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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口述历史和国史研究是史学的两个新兴分支学科,两者关系十分

密切。口述历史不但弥补了国史研究文献资料的不足,而且对于探究国史发展

规律和国史研究方法创新都具有重要价值。当代中国研究所作为国史研究的重

镇,一直致力于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为推动我国口述历史的发展做了

很多有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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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 2002年第二届国史年会上曾撰文 �国史研究与口述史 �[ 1] , 提出国史研究应

加强口述史建设的设想,认为这是促进两者共赢,并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有效途径。

6年多来,国史研究与口述史均有了较大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史研究者开始接触和运用口

述史料和口述史的方法,一批口述史系列图书相继出版。然而, �忽然火了 �的口述史似

乎与要形成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口述史学的预期相差甚远, 有限的口述史

成果还难以真正起到推动国史研究的作用。其中有人们对口述史认识上存在误区的影

响,有口述史采录、制作的特殊困难等诸多原因,但无论怎样,口述史的真实、鲜活、耐读等

优势特点是其他史料无可替代的,对于撰写和研究国史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和价值, 这就

决定了国史研究一定要不断地加强口述史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

1� 口述史对撰写和研究国史的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 �国史�, 是当代史或称为现代史 [ 2]
, 至今已近 60年。作为史

学分支学科的国史研究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近些年来, 随着反思共和国走

过的道路和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现实需求越来越强烈, 国史研究大有成为显学之势
[ 3]
。

与古代和近代史相比,国史是最适宜运用口述史进行研究的历史, 也是口述史大有作为的

最佳历史时段。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口述史学是在改革开放后,在与国外学术交流的过程

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目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和利用使它渐成规模。这两个史学的新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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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在研究对象、关注的问题上往往相互重合, 这也自然加深了两个正在建设中的学科之

间的联系。可以说国史研究离不开口述史,口述史也离不开国史研究。

首先,口述史对国史研究最重要的意义是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史料。当代人写当代

史的弊端之一就是由于时间近很多档案资料尚未解密,致使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

难以深入。但同时也是由于时间近, 研究者可以通过采访当事人、亲历者获取口述史料,

这不但弥补了国史研究史料的不足,还可以纠正档案文献记载可能存在的偏差, 而且生

动、具体、细腻的口述史料也使得国史写作和研究充满活力。国史是通史,研究领域极其

宽泛。既包括当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 也包括教育史、科技史以及社会生活

史等等。要做好国史研究,哪个领域都不可偏废。由于国史研究是从党史研究中分离出

来的, 偏重政治史、外交史、上层决策史,这使得很多研究领域尚无人或少人问津, 研究资

料缺乏积累。口述史的内容几乎涉及国史的各个层面, 特别是能将那些原本被档案资料

忽视的事件和人物以口述史料的形式记录下来, 这不仅为国史研究拓宽领域提供了宝贵

的研究资料,从而使国史研究成为跨越学科壁垒的综合性学科,同时也为写出共和国的整

体史准备了条件。

其次,口述史不仅能让人们了解很多文字资料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同时,还可

以在受访者的回忆和讲述中了解到他对历史的认识和评判。作为当事人,口述者的分析

和态度无疑使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写作又多了一个视角。口述史承载了集体对历史的认

知、理解和分析, 对于探求人们的深层情感和观念的转换, 理解人的历史意识形成的原因

和过程,有着其他历史研究所不具备的研究优势。也就是说在口述史的搜集和研究中,我

们不仅关注人们讲了什么,还可以观察他是怎么讲的,从而探询他为什么这么讲。因此,

对于国史研究者来说,口述访谈的过程和口述史研究的意义与收获远远超出了口述史文

本。不但与历史当事人的贴近有亲临现场之感,使历史可触可感, 增强研究者的历史想象

力和理解力,更能实现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历史,而且往往不同的视角也为国史研

究开启了新的窗口,为实现国史研究发现国史发展规律的最高研究目标、更好地发挥国史

资政育人的功能提供了佳径。

再次,口述史对国史研究方法的创新具有借鉴意义。国史研究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

因此, 它一方面要符合史学研究的规范,沿用传统史学研究的方法;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

到国史自身时间近、变化快、内容杂、层次多等特点,这些都决定了国史研究仅仅仰仗文献

的征引和钩沉是远远不够的。口述史采纳的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和人类学的深入访谈两种

方法, 同样是国史研究迈向田野、深入认识中国社会、获取研究素材和知识的重要方法

之一。

2� 口述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口述史工作最为关键的环节, 它决定了口述史的品质和价

值。要做好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 不但要掌握熟练的口述访谈技巧,还要有吃苦耐劳、

孜孜以求的奉献精神和从事史学研究的学术责任和使命意识。这些技能和品质都需要长

期在实践中培养、领悟和磨练。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有一些基本的程序和规范,这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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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可能受到忽视却十分重要的问题。

第一,做有准备的访谈者。访谈前充分的案头工作是开启搜集口述史料的前提。其

中包括对访谈问题和访谈人的了解和熟悉; 访谈提纲和问题的设计和论证等等。而其中

最关键的是对访谈问题的了解。因为,口述史不同于新闻采访的重要一点就在于它是严

谨的历史研究,可能涉及复杂的背景知识和很多方面的问题,也可能前人对此已经做过不

少的研究,只有对这些材料有了了解,才可能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不断追问,并为受访者

做必要的提示,引发他讲述的兴致,从而发现有价值的新史料,获得超过前人研究的新认

识。否则,对访谈的问题知之甚少,是难以展开深入的访谈的,即使听到了重要的内容也

可能将其忽视。

第二,处理好与受访者的关系。口述史是由访谈者与受访者共同完成的,因此,建立

融洽的合作关系是做好口述史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重视人情和关系的社

会中。一般来讲,在以 �抢救活史料 �为目标的口述史工作中,受访者多为阅历丰富的长
者,因此,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和关怀。赢得了受访者的信任工作才比较容易开展。访

谈中访谈者要注意把自己放在次要位置, 把主角交给受访者,多提一些开放性的问题,让

他尽可能讲出更多的历史故事和细节。当然为了避免跑题, 访谈者也要控制受访者讲述

的方向。访谈结束后,访谈者要把整理好的抄本送给受访者校对、认可。好的受访者常常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需要兼具好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而访谈者要起到唤醒和激活他们

的作用。

第三,保证口述抄本的真实。制作抄本就是整理口述史料的过程,它既费时又费力,

且无捷径可走。整理抄本第一要义是及时,以免放久了访谈的有些事情被遗忘; 第二要义

是尽可能保持原貌,甚至可以注明某些有意义的语气和动作,以便于研究和分析。我们知

道口述史来源于人们的记忆, �口说无凭�是它的真实性受到质疑的要害之处。而现代口

述史之所以强调口述访谈要应用录音设备,主要是要克服口述的流动性,使它成为如文字

一样的 �稳定 �记录。要维护口述史料的真实性,首先要保证记录下来的是受访者的原话

或原意,而非杜撰。当然, 口述史发表时, 抄本要进行多次加工和修正, 避免啰嗦、重复、不

合逻辑的语言,以免影响阅读效果。其次,要尽可能多地搜集口述史料,努力做到口述史

料相互印证,口述史料与文献档案相互印证, 从而去伪存真, 写作出口述史的珍品。这是

搜集和整理口述史料的终极目标和最高追求。在整理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常会遇到一些涉

及个人隐私或政治敏感性的问题,对待这些问题同样不可小视。做口述史必须要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要让口述史为学术研究服务,为凝聚中华民族服务,为维护党、国家和人民

的利益服务。

3� 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口述史工作

当代中国研究所 (以下简称 �当代所 � )是 1990年由中共中央批准设立, 专门从事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撰、研究和宣传工作的机构。当代所自建立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口述

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并参与到研究和出版口述史的队伍中来。早在�当代中国史研究 �创
刊时, 评论员便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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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当代中国史,要特别重视口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因为当年参加创建共和

国的一些老同志还健在,他们亲身经历过共和国这段历史, 对 45年来的许多是非得

失记忆犹新,可为国史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见解和资料。
[ 4]

当代所领导对口述史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积极联络访谈对象, 并亲自带队参与访

谈。2001年末成立了史料征集处,专门从事口述史的工作。十几年来当代所的口述史工

作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第一,以 �要人大事�为重点。由于受人力、物力的限制, 由于当代所替国家写史的定
位,所以,开展口述史工作之初便把搞清国史中起决定作用的重大政治事件和人物作为工

作重点,有计划地对国史上重大决策的参与者或当事人进行了采访, 如: 宋任穷、李德生、

廖汉生、赛福鼎、陈锡联、邓力群、袁宝华、阎明复、汪东兴、吴德等。有些采访的录音、录像

资料经过整理,先后在 �当代中国史研究 �上发表。[ 5� 9 ]
1999年出版了 �共和国要事口述

史 �[ 10]。 2004年后又陆续推出了 �当代中国口述史 �系列丛书 [ 11� 15]
。此外, 主要由我所

程中原、夏杏珍采访整理的 �刘英自述 �
[ 16]
一书, 因史料准确、文笔流畅被称为脍炙人口

的口述史代表作
[ 17]
。

第二,紧扣国史研究工作展开。搞清历史事实,分清历史是非是历史工作者的首要责

任。国史虽然还不长,但国史中的很多问题分歧争论却不少,几乎对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

件都有不同的认识。 2006年起,我所开启了季度研讨会制度,围绕国史研究中的热点和

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讨论。针对研讨会的主题我们一方面邀请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一方

面邀请事件的亲历者。研讨中既有研究者依据文献史料论证问题, 也有亲历者依据记忆

阐述观点,在两者的相互补充对证中,有力地澄清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例如我们对新中国

成立初期�红楼梦 �研究批评运动的研讨、关于 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

上讲话的起草过程的研讨都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第三,积极推进口述史学科建设。现代口述史学是泊来之物, 我们在强调向西方学习

的同时,更需要建设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的中国口述史学的规范和理论方法。

我国是历史研究的古国和大国,有着优秀的治史、修史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在

口述史学的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吸收和利用这笔财富, 从而形成我们自己的口述史学,更

大地开发口述史的潜能。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致力于中国口述史

的学科建设。当代所也利用国史研究的阵地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如: 在 �当代中国史研

究 �上陆续发表口述史研究的文章 [ 17� 22]
;积极参与口述史学术交流, 2005年参与筹建 �中

华口述历史研究会�; 2006年引进并组织翻译出版了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大家来做口述
历史�[ 23 ]一书等等。这些工作对于刚刚起步的口述史学来说,无疑都是富有战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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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PRC H istory Studies and theOralH istory

YAO L i

( Institute of C on temporary Ch ina S tud ies, B eijing 100009, C hina )

Abstract� O ralhistoriography and the PRC history studies are two new branches o fh istory. The

oral history not only patches up holes in docum entarymaterials of the PRC history studies, but a lso is

beneficia l for finding the PRC history law of developm ent and innovating research m ethods. Focus ing

on gathering, co llating and researching oral h istory materials, the Inst itute o 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has donemuch usefulwork to construct and develop Chinese oral history.

K ey words� oral historiography, PRC history studies, Institu te ofContemporary Ch ina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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