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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口述史学研究回顾

侯 儒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摘 要】口述史学又称为口碑史学。它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经过不断发展逐步形成理论体系完整的专门的学

科，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它是以访寻史实为目的，以采访者与讲述者的访谈录音为基础修改而

来的纸质文本。对中外口述历史实践与理论进行梳理，回顾中外学者们的重要学术成果，有助于读者清楚了解口述史学发展

脉络，同时对丰富历史学科建设也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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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口述史学回顾
20世纪40年代，一门新兴学科悄然兴起，“口述

史”在史学学科范畴崭露头角，历经1/4个世纪后，这
门学科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各国流行开
来。时光铭刻于1948年，这一年，阿兰·内文斯作为

“口述史”灵魂的赋予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砥
砺前行。随后，阿兰·内文斯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
口述史研究中心，这是现代意义上口述史诞生的标志，
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独特的风景之一，这座美国
最具影响力的口述史研究中心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阿兰·内文斯提出“口述史”并非偶然，而是一名学者磨
砺十年时光甚至更久得出的智慧成果。早在1938年，
在《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中，阿兰·内文斯就写道“希望
创立一个组织，系统地搜集和记录口头传说和近60年
内参加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著名人士
的回忆”，从最初的灵感乍现到最后的概念成型，三千
余个日夜无时无刻不在记录学者治学的严谨与理论追
求之路的艰辛。

20世纪60年代，仅美国一国口述史学研究机构就
达近百个，《口述史学评论》（曾用名为《口述史学通
讯》）专门用于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发布。到20世纪80
年代，口述史学已在美国大部分领域普遍应用，而协会
会员也高达一千五百余人。21世纪后，美国的口述史
研究开始转向普通底层人民，使得该研究最大限度地
反应人们在历史上的社会生活情况。在美国影响下，
欧洲许多国家如英、法、德等国也建立了相应机构和团
体，相关书籍和期刊也陆续出版。关于口述史实践及
理论研究，英美两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出版的著作数量
巨大，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

百姓都成为口述史的研究对象。
英国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是口述

史理论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这本书体现了早期英国口
述史的特色，集中反映了口述史学的特征、立场与口述
的对象。因该著作具有极高的口述史学理论水平，因
此也成为口述史学科的入门之作。美国口述史学著作
繁多，内容不仅包括了显赫人物和军政要事，还包括普
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英国口述史学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是1973年
英国口述历史学会的成立。该学会的刊物是《口述历
史》，其宗旨是记录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
人们的感悟和记忆。他们在关于普通人的口述记录调
查方面有显著的成果，如乔治·伊文特·埃文斯的《犁沟
上的马》《农场和农村》，杰里·怀特的《罗思柴尔德大
厦：东区廉价住宅区的生活，1887—1920》、罗纳德·布
莱恩的《阿肯菲尔德：一个英国村庄的肖像》、拉斐尔·
塞谬尔的《乡村生活与劳动》、克里斯托弗·斯托姆—克
拉克的《矿工，1870—1970，检验口述史的一个实例》

[1]

等都是采用口述的调查方法以普通劳动者为研究对
象，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是普通人物的真
实写照。

其他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也有不同程度发展，且
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但在研究对象与主题上，与当
代口述史学仍有趋同之势，即越来越多地关注对下层
人民生活的研究。这一特点与早期的口述史学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

[2]
第三世界国家例如非洲、拉丁美洲等

也开始对口头传说进行分析研究。1965年，国际非洲
史学家大会通过了决议，承认口头传说是研究非洲历
史的主要史料之一。

[3]
首位将口头传说资料运用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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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历史研究中的史学家是西非历史学家肯·温迪克，他
的《1830—1885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大量地
运用当地的口头传说资料，该书在研究非洲史领域中
具有重要意义。1974年和1987年分别在加拿大和英
国牛津成立口述历史协会。

二、中国口述史学回顾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口述史历史悠久，最初主要以

收集资料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有关于用口述
调查的方法收集人物和事件的记载，大体上经历了几
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70年代，主要集中对国家
重大政治事件和党政要人口述资料的调查和收集，具
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像《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都是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当时规模最大的要属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由全
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持的关于60岁以上政
协委员写自传的号召。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文史资料馆
收集资料，涉及范围很广，有关军事、政治和外交的资
料；有关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的资料；其他有关的历
史资料和文物。

[4]

唐德刚教授是这一时期做中国口述历史的典型代
表，他以现代口述历史研究闻名于史学界，是最早对国
内重要人物口述史进行研究的史学家。20世纪50年
代，唐德刚教授与胡适先生一起做中国口述历史研究，
二人共同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东亚研究所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留下了唐德刚教授的
工作痕迹。1964年，唐德刚教授协助顾维钧先生撰写
完成了《顾维钧回忆录》，并出版了《李宗仁回忆录》，这
些口述历史的典范佳作无疑至今仍有着巨大的影响
力。唐德刚教授认为：“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
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
一部分而已。……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
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
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

[5]
然而，在那风雨

交加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众多学科的理论和实践
都受到了影响，停步不前，口述史学也未能幸免。

第二阶段：20世纪70—80年代，这一时期的口述
史学逐渐向国际口述史学靠拢，发展成向文化取向过
渡的一种方法和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口述史
学，各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了自己对口述历史的认
识。钟少华先生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
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
双方合作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
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

[6]
J·福克

斯在《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中简要论述了口
述史学相关问题，并指出“自从美国独立200周年以
来，口述历史确已成为记录‘人民的历史’的工具。”

[7]

“翻译+述评”成为80年代中国史学的一大特征。
“口碑史学”曾是“口述史学”的另一种称呼。在《美国
口碑史料学三十年》（《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
期）中侯成德先生梳理了美国口述史学三十年间从诞
生到成长的渐变历程，能够掌握国外口述史学的最新
研究进展，无疑对于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有所裨益，也
使我国的专家学者的眼界得到了极大的开阔。1986

年，《西北大学学报》第三期发表了箐舜所著的《口碑史
学方法评析》，这篇文章论述了口碑史学的重要价值

“口碑史学除具有搜集史料、研究历史的功能外，还是
一种新的历史教育方法”

[8]
，并指出口碑史学方法在应

用过程中需经历“搜集口述资料——对资料进行加工
——口述资料的运用”三个步骤，以及口碑史学未来面
临的困境，这是国内史学界较早介绍现代口碑史学的
文章，达到了当时人们对口述史学认识的全新高度。
在《口碑史学略述》（《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中孟庆顺对口述资料的可信度给予了肯定，并对现代
西方口述史学进行介绍。《史学理论》于1987年刊登了
《口述的历史》，这是英国口述史学家约翰·托什的理论
成果，西方口述史学最新、最前延的理论研究在中国出
现。《口述的历史》一文对口述史的特质进行了正反两
个方面的分析，并明确地阐述了西方口述史的发展现
状，并对于其前景展开了论述。20世纪80年代末，钟
少华的论文《中国口述史学刍议》充分地论证了研究口
述史学的必要性极其对于史学的重大意义，提出“发展
中国口述史学，已经势在必行了”，指出要重视口述史
学的实践，并提出新见解“口述史重视重现历史，而不
是解释历史，口述历史不是历史学中一门分支，而是一
种新方法”。口述史学理论开始受到部分历史研究者
的关注，而口述史学也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

该时期的口述史学研究虽然多是对西方口述史学
理论和方法引进、借鉴居多，但为90年代及其以后国
内口述史学发展打下了基础。80年代的学者在这一
方面无疑起了关键性作用，他们的多数观点也被后来
学者采纳，促进中国口述史学研究开始走向深化。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国口述史学研究从
简单的翻译介绍和将西方口述史学理论方法引进，转
变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关注中国口述史学自身发展，
并开始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王庆祥研究员关于中国
末代皇帝溥仪的口述记录课题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
他先后采访了包括溥杰、李淑贤、杜聿明在内的跟溥仪
有关的家人、族亲、同事等，不仅记录了大量的口述资
料，同时还收集了相关的照片和手稿等，根据李淑贤的
口述，撰写了《末代皇帝溥仪与我》，将溥仪后半生工
作、生活的场景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同年改编为电
影《火龙》。

与此同时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应进
展。1992年由李小江主持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
史”项目立项，下辖30余个已趋成熟的子课题，参与者
达1 000余人，整理成册的“访问个案”有500余份。

[9]

200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该课题最终成果《让女人自己
说话——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共包括四册，
分别是《让女人自己说话：文化寻踪》《让女人自己说
话：亲历战争》《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和《让女
人自己说话：民族叙事》，使妇女史与口述史紧密结合，
从女性的视角记录女人的历史记忆，取得很好的反
响。另外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是一部典
型的人类学著作，她将妇女口述史作为切入点，以黔东
南西江苗族聚落为研究个案，对特定的妇女群体展开
研究，为研究妇女文化提供标本。定宜庄于1999年出
版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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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了解辛亥革命前后旗人妇女生活状况提供了详
细的资料，作者共选择了包括北京和东北的旗人妇女
共16位作为研究对象，传递了在历史转折时期旗人妇
女的生活信息。

在这一阶段，关于文化事件和文化人物的口述史
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以“口述传记丛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最为有名，丛书系列中的
《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由朱晓整理。该书记
录了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朱正坎坷经历。通过他
个人的遭遇从侧面折射了在那个错乱的年代世事沧
桑，以及知识分子的刚正不阿。《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
传》中以口述形式，详实地记录了萧乾富有传奇色彩的
一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
传》，该书由何满子夫人吴仲华整理，通过对何老生平
饱受坎坷经历的记载，反映了在极“左”专制集权下，他
对自由的渴求和坚毅的性格。还有《带翅膀的摄影机：
侯波、徐肖兵口述回忆录》和《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
朝铸口述回忆录》。这些著作用文化人物口述的方式
向读者展示了其蕴含的社会背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反响。

第四阶段：21世纪至今，口述史研究理论和实践
日趋规范化。国外的部分口述史学著作被翻译成汉语
出版，国内学者也更加关注口述史研究理论，开始撰文
出版，相关成果颇丰。2003年齐小新著《口述历史分
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一书由北京大学
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美国传教士留下的口述资料为研
究素材，深入探讨传教活动逐渐走向衰败的原因以及
传教活动对中国的影响。2004年杨祥银著《与历史对
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该书是研究口述史学典型的理论著作。书中系
统梳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口述史学的发展
脉络，阐述了口述史学中的道德和相关法律问题，并将
口述历史项目作业程序表法律授权书附在文后，具有
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还有2005年由周新国主编《中
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2010年陈旭清著《口述史研
究的理论与实践》、2010年李向平、魏杨波著《口述史
研究方法》等。

《季羡林口述史》《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山西抗
战口述史》《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等口述史研究的
代表作均体现出我国传统口述史对重大历史事件衍生
以及精英人物生命历程的关注。在延续传统的基础
上，国内学者又将口述史的对象关注于社会下层人物
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由精英走向大众，从领袖人
物转向到普通民众。如2006年胡明刚等著的《北漂者
心声：中国第一部文化北漂口述实录》，记录了从事各
个领域的文化北漂人士的情感故事，展现出这一群体
独特的生命史。2009年出版的吕国光的《农民工口述
史》，作者对27位农民工进行访谈记录，细致描述了他
们外出务工的过程和自己的真实想法。

关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
领域。2005年出版的《日军侵华集中营》从独特的视
角描写了中国战俘，为研究日军侵华历史事件提供重
要口述资料，是国内首本反映日军侵华集中营的专
著。2010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完成，共72卷，

近4 000万字，全面收集南京大屠杀文献史料和口述史
料，是对日本在南京地区残酷暴行的完整记录。

21世纪后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知青”这一
特殊群体，相关著作相继出版。其中，2004年由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刘小萌著）一书
中，论述了13位当年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
运动中的历练与成长。他们都是知青大军中的一员，
或普通，或典型，通过他们真实的口述记录，我们看到
了大时代背景下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
程。

另外，还有2015年陈墨著的《口述史学研究——
多学科视角》从档案学、心理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
的视角阐述口述史学问题，指出口述历史应与其他学
科互相借鉴，并为上述学科研究提供新思路。

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专业化口述史研究
机构诞生，代表着学者们的思想与智慧的理论文章不
断发表。科技手段的不断升级也对口述史的研究手段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突破传统的单一笔录方式，结合录
像、录音等手段的运用让访谈内容更为真实生动。我
国的口述史学发展在新世纪又继续前行，迈出更为坚
实的一步。

与此同时，口述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关联
性进一步增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认为

“人类学家是一群将当地人的口述史转化为文字史的
人。也因为这，可以说，人类学的研究等同于口述史。”

[10]

在“如何开展口述史调查”讲座中，王铭铭谈到“通过研
究个人的生命历程，将之理解为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
从而反映社会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将个体的生命历程
放大为一个历史的整体，以此作为一个纵向的线索；同
时将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横向的线索，来牵扯出不
同的个人的命运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人类学口
述史有了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11]

孙庆忠博士在《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
掘》中写道“口述史研究技术的发展得益于社会学、人
类学的进步，它们丰富了历史学家记录和收集史料的
方法；另一方面，口述史的进展使得人类学的实验民族
志为社会生活史的建构，为反思已有的研究模式，提供
了审视‘历史真实’的一种尺度。”

[12]
很好地诠释了口述

史对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
关系。

社会学口述史近年成绩显著，发表学术著作和论
文数量如雨后春笋，学者们从社会学的视角，用口述史
的方法研究农村社会生活，进一步分析挖掘隐藏的时
代问题。例如2001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进
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一书中，作者余未
人借助侗乡乡民的口述和其直观的感悟与论道，将侗
乡最为壮美的历史文化画卷徐徐展开。孙立平、郭于
华的《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作者
运用在西村和骥村取得的口述资料辅以文献资料，探
讨农民对于国家的感受和认知。

近些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力开展，
口述史调查随之成为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
要手段。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冯骥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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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应该坚持科学化发展路线。结合以往经验和教学，
科学发展命题具有突破性。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党执
政能力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所以要不断强化党建
制度创新力度和方法创新力度以及理论创新力度，在
拓展各项渠道的同时，有效提升党建科学化水平。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特殊时期内的党建模式、方法及内容等均存在差

异性特质，此现状与特定时期党核心任务和历史使命
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改革开放至今，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形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构体系，党建模式与时代步调保
持一致，党建新潮流形成。较为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坚
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国情、党情相互
结合，创建优质党建模式，保证我党先进性

[10]
。

结束语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党建中存在着诸多问

题，应从实际角度出发，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并
且要提升党建基础性工作水准。具体实践操作中，要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相关哲学思想进行实践融
入，为后续党建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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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首次将口述史理论与方法应用到这一研究领域，他
认为：“口述史面对的是活着的人，而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主角就是活着的传承人。口述史是挖掘个人的记
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保存在传承人代代相传的文
化记忆中。”对民间艺术传承人的口述史相关研究已经
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出
版。其中有两套丛书最有代表性：一是由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先生主编，中央编译出
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这套
丛书是我国第一套民间艺术口述历史丛书，从口述史
学科的视角，对美善唐卡、剪纸、年画、皮影戏、泥人、西
兰卡普、陶瓷、风筝、木偶、雕漆等民间艺术和代表性传
承人进行口述史研究，将民间艺术活的记忆和技艺进
行提炼，记录传承人在实践中创造的智慧。二是冯骥
才先生领衔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
书。该丛书共有12册，在全国每个年画产地选择一至
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作为研究对象，内容包括地
域文化背景、个人的从艺史、家庭年画史以及个人擅长
题材。两套丛书都偏文学形式，侧重于客观记录，反映
了对口述内容的一般认识。这两套丛书开创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口述史研究的先河，这些口述理论和实践成
果将给研究人员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口述历史问世70年来，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
领域都取得了较高成就，这种方法可以说既古老又年
轻：广义概念范畴所说的“古老”，源于历史文献大量出
现之前的远古时期，历史就这样口口相传得以传承；年
轻是从狭义上说的，它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
而它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是近年来才得到较快发
展的。口述史与其他文献记载相比有它独特的优势：
口述史料具有直接性，对想要了解的对象有更为直观、
亲切的认识，使其研究更接近真实，易引起读者的共

鸣；口述史具有价值中立性，它只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如
实的录制、拍摄等，研究者的价值预设不会出现，也不
会影响读者的价值判断；口述史料包含的内容要远远
多于文献，它既包括叙事者也包括访谈者自己的主观
性说明；口述史不像文字史那样的强势，它可以通过各
种形式进行传播，它的“市场”取决于读者。总之，口述
历史拥有其他文献不拥有的独特价值，是各学科都值
得借鉴的重要研究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口述历史
更体现出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视角
在实践中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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