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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口述史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

妇匕 力

〔摘 要」 口 述史学在我国是 一 门方兴未艾的学科
,

一方面
,

目前它的发展存在着理论 性研 究

薄弱
、

学科定位不明以及易受质疑
、

常遭误解等问题
,

另一 方面
,

悠久的治史传统和 坚实的马克思

主义史学墓础 以及共和 国独特的历史进程
,

也为其学科建设和研 究品质 的提升提供 了广 阔的前景
。

〔关健词」口 述史 口述史学 困境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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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口述史料写作和研究历史
,

在中国和海外都是古已有之
,

但口述史成为一门现代意义

上的学科
,

却只能追溯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 国
。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
,

在与西方人文社会

科学交流与接轨的过程中口述史学闯人人们的视野
。

同时
,

由于运用口述史料 的悠久传统和 口

述史学灵活多样的研究领域和方法
,

使它很快被多个学科接纳
。

最近几年大量冠以 口述史的出

版物纷纷问世
,

以 《张学 良口述传奇》
、

《读书》2 0 0 3 年第 10 期发表有关 口述史的系列文章 ¹

以及以书代刊的 《口述历史》的出版发行为标志
,

口述史成了备受人们青睐
、

似乎人人都可以

谈上一谈的热门话题
,

正如 《北京青年报》的报道 《忽然火了
“ 口述史

”

》川
。

这种境况带来

了口述史的普及和推广
,

但同时对口述史的泛化和滥用也混淆了人们的认识
。

作为学术研究
,

口述史学的发展必须要有坚实的理论作基础
,

这既是学科独立存在的基本

前提
,

也是它未来发展的动力之源
。

应该说
,

经过 20 多年的实践
,

建设 中国 自己的口述史学

理论 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
,

但就 目前国内口述史学的状况来说
,

理论性的研究还相当薄弱
,

这

是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第一个困境
,

其表现有以下两个方面
:

首先
,

介绍西方研究的多
,

具有独到研究的少
。

创立于西方的口述史学在半个多世纪的发

展历程中
,

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

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

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

鉴的
。

为此
,

国内一些学者在引进和介绍西方口述史学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º ,

几部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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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口头传统专辑》包括刘宗迪
:
《文字原是一 张皮》

、

巴莫曲布膜
:

《口 头传统与书写传统》
、

朝戈金
:

《口头
·

无形
·

非物资遗产漫议》
、

尹 虎彬
:
《荷马与我们时代的故事歌手》

。

另外
,

此期还登有郭于华的文章

《口述历史
—

有关记忆与忘却》
。

º 20 世纪 9 0 年代杨雁斌在 《国外社会科学》上先后发表多篇介绍 口述史学的文章
,

如 《浅论 口 述史 学

的发展与特点》
, 1993 年第 4 期 ; 《口述史学百年透视》〔上 )

、

(下 )
, 19 9 8 年第 2

、

3 期
。

此外还可参阅沈

固朝
:
《与人民共写历史

—
西方 口述史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

,

《史学理论》19 9 5 年第 2 期 ; 庞玉杰
:
《从

往事 的简单再现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
—

西方 口述史学方法述评》
,

《世 界历 史》 19 98 年第 6 期 ; 杨祥

银
:
《当代美国的 口述史学》

,

王俊义
、

丁冬主编 《口述历史》第 1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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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学的著作中也有关于 口 述史学的介绍 ¹ 。

另外
,

西方 口述史学的理论性著作也陆续被翻

译出版 [2]
。

然而
,

如同任何由西方传人 的现代社会科学学科都要经过本土化一样
,

口述史学

要在中国生根
,

仅仅照搬是不行的
。

因为西方 口述史学的理论
、

方法及规范等都深受西方文化

的影响
,

其中的很多内容对中国并不适用
。

比如
,

美国 口述史协会规定 口述访谈工作必不可少

的一条是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要签署契约
、

法律授权书等
,

这明显带有西方法制社会 的传统
,

而中国人一向喜欢用温情的人际关系来办事
。

就国内的口述史实践来说
,

不仅要靠关系来联络

访谈对象
,

而且访谈 中也要注意培养起 良好的关系
,

以相互间的信任和友谊来保证工作的顺利

完成
。

所以
,

在中国建设以 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口述史学
,

就必须符合中国人的心

理特点和文化传统
,

唯其如此
,

其理论和方法才能为整个社会所普遍认可
,

而要实现这样的目

标
,

中国 口述史学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

当然
,

最终它的意义和价值也不仅仅只是单向的中国

化
,

而是推动整个世界口述史学研究品质的提升
。

其次
,

零星研究的多
,

系统研究的少
。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史学的几个重要期刊上陆续

发表了一些探讨中国口述史学建设和研究的论文
,

较早的如杨立文 (( 中国 口 述史学》
、

钟少华

《中国 口述史学当议》
,

近年有杨祥银 《当代 中国 口 述史学透视》
、

程献 《口述史三题
:
怎样采

集和解读》
、

周新 国 ((构建中国特色
、

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 口述史学》
、

钟少华 《呼唤中

国 口述史学腾飞》等等
。

这些文章或主要评说中国 口述史学的发展状况
,

或对某些问题发表意

见
,

对巫须理论指导的口述史实践来说
,

尽管难能可贵
,

但显然是杯水车薪
。

此外
,

除史学领

域关注 口述史学的发展外
,

社会学
、

人类学
、

民俗学等学科的学者也都在进行 口述史 的研究
。

他们站在各 自学科的立场
,

相互交流
、

对话
。

如 20 02 年 7 月 18 日
,

《光明 日报》刊登了定宜

庄
、

徐新建
、

彭兆荣
、

刘小萌四位来 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关于 《口述与文字谁能反映历史真相》

的探讨 ; 2 003 年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 3 期发表了一组 由史学
、

人类学
、

民俗学
、

少数 民

族民间文学学者撰写的讨论 口述史学的文章 º 。

这种跨越学科壁垒的交叉性研究凸显了相互借

鉴和利用的学术倾向
,

但 目前的探讨多半是各说各的
,

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

发展我国 口述史学的第二个困境是 口述史学科定位不明
,

由此造成了目前学术界对 口述史

基本概念界定不清
、

学术规范无所适从的问题
,

进而阻碍了 口述史学科的建设进程
。

就近年国

内出版的 口述史著作和进行的口述史研究来说
,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

第一
,

带有社会学
、

人类学倾向的 口述史
。

孙立平
、

郭于华等主持开展 了
“

20 世纪下半

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 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
” ,

该计划进行了 8 年
,

选取 了河北
、

陕北
、

四

川和东北的 4 个村子进行口述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
,

并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
,

如郭于华
、

孙

立平的 《诉苦
:
一种农 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

、

郭于华 的 《心灵的集体化
:

陕北骥村农

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等 ; 张晓的 《西江苗族妇女 口 述史研究》
、

钟华主编的 《大山的女儿
:

¹ 涉及 口述史理论方法的著作主要有
:
彭卫

、

孟庆顺
:
《历史学 的视野

:
当代史学方法概述》

,

陕西人 民

出版社 198 7 年版 ; 庞卓恒主编 《西方新史学述评》
,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 杨豫
、

胡成
:

《访史学的思

想与方法》
,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 9 6 年版 ; 于沛主编 《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版 ; 张广智
、

陈恒
:
《口述史学》

,

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公司 20 0 3 年版
。

º 这组 以 《口述史
:
历史人类学研究》为主打栏 目的文章有

:
定宜庄

:
《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 纳 日碧

力戈
:
《作为操演的民间 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 朝戈金

:
《民俗学视角下的 口头传统》; 孙庆忠

:
《口述

历史 的制作与 口述传统的发掘》; 胡鸿保
、

王红英
:
《口述史的田野作业 和文献》; 刘小萌

:
《关于知青 口述

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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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

心声和需要
—

山区的妇女 口述》以及余未人的 《走近鼓楼
—

侗族南部社区文化 口述

史》等书籍都以少数民族社会文化
、

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
,

记录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形貌
。

这些

口述史研究和著作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
,

较少有历史的线索或脉络
,

常常以事件或人

物的片段构成
,

目的是以 口述史为研究方法走人 田野
,

阐释口述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涵
。

第二
,

立足文学的口述史
。

张建伟的 ((男人之隐
—

四十岁男人生存现状访谈实录》
、

孟

晓云的 《非隐私访谈录
—

成功女性的独白》
、

老威的 《中国底层访谈录》等作品属于这一类
,

其特点是文学性较强
,

著者多为文学作家
,

目的是以 口述实录的形式呈现出不同的人生形态
。

此外
,

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引人了口述史的方法
,

如李辉的 《摇荡的秋千
—

是是非非说周

扬》
、

贺黎和杨健的 《无罪释放
—

“ 位知识分子
“

五
·

七
”

干校告白》
、

郑实和傅光明的 《太

平湖的记忆
—

老舍之死》等
,

作 品兼具文学和史学双重的研究价值
。

第三
,

自传体口述史
。

近几年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 《黄药眠 口述 自传》
、

《舒

芜口述 自传》
、

《文强 口述 自传》
、

《李锐口述 自传》等
“ 口述 自传

”

丛书
。

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先

后推出了 《风雨人生
—

萧乾口述 自传》
、

《小书生大时代
—

朱正 口述 自传》等
“ 口述传记

”

丛书
。

这些著作尽管成书过程中有他人的采录
,

但以 口述者个人回忆和讲述为主
,

传主娓娓道

来
,

讲述他们亲历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

第四
,

政要人物口述史
。

当代中国研究所采制的 《共和国要事口述史》
、

《吴德口述
:

十年

风雨纪事》
、

《从
“

童怀周
”

到审江青》
、

《汪东兴回忆 : 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

近年来在 《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先后发表的宋任穷
、

李德生
、

廖汉生
、

赛福鼎
、

陈锡联
、

邓力

群
、

袁宝华
、

阎明复
、

李尔重及汪东兴
、

吴德等人的回忆性文章
,

鲁林等主编 《红色记忆
:

中

国共产党 口述实录》等著作
,

口述者多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决策者或参与者
,

他

们的口述史弥补了国史或党史研究史料不足的问题
。

第五
,

普通民众 口述史
。

钟少华的 《早年 留日者谈 日本》
、

定宜庄的 《最后 的记忆
—

十

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
、

张健飞和杨念群的 《雪域求法记
: 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

、

刘小

萌的 《中国知青 口述史》
、

李小江
“

20 世 纪中国妇女 口述史
”

丛书等著作
,

著者多是历史学

者
,

他们不仅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
,

而且也都或多或少受过西方 口述史学的影响
,

在我国大

陆较早地开展了 口述史 的实践和研究
。

出于这样的学科背景
,

这几部著作更多地体现了口述史

学的规范
,

书中既写明了访谈时间
、

地点
、

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姓名
,

又以文献为向导
, “

文野

互补
”

并辅以人物和实物照片
、

往来书信
、 “

大事年表
”

等
,

因而它们获得了学界的较多赞誉
。

比较上述五种类型的口述史我们不难看出
,

前两者虽用 口述史之名
,

但并不把口述史著作

作为最终产品
。

制作 口述史的目标也不只是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
,

而更多地是把 口述史看

成一种方法或手段
。

研究者一般不深究口述资料的真伪
,

也不严守历史学的规范
,

甚至并不在

乎 口述者说了什么
,

而是关注他以什么身份在什么场合与谁讲的
,

为什么这样讲
,

讲的背后有

什么文化意义
。

而后三者则是以记录历史或研究历史为出发点
,

口述史著作的撰写除依据 口述

者的讲述外
,

还要查证大量文献档案或访谈相关人士进行补充和互证
,

最终呈现给社会的是文

字记载的 口述史文本
,

同时还要将录音磁带或录像带保存好
,

让历史以文字和声音两种载体传

递给后人
,

从而体现了
“

历史科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真实性
”

[31 的史学特点
。

目前在我国口述史属于史学
,

包括史料
、

研究方法和分支学科三层含义
。

强调 口述史的史

学定位并不排斥其他学科对 口述史的使用和研究
,

但
“

没有规矩不以成方圆
” ,

只有有了明确

的名分
,

才可能顾及其他
。

在美国
,

口述史学如今已经突破了史学范畴
,

不仅几乎每所大学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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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自己的特色开设了 口述史课程
,

而且 口 述史学研究 的范围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域
,

美国口述史协会前会长唐诺
·

里齐 (Do na kl A
.

Ri tc hie) 的著作 《大家来做口述史)) 的标题

正体现了这种状况
。

但就今天我国 口述史学的实际情况来说
,

明确 口述史的学科属性是它获得

“

合法
”

地位
、

名正言顺争得发展条件的大问题
。

尽管 口述史学 日益被大多数学者所重视
,

但传统史学对 口述史料的轻视倾向
,

加之口 述史

源于记忆
、

主观性较强
、

不够稳定等特点
,

使人们对其仍存有疑惑
、

误解和偏见
,

这是我国 口

述史学发展的又一困境
。

人们对 口述史的责难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
:

第一
,

来源于人们记忆的口述史是否可靠 ? 这些记忆常常是在事过几年
、

甚至几十年后被

重新唤起
。

在 回忆和讲述中
,

势必会存在一些问题
,

如出于某种原因回忆者有意歪曲事实 ; 由

于记忆的遗忘
,

使 口述不够准确
、

全面 ; 或者受后来经历 的影响
,

回忆 中渗人 了很 多感情因

素
,

等等
,

而讲述的流动和不稳定性等问题更增添了人们对 口述史的怀疑
。

例如 《当代中国史

研究》2 0 0 4 年第 6 期刊登了谢静宜的来信
,

对吴德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讲过
“

江青是个大女

流氓
”

一事给予纠正
。

我们在承认 口述史存在不足的同时
,

也应该看到文字史料同样掺杂了主

观因素
,

不能顾此失彼
、

因噎废食
,

一笔勾销口述史的价值和意义
。

口述史的这些特点也对 口

述史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不但要对研究对象有深人的了解
,

还要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和 良好

的史学修养
,

这样才能去伪存真
,

写出信史
。

第二
,

口述史是否需要文献 ? 是否
“

有言必录
”

就算完成了 口述史 ? 这一问题的提出正反

映了目前 口述史书籍 良秀不齐的状况
,

对此著名 口 述史 家唐德 刚给予 了很好 的回答
,

他说
:

“

我替胡适之先生写 口述历史
,

胡先生的 口述只 占百分之五十
,

另百分之五十要我 自己找材料

加以印证补充
。

写
‘

李宗仁 口述历史
’ ,

更麻烦
,

因为李先生是军人
,

他连写封信都要秘书
,

口述时也随便讲讲
,

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
、

去写
、

去考证
,

不 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

讨
” 。

川可见
,

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对 口 述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

这也是史学范畴 的口述史

共通的方法
,

是它与其他学科的 口述史的重要区别之处
。

第三
,

口述史是否以揭秘为主题 ? 目前出版的很多 口述史以大揭秘为嚎头
,

大肆炒作领袖

人物的私生活
、

反右派斗争的恩怨情仇
、 “

文化大革命
”

的凄惨往事
,

似乎只有共和国历史上

的曲折和失误才是 口述史的重点
,

以至于人们将 口述史与野史密闻相等同
。

这种对 口述史的误

解和误导
,

不但违背了历史学给人 以知识和智慧
、

服务于民族和国家大义的基本原则
,

也使 口

述史变成 了商业赢利的工具和别有用心者的枪 口
。

以上对我国 口述史学发展 困境的三点分析
,

仅仅是从大处着眼提出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

此

外
,

如经费
、

组织
、

人员等困难也是 口述史学发展 尚待解决的难题
。

然而
,

这并不意味着它没

有前途
,

恰恰相反
,

我 国口述史学是大有作为的
。

第一
,

我国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和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础
,

这是口述史学成长的独特

优势
。

口述史学的发展首先应该从中国史学的理论和传统中汲取养分
,

如对 口述史料收集与使

用的技巧
,

对文献资料的征引与钩沉
,

都是 口述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
。

此外
,

口述史学要

健康发展就必须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
,

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

口述史学工作者才能获

得正确的认识和方法
,

才能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 ; 也只有坚持唯物史观
,

才能解决 口述史的客

观性不足和由此带来的可信度问题
。

口述史学工作者要始终明确历史是客观存在的
,

我们只能

实事求是
,

按照历史的真实去运用和诊释我们所掌握的历史资料
,

而不能将历史看成是
“

任人

打扮的小姑娘
” 。

在社会科学中史学的政治性
、

意识形态性最强
,

而 口 述史学研究的内容距离
·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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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较近
,

一般又偏好于官方史书中未记录或记录较少
、

档案资料中未被解密或争议较多的历

史
,

这些内容常常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极其密切
,

甚至会影响到民族的利益和国家政权的稳定
。

同时
,

因为 口述史的可读性和关注偏好
,

使读者对 口述史情有独钟
,

不仅爱读
,

而且愿意接

受
。

一些人便利用这一点
,

在没有文献补正的条件下
,

大搞所谓的 口述史
,

比如近年海外出版

的某些书籍
,

极尽造谣
、

污蔑之能事
,

破坏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
,

以达到反华反共的 目的
。

这些客观事实都提醒我们在研究 中必须坚定地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

史学工作者必须明确为什

么人写史
、

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写史
、

怎么写史的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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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
,

中华人民共和国 55 年的历史尽管还不算长
,

但这
“

千年仅见的变局
”

为 口述史的

写作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

国史是最适宜运用 口述史进行研究 的历史
,

从 1 9 4 9 年一个崭

新国家的建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艰辛探索
,

一次次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的大潮冲击和影响了整

个社会
,

其变化的程度之深
、

速度之快
、

覆盖之广
,

为世界史所独有
。

在迅猛的社会变迁中
,

国家权力和政治力量镶嵌在 民众 日常生活之中
,

进而在他们的观念中打上了极深的烙印
。

基于

“

自下而上
”

历史理论的口述史学
,

可以在对 民间社会的问询中
,

探讨民众生活世界与国家力

量的互动过程
,

并以这种民间社会的 自主性和生命历程来重建这段存活于记忆中的历史
。

正如

保罗
·

汤普森 (Pau l T ho m pso n) 指出的
: ‘

旧 述史学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
,

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
。 ”〔5〕

第三
,

当前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好局面推动了各个学科的蓬勃发展
,

也为它们之间

的广泛交流提供了 自由的空间
。

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
,

正是 口述史学发展的机遇
。

近年来
,

哲

学社会科学的潜在价值和作用 日益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
,

历史也被提升到了
“

软武器
”

的重要

地位
。

前不久党和国家不但专门下达了文件
,

还加大了对该领域研究项 目的投人力度
,

积极支

持一些新兴交叉学科的建设工作
。

在这种背景下
,

堕待建设的中国口述史学要求我们在与国际

同行交流与合作中
,

一方面要有步骤地加快 口述史学在理论方法
、

学术规范等方面的建设 ; 另

一方面
,

要全方位地开展 口述史的收集工作
,

力求从多侧面
、

多角度理解和把握我们这个时代

的社会生活
,

给历史研究注人鲜活的史料
,

给资政育人的学术传统提供取之不竭的素材
。

而这

恰恰是建设一个既富理论创新
、

又可普遍应用的口述史学的基本前提
。

相信肩负这一使命的同

仁们付诸实践之 日
,

就是 中国口述史学黄金时代的来临之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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