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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

口述史亦称口碑史 （学），是以发掘、整理和利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

的一种方法，也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现代口述史 （学）诞生于 ２０世
纪４０年代的美国。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 ８０年代，口述史有了很大发展，不
仅出现了大批口述史专家和专业研究团体，而且口述史的研究计划和项目也

日益增多，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标志着口述史的学科体系逐渐

成熟。

以口述记述历史的方式古已有之。在西方，《荷马史诗》和 《伯罗奔尼

撒战争史》都是早期口述史的代表作。我国历代史家编修史书，也不乏采用

民间口述史料的事例。除官修史书外，很多私人编写的野史、别史、杂史等

都广泛采用了民间传说，少数民族的史诗、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更是

世代相传的早期口述史。但随着文字材料的增多，后代史学家日益重视丰富

的历史文献，我国的历史学研究逐渐变成以文字史料为研究对象的 “书斋”

学，特别是清乾嘉学派的兴起，使 “皓首穷经、梳爬文献”成为治史的范

式，影响至今。而口头史料则被视为奇谈怪论、不足征信的野史而受到史家

的轻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内史学与国际口述史接轨，有中国特色的现代
口述史开始形成。进入新世纪，我国口述史、口述史学有了更大发展，多次

召开学术研讨会。近年来，口述历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学者采用现

代口述史方法搜集整理口述史料，研究相关历史问题，一批以口述资料为基

础的口述历史著作相继问世。港澳台及海外也开展了一系列口述历史项目，

口述历史的发展呈现蓬勃生机。

口述档案 （口碑档案、口传档案、口头档案）一般指个人以记忆为载

体，以口述为传播方式所记录的历史，通常在不同代际的人之间用口耳相传

方式流传。目前档案界对口述档案的概念还有争议。美国的口述档案研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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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较早，现已形成一套成熟的技术方法和操作规范，英国、法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加坡、墨西哥、南非等国家在口述档案工作方面也取得显著成

绩。在国际上，第九、十、十一、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都讨论了口述档案

问题。

国内口述档案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已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如外交部

档案馆从１９９５年开始进行口述历史采集。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档案馆聘
请２０名社会各界人士担任特约档案员，进行面对面采访，根据采访获得的
口述史料制作了专题片 《铁证》进行展映，获得社会好评。常熟市档案馆通

过采访、整理，与被采访人核实、签字，形成了２０篇、４万余字的日军侵略
常熟的口述档案，弥补了史料记载的不足。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局努力探索

口述历史档案的采集原则、方法，在实践中认真分析和研究，制定了 《口述

历史档案采集标准》，使口述历史档案采集工作更加规范化、秩序化、法制

化。杭州市档案馆制定了 《关于口述历史音像资料库 （口述档案）建设的

设想》的专门方案。太原市档案局于２０１２年建立了山西省首个口述档案数
据库。浙江松阳县档案馆完成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溪锣鼓口述档案的文字

整理和录音工作，启动 “非遗口述档案”建档工作。此外，一些史学研究部

门、大专院校、新闻媒体和社会人士也十分关注口述历史和口述档案。如叶

永烈、崔永元就是其中的先行者。

口头叙述的方式在人类社会已延续了数千年，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

力。从历史上看，许多少数民族因为没有文字，只能依靠口头传说方式记录

重要人物和事件，这种口头的、无形的、活态的民族文化遗产被转化成记录

的、有形的、固态的档案实体，就是少数民族口述档案。但也有学者提出不

同看法，一是认为口述档案不是档案 （或不具有档案的本质属性———原始记

录性），二是认为口述档案不属于档案管理的对象，三是认为口述档案超出

了档案人员的职责范围。传统保守的档案观念也不认同口述历史的档案身

份。虽然口述档案问题还存在着诸多争议，但笔者认为不能因此而否认口述

史料和口述档案客观上、事实上的存在。如果只把有文字记录的材料视为少

数民族档案史料，而不承认那些口传的、具有强烈民族感情和时代特征的口

头文本是口述档案的话，那么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就成了空白，中华民

族的文化也就是不完整的文化。我们不能因为汉文字问世早，历代留存了大

量的文字材料，现在无需将口头流传当作档案来看待，便对少数民族口述档

案也如此要求，甚至轻视排斥，这不仅不符合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和现实，

而且势必造成集体记忆的 “失忆”和民族历史的空白。因此，将传承了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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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久的民族口传历史记忆加以记录、整理、保存、流传下去，不仅是一个

国家或民族建构集体记忆的需要，也是全人类建设社会文明的需要。

少数民族口述记忆是 “还原”民族历史文化精髓、弥补少数民族文献资

料之不足、传承和延续民族记忆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是研究民族历史文化

的重要资料和依据。近年来，少数民族口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虽然取得了

一些可喜的成绩，但绝大部分仍处于人际传播的原始阶段，其生存状况十分

脆弱，破坏流失极为严重，许多活态口承文化被湮灭，许多已面临濒危和灭

绝，正迅速走向消亡。因此亟待抢救和保护，以便科学管理和开发利用，充

分发挥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当代价值和现实作用。

二

白族古老的口传文化丰富多彩。其中的讲唱类作品十分丰富，包括大本

曲、本子曲、吹吹腔、白族调以及祭祀经文等，这些作品用白语讲述或演

唱，除一部分有手抄本流传外，大多都靠口头传承。白族口述档案大致可分

为民间口碑文学、口传艺术遗产、艺术调查手稿三大类。大理白族地区十分

重视民族民间口头文学的发掘整理，大力加强白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编研出版

工作，启动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建立传承性保护模式，开展普查工作，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建档管理，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对

传承人进行科学管理，在继承和发扬白族口头文化遗产方面起到了表率和示

范作用，促进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开展。

哈尼族口碑文献主要散存于哈尼族聚居区的莫批和歌手中，传承方式为

歌唱、背诵与讲述，体裁可分为散、韵两类。其内容涵盖哈尼族历史、宗

教、哲学、文学、艺术、社会规范、生产生活和知识技艺等诸多领域，其形

式有诗歌、祭词、神话、传说、故事、谱牒、咒语、传统歌曲、谚语、谜语

等等，①其经典口传文献主要有 《哈尼阿培聪坡坡》 （迁徙史诗）、《十二奴

局》（创世史诗）、《斯批黑遮》（祭祀经典）等。进入新世纪，哈尼族口传

文化遇到了全球化浪潮前所未有的挑战，已经处于濒危状态。当前应借助建

设世界遗产地———红河哈尼梯田的契机，加快推进哈尼族口述档案资源的整

合与抢救保护，大力弘扬哈尼族优秀口承文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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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白克仰《哈尼族口传文化译注全集》：一项梯田文化的重大工程［Ｎ］红河日报，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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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族的传统文化主要以长歌大调的形式口头保存与流传，历史上形成

了著名的三大叙事长诗 《阿考诗经》《祭祀经》和 《盘歌》。新中国成立后，

傈僳族民间文学的调查、收集、整理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许多珍贵的口

述历史调查资料并没有完好保存下来，散落、流失、损毁的情况十分严重，

亟待抢救保护。为此，档案部门应主动出击，采集征集傈僳族口传文化典籍

和研究资料，充实馆藏；积极开展对傈僳族口头文化等各种民间文学艺术的

搜集整理工作，抢救濒临失传的民族文化遗产；把傈僳族口述档案工作与民

俗文化开发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傈僳族地区旅游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大力推

进口述历史档案特藏室的建设，对珍贵傈僳族口述历史档案采取特殊保护和

修复措施，进行数字化扫描处理；广泛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和民间文化交流

活动。①

佤族的古老文明和文化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世代流传，这些口承文化

容易失真、变形，甚至消亡。这对保护和保存佤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不

利，也影响着学术研究和社会利用的深入全面开展。因此，应重视佤族口述

历史档案资源建设，为佤族的千年文明史建档。一是组织开展佤族口述历史

档案的抢救保护工作；二是注重佤族口传文化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三是加

强佤族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动建档工作，保护濒临消失的佤族民间艺

术；四是把佤族口述档案当作民族旅游文化开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佤

乡地区旅游及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②五是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积极

推进口述档案数据库建设。

壮族口述档案的内容异彩纷呈、独具特色，涵盖了壮族的迁徙演变、生

产生活、天文历法、文学艺术、边务军事、医学医药、宗教巫术、伦理道

德、民俗风情等各个方面。其中最显著的是壮族民歌 （山歌）和布洛陀经

诗。早在１９９３年，云南省文山州档案局就对壮族土支系民族的口述档案史
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广西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搜集壮族民间歌谣，先后出
版了 《布洛陀经诗译注》《壮族民歌古籍集成》《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

等。但壮族口传文化同样面临着消亡的危机，急需开展壮族口述历史档案抢

救工作，逐步启动壮族口述历史档案资料数字化工程。

羌族有语言无文字，这就使流传于羌族中的说唱艺术、民风习俗、祭祀

礼仪、民间传说等 “特殊文献”显得弥足珍贵，极具史料价值。羌族释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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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内容大多保存在传承人——— “释比”的记忆中，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世代

传承。仅从一部羌族 “释比”传唱的英雄史诗 《羌戈大战》中，就可以看

出羌族先民游牧、迁徙、战争、融合、定居的许多有价值的内容。近年来，

羌族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取得了较大进展和丰硕成果，但 “５·１２”
大地震使依赖于羌民族口传心授、活态传承的羌族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遭

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瞬间面临分崩离析的危境。为了抢救羌族的珍贵文化

遗产，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尽力将散落于各处的羌族文化资料汇编为集成性

文献，为这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建立一个可以传之后世的文化档案；２００９年中
国 “非遗”保护中心创建并开通了羌族文化数字博物馆，为宣传羌族文化，

抢救保护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有关少数民族口述历史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部分：１少数民族口述
史著作。如 《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吉克·尔达·则伙

口述，吉克·则伙·史伙记录，刘尧汉整理）、《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

嘛的口述史》［邢肃芝 （洛桑珍珠）口述，张健飞、杨念群笔述］、《最后的

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定宜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

究》（张晓）、《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余未人）、《让女

人自己说话———民族叙事》（李小江）、《藏族妇女口述史》（杨洪恩）、《额

吉河———十七位蒙古族妇女的口述历史》（宝贵敏）、《８０后摩梭女达布口述
生活史》（赵明湄）等。２少数民族口述档案论文。如 《从 〈格萨尔王传〉

看口述档案的存在价值》（李红英、郭玉贤）、《口述档案与裕固族文化的传

承》（曹红梅）、《对黔东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思考》（王晓景）、《口述档

案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化遗存的保护与传承》（黄志洪）、《浅析哈尼族口述历

史记忆的价值》（潘立勤）、《西部口述历史文献资源的开发与永久性保存机

制研究———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彭燕）、《武陵山区土家族

口述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抢救研究》（彭燕）、《基于数字环境下的少数民

族口述历史保护研究》（彭燕、田进婷）、《苗族口述历史文化信息资源的组

织管理与永久性保存机制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彭燕）、《少数民族口

述历史的挖掘与数字化保存模式研究———以武陵山区土家族为例》 （彭燕、

朱慧玲）、《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采集方法研究》（梁雪花）、《少数民族地

区加强口述档案建设研究》（张晓霞）、《云南沧源佤族口述历史档案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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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护对策研究》（谭莉莉）等。３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研究课题。如吉首大
学图书馆彭燕主持的２０１０年吉首大学校级科研课题 “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口

述历史文献资源开发与永久性保护机制研究”、２０１１年度湖南省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项目 “少数民族口述历史资源的挖掘与永久性保存机制研究———以武

陵山区为例”和２０１１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少数民

族口述历史资源开发利用与永久性保存机制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云

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谭莉莉主持的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 “非

物质文化遗产角度下的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佤族口述历史档案的收集整理

和抢救研究”等。

云南大学情报与档案学系师生对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研究的成绩显著，研

究成果已撰写成多篇论文公开发表。其中已公开发表的论文有：《少数民族

口述档案浅论》（陈子丹、周知勇）、《论亟待保护抢救的云南民间少数民族

口述历史档案》（黄琴、华林、侯明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文化

声音档案保护》 （胡立耘）、 《论白族民间传说故事口述档案的开发利用》

（董甜甜）、《我国口述档案保护机制的建立研究》、《构建云南少数民族口述

档案数据库的若干思考》（赵局建、康蠡、杜钊）、《白族大本曲的档案价值

及其实现》（马自坤、吴婷婷）、《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医药文献的档案式保护

研究》（陈海玉）、《布朗族口述档案管理探析》（陈小兰、瞿智琳）、《云南

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抢救保护研究》（陈子丹）、《论民间散存少数民族口

述档案征集的真实性问题》（虎娇玫、严妍、谭文君）、《少数民族口述档案

基本问题探讨》（赵局建）、《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

档案抢救问题研究》（谭文君、陈文娟、董甜甜）、《加强云南少数民族口述

档案保护的若干思考》（徐国英、张志东）、《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保护

措施探究》（徐国英）。博士学位论文有：《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

研究》（子志月，２０１３年），硕士学位论文有：《云南石林彝族口述档案资源
数据库建设研究》（赵局建，２０１２年）、《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保护研究》
（徐国英，２０１３年）、 《云南无文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保护研究》 （严妍，

２０１４年）、《云南省佤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孙丽娜，２０１４年）、《云
南元阳哈尼族口述档案保护研究》 （李洋，２０１５年）。获准立项的国家级项
目有：民族地区口承文献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２０１０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
目，负责人胡立耘）、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文献价值及其数字化语音库建设

———以纳西族东巴为个案的实证研究 （２０１０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负
责人侯明昌）、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及其国际合作研究 （２０１０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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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人文社科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负责人陈子丹）。

民族口述档案学是研究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及其管理工作，解决少数民族

口述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等问题，为发展口述档案资源管理和口述档案

信息服务提供支持的一门新兴学科。任务是在揭示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形成和

管理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科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以指导少数民族口述档

案工作的实践。其分支学科包括民族口述档案学概论、民族语档语言学、民

族口述档案管理学、民族口述档案编研学、民族口述档案史。现阶段建立民

族口述档案学既要学习和借鉴民族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更要引进和吸收

国外少数族群口述档案管理的经验和成果。

云南大部分少数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民族文化靠民间艺人世代相

传，通过诵唱的神话、传说、史诗、故事、歌谣来保存。在现代化和信息化

大潮的冲击下，口承文化面临失传，有些甚至出现历史性空白和断代，急需

把这些无文字民族的口述历史抓紧抢救下来。面对严峻的形势，云南省实施

了 “２６个民族口承文化工程”，记载包括汉族在内的云南２６个民族无文字
口承文化。国家档案局于２０１０年批准云南省作为开展抢救保护少数民族口
述历史档案试点地区。①目前试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完成１３个少数民
族口述历史采集工作，完成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 “云南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与

保护方法研究”和 “少数民族口述历史采集与整理方法”。下一步还需从基

本理论、工作实践、抢救保护、开发利用等方面加强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

的专题研究，学习和借鉴国外口述历史理论和方法、学习和借鉴相关学科的

研究方法、学习和运用少数民族口述历史采集录制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加强

声像技术手段在口述史研究中的应用，采取实地调研、深度访谈、采集记

录、整理公布、展览利用等方式方法，总结云南的实践经验，探索少数民族

口述记忆采集和整理工作模式，创新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档保护方

法，开创云南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新局面。

四

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管理利用包括访谈、采集、整理、归档、保管、

译注、编研、利用等方法。采访前必须制订一份切实可行的采访计划，以避

免采访的盲目性。除明确收集资料的类型和目标任务、制订近期和长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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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① 陈子丹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抢救保护研究［Ｊ］兰台世界，２０１２（１１）



外，还应确定采访的范围和主题，尽可能多地掌握有关调查主题的内容。重

点访问民宗局、民族学会等机构，有针对性地选择采访对象，确定受访者的

候选名单。根据受访者年龄、重要性、采访时间、地点等确定采访顺序。一

般应将年龄较大、重要的受访者排在前面，尽量避免因发生意外而使整个计

划无法执行。确定受访对象后，要通过熟悉受访者本人、受访者的作品、已

经发表的有关被访人和被访事件的文章及媒体报道的有关材料等外围环境，

多角度全方位地详细了解受访者的家庭环境、社会关系、文化水平、知识结

构、专业特长、性格特点、成长经历等，争取对被访人和被访事件有一个概

略的了解。采访前应将需要继续了解的问题逐一列出，归纳分析后拟定详细

的访问提纲。①要根据访问主题和了解到的材料，设计访谈内容和采用的访谈

语气，确定采访形式———仅用笔录还是配合录音、录像等手段，预定访谈地

点，还要准备好笔录、录音、录像的设备和器材等，以保证访谈工作的顺利

进行。正式的采访通常是按照既定计划和设问提纲进行，但有时需要根据具

体情况灵活变通。采访者要充分运用各种采访技巧，以期从被访者口中获得

更多的真实资料，但必须自始至终尊重被访者的人格和隐私。②在访谈过程

中，一定要原原本本做好记录，不粉饰、不掩瑕，尽可能详细、具体、准

确，包括曲折、失误、争论等应如实记载。③档案馆需要对口述历史文件进行

专业的整理归档，建档内容包括对采访时间、采访地点、访谈者、受访者、

访问次数等信息的著录以及对音像资料的转换、对访谈内容的标引和对涉及

的人物、事件、地点的索引等。数字化保护要应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如扫

描、数码拍摄、三维、数字录音、摄像、虚拟现实、网络数据库等，对少数

民族口述历史档案进行分类、制作、鉴定、存储、保管，建立文字、图像、

音频、视频等数据库，建立适应数字时代的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保存机

制。编研应根据口述档案的状况、客观需要以及编者的水平，选择有较大查

考利用价值的口述档案，采用不同方式，对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采访内容进

行整理、加工、注解和编辑等信息开发工作，形成受益面广、传播速度快的

少数民族口述档案信息产品。

少数民族口述档案资源有效整合的路径有三个可执行的层次：一是直接

采访制作口述历史档案，即由档案部门自己主持口述历史项目，产生新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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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历史档案；二是征集社会已有的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即从社会上已开展口

述历史工作的单位、部门和已做过口述研究的个人手中征集已有的口述历史

出版物和音像制品等口述历史成果。三是整合现有的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即

档案馆对社会各界已形成的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资源予以整合。

五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民间文艺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先

后发起了口头文学遗产抢救的 “三大战役”：一是从１９５７年开始，中国民协
组织成千上万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开展民歌调查采风运动；二是１９８４年文化
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协共同发起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故事、歌谣、

谚语）”普查编纂工作；三是２００２年启动实施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

程”。为了将这 “三大战役”中幸存下来的口头文学遗产进行数字化存录，

２０１０年底又启动了 “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口

头文学资料最为系统的民间文学数据库，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学的 “四库全

书”。

在云南，《阿诗玛》的搜集整理揭开了民族民间口头文学遗产抢救的序

幕。１９５８年，全省开展了大规模的民间文学采风运动。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云
南省社科院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云南分会联合组织了

９个调查队 （组），分赴各地进行调查和复查，抢救了大量民族民间文学资

料。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各地编纂的民俗资料 （如地方志、风情录）也对民

间文学予以关注。１９８３年８月，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成立，各地
州 （市）、县也成立了相关组织领导机构，对各民族各地区流传的民间文学

进行全面普查，共编辑民间文学县卷、地州 （市）卷和民族卷４１０部，其中
正式公开出版的有３６０余部。①２００３年编辑出版了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云

南卷》《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云南卷》《中国谚语集成·云南卷》，这三套民

间文学集成共收录云南２６个民族民间具有代表性的口传古籍２０００余种。省
民委古籍办还组织专家学者整理编纂了超过１０００万字的鸿篇巨著 《云南民

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目提要》，被誉为云南少数民族的 “四库全书”。

民国时期，少数有识之士已开展了一些个体化、零星化的民族口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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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报，２００４（１）



抢救活动。如被誉为 “傣族研究第一人”的李拂一十分注重收集傣族口述资

料。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进行了长期的抢救、保

护、研究和发展工作，搜集和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少数民族口述档案资料。如

被誉为 “中国三大英雄史诗”的 《格萨尔》 《江格尔》 《玛纳斯》的收集、

记录、整理、翻译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其他少数民族史诗也相继问世。近年

来，在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高潮推动下，国内一些省市的研究机

构、大专院校、新闻媒体以及民族、宗教、文化部门也开始关注少数民族口

述档案工作。如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学研究所于２００３年成立了 “口头传统

研究中心”，云南省社科院于１９９６年成立了无形文化保护与研究中心，云南
大学于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３年分别开展了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和中国民族村寨调
查。广西融水县民族事务局主持抢救整理了 “苗族古歌”。贵州省沿河县加

大对土家族山歌的挖掘、整理和推广力度。甘肃省肃南县文化局对裕固族口

述的文学、民歌、语言等文化遗产及传承人进行了摄像、录音、文字记录等

初步摸底调查工作。国内一些档案馆先后启动了口述历史档案项目，抢救性

地建设具有典型性、特色性的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总体而言，我国口述档案管理工作起步较晚，目前档案界对口述记忆

的建档方法和途径还处于摸索中，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口述档案学的理论

体系和学术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研究和民族口述档案学

的构建还是一项空白。

六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抢救保护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当时文山州
档案局组织开展的壮族土支系民族口碑档案史料收集工作在档案界引起关

注。近年来，在建设 “两强一堡”的大背景下，云南省档案部门将少数民族

口述历史记忆的保护和传承作为新时期全省档案资源建设的重点，确立了科

学构建具有云南边疆多民族特色档案资源体系的工作思路，全面实施少数民

族濒危语言、口传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即按照国家档案局将云南省作为

全国抢救保护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试点地区的有关精神，抓住难得的 “先

行先试”机遇，结合文化部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保护工作，大力开展少

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抢救保护工作，现已形成少数民族口述记忆抢救保护工

作机制，完成１３个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采集记录，建立少数民族档案资
源特藏库和口述记忆数据库，建设云南１５个独有少数民族多媒体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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