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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影像有实据性，一份既遵循文献性与准确性，也兼顾观赏性和传播性的口述史影像记

录，是对受访人的记忆最好的保存。通过访谈，一个完整的口述史使得受访人的记忆外化并妥善

保存，将更有利于记录的真实性。影像和声音共同保留了讲述者当时的语气、手势、表情等许多

用语言表达不出来或不宜用语言表达的言外之意，能够更全面地呈现受访人的经验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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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因有实据性，有丰富的现场信息和带入

式的情感体验，能呈现语言和文字说不清道不明

的信息，正日益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成为社

会人文学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可以以影像的

方式记录整个口述史访谈，然后整理、剪辑、文本

化，并保存和分享。影像“能掌握面部表情和肢

体语言，更能显露受访者的个性”［1］132。因此，通

过一个完整的口述史访谈，能使得受访人的记忆

外化并妥善保存，将更有利于记录的真实性。一

份既遵循文献性与准确性，也兼顾观赏性和传播

性的口述史影像是对受访人的记忆最好的记录和

保存。口述史访谈的影像记录与一般的口述史访

谈基本一致，但是因其在记录手段上有所不同，所

以在准备、访谈、保存和整理方面会有不同的要

求，以下从三个方面阐述。

一、访谈前的准备

口述史记录的是个人亲历并讲述的历史故

事，从个人的角度对生活、经验和历史事件的记忆

和认识。一位采访人以什么样的角色或身份、在

什么时间开始一场访谈，这对一部口述史来说，是

非常重要的。口述史是采访人与受访人互动的产

物，同样的受访人面对不同年龄、不同身份和不同

性别的采访人，口述史访谈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因此，口述史访谈前的准备首先要选择受访人和

采访人。
( 一) 选择受访人和采访人

根据研究课题选择受访人。课题的立足点和

视野决定口述史访谈的体量、方法和最终成果。
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重大事件的亲历者。
这一类的口述史访谈是由不同的人讲述同一件事

件，既有个人的记忆和经验，也有共同经历的事件

和场景。另一类是个人的全面的口述史记录。这

一类的口述史访谈通常是针对某个领域中有重要

贡献或成就的人物，他的人生历程、学术研究、思

想观点等，事无巨细，只要能记录尽量记录。根据

不同的课题选定受访人，确定访谈方案，同时确定

采访人。
有口述史访谈工作经验且熟悉受访人的人生

经历和专业领域的研究者是理想的采访人。还要

考虑到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等问题，确保采访人

与受访人能顺畅交流。采访人“是以互动的方式

与受访者合作的，他要提问题，针对受访者的回应

做追踪，并提供人名、日期和其他一般人容易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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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来协助对方”［1］15。受访人和采访人之间

已有或建立起融洽的关系，对口述史访谈的顺利

进行有重要的意义。
( 二) 知识准备和技术准备

知识准备是围绕受访人搜集资料、做好准备

并进行前期沟通。有关受访人的所有纸质文献，

缩微制品、音像出版物与电子文献，实物文献等，

都是搜集的对象。还有应当搜集的是手稿、日记、
书信、工作笔记、读书笔记等具有唯一性的稀缺文

献，对这些资料进行扫描或拍照，做好整理、标注，

以备在口述史访谈、后期口述史视频和口述史文

稿出版中使用。收集到的文献要获得资料拥有者

或著作权人的授权，解决使用权限，避免可能引起

的法律纠纷。
整理、研究搜集到的资料，梳理受访人的人生

经历及其人生历程中的社会大事件。初步整理出

受访人的年表，制定拍摄方案，撰写访谈提纲。
“每进 行 一 小 时 的 访 谈，需 要 做 十 小 时 的 事 前

研究。”［1］76

准备拍摄所需的器材设备，制定拍摄方案。
关于录影，两台摄像机的方案和三台摄像机的方

案均可。关于录音，领夹式麦克风是最好的选择。
另外，还应当准备专业的照相设备，主要是在访谈

的过程中，为受访人拍摄生活、工作场景和环境的

照片。
( 三) 预访谈

正式访谈前，应对受访人进行预访谈。
预访谈主要是沟通访问提纲，并磨合交流方

式。采访人要向受访人说明访谈的目的、访谈所

得素材的保存、使用以及整个的工作周期等情况，

并商定访谈的时间、地点和每次访谈的时长。在

这个过程中，采访人熟悉受访人的交谈方式与表

达习惯。
影音记录团队判断访问场所的选择、摄像、灯

光等设备的布置是否妥当。为保证摄像与录音质

量，尽量选择安静，不被打扰的时间和空间。访谈

地点一般选择在受访人的家中或者工作室。在熟

悉的地方进行访谈，环境本身具备舒适和轻松的

气氛，有利于访谈的顺利进行。比如我们对冯其

庸先生的访问，地点在他家里平时会客的房间; 访

问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先生，访谈地点在他的

办公室; 访 问 油 画 家 全 山 石 先 生，是 在 他 的 画

室里。
不仅如此，预访谈还是正式访谈前的预演。

因为大多数人在面对镜头的时候会紧张，所以预

访谈的时候让受访人熟悉访谈环境和流程是很重

要的。
根据预访谈，有可能会调整设备或者拍摄方

案。应当注意的是，在可行范围内，采访人应当扩

充其访谈的深度与广度，超越自己眼前的需求，让

每个访谈尽量完整，兼利他人。考虑到保存、研

究、出版、传播的需要及未来的应用需求，应采用

设备所支持的最高质量的录制格式。“取法于

上，仅得为中; 取法于中，故为其下。”［2］口述史访

谈面对的是动态的、变化着的人与环境的影像记

录，有必要提前研究细节，并做出完善的预案，争

取成果的最大化。

二、口述史访谈

访谈就像是打开一幅长卷，受访人的一生已

经写好、画好，在访谈的过程中徐徐展开。访谈是

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获得什么，在于

事前的准备工作是否足够充分。
( 一) 访谈开始前

摄影师在准备摄像设备的时候，采访人先和

受访人聊聊家常，这是预热。话题可以是沟通当

天访谈的内容，也可以聊其他轻松愉快的事情。
( 二) 访谈进行中

口述史访谈是采访人和受访人双方互动的结

果。采访人提问的问题应使用开放式、启发性、具
体化的问题，避免使用仅以“是”“对”等简单词句

即可回答的问题。采访人还需要分析受访人的语

言、语气、情绪等，捕捉讲述内容蕴含的意义，及时

调整问题或访谈方式。采访人还应提供记忆援

助，及时提示人名、地名、时间等一般容易遗忘的

资料来协助受访人的讲述，使其尽量准确，且不遗

漏关键的事件和人物。在不破坏受访人情绪或干

扰其思路的前提下，访问人在遇到人名、地名、专

有名词等无法确定具体写法的问题时，应在适当

时机进行追问。
一般情况下每次访谈时长控制在两小时以

内，且每天访问最多不宜超过两次。每次访谈结

束后，访问人应及时填写访问记录表，记录的内容

包括访谈时间、访谈地点、访谈次数、访谈话题、参
加访谈工作的人员及其他相关信息，并适时收集

访谈内容涉及的文件资料、照片、作品、著作、物品

等相关资源，及时进行复制或者拍照。工作笔记、
访问记录表和工作影像是对访谈过程的记录，应

以天为单位进行整理。
( 三) 访谈结束后

访谈结束后再陪受访人闲聊片刻也是非常重

要的，美国口述史家唐纳德·里奇提醒“切莫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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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某人一生的故事———他们的坦白回顾，乃至极

端隐私的言语———走出大门，就此扬长而去。访

谈是艰难的，也是充满感情的经历。在访谈结束

时，你有必要多花些时间，关掉录音机，和受访者

说说话，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访谈对于整个口述历

史计划有多么重要”［1］73。话题可以是沟通下次

访谈的话题和内容，以便调整问题清单，准备下次

访谈的资料; 也可以是闲聊，比如骑行计划、喜欢

喝的咖啡、喜欢听的音乐等。
为保证口述史记录内容的完整性及丰富性，

访谈的总次数应该是两次以上，在多次访谈中逐

渐建立起的信任亲近关系，或许会获得超出意料

的访谈结果，不只是在访问人的意料之外，也可能

是在受访人的意料之外。语言是有魔力的。能坐

下来与一位好的倾听者认真地谈话，这样的访谈

结束以后，访问人和受访人很可能成为关系亲密

的朋友。
在对受访人的口述史料整理完成之后，很可

能需要访问人基于访问内容进行补充性的再访

问。再访问的目的是对之前访问内容的疏漏之处

进行补充和完善，或对口述史料中模糊、矛盾的信

息进行再确认。

三、口述史料的保存和整理

口述史访谈的保存和整理是一件十分繁重而

又必不可少的工作。访谈得到的成果只是素材，

如果不加整理，就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唐纳德·
里奇认为“访谈要成为口述历史，必须是经过录

音、做过特别处理后保存在档案馆、图书馆或其他

收藏处，或者经过几乎是逐字重制的方式出版。
口述历史的特性是: 能提供一般研究使用、能重新

加以阐释、能接受鉴定的确认，口述史家保存访谈

的录音带和抄本，为的是尽量保留访谈记录的完

整、真实和可信度”［1］8－9。口述史访谈的素材首

先是保存，然后是剪辑口述史视频和整理编辑口

述史文稿。
( 一) 保存原始素材

口述史访谈原始素材保存的方法一般是以天

为单位分类保存和备份，应对素材进行检查，确保

数据正常。场记单也按天进行保存，与对应拍摄

素材放在同一文件夹下。
根据现场录音转录文本再加以整理的文稿是

速记校对稿。受访人讲述中涉及到的时间、地点、
事件、人名、作品名、专业词汇等，访问人要参考相

关资料进行仔细地核实、勘误和校注。少数民族

语言的速记稿，要同时转译为汉文。如存在错误

和遗漏，需安排补访的，补访之后须再继续完善文

本。完成之后，请受访人审核内容，如受访人有要

求不公布或限制公布时间的段落，要标记清楚，并

在接下来的口述史视频、文本的整理编辑时，做好

相应的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采访人对速记稿进行校对、勘

误的时候，要忠实于受访人的原意，采访人做的工

作，比如校对、勘误、注解都以颜色或括号标识，这

样受访人的讲述和采访人的工作便一目了然。速

记校对稿是过程性文件，一般不予公布，同时也会

作为口述史视频剪辑的字幕稿和口述文字稿编辑

的底本。
( 二) 剪辑口述史视频

剪辑口述史视频是指对口述史访谈所得的影

像资料编辑整理形成的视频文件。口述史视频应

最大限度地保存访谈的内容，将不同机位拍摄的

画面剪辑在一起，只删除不含有效文献信息的视

频片段，如中间休息、访谈过程中外界原因导致访

谈短暂中断等无关部分，

字幕稿不独立存在，它是口述史视频的重要

组成部分。字幕稿对因受访人记忆偏差、口误等

原因产生的明显错误进行修正，在其后加括号标

注正确信息。另外要在字幕稿中标注受访人要求

不予公开的内容。访谈是以少数民族语言、方言

或外语且有对应文字的，需有双字幕。每屏字幕

不超过 14 个字，断行之处尽量在受访人语意停顿

的地方，以保证语意完整和理解不会有歧义。
口述史视频要做两个版本: 用于保存的完整

版本，保留所有口述内容; 用于公开服务的版本，

将字幕稿中受访人注明不予公开的内容做黑屏处

理。画面加黑色字幕题版，隐去声音，添加“此处

依据受访人意愿，隐去××分钟内容”的说明。
做口述史视频字幕的时候还要注意前后文统

一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在涉及数字、专业词汇，

翻译的外国人名、地名、作品名等尤其需要注意。
比如数字，用“6 世纪”还是“六世纪”，“40 年前”
还是“四十年前”，“13 间”还是“十三间”等，应全

文统一。
( 三) 整理编辑口述史文稿

将受访人的口述转换成具有可读性的文本是

一件十分艰苦却又非常重要的事情。语言有语言

的传播方式，文字也有文字的呈现方式，因此，将

口头讲述转化为文字，需要进行整理和编辑。口

述史访谈中实际存在的各种口头语、断续、重复，

以及前后顺序的混乱等情况，都需要进行必要的

处理，否则读者不仅没有读下去的耐心，而且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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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无法读懂。
对文稿进行处理，受访人习惯使用的无实际

意义的口头语可酌情删除，使文稿简洁通顺; 将同

一主题的内容合并，放在一起，使文稿有序。要规

范性处理时间、地点、通用词汇和专业词汇。比

如: 在口述史访谈中，受访人说“今年下半年我就

满 90 岁了”，“今年”的具体年份要落实标注，否

则将来的人读到这份文稿，不知道“今年”到底是

哪一年。采访人要查阅文献，对受访人叙述的相

关史实，或叙述与其它记载不一致的地方，要做出

考释，并以注的方式，把核对、勘误和补充的内容

增加到文稿里，以帮助读者阅读这份口述史文稿。
定宜庄认为，“对于口述而言，文献是必不可少的

基础和参照物”［3］。口述史文稿整理完成，还需

要请受访人审阅文稿并签字确认，同时要取得受

访人的授权。

四、结语

总之，同时拥有录音、录像和文字三种形式的

受访人亲历、亲闻的历史，这样的记录有无可替代

的价值。口述史访谈的影像记录已有较为成熟的

实践，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国图书馆界

重要人物专题”“口述史采访所得文献资源 ( 包

括音视频口述史料、图书资料、照片、实物等记忆

资源) ，由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与相应

合作单位共享，共同建设专题资源库。”［4］“这既

是个人生命史的完整记录，也包括‘非遗’项目的

口述传统，为未来留下一份完整客观的口述史

料。”［5］口述史方法、理念和多媒体记录手段的发

展和普及，也将为图书馆等文献保存机构提出新

的课题。
影像和声音共同保留了受访人讲述之时的语

气、手势、表情等许多由语言表达不出来或不宜用

语言表达的言外之意，能够更全面地呈现受访人

的经验和记忆。曹意强等认为图像有独立的史料

意义:“图像应被视为与文献载籍具有同等价值

的史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图像应充当第一手史

料去阐明文献记载无法记录、保存和发掘的史实，

或去激发其他文献无法激发的历史观念，而不仅

仅充当业已经从文献记录中推演出来的史情之附

图，即作为已知史实的图解而不是提出独特问题

的激素。”［6］影像有实据性，有丰富的现场信息和

带入式的情感体验，能呈现语言和文字说不清道

不明的信息，正日益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成

为社会人文学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

上，影像和图像能比文字资料更直接、更可靠地记

录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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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ization of Memory-Video Ｒecording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Interview
SONG Benrong

( Department of Social Education，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Video images serve as living proof of the past． A video recording of an oral history interview that not only complies

with documentation and accuracy but also attends to aesthetics and dissemination is the best way to preserve the memory of the

interviewee． Through a complete oral history interview process，the memory of the interviewee becomes externalized and well

preserved，thus conducing to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recording process． The images and sound together retain the atmosphere，

tone，gestures，facial expressions and many other linguistic meanings that cannot be expressed in words，which can give full

display to the interviewee’s initiative in presenting his or her experience and memory．

Key words: oral history interview; video record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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