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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

的重要倡议，苏州档案部门抓住机遇，建设具有地方特色

的国家级专业档案馆——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开创了

国家级专业特色档案馆建设先例。在充分体现具有地方特

色、行业特色、历史价值的馆藏档案前提下，建筑不仅要

体现出苏式建筑小而精的特色，又能将各类功能融入其

中。运用现代成熟技术和方案，满足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特

色专业档案馆提出的需求。

关键词：丝绸档案；档案馆功能；档案馆建设；建设

问题及策略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

倡议，苏州档案人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充

分挖掘档案资源，在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苏州古城区建设了

一座园林式、传承丝绸之路文化的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

2014年1月，在苏州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

加快推进中国丝绸档案馆建设”提案被确定0112号建议提

案。同月，“筹建中国丝绸档案馆”工作列入苏州市政府

工作报告和2014年市政府八项重点工作之中。经国家档案局

同意，苏州市人民政府通过省政府转报，2015年12月16日，

国务院办公厅批复同意设立“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苏

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的建设，2017

年7月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对项目建设规模、资金安排、

功能定位、土地征收等问题进一步明确。2017年8月市政府

常务会议审议后原则同意建设方案，并对项目功能定位、

总体建筑风格作出指示。根据会议精神，项目方案设计定

位为“小而精的苏式建筑与传统园林”，具有展示、交

流、文创等功能和国际特色。

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2018年11月10日举行奠基仪式，

2020年6月19日正式开工，2022年8月29日完成竣工验收，今

年6月9日正式开馆，向世人呈现一座“中”字头的专业档

案馆，为推动地方经济和文化繁荣，提升档案事业发展贡

献了新的苏州方案。

1 建设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的意义

1.1	贯彻“一带一路”倡议

建设“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是贯彻国家“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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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一带一路”机遇  弘扬丝绸档案文化

路”倡议的重要举措和有形载体，既可凸显苏州“丝绸之

府”的历史地位，放大丝绸档案及其文化的独特优势，又

能更好地发挥丝绸档案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宣传上的作用。

同时，也是对丝绸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助于发掘与推广

古丝绸之路深厚的文化底蕴，继承和弘扬“一带一路”这

一具有广泛亲和力和历史感召力的文化符号，积极发挥

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作用，共同促进不同文明经济的共同发

展。

1.2	传承苏州丝绸文化

在历史发展演变中逐渐积累下来的苏州丝绸样本档

案，不仅见证了苏州丝绸发展的历史进程，更是浓缩了近

现代中国丝绸的文化和技艺，是研究近代丝绸产业发展的

重要资料。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的建设，主要是依托苏州

丝绸悠远丰厚的档案资源，建成后可进一步发掘丝绸档案

资源价值、收藏和保护古老的丝绸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技

艺、研究和利用丝绸文化，并通过档案与文化、产业、科

技、民生的融合，来为经济和社会服务。

1.3	兑现苏州的国际承诺

2017年，在“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申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时，苏州承诺：“规划建

设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苏州丝绸档

案。”投资1.5亿元，占地面积5120平方米，建筑面积8632

平方米，专门用于保护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29592卷

“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是苏州兑现“近现代中国

苏州丝绸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的国际承诺。

2 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馆藏特色

2.1具有地方特色的馆藏

在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馆藏档案中，馆藏有大量苏

州地方特色的丝绸档案，其中，苏州地产印花绸缎样本几

乎完整地保存了苏州丝绸印花厂建厂40年间自主设计的两

万余幅绸缎样本，而在国内重点绸缎产地的绸缎样本实物

中，更保存有20世纪50、60年代出口东欧的传统织锦类绸缎

样本实物，还有“文革”期间鲜见的出口欧美的真丝和各

类交织绸缎样本实物，尤其是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从1972年到

1992年这20余年间在历届广交会上展销的全部出口绸缎的样

——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建设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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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物。这些样本档案为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各个历史阶段

绸缎产品演变的轨迹和概貌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2.2	具有行业特色的馆藏

在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馆藏档案中，丝绸样本档案

中囊括了丝织品中的绫、罗、绸、缎、绉、纺、绢、葛、

纱、绡、绒、锦、呢等完整的各个丝绸大类，既有织花绸

缎样本，又有印花绸缎样本；既有一般性的大类品种绸缎

样本，又有罕见的锦、缎、绫、罗、葛、绡等稀少品种的

绸缎样本。

2.3	具有历史价值的馆藏

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保存有大量有关丝绸行业的珍贵

纸质档案和历史资料，如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

年间的苏州丝绸织造行业契约档案以及民国年间的苏州丝

绸企业会计凭证类档案等，对研究苏州丝绸织业的起源和

民国时期丝绸企业发展史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苏州丝绸样本档案进行开发利用，将存在库房里的

丝绸样本由幕后推向台前，一方面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将档

案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财富，为丝绸产业的转型升级服务；

另一方面可以为国内外丝绸品种保护和系统性研究提供充

足的资源，更好地为发展丝绸产业、传承丝绸工业文明和

弘扬丝绸文化服务，从而为中国丝绸事业的发展提供更为

强劲的推动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

3 苏州中国丝绸档案的功能设置

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是一座多层建筑，地处苏州古城

区黄金区域，新的建筑既要建设成丝绸档案的“中”字头

专业档案馆，又要充分体现出苏式特色，考验着苏州档案

人的智慧和思维，在建设之初，考虑到建筑面积有8000㎡之

多，我们对每个楼层的功能划分都进行了精心的布局。通

过各层园林景观与楼层之间的结合，形成多层次的空间立

体景观。既有亭廊穿梭其间，又有各类景观绿植相映，营

造出充满韵味与雅趣的传统空间氛围。充分体现苏式建筑

小而精的特色，在保留了苏式建筑风格的同时，还将各类

功能融入其中。

3.1	 对外展示功能

进入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门厅，由一个高为4.5米的宽

阔门厅组成一个入门形象大厅，厅内配置高3.52米、长12.16

米的电子大屏，既可用于演示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智能馆

库系统和其他各类智能化管理功能。同时，又能通过门厅

电子大屏开展各类主题活动。

在建设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时，考虑到能更好地宣传

中国丝绸，向社会展示中国丝绸发展路径，在一层设置了

“档案在左，丝绸在右”1000㎡的固定展区域，固定展区共

分设丝绸千年、对外交流、对内传承、档案说话、申遗历

程五个展区，向参观者展示近现代苏州中国丝绸发展历史

和中国丝绸发展之路。展区用大量档案原件进行展示，并

运用声、光、电相结合，充分演示了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

馆藏内容，让参观者行走在视觉联动的现代感氛围之中，

感受档案的绚丽多彩和令人震撼的视觉效果，通过展柜之

中一件件精心布置的展品展示出档案背后的故事，进一步

感受苏州这座丝绸之府的历史沉淀。

3.2	 服务接待功能

建设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是为了提供与丝绸相关的

专业查阅服务和宣传，具有特殊的专业性。为更能体现苏

州中国丝绸档案馆的“中”字头要求，提供更好的专业服

务，服务功能方面，在一层设置专门的查档接待区用于提

供对外查阅服务，接待方面，在一层建设一个可容纳100人

左右的多功能报告厅，方便召开各类会议。二层建设一个

具有同声传译及远程在线会议等功能的国际会议室，可召

开各类高端会议和国际性会议。

3.3	独特的馆藏功能

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馆藏档案以近现代苏州丝绸档案

样本为主，兼顾近年来征集的全国各地与丝绸相关的各类

档案，对保管环境有较高的要求。苏州处于湿润多潮江南

地区，需要考虑建筑一层及以下湿度偏大的实际情况，苏

州中国丝绸档案馆的库区均设置在二层、三层，并采用内

部环廊式布局。

特别在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二层，配置大小两个库房

封闭式库区，面积为1000㎡左右。其中，大库房作为苏州中

国丝绸档案馆馆藏的主要库区，集中保存成功申报《世界

记忆名录》的各类丝绸样本档案。在三层设置的3间独立的

库房，用于保管各类尺寸规格不一的像锦丝织物档案，及

各类丝绸获奖证书、奖杯等实物档案。

3.4	学术交流功能

建设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承载着对丝绸发展的研究，

要发挥出中国丝绸在对外交流中的特殊性和所作出的贡

献。在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三层不仅配置库区，还运用庭

院式的布局，设置了用于对丝绸档案进行学术研究的专门

场所。在负一层，设置了文创交流区，由修复室、仿真复

制室、文创体验区等组成。配置的修裱桌、裱糊墙、纸浆

补洞机、高清扫描仪等设备，为档案修复和仿真复制提供

完善的工作条件。修复室外是一个开放式的文创体验区，

通过开阔的空间以及挑空的内庭院设计，保证足够的采

光，虽然在地下一层，但依然能很好地开展学术交流和举

办各类文创演示。

4 在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一是如何解决江南地区多潮湿润的库房建设。在苏州

中国丝绸档案馆的建设中，因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处于江

南多潮湿润的地区，气候环境四季交替明显，每年都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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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季节，有近半年处于湿度偏高的气候，但在深秋和冬季

时，又处于湿度偏低的状态。在馆藏档案库房的运行中，

要求全年的温、湿度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状态。因此，库房

温湿度的控制是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二是如何利用现代成熟的科技手段和方法，建设一个

现代化的“中”字头档案馆。

三是如何充分利用好寸土寸金的古城保护区的用地，

充分利用有限的建筑面积。

5 运用现代成熟技术和设备，打造一个现代化的档案

馆

5.1	综合运用现代成熟方案解决南地区多潮湿润的库房

建设

在馆藏档案库房的运行中，要求全年的温、湿度处于

一个相对平稳状态。针对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所处的特殊

地理环境，在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的建设规划初期，结合

往年苏州地区档案馆运行中的情况，重点考虑档案馆库房

温湿度的建设问题，充分考察和了解其他档案馆在日常库

房建设和管理中的优缺点。经过多次讨论和调研，在库房

建设中采取了以下3种方法协同解决库房温湿度控制。

第一，采用恒温恒湿机组空调，并增加除湿和加湿

功能。恒温恒湿机组空调建设成本相对精密空调，成本较

高，但最大特点是可以解决在多雨、潮湿的情况下进行除

湿，在冬季气候干燥的情况下进行加湿，保持库房温湿度

可根据不同外部气候条件进行调整。

第二，重点库区运用回字形环廊布局。为达到对苏州

中国丝绸档案馆馆藏重点档案的保护，减少外界环境对库

房温湿度的影响，我们在核心库区采用回字形廊道布局设

计，将库房包裹其中。通过回廊把库房与外界进行分隔，

廊道区配置多联空调，形成一个闭环的缓冲区域，保障库

房温湿度稳定，尽最大可能避免库房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第三，在建筑施工中增加特殊的保温工艺。根据现

有库房建筑设计规范，常规墙体施工不能完全达到保温效

果。为尽可能使墙体起到保温，在核心库房施工中，采用

保温内墙面工艺做法，具体是在基层墙体上刷界面处理剂

一道，再采用25mm厚度成品石膏保温砂浆，在保温砂浆上

刷抗裂石膏腻子一道，最后在面层粉刷内墙涂料两遍。该

做法有利于增强墙体的保温性能，为库房的恒温恒湿环境

提供更加有利的客观条件。

5.2	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建设一个智慧档案馆

在档案馆建设中，利用智能化手段和方法对档案馆的

运行及馆藏档案进行管理，是当前档案馆建设中的重要内

容，在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建设中，我们采用了以下现代

技术和方法：

第一，合理利用好物联网感知技术。运用于实时监测

档案馆环境状态，提高档案库房的环境质量，营造高效、

绿色、智能、人性化的档案馆管理水平，实时监控库房的

温湿度、空气质量，通过对相关设备设定指标阈值进行自

动处理。

第二，建立综合管理平台。在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的

智能化建设中，采用搭建综合管理平台，包含档案管理一

体化管理的数字档案管理、多媒体应用管理、绿色节能管

理等，对档案存放环境进行智能管理。

第三，运用成熟的RFID库房及安全管理手段。用RIFD

技术对档案实体进行科学管理，通过安防综合联动进行整

体的、全方位的档案馆安全管理，对档案实体进行全程安

全监控。

5.3充分利用有限的库区存放馆藏档案和展示。苏州中

国丝绸档案馆南邻古典园林拙政园、苏州博物馆和平江历

史街区，在寸土寸金的苏州古城区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

档案馆，对建设方案的高度合理性也是一个重大考验。

第一，充分利用库区展示珍藏档案。在苏州中国丝

绸档案馆建筑面积里，能用于展示馆藏档案的固定展和临

时展的面积仅1000㎡，如何发挥出库区建筑面积的展示功

能，充分利用库房区域的合理面积，既能展示馆藏档案，

又能起到档案保护。我们在方案规划时，提出要充分利用

有限的库区面积，在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库房内和库区部

分廊道，配置专业展览柜，用于展示馆藏珍贵档案和特殊

载体档案。如此，使得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的核心库房既

是重点库房，又是特藏档案室，充分发挥有限的档案库区

面积，也是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建设中的一大特色。

第二，建设小而精的特色小库房。苏州中国丝绸档案

馆除了馆藏丝绸档案，还有一定数量的像锦丝织物档案和

磁性珍贵档案。针对这些特殊档案的存放要求，专门配置

了像锦织物档案库和磁性档案库，解决不同载体档案对库

房温湿度的特殊要求，区别保存不同类别档案。

6 结语

建成后的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承担对丝绸档案进行

收集、接收、整理、保管并提供利用和进行研究的重要职

责，是集收藏保护、研究利用、教育宣传等功能于一体的

具有行业特色和苏州特色的国家级档案馆，以档案和丝绸

工作者、科研人员及社会公众为主要服务对象，旨在保护

和传承我国悠久的丝绸历史与文化，发掘和弘扬优秀的丝

绸民族传统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