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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中国大陆口述史实践朝着成熟的

方向迈进。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发展基础上，在

口述访谈对象上进一步呈现开放性与多元化；在研

究方法上，进一步采用现代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以

下概括介绍有关口述史学术会议、口述史的实践成

果和口述史的理论探讨等三方面问题。

一、学术会议

1. 首届中华口述史学术讨论会
2004 年 12 月 10-12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
苏省社科联、扬州大学、《当代四川史研究》编辑部等

单位发起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

会议”在扬州大学召开。80 多位来自全国政协、教育

部、新闻出版、科研机构和有关高校的专家、学者也

出席这次大会、其中既有国内享有盛誉的老一辈学

者，也有当今学术界的中青年知名专家。
本次论坛对中国大陆口述史的研究进行了回顾

与展望，交流了口述历史研究的工作经验；论坛还对

口述史学的学科分类与建设深入探讨，讨论了口述

历史的规范、标准、原则。本次论坛的一个重要成果

是成立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作为中国文化史

学会的二级学会，通过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章

程”，推动了大陆口述历史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及其学

科建设。
2. 第二届中华口述史学术讨论会
2006 年 11 月 10-12 日，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

所、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江汉大学联合主办的“第

三次东亚史料编纂机关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华口述历

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江汉大学举行。著名学者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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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

虞和平研究员、扬州大学副校长周新国教授、江汉大

学副校长涂文学教授和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

柳永烈、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所长保立道九、美
国纽约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会长禤福辉以及来自港

台、大陆高校、科研院所、新闻出版机关的专家学者

共 80 余人参加研讨会。
在对口述史的研讨方面，学者们带来了各自近

期的访谈研究成果和理论探讨文章，研讨期间学者

们基本认同，作为“口述史料”的口述史和在此基础

上加入文献考证而写成的“口述历史”以及在“历史

记忆”层次上研究的口述史，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研究

趋向。作为 2004 年在扬州大学举行的首届中华口述

历史学术讨论会的继续，本次会议关于中国口述史

问题的讨论是对上次会议提出的主题“建立中国特

色中国气魄的口述史学”的进一步深入。
3. 第三届中华口述史学术讨论会
2010 年 11 月 21-23 日，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

究所、四川省社科院、当代四川史编委会、中华口述

历史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口述历史未来之路”论坛暨

第三届全国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来自

全国各地和省内的包括政协、教育部、新闻出版、科
研机构、高校、党史、地方志等部门，自然科学、近代

史、当代史等学科的专家学者 150 多人参加了这次

研讨会。
此次会议收到论文 50 多篇，内容包括中国口述

历史的发展态势和未来之路、口述历史的学科建设、
口述历史的学术规范、口述史和其他学科的区别与

互补关系、口述史的魅力、口述史的特质、抗战口述

史料、地方口述史料、文革口述历史和口述史与抗震

救灾等方面。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口述历史未来之路。
会议就口述历史在我国的发展、口述历史的特点、规
律及未来发展之路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提

出不少好的建议设想。
4. 海峡两岸三地口述史会议
2006 年 8 月，当代上海研究所主办了首届“海峡

两岸口述历史理论与实务研讨会”，来自两岸三地的

100 多位口述史专家参加此会。会议就口述历史的真

实性问题、口述历史研究中的法律与道德困境、规范

和推进口述历史建设、加强各地口述历史研究的合

作与交流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2008 年 8 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第二届海峡两岸

三地口述史学术研讨会，两岸三地的学者就口述史

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
2011 年 10 月，厦门社科院、厦门社科联及厦门

大学联合举办了海峡两岸三地口述史会议，来自两

岸三地 50 多位学者就口述历史的现状与发展以及

口述历史的实例进行了交流研讨，值得注意的是，本

次会议延续了前两次会议对口述史的真实性以及相

关的实务规范进行了深入持续的探讨，成为海峡两

岸三地口述史系列会议的显著特点。

二、口述史的实践成果

考察本世纪初以来口述历史发展的现状，大陆

口述历史发展热潮已经跃出学术界囿于理论探讨的

范围。以媒体、网络诸种口述史实践成果来看，至少

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 电视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设有《口述历史》栏目，在

《大家》、《见证》、《面对面》等栏目中也采用了口述历

史的方法，特别是由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主办的纪

念汶川地震特别节目———《铭记》，口述历史，铭记灾

难，引起了社会极大震动和反响。部分地方电视台如

北京电视台、南京电视台、上海东方卫视等也纷纷把

口述历史引入电视栏目。
北京电视台“口述历史”栏目，选取重大历史事

件中的亲历者或见证人，采用人物访谈、本人叙事方

式，“因事找人，因人找事”，或从历史亲历者口中重

现观众最关心的历史往事，或聚焦重要历史人物、国
家政要所亲身经历的事件等等。该栏目一度以高收

视率引起极大关注。
从 2002 年起，崔永元开始策划制作《电影传

奇》、《我的长征》、《我的祖国》、《我的抗战》等电视纪

录片，8 年间共采访了 3500 多人，积累了 600 万分钟

的素材。《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崔永元时，他说：“这

600 万分钟就是一个庞大的口述历史资料库，我们将

来想建立一个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我参观过日

本、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机构，我们的‘口述历史库’甚
至比不过人家的一个大学。我们的 GDP 赶超了别人，

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为

什么大家不觉着这件事丢人呢？为什么不为这事发愁

着急呢？！”（《羊城晚报》2009 年 9 月 29 日 B1版）

2. 网络
江苏民国春秋网“口述”栏目，设“名人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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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相思”、“老兵记忆”等专题，其中有“台湾老兵

忆抗战劫难”、“台湾老兵卜国同忆国军空军南京撤

退”、“台湾老兵缅怀抗战捐躯的战友”等，其口述专

访“访民国老人梅吕素琳”、“七旬老兵讲述金门对

峙”、“柏均和口述：袁家旧事”引起关注。
人民网文史类“口述历史”栏目，推出“‘文革’期

间轰动一时的‘李震之死’”、“对话江青秘书阎长贵:
八年秦城冤狱后‘老实人’的悲壮结局”、“‘文革’中
的胡耀邦：被红卫兵用皮带抽得在地上打滚 ! ”、
“1976：我负责的‘四人帮’抓捕行动”、“儿子眼中的

章乃器：他是个顶天立地的人”、“张思之口述：审判

‘四人帮’，我为异端辩护”、“‘文革’后的首次高考：

陈平原的作文登上了《人民日报》”、“杨瀚口述：祖父

杨虎城的入党之谜”、“王鹤滨：毛泽东口吐粗话，使

我感到震惊和不知所措”、“老兵亲历：中美军队在朝

鲜战场上的第一次交锋”、“开国大典前的国宴，中央

五大书记个个都是‘海量’”等专题。
雅虎网文化类“口述历史”栏目，以“毛泽东当选

主席缺一票，是谁没投票？”为题选摘自《百年潮》杂

志 2009 年第 9 期，曾担任 1949 年政治协商会议筹

备会秘书处副处长的王仲方谈“亲历中华人民共和

国诞生过程”。以“晚清铁路国有化在当时肯定是对

的”为题选编转载《时代周报》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所研究员闵杰谈“铁路国有与晚清大变局”。
“老兵忆给张自忠清洗遗体：重伤七处胸部洞

穿”一文转载自人民网。该文专访河南省泌阳县 93
岁高龄的郭荣昌，当年张自忠殉国后，身为排长的郭

荣昌参加敢死队冒死抢回了他的遗骸，成为亲历那

段历史的唯一幸存者。
3. 报刊
《三联生活周刊》“口述历史”专栏，近年主要口

述专题：“1972：跨过最辽阔海洋的握手”（《三联生活

周刊》2009 年第 1 期）、我与父亲项英：两代人的沧桑

往事（《三联生活周刊》2008 年第 42 期）、父亲储安平

之死（《三联生活周刊》2008 年第 37 期）、高文彬：我

所经历的东京大审判（《三联生活周刊》2008 年第 21
期）、我的父亲郑君里（《三联生活周刊》2008 年第 9
期）、最后的格格———金默玉（《三联生活周刊》2008
年第 4 期）、我的公公陈立夫（《三联生活周刊》2007
年第 41 期）、口述：我的父亲佟麟阁（《三联生活周

刊》2007 年第 25 期）、我的父亲卫立煌（《三联生活周

刊》2007 年第 18 期）、黄宗江:我的戏剧人生（《三联

生活周刊》2006 年第 38 期）、我的父亲罗家伦（《三联

生活周刊》2006 年第 43 期）、王天成：我所知道的毛

岸英之死（《三联生活周刊》2006 年第 8 期）、毓嶦:我
所知道的溥仪 （《三联生活周刊》2006 年第 3 期）、赵
炜: 我的西花厅岁月 （《三联生活周刊》2006 年第 2
期）、周海婴眼中的鲁迅与许广平（《三联生活周刊》
2006 年第 1 期）、“四大家族”之宋氏家族的低调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2007 年第 15 期）。其中“传奇陈毅”
（《三联生活周刊》2009 年第 18 期），通过对陈昊苏、
陈小鲁采访，引述了陈毅当年对儿女专门口述的自

己早年经历。
瞭望杂志社《东方周刊》，近年也推出口述专题。

其中“亲历者口述历史：我策反了国民党海军”一文

由新华社播发。2010 年 4 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

芳采访整理，原国民党海军司令部人事署人事参谋

陈志远口述，叙述陈志远参与策动过国民党海军军

防第二舰队集体起义、海军驱逐舰永兴号、护航驱逐

舰灵甫号及运输舰联荣号舰起义的经历。陈志远对

此是感慨万千：“我以为 60 几年前的事早就尘封起

来了，没想到今天还能有艺术(电影《澳门 1949》)来还

原这段历史，我非常感激”。（《瞭望东方周刊》2010 年

08 月 19 日）

4. 出版
伴随着这股媒体、网络带来的口述史热潮，图书

出版界出现了“图说史大出风头，口述史一枝独秀”
的新格局，各种冠以“口述史”名目的出版物大量出

版并畅销，新闻记者、社会调查者，甚至包括文学创

作者，也把通过实地调查和人物采访形成的报告与

经过文学加工的作品，称作“口述历史”，各出版社及

杂志社以发行或刊载“口述历史”书刊为时尚。
就近年来以口述史为名公开发表的相关著述，

至少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口述资料。
如余未人《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

述史》（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以少数民族社

会文化、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

角度，采用口述访谈的方式，记录原生文化形态。还

有 20 世纪末如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钟华主编的《大山的

女儿：经验、新声和需要———山区妇女口述》（贵州人

民出版社 1998 年版）、郭于华的《心灵的集体化：陕

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追忆》（《共识（2009 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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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等都是这类情况。
第二，文学工作者用新闻采访的方式写作的口

述作品。
如：张建伟的《男人之隐———四十岁男人的生存

现状访谈实录》（南海出版公司 2000 年版）、孟晓云

的《非隐私访谈录———成功女性的独白》（当代世界

出版社 2000 年版）、老威的《中国底层访谈录》、郑实

等人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海天出版社

2001 年版）等。还有如：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

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 1998 年版），贺黎、杨健《无

罪流放———66 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光明日

报出版社 1998 年版），以人物口述展开文学性叙事。
一批学者名流的口述自传。如：如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0 年出版的《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年出版的《季羡林口述

人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出版的《箫声剑

影（一）———刘绪贻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至 2003 年陆续出版的《黄药眠口述自传》、
《舒芜口述自传》（2002 年）、《文强口述自传》（2003
年）等“口述自传”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先后推出

了“口述传记”丛书。其中，赵仁珪、章景怀著，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4 年），口述者忆述本人人生经历，他人

的采录，启功“讲出心底的痛”，“听到他讲述家族从

盛清到晚清以至民国的经历，我们会深感到清朝的

兴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听到他讲述自己辛勤学习

和走入社会的过程，我们一方面会被他自强不息、顽
强进取的精神所感动”，即是口述自传的典型例子。

第三，史学工作者用口述访谈整理的存史性口

述史。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

事》（2004 年）、《从“童怀周”到审江青》（2004 年）、《汪

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97
年）等，以及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 世纪中国科

学口述史》丛书（第一辑）（2009 年）、孙丽萍主编的

《口述大寨史———150 位大寨人说大寨》（上、下册）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8 年版），口述者以当事人身

份，以叙述相关历史事件人物为主，以存口述史料。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山

西人民出版社推出这部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历时一年完成的《山西抗战口述史》（2005 年）。其他

还包括齐鲁书社 2005 年出版的何天义等主编的《二

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1-5 卷）和《日军侵华集中

营》（大象出版社 2008 年版）、张宪文等主编的《南京

大屠杀口述史料》（1-50 卷）（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齐红深主编的《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

口述》（大象出版社 2008 年版），以及《河北抗战“三

亲”实录》（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5 年版）等。
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

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 年版），是口

述史在社会史和妇女史领域用口述方法研究历史的

新成果，对以往文献资料以汉人为中心和以男人为

中心的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
目前由于媒体、网络、出版等诸多方面的积极关

注，口述史已经出现了热潮，考察这股热潮，有如下

几个方面的趋向和特征：

第一，口述史被运用于史学研究以外更多的领域。
目前口述史的运用除了在政治史、社会史、妇女

史等历史研究领域得到更多推广以外，在其他领域

也有较多的应用。比如，档案学界应用口述史方法探

讨“口述档案”理论与实践；党史、文史资料工作者也

在尝试通过对当事人以录音录像方式进行文史资料

的采集整理，并约定公开发表的时间，从而打破传统

文史资料采集主要以当事人撰写回忆录的局限。
第二，自下而上的民众口述史的形成出现。
如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04 年版）、李小江《20 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
丛书、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009 年）、尔冬强《口述历史：尔冬强和 108 位

茶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以及《中国民间艺

术传承人口述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年） 丛书

等，以专业访谈者策划访谈内容，普通民众口述，由

访谈者记录整理出版。
2008 年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口述历史：我的

1976》，全书包括 33 各专题、20 万字实录、160 小时的

录音、80 个广州人的回忆。该书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

室、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都市报联合主编。该

书认为“1976 是一个绕不开的年份，它带给这个民族

的悲喜怎么书写都不为过。伟人去世、民众怒吼、唐
山地震、乱权者走向末路……三十年了，很多事情已

经有了定论，但是，依然有很多事情存在于我们的认

知之外，在喧嚣中日渐面目模糊、似是而非。南方都

市报试图以广州为原点，展现三十年前中国的一个

切面。于是，有了《1976·广州口述史》，希望以口述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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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形式，收集、抢救、丰富更多鲜活的民间记忆”。
第三，就口述史发展的全国不同态势来说，目前

北京、上海、吉林、江苏、浙江、四川、山西，大致形成

了中国当代口述史研究的六个区域，各具特色。
北京是中国大陆开展口述史实践最早，实力最

强，优势最明显的地区。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当代中国

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目的主要为当

代中国史研究提供可信的史料。王俊义、丁东主编

《口述历史》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

已出四辑。左玉河主编的《中华口述历史丛书》目前

已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

《中国科技史杂志》近年来开展的“口述科技史”研究

工作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北京大学、人民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多年来也一直在倡导和进

行口述史研究。北京社科院钟少华研究员是国内较早

倡导并以个人名义进行口述实践的口述史学的学者。
《上海口述历史》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重大项

目，于 1999 年立项，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上海师范大

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对各地日军

“慰安妇”受害者进行调查，记录其苦难的经历，填补

历史的空白。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社科院

《女殇———中国“慰安妇”的调查》的结项成果已获得

通过。另据 2006 年 7 月 14 日《新民周刊》报道，目前

陈映芳等学者正准备开辟《上海棚户区口述史研究

项目》，把口述史的焦点向下对准下层民众，纪录研

究棚户区居民群体的社会生活记忆。作为口述史研

究的论坛，《史林》从 2000 年第 3 期起，推出了口述

史研究专栏，陆续刊登口述史研究文章。
江苏省是中国大陆口述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地

区。扬州大学历史系在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就开始

对辛亥革命时期江苏地区史料进行调查、采访，并出

版了《辛亥江苏地区史料》；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完成《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续编》；80 年代

初期，开始“侵华日军扬州万福桥大屠杀惨案”口述

调查采访，倡议并建立侵华日军扬州万福桥大屠杀

纪念碑；90 年代末至 2003 年还陆续参与完成了《天

南地北扬州人》、《当代扬州人》和《扬州人》，并正在

进行《辛亥前后民国名人后裔访谈》、《当代中国佛教

高僧访谈》等。以《扬州史志》和《扬州大学学报》等为

阵地，陆续发表有关研究口述史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推动口述史学的开展，建立扬州口述史中心，开展区

域口述史的访谈及理论研究。筹建江苏省口述史研

究会，呼吁筹建中国口述史研究会，建立口述史档案

馆或口述史博物馆或在各地档案馆、博物馆内建立

口述史部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以

及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分别开展了《南京大屠杀口述

调查》，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史料》等，并在 2012 年成

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研究会，推

进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研究。
四川社科院的《当代史资料》从 2000 年起开始

内部发行，主要刊登 1949 年以来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学术等各方面的历史资料，以采访、口述、回

忆、搜集、整理等形式为主，并设有“口述史研究”等
专栏，并开展了生机勃勃的对四川及西南地区的建

国以来有关进军大西南，土改、肃反、对私改造、大跃

进、四清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口述史访谈，并对有关

口述史理论作了探讨。四川省社科院和四川省政协

一批退居二线的老领导积极推动当代口述史工作，

尤其是对汶川大地震的口述史采访和抢救，保存了

许多史料。

三、口述史的理论探讨和发展

1. 口述史的理论探讨
新世纪以来，大陆出版的有影响有代表性的口

述史理论译著主要有：周新国主编的《中国口述史的

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保
罗·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等

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杨祥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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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历

史》（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年版）。
大陆各类报刊杂志发表的口述史文章，约计为

300 百篇。
这些著述论文，对推动大陆口述史理论研究起

到了巨大作用，概括起来至少有这样几点：

（1）区分了“口述史料”和“口述历史”
不再在学理上强辩口述史应该是方法论上的

“通过口述获得史料”还是史观变革意义上的“自下

而上”构建新的历史，二者可以分别在不同的意义上

同时存在，即可以是“口述史料”，也可以是“口述历

史”。荣维木在《关于口述历史研究中的概念界定》一

文中认为：“口述史料，是从史料学的角度,特指史料

留存的一个种类；口述历史，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特

指表述历史的一个方式。”（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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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玉河《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一文则进一

步明确提出，“口述史料是不需要加工的；但口述历

史是必须经过整理者加工的。而这种加工，最重要的

一项就是与文献史料比较后对受访者的口述进行了

筛选。”（《新华文摘》2006 年第 16 期）对二者的探讨

逐步趋同。
（2）口述史与历史学变革

朱志敏在《新视野》2006 年第 1 期发表《口述史

学能否引发史学革命》一文认为，口述史“主要通过

历史的亲历者或见证人用口头讲述来展示历史的方

法。这种方式本身即可形成对历史片段或侧面的可

信表述，因此就成为人们认识历史的一个途径。这是

口述史可以促成历史学产生革命性变革含意的一个

方面”。“口述史学的革命含义还表现在为社会史、民
众史、社会心理史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而“口述史

学能否真正推动史学的革命性进步，取决于口述史

的科学性与规模。口述成果缺乏科学性，无以反映真

实的历史，只可当成讲故事；规模不大，无力反映历

史的丰富内涵，就达不到为社会史提供丰富材料的

目的”。
（3）关于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魄的口述史学

周新国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发表

的《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口述

史学》一文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

魄的中国口述史学”，这里至少包括三层含义：其一，

应当承认中国口述史是立足中国史学的历史根基与

传统并结合当代史学发展新的理论，逐步创新逐步

规范，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口述史学；其二，中国

口述史学应当既规范又包容，并在更多的实践中逐

步形成，逐步完善，而不是一蹴而就；其三，我们应当

朝这个目标迈进，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从而在理论和

实践上形成口述史研究的一批又一批标志性成果。
构建中国口述史学工程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

浩大而又光荣的系统文化工程。从研究方法来说，它

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法学

等多个学科；从内容上看，它包括政治、军事、外交、
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民族、宗教和社会习俗等多

种领域；从类型来说，包括老人、妇女、儿童、知识分

子以及下岗职工等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甚至连同

帮会、宗教以及当前社会中出现的贩毒、乞讨等各种

社会现象，无一不是口述历史的对象。
从时间跨度上看，它不仅涉及从旧民主主义革

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且关注新中国建立以

来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多方面的

内容；它不仅关注建国后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土地

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工商业改造、“三反”、
“五反”、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自然灾害、“四清”、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 20 多年的改

革开放等，而且也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如党和国家的

高层领导人物，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

一辈革命家到各个时期的领导人；同时它也关注普

通的民众，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私营企业主、科
技人员、教师、艺术家以及其他各个行业人员等。与

此同时，对这一时期的社会习俗、各阶层人民生活状

况、民众心理等也予以关注，并特别注意抢救一些重

大事件的参与者、决策者和经历者等重要人物的口

述史料以及濒临绝迹和消失的特殊行业、特殊工艺、
特殊人物的史料。

2. 针对口述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呼吁并推动将“口述史理论与实

践”列入国家专业目录中的历史门类的二级学科。
第二、大陆现有的国家博物馆、档案馆或国家图

书馆中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建立口述史馆或口述史档

案馆。
第三、对口述史研究项目建议在国家和省、市社

科基金项目中给予更多立项，并对优秀成果给予相

应奖励。国家有关部门，如：全国或省市县区的党史

办公室、文史资料办公室等，应当立项保障全国和地

方口述史研究经费和人力支持，并鼓励逐步建立系

统化的全国口述史工作者队伍，对具备条件的，今后

有关部门应给予评定相应技术职称等。
第四、进一步开展与美国、新加坡、英国等国进

行口述史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两岸四地（大

陆、香港、澳门、台湾）的口述史研究交流合作，进一

步推动全国各地的口述史研究。

〔责任编辑：肖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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