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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魏扬波（ＪｅａｎＰａｕｌＷｉｅｓｔ）

　　关于口述史研究，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三部分：这就是理解口述史、
收集口述资料以及保存、研究口述史。在我们这本《口述史研究方法》
的书里面，主要讨论的是如何收集口述资料，保存口述史和研究口述

史。我在这里则强调的是如何理解口述史，以及理解口述史在我们这

个时代以及社会中的重要性。
早在有册籍记载下来的历史之前，人类就有口口相传有关个人与

群体的叙述，这些讲故事的传统为后代保留了历史事实活生生的再现。
至今这些说书人（如在西非等地），仍然在当地人的生活和认同感上有

很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连续多少代的讲述，有些口头叙述能

渲染达到史诗般的起伏震撼。因此，后人不能不质疑这些口述资料的

可靠性，质疑它们是否经得起其他历史记录的印证。
口述历史来自源远流长的传统，既是一个现代的、也是来自古老艺

术的科学的演绎，它有一定的规范，即是有系统地搜集特定的个人、群
体或组织的口头证词。迄今为止，口述史仍然是一门后起的学科。

在美国大约是１９４２年开始，马歇尔将军发起的一个项目，旨在收

集美国士兵对抗轴心国交战时的记忆。而在学术界，口述史曾经遇到

过很大的阻力，学院派的历史学者认为这是不可靠的伪历史，是在浪费

时间，它不属于历史学领域。然而仅仅３５年内，学术界对精英历史研

究的重视逐渐减退，社会的和草根的历史研究则日益普及。于是，口述

史也就逐步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领域中得到了一个学科应有的地位，
历史学者不再淡化或否定口头传说和口述史的重要性，而正视口述史



成为广义历史记载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中国的口述史研究，可以说是始于１９８０年国家科学院的自然

科学史研究所发起的“口述科技史 ”项目，它系统地收集科技史口述资

料，以作为研究之用。其次，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１９９６年开设了“口述

史学研究”课程，成为中国高校认可口述史成为研究学科的里程碑。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口述史研究方法应用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

学及其相关的学科领域。
在这个背景下，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华中师范

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及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

研究中心与北京中国学中心，共同建立了一个为期三年的项目，以培训

来自各学科的年轻的中国学者学习如何收集口述史的资料，并以此为

基础来从事相关研究。与此同时，我们还与刘家峰教授及陶飞亚教授

合作，２００７年在武汉和２００８年在上海分别举办了两次工作坊，前后有

三十多位学者参加，提交了数十篇论文。
这个项目的最终目的是编写一本口述史研究方法的教材和参考

书。李向平教授在两年的时间内做了大量工作，２００９年初完成初稿。
为了印证对中国教研方面的适用性，在北京举办了第三次工作坊，参加

的有高师宁教授、黄剑波教授、赵晓阳研究员、王丽博士、陈锐刚博士和

李华伟博士等在口述史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学者。因此，这本书可

以说是几代中国学者的集体研究的成果。
在研究过程中，许多人认识到一个全面的历史是终极目标，但是永

远不可能实现。无论是个人、群体或组织，全方位的历史是一个理想状

态，因为历史的存在是基于人类的记忆。口述史的作用就是保存人们

生活中有血有肉的故事。很多历史书籍，如果没有那些直接让我们与

前人一起感受的同悲同喜的故事，读来就索然无味了。
最后，我想强调三点：第一是口述历史的紧迫性；第二是关于口述

历史资料的可靠性；第三则是关注口述史学家的责任。
通过口述史的方法，我们可以为人们收集保留他们离世之后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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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忆。可惜的是，每天都有未被采访者逝世。随着他们的离去，一些

有关个人或社会的重要信息就永远失去了。历史承载的不仅是往事的

记录，也是从他人经历叙述和追忆中获取知识。我们作为研究者的任

务不仅是收集信息，而且是保存、整理和分析，使这些见证能传诸于世，
使这些从口述史获得的认知与洞悉能力能受益于他人。

经常有人问我：什么是可靠可信的口述史？

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相当复杂的。因为我们得到的口述资料常

常是个人的回忆，它模糊不完整，有时还是错误的。为此，首先应当强

调的是口述史应该尽可能的与档案室的文件和其他资料一起研究，这
些资料是记录某一时间或者接近某一时间的特定的事件或者特定的人

的生活。这些资料在确保日期、地点和人名准确性上特别重要。至于

深入探讨一个事件的内涵（特别在有争议的事情上），收集各种看法和

不同受访者的回忆是很重要的。因此，研究人员要能够比较不同的口

述资料，并且比较那时其他现存的书面报告，研究者要牢记这些书面文

字也只反映某种特定的观点。
最后，我将谈谈谁将为口述史负责。
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收集信息。这些数据还需要保存、整理

和分析。有些证据可以通过直接和准确的报告被证实。然而，鉴于当

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些问题可能仍过于敏感，不能公开披露。
然而，我们应该收集并保存这些信息，因为这些人感受的欢乐、痛苦和

经历苦难时的坚持，形成口述史主人公他们的自我定位。所以，这些口

述的故事如果能够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被公布、被世人阅读，这对他们和

整个社会都会意义重大。
诚然，我们更需要口述史论著具有创造性和思想性，为我们的口述

史研究做出积极的贡献。记住历史与建构历史，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

共同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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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口述史研究概论

１９４８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艾伦·内文斯（ＡｌｌａｎＮｅｖｉｎｓ）教授

在该校创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并开始运用口述史研究方法，记录美国

显要人物的回忆，第一次使用了“口述史”这个概念。从那个时候开始，
口述史研究就作为当代学术界研究当代历史的新方法、新领域而正式

呈现出来。这正式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术领域的成立。
半个多世纪以来，口述史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日

益受到重视，业已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中国等国家与地区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已逐步成为历史学中举足轻重的分支学科。
许多历史事件虽然已保存了大量的文字档案资料，但是，研究者仍

会运用口述方法，通过历史、事件见证人的经验与诠释，进一步理解历

史事件、社会生活、人际交往的整体情貌。因此，可以说，正是口述史的

研究，不但丰富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极大地拓展了整个人文社

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
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文献、档案资料为主，基本上是一

种不会说话，也不需要说话的历史。然而，口述史研究方法则是运用访

谈方式来收集受访人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观点或经验，或者是其本人在

某一历史事件中的亲身经历，及其生活经历、重要故事等等，进而付之

以一定的理论诠释和讨论。所以，口述史研究乃是一种鲜活的历史学

研究，或者可以说是一种会说话的历史学研究。

一、口述史（学）的基本定义

“口述史学”这一术语，正式产生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简单地说来，



口述历史就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人们的特殊回忆和生活

经历的一种记录。然而，对什么是口述历史，什么是口述史学，至今还

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和争论。
口述史的创始人艾伦·内文斯的同事和学术继承人路易斯·斯塔

尔说：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

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
美国著名的口述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在他的口述史学专著《大

家来做口述史》中有一段论述：“简单地说：口述历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

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①国际口述历史学界权

威、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保罗·汤普逊则认为，“口述历史是

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②

口述历史是一个人的生平阅历、历史经验和感情世界的记录，同时

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事件的生动记录。而历经各种历史事件、见证了

自己的人生经历的受访者接受口述研究者的访问，把访谈的内容忠实

地记录下来，这成为口述历史的第一要件。很明显，口述历史的目的，
就是要重建受访者人生的历史，重建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件与历史记

忆，并且透过受访者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历史经验，来了解那个时代，以
及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要做口述历史？

为什么不能只用官方档案文件书写历史？为什么还要进行口述史

的研究呢？

因为，一般读历史的人都认为，官方档案资料有凭有据，有日期、有
地点、有人物，因此比较可靠。研究历史的人多数在研究室里面，调阅

档案资料，做研究，撰写历史文章，认为以此写出来的历史文章比较贴

２ 口述史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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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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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香港牛津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近历史事实。但是，历史研究的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以档案资料为依

据而写作的历史，真的就是历史的事实吗？官方的历史记录就是非常

真实的历史经历吗？这中间存在相当大的历史困惑。依据官方文献所

进行的历史研究，无疑就是官方史学立场。这种历史学具有一定的历

史真实性，但是隐藏在这种历史之中的曲曲折折，就很可能没有表达出

来、写作出来。
所以官方文书及其出版的历史作品，要完全呈现历史的真实有其

困难之处，尤其是要通过它们来记载和表达社会大众的想法和社会底

层的心声，则更是困难。因此，口述历史的重要性也就表现在这里。口

述历史、口述史、口述史的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缺失，解除

这些困惑。
一般而言，历史常常是没有被记录的那部分更加重要。以中国

历史为例，自《二十五史》问世以来，在中国历史传统中，许许多多普

通中国人的声音，他们的记忆，以及他们认识历史、诠释历史、书写历

史的方式，从来没有被认真地记录过。然而，一部真正的历史、一个

真实的社会并不只是由一些精英人物、社会上层的思想与意识形态，
以及典型的文化特征构成。许多被传统史学遗忘的“过去”，才是真

正值得研究者去记录、去分析的。从社会伦理的层面来说，社会弱势

群体、生活在底层的无数人的过去被忽略、被遗忘，常常是一种政治

经济策略的运用，是为了将他们推到社会边缘。与此相反，记录他们

的声音以及他们的过去，也是一种策略，是为了让他们不被忽略、不
被遗忘。

为此，口述史学不仅仅是恢复过去的一种工具。如果将口述历史

只当作是“恢复过去史实”的工具，显然过于低估了口述历史的社会意

义与学术价值。
口述历史提供给研究者的，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记忆”或“活的历

史”。它也不一定是过去真正发生的事实，但却能够真正地反映个人的

认同、行为、记忆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当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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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社会中选择、扭曲或遗忘“过去”。这些努力，当然会给历史学者

一些启发。①因此，口述史学者不应将自己仅限制在一个找寻“真实的

过去”的过程中，而更要去探触一个在更广大范畴中被扭曲、被遗忘的

重要的“过去”。
所以，当“口述”与“历史”两个概念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便会在

一定程度上对正统历史学产生一种颠覆性的影响。在过去声音与影像

尚不发达的时代，传统的所谓的“历史”通常是通过文字符号的记录，流
传下来成为“正史”。而所谓的“历史学研究”，则是指研究者运用文献

资料，采用文字来描述、说明和讨论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历史事实或

历史现象等。很明显，这种历史学现象凸显了过去“拥有文字权”和“历
史诠释权”这两者之间互为因果的同谋。谁拥有文字权，谁就拥有了对

历史的解释权。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下，过去能诠释历史、记录历史的

人，往往也是手中握有权力的特权阶级，而他们的眼中所见常常也是和

“权力”相关的人、地、事、物。②

所以，“口述历史”的语意，涉及两个层次的意思。一为“口述”，
一为“历史”。“口述”是相对于“文字”而言的概念，即通过一个人或

一群人通过口头叙述，来说明其生命、生活经验或生活故事，以累积

资料文本的方式，为口述研究、重建历史提供资料的基础。前者着眼

于时间的延续，后者着眼于打破以往的历史局限在公共领域范畴的

偏差。而“历史”的概念则牵涉到事件在何时何地发生、何人牵涉、如
何发生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以及对这些历史事实所做的诠释及持

有的观点。
至于口述史研究法，就包括了“口述”与“历史”的双重意义。实际

上，研究者究竟如何才能将口述研究的理念与历史事件、普通人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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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

１９３页。
胡幼慧主编：《质性研究—理论、方法及女性研究本土实例》，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４９—２５０页。



体验，融入同一个研究之中呢？换言之，口述史的研究不只是一种怀旧

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运用口述访谈的方法，了解过去的人、事、物与现在

的人、事、物之间的丰富关联。
口述史研究一般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１．口述能够纠正文字的偏见，生动形象，特别适用于表述人类生

活中的各种基本联系。

２．口述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而不是单纯地解释历史。

３．口述史所运用的口述史学方法，是一种独特的方法，口述方法

是要将田野作业和书斋作业相结合，并且有一套国际通用的规范程序。

４．口述史的研究工作可以多样化，不论以人物为中心，还是以主

题为中心，皆可以事前设计安排。

５．口述史研究是一种富有现代性格的学术方式，可以对某些学术

界上层的话语垄断提出挑战。因为普通的受访者和访问者都可以成为

历史角色。
至于口述史学，又称“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是以口述史料和口

述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分支，从形态上与文字史学并列，在实质

上与以文字为主的史学一致。
口述史料是指通过口述所收集的史料，可以是录音、录像的各种音

像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形式，但文字形式一定要有录音为依据。以口述

史料为主编写成的历史，一般被称为口述史。
口述史书可以采用两个标准：一是要有原始录音，以供日后使用者

核对；二是要符合史学的基本原则，排除虚构、幻想、乱编的内容，并且

要有相关的问题讨论及其理论诠释。①

上述的各种口述史研究特征，实际上就已经包含了如何去界定口

述史研究法及其与传统历史研究法之间的异同问题。其最主要的一个

意义，就是要经由口述史研究方法的讨论，进而说明口述史研究法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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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钟少华：《中国口述史学漫谈》，《学术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研究价值及其文化特征，最后则是从口述史

实际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历程与原则，来说明口述史研究实际

运用的限制及其对资料的整理与诠释等方式。
人类对历史的记忆，主要是根据文件档案或口头报告的证据，来作

为对过去事件的了解。通常文件档案的证据，包括事件发生当时所留

下的任何物品记录，如日记、信件、会议记录或报道等；而口头证据则必

须通过当时或事后回溯方式，让事件关键人通过口头叙述的方法，详细

地记录下来，从而构成口述史研究主要的资料来源。①

相比较而言，口述史研究法隐含了研究者通过口语叙述的方式，取
得被研究者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或生命经验的信息。它强调，口述史

研究方法是一种研究者运用口述访谈的方式，收集口传记忆及具有历

史意义的个人观点；访谈者向受访者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像的方

式，记录下彼此的对答；通过口语沟通的方式，通过回溯式对历史事件

进行思想和语言的交流过程，获得与某些历史事件紧密相关的资讯与

证据。
为此，对于口述史研究来说，更加重要的则是在于它所采用的研究

方法。它的基本方法，即是对于研究对象的访问或访谈，其次是对于口

述资料的整理、诠释和讨论，最后才是理论的总结。
因此，口述史也不仅仅是一种口述访谈资料收集的方法而已，同时

它还是一种知识建构的主体。一般来说，人们对口述史研究主要特征

的理解有两种形式：一是将口述史视为是对过去资料的收集而已，一是

将口述史视为是一种知识建构和历史诠释的主体。不过，如果我们把

这两种讨论整合起来的话，那么，口述史既是一种资料收集的方法，同
时也应当是一种知识主体建构的概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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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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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人类学而言，口述史研究方法是一种通过对话方式以收集

过去历史、事件重要资料的一种方法①。因此，对于口述史研究而言，
历史就不仅仅是过去的事件而已，因为过去事件与当下的日常生活、社
会交往常常有着强烈的内在关系；历史也不仅仅是战争、经济萧条或政

治转型这些社会事实，历史更应该是活生生的生活史。当口述史研究

者在访问、谈论历史的时候，研究者往往是很难将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一

刀两断。现在与过去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而这些紧张关系无疑就

是建构集体感情与个人记忆、群体记忆的基本要素。②

特别是由于口述史研究能够突破传统历史学必须来源于文字资料

的限制，从而把历史的取材与资料来源拓展到访谈对象或相关人士的

叙述与经历之中，进而能够将历史的解释权和说明权回归于普通民众

和民间社会。于是，每一个口述者都可以是历史或历史事件的参与者

与解释者，这样，口述史对于那些缺乏地位和身份，没有书写能力的弱

势群体，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所以，值得指出的是，口述史研究法的运用，乃是解构了历史研究

的权力结构，让社会上没有声音的弱势者如少数族群、妇女、没有书写

能力者或边缘分子，有机会将自我经验通过自我的叙述进行自我呈现。
这乃是对传统历史研究的权力结构，作了彻底的改造。

因此，口述史研究不仅仅是在历史学界，更加重要的是在当代社会

研究领域得到了格外的关注。在此领域之中，口述史研究者能够运用

口述史研究方法，以见证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普通人对于历史、历
史事件、社会变迁的个人体验。举例来说，口述史研究方法在女性主义

研究领域中的流行和使用，就是口述史研究的另一种发展趋势。依据

部分女性的观点，建议用口述史来了解不同社会文化的妇女之生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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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以女性的观点与经验来诠释人类历史的经验。①这样的话，她们就

把口述史研究方法看做是在一种文化中理解和生产妇女历史的方法，
“拒绝继续在历史中被视为沉默的人群，妇女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历

史———用被研究者自己的声音和经验”②。
尽管如此，口述历史在海外及在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

中，仍然处于不太被重视的地位。但上述这些学科领域对于口述史研

究方法的使用和讨论，也说明了口述史研究在当今人文社科领域中已

经显得日益重要，同时也是目前历史学家要建构个人的生活历史、情感

记忆和群体记忆的基本方法。即通过相关口述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讨

论，进行固有的历史、社会与文化概念的诠释，进而成为知识建构的主

体。这就在不同的知识层面乃至社会需求层面，显示了口述史研究正

在凸显的文化意义与现实价值。

二、当代中国口述史研究的发展

中国的口述史传统是非常悠久的。从“左史记行，右史记言”，到汉

代司马迁的史学名著《史记》，都采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此后，直到清

代顾炎武著名的《日知录》，其中也引用了大量的口述史资料。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界就开始了具有

现代意义的口述史调查和访谈实践。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如中

共高级军事将领和党政要人的回忆录《星火燎原》、《红旗飘飘》，以及经

由全国政协主办的《文史资料选辑》等等。
延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当代中国的口述史研究已经初具规模，或者

说，已经从一种历史学的实地研究、实地收集资料的方法，开始进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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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最为明显的学术进步，就是中国的口述史研

究者已经与国际口述历史学界开始接轨，一批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

的口述史研究的论著开始逐步问世，并在理论与实践等多方面推动了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现代口述史学领域的形成。与此相应的是，
口述史研究实践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口述史实践与

多种学科相互交叉，继而在许多专业领域中也出现了以口述史著称的

研究论著。抗战口述史、知青口述史以及女性主义口述史，应当说开展

得最为火热。“口述史研究”、“口述史学”这些原来陌生的概念，也开始

得到了学术界的介绍和认可，经常为学界所使用。

一方面，是正规的口述史研究项目的逐步增多。有利于口述访谈

的科技手段的发展，诸如录音机、摄影机、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为中国口

述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借助于这些现代科技方法，这
一时期的许多口述史学工作者，开始从事国际正规的口述历史实践。

另一方面，是随着国外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口述史研究在

中国历史学界、其他相关学术界开始受到部分专家学者的重视。１９８７
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新兴科学百科知识》，其中就辟专门章节介绍

了“口述史学”的基本定义和主要内容。１９９９年，在美国口述历史协会

的年会上，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等四位教授举办了中国口述史学专

题讨论会———今天的中国口述史学。①这应当是标志着中国学者的口

述史研究，正式走向了国际学术界。
然而，当代中国口述史研究的发展，是否就能够说明中国当代已经

具有了自己的口述史学？口述史研究与口述史学之间的异同究竟在何

处？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能要从一个专业领域的建设和构成来考

虑。比如说，研究者说的口述史研究是一个研究专题，还是一个学科领

域？是否具有比较独立的专业构成、理论建立、乃至相对系统化的研究

９第一章　口述史研究概论

① 杨祥银：《传播声音：口述历史学家和叙述形式———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第３３届年会

在阿拉斯加召开》，《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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