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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阳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两

千多年的建县史，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相对来说，村庄的

变化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的

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以

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泗阳县的

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

片土地上，那些村庄的景象、一代代

人生产生活的场景、不同时期发生

的故事、家族在时代大潮中的衍进、

乡邻乡亲之间形成的民风民俗、代

代相传的处事守则与道德公约，以

及那些渐行渐远的“乡愁”，特别是

在那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年代，我

们的先辈们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

中，靠自己的智慧所进行的小创造

小发明、所掌握的工艺技能，和对精

神文化的孜孜追求……这些都亟待

我们去回望、记忆、传承。

一、助力振兴，在文化保护上

体现新担当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要求保护利用乡村传统文

化，2018年省委将泗阳县列为推进

全省农村集中居住工作的重点县，

因而抢在一片片零散村庄消失之

前，把村庄的文化记录下来、保护

下来，就显得十分紧迫。档案部门

如何利用自身优势，为乡村文明建

设作出积极贡献，让“乡愁”切实落

地，让乡村传统文化延续下去，这

是新时代档案人面临的新课题。

基于这样的形势和认识，我们明确

口述村史采集工作的基本思路，就

是按照省档案局的采集要求，本着

“以史为本、传承为根、建档为基、

服务乡村、助力振兴”的宗旨，着力

推进建档工作与服务乡村振兴同

向化。2018年 4月份以来，我们全

力开展“百村万户”口述历史采集

工作，对 8 个乡镇 16 个村，进行前

期走访，实地查看，对比筛选，在多

方因素比较的情况下，来安街道的

来安村以人文底蕴深厚、乡村民风

淳朴、历史遗迹清晰、经济发展快

速等优势，被确定为第一个口述村

史的采集村。通过几个月努力，已

完成了对来安村村史的采集任务，

共采访了60余位村民，完成了口述

文字转译20万字，并对部分珍贵口

述资料进行专题音像制作。第二

个村为爱园镇条河村，该项工作也

已按计划顺利开展。泗阳县的口

述村史采集工作得到稳步推进。

二、自我突破，在史料采集上

尝试新模式

以往的史料采集往往从现有

的档案入手，通过对档案资料的分

析研究，形成新的编研成果，即由

档案到档案的模式，口述历史采集

是通过对当事人的采访，了解其所

见、所闻、所想，从而获取信息并形

成史料的一种方式，即由口述到档

案的模式。我们开展口述历史采

集工作始于2016年，当时看到县内

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

援朝战争的老前辈，以及劳动模

范、道德楷模等年事已高，他们的

“故事”再不搜集就晚了，而根据当

事人的口述形成的“故事”最为直

接、真实、生动，由此，我们决定开

展口述历史采集工作。

规划一个口述历史采集项目

要先确定主题、目标和范围，我们

在 2016 年 5 月对该项工作进行了

初步的尝试，录制了一些党史类的

口述内容，其中包括对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李一氓的警卫员汪荃

之的采访，当时考虑到汪老已是93

岁高龄，采访时间预定为半个小

时，准备了五个必答的采访问题，

又预留了几个问题，如果老人家语

言表达流畅，身体状况良好就把带

去的所有问题一并提出来。采访

的时候，汪老把他在李一氓身边工

作的情景、革命历程中的点滴故事

滔滔不绝地讲了出来，我们超出预

期地完成了采集任务，采集结束后

制作了口述历史专题片在县电视

台播出，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好

评。初战告捷，信心倍增，时隔不

久，我们对三庄乡村民自发修建烈

士墓的带头人程老进行了访谈，这

次访谈是用档案人的视角记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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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小人物”。被村民们修建

好的31座烈士墓，是在程道口战役

（1941年10月发生在泗阳县境内的

一次规模较大的攻坚战，时年10月

下旬，陈毅代军长与彭雪枫共同指

挥，率部完成对程道口敌军的包

围，一举取得胜利，此役对巩固和

发展淮海和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具

有重要意义）和林宫渡战斗中牺牲

的新四军战士的坟墓。程老为我

们讲了很多关于修墓的故事，比如

他自费四处收集关于烈士的资料，

主动带领附近村民让出自留地，支

持政府修建程道口烈士陵园并义

务看园，等等。这些口述历史的采

集，一方面及时地把那些生动感人

的故事和故事中折射出的珍贵的

历史印记保存了下来，另一方面也

丰富了我馆的党史馆藏，同时也为

我们日后进一步开展该项工作打

下了基础。

三、知行结合，在村史采集中

探寻新经验

有了 2016 年口述类访谈的尝

试，我们对此项工作有了些粗浅的

认识，在2018年对来安村的口述历

史采集过程中，我们做到边学边

干、边干边学，及时进行反思，不断

总结经验，对于感觉不合适的地

方，立即加以改进。

1. 选择受访者前先进行初步

的排序。主要按年龄排序，年龄是

比较重要的标准，是受访信息全面

性的重要保证。对不同年龄段人

的采访会有不同的收获，严格按

老、中、青各占相同比例的要求进

行筛选。

2. 采访方式要有灵活性。对

于不太擅于言辞的受访人，在采访

前期沟通时，一般会采取“自传式”

采访的方法，主要是按受访人生活

经历的时间顺序来细致叙述，在其

表达流畅的情况

下尽量不去打扰，

在说到受访者感

兴趣的话题时，也

尽量在其叙述结

束后再提问，后边

提 问 就 是“ 主 题

式”的访问，有些

经历被淡化或是

忽略的，但是对于

受访者来说可能

是个极有价值的

话题，在遇到此类个案时，“自传式”

采访和“主题式”采访要灵活切换，

这样才可以保证采集信息的全面

性。采访时我们遇到一个“老三

届”，他在谈到自己跑采购的经历

时，无意间提到了在20世纪80年代

初期坐飞机的经历，采访结束后，又

继续谈坐飞机的事情，这个老人还

说飞机票都还保留在家中，想以后

约时间详细讲述，由此衍生出一个

很有意义的关于坐飞机的主题。

3. 采集过程中应尽量保证信

息的真实性。口述村史必须是历

史写真，不容假设和猜测，避免模

棱两可、含糊其词，受访者所谈的

必须是“亲闻、亲见、亲为”的真实

回忆，还原本来面目，达到可信、可

传、可验证。

4. 采集过程必须体现导向性。

口述村史内容可谓繁杂多绪，正如

老百姓所说“生活就是一团麻”，喜

乐哀愁、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在采

集中，我们除了本着“真实性”以外，

还坚持积极、向上、乐观的原则，避

免一味伤怀、仇恨、宣泄消极情绪，

努力发挥正能量作用，以达到存史

育人、鉴古抚今的目的。

5. 适时启动“记忆援助”。在条

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到口述人叙

述的实地进行采访。在来安采访

20世纪80年代初的乡镇企业家、全

国新长征突击手郑春阳时，我们得

知他当年创办的织带厂旧址就在我

们访谈地点的附近，在访谈的间隙，

我们提出要去现场看看，郑春阳欣

然同意，将我们带去参观，他在 20

世纪 80年代初买的全县第一辆私

家车还在院子里。我们在现场就

“走进”了他的经历，受访人也是重

拾记忆，往事一一跟我们道来。

6. 根据受访人的访谈信息可

进行多次采访。尽管在采访前做

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采访一定要

在受访人放松的状态下进行，特别

是面对年事已高的老人，考虑其身

体原因，切不可访问时间过长。我

们采访的戎老，见多识广，记忆力

惊人，每次采访都是“主题式”访

问，每次去戎老家只谈两三个主

题，谈完就让老人休息，这样老人

既轻松又开心，我们收获也多。

村史采集工作中，我们及时总

结经验，经常回听回看录音录像，

查找不足。例如，在采访的前期，

由于没有进行充分准备，刚开始录

的音像质量不高，有时候为了引导

受访者，在录音中会有访问者和被

访者的“闲聊”记录，话题比较随

意，后来就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

讨论并加以改进，把沟通工作安排

在录像前，在录像开始时访问者尽

量不发出声音，后来在中后期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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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录像中，这种随意“聊天”的现象

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保证了录音录

像的质量。再如，在采访的过程

中，有时面对滔滔不绝的受访者，

要及时把他拉到“主题”中来，刚开

始没有学会“打断”的艺术，比较客

气地喊停之后，双方都会出现“空

白”的片刻，场面稍有尴尬，后来经

过学习，学会了在“打断”时巧妙措

词，使得调整话题温和而不失礼

貌，受访者也能得到更好的启示，

谈话也更为流畅。

四、回望行程，在步履蹒跚中

收获新体悟

1. 广大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是

开展好本项工作的基础。口述村

史采集工作是档案部门的创新工

作，要做好该项工作，需要广大干

群的大力支持。为此我们在采集

工作座谈会后第一时间在村部建

立微信工作群，同时在村部物色一

名年轻的党员作为志愿者。在村

支部党员活动日会议上深入动员，

请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并广泛宣

传。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参与

者、见证者，口述村史采集工作没

有广大群众的参与和支持，犹如缘

木求鱼，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调

动好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才有工作

开展的可行性。

2. 科学规划是开展好本项工

作的前提。口述村史访谈是一项系

统性工作，在事前需做大量的基础

性工作。访谈地点安排方面，老街

村民集中在附近热心乡贤的家中，

小区村民离村部近，就集中在村部，

以方便村民为原则。诸如采访计划

拟定、受访者选择、采访话题设置、

采访场面把控等等方面，都要做好

准备，只有准备工作做得充分，采集

过程才能紧凑、细致、完善。

3. 乡村文化得以保护和传承

是开展好本项工作的目标。弘扬

历史、传承文化，是档案人的执着

追求，做好口述村史采集工作是新

的历史时期对档案工作提出的新

要求，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内

容，建好、维护好村史档案，让村史

资事育人，让后人对先辈们留下的

历史烙印不忘景仰，促进档案在乡

村振兴过程中发挥有效作用，这是

我们档案人工作职责的内在要求。

4. 口述村史采集工作是档案

部门践行群众路线、加深同群众感

情的社会实践，能够提升我们档案

人的格局和境界。在大半年的口

述村史采集过程中，我们与来安村

干群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村里的几

个老人还经常以诗词形式热情叙

述村史采集工作，如赵老作品《档

案局与来安村互动写村史》：独领

风骚占上游/来安村史历春秋/人人

参与同携手/口述再续史册留。随

着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也收获满

满，感慨良多。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在生活

极其困难的年代，来安村人传承和

创新了《淮海琴书》（20世纪流行于

泗阳县民间的一种曲艺形式，与天

津《京韵大鼓》类似，常见于集市，引

人入胜，听者常忘记散集，现已被列

入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生

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年代，来安村

人用木头设计了插秧机；在对一个

兽医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用偏方

医治牛腹胀、红眼病的方法等等，还

有很多农谚，观天象测天气都非常

科学灵验。确实，群众最伟大，智慧

在民间。可以不夸张地说，来安村

史就是一部浓缩版中国近现代史，

就是一部百科全书。

在此基础上，2018年我们还完

成了县内外《我的抗战记忆——抗

战老兵口述史》《建国前老党员口

述入党经历》《桃源民俗记忆》等几

个口述专题录制工作。目前，我们

在认真做好“百村万户”口述历史

采集工作的同时，还把县内桃雕艺

术、淮海戏传承、大运河文化等反

映泗阳特色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

项目列入口述历史采集工作计划，

并将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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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15年江苏省档案局科

技项目“档案库房空气质量现状评价”

（项目编号：2015-11）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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