市海潮东路89号高邮
市档案馆

联 系 人：秦爱萍 13852559990
杨兰萍 1589573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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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面向社会征集档案资料的公告

陈造是南宋时期高邮著名乡贤，官至淮
南西路安抚司参议官，卒赠朝奉大夫（正五
品）。据《宋故淮南夫子陈公墓志铭》记载，陈
造有子二人，有孙二人。从《高邮州志》上可
以查到陈造十四世孙陈恪，明正德年间任新
安县知县。目前高邮陈姓众多，但查不到哪
些陈氏家族是陈造的后人。2024年安徽繁
昌曾有陈姓来高邮寻亲，说是陈造的后代，有
家谱为证。得知此消息，经一段时间联系，今
年4月11日我与高邮市姓氏文化研究会会长
徐学林、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庆山、高邮市姓氏
文化研究会徐氏分会秘书长徐永良一起驱车
去繁昌，查阅繁昌的《陈氏宗谱》。

繁昌属安徽芜湖市，现为区级建制，陈造
后人所在的地方为繁昌区孙村镇代亭村，距

离高邮约300公里里程。安徽省徐氏文商联
谊会会长徐家胜，繁昌陈氏族人陈平怀、陈道
全，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午饭后即带我们去代
亭村鸟窝陈看他们在建的陈氏宗祠。

陈平怀向我们介绍：繁昌陈氏家族为星
聚堂，有3700人，去年他们议定在老的祠堂
地基上复建陈氏宗祠，资金来源按每人500
元数额捐款，企业老板捐赠数额不限。以代
亭村鸟窝陈“文化大礼堂”项目办理报批手
续。2024年2月17日举行开工奠基典礼，由
繁昌古建筑施工单位建设，一年多时间，主体
工程已经完成，投入资金240万元。在现场，
我们看到陈氏宗祠建筑高大雄伟，前后三进，
石木结构，那些粗壮的木材，方方正正的柱
石，令人赞叹。我们还看到“重修陈氏文化礼

堂资金捐资、赞助一览表”，清楚地记载着各
家各户捐款数额。宗祠门前两副对联，体现
陈氏家族的理念：“祖德巍峨昭日月，宗功浩
荡耀乾坤”。“宗承奕世，积德累功；尊祖和族，
泽继千秋”。他们说，筹建宗祠目的是为了尊
祖敬宗，传承家族文化，促进陈氏家族和谐相
处、“丁财两旺”。

陈道全（75岁）向我们讲述了祠堂建造过
程中的艰难，他与陈平怀负责这项工程，一年
多时间，不拿一分钱报酬，也从未向宗亲会报
销过一分钱，动员捐资，招标施工，事无巨细，
都是他们亲力亲为。我们深切感受到，正因
为有像他们这样为家族事业乐于奉献的人带
头，陈氏宗祠才得以建成。

在我们参观祠堂期间，陈平怀到镇上商
店购买了鞭炮香烛，回家鸣炮燃香，“请”出
《陈氏宗谱》送给我们阅读。《陈氏宗谱》是存
放在一个木制的箱盒中（这个箱盒每家都一
样），打开抽板，里面有八卷《陈氏宗谱》。我
们在现场仔细阅读，并用手机拍下序、跋和部
分世系内容。

我们看到宗谱“渊源世系图”第一页上书
“高邮派”：三十三世，陈俊，由徽郡迁高邮；三
十四世，陈彥和，以子贵赠大夫；三十五世，陈
造，字唐卿，宋淳熙初进士，调繁昌县尉，后历
浙西参议，配张氏生子三；三十六世，安一、安
二、安三；三十七世，庆五公陈盛（陈造孙）。
在世系图“繁昌派”中立庆五公陈盛为始迁
祖，“庆五，讳盛，以祖为繁昌尉，见繁山水毓
秀，遂居家焉，故为一世祖”。谱中没有更多

的关于陈造的记载，但有4道朝廷封赠陈造
后裔的圣旨和陈氏家族名人的传记及像赞诗
词等。

从该宗谱中我们确信，陈造的孙子陈盛，
因陈造曾在繁昌做过县尉，同时见繁昌山水
毓秀，遂与其弟陈成（庆六公）迁徙落籍此地，
繁昌陈氏家族是陈造的后裔。在交谈中我们
感到，繁昌这支陈氏家族对祖宗崇拜有加，收
宗睦族的愿望强烈。在与他们告别时，他们
反复关照，请高邮姓氏文化研究会帮助在高
邮找到陈造的后裔。我们几个人在回程的路
上讨论，能否找到？看来要下一番功夫呢。
繁昌之行，姓氏文化研究会又增加了一项新
的任务。

陈造后裔有一支在安徽繁昌
□ 倪文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